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组志愿者也是4人，
两男两女，他们分工明确：舰
长刘光辉曾参与过“月宫一
号”一期的研究，他主要负责
固体废弃物处理以及小麦脱
粒、秸秆粉碎等；副舰长伊志
豪负责粮食作物的种植；褚
正佩负责蔬菜种植；本科在
首都医科大学学习生物医学
工程的王伟是组里的健康管
理员，她负责健康监测及小
组物品的管理。

与第一组相比，第二组

志愿者将新增健康类别实
验。王伟告诉记者，目前已
经设计了关窗实验，将把3个
舱的圆形透明窗口关闭一个
月，观察在完全与世隔绝的
情况下，志愿者心理生理情
况。

在此期间，志愿者的体
格指数将被记录，包括身高、
体重、心率，以及心理等；并
将利用情绪软件、生物标记
物观察心理状况。

二组将开始第二班为期

200 天的实验，刘红告诉记
者，这将打破密闭空间生物
系统实验人员独立生活时间
的世界纪录。

此前在此类系统中驻留
生存时间最长的纪录由俄罗
斯保持，为180天。根据前期
的测试和实验设计，第二乘
员组的代谢高于第一乘员
组，实验将研究在不同代谢
水平的乘组变换时系统的稳
定性，验证和发展系统长期
运行调控技术。

舱内生活200天
将打破世界纪录

首批入舱志愿者：
会喝下午茶、
进行飞镖比赛

昨天完成“月宫365”第一阶
段实验的首批志愿者代表、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刘慧在出舱前
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表示，自己和
同学们在舱内除了进行实验工作
外，还会喝喝下午茶，进行飞镖比
赛，生活充实而丰富，“很有趣”。

据刘慧介绍，舱内志愿者们
一般早上 7：00 起床，开始做早
饭，9：00之前吃完早饭并完成体
能健康测试，开始一天的舱内实
验工作。午饭则安排在11：30左
右，13：00之后则开始处理舱内
事务和自己规划的实验。每天
16：00左右舱内的4名志愿者会
喝喝下午茶，吃吃东西，聊聊天，
规划后面的工作。17：30—19：00
则是晚饭时间，晚饭后大家会去
完成白天未完成的工作，整理研
究文件、实验数据等。最晚至
23：30，舱内就要全员熄灯就寝，
实验之余则安排有工作人员值
班，时刻关注舱内情况。

“我们4个（志愿者）在里面
感觉还蛮有趣的，有时比较忙，但
每个人都很充实。”刘慧说道，“有
时我们还会进行飞镖比赛，排个
名次，娱乐一下。”

她告诉记者，舱内的志愿者
们均有单独卧室可以休息，而他
们的衣物需要自己手洗，洗衣水
经过净化处理后则可进入舱内植
物栽培系统，循环利用。

谈到舱内农作物的生长状
况，刘慧表示，目前舱内农作物长
势良好，已经可以采摘，平时他们
也会采摘茄子、西红柿等进行食
用；而本次在舱内进行的水培作
物产量也很高。

未来10-15年
设计俩迷你“月宫一号”

目前，“月宫一号”是在地面
上进行，可以模拟的是封闭的环
境。刘红告诉记者，实际上在外
太空生存还有重力、电磁场、辐射
等会对生物系统产生影响，预计
未来10年到15年，研究团队将设
计出两个迷你“月宫一号”。说到
这儿，她用手比画着称“就像小罐
子这么大，里面有不同的生物”。
他们希望借助我国的载人航天系
统实现搭载，地上天上各一个，通
过对比实验来矫正参数。

“月宫一号”即“空间基地生
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地基实验装
置”，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掌
握该技术，这项研究对保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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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再生式生命保障技术”
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闭环回路
生命保障技术，是未来月球、火星
基地等载人深空探测所需的十大
关键技术之一。

自2004年起，刘红教授团队
瞄准国家载人深空探测重大需
求，经过近 10年的执着奋斗，建
立了面向空间生命保障的基本理
论和技术体系及研究方法，2013
年 10 月集成所取得的理论和技
术研制出地基综合试验系统“月
宫一号”，2014年 1月至5月成功
进行了我国首次长期高闭合度集
成试验，密闭试验持续了 105
天。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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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批入舱志愿者进入
“月宫一号”实验舱60天后，昨
天上午，“月宫 365”实验换班
仪式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月
宫一号”实验室举行。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北航
“月宫一号”所在实验室看到，
在“月宫一号”实验舱前聚集了
大批媒体和工作人员。第二组
成员刘光辉、伊志豪、褚正佩、
王伟等人在“月宫一号”实验舱
前正在准备进入“月宫一号”实
验舱。

简单的入舱仪式后，第二
批志愿者成员先后更换衣服进
入“月宫一号”，进行为期 200
天的舱内实验。这标志着“月
宫 365”实验新的阶段正式启
动。

记者通过“月宫一号”实验
舱的圆形舱口看到，里面植物
长势很好，志愿者们各自忙着
收集实验数据。首批入舱志愿
者刘慧通过电话告诉大家，自
己和同学们在舱内除了进行实
验工作外，还会喝喝下午茶，进
行飞镖比赛，生活充实而丰富，

“很有趣”。昨天下午，第一批
入舱志愿者出舱以后，随即前
往医院进行为期3天的医学观
察。

8人共同生活于“月宫一号”
工作交接约10个小时

据“月宫一号”总设计师、首
席科学家刘红告诉记者，第二组
志愿者将通过气闸舱进入“月宫
一号”，气闸舱两边各有两道密封
门，先打开第一道门，志愿者进入
后关上，然后打开第二道门进入
真正的月宫一号舱体。

第一组和第二组志愿者要进
行大约10个小时的工作交接，包
括生活细节、实验进展以及物品
了解等，了解完毕后双方还需要
签字确认。

在此期间，8 个人要共同生
活在“月宫一号”中，加上第二组
的代谢水平高于第一组，刘红坦
言，系统要承担超高负荷，是一个
极大的挑战。为了实现生态平
衡，系统要进行双向调节，一部分
是自养单元，例如通过加大光线
增强植物光合作用，加大产出氧
气，另一部分是异养单元，通过减
缓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来减少消
耗。

“月宫365”的舱内实验志愿
者共有8名，4名男生4名女生，
全部为北航的在校生。志愿者分
为两组，设置3班倒换。一组值第
一班，持续时间60天，二组值第二
班，持续时间200天，一组再值第
三班，持续时间 105 天，共 365
天。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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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宫365”实验自今年5月
10日开始以来60天内，按照既定
实验计划顺利开展。第一乘员组
4人的各项生理指标均被准确记
录，舱内各项设备运转正常，大
豆、油莎豆、小麦、芋头等作物生
长情况良好。

“月宫365”实验换班 第二组入舱
进行为期200天的舱内实验 将打破密闭空间生物系统实验人员独立生活时间世界纪录

舱内8名志愿者拍集体合影

4名新志愿者入舱前宣誓

“月宫一号”第一组实验人员在植物舱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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