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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月球找水 去火星采样
未来我国深空探测有这些大动作

据悉，中国探月工程四期经过多年论证，
已于2021年底正式通过立项审批。具体将分三
步实施，计划在2030年之前发射嫦娥六号、嫦
娥七号和嫦娥八号，目前研制工作进展比较顺
利。

“嫦娥们”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呢？吴伟仁介
绍，嫦娥六号计划在月球极区进行采样返回，
争取从月球极区采集一公斤到两公斤样品回地
球；嫦娥七号计划在月球南极着陆，对月球资
源进行勘察，并寻找着陆点；嫦娥八号将与嫦
娥七号协同工作，主要任务是勘察如何对月球
南极的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探月工程四期还研制了飞跃器，着陆之后
采用飞跃器，从着陆点飞向可能有水冰的月坑
方向，开展勘察、采集样本。”吴伟仁说，嫦娥
六号和嫦娥七号有望于2025年前后发射。

““嫦娥嫦娥””将在月球将在月球““找水找水””

到月球找水、去火星采样……这些科幻小说中的情节正逐步走进现实。在前不
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中，全面建成并运营中国空
间站、实施探月工程四期、完成火星采样返回等重大航天任务的规划受到广泛关
注。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剧
透”了未来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大动作。

为什么嫦娥要在月球南极找水？吴伟仁介绍，如果能找到
水，月球南极的科研站就可以长时间运行。同时也有利于人类
未来到月球南极进行短期考察。

探月工程四期的主要目标是对月球南极开展科学探测，建
立起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吴伟仁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在南
极建站，是因为月球南极可能存在极昼和极夜现象，极昼期间
可能出现连续180多天的光照，在这里设立科研站，可能更加
有利于长时间开展工作。

吴伟仁表示，计划先建一个基本型科研站，相当于管理中
枢和指挥中心，之后逐步进行完善。除了执行这几次任务，在
2030年后还要继续实施几次任务，争取在2035年之前把国际
月球空间站建成，可以长期运行。

“在未来的国际月球科研站上，有指挥中枢指挥多个巡视
器、着陆器在月球表面一起协同工作，在月球上建立月球通信
网络，并将国际月球科研站作为飞向太阳系或者更远深空的深
空探测中转站。”吴伟仁这样设想。

““找水找水””有利于月球科研站长期运行有利于月球科研站长期运行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成功实现火星的
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天问二号何时发射？我国的
行星探测工程还有何计划？

吴伟仁认为，我国的深空探测会长期持续，“能走
多快走多快，能走多远走多远”。

根据规划，我国还将陆续实施天问二号、天问三
号、天问四号等任务。

吴伟仁表示，我们现在还是探索太阳系，以后可
能要进入银河系，在若干年后，对整个宇宙进行探测
也不是不可能。后续，主要任务是要对深远空间的小
行星进行探测，希望能对小行星进行采样，这样我国
也有望成为拥有小行星样品的国家。

“此外，后续还有一些其他规划，比如对金星进行
探测，对深远空间的小行星进行探测，特别是一些对
人类构成威胁的、可能撞击或者威胁地球的小行星进
行预警。”吴伟仁说。 据新华社

将对深远空间小行星进行探测将对深远空间小行星进行探测

从地球两极到珠穆朗玛峰，均没有
逃脱塑料污染的“魔爪”，如今，连人体
血液也沦陷了。《国际环境》（Environ-
ment International） 的一项研究显
示，科学家首次在人体血液中检测到了
微塑料污染。科学家警告说，这种颗粒
也可能进入身体的所有器官。

77%的样本含有微塑料

近日的最新一期环境科学与健康领
域顶级期刊《国际环境》发表了荷兰阿
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一项研究，该研究检
测了22名匿名的健康志愿者血液样本，
发现77%的样本含有微塑料，平均浓度
为每毫升1.6微克。

研究表明，人体血液中检测到的塑
料颗粒的吸收途径可能是通过黏膜接
触。其中，被吸入的小颗粒可能会被吸
收并积聚在肺中，而大多数较大的颗粒
会因咳嗽最终被吞咽，并通过肠道上皮
细胞吸收。

