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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剪刀、脚踩缝纫机，工作台旁摆放着“布料”滚筒和纺织线
卷……走进位于长春的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空间环境研究
室热控实施工艺中心，这酷似裁缝铺的场景让人一时有些恍惚。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商业遥感卫星公
司。目前，由该公司承制并发射的“吉林一号”在轨卫星数量已达
108颗，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逐渐成为全球重要
的航天遥感信息来源。

热控实施工艺中心负责人吴清爽介绍：“我们在制作为卫星隔
热保温的多层隔热组件，大家看到卫星表层的‘金色外衣’就是出自
我们之手。”

卫星在轨运行过程中会面临近300摄氏度的温差。吴清爽所在
团队制作、部署的热控产品像保暖衣物一样包覆在卫星外表，减少
温度变化对星上仪器设备的影响，保障卫星在太空中的工作。

热控实施工作贯穿于卫星研制的所有环节，需根据每颗卫星的
结构特点、热控措施进行不同的设计和部署，每个细节稍有疏忽都
可能会影响卫星性能指标。热控团队又有个别称叫“卫星高定服装
设计师”。吴清爽说：“我们的工作也需要‘量体裁衣’，这样的‘衣
服’穿起来才能不怕冷又不怕热。”

来源：新华社
图为科研人员制作卫星多层隔热组件。新华社记者 高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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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是简易变压整流装置
“20多年前，万能充给手机电池充电，就是通过提供略高于电池电动势

能的直流电压，使电池中电化学反应逆向进行，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并储存
起来。”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陈征解释道。

“通俗来说，万能充就是一个将220伏特交流电变成手机电池需要的约
5伏特直流电的简易变压整流装置。”陈征进一步说，常见的蓝牙耳机、遥控
器等电子用品中的锂电池和手机电池虽然容量不同，但额定电压都是3.7伏
特，对充电电压的要求也差不多。因此仅从技术原理角度来说，万能充能够
给它们充电。

“从供电角度来看，一个可以提供约5伏特电压的万能充和一个额定电
压5伏特的电池，发挥的作用完全相同。但使用万能充给手机、蓝牙耳机充
电，容易发生短路，甚至引起火灾，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应尽量避免。”陈征补
充道。

缺乏精准控制无法高效充电
陈征提醒，虽然从原理上万能充可以给遥控器、蓝牙耳机等装置充电，

但需要注意的是万能充内部结构非常简单，通常只有变压整流电路。部分
较高级的万能充即使配备了识别正负极和防止短路的芯片，但与现在的手
机、蓝牙耳机等装置的配套充电器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经过多年技术迭代升级，如今手机、蓝牙耳机等配套的原装充电器内
部早已不是简单的变压整流电路了。在内置控制芯片管理下，现在的充电
器可以针对手机、蓝牙耳机等内置电池的特性，对充电电压、电流等进行程
序控制，防止充电电流过大损伤电池，延长电池使用寿命。”陈征补充说，近
些年推出的快充技术，还需要充电器与电池的控制芯片按照相应协议配合
工作，才能以提高电压或增大电流等方式快速充电。而这些是万能充无法
实现的。

目前市面上售卖的万能充通常价格非常便宜，有的甚至不到5元。“这
样的万能充仅能够提供一个直流电压，而且电压稳定性不好，同时也没有采
取任何针对短路、过充（电池在达到充满状态后还继续充电）的控制措施，电
池存在较大短路风险。万能充即便内置了具有短路防护、防正负极反接等
功能的简易芯片，但由于缺乏精准控制，仍无法实现高效充电，且用万能充
充电对电池寿命也会造成一定影响。”陈征补充道。

如果遇到原装充电器丢失又无法及时配到，只能暂时使用万能充充电
的情况，陈征建议大家尽可能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质量较好的产品。“比如，
带有屏幕显示的万能充内部通常就有控制芯片，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意外
发生概率。”他说。 来源：科技日报

万能充可以充万物吗

20多年前，万能充几乎是家家必备。它仅用两
个“触角”夹好电池的正负极，就可以给不同品牌、型
号的手机电池充电。后随着手机电池一体化设计的
推出，万能充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然而，记者最近在某电商平台发现，这个“远古
神器”不仅还在售卖而且销量不错，不少店铺的销量
都在万件以上。翻看评论区记者发现，有人买它是
为给老式手机充电，有人则用它给相机、遥控器、蓝
牙耳机充电。

那么，为什么万能充如此“全能”？这么使用有
无安全隐患？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新华社南宁4月9日电（记者 林凡诗）近期，科研人员在广西红水河水系发
现了一种小型洞穴鱼类，基于形态学比较和分子系统发育学研究证实，该鱼类
为新物种，因其首次发现于广西来宾市忻城县安东乡，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安
东岭鳅”。

这一研究成果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院、柳州市渔业技术推广站等研究人员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动物园钥匙》上。

科研人员介绍，岭鳅属是一类分布于中国西南及越南北部的小型淡水鱼
类，大部分生活在喀斯特地下水系环境中，对极端黑暗的喀斯特地貌环境表现
出显著的适应能力，如眼睛退化、鳞片脱落、体表缺乏色素沉淀，且具发达的鱼
鳔后室等。

研究表明，目前该属有效种仅6种，分别是大明山岭鳅、关安岭鳅、桂林岭
鳅、罗城岭鳅、平头岭鳅，以及多斑岭鳅。除了平头岭鳅，其余种类均属广西特
有，且都为喀斯特地貌环境中地下河洞穴鱼类。科研人员指出，安东岭鳅的发
现再次说明了广西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我国科研人员
发现洞穴鱼类新物种

新华社东京4月9日电（记者 钱铮）日本东北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
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科学报告》杂志上发布成果说，他们将人类细胞注入小鼠
肺部组织后培育出“混合人造肺”。将其移植到其他小鼠体内后，血液能流到肺
的各个角落。

肺移植后排异反应很强，培育可供移植的人造器官是解决器官捐献不足的
方法之一。本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先清除小鼠肺的全部细胞，再向剩下的胶原
蛋白等组织构成的“肺框架”中注入人类血管内皮细胞并加以培养，成功使“肺
框架”里重新形成新的肺血管网。

研究人员经过分析发现，培养这种“混合人造肺”时，注入约3000万个人类
血管内皮细胞最为合适，人造肺中连毛细血管都能够充分再生。给别的小鼠移
植这种人造肺后，研究人员确认了血管缝合后血流得以恢复，血液能流到小鼠
所移植的人造肺的各个角落。

公报说，随着多功能干细胞（包括诱导多功能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进入临
床应用，利用患者自身细胞培养不会发生排异反应的人造移植器官逐渐成为可
能。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准备将人体细胞注入猪肺，培养人造肺。猪肺和人
肺尺寸相近，如果实验能够成功，那么离人造器官临床应用就更近了一步。

研究人员利用人类细胞
培养出人造鼠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