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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着
为什么会梦游？

02020101 为啥趴桌子睡觉
醒来会打嗝？

0303 电动车充电后
质量会增加吗？原

来

如

此

人类进入航天时代近 70
年，诸多航天技术已演化多年。
关于航天员生命保障的技术属
于研发的重中之重，发展也非常
成熟，近些年几乎不出现威胁航
天员身体健康、乃至人身安全的
事故。

在这种情况下，航天员的服

役年龄在逐渐延长，服役时的身
体状态要求在降低，招募新航天
员的标准也在逐渐降低。虽然近
视依然是一条严格的规定，但它
的重要性未来可能逐渐降低。

载人航天技术在经过充分
验证后，已经逐步聚焦于研发它
的终极目标：利用太空这个独一
无二的平台开展科学研究。

而开展研究，只能通过航天
员在太空中操作才能进行。在

这种情况下，早期为实现从 0到
1而招募的航天员，往往并非科
研一线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
在开展太空实验时会有一定局
限性。

未来随着在轨人员的逐渐
增多，对医疗专家的需求也会增
强。载人航天发展到成熟阶段
后，一定会开始招募“载荷专
家”，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医疗保
健等方面。对他们的身体要求，

肯定要低于专业负责驾驶飞船
的航天员。

我国自第三批航天员起，已
经开始招募“载荷专家”，以满足
以天宫空间站为典型平台的科
研需求。随着未来我国载人航天
的足迹将踏上月球，行星学家、
地质学家、天文学家，都有可能
踏上载人飞船。

载荷专家往往经过了深厚
积累，他们的头脑才是最重要的

所在。相应地，对于他们眼睛的
需求，会越来越弱。或许在不远
的将来，矫正视力达标，就是一
个新的航天员门槛。

所以，戴眼镜的朋友们也请
保护好自己内心深处的“航天
梦”，继续拓展自己的科研业务
能力，以无数优秀的航天员为榜
样，争取有朝一日也能以“载荷
专家”身份进入太空。

据“科学大院”

成为酷酷的航天员

几乎是所有人从年少就

坚持的梦想。然而，在近

视遍地的今天，相信不

少人已深感“梦想与现

实”之间的差距：飞行员

招募都已经有极高的裸

眼视力要求了，培养比

飞行员还要严格许多的

航天员一定会更难吧？

目前来看，确实如

此。不过，从近日成功发

射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航天员乘组人员身上

（在乘组中，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的教授桂海潮就

是一名戴着近视眼镜的

载荷专家），或许让不少

人重燃“飞天”的希望。

一方面，太空不同于日常生
活环境，有微重力、真空、强辐射
等现象，航天员需要系统学习轨
道动力学、空间环境、航天医学等
航天知识。

飞船的设计也完全不同于普
通载具，甚至有很多极其“反常”
的操作。例如，在地面上赶上一辆
车要加速，在太空中交会对接可
能要减速（取决于轨道高度关
系），没有拐弯、刹车、坡起，更没
有停车、倒车的概念。航天员的身

体素质必须过硬，眼睛也要能够
驾驭这运行速度 7800米/秒的飞
船，真不是简单的事情。

另一方面，载人航天是一件
危险系数很高的事情，既要坐着

“轰隆隆”的火箭一路进入太空，
又要全程“电闪雷鸣”冲击大气返
回地球，多个环节都面临巨大风
险。例如，返回时有一定可能性降
落于荒漠、深山、海洋，要求航天
员有足够强的荒野求生能力，等
待搜救队伍前往救援。如果这个

时刻，航天员来一句“哎？我眼镜
跑哪里去了”，是不是感觉画面很

“惊悚”？
太空生活也并不简单。在失

重环境下，人的体液会重新分布，
尤其是头部会明显“肿胀”起来。

大家经常感觉到航天员进入
太空后变胖了，就是这个原因。相
应地，眼睛附近的体液也会增加，
眼压变化对视力的影响肯定是有
的。

为什么航天员对视力要求这么高？

矫正视力能不能行？
从理论上讲，人的眼睛、甚至

整个人的身体，无论它好到什么
地步，都是远远不够航天事业直
接使用的，它们根本无法直接面
对真空、低温、微重力、强辐射的
环境。

因此，我们需要载人飞船来
运载身体。一旦进入太空，航天员
还需要进入一个小型的载人航
天器——舱外服，它们是人脆
弱身体的功能延伸。相信大家
都见过舱外服，它最亮眼的
地方就是黑黑大大的头

盔，主要就是服务于航天员的眼
睛。即便是在舱内模拟的地球大
气环境，在进行一些太空科学实
验时，航天员也需要佩戴一些特
制的眼镜。

航天员的培养要耗费惊人的
代价，自己也要付出常人难以想
象的努力，还要积累若干年才有
进入太空的机会。但生而为人，还
是无法避免衰老的进程，人的眼
睛总会不可逆地逐渐变成老花
眼，或者出现散光或眼疾。如果简
单因为眼睛问题就让一个航天员

停止了宝贵的工作生涯，未免是
国家资源和个人情怀的巨大浪
费。因此，时常能看到年纪偏大的
老航天员戴着眼镜工作，这并不
算奇怪。

所以，一个能实现完全工作
状态的航天员，在特定工作场景
下，他的眼睛本来就是头盔和眼
镜“矫正”过的；而他的眼睛自然
衰老或出现问题时，也是可以通
过眼镜矫正来维持他的工作状
态。“不允许矫正”，并非铁板不通
的死要求。

航天发展降低了对航天员身体要求

胃里有气。咽喉气管入口附近有一块软骨叫作
会厌软骨，它可以开闭。当我们吞咽食物时，会厌软
骨会闭合遮住器官，呼吸时打开使空气顺利进入气
道。正常情况下，呼吸时空气一部分进入气管，一部
分进入食道到达胃里。由于食道通畅，胃里的空气在
呼气时排出。但是当我们趴着睡觉的时候，食道会受
到挤压封住，而气道在软骨保护下保持通畅。

当吸气的时候，横膈肌向下移动，空气压力推动
食道打开，气体进入胃部；当呼气时，横膈肌向上移
动，但由于胃在横膈肌下方，胃里空气却不能排出。
胃里的空气越积越多，当睡醒坐起来时，食道才恢复
通畅，这时胃里气体排出，就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嗝。

从电动车电池的充电过程来看，当电动汽车
充电时，电力被用来使电池内部发生化学变化，从
而在电池的正负两极形成材料堆积。

当汽车在路上行驶时，这些变化又反过来产
生电力。从理论上来说，电动车的电池单元或模块
是一个密封的，因此充电循环产生的化学过程都
在密封环境中进行，不会导致电池本身的重量发
生变化。但是，从狭义相对论来说，输入电量后，电
池的质量应该有所增加。比如特斯拉的电池容量
为100千瓦时，也就具有3.6×108焦耳的能量，根据
质能公式可以算出，汽车充满电后大约增加4微克
的质量。 宗合

引发梦游最关键的原因可能是遗传与基因。
1980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父母一方有梦游经历的
话，45%的孩子会出现梦游症状；如果父母双方都曾
梦游，那孩子梦游的概率就更大了。

2011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者
发表了一篇有关梦游与遗传的论文。研究人员分析
了一个“梦游大家族”成员的基因，这个家族中四代
人都曾有过梦游症状，结果发现在他们的20号染色
体上，都有一处缺陷。研究人员推测可能正是这个小
缺陷，导致这四代人都饱受梦游问题的困扰。

目前还不知道哪些基因会导致梦游，期待未来
遗传学的进步能为我们解开这个神秘现象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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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楼

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
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电话：13832738807 中介勿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