国内外研究将直径小于5毫米的微小
塑料碎片定义为微塑料。虽然微塑料对人
体健康的影响尚不清楚，但研究人员担
心，微塑料会对人体细胞造成损害。此
前，空气污染颗粒已被证明会进入人体，
并导致每年有数百万人过早死亡。

血液样本中含有三种微塑料

这项研究测试了5种塑料：聚甲基

丙烯酸甲酯（PMMA）、聚丙烯（PP）、
聚苯乙烯（PS）、聚乙烯（PE）和聚对
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结果显示，大约一半的血样显示出
PET塑料的痕迹，这种塑料被广泛用于
制造饮料瓶、矿泉水瓶；超过三分之一
的血样含有PS，这种塑料用于一次性
食品包装材料和许多其他产品；另有约
四分之一的血样含有PE，这种塑料被
用于制作塑料袋。

更令人震惊的是，研究人员在一个
血液样本中发现了多达三种不同类型的
微塑料。《卫报》援引其中一位作者维萨
克的话称，塑料微粒的数量和类型在不
同的血样中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可能
反映了在采集血样之前，受检者曾接触
过一些塑料。例如，喝了塑料杯装的咖
啡，或使用了塑料防护面罩等。

微塑料不仅存在于血液中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生态毒理学
家迪克·维萨克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真
正能够在人类血液中检测到并量化这种
微塑料。

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微塑料
可以附着在红细胞的外膜上，并有可能
限制它们输送氧气的能力。此外，在孕
妇的胎盘中也发现了这些颗粒。因大多
数婴儿的奶瓶由塑料制成，婴儿体内的
微塑料被发现含量最多。而在怀孕的老
鼠体内，微塑料可以迅速通过肺部进入

胎儿的心脏、大脑和其他器官。
根据2021年的一项研究，微塑料会

导致动物感染肠道炎症、肠道微生物组
紊乱和其他问题，可能会导致人类炎症
性肠病。去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微塑料可以使人体细胞膜变形并影响其
功能。

英国朴次茅斯大学生物地球化学和
环境污染专业的高级讲师费伊·库塞罗
表示：“血液连接着我们身体的所有器
官，如果塑料存在，它可能存在于我们
体内的任何地方。”

微塑料几乎遍布全球

这项研究由荷兰卫生研究与发展组
织和英国共同海洋组织资助，旨在倡导
减少塑料污染。英国国家海洋中心研究
人为污染物的科学家爱丽丝·霍顿说，
这项研究明确证明了血液中存在微塑料。

霍顿表示：“这项研究提供了证据，
表明塑料颗粒不仅遍布整个环境中，而
且还渗透到我们的身体中。”

此前的研究表明，微塑料可能通过
许多途径进入人体：通过空气、水或食
物，也可以通过特定的牙膏、唇彩和文
身墨水等产品进入人体。

微塑料污染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
注。目前，80多个非政府组织、科学家
和国会议员一致要求英国政府拨款1500
万英镑，用于研究塑料对人类健康的影
响；欧盟已经在资助研究微塑料对胎儿

和婴儿以及免疫系统的影响。
3月初，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

的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续会闭幕式
上，参会代表庆祝通过《终止塑料污染
决议（草案）》，这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决议旨在推动全球治理塑料污染。

哪些生物可降解塑料

现在市场上有五类被称为绿色塑料
的生物可降解塑料。

一是聚乳酸 （PLA） 塑料，是一种
新型的生物降解材料，采用可再生的植
物资源，如玉米所提取的淀粉原料制成。

二是聚 3-羟基烷酸酯 （PHA），是
由微生物通过各种碳源发酵而合成的不
同结构的脂肪族共聚聚酯。

三是聚己内酯，是一种低熔点聚合
物，其熔点仅62℃。

四是聚酯类，既可以通过石化产品
产生，也可通过淀粉、纤维素、葡萄糖
等可再生农作物产物经生物发酵途径产
生。

五是聚乙烯醇（PVA），又称水溶性
PVA薄膜，可完全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据《科技日报》

首次在人体血液中发现微塑料
科学家警告：或渗透到所有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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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裂痕不透明与玻璃对光
的反射、折射和吸收有关。

