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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下午，中国空间站“天
宫课堂”再度开课，“太空教师”翟
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演示了太空

“冰雪”实验、液桥演示实验、水油
分离实验、太空抛物实验等，介绍
与展示空间科学设施，激发广大青
少年不断追寻“科学梦”、实现“航
天梦”的热情。

为什么要做这些科学实验？
背后蕴含着哪些科学奥妙？与人
类探索浩瀚宇宙又有什么关联？
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一一解读。

实验 1
温热的“冰球”

•现象回顾 这一幕仿佛发生
在“魔法世界”：透明的液球飘在
半空中，王亚平用一根小棍点在
液球上，球体瞬间开始“结冰”，几
秒钟就变成通体雪白的“冰球”。
王亚平说，这枚“冰球”摸上去是温
热的。

•专家解读“太空‘冰雪’实验
实际上是过饱和乙酸钠溶液形核、
结晶的过程，过程当中会释放热
量。”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
技术中心研究员张璐介绍，过饱和
溶液结晶通常需要外界“扰动”，而
这个实验的“玄机”就在于小棍上
沾有晶体粉末，为过饱和乙酸钠溶
液提供了凝结核，进而析出三水合
乙酸钠晶体。

•延伸阅读 在地面上进行结
晶实验时，晶体的样子可能因容器
形状不同有很大差异。而在微重力
环境中，晶体并不受容器的限制，可
以悬浮在半空“自由生长”，这与中
国空间站里的无容器材料实验柜相
呼应。无容器材料实验柜目前主要
有两个用途：一是实现材料在无容
器状态下从熔融到冷却凝固的过
程，供科研人员收集物性参数进行
研究；二是用于特殊材料在轨生
长，缩短新材料从实验室走向流水
线、走进大众视野的时间。

实验 2
“拉不断”的液桥

•现象回顾 叶光富将水分别
挤在两块液桥板上，水球状似倒扣
着的碗。液桥板合拢，两个水球

“碗底”挨“碗底”；液桥板分开，一
座中间细、两头粗的“桥”将两块板
相连；王亚平再将液桥板拉远，液
桥变得更细、更长，仍然没有断开。

•专家解读 张璐介绍，微重力
环境与液体表面张力是液桥得以
成形的主要原因。日常生活中的
液桥不易被察觉，比如洗手时两个
指尖偶然形成几毫米液柱，再拉远
一点就会受重力作用坍塌。而在
空间站里，航天员轻松演示出比地
面大数百倍的液桥，这在地面上是
不可能看到的景象。

•延伸阅读 液体表面张力是
“天宫课堂”中的高频词，天宫一号
太空授课、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
课做过的水膜、水球实验都阐释了

这一原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所研究员康琦介绍，空间站可以最
大限度摆脱地面重力影响，为包括
液桥实验在内的流体力学研究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

实验 3
“分不开”的水和油

•现象回顾 王亚平用力摇晃
一个装有水和油的瓶子，让水油充
分混合，瓶中一片黄色。时间一分
一秒过去，瓶中没有发生任何变
化，油滴仍然均匀分布在水中。叶
光富前来助力，抓着系在瓶上的细
绳甩动瓶子。数圈后，水油明显分
离，油在上层，水在下层。

•专家解读“我们都知道地面
上油比水轻，平时喝汤的时候看到
油花都习以为常。”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梁文杰说，然而在空
间站中，情况却大不一样，水和油之
所以“难舍难分”、长时间保持混合
态，是由于在微重力环境下密度分
层消失了，也就是浮力消失了。

“水油在天上成功分离的原因
是，瓶子高速旋转时类似离心机，
可以理解为离心作用使得浮力重

新出现了。”张璐说。
•延伸阅读 科研人员可以借

助微重力环境特性开展研究，例如
利用密度分层消失，在微重力环境
下向熔融合金中注入气体，可以得
到航空航天、能源和环保领域的重
要材料——泡沫金属。

实验 4
翻跟头的“冰墩墩”

•现象回顾 北京冬奥会吉祥
物“冰墩墩”压轴登场，迎来太空之
旅的“高光时刻”。王亚平水平向
前抛出“冰墩墩”摆件，一向憨态可
掬的“墩墩”姿态格外轻盈，接连几
个“空翻”画出了一条漂亮的直线，
稳稳站在了叶光富手中。

