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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問天艙的生命生態櫃是動植物的太空旅
館，以後還會有什麼樣的動植物住在太
空旅館裏面呢？

陳冬：生命生態櫃除了擬南芥和水稻，在下
面的單元房間還可以分別養殖斑馬
魚、線蟲。科學家可以根據不同植物
適宜的生長環境，對光照、溫度等條
件進行控制，同時自動觀察裝置還可
以定期給它們拍照、錄視頻，記錄它
們在太空的生活狀態，讓地面的科學
家知道它們發育得好不好，觀察它們
在太空是否住得習慣。

問：在太空中植物能否得到充足的光照，
這個照明是艙內提供的燈具照明，還
是太空中的自然光呢？

劉洋：問天艙的植物是在實驗櫃裏培養
的，無法接受太陽光的照射。但
是，實驗櫃裏有人工光源，通過調
控光源的強度和光譜，可以為植物
提供充足的光照，滿足生長發育的
需求。同時，科學家還可以根據不
同植物生長對光的不同要求，來設
計相應的光照條件。雖然目前還無
法直接利用自然光，不過隨着技術
的進步，或許將來可以直接利用自
然光來培育植物。

太空植物答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問：太空中沒有上下左右，並且感受不到重
力，那為什麼擬南芥和水稻的根還能向
下扎到土壤裏呢？

劉洋：植物不僅具有向重性，還有向水性，
土壤含有充足的水分，所以擬南芥和
水稻的種子在萌發時就會向含有水的
土壤生長，同時沒有了重力帶來的空
間感，植物的根和莖不能整齊向着一
個方向生長，就會呈現出比較零亂的
狀態。

問：植物在太空中的生長周期和在地球上
相比有什麼不同嗎？

蔡旭哲：太空微重力環境對植物生長發育的
很多方面都有影響，科學家通過前
期的多項太空實驗發現，太空微重
力環境可能會引起很多植物在太空
中的生長周期變化。比如，陳冬老
師他們在天宮二號生活期間種植的
生菜和地面生長的周期就差不多，
而同樣在天宮二號裏的擬南芥生長
就比地面緩慢，但是存活的時間卻
更長。

提前做好水球，用注射器噴出空氣快速地衝擊它，水球振動挺劇烈。在水球內加入
一個空心鋼球，雖然鋼球穿進了水球，但是水球彷彿有黏性一樣把鋼球又拉了回來。
再以同樣的力度來衝擊水球，振動確實變小了，水球好像變「懶」了一樣。

原理速讀：外力施加到水球上，水會發生共振，加入鋼球後，水球固有頻率就會發
生改變，相對不容易引起共振。這個實驗探究了在微重力環境下，液體與液固混合體
在相同衝擊作用下的振動表現。這一原理在航空航天領域非常重要，例如航天器分離
時加速度比較大，這時會用到顆粒阻尼器，它具有吸能作用，以減少航天器和人受到
的衝擊。

水球變「懶」

太空趣味飲水實驗
航天員劉洋拿出一根2米長的管

子，將管子的一頭放入芒果汁中，
在管子另一頭吸芒果汁，毫不費力
就喝到了。在地球上，用2米管子
飲水是非常困難的。

原理速讀：在地面上由於重力作
用，用2米長的管子想要吸水是很
不容易的。在太空站的微重力的環
境下，僅僅依靠吮吸的力量，就可
以很輕鬆喝到水。

航天員陳冬在太空站旋轉T字扳手，左右旋
轉，扳手不容易調頭，上下旋轉扳手則容易調
頭。

原理速讀：這個實驗展示的是「賈尼別科夫
效應」，最初是由前蘇聯航天員賈尼別科夫在
太空站中偶然發現的，鋼鐵的旋轉方式和分布
質量有關。具體來說是一個剛體繞着它轉動慣
量最大的主軸（第一主軸），或轉動慣量最小
的主軸（第三主軸）旋轉時是穩定的，而繞着
中間軸（第二主軸）旋轉時則是不穩定的。

太空趣味實驗及原理 *均為視頻截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天地「小南」齊開花 期待茁壯共成長

會「調頭」的扳手

振幅減弱

振動劇烈

加入
鋼球後

「10月3日，我們驚喜地發
現，實驗組的擬南芥（小南）
開花了，看來經過基因編輯的
早開花種子，開花期真的提前
了很多。」在「天宮課堂」第
三課的天地連線中，雲南大理

