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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球甚至火星上建立家园，是全人类的梦想。

而阻碍地球人成为“多星球物种”的头号拦路虎是如何解决吃的问题。数据显示，把一公

斤食物运上太空，成本超过14万元。且由于空间运输能力有限，人类在星际航行时不可能带

那么多吃的。所以，为了人类能实现载人深空探测，我们把植物种子送到太空，在恶劣的外层

空间环境下，研究怎么让它高效地生长、开花、结果，从而实现整个种植流程的技术。

而有一群浙江的小学生，就非常幸运地参与到了这个堪称“史诗级”的、关系到人类未来

命运的科研进程中去了。

杭州小学生验证如何在月球上种菜

这或许是全世界最拉风的小学科学课

了。

前不久，“星地对比植物种植”航天科学

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小学举行。在这个实验

中，小朋友们可以把自己的实验室搬到我们

头顶 520公里高的近地轨道，对比小番茄种

在卫星里和地球上有啥不一样。

“别看实验卫星的体重才区区 25公斤，

里面的植物种植装置可是有全套的自动浇

水、大气温湿度控制、光照调节等系统。”作

为活动发起人的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教

授、浙大微小卫星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慧泉向

记者介绍，卫星里的摄像头记录植物生长情

况并传回地面，小朋友们在地面同步开展小

番茄种植，通过相机记录植物生长情况，每

周 2至 3次记录湿度、光照、温度等参数，并

上传数据及植物照片至指定网站，完成打

卡。

也就是说，不远的将来，这些由浙江孩

子参与的、在卫星里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小番

茄，未来有一天有可能被端上月球科研站或

火星基地的餐盘。据王慧泉透露，如果本次

试验获得成功，下一步计划就是把这颗卫星

送入绕月轨道，尝试在月球附近把植物种出

来。

让航天员告别“黑暗料理”

吃，对于久居“天宫”的航天员来说无疑

是一件大事。

如今的航天食品不仅花色繁多，而且多

为“重口味”。这不是因为航天员都是吃货，

而是因为人在失重环境里时间久了，都会出

现一种叫“查理·布朗效应”的生理反应，就

像得了重感冒——鼻塞、口中无味、嗅觉和

味觉都变得迟钝，食欲受到影响。

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类上太空已经 63
年了，但航天食品几乎全由地面供应。这意

味着，太空食品基本上与“新鲜”二字无缘。

1961年 4月 12日首次太空之旅，“太空

第一人”尤里·加加林的太空餐装在60多支

牙膏状的铝管中，但在航天员眼里这些食物

纯属“黑暗料理”，太难吃了。

难吃的太空食品影响了航天员们的工

作情绪和身体健康，引起科研人员的高度重

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臧鹏表示，我国

布局了在轨烹饪、地外生存新型食品创制关

键技术研究，为长期地外生存提供基础保障。

此外，生产新鲜食材也摆上了研究日

程。比如，作为太空农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太

空种养，就是在航天器里或外星球上直接种

植和养殖农产品，为航天员供应美食。

2022年底，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

阶段。迄今，问天实验舱装载的生命生态实

验柜完成了太空环境下水稻和拟南芥的全

生命周期培养实验，在国际上首次在轨获得

水稻种子。而空间站的两套太空栽培装置也

分别于去年6月和8月启用。

未来的火星生活这样过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人类并非不能登上

月球或火星，关键问题是难以长期驻留，其

重要瓶颈是如何实现前往、驻留和返回地球

全任务周期中食物、氧气和水的持久供应。

国际上普遍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

途径是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受控生态生命保

障系统（简称受控生保CELSS）——基于月

球或火星等地外星球表面环境特点而人工

建造的密闭微生态循环系统，以植物光合作

用为出发点，合理、高效、可控地组合和运用

“生产者（植物）”、“消费者（人/动物）”和“分

解者（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实现有限资源

的重复再生利用，是一种全封闭、基本自给

自足和自主物质循环的生命保障系统。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原研究员郭

双生介绍，在蔬菜品种方面，要考虑航天员

如何吃得方便，“目前重点培养的是摘下就

可食用的沙拉型蔬菜。以后的大型空间站，

乃至月球、火星基地，预计将会大面积栽培

小麦、水稻、大豆等粮食和油料作物。”

多年来，郭双生一直在研究月球农场、

火星农场。“在外太空，我们不仅要栽培植

物，还要养殖动物，包含小乳猪、肉/蛋鸡、鹌

鹑，还有鱼类，共同特点是个头小、长得快、

产肉产蛋多，且能吃的部分多，不能吃的部

分少——我们叫‘收获指数’。以后，还要培

育食用菌和微型藻类，保证营养的多样性和

均衡性。”

