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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发射成功
在太空中15天完成19项科学实验
相当于把一个综合性实验室搬到了太空

上海下个月开始向老年人发津贴
每月75元至600元 分五档

4月6日，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上海老年人权益保
障条例》5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提出，将实施老年综合津贴制度。

上海市民政局局长、市老龄办主任朱勤皓说，老年综合津贴的发
放对象为具有上海户籍且年满 65周岁的老年人。标准按照年龄段
分为五档：65-69周岁，每人每月75元；70-79周岁，每人每月150元；
80-89周岁，每人每月180元；90-99周岁，每人每月350元；100周岁
及以上，每人每月600元。

上海有关部门将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办理一张“上海市敬老
卡”，用于发放津贴。“上海市敬老卡”是具有金融功能的借记卡，可用
于存取现金和购物消费等，还有老年优待功能，但仅支持境内使用。

《上海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第 25条提出：“本市建立与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统一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对符合条件的老年
人，按照不同年龄提供涵盖高龄营养、交通出行等方面需求的津贴，
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

老年综合津贴涉及 280多万老年人，上海政府年财政投入超过
45亿元。6月底，第一笔津贴会在统一时间发放入“上海市敬老卡”。

（据澎湃新闻）

4月6日1时38分，我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
实践十号将利用太空中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完成19项科学实验，涉及微重力流体物理、微重力燃烧、空间材料科学、空间辐射效应、重力生物效应、空间生物技

术六大领域，相当于把一个综合性的实验室搬到了太空。这是迄今为止单次空间微重力和生命科学实验项目及种类最多的卫星任务。
实践十号分为留轨舱和返回舱，设计寿命为15天。返回舱在轨飞行若干天后将返回地球，而留轨舱将继续在轨工作3到5天。
实践十号卫星科学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康琦说，实践十号上的生命科学实验其实在地面上就已经开始了，其他实验在卫星入轨后两小时开始进行。留轨舱的

实验会轮流进行，而回收舱的实验是同时进行，经过地面模拟飞行实验确保它们不会相互干扰。
对科学家来说，宇宙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室。地球上的物理现象，都受到地球重力的制约，比如浮力、沉降等。在微重力，也就是通常说的“失重”环境下，

能观察到很多地球上不可能观测到的独特现象。 （据新华社）

实践十号卫星整体为柱锥组合体形状，高约5.2米，直径超过2米。
19个实验载荷分别装在29个铝合金箱子里，总共近600公斤。
8项流体物理和燃烧实验将在留轨舱进行，其他11项科学试验将在回收舱进行。

随着人类走向太空，一个重要的问题
出现了：哺乳动物能在太空正常繁衍吗？
实践十号把小鼠早期胚胎带上了太空。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段恩奎说：“我
们以小鼠细胞胚胎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
培养并显微实时跟踪观察，看它在微重力
环境中能否继续分裂到 8个细胞、16个细
胞⋯⋯观察在微重力情况下，哺乳动物胚
胎能否和在地球上一样正常发育。”

实践十号还有望获得全球首张空间
小鼠早期胚胎的实时摄影图片。

实验一：
哺乳动物能在太空正常繁衍吗？ 太空中的太阳高能粒子和银河宇宙射线可能对人类的太空活动造成极大伤害。在微重力环境下，辐

射对人体基因组的损伤是叠加、抵消还是乘积作用？应如何评估风险？
实践十号搭载了3个生物辐射盒，携带了水稻种子、拟南芥种子和线虫等样品，研究空间辐射引起生

物基因组变化和空间辐射损伤的分子网络调控，建立辐射风险评估体系。
实践十号还将开展空间辐射对基因组的作用和遗传效应研究实验，以小鼠细胞和果蝇为样本，定量

研究空间辐射对基因组稳定性方面的影响。

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中，航天器舱内
比地面更容易着火，而且着火点不易发
现，很难扑灭。哪些材料能用，哪些材料
不能用？如何发现火情？怎么灭火？

实践十号将开展“导线绝缘层着火实
验”和“典型非金属材料着火实验”，会在
特殊的设备中通过大电流发热或加热丝
进行引燃，观察微重力条件下特定材料的
着火和燃烧特性，了解环境流动、氧气浓
度和材料形状等因素对火焰传播的影响
规律，为今后载人空间飞行探索更安全的
防火规范和材料选用、使用规范。

实验三：太空中怎么防火？

美国空间站十大成果之一，就是通过棉花团点燃观察到“冷焰燃烧”。这种低温状态下的燃烧现象，
在地球上无法看到。

实践十号“煤燃烧及其污染物生成实验”也期待看到微重力条件下煤的“冷焰燃烧”实验效果。实验
将选择2至3种我国典型煤种，在实验装置中点燃，观测不同炉温、不同煤种、不同粒径和环境气体成分条
件下的单个球形煤颗粒和煤粉颗粒群的燃烧全过程，记录下单颗球形煤粒火焰形状、颗粒表面变化、挥发
和释放现象及其变化规律等。

法国禁止“打美白针”
这类美白产品可能危害健康

不少爱美人士，尤其是女性消费者愿意通过注射美白产品追求“完美”肤
色，俗称“打美白针”。生产厂家往往宣称，产品具有排毒养颜、使肌肤焕发年
轻光彩的“神奇功效”，其主要成分包括谷胱甘肽、维生素C、表皮生长因子等。

4月 5日，法国国家药品与健康产品安全局发布决定，将禁止使用任何用
于皮肤美白或提亮肤色的注射产品，并将禁止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无偿提
供、进出口或广告宣传活动。

法国国家药品与健康产品安全局指出，美白针等产品的使用方式和成分
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带来很大风险。

美白针通常由静脉、肌肉或皮下注射，这种使用方式风险很大。
另外，美白产品并未获得法国有关部门的上市批准，也缺少规范的质量和

效益风险评估以确保其安全性。因此，目前各种形式的销售和宣传均违反现
行法律法规。

据法国中毒防治中心统计，2015年，法国曾出现两例因使用美白注射产品产
生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一例患者出现恶心、头晕、心悸、腹部不适等一系列症状。

2015年9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就曾发出警告称，皮肤美白注射产品
不仅可能无效，还有可能给使用者带来感染肝炎、艾滋病等多种疾病的风险。

（据新华社）

实验二：辐射遇上微重力，人体基因组会不会变？

实验四：煤炭能冷焰燃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