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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地利人和
空间站各舱段清晰可辨

昨日上午9时31分，我国成功发射神舟十
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后1.5小时左右，一场凌
日观测活动在厦门市集美区天马山脚下拉开
帷幕。

两套太阳色球望远镜观测太阳的色球层，
两套可见光天文望远镜观测太阳的光球层，在
天马山脚下的马路边，4套设备同时对准日面，
遥遥等待着中国空间站从这里“经过”。

上午11时14分02秒，专业的高速相机准
确记录了时间。“拍到了！”福建省天文学会成
员张烊与天文同好同时欢呼起来，图像实时传
输到一旁的笔记本电脑上，“中国空间站，非常
清晰！”

张烊拍摄到的剪影里，中国空间站三舱两
船（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神
舟十五号、天舟六号）的构型清晰可辨，甚至可
以看清太阳翼（太阳能帆板）间的缝隙。

“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张烊介绍，近
日厦门晴空万里，十分有利于观测。同时，因
为需要对接成功发射的神舟十六号飞船，昨日
上午中国空间站经过日面投影时，与观测点距
离仅398.8千米，比一般情况下要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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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空间站
和太阳同框

厦门天文爱好者观测中国空间
站凌日，三舱两船构型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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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 提供
在厦门，亲眼看到中国空间站从太阳表面

“飞”过，是什么感觉？昨日上午，神舟十六号
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与中国空间站对接。同一
时间，厦门有一群天文爱好者，来到集美区天
马山脚下，开展了一场中国空间站凌日观测活
动——用天文望远设备，在合适的条件下，观
测中国空间站在日面投下的剪影。昨日上午
11时14分02秒，这一不到0.51秒的精彩瞬间
被他们捕捉定格，引来一片欢呼喝彩。他们观
测到了什么，是怎样观测的，背后又有哪些有
趣的故事？本报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简而言之，赵玉芬院士研究
团队“上天”的这个项目，主要聚
焦生命的化学起源研究。

刘艳说，生命体系有一个中
心法则，从DNA到RNA，再由
RNA 翻译得到蛋白质的过程
中，各种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生命诞生之前，没有酶
的参与，蛋白的生成是受什么调
控的？

赵玉芬院士在1994年提出
了在磷这一重要生命元素调控
下的蛋白与核酸共起源的化学
模型，基于该化学模型可以探究
密码子的化学起源。该模型试
图阐释在生命产生之前，在没有
酶的参与下，“中心法则”中RNA
到蛋白质的翻译过程中，核苷如
何识别氨基酸并调控成肽。

密码子是指信使RNA分子
中每相邻的三个核苷酸编成一
组，在蛋白质合成时代表某一种
氨基酸的规律。

本报记者 佘峥
昨天，神舟十六号载人

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有5项生命科学
实验随神十六飞天，其中一
项来自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昨天发布消
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厦
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赵玉芬团队牵头，联合中国
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浙江工商大学、宁波大
学承担的“蛋白与核酸共起
源及密码子起源的分子进
化研究”项目，作为中国空
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
批项目，跟随神舟十六号乘
组进驻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并在神舟十六号乘组的协
助下开展在轨实验。

昨晚，负责推动项目进
程的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刘艳副教授在返厦的火
车上接受本报采访，介绍这
个“上天”的项目。

为0.51秒精彩瞬间
5次调整观测点规划

用专业的高速相机记录本次中国空间站
经过日面的时长，可以看到，几乎不到0.51
秒。为了这半秒的精彩瞬间，张烊准备了几天
时间。

一周前，张烊关注到本次神舟十六号载人
飞船奔赴“天宫”的对接行动，可能会出现比较
合适的凌日观测条件。在确定能观测到凌日
现象后，他很快召集到几名同样的天文爱好
者。其中，还有人一大早从深圳赶来，昨日上
午8时30分抵达厦门北站，与其他人会合。

不过，凌日观测的时间、地点，一直处于不
能完全确定的状态。“最合适的观测点会随时
发生变化。”在张烊的手机里，有好几个天文相
关的专业应用程序，便于随时关注中国空间站
最新轨道动态、卫星距离、运动速度以及可见
凌日路线等。