返回地球的航天员曾经告诉郭双生，当

在狭小、密闭、满眼是金属和塑料的空间站

里，出现一抹春意盎然的绿色时，他/她们的

满足感油然而生，有种回到地球的感觉，心

情一下子更愉悦了。

你瞧，人类毕竟是地球的孩子。无论孩

子离家多远，依旧眷恋着母亲和家园。

据《钱江晚报》

上天63年，航天员的饮食一直与“新鲜”无关
杭州一小学为此开启一堂连线太空的科学课

天地同种小番茄，孩子们成了记录员

“离别了青龙山去往寒江……”在金华武义县壶山街道西溪村，

73岁的村民顾双龙在家门口唱起了婺剧《三请樊梨花》的经典唱段。

奇的是，老人家唱戏有“乐队”伴奏，板、锣、钹、鼓一个不少。更奇的

是，这么多乐器只需顾双龙一个人演奏。

吹拉弹唱一人身兼、喜怒哀乐一人演绎，这就是顾双龙的绝活

——“武义十八响”。演出时，顾双龙端坐在一个特制的桌架前，桌板

下依次固定着几个常用打击乐器，鼓槌等通过铁丝、弹簧与脚踏器

相连。右脚一踩，响的是大板、小板和鼓；左脚一踩，锣和钹就发声。

若逢武场，顾双龙灵活运用双脚，五乐齐奏，足以让整场演出生动起

来。

空出来的手可以拉胡琴，也可以吹笛子、唢呐。最多时，这个特

殊的“舞台”曾集齐18种乐器，这才有了“武义十八响”的名号。

脑里想着词儿、嘴里唱着曲儿、手脚操控乐器，一个人组成一台

戏，这样独特的形式，考验着表演者一心多用的本领，要求表演者具

备极高的演奏技巧、协调能力和记忆力。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顾双龙

不是专业出身，在捣鼓出“武义十八响”前，他是个木匠。

这样的经历，看似和文艺八竿子打不着，但奇就奇在顾双龙有

个特殊技能——只要听过的歌或者曲子，他都能准确记住旋律、曲

调。“小时候我们村里有人会拉胡琴，我喜欢听，也记得住调，时间长

了就想自己上手试试。”顾双龙说。

没有胡琴，顾双龙就尝试着找材料自己做，没想到真被他做成

了。随后顾双龙一个音一个音地把曲调复刻出来，没几天就能演奏

完整的曲子。周围人都夸他聪明，他也就此和吹拉弹唱结下不解之

缘。

做了 20多年的木匠后，43岁的顾双龙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转行做吹拉弹唱。“我去了一个剧团做后台工作，一边演奏一边

学习指法、唱功。”顾双龙说，“待了半年多以后，我还是想自己做戏，

于是又从剧团出来了。”

一开始顾双龙组了一支5人小剧团，可演了一段时间后，收入、

管理等问题影响了人员稳定性。“一人演出一台戏”的想法开始在顾

双龙心中萌发。

说干就干，顾双龙拿出自己的木工手艺先打造“行头”——安装

乐器的桌架。这可是个有难度的活，每种乐器的大小、形状不一样，

既要安装得当，方便手脚操作，又要能准确击打出每种乐器的声音。

经过一次次的实验、调整，顾双龙终于在47岁时做出了第一个专属

“小舞台”，实现了“自己做戏”的梦想。

2001年，顾双龙的“一人一台戏”登上了桐琴文化馆的舞台，一

举夺得优秀节目奖。当时的场景顾双龙还历历在目：“唱了一段《百

寿图》，自己一个人弹唱，大家都给我鼓掌。”

这次的比赛让顾双龙被人熟知，表演机会也多了起来。金华、衢

州、丽水等地都留下了他的演出足迹。2018年，顾双龙被评定为武义

县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单人坐唱）。

如今岁数大了，顾双龙减少了演出，不过闲暇时，他还是会“操

持”这些老物件，惬意地玩上一会。兴致好的时候，还会去公园给大

家表演一段，每次都能博得满堂喝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将原汁

原味的“武义十八响”传承下去。 据《金华晚报》

一个人就是一台戏

看匠人如何跨界成艺人

本地中奖注数

7注
602注

7,753注

单注奖金

9,370元
50元
5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4264期开奖信息
开奖日期：2024年9月30日

本期销售金额：215，352元

本期开奖号码：02 06 11 19 20
本期出球顺序：02 06 11 20 19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4年11月2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