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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 铁 术

西亚的赫梯人在公元前
20 世纪中叶就发明了冶铁
技术，并且开始使用铁犁，
成了最先进入铁器时代的民
族。

在公元前 15 世纪，也
就是中国周代初年的时候，
赫梯人就已经开始使用银制

的货币，这一方面体现了他
们高超的采矿和冶炼技术，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商业
的发达。

而赫梯人也是依靠铁器
攻陷巴比伦城，覆灭古巴比
伦国。铁器的使用成为后来
亚述帝国繁荣的原因之一。

目前西方冶金史界认
为，中国利用陨铁晚于西亚
数个世纪，人工块炼铁也晚
于西方，但是他们不得不承
认中国的生铁技术、铸铁柔
化和炼钢技术大大早于西
方。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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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搭载游客，旅游版
“龙”飞船和专业版“龙”飞船
是否会有所不同？

“应该不会。”庞之浩说，之
前太空游客都是和宇航员一起进
入太空，因为游客毕竟不是专业
的飞船驾驶员，这次也是采取相
同方式，所以用来旅游的“龙”
飞船和运送专业宇航员的“龙”
飞船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

据报道，SpaceX 和“蓝色
起源”等公司都在研制兼具太空
旅 游 和 其 他 功 能 的 航 天 器 。
SpaceX 的“星船”既能用来搭
乘100名游客进行绕月旅游，又
能用来向月球甚至火星运送专业
宇航员、探测器和物资等。“蓝
色起源”公司的“新谢泼德”飞
船也是如此，可以载着6名太空
游客亚轨道飞行，也能向国际空

间站运送物资。
“除了航天器可以通用，太

空游客也不用携带什么特殊装
备。”庞之浩谈到，在发射和返
回阶段，游客要和专业宇航员一
样穿着舱内航天服。在太空飞行
阶段，游客可以穿着自己的衣
服，比如运动装等，还可以携带
一些自己的私人物品，如相机甚
至部分女性化妆品等。

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太空
的辐射、失重等环境会不会给太
空游客带来身体方面的损伤？

庞之浩表示，游客在空间站
也会每天锻炼身体，而且游客在
太空的时间较短，防护得当的情
况下，基本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另外，由于游客一般不会在空间
站独处，所以也无需过于担心心
理问题。

“但是，与专业宇航员相比，
太空游客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令
人担忧的问题。”庞之浩表示，韩
国首位宇航员李素妍在飞船返回
降落时遭受冲击受伤，而同行的
其他宇航员则平安无事，这有可
能与她训练时间较短有关。

针对太空旅游引发的热潮，
我国有关专家乐观地预计，20
年后中国人有望实现太空旅游。
在庞之浩看来，太空旅游兴旺发
达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
降低成本，二是保证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民间资本参
与航天发展正大大加速太空旅游
业。“一些国家正在建立完善的太
空旅游法，让民营企业在航天领
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并鼓励发展
包括太空旅行在内的新的商业市
场。”庞之浩道。 据《科技日报》

游玩国际空间站 有钱还要身体好
又一轮“太空游客”开始招

募了。近日，美国阿克肖姆航天
公司发布公报称，该公司已与美
国 太 空 探 索 技 术 公 司
（SpaceX）达成协议，准备借助
后者的载人“龙”飞船，于
2021年将3名私人游客和1名该
公司培训的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
站，并让他们在那里生活至少8
天。据报道，目前已有一人预定
了座位，票价可能为5500万美
元左右。这一切似乎都在宣告，
去太空旅旅游，只要有钱就可
以，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广义上，太空旅游可分为
失重旅游、高空旅游、亚轨道旅
游、轨道旅游以及太空行走旅
游 、 太 空 旅 馆 旅 游 等 多 种 形
式。”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
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记者，未
来还可能发展绕月旅游、落月旅
游和火星旅游。

“失重旅游是飞机进行抛物
线动作，让乘客体验短暂的失重
感觉。”庞之浩介绍，一次飞行
大约能进行 10—20 个抛物线动
作，每次抛物线动作能让乘客体
验约 30秒的失重感觉，每次费
用是5000美元。

接近太空的高空飞行能让游
客看到大地上山脉绵延的轮廓，
以及头顶貌似触手可及的天空，
通常飞行高度在 20 公里左右。

据悉，俄罗斯的“米格-25”和“米
格-31”战斗机可以实现 24公里
的高空飞行，乘坐它们旅游的票
价相对友好，每张约为1万美元，
包括在莫斯科停留两天的费用。

“亚轨道旅游能够进入太空
但不进入近地轨道，是一种近似

‘直上直下’的飞行体验，营造失
重场景的时间更长一些。”庞之浩
说，目前 SpaceX、英国维珍银河
等公司都在谋划相关服务。其中
维珍银河计划使用“白骑士2号”
飞机将游客送入亚轨道，该项目
可能很快开始，已有数百人预定。

轨道太空旅游就是将游客送
入近地轨道，阿克肖姆公司方案
就是其中一种。此前已经有7名
太空游客乘坐俄罗斯“联盟号”
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还有公司

提出过太空行走旅游，即在轨道
飞 行 旅 游 费 用 的 基 础 上 再 交
1600万美元，游客在1名职业宇
航员的陪护下在太空行走 90分
钟，但一直未能实现。

2018 年，SpaceX 公司公布
绕月旅行方案，计划将游客送入
月球轨道，日本富商前泽友可能
成为首个参与者。此前，美国太
空冒险公司也曾计划实施商业绕
月旅游，即由1名职业宇航员驾
驶联盟号系列飞船承载两名游客
来完成。美国太空冒险公司已与
1 名游客以 1.5 亿美元票价签下
协议，但因为没有第二名游客报
名，该计划胎死腹中。

