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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工生态系统实现突破 外星球定居成为可能 

2012-12-18 | 编辑：chc | 【大 中 小】  

    从杨利伟到景海鹏、刘旺和刘洋，在我国当前的载人航天活动中，航天员在太空中呼吸的氧气、喝的

水、吃的食物都需要从地面带上天，航天员的排泄物则需装在特殊的袋子里带回地球。  

  而在今后，这样的情况或将完全不同。通过建立一个受控生态生保系统，航天员在太空中所需要的氧

气、水和食物均能在系统内部得以再生利用，实现“自给自足”。  

  昨天下午，中国航天员中心宣布：我国首次受控生态生保集成实验取得圆满成功。两名参试乘员唐永

康、米涛在密闭实验舱内进行了为期30天的科学实验，顺利出舱。此举标志我国在受控生态生保技术研究领

域已迈进系统化、集成化阶段，对推进我国长期载人航天飞行环控生保技术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 

  □实验现场 

 
  36平米蔬菜又供氧气又供吃 

 
  昨天下午，身穿蓝色实验服的唐永康和米涛走出密闭舱，一脸笑容。这两个30多岁的年轻人都是中国航

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人员，得知要进行首次受控生态生保实验的消息都主动请缨，经身心检查、相关测试

等层层选拔后方得以进舱，被“关”了整整一个月。 

  高兴和激动，是两个受试年轻人进舱和出舱时的心情。01号岗的唐永康介绍，30天里他们每天早晨6点
半起床，每晚11点睡觉，“吃得好，睡得也挺踏实”。  

  与航天员在太空时一样，他们吃的是航天食品，菜品每四天一轮换，但不同的是他们能吃到新鲜蔬菜，

这些蔬菜是这次实验的重要角色。“我俩都特别喜欢吃那个蔬菜，作为航天食品的调节。”唐永康介绍，这

些蔬菜在进舱前已培养好，尽管一日两餐都新鲜采摘，涂抹甜辣酱后“美美地生吃”，但两人根本吃不完36
平米的蔬菜。  

  这个去年建成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集成实验平台”，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一方面为乘员提供所需氧

气，同时净化他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完全实现大气的“自给自足”，用专业术语即达100%的大气闭合度。  

  在36平米大的植物舱一侧，是18平米大的乘员舱，过去一个月里，唐永康和米涛在这里做了心理学、中

医等方面科学实验，进行蹬自行车、拉拉力器等锻炼，也上网看新闻，和亲友聊天。尽管待在全密闭的舱

里，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航天员中心副主任邓一兵介绍，本次实验中，航天员中心首次突破“人-植物”大气氧和二氧化碳交换动

态平衡调控技术，微生物废水综合处理和循环利用等多项关键技术，大气、水和食物的闭合度（即自给自足

比例）分别达到100%、85%和15%。 

 
  □技术应用 

 
  相关技术不仅限于载人航天领域 

 
  这次实验的成功，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开展2到3人、30天或更长时间“人-植物”受控生态生保整合实验



的能力。 

  生保，就是生命保障技术，是让人在恶劣环境得以生存，进而更好地生活和工作。航天员中心副主任邓

一兵介绍，开展长期载人深空探测、月球火星等地外星球定居与开发是未来航天技术发展的必然方向，而建

立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解决航天员生命保障问题的根本途径。  

  据介绍，此前神舟系列飞船应用的是第一代“非再生”生保系统，现已逐步纳入第二代“物理化学再生

式”生保系统，而此次实验标志第三代生保系统取得阶段性成功。下一步还需实现饮用水的“自给自足”，

并让大便等排泄物进入生态循环系统。  

  相比国外，我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经过近二十年发展，现已突破并掌握密闭系统植物集约化培养和

物质循环利用等多项关键技术。中国航天员中心正积极筹划，拟联合多家相关科研单位申请建设具备世界先

进水平、规模更大的太空密闭生态循环系统研究基地。 

  这一基地将具备开展4到8人、数月到数年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综合集成实验研究能力。除载人航天外，

相关技术还可在南北极科考站、核潜艇、航母、远洋作业船等特殊环境中应用，通过建立生态循环系统供应

新鲜食物，改善生活环境。 

 
  □名词解释 

 
  开展长期载人深空探测和月球、火星等地外星球定居与开发是未来航天技术发展的必然方向，而建立受

控生态生保系统是解决航天员生命保障问题的根本途径。 

  受控生态生保系统又叫生物再生生保系统，主要通过高等植物和微藻为航天员生产食物、氧气和水，并

去除航天员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气体；通过饲养动物为航天员提供动物蛋白；通过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将系统

内的废物转化为可再用的物质，从而实现系统内物质的完全闭合循环。  

  该系统的最大特点是能实现系统内食物、氧气和水等基本生保物质的全部再生，物质闭合程度高，可大

大减少地面的后勤补给，并为航天员提供一个鲜活的绿色环境，从而调节其心理状态。 

 
  来源：京华时报      记者商西通讯员朱霄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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