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员出舱为什么要穿舱外航天服

邹洪瑶：太空环境中有高真空、缺氧、宇宙辐射及太空垃圾和

微陨石等介质，可能会危及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而舱外航天服的

功能相当于一艘小型飞船，将航天员的身体与太空的恶劣环境隔离

开来，并帮助航天员保持大气压力、排除二氧化碳、维持舒适的温度

并防止宇宙辐射的危害，所以，航天员出舱时一定要穿着航天服。

声音在真空中是不能传
播的，航天员之间如何交流呢

邹洪瑶：太空中没有空气，声音就无法

传播，因此，航天员要依靠电磁波无障碍交

流。宇航服的内部装有无线通讯装置，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对讲机。航天员向对讲机

讲话，对讲机会将所接收到的讯号转化为

电磁波信号，并发送给接收者。

宇航员在太空的排
泄物是如何处理的

邹洪瑶：宇航员在入舱前要将身体里面的废物排干

净，保持肠胃空空的状态，然后穿上特制的成人纸尿裤以

备不时之需。后来科学家们研究出了一个特殊材质的

袋子，安装在宇航员衣服里面，可以直接收集宇航员的排泄

物。现在，空间站有了太空专用的马桶，可以利用负压收集排

泄物并进行干湿分离，然后再次利用，做成无污染的饮用水。

航天员在空间站里会有白天和夜晚吗

邹洪瑶：白天和黑夜是由于地球自转而产生的昼夜更替，

靠太阳那一面是白天，背面则是黑夜。并且无论是大气层中

的气体分子、尘埃物质，还是地表的各种物

体，对太阳光线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射、折射

和衍射作用，最终的结果就是将整个大气层

空间都“照亮”了，这就是我们认为的白天。

在太空中，由于不存在空气，或者说气体分子

密度非常小，几乎没有阳光的折射、散射、反

射发生。如果航天员对着阳光，只会看到一

个耀眼的光球，而其他地方一片黑暗；如果

航天员在背着太阳的地方，那么就是一片

黑暗冰冷。

怎样成为一名宇航员呢

邹洪瑶：目前，我国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会从空军飞行

员中择优选拔。通过一般体检后，要接受低压舱、水槽

失重训练、离心机、密闭生活等近60门理论课程训练，

训期为3年至5年。

做航天少年，你准备好了吗
本报记者 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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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添怡）为落实全国慢阻肺高危人

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弥补基层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筛查和诊治不足的防控短板，日前，我省启动

慢阻肺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

该项目由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牵头。吉大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多年来致力

于慢阻肺的诊断、治疗和康复，拥有完善的呼吸亚专

科团队，具有完备的项目建设经验，是我省国家呼吸

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建设单位，省部共

建的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牵头单位。

慢阻肺是一种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经济负担

的慢性致残性疾病。相较于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

尿病等其他慢病，我国慢阻肺防治体系和能力建设

较为滞后，民众及基层医务人员对该病认识和重视

程度不足，很多患者错失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项目将率先在德惠市、吉林市昌邑区、通化市东

昌区、四平市伊通县4个基层区域开展，项目覆盖至

少2万人。每个基层区域将分别通过问卷和肺功能

检查等方式，对每个辖区5000例35岁以上慢阻肺高

危人群进行免费筛查，并根据结果对人群进行分层

分类，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戒烟宣教、生活方

式指导等干预措施。对筛查出的高危个体开展肺功

能检查，根据检查结果进行个性化干预管理和长期

随访。

慢阻肺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张鹤）近日，全国首批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名

单公布。其中，我省吉林农业大学的参茸道地药材现代产业学

院、吉林建筑大学的亚泰数字建造产业学院入选。

吉林农业大学参茸道地药材现代产业学院是在国家宏观战

略需要、区域产业支柱需要、产业人才供给侧需要以及学校转型

发展需要的背景下，于2019年1月联合2个参茸产业管理部门

和9个龙头企业，为深化校企合作，促进产教深度融合，推动高

等教育与产业集群联动发展而建立。作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技术创新、企业服务、学生创业等功能于一体的人才培养实

