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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北航就读博士
的刘慧是本次进入舱内
的第 1 组志愿者之一。
刘慧告诉记者，本次正
式入舱之前，两个小组
已经进行了十天的预实
验，小组成员之间磨合
比较好。

在舱内的主要工作
是对系统正常运转进行

维护、研究课题内容、
进行一系列实验等。“我
们在舱内进行基于地面
的探测研究，未来可以
为空间的研究提供一些
数据支撑。”刘慧说。

在这样密闭的空间
长时间生活会不会感到
孤独？

刘慧说他们已经安

排了丰富多彩的实验项
目和业余生活，“里面还
有动感单车，我们也可
以上网、看书，不会孤
独的。”刘慧告诉记者，
舱内网络通信较好，可
以与家人进行视频。“除
了正常的课题研究和工
作，也可以进行娱乐活
动。”

8名学生“航天员”入驻“月宫”365天
电影《火星救援》中主人公在火星的基地里自给自足的情节令人印象深刻，其实

在未来的深空探测中，航天员们经常需要面对密闭空间、无任何外援的全自主生活。
从5月10日起，8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航天员”将分两批进入由该校自

主设计的密闭舱室“月宫一号”，开启他们365天的完全自主生活。
“月宫一号”是我国首个生命保障人工闭合生态系统地基实验装置，在2014年5

月曾成功完成为期105天的我国首次长期多人密闭实验。本次启动的“月宫365”计
划，是一次为期365天多人次更高闭合度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综合实验。

生命保障是载人航天
的一项关键技术，航天员
离开地球，在遥远的太空
中生存，离不开空气、
水和食物。在我国神舟
系列飞船、国际空间站
中，通常会携带全部物
资，或通过物理化学方式
再生氧气和水，而航天员
吃的食物只能一次性携带
充足，不能再生。然而，
如果人类在不远的未来，
进行更长时间、更远距
离的太空探索，例如构建

月球、火星基地，由于路
途遥远，食物完全通过携
带储存供给，或进行地面
定期补给将变得十分昂贵
且很难实现。因此，仅仅
依靠携带或物理化学再生
方式满足生命保障需求，
载人深空探索几乎不可能
实现。解决办法是依靠

“生物再生”的方式，在
月球、火星基地，或是飞
向火星的飞船中，构建一
个类似地球生物圈的小型
生态系统。科学家们把这

样一个小型生态系统称为
“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
统”。

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
统是载人深空探测必需的
十大关键技术之一，对保
障中国载人月球基地及火
星探测等航天计划的顺利
进行、保障航天员生命安
全和生活质量具有重大意
义。

目前，除中国外，世
界上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掌
握该技术。

“月宫一号”是我国
首个生命保障人工闭合生
态系统地基实验装置，分
两期建设，由一个综合舱
和两个植物舱组成，总面
积达160平方米，总体积
500立方米。

“月宫一号”总设计
师、北航生物医学与工程
学院教授刘红说，“月宫一
号”是由植物、动物、水、微
生物组成的四生物链环人
工生态系统，空气、水等
全部在舱内循环，废弃物

也由舱内自主处理，力争
实现全舱闭合度达到98%
以上，最大限度接近太空
探测的环境。这个闭合度
在全世界的类似实验中也
是遥遥领先的。

刘红说，如果人类在
未来进行更长时间、更远
距离的太空探索，就需要
在月球、火星基地，或是
飞向火星的飞船中，构建
一个类似地球生物圈的小
型生态系统。而在这样一
个系统真正飞向太空之

前，需要在地面构建一个
一模一样的系统，进行一
系列集成试验研究，为将
来人类真正在太空居住提
供保障。

“月宫一号”实验团
队利用此次“月宫 365”
大科学实验，将要验证和
探索多项深空探测生命保
障技术，推动中国航天深
空探测技术的发展，是完
成世界生物再生生命保障
系统中国领航的重要契
机。

谈 到 此 次 实 验 与
2014年的密闭实验相比
有何不同时，刘红介绍
说，首先是实验时间更
长，这次8位志愿者分
两组，每组2名男生2名
女生，将在舱内生活整
整365天，“两组人交替
入舱，交接在专门的

‘气闸舱’缓冲带完成，
跟真实的空间站换班一
模一样。”

8名志愿者全部为北
航的在读研究生。第 1
组值第一班，持续时间
60 天，第 2 组值第二
班，持续时间 200 天，
第 1组再值第三班，持

续时间 105 天，共 365
天。

刘红告诉记者，此
次“月宫 365”实验目
的是明晰在不同代谢水
平的乘员组合变换、超
高负荷冲击、遭遇停电
故障等的情况下生物再
生生命保障系统的鲁棒
性，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建立的系统长期稳定运
行调控技术，并研究该
生物系统的可靠性评价
方法。

刘红表示，本次实
验采用的是世界首个四
生物链环生物再生生命
保障系统。“美俄等国家

都是二生物系统，我们
这次的系统里有人、植
物、动物、微生物。”刘
红告诉记者，通过2014
年 105天多人高闭合度
集成实验，“月宫一号”
实现了在系统内循环再
生 100%氧气和水以及
55%的食物，总闭合度
达97%，这次的目标是
达到98%以上。

如 果 此 次 实 验 完
成，将标志着“月宫一
号”在此领域技术水平
世界第一，为人类拓展
地外活动和生存疆域
提供生命保障技术支
持。

与上次相比，本次
实验新增加一个植物
舱，所种植的蔬菜、农
作物增加到了30多个品
种，包括小麦、茄子、
豆类、西红柿，还有作
为水果的草莓。动物蛋
白方面，“航天员”们除
了自己带了一些肉类
外，主要就靠舱内养殖
的黄粉虫补给。

生物医学院的在读
博士刘光辉是本次实验
的第2组志愿者。他告
诉记者，每组4个志愿
者分别负责废物处理工
作、管理粮食作物、管

理蔬菜、进行健康监测
以及物品管理。

“我们入舱时还会带
肉，所带数量是根据志
愿者营养需求来计算
的。”刘光辉告诉记者，本
次入舱他们会带鸡肉、猪
肉、猪肘花三种肉。

“航天员”们还带了
一些启动用水，入舱后
将完全依靠这些水循环
使用维持生活。

本次实验的植物培
养一部分使用营养液，一
部分使用特殊的“土”。
因为普通土里面含有碳
酸盐，会增加舱内二氧化

碳的波动。
刘慧介绍，进舱后

每位队员都有独立的分
工，比如她就负责统筹
舱内所有工作，2号植物
舱的种植和管理，还有做
饭，“我们收获小麦后会
脱粒磨粉，我是河南人，
会做馒头。”她笑道。

刘慧说，舱内有厨
房，但是由于不能使用
明火和控制油烟，所以
只能使用电磁炉以及冷
油加工食物。

综合 《北京晚报》
《法制晚报》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新闻网等

什么是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

“月宫一号”有什么特色？

8名“航天员”入驻“月宫”目的是什么？

入舱后会不会感到孤独？有网络和动感单车

入舱后吃什么？植物舱内种植蔬菜30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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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舱外工作人员监看“月宫

一号”舱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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