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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凌晨1時46分，天舟七號貨運飛船成功對接於空間站天和核

心艙後向端口。為航天員們送去龍年新春大禮包的同時，天舟七號還

運送了大量空間科學實驗載荷，其中有一種名為厭氧古菌的微生物。

厭氧古菌只需要攝入氫氣和二氧化碳就能存活，然後生成甲烷。科研

人員希望在空間站中開展生態系統仿真實驗，驗證這種微生物 「在模

擬火星的環境中以及宇宙輻射的極限環境下是否

能夠生存」，有助於鑒別火星甲烷信號的生物來

源，進而解開是否存在外星生命這一重大謎

題，為人類未來探索宇

宙提供寶貴實驗數據。

驗證抵抗輻射能力 揭秘火星甲烷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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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重力環境 研骨質疏鬆

天舟七號送新插座 升級快拆式維修
僅僅耗時3小時，

「太空快遞」 天舟七號就
為空間站送達了重約5.6噸的260餘件貨
物，其中包括為航天員們送去的新一代供
電插座。據悉，該供電插座由中國航天科
技集團五院529廠研製，長寬只有10厘米
見方。其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具備快
速拆裝、插槽對位、不脫出鎖緊等多項在
軌維修功能，將對航天員在空間站的在軌
用電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據了解，空間站內的各種載荷，相當
於三居室房間中的家用電器，供電插座的
可靠性、安全性對載荷的正常工作來說，
與供電電源一樣至關重要。研發人員表
示，空間站建造階段初期，供電插座的安

裝方式發生熔斷器熔斷，只能進行整機更
換，由航天員將供電插座帶回地面並返廠
維修。隨着空間站內空間科學實驗逐步增
多，對接於供電插座的載荷種類越來越
多，用電狀態和工況也更加複雜。

在經過多次論證與設計改進之後，項
目研製團隊最終制定了高效可靠的在軌維
修設計方案，並通過了大量試驗驗證。
「空間站的供電插座維修方式由 『整機維
修』 優化為 『外置器件』 維修。」 這意味
着，航天員在軌維修時僅需像擰螺絲釘一
樣把供電插座外置熔斷器組件摘掉，更換
新的組件即可完成維修，大大節約了成本
和維修周期。

大公報記者劉凝哲、郭瀚林

保障供電

去年中國出入境人員超4.24億人次 增266.5%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1月18

日，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召開新聞發布會。
據介紹，2023年，中國全年累計查驗出入
境人員4.24億人次，同比上升266.5%。

其中內地居民2.06億人次、港澳台居民
1.83億人次、外國人3547.8萬人次，同比
分別上升218.7%、292.8%、693.1%。

全年累計查驗出入境交通運輸工具
2346.1萬架（列、艘、輛）次，同比上升
143.4%；其中飛機54.1萬架次、列車9.1萬
列次、船舶40.4萬艘次、機動車輛2242.5

萬輛次。
2023年，全國移民管理機構共為在華

常住外國人簽發各類居留證件71.1萬人次，
在華常住外國人已恢復至2019年底的
85%。來華外國人數量將持續穩步提升。

另外，近日，國家移民管理局再次公布
施行多項便利外籍人員來華的政策措施，包
括放寬申辦口岸簽證條件、在北京首都機場
等樞紐空港口岸24小時直接過境免辦查驗
手續、在華外籍人員可就近辦理簽證延期換
發補發、簡化簽證證件申辦材料等。

川探獲近百萬噸鋰礦 新三樣喜增糧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1

月17日從自然資源部獲悉，中國在
四川雅江探獲鋰資源近百萬噸，是
亞洲迄今探明最大規模偉晶巖型單
體鋰礦。 「這為我國實現找鋰重大
突破，起到了示範作用！」 自然資
源部部長王廣華興奮地說。