實驗小學六年級的梅子言向在問天艙的航天員老
師，報告了他們在「天地共播一粒種」中，種下
的擬南芥的最新情況。梅子言興奮地說，9月9日
播種以後，他們每天都認真觀察記錄，現在看到
「小南」開花了，非常期待地面的「小南」能與
太空站的「小南」一起成長，早日完成從種子到
種子的實驗。

雲南小學生細心培育觀察
今年9月9日，雲南大理實驗小學參加了「天地

共播一粒種」——青少年與航天員一起種植物科普
活動，學校的學生一共種植了12組擬南芥種子和6
組水稻種子。當天，學生們在科學教師的指導下，
配置營養液、在土壤盒內裝入土壤、安裝種植板、
種植種子、加注營養液。在種植完畢後，同學們將
自己的植物帶回家管理，並觀察記錄相關數據。

「種子種下過了三天，對照組和實驗組的『小
南』都先後發芽了，芽非常小，呈橢圓形，又過

了十天，實驗組的生長速度就明顯超過了對照
組，率先長出了第四對葉子。」梅子言記錄下了
擬南芥種植的情況。他說，在觀察過程中，他們
還驗證了植物的向光性，而就在10月3日那天看
到了「小南」開出了白色的小花，他們都感覺非
常的欣喜，趕緊去看對照組的「小南」，卻發現
這時它們的花莖還未從心葉中間抽出來。這讓他
們切實看到了經過基因編輯的早開花種子，花期
真的像預期一樣提前了很多。

望完成從種子到種子實驗
在問天艙裏，航天員通過直播也向大家展示

了在太空中種植的擬南芥的情況，有兩棵
「小南」已經在種植孔裏開花了，航天
員老師說，就像同學在地面看到的
「小南」的花一樣，它的花也是非
常的小。在給它們拍照之後，航天
員對太空中培養的「小南」進行了
採集。

看到太空中的「小南」，梅子言
和孩子們更加期待着天地同種的
「小南」都能健康成長，早日共同完
成從種子到種子的實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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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9日，雲南大理實
驗小學的學生在學校種下
「小南」。 受訪者供圖

◀10月7日，實驗組「小南」(右)
和對比組「小南」成長的差異已非常明

顯。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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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南芥是目前已知植物基因組中最小的、在植物
學、包括遺傳學和植物發育研究中的模式生物之
一。它是理解許多植物性狀的一種流行的分子生物

學工具，在農業科學中的作用如小鼠和果蠅在人類
生物學中的作用一樣。

來源：新華社

擬南芥——研究植物流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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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手套箱與低溫存儲櫃科學手套箱與低溫存儲櫃：：實現實現
細胞級精細操作細胞級精細操作

◆◆生命生態實驗櫃生命生態實驗櫃：：動植物的動植物的「「太太
空旅館空旅館」」

◆◆生物技術實驗櫃生物技術實驗櫃：：研究細胞等研究細胞等
「「微觀微觀」」世界世界

◆◆變重力實驗櫃變重力實驗櫃：：提供高精度模擬提供高精度模擬
重力環境重力環境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劉凝哲

問天問天
實驗艙實驗艙

「問天」艙4台科學實驗櫃

天和核心艙天和核心艙

天舟貨運飛船天舟貨運飛船

問天對接天和「L」型結構圖

◆◆昨日昨日，，收看收看「「天宮課堂天宮課堂」」第三課的雲南省大第三課的雲南省大
理新世紀中學的學生與航天員對話理新世紀中學的學生與航天員對話。。 新華社新華社

◆◆ 香港培僑中學師生觀看香港培僑中學師生觀看
「「天宮課堂天宮課堂」」第三堂直播第三堂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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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閉幕

2022年10月12日16時01分，「天宮課堂」首次在中國太空站問天艙開講，新晉「太空教師」、神舟十四

號乘組航天員陳冬、劉洋、蔡旭哲為全國青少年帶來一場精彩的太空科普課。「『小南』非常適應太空生活，

長得非常好」，陳冬這樣介紹擬南芥「小南」在太空站的生長情況，這也是太空植物首次出現在天地連線的直

播鏡頭中。在港通過直播觀看「天宮課堂」的學生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看到太空植物的生長，聆聽「太空

教師」的講解，真正體驗到「世間萬物無奇不有」這句話，更激勵自己要多探索未知，不斷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金文博 北京、香港連線報道

