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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神舟十六号乘组执行任务过程中，
首次进入中国空间站的朱杨柱解锁了新技能
——为景海鹏和桂海潮理发。杨宇光介绍，太
空理发是个很早就进行的项目，人类第一次进
行太空理发是在 20世纪 70年代发射的美国天
空实验室，神舟十二号乘组在太空驻留的 3个
月时间里也进行过太空理发。

在太空理发与地球不同，剪发的同时还要
对碎头发进行处理。这是因为在微重力的条件
下，剪下来的头发会到处飘浮。空间站内有环
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各种各样的风机对空

气进行过滤，如果不及时对碎头发进行
处理，就可能随着大气流动进入

到过滤器和科研设备的缝隙
里，带来威胁安全的故障。

吸头发的过程原理与太空
厕所类似，也是利用流动控制废
弃物的流向并将其收集。在剪

头发的过程中需要第三位航天员
利用抽风机收集碎发，因此这是个需

要三人紧密配合的操作。从神舟十二号乘组到现
在，太空理发也已形成了非常标准的流程。

杨宇光表示，目前神舟十六号乘组已处于
空间站的运营发展阶段，核心工作是要进行各
种各样的科学实验。第一位戴着近视眼镜上天
的航天员桂海潮此前已经引起国人的关注，未
来他的首次出舱活动也同样值得我们期待。

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设施近日基本完成
在轨测试，在轨运行稳定可靠，具备了大规模
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能力。截至目前，空间
站已安排在轨实施了110个空间科学研究与
应用项目，涉及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
重力物理和空间新技术领域，获得原始实验
数据近 100TB，下行了近 300 个实验样品，部
分项目已取得阶段性应用成果。

目前，在轨工作的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
组的太空科研之旅已完成过半。神十六乘组
先后开展生命生态、空间微重力物理等领域
的一系列空间科学实（试）验，参与完成梦天
实验舱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空间
站电推进系统气瓶等出舱安装工作。

如何读懂这些科学实验和安装工作？太
空种菜在科研的同时能起到打牙祭的作用
吗？太空理发又是如何完成的？

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杨宇
光介绍，无论是过去无人还是现在载人飞船的飞
行，几乎每次都有很多搭载物，这些搭载物不乏种
子和其他空间生物学的科学实验。

400余公里高的地球轨道的辐射高于地面，又
比再往上的范艾伦辐射带低很多，为了保证航天员
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航天器都在范艾伦辐射带以下
运行。同时，无论是飞船还是空间站，所使用的金
属壳体对于带电粒子等其他辐射都有很强的屏蔽
作用。但这也带来了实验研究对象受到辐射剂量
有限的问题。因此，为充分利用辐射资源，就需要
将生物学样品放置在舱外。

尽管是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但整个过程
并不需要航天员出舱，只需要利用梦天实验舱气闸
舱就能进行实验，极大程度地减轻了航天员的负担
和出舱活动的风险。舱外的安装相对简单，利用机
械臂抓取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从货物气
闸舱出舱，安装至既定的舱外暴露平台。

利用辐射环境开展科学实验，除了具有很强的
科学意义，也有很高的工程价值。在空间站外进行
实验，辐射剂量等方面都更接近月球附近，因此对
于未来我国载人登月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日，被称为“太空菜园”的太空栽培装置
喜获丰收。被称为“太空菜园”的太空栽培装
置，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科研人员设计
的一种模块化的简易太空植物栽培装置，采用
开放式结构，航天员可以随时与植物亲密接
触。植物生长所需要的二氧化碳、温湿度和氧
气等气体环境，和舱内航天员基本一致，植物
种植操作简单，便于照料。航天员还可按个人
喜好将该装置任意摆放在舱内有光照的地方，
为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增添一抹绿意。这次
种植的生菜得到科学配置的光照和水分，在太
空环境下也长势喜人。

杨宇光表示，早期国际空间站和我国都进
行过多次太空种菜，在天宫二号执行飞行任务
时，神舟十一号指令长景海鹏和陈冬就种植了
拟南芥等作物。神舟十四号乘组的蔡旭哲在
进行太空授课时，也向大家直接展示了太空中
种植的生菜。

一方面，研究人员将种子带至太空，让其
接受太空辐射后带回地球进行栽培；另一方
面，也让植物本身在外太空从种子生长成植
株，并结出果实和种子。这在植物科学上有着
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航天员本身而言，由于天舟货运飞船
至少半年才造访一次空间站，这也意味着航天
员至少每半年才有一次机会等来新鲜的食物，
因此太空种菜对于改善航天员的太空生活也
很有帮助。并且，空间站是个相对狭小的密闭
空间，很容易让航天员产生心理问题，虽然太
空种菜规模有限，但无论是对改善航天员的生
活体验还是心理健康都有很
大的帮助。

未来，“太空菜园”将不仅
为航天员提供食物、氧气和
水，作为空间实验平台，还将
对研究太空微重力等特殊环
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化
等方面的影响发挥作用。

近地轨道空间站微重力环境下，应种植那
些摘了就能吃的即食性果蔬，因为微重力条件
下烹饪加工食物难度很大；此外，还要考虑植物
的易栽培性、易管理性，以及单位体积、单位能
耗产出率等。

如何给长期驻留空间站的航天员提供新鲜食
物，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世界各国一直没有
停下太空种植实验的脚步。据不完全统计，此前
已经有包括辣椒、草莓等在内的上百种植物种子，
被先后送入国际空间站进行培育。这其中，辣椒
是太空种植实验中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

为什么辣椒如此受青睐？什么样的植物适
合太空种植？太空种出来的食物有没有辐射，
可以直接吃吗？“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教授刘红表示：“辣椒的维生素C含量
比较高，甜椒、水果椒、菜椒等，吃起来口感清新；
辣椒会开花，观赏度也高，气味清爽。”除此之外，
辣椒也比较适合在太空环境下种植，辣椒苗植
株小，占空间少，枝丫较为坚挺，株型在微重力
下支撑性较好。不仅如此，辣椒还比较“皮实”，
抗逆性较好，容易成活。

当然，除了辣椒，适合长期在太空种植的植
物也不少。“具体来说，对于围绕建设月球、火星基
地等开展的载人深空探测活动，要保证人的热量
摄入，需种植如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蔬菜要多
样化，以满足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可种植生菜、
小白菜、小油菜、辣椒、茄子、西红柿等，黄瓜是爬
藤类植物，很占空间，但是清脆爽口，如果种植需
牢牢固定住，防止藤蔓飘满舱；水果的话，种植草
莓就不错，占空间小、挂果多。”刘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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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种菜
既为科学也打牙祭？

辐射生物学实验
为啥得“暴露”？

什么样的植物
能入选太空“菜园”

航天员变身“Tony老师”？

航天员在轨理发 图源：中国载人航天微信公号

中国空间站太空栽培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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