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集斑马鱼产的卵
由航天员带回地面研究

据了解，随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上行的小型受控
实验组件将装载水生动物斑马鱼和水生植物金鱼藻，并
安装在上行水生支持装置内。在载人飞船上行过程中，
上行水生支持装置将为金鱼藻提供LED光源，保持金
鱼藻正常进行光合作用，并保证水生生态系统的氧含量
维持在正常水平，以满足斑马鱼的生存需求。入轨后，
航天员会将实验组件转移到问天舱的生命生态实验柜
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模块中开展在轨实验。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说，
通俗点说是要“养鱼”，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小型的水生生
态系统。我们既要保证鱼能健康生存，因为生态系统里
除了有鱼以外，还有跟它一起共存的给它提供氧气的一
些其他生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证在这个空
间实验过程当中，自己形成一个闭环的平衡系统。

在中国空间站的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模块
中，照明系统将支撑金鱼藻进行光合作用供给氧气，
提供给鱼类进行呼吸使用，鱼类呼出来的二氧化碳
供金鱼藻进行光合作用，鱼类吃食物排泄的粪便给
金鱼藻进行营养供给，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水生生态
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鱼类需要喂食，系统会有个喂食
单元。斑马鱼产的卵将被系统收集起来，未来将由航
天员带回地面，供科学家开展下一步的研究。

为何选择斑马鱼？
与人类基因有高相似度

科研人员还专门给这套实验系统安装了相机，通

过相机实时传输的图像，地面工作人员也可以了解实
验的进展情况。据了解，该实验项目从2020年底立
项以来，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和水生生物
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就围绕实验中水生生态系统鱼类
的选择、如何给鱼供给氧气、如何使水循环、如何给鱼
喂食等一系列问题开展了地面相关研究，为这次实验
装置进入太空打下了基础。

张涛说，第一次我们以斑马鱼构建的这样一个水
生生态系统，如果能够在空间得到比较成功应用的
话，我们希望这个平台未来给咱们国家空间站构建一

个以斑马鱼作为研究对象的小型实验平台，可以持续
支持以斑马鱼或者说类似的水生生物样品作为研究
对象的这么一个实验平台，可能会非常有价值。

“上天”的为什么是斑马鱼？据介绍，成年斑马鱼
体长3到4厘米，生命力旺盛，繁殖能力强，一年可以
繁殖6到7次，斑马鱼被广泛应用在生命科学、健康
科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中，是一种常用的模式
生物。

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北京日报客户端

4月24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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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4月24日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
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
于24日召开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八号
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划于4月30日返回
东风着陆场。

神舟十七号乘组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
段第二个飞行乘组。“目前，各项在轨工作进展顺
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他介绍说，指令长汤洪波
不仅成为我国目前为止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航
天员，也是执行两次飞行任务间隔最短的中国航天
员，这为我们常态化实施飞行任务乘组轮换与训练
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轨工作期间，神十七乘组共开展了84项空间
应用在轨实（试）验，生成了60余种200多个各类样
品，涉及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航天医学、空间材
料科学等多个领域，将按计划随神舟十七号飞船返回
舱返回地面。

林西强表示，后续，这些样品将由科学家深入
开展分析研究，有望在高性能多元合金和功能晶
体材料制备、骨干细胞分化抑制骨丢失等方面取
得一批重要的科学应用成果。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太阳翼电缆因空间碎片撞
击，导致部分供电能力损失。林西强说：“我们迅
即组织制定了出舱维修方案，研制并由神舟十七
号载人飞船上行了维修工具，通过神十七乘组两
次出舱活动，完成了我国首次舱外维修任务，消除
了撞击对核心舱太阳翼的影响，充分发挥了人在
太空的作用，表明有人照料航天器能够更好地应
对在轨非预期问题。”

国家航天局 24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的 2024年
“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开幕式上，发布了有关嫦
娥七号任务国际载荷搭载项目和国际月球科研站
合作进展的最新消息：我国计划于2026年前后发
射的嫦娥七号，将搭载埃及、巴林、意大利、俄罗
斯、瑞士、泰国、国际月球天文台协会等7个国家、
国际组织的6台载荷，共同飞赴月球，开展相关科
研工作。

据介绍，这6台国际载荷是根据载荷的科学目
标、工程可实现性等原则遴选出来的。其中，嫦娥七
号着陆器上将搭载：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弗
拉斯卡蒂国家实验室研制的激光角反射器阵列，为
月面高精度测量和轨道器定轨导航提供支持；俄罗
斯空间科学研究院研制的月球尘埃与电场探测仪，
研究月球近地表外逸层的尘埃等离子体环境；国际

月球天文台协会研制的月基天文观测望远镜，开展
月基银河系、地球、全景天空观测。轨道器上将搭
载：埃及航天局、巴林国家空间科学局联合研制的月
表物质超光谱成像仪，用于分析识别月表物质和环
境；瑞士达沃斯物理气象观象台（世界辐射中心）研
制的月基双通道地球辐射能谱仪，从月球监测地球
气候系统辐射量收支变化；泰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
新部、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研制的空间天气全球监
测传感装置，预警由太阳风暴引起的磁扰动和宇宙
辐射。

据介绍，嫦娥七号任务计划于2026年前后发射，
将勘察月球南极月表环境、月壤水冰和挥发分等，开
展月球形貌、成分和构造的高精度探测与研究。截至
2023年1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共收到11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提交的18份意向书。 据新华社

“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经中央政府批
准启动实施，总体目标是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
月球，目前各系统正按计划开展研制建设。”

在4月24日召开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新
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这样表示。

目前，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
月月面着陆器、登月服等主要飞行产品均已完成
方案研制工作，正在全面开展初样产品生产和各
项试验。飞船、着陆器已基本完成力热试验产品
研制，火箭正在开展各型发动机地面试车，文昌载
人月球探测发射场建设全面启动实施，向全社会
公开征集载人月球车、月面载荷方案，正在进行竞

争择优。
“相比空间站任务，登月任务中航天员需要训

练掌握梦舟飞船和揽月着陆器正常和应急飞行情
况下的操作，月面出/进舱，1/6重力条件下负重行
走，月球车远距离驾驶，月面钻探、采样和科学考
察等技能。”林西强说，载人月球探测是具有高度
挑战性、创新性和引领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后续我
们将统筹抓好各项研制建设工作，确保如期实现
任务目标。

“目前，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已基本
完成，不久将正式对外发布相关信息。”林西强表示，
第四批航天员入队后，将和现役航天员一起实施空间
站后续任务，并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 据新华社

“神十八”乘组将实施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

太空“养鱼”斑马鱼担当实验重任

在4月24日举行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
绍，“神十八”乘组将利用舱内科学实验机柜和舱外载荷，在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
开展90余项实（试）验。比如，本次神舟十八号将上行实验装置及相关样品，将实施国内首次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以斑马鱼和金鱼藻

为研究对象，在轨建立稳定运行的空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实现我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

聚焦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

欢迎回家

神十七航天员
计划4月30日返回地球
在轨开展84项空间应用在轨实（试）验

我国载人登月正按计划开展研制建设

第四批航天员即将完成选拔

登月进展

嫦娥七号将搭载6台国际载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