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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萨里大学的化学工程学家发
现，指纹中的汗液有望成为医生检查结
核病患者是否正在服用抗生素的依
据。研究人员成功地在手指的汗液中
检测到药物，其准确性与血液测试几乎
相同。这项新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医务
工作者能用一种侵入性要小得多的方
式来监测结核病等疾病的治疗情况。

研究人员对 10 名结核病患者进行
了检测，收集样本的方法很简单，患者
洗手后戴上乳胶手套来诱导出汗，然后
把指尖按在一个纸方块上。手指上的
汗液不需要任何专业训练就能收集。
与血液不同，汗液不会造成生物危害，
因此更容易运输和储存。

质谱法将汗液样本分解，研究人员
在手指汗液中检测到抗生素的准确率
为 96%。通过实际摄入药物而产生的
代谢物的检测准确率为 77%。药物本
身在摄入1~4小时后出现在汗液里，而
代谢物是在6小时后显现效果最好。

发表在《国际抗菌药物杂志》上的
这项研究成果认为，使用指纹中的汗
液比血液检测更快更方便。这可以缓
解繁忙的医疗服务机构所面临的时间
压力，并为患者提供更舒适的解决方
案。对于婴儿患者来说，这种技术颇
为实用。 （据人民网）

在指纹汗液中
检测到抗生素

助力月球“考古”

历经 53 天、11 个飞行阶段，嫦
娥六号任务是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
止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卞志刚说，
嫦娥六号实现了“三大技术突破”
和“一项世界第一”——突破了月
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技术、月背
智能采样技术、月背起飞上升技
术，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自动
采样返回。

经测量，嫦娥六号任务采集月
球样品 1935.3 克。嫦娥六号任务
总设计师胡浩说，嫦娥六号从月背
采集到的月壤状态与月球正面月
壤相比，细腻、松散的状态“似乎不
太一样”。

迄今为止，人类采集到的十余
份月球样品都是来自月球正面。
嫦娥六号首次实现月球背面样品
采集，有望为研究月球的二分性、
完整了解月球的历史提供机会。

嫦娥六号采样地点位于月背
的南极-艾特肯盆地，这里受到早
期撞击事件的抛射，很可能可以挖
掘到深部物质，采集到月球深部甚
至月幔的样品。嫦娥六号任务副
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研究员李春来分析，此处采集的样
品在矿物化学成分上可能与正面
样品有非常大的差别。

“这为科学家了解月球内部结
构和物质成分提供了很好的机
会。”李春来说，“研究这些样品有
助于揭示月球背面特有的地质构
造和物质成分的差异，更全面地理
解月球的地质演化历史，实现科学
研究的重大突破。”

开启科研新阶段

近日，嫦娥六号任务月球样品
正式交接给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入住”月球样品实验室，地面
应用系统的科研人员将按计划开
展月球样品的存储和处理，启动科
研工作。这标志着嫦娥六号任务
由工程实施阶段正式转入科学研
究新阶段。

中国科学院表示，将认真做好
月球样品的存储、制备和处理，继
续以月球样品研究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合作交流，夯实各类科研和学
术交流平台，广泛汇聚科研力量，
加快实现原始创新重大成果产出。

2020 年 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
从月球带回1731克月壤样品，这是
人类首次获得的月表年轻火山岩
区样品，也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拥
有属于自己的地外天体返回样
品。截至目前，国家航天局已向国
内 131 个研究团队发放 7 批次共
85.48 克科研样品，产出科技论文
100 多篇，在月球样品的基础物理
特性、物质组成、晚期火山活动以
及月表太空风化和羟基水等方面，
刷新了人类对月球科学的认识。
例如，通过测定月壤样品形成年
代，将月球火山活动结束时间推迟
约 8 亿年，还发现了月球第六种新
矿物“嫦娥石”等。

对嫦娥五号月壤的研究，推动
了中国行星科学的发展，培养了行
星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初步形成
科学、技术、工程融合创新发展。“有
了嫦娥五号月壤研究的积累，我们
对嫦娥六号样品研究充满期待，也
满怀信心。”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贺怀宇说。

共享共用探测成果

嫦娥六号任务搭载了多台国
际载荷，包括欧空局月表负离子分
析仪、法国氡气探测仪、意大利激
光角反射器、巴基斯坦立方星等，
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受到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和好评。

其中，嫦娥六号探测器实施近
月制动后，巴基斯坦立方星成功分
离，拍摄并成功回传了月球影像

图，中国国家航天局也向巴方交接
了立方星数据。法国氡气探测仪
的探测任务成功完成，成为月球背
面的“永久”居民。嫦娥六号任务
期间，中法两国的科学家、工程师
与科技人员组成合作团队，在国家
天文台参与氡气测量仪的运行工
作，这是中法在深空探测领域的首
次合作。

针对嫦娥六号样品及数据的
国际合作，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司
负责人刘云峰表示，国家航天局先
后制定了月球样品管理办法和月
球样品及科学数据的国际合作实
施细则，详细公布了月球样品研究
的申请流程和开展月球样品国际
合作的具体信息。中方欢迎各国
科研人士按照有关流程提出申请，
共享惠益。

嫦娥六号任务之后，中国还将
实施嫦娥七号、嫦娥八号任务。嫦
娥七号的任务主要是对月球南极
部分的资源进行勘察，嫦娥八号则
将对月球资源的原位利用开展技
术验证。后续中国还将与国际同
行共商共建，建设国际月球科研
站，共享、共用月球探测成果。