電動載人汽車、鋰離子蓄電
池、太陽能蓄電池，中國製造 「新
三樣」 ，樣樣離不開鋰。風電、光
伏大規模儲能，性價比最高的方案

就是磷酸鐵鋰電池。最新統計顯
示，2023年， 「新三樣」 產品合計
出口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有
「鋰」 走遍天下，無 「鋰」 寸步難
行。對新能源汽車等 「新三樣」 ，
金屬能源鋰都是 「口糧」 。全球鋰
資源分布不均，主要分布在阿根
廷、玻利維亞、智利、澳洲、中國
和美國等國家。

中國鋰輝石礦、鋰雲母礦分布
範圍廣，全國有1500多個鹽湖，通

過加大鋰礦區塊出讓力度，可進一
步挖掘鋰礦找礦潛力；中國部分鋰
礦探礦權勘查程度較低，通過進一
步加強地質勘查工作，鋰礦增儲空
間較大。剛剛結束的2024年全國自
然資源工作會議明確，在優化海外
合作，加強同拉美 「鋰三角」 等區
域合作的同時，立足國情，針對共
生伴生礦等特徵，不斷實現勘探技
術等突破，保障端牢新能源產業「中
國飯碗」，「新三樣」不愁 「糧」 。

▲1月18日1時46分，天舟七號貨運飛船成功對接於空間站天和核心艙後向端口。

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郭瀚林北京報道

天舟七號貨運飛船搭載
的科學實驗載荷中，有一種
叫厭氧古菌，它是地球上最古
老的生命形式之一，也是地球
大氣甲烷的主要貢獻者，廣泛分布
於深海、水稻田、反芻動物的胃等厭氧
環境中。厭氧古菌隨天舟七號貨運飛船
被送入中國空間站，以驗證它們在模擬
火星的環境中以及宇宙輻射的極端環境
下是否能夠生存，幫助人類探究是否存
在外星生命這一重大謎題。

美國航空航天局好奇號火星探測器

自2012年登陸火星以來，已經多
次探測到不明原因的甲烷信號。科

學家推測這些甲烷有可能是外星生
物代謝的產物，而產甲烷菌被科學家

們認為是火星或土衛二上最有可能存在的
潛在生命形式之一。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

天舟七號 「護送」 的
其中一組實驗樣品是骨髓

間充質幹細胞，由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教授余路陽團隊製備，用於研究太空骨質
疏鬆現象。骨髓間充質幹細胞是人體骨髓
中較原始的細胞，成骨細胞就是由其分化
而來。余路陽表示，人在太空中骨質流失
會加速，我們期望找出骨髓間充質幹細胞
在太空微重力環境中會發生哪些生物信號
的改變，找到干預靶點，從而研製針對
這些靶點的藥物或干預手段。

「（航天員的骨質疏鬆）與地面老
年人的骨質變化具有相似性。研究人在
太空中的骨質變化不僅對保障航天員的
在軌健康有重要意義，對地面老年人
的骨質疏鬆預防和治療也有重要參考
價值。」 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王金福說。

這是該團隊第二次將骨髓間充質幹細
胞送入空間站，此前實驗樣品已取得初步
研究成果。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員
吳夢瑞說，這種細胞的表觀遺傳會在太空
中發生甲基化，好比給DNA戴了一頂帽
子，被帽子遮住的這部分基因將不再被表
達、轉錄，這對細胞分化的 「命運」 產生
了重要影響。吳夢瑞表示，在空間站運營
期間，這項研究將進一步深入，不僅將通
過後期的空間站飛行任務再運送一批實驗
樣品，後續還將在實驗中增加藥物干預。

將在空間站開展小鼠實驗
「從細胞研究到真正的人體應用，其

實是十分漫長的過程。在細胞層面獲取可
信證據後，我們未來還需要在空間站開展
小鼠實驗，來驗證藥物的有效性。」 余路

陽說。 中新網

外星生物
探索Q&A

尋找系外行星？

探測系外行星的
方法有好幾種。徑向
運動法是偵測恆星朝
向或遠離地球的周期運
動。地球觀察者會看到
畫圈的恆星時遠時近，
這就叫徑向運動。檢測到
周期性的紅藍變化，就知
道恆星身邊有顆行星。

