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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实验过程：王亚平把一个金属圈插
入饮用水袋中，慢慢抽出金属圈，形成
了一个水膜。晃动金属圈，水膜也没有
破裂；往水膜表面贴上一片画有中国结
图案的塑料片，水膜依然完好。她接着
做了第二个水膜，用饮水袋慢慢往水膜
上注水，水膜很快变成一个亮晶晶的大
水球。再向水球内注入空气，水球内形
成两个球形气泡，既没有被挤出水球，
也没有融合到一起。最后，王亚平注入
红色液体，红色慢慢扩散开来，把水球
变成了一枚美丽的“红灯笼”。

专家解读：这两个实验均展示了液
体表面张力的作用。受到内部分子的
吸引，液体表面分子有被拉入内部的趋
势，导致表面就像一张绷紧的橡皮膜，
这种促使液体表面收缩的绷紧的力，就
是表面张力。

太空中的液体处于失重状态，表面张力不仅大显
身手，还决定了液体表面的形状。水膜实验中，表面
张力使水膜像橡皮膜一样搭在金属环里，并且比地面
上形成的水膜面积更大、存在时间更长。同样，由于

没有重力影响，航天员向水膜上不断注入水时，这些
水就能够均匀分布在水膜周围，逐渐形成水球。

■例：表面张力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比
如草叶上的露珠、空气中吹出的肥皂泡等。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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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我国首次太空授课物理原理

在昨日上午举行的太空授课活动中，我国第一位“太空教师”王亚
平通过质量测量、单摆运动、陀螺运动、水膜和水球等5个物理实验，
展示了失重环境下物体运动特性、液体表面张力特性等物理现象。

这些美妙的实验反映了什么样的物理原理？天地物理特性的差
别给航天飞行带来什么影响，在航天活动中有什么样的应用？清华大
学航天学院副教授王兆魁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读。

实验过程：王亚平首先展示两支
完全一样的弹簧，它们分别固定了两
个不同质量的物体。画面显示，两个
弹簧平衡在同一位置，无法测量出物
体的质量差别。随后，镜头转向天宫
一号中用于测量质量的“质量测量
仪”。聂海胜把自己固定在支架一端，
王亚平轻轻拉开支架，一放手，支架在
弹簧的作用下回复原位。LED 屏显
示出聂海胜的质量：74公斤。

专家解读：这个实验生动地说明
了牛顿第二定律的基本原理——“物
体加速度的大小跟物体受到的作用力
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这是
一个在一切惯性空间内普遍适用的基
本物理定律，不因物体的引力环境、运
动速度而改变，因此在太空和地面都
是成立的。

■例：航天器的燃料消耗一段时
间后，总质量会发生变化，可能影响轨
道控制的精确度。这时就可以开启推
力器并同时测量航天器的加速度，从
而计算出航天器的质量。

实验过程：在支架上，细绳拴着一
颗小钢球。这是物理课上常见的实验
装置——单摆。王亚平把小球拉升到
一定高度后放手，小球并没有像在地面
那样往复摆动，而是悬停在了半空中。
王亚平用手指轻推小球，小球开始绕着
T形支架的轴心做圆周运动。

专家解读：实验中小球没有来回
摆动，而是悬浮或者做圆周运动，是太
空中的失重现象导致的。在地面上，
在地球重力的作用下，小球会向下运
动，而由于小球被细绳连接在支架上，
它就会被细绳牵着来回摆动。但太空
中没有重力作用，小球只会在原地悬
浮。同样因为重力环境的不同，在太
空中轻轻推小球一下，小球会在细绳
的牵引下做圆周运动。

■例：失重是空间与地面环境最
重要的差别之一。它虽然给飞行生活
带来很多有趣的体验，但也会妨碍航
天员在舱内的操作，同时对航天员的
心血管系统和肌肉、骨骼系统带来不
利影响。

实验过程：王亚平取出一个红黄
相间的陀螺悬放在空中。用手轻推陀
螺顶部，陀螺翻滚着飞向远处。紧接
着，她又取出一个一模一样的陀螺，让
它旋转起来，悬浮在半空中，再用手轻
轻一推，旋转的陀螺不再翻滚，而是保
持着固定的轴向向前飞去。