最近两天，张烊时刻保持
关注，变更了 5次观测点规
划：从漳州长泰、厦门北站、集
美老院子景区到滨海西沿线，
直到凌日时刻的两个小时前，
才最终确定观测点为天马山
脚下。“我们把设备架在路边，
车就停在一旁，随时准备再换
地方。”张烊说。

昨 日 16 时
29 分，神舟
十六号载人
飞船成功对
接于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
径向端口。

27日上午，刘艳和同事
搭乘电梯把两个实验单元送入
长征二号F遥十六运载火箭9
层的舱门。厦大团队“上天”的
物资包含8个核酸实验单元，将
分两批次开展在轨实验。

该实验首次在轨实验原位
启动化学反应，原位监测反应
动态，将氨基酸、核苷与磷结
合，探索密码子的化学起源，考
察重力效应对密码子起源的影
响及重力效应与生命进化的关
系等。

刘艳说，这将为生命化学
起源理论体系的完善及地外
生命的探索提供重要的科学
依据。

为此，半个月前，刘艳就带
领项目组成员入驻发射场，一
丝不苟地完成产品验收测试、
临射安装演练、全流程操作推
演等各项工作，顺利完成实验
装置的临射安装交付任务，全
力保障发射任务圆满完成。

这里有个背景，生命起源是世界四大
基础科学前沿问题之一，其核心的科学问
题就是研究地球生命来自何处、如何产
生。目前，生命起源存在“地源说”和“地外
学说”两种理论体系。“地源说”认为生命来
自地球原有的物质基础构建的生命合成模
块，而“地外学说”则认为是地外陨石把“生
命的种子”带到地球，再孕育出新的生命。

赵玉芬团队此次在轨项目，将核苷、
氨基酸与磷相结合，探索密码子的化学起
源。刘艳说：“我们通过地面研究发现，核
苷跟氨基酸之间有一定相互选择和调控
的作用，但是，它是重力环境。我们只能
解释地面上有这么一个规律，这只能是

‘地源说’的一种概括。还有一个是‘地外
学说’，地外微重力环境是否存在类似的
规律？所以，我们需要平台双向验证，要
把实验送到天上来做，探讨重力对密码子
起源的影响。”

刘艳说，国际空间站上关于生命起源
的研究早已逐步开展。中国空间站的建设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从生
命物质产生的根源来探究生命的本质、是
否受到重力影响等，中国空间站给我们提
供了很好的微重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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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航天
员开启约 5
个月太空生
活，预计 11
月返回

●中国空间
站全面建成
后首次载人
飞行任务圆
满成功

项目研究啥？
聚焦生命化学起源

为啥要到天上做？
探讨重力对密码子起源影响

怎么做实验？
8个实验单元

分两批次开展在轨实验

昨日6时42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
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
广场举行。

昨日6时44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
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许学
强下达“出发”命令，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3名航

天员领命出征。
昨日9时31分，搭载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长

征二号F遥十六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
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
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
取得圆满成功。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昨日16时29分

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
过程历时约6.5小时。

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十六号航
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昨日18时22
分，翘盼已久的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
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入驻

“天宫”。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中
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
换。其间，6名航天员将共同在空间站工作生活约5
天时间，完成各项既定工作。神舟十六号乘组将在
太空驻留约5个月，预计11月返回。

昨日 9 时 31 分，
神舟十六号载人
飞船发射升空，
约 10 分钟后进
入预定轨道。

升空

会师 昨日 18 时 22 分，神舟
十五号航天员乘组打
开“家门”欢迎神舟十
六号航天员乘组入驻

“天宫”，随后，两个乘
组拍下“全家福”。

昨日 6 时 44 分，景海鹏
（左一）、朱杨柱（左二）、
桂海潮 3 名航天员领命
出征。

出征 天文爱好者们在观测现场
等待中国空间站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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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影中，中国空间站三舱两船构型清晰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