据介绍，嫦娥七号任务已经遴
选了 6 台国际载荷；嫦娥八号任务
向国际社会提供约200公斤的载荷
搭载空间，已收到 30 余份合作申
请。在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中，国
家航天局已经与十多个国家、国际
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将与合作伙
伴一起就未来项目的任务、设计、
联合实施和科学数据共享等开展
多种形式的合作。

卞志刚说，后续嫦娥七号、嫦
娥八号，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
天问三号等任务正在按计划推
进。“我们期待与更多国际同行携
手，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
交流合作。”

（据新华社）

▲▲ 澳大利亚上调
留学生签证费

澳大利亚政府7月1日进一步收紧
留学政策，宣布上调国际学生签证费。

依据新规，7月1日起，国际学生签
证费由710澳元（1澳元约合0.67美元）
上调至 1600 澳元。另外，访客签证和
临时研究生签证持有者不得在澳大利
亚境内申请学生签证。

澳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说，新
举措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公平、更能服
务于澳大利亚的移民体系”。

依据政府说法，先前签证规定存在
漏洞，外国学生可以多次延长在澳停留
时间。2022年至2023年间，续签至少一
次的学生人数超过15万，增幅逾30%。

政府 2022 年逐步放宽限制，移民
数量迅速增加。政府今年 3 月发布的
数据显示，在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
一年内，净移民人数为54.88万，创历史
新高，一年间增幅达到60%。

2023年年底以来，澳大利亚政府采
取多项措施收紧学生签证政策。今年3
月，政府提高对留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
要求；5月，国际学生为获得签证所需存
款下限由 2.4 万余澳元上调至 2.9 万余
澳元，这是澳政府七个月内第二次上调
存款限额。

澳大利亚大学联盟首席执行官卢
克·希伊认为，政府在国际学生政策上
不断施压，将导致澳大利亚在国际教育
产业上的优势地位面临风险。“无论对
我们的经济还是大学，这都不是好事”，
因为两者均“严重依赖”国际学生缴纳
的费用。

国际教育产业是澳大利亚主要出
口产业之一。据路透社报道，这一产业
在 2022 至 2023 财年给澳大利亚带来
364亿澳元收入。 （据新华社）

▲▲ 压力和衰老造成的
肝损伤有望修复

美国杜克大学团队利用小鼠和人
类肝组织开展实验，确定了衰老过程如
何促使这些组织内的某些肝细胞死
亡。随后，他们利用药物成功逆转了肝
脏的衰老过程。这一研究结果有望使
数百万肝损伤患者受益。相关论文发
表于最新一期《自然·衰老》杂志。

此次团队发现了一种衰老肝脏独
有的基因特征。与年轻肝脏相比，衰老
肝脏内有大量基因被激活，导致肝脏的
主要功能细胞——肝细胞变性。由于
衰老会促进肝细胞内一种依赖铁的细
胞程序性死亡，这一过程名为铁死亡。
代谢应激源会放大这一死亡程序，增加
了肝脏损伤。

团队利用这一基因特征，分析了人
类肝脏组织，发现肥胖和非酒精性肝病
患者的肝脏也有这种特征。而且，疾病
越严重，这种特征越明显。重要的是，
这些患者肝脏内的关键基因被高度激
活，通过脱铁性贫血促进细胞死亡。这
就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标靶。

团队随后给年轻和年老小鼠喂食
特定食物，使它们罹患非酒精性肝病。
然后，他们让一半动物服用安慰剂；另
一半服用可以抑制细胞死亡途径的药
物 Ferrostatin-1。 结 果 表 明 ，服 用
Ferrostatin-1的小鼠肝脏在生物学上与
年轻健康的肝脏无异。

（据人民网）

近日，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
务圆满成功，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
采样返回，带回月背样品1935.3克。

从月球背面采集的土壤有何不同
之处？样品的分析和研究将如何开
展？从中可以发现怎样的月球奥秘？

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
与地理研究所获悉，在第三次新疆科考
中，该研究所的研究团队，聚焦于一种
名为齿肋赤藓的沙漠苔藓研究，该种生
物在复合多重逆境的火星模拟条件下
仍能存活并能再生出新的植株。

在新疆科考项目支持下，中国科学
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张道远研究
员和张元明研究员团队聚焦于沙漠极
端环境的“先锋物种”齿肋赤藓。通过
科学实验，首次系统证明齿肋赤藓能耐
受自身98%以上的细胞脱水实现“干而
不死”、耐受-196℃超低温速冻实现

“冻而不死”、耐受超过 5000Gy 伽马辐
射实现“照而不死”，且能够快速实现复
苏、变绿并恢复生长，具有非凡的复原
力。这些数据是目前所报道植物可耐
受特殊环境的极限，刷新了对极端生物
环境耐受性的认知。

研究还发现，在复合多重逆境的火
星模拟条件下，齿肋赤藓仍能存活并在
恢复适宜环境后再生出新的植株。这
也是高等植物在火星模拟条件下存活
的首次报道。

通过研究，研究团队也找到了齿
肋赤藓的独特之处。它的叶片重叠，
可以减少水分蒸发，叶顶端白色的芒
尖还能反射强烈的阳光；此外，芒尖创
新性实现了“自上而下”吸水模式，这
是一种极其高效地从大气中集水-输
水的智慧装置；再者，它在生理和代谢
层面，能够在逆境中进入一种选择性
代谢休眠状态，还能在逆境解除后迅
速提供恢复所需的能量。

（据人民网）

新疆发现有望在
火星存活的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