专家解读：转动的陀螺具有定轴
性，定轴性遵守角动量守恒原理——
在没有外力矩作用的情况下，物体的
角动量会保持恒定。航天员瞬时施加
的干扰力不能产生持续的力矩，由于
角动量守恒，旋转陀螺的旋转轴就不
会发生很大改变。而这一点在地面上
之所以很难实现，并不是因为角动量
守恒定理不成立，而是因为陀螺与地
面摩擦产生的干扰力矩等因素改变了
陀螺的角动量，使其旋转速度逐渐降
低，不能很好地保持旋转方向。

■例：雪铁龙C6轿车上安装了测
量车身纵向和横向摆动的陀螺传感
器，可以实现车身稳定度的控制。

实验一
质量测量——牛顿第二定律

实验二
单摆运动——太空失重

实验三
陀螺运动——角动量守恒

实验四五
制作水膜、水球——液体表面张力

昨日上午，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的首
堂太空授课成功举行，我市各中小学也
通过实时或放录像的方式观看了这堂
来自太空的“公开课”。神舟十号航天
员在天宫一号开展的基础物理实验，也
在我市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之间掀起
讨论热潮。

10时许，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八年
级18班的教室内，电视大屏幕开始切换
到太空授课的画面，教室里挤满了准备
观看的学生。

在市二十七中，整个授课过程中，同
学们都紧盯屏幕、仔细聆听，不愿错过一
个实验镜头。“我觉得给水膜加水，水膜
逐渐变厚，后来变成一个大水球，这个实
验最有意思。”“我想看到火在太空是怎
样的燃烧状态。”“晚上回去我还要再看
一遍视频。”……

“ 如 何 为 孩 子 提 供 更 多 亲 身 体
验、实际操作的机会，是今后教学过
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洛一高教师
李红群说，教师应给学生展示更多实
际操作的环节，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
热情。

“太空授课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宇
宙的奥妙，对公众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
学习机会。”洛阳网网友表示，洛阳航天
科研资源丰富，在做好保密的前提下，我
们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普及航天知识，例
如利用退役飞行器、卫星、热气球等实
物，让公众与神秘的航天科技亲密接触；
通过图片、视频、讲解、模型等形式，向公
众普及卫星等工作原理；通过声光电、
3D技术等，让人们“身临其境”感受航天
魅力。

本报见习记者 武怡晗 记者 鲁博

我市各中小学组织观看神十航天员太空授课

“天宫一课”点燃探索激情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物体受到的力（F）=质量（m）×加速
度（a），利用质量测量仪产生一个恒定的力，将支架拉回到初
始位置从而测出物体加速度，据此计算出物体质量

太空中没有重力，小球在不受力的情况下无法做单摆运动

往水膜中加水，水膜
变成一个水球

往水球中注入空气，
水球中会形成气泡，
两个气泡不会融合

往水球中注入红色
液体，水球变成红色

将金属圈放入水袋
后慢慢取出

金属圈上会形成一层水
膜，水膜表面可吸附物体

来回晃动金属圈可
甩出小水滴

无线充电将终结电源线

国际太空研究项目正致
力于研发一种新型能源传输
模式——将太阳能从太空传
输至地球上的电网进行配
电。通过无线网络为电子设
备充电的技术，将使我们摆脱
有线充电的限制。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未
来几年，无线充电技术将在
手机、PMP/MP3 播放器、数
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等产品
领域得到快速应用和发展。
2010 年 8 月，无线充电联盟
已将 Qi 无线充电国际标准
引入到中国，与此同时，工业
和信息化部通信电磁兼容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也加入了该
组织。

遥感机器如真人一样灵活

遥感控制的拳击手小机
器人，已出现在家庭用的电玩
游 戏 产 品 中 。 可 以 说 ，以
WIFI无线网络为数据传输载
体，实现实时控制、音视频传
输和数据采集等功能的智能
系统，其实已相当成熟。智能
遥感机器人、多功能智能遥控
车等，都能使用 WIFI 网络作
为数据传输平台，通过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设备进行远程
控制。

美国太空探险公司负责
人说：“遥感技术的实际应用，
创造了像人类肢体一样灵活
的机器，它能感应真实肢体的
动作。”

（据《羊城晚报》）

生活中，你也能用上航天技术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洛阳师院附中组织学生观看太空授课直播 见习记者 刘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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