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丹长江 视觉设计∶窦云阳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dcj@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B72016年7月17日 星期日

/新智

! ! ! !人类如果真的要想上月球或者登火
星，解决吃饭是首要问题。要将水、食物和
其他必需物资送上太空需要花费巨额的资
金，不现实也不可能。对干火星定居者来
说，自给自足才是最佳选择，其中重要的一
步在于利用火星土壤种植农作物。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位于荷兰中
部的瓦赫宁恩大学已着手开展实验，该校
科研人员利用类似火星土壤的材料，以正
常程序耕作。他们将新鲜切割的草叶和粪
肥加入到模拟的火星土壤中，然后为植物
提供充足的水分。科研人员希望火星和月
球上的首批植物种植在地下房间中，从而
保护植物免受严酷环境，包括宇宙射线的
威胁。于是将它们种在玻璃房间里，保持稳
定的温度、湿度和光照条件，并处于地球的
大气环境中。
刚开始时，模拟试验田“不愿”吸水。但

后来“太空蔬菜”长势喜人，特别是“火星”试
验田里的蔬菜甚至开始开花，最后成功种出
包括番茄、萝卜、豌豆、水芹、芝麻菜和裸麦
等在内 !"种蔬菜和谷物。而在类似月球土
壤所种植的蔬菜，只有其中一半有收成。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并没有使用真实

的火星土壤，而是利用地球上的泥土制作
成尽可能接近火星表面物质成分的土壤。
例如，夏威夷的火山土被用来模拟火星红
土，而使用的“月球”土壤则取自与月球土
质类似的亚利桑那州沙漠。
“除了使用模拟土壤之外，整个耕种实

验均在恒温的玻璃房间进行。”负责这项研
究工作的瓦赫宁恩大学生态学家韦格·瓦
姆林克博士表示，“检测结果显示，模拟火
星土壤种的这些植物种植效果跟地球一
样，不含危险水平的重金属，完全可以安全
食用。”
实验取得的结果非同寻常，意味着只

要配合适当处理，人类或许真的可以在火
星上栽种植物。与此同时也印证了 #"!$年
电影《火星救援》%&'()*'+,中男主角马克·
沃特尼在火星上种植的土豆是可行的，这
位受困的宇航员马克·沃特尼被迫利用人
体排泄物来增加火星土壤的肥力。

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和其他
一些太空机构的规划，将在本世纪 0"年代
时把人类送上火星，并在它的表面安营扎

寨，生存下来。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以及
荷兰火星一号（&'(1 2+3）公司也雄心勃
勃，制订并实施类似的火星定居计划。有人
建议，将地球上少量的土壤样品到火星上
去，或许可以加快这一过程。不过，科学家
已经发现火星土壤中含有铅、砷、汞等有毒
重金属元素。
在利用模拟月球土壤种植农作物的过

程中，科学家遇到了很多困难。然而令人高
兴的是模拟火星土壤的种植效果却几乎跟
地球土壤一样好，只有菠菜未能种植成功。
瓦姆林克博士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试验种
植土豆和大豆，尽可能多的农作物对于保
证火星定居者获得丰富多样的食物来源非
常重要。几个月后，人们或许能品尝到用收
获的农作物做的“火星大餐”。 李忠东

模拟火星土壤种植蔬菜

! ! ! !乔治·拉维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
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的硕
士研究生，$年前因脑膜炎感染而失去
了双手。生活、学习上的不便都一一克
服了，但有一件事让他不能释怀。他曾
经是狂热的电脑游戏玩家，没了双手怎
么玩？而对他而言，不玩游戏真是“其痒
难忍”。
他所在的仪器课程班里，还有来自

洛杉矶的亚当·李和越南胡志明市的南
泉。三位同学一合计，决定联手设计一
个用脚指挥的视频游戏控制器 45.6。
李认为这是可行的，“除了双手，脚是人
体最灵巧的部分。”

他们的设计总体上就是一双可调
节的鞋衬垫，游戏者坐着就能参与到视
频游戏。每只鞋垫下有 0个传感器，复
杂的电路将脚的运动转换成不同的命
令，游戏者借助不同的脚部动作，在游
戏中“出招”，比如，倾斜左脚的前掌，或
是抬高右脚的后跟。
组合左右两个鞋垫控制器，最基本

的设置可控制 7个不同的游戏按钮。发
明者说，通过实践，有望增加到多达 #"

个按钮。45.6团队成功地使用新技术
来玩各种流行的电脑游戏，《反恐精英》、《辐射
8》，还有《魔兽世界》，统统没有问题。
他们还作了一个小小的在线调查，选取视频

游戏中具有挑战性的一段，设置了 8个虚拟人物。
游戏视频被发布到网上，要求识别其中哪个角色
是由截肢者借助 45.6技术用脚控制的。在 $!