体，实现了从产研、产学研、产学研用、产教融合到实体现代产业

学院的转变。

吉林建筑大学亚泰数字建造产业学院是按照国家产业学院

建设要求，基于学校BIM学院转型升级而成。学院聚焦国家、地

方发展，服务行业和产业需求，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地方行业龙头企业密切

合作，深入开展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学院深化教育教学机制

改革，构建三位一体、三线融合的特色本科专业教育体系；坚持

产教融合，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复合应用型人才。

据悉，2021年全国首批现代产业学院是在全国200余所高

校自主申报、专家综合评议基础上，经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按相关工作程序最终确定。公布的名单涉及24个省、市、自治

区的49所高校，我省有2所高校申报的学院获批。

全国首批现代产业学院名单公布
我省两所高校学院入选

本报讯（记者张鹤）近日，教育部公布首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

室建设名单。其中，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获批试点建设单

位，成为我国考古学领域首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试点实验室。

据介绍，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利用考古学、生物学、临床

医学、地质学等多学科交叉手段，聚焦和研究人类起源、农业起

源、文明起源等考古学重大理论基础和前沿问题，是学校哲学社

会科学领域重点支持和打造的跨院系、跨学科交叉研究实验平

台，也是中国考古学相关领域具有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的科研机

构。实验室在疾病考古学、古代DNA、法医考古学、动植物资源利

用与环境适应等优势研究方向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突破，为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与分化”

“东北亚地区的农业起源与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扎实的

实证研究，并在法医人类学领域产出了众多实践创新成果。

吉大生物考古实验室建设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张鹤）历时6个月的规划建设，日前，吉林农业

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园新园正式开园。

据悉，新园占地面积600余平方米，硬件设施齐备，空间布局

和整体环境焕然一新。新园园区主要由6大功能区组成，具有创

新创业教育培训、体验实践、商业演练、项目孵化、展示带动等功

能。新园区将通过规范化的科学管理、精准化的创业服务、差异

化的师资帮扶，共同助推创业项目孵化落地。

作为首批50所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首批99所国家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和我省双创示范基地，吉林农

业大学一直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把大学生创新创业

园作为学校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的重要场所和主要

阵地。

吉林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始建于2012年，截至目

前，共孵化学生创业项目97个，其中注册企业59家。学校毕业

生中荣获全国2019-2020大学生就业创业年度新闻人物1人、年

度创业人物4人、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十大创业先锋7人、吉林省

首批创业之星4人。

吉林农大大学生创新创业园新园开园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日前，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