•专家解读 太空抛物实验展
示了牛顿第一定律所描述的现
象。在空间站中，“冰墩墩”摆件被
抛出后几乎不受外力影响，保持近
似匀速直线运动。“天宫课堂”地面
主课堂授课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物理教师张健介绍，地
球人眼中物体运动的理想状态，如
今得以在太空中一探究竟。

据新华社

冰墩墩在太空“空翻”会怎样？
“天宫课堂”里找答案

中国空间站第二次太空授课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天地对话
离不开这家在川央企“牵线”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莉莎）3

月23日下午，“天宫课堂”第二课在中国空间站开
讲。授课过程中，在川央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研究所（简称“中电十所”）牵起了天地沟通的重
要“线路”。

太空授课数据传输主要依靠中继卫星系统，中
电十所承研的北京天链二号01星地面终端站和喀
什天链一号03星地面终端站，以及配套的测距转发
站设备作为系统重要部分参与其中。

在太空授课中，中继卫星就像是一座中转站，为
空间站和地面终端站的信息传输牵上了高速传输的
连接线，保证信息传输的畅通无阻。航天器将遥测
数据、话音、视频等信息通过星间通信链路发向中继
卫星，中继卫星接收后，经过变频，再将其转发到地
面终端站，地面终端站通过地面终端设备对信息进
行调解和译码处理，再通过通信卫星链路或其他宽
带链路发送至地面最终的用户。

据了解，天链一号03星、天链二号01星地面终
端设备是实现中继卫星系统星地信息互传的关键
节点、地面信息分发的重要节点，安装在地面终端
站，该设备在此次航天员出舱活动中提供相关数据
中继传输支持功能。

四川多地学生
跟着航天员做实验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文露敏
唐子晴 郑志浩 王若晔 钟帆）3月23日，“天宫课堂”
第二课开讲。这次太空授课活动在中国科技馆设
地面主课堂。作为“‘天宫课堂’全国科技馆体系联
合行动分会场”，在四川科技馆及攀枝花、遂宁、内
江、巴中等地，学生们一边观看“天宫课堂”，一边跟
着航天员做实验。

在地面上，把冰墩墩抛出去，马上就会下坠，那
么，在空间站里呢？23日下午，在四川科技馆航空
航天厅“空间站”模型前，来自成都双庆中学的学生
们一边观看航天员授课，一边同步做起了地面对比
实验。

罗理睿今年在双庆中学读初一，这次课堂，他最
期待的就是太空抛物实验。“了解空间站和地面究竟
有何不同，对比实验会很直观。”罗理睿说。

“大家看到，冰墩墩在空间站上可以直线抛出。”
王亚平水平向前抛出“冰墩墩”摆件，一向憨态可掬
的“墩墩”姿态格外轻盈，接连几个“空翻”画出了一
条漂亮的直线，稳稳站在了叶光富手中。

这时，四川科技馆讲解员朝着同学们抛出了一
个乒乓球，呈抛物线下落。“（乒乓球）轨迹是弯的！”
罗理睿和同学惊呼不已。天地之间抛物的区别，就
这样直观地展现在这群中学生面前。

在内江市第十小学校，五年级的王翊杰通过大
屏幕，仔细注视着航天员王亚平和叶光富演示水油
分离实验，随后他将水和油倒入透明瓶子中，混合后
出现分层，油在上水在下。而在“天宫课堂”里，水和
油是混合的浑浊状态。原来，在地面上，水和油自然
分层，在空间站则不一样，失重环境下水油无法自然
分离，需要在离心作用下才可实现分层。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阳光外国语学校的百余
名师生通过直播，观看了“天宫课堂”第二讲。“天宫
课堂”结束后，学校安排了一系列天地对比试验，
该校物理教师杨定永介绍，除了抛物实验外，老师
们还提前设计了“彩虹雨”“彩虹水”等实验，将课
堂中的知识延续下来，“通过对照实验，引发孩子们
更多地思考。”

四川元素

地面互动

▲“天宫课堂”第二课23日开讲，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现身太空，“配
合”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再次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精彩的太空科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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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江市小学生
仔细对比水油
分离实验结果。

罗清心 摄
（图据川观新闻）

◀
3月23日，在位
于拉萨市的西
藏自然科学博
物馆，学生代表
旦增曲珍向航
天员提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