▲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 「天
問一號」 環繞器與火星合影。

中新社

篩選合適恆星？

如果恆星狀態不佳，那麼即使
在它這裏發現行星，也不用考慮外星
生命的可能性了。恆星的狀態可以由
赫羅圖來表示，這個圖的橫軸是恆星
表面溫度，縱軸是恆星的發光能力。
所以，對外星生命的搜尋範圍可以縮
小到從赫羅圖中央到右下角這條從白到
紅的星帶中。

厭氧古菌
是什麼？

厭氧菌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形式
之一，也是地球大氣中甲烷成分的主要
貢獻者，廣泛分布於深海、水稻田、反
芻動物的胃等厭氧環境中。中國科學院
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東秀珠介紹，此次
送入太空的厭氧古菌生物結構特別簡
單，只需要攝入氫氣和二氧化碳就能存
活，然後生成甲烷。

降火探測受限儀器精準度
美國航空航天局好奇號火星探測器

自2012年登陸火星以來，已經多次探測
到不明原因的甲烷信號。科學家推測這
些甲烷有可能是外星生物代謝的產物，
而產甲烷菌被科學家們認為是火星或土
衛二上最有可能存在的潛在生命形式之
一。然而，開展火星等行星上的地外生
命信號的原位探測時間和經濟成本高
昂。此外，現有的同位素儀器等的探測
精度尚不足以支撐原位探測中實現對甲
烷信號的生物來源的鑒別。

「我們選定厭氧的古菌，然後把這
個微生物放到這個裝置上，把它上行到
（中國）空間站的平台上。然後利用空
間站平台這種暴露在宇宙輻射條件，加
上它微重力的環境，加上其他的一些比
如說像溫度，這樣一些比較極端的環
境，在這種環境下來測試一下，看地球
上早期的生命能不能在它這個環境下存
活。」 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教授劉
竹指出，此次太空實驗採取了一種獨特
的反向驗證方法。通過在太空站上模擬
火星等外星環境，觀察地球上的原始生
命形式是否能夠在這樣的條件下生存和
繁衍。如果厭氧古菌能夠在太空中產生
甲烷並生長，就將證明地球上的生命確
實能夠在外太空環境中生存，甚至可能
在火星上找到與地球相同源的生命形
式。

據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
系報道，空間站能夠提供
地面無法比擬的空間

微重力和輻射條件，高度還原和模擬
特殊的地外環境。此前，劉竹團隊、
東秀珠團隊和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
理所張濤研究員團隊合作開展了基於
中國空間站的地外生態系統模擬實
驗。

天地對比實驗艙室內外同步
他們篩選了適宜空間實驗環境的

三株厭氧古菌菌種，分別為具有遺
傳操作系統的中溫度海藻甲烷球菌
（Methanococcus maripaludis S0001），
從青藏高原極寒的諾爾蓋濕地分離
出的嗜冷甲烷葉菌（Methanolobus
psychrophilus R15）和厭氧有機廢
物處理系統中分離的甲烷八疊球
菌（Methanosarcina maize CZ1）。
實驗將在地面實驗室和中國空
間站的艙內和艙外同步開
展，形成地球、模擬火星重
力（空間微重力）和宇宙
輻射的相互對照實驗。

模擬火星重力和空
間微重力環境將借助
中國空間艙內的小型
離心機進行構建，
宇宙輻射條件將通
過空間站艙外暴
露平台進行構
建。

在軌實驗

判斷生命證據？

恆星星光穿過行星大氣時，各種成分的大氣分子會
吸收掉各自的特定波長。通過分析光譜，我們可以判斷出

行星的大氣成
分。假如發現一

些物質，通過非生
化反應無法合成或穩

定存在，那就是外星生
命的強烈證據了。

大公報整理

▲嘉賓在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展區參觀 「天問一
號」 火星探測器模型。 中新社

▶美國航天局此前公布地球
（左）和太陽系外行星開普

勒-452b效果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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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菌做客天宮 助尋外星生命

▲以現今科技水平，即使在火星實地探測甲烷，也未必可精確鑒別其生物來源。
圖為祝融號火星車拍攝的火星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