玻璃的裂痕处暴露出粗糙的
边缘。当光束照射到这个边缘
时，光束会分裂成多条光线，并
向多个方向反射。这些反射光线
以无法形成清晰图像的方式干
涉。这被称为不规则反射。

光也会通过裂痕边缘进入玻
璃内部，由于裂痕处会使一些光
的入射角大于临界角，因此这些
光不会发生折射，而是在内部反

射。这也被称为“全反射”，这使
玻璃裂痕处的透明度降低。

此外，光穿过玻璃时，它的
一些能量会被吸收，导致折射波
的强度降低。光在玻璃中传播的
距离越长，光会吸收的更多，出
射光线的强度也会因此减弱。玻
璃上的裂痕会使一些光在玻璃内
部折射、反射多次，使这些光在
玻璃内的传播距离更长，这也是
裂痕看起来不透明的原因之一。

据《文摘报》

玻璃的裂痕为什么不透明

研究数据显示，在冰屋中，
气温能保持在 1℃到 16℃之间
（室外气温－40℃至－50℃），冰
屋中的人越多，气温就越高。

虽然叫冰屋，但是冰屋却
是用地面切割硬化、压缩的雪
块建成的。雪是半冻结的水，
其中充斥着许多空气，这些空
气分子被困在微小冰晶之间不
能很好地循环，这样就可以减
少 对 流 造 成 的 热 量 损 失 。 因
此，冰屋的冰壁具有很好的隔

热作用。
在隔热效果良好的冰屋中，

我们的身体逸出的热量只能在冰
屋内部流动，从而使冰屋内变得
暖和起来。这与我们盖上被子觉
得暖和是一样的道理。

此外，冰屋的结构也使它能
保持温暖。冰屋的入口一般是下
沉式的，进门之后还有一小段过
道，这样的结构可以防止暴风雪
和冷风直接吹到冰屋内。

据《科学之谜》

住冰屋为啥不冷

日前登载西班牙 《国家报》
网站报道《复活灭绝的动物：未
来不会有猛犸象，但会有猛犸大
象》。报道摘要如下：

“我还是会去动物园或野生动
物园看一只毛茸茸的半象半猛犸
象，尽管我知道它不是真正的猛
犸象。”遗传学家汤姆·吉尔伯特
欣然承认。

他所在的哥本哈根大学团队
刚刚发表了一项研究，准确地表
达出这个想法：我们永远不会拥
有与成千上万年前在冰天雪地中
吃草的猛犸象百分百一样的猛犸
象。人们正在试图复活的灭绝物
种，没有一种会是百分百一样
的。它们会是杂交种，或多或少
类似于已灭绝动物的混血物种。

乔治·彻奇说：“这不足为
奇。”这位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投入
了10年时间用于复活猛犸象。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刚刚在他的
新公司融到超过1400万欧元的资
金。他解释说：“我们不是在努力
找回已灭绝的物种，而是在复活
个体基因，并对它们进行测试，
以确定它们对寒冷的抵抗力。主
要目标不是创造完美的复制品，

而是用现代、古代及合成DNA创
造具有多样性和选择性的杂交
种。”

彻奇寻求的不是猛犸象，而
是一头拥有一些猛犸象基因的亚
洲象。这些基因能使其抵抗极地
的温度，以及提高其适应性的改
变，例如提高对现代病毒的抵抗
力。他说：“那是一头猛犸大象，
没有灭绝。”

在寻求投资者的公司网站
上，使用的字眼是“复活猛犸
象”和“再次看到它在苔原上漫
步”。但许多专家更喜欢将它通俗
地称为猛犸大象，因为它将兼具
这两种动物的特征。这是一个新
物种的新名称。

彻奇希望创造一种能够发挥
猛犸象生态功能的生物，以帮助
应对气候危机。这是否意味着我
们应该创造有用的转基因物种？
这位合成生物学专家回答说：“我
认为我们会设计出各种杂交物
种。我们（在历史上）已经有意
或无意地这样做了，而这种杂交
是在整个进化过程中创造新物种
和新功能的一种常见方式。”