庞之浩表示，未来随着航天
技术的发展，落月旅行和火星旅
行也可能实现。

参观国际空间站属于轨道太空旅游

“要想太空旅游，除了有
钱，还得有较好的身体和较强的
兴趣。”庞之浩提到，首先是身
体关，不能有大的毛病。虽然太
空旅客的身体素质不需要像职业
宇航员要求那么高——哮喘、耳
鸣、贫血、骨折、开胸、痛风、
皮炎等疾病都不能有，但也不能
有明显的心脏病等问题。因为在
火箭发射、航天器返回及太空生
活中，各种因素可能导致旧病复
发甚至诱发新的疾病。

记者了解到，2006 年，日本
富豪榎本大辅花费 2000万美元
计划搭乘“联盟号”登上国际空间

站，成为第四名太空游客。但在
俄罗斯艰苦训练几个月后体检发
现不适合太空飞行，被迫取消太
空之旅，将机会让给了全球首位
太空女游客安萨里。看来，太空
游客的体检并不十分容易通过。

“此外，太空游客上太空之
前还要经过必要的训练，其训练
时间和强度根据旅游种类各有不
同。”庞之浩介绍，对于亚轨道
旅游，因为时间较短，从起飞到
降落大约只需要 2.5小时，因此
太空游客仅需经过几天训练就能
满足条件。轨道旅游等则不同，
游客要在太空中长时间生活，必

须掌握在太空中吃、喝、睡等生
活技能，这些都需要专业化训
练。同时，失重环境容易使人

“首尾倒置”，找不到方向，产生
恐惧感，这也需要通过训练来克
服。因此，轨道旅游的游客训练
时间可能长达半年以上。

据悉，此前乘坐俄罗斯“联
盟号”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的太
空游客，在出发前需要经历模拟
失重的抛物线飞行、练习在重力
加速度下躺在离心机里睡觉、操
作“联盟号”等训练、学习飞行
理论与航天医学等知识，并参加
必要的体能锻炼。

游客也要练习操作空间站模拟器

可以穿自己衣服还能带化妆品

集照明、5G 通信、新
能源汽车充电、视频录制、
信息交互等功能于一“杆”
的5G+智慧路灯充电桩目前
已在浙江舟山投运充电并实
现线上支付。

记者3月16日从国家电
网获悉，目前领跑全国的这
一5G+智慧路灯充电桩由国
网舟山供电公司启明集团、
国网浙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舟山分公司与中国移动
舟山分公司联手推出。这一
智能灯桩实现了公共资源建
设的共享、集约、统筹新理
念。

据介绍，这一智能灯桩
安装了新能源汽车车牌智能
识别系统，解决充电车位被

占顽疾。车主可以电话预约
充电车位，现场通过二维码
扫描进入App即可完成启动
充电与电费支付，充电期间
还可体验 5G高速上网。灯
杆集成的视频语音交互系
统，使车主和充电桩监控中
心之间实现可视双向语音连
线，在线答疑。

据悉，在加载 5G 基站
外，5G+智慧路灯充电桩还
可结合物联网等技术，集成
各类安防、环境监测等设
备 。 随 着 5G 技 术 商 业 应
用，多地掀起建设高潮，从
雄安新区到深圳特区，从广
州到天津，各地都在积极推
进 5G基站规划及智能灯桩
建设。 据新华社

5G+智慧路灯充电桩亮相运营

“睡得好是健康的标志，
睡不好是疾病的征象。”近
日，世界睡眠学会秘书长、中
国睡眠研究会前任理事长韩
芳教授在“3·21”世界睡眠日
中国主题发布会上表示。今
年的主题为“良好睡眠 健
康中国”。抗疫特殊时期，
该发布会在线举行。

韩芳表示，睡眠疾病影
响人类全生命周期。人体健
康的好坏和寿命的长短都与
睡眠质量息息相关。睡眠疾
病影响面广，国际疾病分类
里包括了“睡不着、睡不
醒、睡不好”三大类 90 多
种睡眠疾病，10%以上的国
人需要积极的医疗干预，占
到 1.5亿，数量庞大，一半
以上的人在一生中会出现睡
眠问题。睡眠疾病危害大，
从身体健康危害到公共安全
隐患无一不涉及睡眠。值得
关注的是中国的中小学生课
业负担太重、睡眠严重不
足，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
身心健康和生长发育。

韩芳认为，良好睡眠包
括：足够的睡眠时间，良好的
睡眠质量，规律的睡眠。因
此，要从全民健康、全生命周
期关爱的角度维持良好睡眠。

当日，中国睡眠研究会
推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
人睡眠白皮书》。中国睡眠
研究会常务理事张斌教授介
绍，此次调查旨在探索重大
健康危机事件之下国民身心
健康状况与睡眠的内在关
系。调查显示，全民宅家期
间，睡眠却是“保量不保
质”，人们睡得更多反而睡
眠质量下降。宅家前90%的
人集中在 20~24点就寝，全
民宅家期间凌晨后就寝人数
超过50%。深夜阅读兴趣加
强，深夜用户活跃度提升超
过63%。

专家认为，从自身改善
起，作息规律增强运动是首
选。此外，也应注重睡眠环
境的改善，调整灯光、改善
卧室氛围，更换床垫、床品
来助眠。 据《科技日报》

1.5亿国人需睡眠医疗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