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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科技在厨房电器产品上的转化应用分析
王祎珂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济南  250021

0  引言
民以食为天，哪怕来到极端苛刻的太空环境，宇航员的饮食也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航天饮食的品质与种类也

随之进步。宇航员们在太空航行中“吃好喝好”的同时，这些太空科

技也反哺到日常生活中的厨房电器上，让家电产品拥有“航空级”品

质，也让航天科技不仅能服务航天事业，还能更进一步走向服务“大

众”。本文介绍了适用于太空环境的360°循环加热技术、饮用水分配

加热技术、抑菌、抗菌材料技术、豆类粉碎技术等“太空科技”，并分

析了这些技术在民用厨房电器中的转化应用案例，希望对家电技术

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多思路。

1 宇航员的饮食进化史
由于太空环境“真空、失重、无对流”的特殊性，以及宇航员在太

空中生理机能的变化，太空食品需要满足许多严苛的条件，既要保证

食物的安全，也要使其符合宇航员的营养需求与食用口味。宇航员的

饮食进化史，其背后也折射出社会科技的进步史。

最初，航天员们只能吃半流质糊状的牙膏食品，后来为防止食物

碎屑在舱内乱飘，科研人员又研制出了被压缩成一口大小的即食食

品。然而，这些食物味道单一，长期食用味同嚼蜡、影响宇航员的心情

与状态。为了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宇航员们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

间越来越长，太空饮食也随之进化，出现了口味更佳的罐头食品、复

水食品，让航天员们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为了让宇航员在太空生活得更加健康、舒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

练中心响应国家号召，联动企业共同开发，通过自主创新技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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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在极端苛刻的外太空环境中存在的饮食加工、饮水净化等难

题，通过原创技术打破国际垄断和封锁，促使产品科技含量再上新台

阶。例如2021年发射的“神舟十三号”飞船的太空厨房，配备了鱼香肉

丝、咖喱炒饭、雪菜肉丝、红烧肉等丰富的菜品，保障航天员们在太

空工作的同时，能够吃到健康、营养、可口的饭菜。

2 太空技术在小家电产品中的应用方案
太空与地面的环境虽然不同，但用于太空环境的新兴科技却可

以经过二次创新，反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广大家电产品上。包括食

物循环加热技术、饮用水分配加热技术、载人航天抗菌材料与豆浆

粉碎技术在内的多种航天科技赋能厨房家用电器，让广大消费者在日

常生活中也能体验到航天科技带来的高品质生活。

2.1 360°循环加热技术在空气炸锅产品中的应用
相比地面，在太空中，食物因失重而漂浮的状态会影响食物的均

匀加热。同时，太空食物都需要在严密包装下加热，涉及包装材料的

热阻隔问题。因此，用来加热航天食品及制作酸奶的热风加热装置 

应运而生。

将热风加热技术应用到家用空气炸锅产品上，使空气炸锅搭载

两种加热方式，即加热板传导加热和热风循环加热，能够为空气炸锅

产品带来更好的加热效果。为解决常规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食物受热

不均匀问题，在热风腔上设置回风口，引导热风在循环过程中，在烹

饪锅体内形成柱状的热流。通过这种方式，使气流更充分地吸收热

量并形成向烹饪腔回流的热风，而热风会在流入烹饪腔后与食材接

触并实现热量传递，将食材均匀制熟。

摘   要： 宇航员的饮食进化史，其背后也折射出社会科技的进步史，宇航食品从最初半流质糊状的牙膏食品发展到现在的罐头食品、复水食品，实现太

空食品、饮品的多样化和创新性一直是宇航员生命保障系统的研究方向。介绍了适用于太空环境的多项创新科技，并阐述了将其转化应用到民用厨房

电器中的思路和优势，用太空技术助力厨房家电产品的创新发展，让广大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也体验到航天科技带来的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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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常规空气炸锅产品等利用空气加热食品的电器，大多是针

