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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嫦娥四号登陆月球

“月面微型生态圈”
将试种土豆

记者近日从重庆大学获悉，由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组织，
重庆大学牵头的科普载荷“月面微型生态圈”将作为嫦娥四号的“乘客”
之一，于2018年登陆月球表面，进行人类首次月面生物实验。

“月面微型生态圈”是一个由特殊铝合金材料制成的圆柱形“罐子”，
高18厘米，直径16厘米，净容积约0.8升，总重量3公斤。小“罐子”里乾坤
大，里面将放置马铃薯种子、拟南芥种子、蚕卵、土壤、水、空气以及照相
机和信息传输系统等科研设备。

科学家将在这个小空间里创造动植物生长环境，实现生态循环。在
真空、微重力、极端温差的外界条件下，“月面微型生态圈”内将保持1到
30摄氏度，以及适当的湿度，并通过光导管引进月球表面自然光线，创造
植物生长环境。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碳水化合物和氧气，供蚕“消费”；蚕的生长
过程则产生出植物所需的二氧化碳和粪便等养料。在“月面微型生态圈”
登月的100天里，它将实现微型生态循环。

此次月面生物实验的目标是在月球表面实现动植物的一个生命周
期。根据100天的实验期限，科学家选定了马铃薯、拟南芥和蚕。这两种植
物将生根发芽，开出月球表面第一朵花。同时，马铃薯还可作为人类太空
生存食物来源，其实验价值更加重大。蚕卵则将在生态圈中完成虫卵孵
化、幼虫生长发育和破茧成蝶的完整生命周期。届时，这项生物实验将通
过小型照相机，向全球直播。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主任设计师张元勋说，该实验项目的
主要技术难点在于复杂月面环境下的温度控制和能源供给。温控方面，
通过外穿保温层和内置空调来提供保障。能源方面，白天利用嫦娥四号
太阳能电池板整体供电，夜晚通过高能量密度的内置电池供电，以保障
空调、摄像机和信息传输系统的运行。

与去年NASA空间站开出的外太空第一朵花不同，本次“月面微型生
态圈”实验位置距离地球 38万公里，比离地 300多公里的国际空间站遥
远得多，所处月面环境也比国际空间站内部复杂得多。

“月面微型生态圈”总设计师、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
谢更新表示，这项实验极具突破性，对人类未来在地外星球生存具有重
大意义。

8000万元买的历史建筑拆除

谁该为文化遗产被破坏负责？

一位业主用8000多万买下上海巨鹿路的一栋优秀历史建筑后，将其拆除和
改建。虽然相关部门和涉事个人表示将尽全力恢复建筑原状，但有专家称即便
复原也不是原来的建筑了，仅仅是造个假古董。

公众对此事存有种种疑问。谁该为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负责？如何吸取教
训落实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机制？

优秀历史建筑能否当普通住宅卖？

目前，公众比较疑惑的是：既然是优秀历史建筑，
那么其与普通住宅的交易流程是否一致？

记者了解到，巨鹿路 888号是上海第三批优秀历
史建筑，保护类别为“四类”，即建筑主要立面不得改
变，内部允许改变。该房屋系私人产权房，按规定可以
正常交易过户，并于2015年2月依法完成交易过户登
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刚表示，
“历史建筑”属于专有名词，是指具有一定保护价值、
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筑。优秀历史建筑
与普通住宅一样，在交易流程和环节上不构成特殊
性，因此作为业主对其私人产权有处置权利。但由于
历史建筑本身自带法定保护身份，政府部门在交易时
须履行“附条件告知”义务。

记者了解到，该房屋在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时，上
海市静安区房管局与购买人签署了《优秀历史建筑保
护要求承诺书》。承诺书明确：受让人在使用和日常养
护中要爱护优秀历史建筑，不得擅自改动建筑的外部
立面、内部空间及其装饰，不得擅自改变建筑的使用
功能。

业主母亲、委托人王女士坦承，“购买时确实有签

承诺书，但具体内容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是第一次购
买这样的房子，没有意识到需要进行报备，也不太清
楚具体要去哪里报备。确实对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疏
忽了。”

“任性”毁坏城市记忆，业主要付出的代价是沉重
的：除了承担应急抢修以及未来恢复原状而产生的费
用，还要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根据《上海市历史文化
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规定，对擅自拆除
优秀历史建筑的，由市房屋土地管理部门或者区、县
房屋土地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恢复原状，并
可以处该优秀历史建筑重置价三到五倍的罚款。

虽然业主表示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和行政处罚，
但是再多的钱也换不回老建筑本身。不少专家表示，
复建对已经消失的建筑本体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
原来建筑的价值已经消失了。

