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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参与太空探索有哪些优势
目前，神舟十三号

已与天和核心舱和天
舟二号、天舟三号组合
体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这意味着翟志刚、王亚
平、 叶 光 富 3 名 航 天
员 的 6 个 月 空 间 生 活
迎来良好的开端。

此 次 航 天 任 务 的
亮 点 在 于， 王 亚 平 将
成为中国首位两次进
入 太 空 的 女 航 天 员、
中国空间站首位女航
天 员、 中 国 首 位 出 舱
的 女 航 天 员、 中 国 在
轨驻留时间最长的女
航 天 员。 这 对 于 太 空
探 索， 尤 其 是 人 类 未
来 可 能 在 太 空 生 活，
获 得 更 全 面、 更 可 靠
和更实用的科学证据。

任何事物和活动，
两性的参与犹如一片
树 叶 的 两 面， 缺 少 任
何一面都是不完整的，
更 谈 不 上 完 美。 太 空
探索也是如此。

女航天员进入太空
是科研需要

在世界航天史上，已经有

50 多位女性航天员参与太空探

索，她们来自美国、苏联、加

拿大、法国、英国、日本、韩

国和中国的航天员，她们共同

创造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在她们当中，有世界上第

一位女宇航员：苏联的瓦莲京

娜 · 捷列什科娃；还有首位

在太空行走的女宇航员：苏联

的斯韦特兰娜 · 萨维茨

卡娅；也有在太空

飞行和空间站停

留时间最长的

女宇航员：美

国的香农 ·

卢西德，为

188 天 4 小

时 14 秒； 也

有世界上第一

位黑人女宇航

员：美国的梅 ·

杰米森；还有世界首

位女太空游客：伊朗裔美国女

企业家阿努谢赫 · 安萨里。

中国也有两位女航天员进

入太空，一位是刘洋，2012 年

随神舟 9 号进入太空，是中国

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第

二位是王亚平，2013 年入选天

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

务飞行乘组。此次神舟十三号

上天，王亚平再度披挂出征。

女航天员进入太空的重要

性不只是她们不可替代，也

在于能让

科学研究

更具全面

性 和 兼 顾

特殊性。如

同地面上的生

活和工作一样，太

空中的科学研究和工作也需

要男女合作，而且女性的性

格特点更有利于协同工作。

同时，女性在太空也具有

某些优势。太空是一个微重

力环境，女性体内有较高的

雌激素，一些微量元素，如

镁的代谢也比男性好，而铁

的含量较低，因此不易出现

铁中毒、血栓、血管痉挛、

心律紊乱等，适合较长时间

的太空生活。

太空生活不会影响
女性生理功能

当然，女性到太空也有特

殊性，但这也正是探索太空以

应对和检验太空探索特殊性

的机会和实践。女性的独特生

理机制极为重要的一个是，在

经历了太空辐射和失重等种

种与地面不同的环境和经历

后，会不会影响女性的特定生

理功能，如生育。

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得

到科学证实，太空生活和经历

并不会影响女性的生育。

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

苏联的瓦莲京娜 · 捷列什科

娃 于 1963 年 6 月 16 日 乘 坐

东方六号飞船进入太空，执行

了三天任务，返回地球后在当

年 11 月 3 日与另一名男宇航

员安德烈 · 尼古拉耶夫结婚，

此时距离其进入太空 4 个多月

时间，也距离安德烈上次进入

太空（1962 年 8 月 11 日到 15

日）仅一年多时间。

1964 年 6 月 8 日， 捷 列

什科娃产下一女，是目前为

止从太空归来后最快生育的

女航天员。他们的女儿美丽

大方，品学兼优，现在是一

名医生。

苏联另一名女航天员斯韦

