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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废料能制成新型抗菌材料
■ 董映璧

世界气象组织
确认南极大陆气温创新高

新华社日内瓦电（记者 刘曲）世界气象组织近
日发布公报说，南极大陆去年2月出现的18.3℃高温
新纪录已得到该机构核实确认，此前这一高温纪录
为17.5℃。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说，这一高
温新纪录的核实，有助于构建对南极地区天气和气
候全貌的认知。

世界气象组织“极端天气与气候档案馆”一个委
员会分析认为，南极地区庞大的高气压系统产生了

“焚风”条件，导致埃斯佩兰萨科考站所在地及其附
近的西摩岛局部升温。“焚风”是指气流在背风坡下
沉，因温度升高湿度降低形成的一种干热风。以往
评估表明，这类气象条件有助于产生创纪录的高温。

世界气象组织第一副主席塞莱丝特·绍洛表示，
这一高温新纪录再次表明，对于气候变化要采取紧
急措施，必须继续加强观测、预报和预警，以应对由
于全球变暖带来的愈加频繁的极端天气。

7月4日，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刘伯明和汤洪波身
着空间站舱外服共同完成空间站阶段首次出舱任
务，圆满完成了舱外活动相关设备组装、全景相机抬
升等任务。这次长时间的空间出舱活动，也验证了
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巨大成功。

保证航天员安全进行舱外作业

舱外服，顾名思义，是指航天员离开母船，走入外
太空或其他星球时所穿着使用的个体防护装备，根据
使用环境又分为轨道出舱舱外服和星际舱外服。

航天员中心航天服工程研究室主任、载人航天
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张万欣介绍，新一代飞天
舱外航天服无论是原材料、设计，还是确定实验方案、
验证总结再改进，都是自主研发，比起“神七”任务中
翟志刚穿着的舱外服，此次“神十二”任务航天员所穿
的新一代空间站舱外航天服，在使用寿命、工效性能、
出舱活动时间、安全可靠性等方面都有较大提升。

张万欣表示，舱外服为航天员提供安全有效的
环境防护、密闭空间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相当于
一个小的飞行器。但与一般飞行器不同的是，舱外
服有着独具特色的重要功能——工效保障。换言
之，就是需要保证航天员在穿着舱外服的条件下，能
够完成舱外活动任务。

五大功能满足更高要求

空间站航天员的出舱活动属于轨道的出舱活

动，所面临的是300~450km轨道高度的空间环境，
也就是真空、失重、以90分钟为周期的±120℃左右
的冷热交变，阳照面和阴面温差巨大，甚至还有微流
尘/碎片和空间辐射的危险。因此，航天员必须穿戴
复杂的舱外服进行舱外作业。

为了保证航天员在复杂的空间环境下维持正常
生命活动和舱外作业，舱外服需具备环境防护、生命
保障、工效保障、通信保障和安全保障五大基本功
能。此外，由于失重，空间站舱外移动基本依靠上肢
完成，所以对舱外服软结构适体性优化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空间站舱外服属于轨道基舱外服，也就是舱外
服运送入轨后不再返回地面，寿命周期内通过在轨维
护与维修，保证状态良好，完成出舱活动任务。”张万
欣说，针对空间站任务出舱活动需求，舱外服在“神
七”研制的基础上，改变了结构布局设计，提高了服装
的寿命和人服能力，“具有使用时间更长、安全可靠性
更高、机动灵活性更好、测试维修性更强的特点”。

130公斤舱外服穿脱仅需5分钟

张万欣表示，新一代空间站舱外航天服选择的
是全软式结构，经过设计，一套舱外服可以通过尺寸
调节后，满足身高1.6米到1.8米的人穿着，还能根据
航天员的体形进行调整，满足所有航天员穿着适体，
大大减少了上行载荷的重量和空间站空间的占用。
虽重达130公斤，但穿脱方便快捷。经过训练的航
天员可以做到在5分钟左右就完成穿脱，最快三分

