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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代载人飞船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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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在一次任务中验证更
多新技术、新材料，新一代飞船
试验船上应用了许多新设计、配
置了许多新装备，创造了中国载
人航天器领域的多个首次。例
如，在此次任务中，返回舱结构

首次采用了密封舱和非密封舱设
计；防热结构首次采用了新型轻
质耐烧蚀的碳基防热材料，以满
足高速再入热防护的需求；首次
采用了国际上推力最大的新型单
组元无毒推进系统；首次采用了

国内航天器最大的表面张力贮
箱。此外，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
船上还搭载了我国科研院所的多
项有源载荷，开展了太空 3D打
印等在轨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实
验，实现了一次任务多方受益。

创造多个首次

跟“神舟”飞船三舱式结构
不同，新一代载人飞船采用两舱
式构型，由返回舱与服务舱组
成。返回舱是整船的指令中心，
也是航天员生活居住的地方；服
务舱是整船能源与动力中心。

返回舱采用金属结构与防热

结构分开的双层壳结构，相当于
“内衣”的金属结构里面是航天
员的“驾驶室”，只安装了环控
生保、人机交互等直接关系到航
天员生命安全和飞船操控的设
备，这样就腾出了大量空间，也
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大量设备和航

天员共处一室的安全隐患，因而
具有容积大、密封性好、舱内视
野遮挡少等特点。其他设备都放
入了金属结构与防热结构中间的
夹层中。因为这些设备不用呼
吸，放到这个非密封的空间中也
算是得到妥善的安置。

改为大“两居室”

目前世界上所有已投入使用
的载人飞船都是一次性使用的，
因为不能像航空飞机重复使用，
所以成本很高。为了降低进入太
空的成本，未来载人飞船的一个
重要发展趋势就是重复使用。

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的返回
舱是可重复使用的。它采用金属
结构与防热结构分开的设计方

式，返回后只需要更换防热结构
即可，金属结构和舱内设备能重
复使用。例如，星敏感器、计算
机等一些高价值的设备，原先都
是放在服务舱里的，落入大气层
时会被烧毁。现在，经过优化设
计，把它们由服务舱调整至返回
舱安装，这样就可以随返回舱返
回地面后进行回收利用。在返回

舱外包覆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轻
质防热结构，执行完任务后只需
更换轻质防热结构，并经过规范
严格的检测，就可以再次执行载
人航天飞行任务了。

换句话说，我国新一代载人
飞船返回舱每次返回后，只需要
更换“外衣”就行，相当于“内
衣”的金属结构舱可重复使用。

“内衣”可重复用

新 一 代 载 人 飞 船 的 “ 大
脑”——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很
棒，极大地提高了飞船的自主运
行能力、在轨生存能力和应用潜
力，并降低了维护运营成本，对
我国后续深空探测和载人航天型
号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飞船入轨后，其“大脑”可

以不依赖地面，独立控制飞船飞
行。它不仅能随时知道飞船现在
处在什么位置，而且还知道将要
去哪里、走哪条路能更快地到达
目的地。

飞船还具备全自主连续变道
能力，可智能途经若干个中间目
的地。采用这种技术后，大大简

化了飞船轨道控制的流程，减轻
了地面飞行控制人员的工作量。

新一代飞船还能自己给自己
“看病”。在飞行过程中它实时关
注着自己的“健康”，一旦出现
问题，飞船就能通过系统智能的
算法给自己“诊病”，包括找到
病灶并临时或长久剔除病灶。

非常智能自主

试验船的返回舱在返回时
首次采用了群伞气动减速和气
囊着陆缓冲技术，它可将重约 6
吨的返回舱速度由近 200 米/秒
平稳减速至零。与国外目前在

研的“猎户座”“载人龙”等飞
船的返回舱相比，我国在回收
重量和开伞动压等关键技术指
标方面已达到国外同等水平。

另外，返回舱落地前不像

“神舟”返回舱那样使用缓冲发
动机减速，而是使用6个气囊帮
助舱体平稳“软着陆”，可最大
程度保证返回舱的安全和完整
回收。 据《北京日报》

返回时更安全

打造中的试验船打造中的试验船。。

德国柏林有个公园很特
别，里面有十几条吸引人眼
球的长椅，其表面布满了 4
厘米长的锥形钢刺。

许多游客说，这样的椅
子中看不中坐。唯有当地的
居民知道，这十几条长椅是
最人性化的设计。

长椅的设计者是公园管
理员法比安·布伦森。他经
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条
长椅上坐着两个人，左边的
人看着手机傻笑，右边的人
则盯着手机狂喊“加油”。
这让布伦森意识到，人和人
之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
死，而是两个人紧挨着，却
各自关注着不同的世界。