医院“治未病中心揭牌仪式暨第二届冬季养生文化节”开幕。现

场名医义诊、三九贴敷、膏方体验、药膳品尝，吸引了近千名市民

参加。

俗话说“气始于冬至”。从冬季开始，生命活动开始由衰转

盛，由静转动。此时科学养生有助于保证旺盛的精力而防早衰，

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本届冬季养生文化节不仅沿袭了深受广

大市民欢迎的专家义诊、体质辨识、三九贴敷、膏方品尝等环节，

还特制了多种适合居家制作的养生药膳，更有养生操教学，现场

气氛火爆。

治未病中心还开辟专门中医体验区，开展三九贴敷、针灸、

推拿、埋针等具有中医特色的治疗，让与会者真正体会到中医药

“未病先防”的理念与重要性，提高了人们的中医药防病保健意

识。“夏天的三伏养生节我就来了，听说今天还有活动，我带着家

人早早就来了，带父母找专家调理调理，给孩子贴了三九贴，加

了药膳包的鸡汤真的是太好喝了，我也打算加到我的年夜饭菜

单里了。”市民张女士说。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地处长春市净月开发

区，治未病中心的成立弥补了该区域未病防治专科的空白。院

长田洪赋介绍，治未病中心将依托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品牌优势，

汇集各专业名家，为患者提供中医健康体检与评估、体质辨识与

调理、健康咨询与指导、健康管理与慢性病防治及其他具有中医

特色的个性化预防保健服务。医院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

善诊疗体系，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特优势，

进一步践行服务宗旨，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促

进我省中医药事业发展。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

第二届冬季养生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近日，第八届长白山脑

血管病高峰论坛在长春启幕，开幕式上发布了第

四版吉林省区域性卒中急救地图。

此次发布的新版“卒中急救地图”显示，我省

定点医疗机构数量由 2017 年第一版的 19 家扩充

至 55 家，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均具有溶栓资质，其

中 23 家医疗机构具备取栓资质。此举将在全省

形成覆盖2400多万人口的脑血管疾病快速救治网

络。

省卒中学会会长、吉大一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杨弋教授表示，在省卫健委支持下，我省的卒中

急救工作有序开展。自2017年吉林省卒中急救地

图项目启动以来，每年省神经内科质控中心对定

点单位实行动态管理，使卒中患者得到更快速、更

系统、更有效的救治。此外，吉林省卒中急救地图

项目与急救中心逐步实现院前院内衔接，并鼓励

更多的医疗机构加强学科建设、急诊流程更新、人

才培养、设备增配等。

目前，我省发布的“卒中急救地图”整合了全

省具有综合救治急性脑卒中能力的医院，使卒中

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能被送到有溶栓能力的定

点医院进行规范化救治，为危急时刻的患者指路

导航。下一步，对于已经纳入“卒中急救地图”的

定点医疗机构，还将开展质控和培训，不断壮大我

省卒中规范治疗队伍。

省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主任委员，吉大一

院神经内科副主任王守春教授表示，目前，脑卒中

治疗最有效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静脉溶栓，一个

是动脉取栓，两种治疗方式都必须由经过培训的

专门人员操作，对于时间具有严格的限制。静脉

溶栓要求在 3 至 4.5 小时之内给患者应用溶栓药

物，40%至 50%的病人经溶栓治疗后能够自理。而

大血管病变则需利用动脉取栓技术，可以进一步

降低脑卒中患者残疾的比例。因此对于急性脑卒

中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大脑”，早

识别、早呼救、早确诊、早救治十分关键。

同时提醒公众，除了要更好地利用“第四版吉

林省区域性卒中急救地图”，还需要了解掌握快速

判断卒中症状的口诀（BEFAST 原则），即“难平衡、

看不清、脸不正、臂不平、语不良”。如果发现这

些症状中的任何一个，要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

将患者尽快送往就近医院及时救治。

区域性卒中急救地图发布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日前，吉林大学中日联

谊医院心血管内科成功实施了院内首例Micra心脏无

导线起搏器植入术，此次植入的心脏起搏器是

目前 全球 体 积 最小的 。该项技术的落地 ，标

志着该院心内科缓慢型心律失常诊治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心脏起搏器手术进入“无导线”

时代。

接受手术的是一名 78 岁的男性患者，因头

晕、乏力、心动过缓等症状到吉林大学中日联谊

医院就诊。经专家诊断，确诊为心房颤动伴三

度房室传导阻滞，需要植入心脏起搏器。经检

查，该患者由于心房颤动血栓风险高，需要长期

口服抗凝药物，又由于近期行冠脉支架治疗需

要同时口服抗血小板药物，加之高龄等危险因

素，因此，进行传统起搏器植入发生出血和感染

的风险极高。最终，该院心血管内科贺玉泉教

授基于患者的病情、基础情况和危险因素等分

析，考虑患者为 Micra 无导线起搏器适应症，植

入兼容磁共振的起搏器是最佳选择。

手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通过股静脉穿刺，

将胶囊般大小的起搏器通过导管植入到心腔内

部，手术时间仅 30 分钟左右。患者术后恢复非

常快，两天后即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

据了解，相较于传统起搏器，Micra 心脏无导

线起搏器无需植入心内膜导线，也无需在胸前

皮下制作囊袋放置脉冲发生器（起搏器），最大

程度减少了创伤与感染的风险。

中日联谊医院成功实施全球最小心脏起搏器植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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