对生鲜食材进行加热熟化的，难以用于袋装食品的加热，存在较大

的局限性；而使用微波炉、光波炉等电磁方式对食物进行加热，对袋

装食物的容器或外包装的材料也有一定的要求。新型的搭载热风循

环技术的空气炸锅能够完善解决该问题，可以满足铝箔包装、金属罐

头、塑料包装等多种包装方式的加热。

同时，为解决加热板加热效果差、效率低的问题，通过采用包括

壳体、盖体和加热板的全新技术方案，即盖体盖合在壳体上形成加热

腔，加热板活动连接于加热腔内，壳体设有与加热腔隔开的循环腔，

循环腔通过进风孔和出风孔与加热腔连通，壳体设有驱动气体在加

热腔和循环腔之间循环流动的循环风机，从而提升食品加热装置的

加热效率。

2.2 饮用水分配加热技术及抑菌材料在净热一体机产品中的应用
太空失重环境下水流中容易产生气泡，会影响流速准确性，因此

需要精确控制出水速度，保证出水均匀，避免气泡产生；同时，在空

间站中，宇航员的饮水是有规定的，饮水时间、饮水频次和饮水量均

需严格按照程序执行。针对这些情况，通过净、热一体集成化设计，

能够为宇航员在空间站中的饮水提供适宜方案。

创新产品方案在空间站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离子交换技

术对储水箱中起到杀菌作用的银离子进行吸附，并使其浓度降低到

安全范围；（2）实现净水和加热一体化，精准温控和水量分配；（3）

螺旋结构过滤，将直流道设计为螺旋结构，水在净化过程中流经更

长的流道，以达到最佳的过滤效果；（4）焖烧回流，可以使加热产生

的蒸汽不向外排，使其在重力的作用下回流到罐里，提高加热效率的

同时还节约能源。

此项太空技术在净热一体机产品中进行了民用转化。净热一体

机应用了上述第二和第四项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进行了两点创新：

（1）航天抑菌氧化锌与活性炭结合，使活性炭滤芯起到抗菌作用，且

抗菌率达到90%以上；（2）产品运用了PP棉+活性炭+反渗透膜+超滤

膜的四合一滤芯技术。与常规净水产品不同，受太空科技技术赋能的

净水机在稳定性、安全性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多挡水温控制，水量流

速控制更稳定，产品达到2∶1的纯废水比，水效标准高于国家一级水

平，强力保障了饮用水的卫生安全。

2.3 载人航天抗菌材料在小家电产品中的应用
空间站中含有多样的微生物来源，包括乘员自体携带、空间站使

用材料上携带、空间站上设备携带、空间站在地面总装测试阶段和发

射准备阶段引入，以及空间站来访航天器及其货物所携带的微生物

等。这些微生物种类丰富，且能适应在空间站环境中的生存，对宇航

员和空间站设备有极大危害。在饮用水方面，空间站中饮用水菌落总

数指标为50 cfu/mL，严于生活饮用水标准要求的100 cfu/mL，在空

间站中，使用抗菌材料是必要的。

“四针状氧化锌晶须”航天抗菌材料具有独特的立体四针状三

维结构，在塑料、橡胶、涂料活性炭等多种基体材料中均匀分布，赋

予材料独特的抗菌功能特性，且具有普通氧化锌颗粒所无法比拟的

抗菌活性、安全性、稳定性和可调控性等优良性能，在小家电产品领

域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抗菌材料已与多种产品尝试结合，在电饭

煲、豆浆机、破壁机、涉水产品、炊具等厨房系列产品上都取得了极

大的进展。

例如，将抗菌活性炭产品应用到净水器输水管路配件，经权威

检测机构认证，抗菌功能活性炭滤芯24小时大肠杆菌的抗菌率达到

99%以上，有效规避相关净水机产品的微生物污染问题，提高了净

水机产水的卫生安全性；而将抗菌材料与电饭煲内胆、不粘锅等产

品的涂料原料混合，经高温工艺固化，即可得到有良好表面抗菌性

能的涂层制品，按照国标方法检验其抗菌性能（实验菌种为大肠杆

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达到99%以上，赋予了不粘涂层制品

新的功能。

抗菌材料集成化的应用，将降低产品以电、热、试剂等高能耗、

高污染的物理化学手段用于抗菌抑菌功能的研发和投入，具有良好

的节能性和环境友好性。

2.4 豆浆产品粉碎技术在家用豆浆机上的应用
为研制出航天员在空间站中可食用的豆浆粉，开发了粉碎和熬煮

一体化工艺。这种工艺也被运用在家庭用豆浆机上，并首创了基于

小空间电机粉碎物料技术和小空间立体加热技术，使得家用豆浆机

同样可以制出同时满足破壁等级2级、航天食品化学污染要求和感

官评价A级的太空品质级豆浆，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安全、营养的高

质量豆浆。

3 结束语
航天事业的起飞，造就越来越多航天英雄的出现；四十年来家电

行业的发展，让全社会见证了中国家电品牌的崛起。创新是一个民族

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不可能是凭空而

来的，而一定先是脚踏实地，继而“上天入地”。正是因为家电企业的

强大，才有实力与科研团队合作，进入航天领域并促其展翅腾飞；正

是航天科技的成功突破，才能将高端科技反哺到日常生活中，推动生

活品质的提高。未来，家电企业将长期保持与航空航天科技领域的

技术交流，积极探索太空科技在小家电产品领域的应用，持续推动航

空航天技术的合理民用化，不断提升小家电产品的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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