据新华社

未来不会有猛犸象
却会有猛犸大象

宇航员上太空时，他体表
的细菌和真菌也一起进入了空
间站。衣服上沾了汗水，在细
菌和真菌的作用下就会发臭。

空间站的水极其宝贵，所
以宇航员不能洗衣服，只能把
衣服穿到不能再穿后扔进废品
箱，货运飞船返回时把废品箱
抛到大气中烧掉。不过在失重

环境下，衣服并不像在地球上
那样与身体紧贴在一起，而是
松松垮垮地随身体飘浮，加上
空 间 站 的 空 气 循 环 系 统 很 强
大，所以衣服变臭的速度比较
慢，国际空间站里甚至有宇航
员表示他一双袜子能穿一周，
衣服能穿一个月。

据《大科技》

宇航员的衣服会不会变臭

■相关链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3月 30日说，
哈勃空间望远镜借助“引力透镜”效应发
现了人类迄今观测到的最远单颗恒星。这
颗星在地球280亿光年外，大幅刷新最远
单颗恒星观测纪录。

宇宙大爆炸后头10亿年内诞生

这颗恒星编号为WHL0137-LS，诞
生于宇宙大爆炸后头10亿年里，质量是
太阳的至少50倍，亮度是太阳的数百万
倍。它的光线用了129亿年才到达地球。

美国航天局说，天文学家观测到这颗
恒星在宇宙大爆炸后约9亿年时的样子。
那时的宇宙年龄只有现在的7%左右。参
与发现这颗恒星的丹麦宇宙黎明中心天文
学家维多利亚·斯特雷特告诉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记者，这颗恒星那时在“原始银
河系”40光年外，由于在它的光线到达
地球的129亿年间宇宙膨胀，这颗星现在
在280亿光年外。

关于发现这颗恒星的报告3月30日
由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报告首席作
者、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天文学家
布赖恩·韦尔奇给这颗星起了个绰号
Earendel，古英语意为“晨星”。

韦尔奇说，“晨星”那么早就存在，
形成它的“原材料”可能不同于地球周围
的恒星，对它的研究将打开一个窗口，帮
助人类了解“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宇宙年

代”。“我们好像一直在读一本有趣的书，
不过是从第二章开始看，现在我们有机会
看这本书是怎么开头的。”

发现“晨星”前，“最遥远”单颗恒
星纪录属于哈勃空间望远镜2018年观测
到的“伊卡洛斯”。那颗恒星诞生于宇宙
大爆炸后的头 40亿年，它的光线“跋
涉”了90亿年才到达地球。

天然放大镜助力

“晨星”虽然如此大又如此亮，但距
离地球太过遥远，如果没有位于二者之间
的庞大星系团WHL0137-08发挥“引力
透镜”效应，空间望远镜不可能观测到
它。

“引力透镜”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

论所预言的一种现象。由于时空在大质量
天体附近发生畸变，光线经过大质量天体
附近时会发生弯曲，从而放大了遥远的宇
宙，这种大质量天体起到了天然放大镜的
作用。

“晨星”似乎位于WHL0137-08星
系团引发的时空畸变的正后方或非常靠近
畸变，其亮度因而被放大了至少1000倍。

韦布望远镜接棒

天文学家预计WHL0137-08星系团
的放大作用还能持续多年，让哈勃空间望
远镜的“继任者”、预计今年6月底前后

“上岗”的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得以
继续观测“晨星”。

哈勃空间望远镜观测波长范围是115
纳米~2.5微米，分布在紫外到红外波段；
而韦布空间望远镜观测波长范围是600纳
米~28.8微米，主要处于红外波段。遥远
的“晨星”发出的光线“长途跋涉”后，
会以波长较长的红外线形式抵达近地空
间，令韦布空间望远镜可以对它做更清晰
观测。

天文学家打算观测“晨星”的亮度和
温度，还想了解它的构成，研究它是否属
于“第三星族星”。天文学家假设，宇宙
诞生初期形成一批主要由原始氢和氦构成
的恒星，它们被称为“第三星族星”。

据新华社

280亿光年 “最远”单颗恒星纪录大幅刷新

1999 年 12
月拍摄的宇航
员在哈勃太空
望远镜上执行
任务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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