問天艙首開課 激勵港生追夢「問天」
航天員精彩科普 太空植物採集首次天地連線直播

神舟十四號乘組昨
日進行的第三次

「天宮課堂」時長約
50 分鐘。授課一開
始，「太空教師」們
先向同學們介紹了首
次 啟 用 的 太 空 教
室——問天實驗艙。
陳冬說，問天艙有更多
新的科學實驗櫃。其中
的生命生態實驗櫃，是以
生物個體為研究對象的實
驗平台，由一個個像小房間
一樣的模塊組成，每個房間對
應不同的研究對象，就彷彿是動
植物的太空旅館。備受關注的擬南芥
「小南」和水稻「小薇」就住在這個實
驗櫃裏。

太空種糧食 期待實現「禾下乘涼」夢
在本次太空授課中，陳冬直播演示採集擬南芥標本的全過程。
「小南」首先轉移到科學手套箱中。陳冬佩戴上助力實驗的MR
眼鏡，通過眼鏡的視野，地面上的人們也可以清晰看到手套箱內
的一舉一動。陳冬通過語音控制MR眼鏡拍攝擬南芥的圖片並傳
回地面。他小心地拿出剪刀採集樣品，並將其裝入凍存管中，待
返回地球時將它們交給科學家研究。「非常期待能夠在太空站收
穫我們自己種植的糧食，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在月球甚至在火
星我們都能實現袁隆平院士的禾下乘涼夢。」陳冬說。
劉洋展示了另一種在太空中生長的植物水稻「小薇」。經過

70多天的生長，水稻種子已經長成一棵棵水稻植株。這次實驗
的重要目標，就是要實現水稻從種子到種子全生命周期的培
養。在生長盒裏，住着高稈和矮板兩種水稻。在地面上，剛剛
萌發的水稻葉尖上會有「吐水」現象，這在微重力環境中更容
易觀察到。
香港多個平台包括港台電視等當天都有同步直播，部分學校亦
有組織學生收看。在喇沙書院，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與約
百名學生一起觀看直播。蔡若蓮在社交專頁表示，雖然今次香港
學生只能「觀」課，卻是樂在其中，非常投入，同學在課堂後更
提出不少有趣、有質素的問題，可見活動不僅增長了他們的太空
科技知識，更激發了他們探索宇宙奧秘的熱情和追尋知識的動
力。
在培僑中學，中五生李耀庭在課堂中留意到航天員和地球上
分課堂的學生一起進行植物生長研究和採集示範。「當我看見

同一種植物在不同的環
境或重力有不同的生長
方向和發展，第一刻
的反應是十分驚訝
的，真正體驗到『世
間萬物無奇不有』這
句話！同時這也證明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未
知的知識需要學習和探
索，才能不斷地進步，
創建更美好的生活！」
李耀庭表示，「天宮課

堂」的實驗都是平時在地球
環境很難看到的，在這次的

「天宮課堂」中也了解到很多有關
中國太空站的工作設備，進一步認識

航天生活。雖然本身是主修文科的高中
生，但是他卻對航天科技充滿好奇，更會去主

動接觸。「我認為生活想要變得更好或者更方便，仍然
需要科技力量的支持，對科技有一定的認識有時還可以融入和輔
助自己的學習與工作，百利而無一害。」

盼港生入選載荷專家 登「天宮」去出差
他又表示，通過觀看「天宮課堂」三位航天員所做的科學實
驗，認識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識，了解到科技的日新月異和高
深，使他對航天科技又多了些興趣。「雖然自己是文科生，但
也希望自己能在未來國家的航天事業中，貢獻自己的綿薄之
力！」
「當真讓我獲益良多！」中三學生陳映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在這次「天宮課堂」中，航天員們的有趣講解啟發了她對航
天科學研究的興趣，航天員們同時也用了精彩的實驗，去解釋很
多平時大家較少機會接觸的科學知識，她很想有機會問問航天員
們：「是什麼鼓勵着你們在遙遠的太空中進行科研工作？」而對
於國家開始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她認為這無疑在未來給香
港學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參與國家航太科技發展。熱愛物理科的
她透露，未來希望能成為一名老師，將知識傳遞給一代又一代的
學生，為國家培養潛在的航天員和載荷專家。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杰提到，學校正籌備成立一個興趣愛好小

組，組織師生持續關注「天宮」太空站的發展和「天宮課堂」的
舉行，同時也邀請師生們建議一些科普天地實驗，並希望向「天
宮」推薦，以此提升學生們對航天科技的興趣，配合國家在香港
地區招募載荷專家，期盼將來有學生能夠成為祖國的航天員。
「登上『天宮』去出差！」

◆◆在河南省科技館在河南省科技館「「天宮課堂天宮課堂」」分課分課
堂堂，，學生邊收看邊做實驗學生邊收看邊做實驗。。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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