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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员出舱影像为啥背景一片漆黑

※ 十万个为什么

细心的小伙伴们会发现，历次航

天员出舱画面中，航天员身后的星空背

景居然一片漆黑，浩瀚星空中的星星都

去哪儿了？

星星光芒被摄像机“过滤”

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

席杨宇光对记者表示，造成这种现象

的，不是这些星星“离奇失踪”，而是摄

像机曝光参数的“选择”结果，也就是

说，拍摄者利用技术手段使照片或视

频中的繁星“隐形”于深邃太空。

“在 宇 宙中，星 星 是 较 暗 的主

体。相反，太阳光照射下的空间站和航

天员则会变得非常明亮。摄像机不能

同一时间既‘看清’明亮的物体，又‘看

清’特别暗的物体，该如何选择？显

而易见，在出舱活动中，拍清楚航天

员、空间站舱段以及地球的细节是首

要任务，也就是以明亮的物体为标准

设置相应的摄像机曝光参数。”杨宇

光说。

具体来说，当摄像机锁定空间站和

出舱活动的航天员，由于空间站和航

天员十分明亮，摄像机就要控制进光

量，减少曝光时间，才能拍摄到正常曝

光的画面。这种对曝光和光圈的低值

调校，不可避免地会“过滤”掉太空中

星星发出的微弱光芒，所以呈现出来的

画面就是漆黑的夜空，上面没有一颗星

星。

在太空看星星有啥不一样

航天员出舱的画面“过滤”了星

星，那么身处太空的航天员能否看见星

星？和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是否一

样？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

劲松指出，太空中没有大气散射，太阳

光沿直线传播，所以太空不会整个被

照亮。在黑暗的太空中，航天员可以看

到满天繁星。

“航天员在太空中看到的星星，和

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确实不一样。”杨

宇光说，地球上有大气、人造光源等因

素的遮挡或干扰，使得星光更弱，还会

“一闪一闪”，肉眼可见的星星数量也

更少。太空中，由于没有大气阻隔或遮

挡，航天员观赏到的星星有3个特点：闪

烁少、更清晰明亮、数量更多。

目前，奥地利约翰内斯•开

普勒大学科学家最新研制出能

够高速奔跑、游泳和跳跃的可

操控软体机器人，在测试过程

中，机器人达到了每秒70倍体

长的奔跑速度，该结果是令人

惊奇的，因为即使是猎豹(地球

上奔跑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

也只能达到每秒23倍体长的速

度！

这种超速机器人是使用一

种叫做gal instan的液态金属合

金制成，它由锡、镓和铟元素组

成。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

创造出速度足够快的软体机器

人，以便在其他机器无法工作的

极端环境中运行，它们可以在医

疗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超

速机器人可能会取代结肠镜检

查等侵入性方法，医生可以使用

超速软体机器人检查任何传统

诊断机器人难以检查的身体器官

(例如胃)是否异常。

近年来，科学家致力于研制

软体机器人，出现了许多类型的

软体机器人，一些软体机器人可

以帮助我们从海洋中清除塑料垃

圾，另一些能让我们研究分析月

球和火星表面高温沙漠。对于所

有软体机器人而言，速度是一个

很大的限制因素，超速软体电磁

机器人技术或将突破这个瓶颈

限制。

超速软体机器人会奔跑会游泳

堪比机器人领域的“小猎豹”
问：为什么气温40℃就像进了蒸

屉，洗澡水40℃却不像铁锅炖自己？

答：因为我们人被浸泡在空气里，而

洗澡时只是站在水流里。

我们假定题目中的环境温度是指气

温。人是恒温动物，体温保持在正常范围

内才是健康的。气温超过体温时人体只

能通过蒸发散热，这就需要大量出汗，心

脏负荷加重，同时造成水分和电解质的

流失。如果环境闷热导致汗液无法蒸

发，人体温度就不得不升高，就会导致中

暑甚至热射病。

此外，环境温度和体感温度往往相

差较大，体感温度主要与气温、湿度、风

速等有关，气温是在距离地面1.5m高

的，无太阳直射且防雨通风的百叶箱中

测量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气温40°C

时，体感温度往往比气温高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