布 伦 森 向 当 地 政 府 申
请，将公园的长椅改成“锥
刺股”的款式。得到允许
后，他先设计出一个投币盒
和一个连接着十几根钢刺的
线路板。然后，在每条长椅
表面均匀地钻上十几个孔
洞，孔洞里安装的正是那十
几根钢刺。平时，这些钢刺
都是冒出孔洞的状态。当人
们往投币盒投入 50欧分后，

钢刺就会缩回到椅子中，人
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

钢刺缩回的时间是 10分
钟，时间一到，椅子就会发
出尖锐的警告声，十几秒
后，钢刺又会重新冒出来。
对于步行疲惫的人们来说，
10分钟的休息已经足够；而
对于玩手机的人来说，10分
钟一晃就过，这样能有效起
到“扫兴”的作用。

每条长椅上都有一条相
同的标语：请别让每天在此
走路的距离小于手指滑动屏
幕的距离。

带刺的长椅使用一段时
间后，居民们这样评价：长
椅让我们醒悟——试着放下
手机，多和家人、朋友甚至
陌 生 人 面 对 面 地 交 流 。

据《江苏科技报》

带刺的长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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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透明
程度取决于它能
反射多少光和允
许透过多少光。
一般情况下，透
过的光越多物体
就越透明；反射
到 人 眼 的 光 越
多，物体越不透
明。

实际上，布料是由一束
一束的纤维 （线） 编织而成
的，这些纤维间有空隙。在
布料干燥时，射向布料的光
线大部分都被反射回来，进
入人的眼睛，因此，我们看
到的干衣服是不透明的。在

布 料 变 湿 后 ，
水代替空气填
满了纤维间的
空隙，由于水
的折射率比空
气 的 折 射 率
高，即射向湿
布料的光角度
变化更小，更

容易直直地穿过衣服空隙，
射到人的皮肤上。此时，衣
服反射回人眼的光线变少
了，更多的光照射到皮肤
上，由皮肤反射到人的眼
中，湿衣服就变得透明了，
我们也就能看到皮肤了。

据《科学之谜》

湿衣服变透明的奥秘

栗子的炒制过程实际上
是一个涉及辐射、对流和传
导等多种热传递方式的复杂
过程。

在火焰热辐射作用下，
炒锅温度高达数百摄氏度。
栗子外壳紧贴着炒锅，由于
栗子壳的热导率极小，内外
温差很大，短时间内栗子仁
不会熟透。但是栗子壳很
薄，温度升高很快。这样一
来，往往栗子壳已经炭化，
而栗子仁仍未熟透。加入大
量石子，石子质量很大，热
导率介于铁锅和栗子壳之

间，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温
度却不会升高太快，这样栗
子仁就有足够的时间在适宜
的温度下被炒熟了。

据《奥秘》

炒栗子为啥放石子

棕熊会用药驱虫

美国科学家发现，秋天棕熊
会吃很多苔草属植物。这时棕熊
正在为冬眠囤脂肪，而苔草纤维
很多，营养很少。棕熊为何要吃
苔草呢？答案是驱绦虫。

绦虫是肠道寄生虫，有的脑
袋上有吸盘，有的还有小钩子，可
以把自己挂在肠子里。秋天，棕
熊会吃许多大马哈鱼，这让绦虫
长得又长又大。科学家认为，苔

草就是棕熊的打虫药，药理非常
简单：苔草里有很多粗硬的纤维，
进入肠子后，像百洁布一样，把绦
虫刷下来，然后整条绦虫都会随
着便便一起排出体外。

卷尾猴会使驱蚊水

委内瑞拉森林里蚊子很多，
生活在这里的黑带卷尾猴懂得以
毒攻毒的用药方法。它们的药是
一种叫“马陆”的动物。马陆能分
泌出毒液对付捕食者，其毒液主
要成分是苯醌，驱虫效果很强。
找到马陆后，黑带卷尾猴把它放
到嘴里轻轻咬，让受惊吓的马陆
分泌毒液，然后把毒液抹在身上，
相当于涂了驱蚊水。 晚综

动物也会自开药方自然界自然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