特兰娜 · 萨维茨卡娅，是首

位进入空间站生活和首次在

太空行走的女性，在太空站生

活了 12 天，返回地球一年半

后也顺利生育孩子。

中国的两位女航天员进

入太空时，刘洋是已婚未育，

王亚平是已婚已育。刘洋在

飞天归来后，于 2014 年生下

了一名可爱的男孩，孩子身

体非常健康，刘洋自己也恢

复得很好。

这些情况表明，在太空只

要防护条件好，完全可以减少

辐射影响，而且比很多医学检

查的辐射剂量都还要低。

当然，太空生活和研究不

只是要检验对女性生育功能

的影响，还有其他研究来观察

男女性在太空是否有相同或

相异的生理影响或机制，为以

后长期载人航天做准备。这将

是下一步的研究和工作。

扫一扫，看更多精彩

中国空间站迎来首位女航天员

文 / 张田勘

网红直播自杀背后：

别让互联网成情绪垃圾场
今日女报 / 凤网评论员 张秋盈

近日，湖南株洲籍网红“罗

小猫猫子”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

自杀，随后抢救无效身亡的消息

引发舆论关注。

但在“罗小猫猫子”的家人

看来，杀死她的不是别人，而是

直播间无数“起哄”的网友。

“罗小猫猫子”是一个以分

享生活穿搭为主的网红博主，是

一个看起来青春靓丽，快乐阳

光的女孩，在该短视频平台上

有60 多万粉丝。然而，她曾在

视频中自称，自己患抑郁症许久，

甚至还曾住院两个多月。

在“罗小猫猫子”最后一场

直播中，她的倾诉并没有获得

某些网友的同情。当她拿出一瓶

褐色的、疑似是农药的液体时，

相当数量的网友兴奋起来，不

时催促道：“快喝快喝！”在情

绪崩溃的状态下，“罗小猫猫子”

竟然真的一口气喝了下去。随后，

她捂住脖子下播，并打了急救电

话求生，但为时已晚。

悲剧发生后，“罗小猫猫子”

家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

实她在直播中喝农药并非是想要

自杀，本意只是想引起男友重视。

但事发时直播间层出不穷的起哄

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家人将追

究起哄者的法律责任。

起哄的网民是否应承担法

律责任，还有待后续案件进展。

但从直播间截图来看：诸如“快

喝快喝”“哈哈哈真喝了”等评

论确实让人后背发凉。

“死亡直播”受人“欢迎”早

就不是新鲜话题。隔着屏幕，

那些叫嚷着让这位花季女孩“快

喝”农药的网友们，大概率看到

不是一个求救的少女，而只是一

场消遣——“越精彩越好，越离

奇越好”。手机一关，与我无关。

常有人感叹：“现在网上戾气

太重了！”任意打开一个社交平台，

似乎都有无穷无尽的骂战扑面而

来。毫无瓜葛的陌生人，也可以

用最恶毒的词语互相攻击。讽刺

的是，谁骂得最狠，谁收获的点

赞量最高。“怂恿自杀”正是这

种网络负面情绪的极端版本。

高度“共享”的时代，短视频、

直播让我们即使距离千里也可以

沉浸式地观看、评价另外一个人

的生活。但互联网再逼真也并非

现实，没有了熟人关系，没有了

道德制约，互联网成了很多“隐

身人”随心所欲宣泄负面情绪的

绝佳平台。在生活中失去的力量，

似乎可以通过键盘再找回来。

值得注意的是，情绪不仅是

网络虚拟性的产物，“流量生意”

也在鼓励极端情绪的大行其道。

在唯流量是举的环境下，互联网

内容生产者用尽方法渲染、调

动情绪，以获得更大传播量。而

这些内容又会影响身处其中的网

民，使他们乐于制造冲突、对

立。正如上文所说：谁骂得最狠，

谁收获的点赞量最高。在一片唾

沫横飞之中，互联网成为了情绪

的垃圾场。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因网

络暴力而致死的案件这两年已

经出现太多，其危害性不言而

喻。但更值得警惕的是，人是

环境的产物，若占据现代人重

要生活部分的互联网继续“癫

狂”下去，现实生活还能继续

温情脉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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