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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 昨日，我国在太空探索、深海科考、微观世界研究方面都传

来令人振奋的喜讯！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时隔半个月再次出舱，圆满完成了舱外助

力手柄安装、载荷回路扩展泵组安装、舱外救援验证等全部既定任务。
我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与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深海勇

士”号，首次进行联合作业，在南海1500米水深区域完成既定作业任务。
天津大学合成生物学团队在DNA存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将

十幅精选敦煌壁画存入DNA中，经过实验，数据可保存千年万年，使
DNA分子成为世界上最可靠的数据存储介质之一。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消息，9月 17日 13时 35分，航天员
蔡旭哲成功开启问天实验舱气闸
舱出舱舱门。至 15 时 33 分，航天
员蔡旭哲、航天员陈冬先后成功出
舱。

9月 17日 17时 47分，经过约 5
小时的出舱活动，航天员陈冬、刘
洋、蔡旭哲密切协同，完成出舱活
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陈
冬、航天员蔡旭哲已安全返回问天
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先后完
成了舱外助力手柄安装、载荷回路
扩展泵组安装、舱外救援验证等任
务，全过程顺利圆满，进一步检验
了航天员与小机械臂协同工作的
能力、验证了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和
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功能性
能。

本次出舱，航天员陈冬和蔡旭
哲进行了舱外救援验证，这也是中
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舱外救
援验证。此次由蔡旭哲模拟“失去
工作能力”，双手要离开舱壁上的
扶手，陈冬把他“救回”。

（新华社 央视军事）

航天员时隔半月再出舱
成功进行舱外救援验证

上九天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获悉，日前，我国全海深
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与 4500 米
级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在南
海 1500 米水深区域完成既定作业
任务。这是我国首次投入两台载人
潜水器进行联合作业。

据介绍，本次联合作业完
成了水下实时定位、语音通
信、目标搜索与回收、快速
机动及协同作业等任务，
摸清了两台载人潜水器联
合作业机制，提炼出联合作
业流程，制定出标准化联合
作业口令，总结出联合作业注
意事项等，为今后多台潜水器
联合作业提供了经验。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科学技术处处长蒋磊说，本次
联合作业证明了两台载人潜水器在
两艘科考支持母船的保障下，可
以在同一作业区域开展同时
下潜作业和协同作业。此
外，本次联合作业的成功，
也让一艘科考支持母船保
障两台载人潜水器同时下
潜变成了可能，该种作业
模式不但可以降低运维成
本，更能提升我国潜水器作
业能力，提高作业效率。

（新华社）

下五洋
我国两台载人潜水器
首次完成联合作业任务

DNA 存储高效低耗，但作为
一种链式生物大分子，在体外常温
保存时会面临DNA断裂降解等风
险，严重影响信息存储的长期可靠
性，是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
元英进团队设计了基于德布莱英
图理论的序列重建算法来解决
DNA断裂等问题。

结合该序列重建算法（内码）
与喷泉码算法（外码），团队设计编
码了6.8MB敦煌壁画，合成了承载
图片信息的DNA片段21万条。为
验证数据的长期可靠性，团队制备
了一个没有任何特殊保护的DNA
水溶液样本，并在70℃下加速样本
断裂、降解长达十周。处理后的
DNA片段 80%以上都发生了断裂
错误，依靠设计的序列重建算法依
然可以准确组装并解码96.4%以上
的片段，再通过喷泉码解决少量片
段丢失的问题，原始的敦煌壁画图
片依然能够完美恢复。根据理论
推算，这种程度的高温破坏相当于
实验室常温 25℃一千年或者 9.4℃
长达两万年的自然保存。

（新华社）

DNA存储获重大突破
信息可保存千年万年

探微观

1717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航天员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航天员
蔡旭哲蔡旭哲（（上上）、）、陈冬陈冬（（下下））同时在舱外操作的画面同时在舱外操作的画面

4500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米级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深海勇士””号号

DNADNA存储的敦煌壁画存储的敦煌壁画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奋斗者奋斗者””号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