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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宇航员经过“太空漫步”

返回地球后，他们经常描述称，
在太空闻到了类似于烧焦的牛
排和燃烧后的火药的味道。为什
么外太空闻起来有股特殊的烧
焦味？这种气味从何而来？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天体物
理学家奥菲克·伯勒霍特兹表
示，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宇航员
不能直接暴露在太空中，没有人
能直接闻到太空的味道并活着

讲述这个故事。尽管如此，当宇
航员从太空回来，摘下头盔时，
经常会闻到一股独特的气味。当
舱门打开时，其同伴也会注意到
这种气味飘过。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
员多米尼克·安东内利 2009 年
结束太空行走后表示，太空中肯
定有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
的气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前
宇航员托马斯·琼斯将太空中的

味道比作臭氧。另一位宇航员
唐·佩蒂特则表示，太空中的气
味是一种相当令人愉快的甜甜
的金属味，让他想起大学修理工
具时的美好时光。

欧米茄原料公司创始人兼
生物化学家史蒂夫·皮尔斯说，
宇航员经常将太空的气味比作
热金属、烧焦的肉、烧焦的蛋糕、
燃烧后的火药和金属焊接等。他
还接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委

托，据此制造出了一种香水，以
模仿宇航员描述的气味。

那么，这种气味从何而来
呢？

约翰逊航天中心的米 兰
达·纳尔逊指出，一种可能的解
释是，与飘浮在国际空间站周围
的氧气有关。来自太阳的紫外线
可能会让组成氧分子的两个氧
原子分离，这些原子氧可能会附
着在宇航服、舱门和其他暴露在

太空中的物品上，引发化学反
应，产生味道，这可以解释为臭
氧的气味。另一个更有趣的理论
认为，这些气味与恒星爆炸有
关。恒星爆炸会产生名为多环芳
烃的气味分子，这种分子存在于
煤炭、食品、石油等物品内。

不过，纳尔逊也强调，这两
种观点目前都缺乏官方研究数
据的支持。

据《科技日报》

选用人体气管细胞
每个机器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据悉，科学家使用了来自不同年龄段、
不同性别的成人所捐赠的气管活体细胞。
参与研究的古姆斯卡娅解释称，之所以选
用气管细胞，是因为这些细胞相对容易获
得，且有助于研究肺部疾病。更为重要的是，
科学家们认为气管细胞具有移动的能力。早
期的研究还表明，气管细胞可以形成类器官
以供研究。

气管细胞表面覆盖着一层纤毛，这些纤
毛可以来回波动，能帮助气管细胞进入肺部
气道。古姆斯卡娅介绍称，在实验过程中，自
己先对气管细胞生长条件中的化学成分进行
了研究，找到了一种能让纤毛向外翻的方法。

“纤毛的作用像桨。几天后，纤
毛便让类器官开始移动。”她解释
道。

莱文介绍称，每一个微型人体细
胞机器人都是从单个细胞中生长出来
的，这也意味着每个微型人体细胞机器
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其拥有不同的尺寸
或者形状，移动方式也略有不同。据悉，这
些机器人有的完全被纤毛覆盖，有的不规
则地被纤毛覆盖。从移动方式来看，有的机
器人呈直线移动，有的机器人则是绕圈移
动。不过这些机器人都在实验室环境下存活
了60天。

能促进受损神经细胞生长
不会存在安全和道德问题

莱文和古姆斯卡娅介绍称，这项研
究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研究的目标是
探索这种机器人是否能应用于医疗领
域。据悉，为了这一目标，研究人员让这
些机器人在装有被划伤神经细胞的培养
皿中移动，结果其惊讶地发现机器人在
穿过受损神经细胞时，的确能促进神经
细胞受损区域生长。不过研究人员坦言，
目前暂不清楚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

德国弗莱堡大学专注于生物与材料
研究的法尔克·陶伯没有参与这项研究，
但他表示“这些机器人有令人惊讶的表
现”。陶伯称，这项研究为未来使用生物
机器人实现不同功能提供了基础，这些
机器人未来很有可能将应用于人类世界

中。
对于这些机器人的安全和道德问

题，莱文表示，这些机器人不会造成
任何安全和道德问题。“这些机器
人不是由人体胚胎制成，也没有
涉及到任何形式的基因改造问
题。”莱文补充称，这些机器人
的生存环境也非常有限，其无
法生存在特定环境以外。此
外，这些机器人也有自然
寿命，一般会在数周
后自行降解。

据“红星新闻”

““人体细胞机器人人体细胞机器人””问世问世
有自然寿命有自然寿命，，从单个细胞中生长出从单个细胞中生长出，，每个都独一无二每个都独一无二——

据一篇于11月30日发表在《先进科学》

期刊杂志上的研究显示，美国塔夫茨大学的

科学家联合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利用人体细

胞，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微型人体细胞机器

人”。与靠电力驱动的机器人不同，“人体细胞

机器人”由人体细胞构成，直径约在30微米

到500微米，未来或能够帮助治愈人体受损

的组织。

据悉，早在2020年，来自塔夫茨大学的

科学家和来自佛蒙特大学的科学家就利用过

从非洲爪蛙胚胎中提取出的干细胞，制造了

首批“活体机器人”，用于带走海洋中的微塑

料或攻击癌细胞。报道称，此次“微型人体细

胞机器人”的研发建立在“活体机器人”的基

础之上。在研究的作者、塔夫茨大学生物学教

授莱文看来，无论是爪蛙的细胞还是人体的

细胞，本质上都是生物的细胞，“生物具有普

遍性，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人体身体细胞

所具有的全部能力”。

味道味道太空太空 闻起来是什么闻起来是什么

▶机器人（绿色部分）在穿过受损神
经细胞（红色部分）时，能促进神经细胞受
损区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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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医院东，科委宿舍5楼，顶，

紧邻八中。电话：13315777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