钟可完成。
据悉，舱外航天服在工艺上

复杂且精密，仅做一副舱外航天
服下肢限制层就需要260多个小时，而装配一套舱
外服则需要近4个月。

“舱外航天服可以把航天员的身体与太空恶劣
环境隔离开来，并向航天员提供一个相当于地面的
环境。舱外服在背部装有提供氧气等维持生命所需
各种条件的便携式生命保障系统。”张万欣表示，舱
外服中饮水管的旁边，有一个放置食物棒的长孔。
航天员只要一伸嘴，就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食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团队与合作者利
用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尤立星小组研制的超导探测
器，基于“济青干线”现场光缆，突破现场远距离高性
能单光子干涉技术，采用两种技术方案分别实现
428公里和511公里的双场量子密钥分发，创造世界
现场光纤量子保密通信新纪录。

量子不可克隆原理保证了量子密钥分发的无条
件安全性，但量子密钥分发不能像经典光通信那样
通过光放大对传输进行中继，因此分发距离受到光
纤损耗的限制。

相比传统协议，双场量子密钥分发协议特别适
合远距离量子密钥分发。此前，潘建伟团队已经在
实验室内实现超过500公里双场量子密钥分发的验
证。然而，在实际场景的苛刻环境下实现双场量子
密钥分发极其困难。实验室内，温度、振动以及人活
动引起的声音等噪声都可以被有效隔离，但这些在

现场环境中不可避免。
基于“发送—不发送”双场量子密钥分发协议，潘

建伟团队发展了时频传输技术和激光注入锁定技术，
将现场相隔几百公里的两个独立激光器的波长锁定
为相同。再针对现场复杂的链路环境，开发了光纤长
度及偏振变化实时补偿系统。对于现场光缆中其他
业务的串扰，精心设计了量子密钥分发光源的波长，
并通过窄带滤波将串扰噪声滤除。最后结合高计数
率低噪声单光子探测器，在现场将无中继光纤量子密
钥分发的安全成码距离推至500公里以上。

这项研究成果成功创造了现场光纤无中继量子
密钥分发最远距离新的世界纪录，在超过500公里
的光纤成码率打破了传统无中继量子密钥分发所限
定的成码率极限，在实际环境中证明了双场量子密
钥分发的可行性，并为实现长距离光纤量子网络铺
平了道路。

“科学”号科考
船的科研人员进行
深海海底水下原位
培养实验（中科院海
洋所供图）。

近日，记者从中
科院海洋所了解到，
我国“科学”号科考船
完成首个高端用户共
享航次，在目标海域
获得大量科学发现，
并进行了多台套国产
自主研发设备的海试
工作，圆满完成了“在
海底做实验”的任务。
新华社记者 王凯

我国科学家创造
现场光纤量子保密通信新纪录

■ 桂运安

新一代舱外服全方位保障航天员出舱安全
■ 章文 占康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工业技术与设计大学开发
出一种用丝绸废料制作新型抗菌材料的技术。这种
抗菌材料由丝绸废料制成的无纺布材料制成，其表
面所有沉积的真菌、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细菌
和病毒会在24小时内死亡，可用于医学领域，也可
用于制造日常的运动服和运动鞋。

真丝的吸湿性、透气性好，并具有生物相容性，
不会引起过敏。但鲜为人知的是，只有一半的生丝
能以产品形式到达消费者手中，另一半会沦为废品。

对此，研究人员研发出了一种从不可回收的丝
绸废料中获取材料的方法。研发作者之一的奥利
加·雅科夫列娃介绍，丝绸的纤维废料经化学处理，
在梳棉机上形成均匀的绸缕，再用针刺机加工，能得
到一种结实、透气且高度多孔的材料，可以有不同的
厚度和面密度。之后，将材料用溶液浸渍，使其多孔
结构中形成银和铜的纳米颗粒。借用神经网络对多
因素实验的结果进行处理，还可以控制纳米粒子的
数量和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