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天宫课堂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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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何南霏接受采访。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登林 摄

在“天宫课堂”第一课的课
程尾声，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提出
五花八门的疑问。

广西同学：空间站里，氧气
与二氧化碳是如何进行循环的？

叶光富：空间站是利用电解
制氧子系统，通过电解水来产生
氧气，人体呼吸所产生的二氧化
碳则是通过二氧化碳去除系统
进行去除，进而降低舱内二氧化
碳的含量，在后续空间站还会配
备二氧化碳还原子系统，它可以
将电解制氧产生的氢气和人体
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反应，产生
水，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提升空
间站的物资循环能力了。

澳门同学：请问我们能不能
发电子邮件给你们呢？

叶光富：目前在核心舱是可
以跟地面发邮件的，也可以视
频，平时我们可以看小说、看电
影，还可以听音乐，周末休息时
还可以和家人双向视频通话。
不过由于目前我们与地面的邮
件通讯是需要经过特殊处理的，
所以还暂时收不到同学们发来
的邮件。

北京同学：你们在太空中睡
觉时会做梦吗？

王亚平：为了保证安全，睡
眠区里有固定的睡袋，防止我们
睡觉时飘走。我在太空中睡觉
也会经常做梦，有时会梦到和家
人、朋友一起，有时会梦到各种
很有意思的事情。

据央视新闻

与航天员交流
汶川分课堂的孩子抛出连串问题

乒乓球在太空为何能停留在水中？
太空中细胞有哪些神奇变化？空间站里
能像在地面一样走路吗？泡腾片放入
太空水球会怎样？如何减轻失重对身
体的影响？在约 60 分钟的授课中，翟
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生动介绍展示了
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
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
力等神奇现象，并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
学原理。

当天，汶川县第一小学校六年级224
名学生在学术报告厅参加“天宫课堂”，
其中，何南霏等学生直接与航天员通话
交流，12 名学生进行同步实验。在太空
授课的太空转身、水膜张力实验和泡腾
片实验等精彩环节，师生们看得津津有
味，不时发出惊叹声和热烈的掌声。

在与航天员实时交流互动过程中，
汶川分课堂的小朋友们好奇心爆棚。“你
们在太空上看到的风景有什么不同吗？”

“你们会看到星星眨眼吗？”“你们能看到
UFO吗？”何南霏抛出一连串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王亚平回答：目前没
有看到UFO；由于在大气层外，星星不会
眨眼睛了；看到的天空不是蓝色，而是深
邃的黑色；一天能看到16次日出，因为空
间站每90分钟绕地球一圈。

“为了配合这次太空授课，我们还准
备了地面实验。”汶川县第一小学校教师
董平介绍，该校科学老师分别准备了浮
力类实验和水的表面张力实验。“航天员
们在轨实验都很顺利，我们准备的实验
最终没派上用场。说明我们国家的科技
实力非常强大，航天员们也准备得十分
充分。”

“在太空中挤一滴水会瞬间结成冰
吗？”“金鱼的上升下潜是通过鳔来实现
的，在太空失重的条件下，鳔会不会退
化？”此前，“星辰大海——少年说”面向
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征集问题，成都高新
区银藤初中3名学生接受采访并向“天宫
课堂”提问的视频，已于12月8日在央视
新闻直播间播出。“我之前提了关于水的
问题，今天王亚平老师做了关于水的浮
力消失的实验，非常神奇，激起了我对物
理和科学的兴趣。”收看“天宫课堂”后，
该校八年级二班的李治说。

除了科学知识
这堂课还有感恩与共情

“天宫课堂”结束后，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记者蒋林向现场学生介绍，王亚平
于 2008 年驾驶直升机参与到“5·12”汶
川特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中，这时，学生们
异口同声地高呼：“谢谢王亚平阿姨。”

直播大家并不陌生，但太空上的“直
播间”如何将内容从空间站传回地球
呢？这就离不开成都的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十研究所的智慧力量——中继
卫星天链一号03星高速数传终端。在本
次太空授课中，该终端负责“破译”空间
站通过天链一号03星转发的下行的宽带
视频信号，进行一番解调译码后，实时分
发给中心服务器进行数据处理。

据中电十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共有 4 台高速数传终端参与此次任务，
在整个任务期间，高速数传终端工作稳
定，可靠保障了此次太空授课任务的顺
利实施。

此外，此次授课的 3 名航天员中，叶
光富是四川成都人，这也在学生们中间
引起了反响。学生王越嘉表示，他的理
想是当一名航天员，也想将来像叶叔叔
一样为国立功。“听说叶叔叔上学时不怕
苦不怕累，成绩很优秀，性格也很沉稳，
我要向他学习。”何南霏说。

资料显示，叶光富曾任空军航空兵
某师某团司令部作战训练股空战射击主
任，安全飞行 1100 小时，被评为空军一

级飞行员。2010 年 5 月，叶光富入选我
国第二批航天员，2019 年 12 月，入选神
舟十三号飞行任务乘组。

技术解读

第一课是怎么传回地面的？
“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的在轨实

验显示在现场设置的大屏幕上，视频画
面清晰，传出的声音清脆响亮，这得益于
极具科技含量的太空天路。

完成天地通话，需要空间站、天链中
继卫星和地面站三者的共同参与。约4
万公里高空，由天链一号03星、04星，天
链二号01星组成的天基测控网就像一
个太空基站，将核心舱和地面站连接起
来，建立起一条太空天路。空间站与地
面之间的语音、视频、电子邮件数据，以
及下行的科学实验数据都靠这条天路顺
利传输。

为保障此次“天宫课堂”在汶川顺利
进行，负责录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工
作人员从11月 29日就进驻汶川一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蒋林介绍，按照
重大录播规格，此次准备了一主一副两
台转播车，提前进行了两次演练。“分课
堂的信号通过卫星传输到设在中国科技
馆的转播系统，再由转播系统与空间站
建立天地联络。”

王玥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登林
徐莉莎 肖莹佩

“天宫课堂”第一课，“太空教师”王亚平回复汶川小学生提问：

在太空，我们一天能看到16次日出

太空中睡觉
会做梦吗？

北京时间12月9日15时40分，
“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8
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
课。“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
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年带来
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是中国
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

此次太空授课活动进行了全程
现场直播，在中国科技馆设地面主课
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
门分设4个地面分课堂，共1420名
中小学生代表参加现场活动。授课
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
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互动交流。
汶川县第一小学校200多名师生参
与了此次“天宫课堂”的天地互动。

同学
提问

12月9日，学生们在北
京中国科技馆观看王
亚平（右）展示如何在
太空中饮用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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