名参加调查的人中，7"9未能找对 45.6控制的
角色。
他们的凉鞋样控制器最近在 #"!:英特尔康奈

尔杯中获奖，得到了 ;$""美元的奖金。这个奖项今
年的主题是让学生尝试嵌入式技术的创新应用。
拉维回到了游戏舞台。当然项目对他的意义

远不止于此。“仅在美国，失去上肢或部分上肢的
人就有 #"万。他们很难参与社交活动，尤其是年
轻人。截肢患者中两三成都患有抑郁症。”他说，
“在某种程度上，45.6控制器让人参与社交，相
信其残疾不是个问题。这是我们研制这个设备的
一个关键点。”
“非常简单的设计，”南泉说，“但它是可穿戴、

可调节的，可能帮到很多人。”
团队成员李认为，作为工程专业学生，这个项

目特别有意义。能将自己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
挑战中，而不囿于老师的测试问题。“你被困在教
室里，学的都是理论，没法付诸实践。而这个项目
使我们能真的设计一个解决方案并实现它。”

45.6团队组成员与霍普金斯科技企业的员
工为他们的发明获得了临时专利。他们的目标是
将其成果授权给一家公司，以便这样的设备能广
泛使用。（供图：<=>+ ?*@A'BCD<EF） 比尔

! ! ! ! :月早些时候，墨西哥湾附近 G!""米
的高空出现了一架飞机，它在飞行中模拟
失重状态，而机载的三维生物打印机则打
印出心脏和血管结构。这个项目是几家公
司试验零重力环境下技术的共同努力，目
标是未来生产更好更多的可用人体器官。

飞行由零重力公司改造的波音 ;#;飞
机执行。根据设计，它在作抛物线飞行时能
导致物体重量减轻，飞在其弧线顶端时基
本上达到零重力。失重时间能持续 #"H0"

秒。试验中，飞机共作了 #$次抛物线飞行，
其中几次，机载三维打印机启动工作，打印
出心脏和血管结构。打印出的结构都是些
能在短暂时间段内完成的；而使用的材料
则是人类干细胞。

附图是当时飞机上的一个场景，正在
接受失重训练的学员们“群魔乱舞”，而
I3B>1>=)公司的那台打印机正在默默地工
作。

领衔该项目的 I3B>1>=)公司参与空间
设备和实验的研制已有多年，根据与美国
宇航局的太空行动协议商业化操作国际空
间站（J//）上的一些设备。所用的三维打印
机由 +/B(KL) 公司开发，生物墨水则来自

M*=N*B*'A器官公司。M*=N*B*'A曾让成人干细
胞在生物打印后成功地存活，达到用于移
植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要把生物打印安排在失
重环境下进行呢？听听 I3B>1>=)首席科学
家尤金·博兰的回答。

从材料学的角度来看，生物墨水是细
胞、蛋白质、聚合物、生长因子混合在一起
组成的特殊“鸡尾酒”。在打印过程中，这些
生物墨水均匀分布在蜂蜜和明胶中。而材
料溶液需要有一定的稠度，以便打印机模
仿自然打印出来的复杂几何形状保持“有
型”。遗憾的是，地球上大多数使生物墨水
稠的“招数”往往使材料变得“细胞不友
好”。

在太空则完全不同，没有了重力，生物
墨水的制备更注重其生物活性的优化，而
几何结构的完整性则不必刻意追求。博兰
说，我们第一次能按最终器官决定配方，而
不再是强度够大才好。

团队的下一步将研制更小而功能更强
的三维生物打印机，希望在 !月份用于商
业太空舱。而 #"!7年供国际空间站使用的
版本，将能打印更厚、更复杂的人体组织。

博兰认为，失重状态下的生物打印不
但能产生更好的器官，也有助于解决器官
短缺和成本的问题。
“在低地球轨道制造并不便宜，但按名

单坐等心脏移植也一样昂贵。绝大多数患
者在医院进进出出，在重症监护病房度过，
可能还得植入辅助泵，花几十万美元，等上
数年，可悲的是许多人最后仍因可移植器

官短缺而死亡。”
“现在，设想病人需要一个器官，比如

心脏，只要从其身上取些脂肪，从中再取干
细胞和基质细胞，混合成定制的生物墨水，
送去国际空间站打印和长成，约 !个月后
返回到地球让病人植入。”他展望说，“要是
有位移植病人能说‘我的心脏来自外太
空’，这是耐人寻味的远景。”

博兰希望这个方案就像目前的血液和
组织器官移植流程一样简明。不过他并没
有给出定价，项目也尚未获得监管部门批
准，这其实正暗示了生物打印技术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才能成为现实。 凌启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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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模拟火星土壤里种植的农作物

! 美国航空航天局称!火星土壤确实含有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

! 效果几乎跟地球土壤一样好 ! 检测结果显示这些植物可以安全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