“老房子已经被拆了，即使恢复原貌，原先的工艺
也已很难达到，更无法造出一模一样的建筑。优秀历
史建筑具有不可再生性，这样的恢复原状仅仅是造个
假古董。”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认
为。

违规拆除持续数月，政府部门为何未能及时制止？

一幢建筑的拆除和改建，显然不是一两天能完成
的。公众普遍的疑问是，相关部门为何没能及时发现
和制止这一行为？

对此，上海市静安区表示，今年 3 月 31 日，
“12345”市民热线接报称该处有违搭。静安寺街道城
管中队获悉后上门查勘，当时房屋并未遭到破坏，也
无违搭。5月 18日，区房管局收到电话投诉，次日即上
门调查，并发现房屋内部结构被拆除，随即要求立即
停工，但施工方拒不配合。经多次联系，区房管局于 6
月 2日下午联系到业主的委托代理人王女士。6月 5
日，房管局立案并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违拆事件得到社会关注，源
头是网友的实地拍摄和微博曝光。一位上海市民质
疑，“在长达 2个多月的时间里，巨鹿路 888号大兴土
木、天翻地覆，相关部门为何不作为？”

静安区房管局局长洪海明的解释是，要对违拆启
动执法程序，必须找到业主。因为施工方不配合，房管
部门通过房地产交易中心调取了产权人信息，但打过

去却是一家公司电话。一番周折之后，才在6月2日联
系到产权人代表王女士。巨鹿路一位居民表示，“即使
找不到人，也不代表政府可以默许违法施工。为何城
管中队上门查勘后，却没有制止这一事件发生？”

一位城管人士告诉记者，涉及建筑类的违规行
为，容积率超标是规划部门管，擅敲承重墙等内部改
造是建设部门管，乱搭乱建才归城管负责。3月底城管
上门时，可能确实没有发现搭建方面的违规行为。“不
过，这不是说城管可以撇清责任。作为执法人员，保护
优秀历史建筑属于常识。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发现这样
的‘苗头’，即使不归自己管，也要及时告知其他部门。
这起违规拆除，暴露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执法人员
的能力素质要继续提高，二是政府内部的信息互通和
协同执法有待加强。”一位街道干部表示。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不少地方对于优秀历史
建筑的管理处于九龙治水状态，虽然房管、土地、城管
甚至环保、消防等部门都有这方面的职责，但结果反
倒是历史建筑被拆却无人制止的事件频频发生。

私人财产处置权利与历史建筑保护义务能否对等？

显然，擅自拆除优秀历史建筑业主的行为理应受
到谴责。但当一幢房屋被命名为优秀历史建筑后，对
于业主来说是否意味着失去私人财产处置权、反而会
背上沉重的建筑保护包袱？权责能否对等？

保护优秀历史建筑，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改造。
一位居委会主任告诉记者，上海滩不少老洋房，内部
使用木质楼梯，年代久远后出现损坏和腐朽，不改造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另外，老建筑内部的卫生间等设
施，不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也存在改造的必要。

王女士也表示，2016年 10月，当其准备装修入住
时，发现房子内部已经严重腐烂，“房子原来的木质结
构损坏得很严重，墙体也发生了倾斜。设计师认为房
子如果不用硬质材料进行加固，就无法住人。毕竟这
个房子已经快一百年了，最后我们决定将房子进行拆
除。”

“有些改造，比如把以前人为隔离的房间重新打
通，更加符合历史建筑风貌。所以，对于不涉及房屋外
立面和轮廓的改造，我们干涉得比较少。”上述居委会
主任说。

事实上，对于供租住的和私有的历史保护建筑，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于2010年9月颁行的《上海市历史

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明确了保护建
筑的责任人，即房屋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但是，实践
证明这样的规定失之粗疏，并不利于将保护工作落实
到位。对于私有产权房屋，政府对房屋所有人的硬约
束很难落地。”刘刚表示。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优秀
建筑进行保护，是政府和业主共同的责任。为避免悲
剧再次发生，政府还宜正视业主需求，让业主保护建
筑的责任和权利对等。

具体来说，刘刚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提高监管和服
务水平。首先应加强事前监管，在保护历史建筑中提
高服务意识，如预判可能发生的破坏建筑物行为，在
交易前即对业主列出“负面清单”，明确业主改造房屋
不能突破的底线；同时在“事中监管”方面，严格监管
环节的审批和报批流程，加强对业主的指导工作；事
后则应加大惩罚力度，避免更多“擅自”改造的行为。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要注意行政与社会力量相结
合，利用居委会和物业力量，采取定期巡视等手段，完
善历史建筑保护制度建设。善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摸清历史建筑的大数和家底，有的放矢进行针对性保
护。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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