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22 日从苏州大学
获悉， 该校研究团队近日提
出一种基于生物材料的放射
免疫联合治疗方案， 有望抑
制肿瘤转移和复发， 为中晚
期肿瘤患者带来希望。

这项研究由苏州大学功

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刘庄
教授团队、 放射医学与防护
学院杨凯副教授合作完成。
研究人员将具有治疗功能的
放射性同位素碘 131 标记在
过氧化氢酶上， 再将其与免
疫佐剂 cpg 和海藻酸钠均匀

混合得到复合注射液。
刘庄说， 该方案使用的

所有试剂均基于天然生物材
料，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
“对于已经发生肿瘤转移，且
无法通过手术或化疗治愈的
中晚期患者而言， 这也许意

味着新的希望。 ”不过刘庄也
表示， 虽然这项技术在大量
动物实验中已经取得了一定
成绩， 但未来能否真正应用
于临床， 并在病人身上获得
预期的效果， 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 新华社

暑期民航独行“小飞侠”增多
航空公司提醒提前做好对接准备

美学者开发出可穿戴
的情感压力检测设备

苏州大学

提出有望抑制肿瘤转移复发的放疗方案

进入暑期，乘飞机出行的儿童明显增多。 其中，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旅客数量也明显增加。 航空公司提醒，对于这些无成人陪伴独自乘机的“小飞
侠”，家长或其他监护人一定要提前与航空公司沟通，接送双方也要做好对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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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分公司地服部值班
经理靳媛媛告诉记者， 每年
暑期， 无成人陪伴儿童旅客
数量比平时增长十余倍。 但
每个航班对此类儿童旅客的
数量都有一定限制。 以南航
为例， 一般 100-200 座飞机
每 个 航 班 不 超 过 5 位 ，

200-400 座宽体客机每个航
班不超过 6 位。 因此，如果旅
客有申请无成人陪伴儿童乘
机的需要， 需要提前到直属
售票处提出申请。 记者查询
部分航空公司官网和客户端
发现， 一些航空公司也可以
在线提出申请。

靳媛媛说， 在为无成人

陪伴旅客购票时， 必须出具
无陪儿童的户口本或出生
证， 以及其父母或监护人的
身份证； 须提供始发和到达
站的接送机人员有效姓名 、
地址和联系电话， 并确保所
有信息真实准确。 乘机当日，
凭无陪儿童的乘机申请书 、
户口本或出生证明到值机柜

台办理乘机手续。
航空公司提醒， 为了确

保无成人陪伴儿童安全顺利
抵达目的地， 接送双方需提
前做好充分沟通， 对航班信
息以及可能出现的延误等信
息及时关注。 为避免突发状
况， 建议送机的亲友等到航
班起飞后再离开。 / 新华社

热带低压致海南出现强风雨天气
琼州海峡封航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获
悉，受北部湾海面的热带气压
影响，22日至23日海南省陆地
和近海将有强风雨天气。 海南
省气象局22日8时继续发布台
风四级预警和暴雨三级预警。

据监测，该热带低压22日
8时中心在距离东方市西偏北
方向约100公里的海面上，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15米/
秒），中心最低气压1000百帕。

预计，该热带低压中心将以每
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
东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
加强，将于22日傍晚到夜间在
海南岛东方到儋州一带沿海
地区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
低压或热带风暴级（7～8级，
15～18米/秒）。

气象部门预计，受该热带
低压影响，22日8时至24日8时
过程雨量，西部的乐东、东方、

昌江、白沙、儋州和临高等市
县200～300毫米， 东部的文
昌、 琼海和万宁等市县50～
100毫米，其余市县100～200
毫米。

记者从海南省三防部门
获悉， 截至22日上午10时30
分， 全省23687艘渔船回港避
风， 转移渔船渔排人员68741
人；截至22日13时，全省未接
到人员伤亡报告。

另外，琼州海峡从21日20
时起封航，受此影响，海南进
出岛旅客列车停运。 记者22日
上午走访看到，海口秀英港内
有100余辆货车滞留， 新海港
内有400余辆货车滞留。 海口
新海港、秀英港、南港港内的
待渡车场已停满，各港口呼吁
广大货车司机22日白天及夜
间不要到港口待渡。

/新华社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
员日前开发出一种可穿戴设
备原型，可通过检测皮肤汗液
来分析人们的情感压力，帮助
医生早期诊断由压力导致的
疾病。

研究显示，一种有弹性的
可穿戴设备能在数秒内测出
人们的压力激素———皮质醇
水平，未来有望快速判断佩戴
者的情感状态，尤其是还不会
自我表达的婴儿。

研究人员说，皮质醇可帮
助医生判断患者的肾上腺或
脑垂体是否正常，在自然情况
下，人体皮质醇水平在一天中
有高有低，而压力大时皮质醇
分泌会增加。 但目前皮质醇水
平的检测方法需要数天才能
拿到结果。

研究报告指出， 该可穿
戴设备共由四层材料组成。
与皮肤接触的一层可吸汗 ，
并将汗液聚集在一个储层
中。 储层是一层纳米多孔膜，
汗液中的钠离子或钙离子能
穿膜而过， 但当皮质醇与纳
米多孔膜结合时， 皮质醇就
会阻碍钠离子或钙离子的通
过。 第三层由分析装置组成，
可测量这些带电离子浓度 ，
从而得知皮质醇水平的高
低。 此外，设备的防水层可保
护设备免受污染。

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计
划开发可检测唾液皮质醇的
设备，这样就不要求患者必须
出汗进行情感压力检测了。

/ 新华社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人
员最新发现， 从童年时期开始
长期使用防晒霜可有效抵御紫
外线辐射，降低 40岁以下中青
年人群患黑色素瘤风险。

报告显示， 研究人员选取
近 1700 名 18 岁至 40 岁的澳
大利亚人进行了调查分析，发
现从童年时期开始经常使用防
晒霜的人与没有这一习惯的人
相比， 他们成年后患黑色素瘤
的风险降低了 35%到 40%。

悉尼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首
席研究员安妮·卡丝特说：“这
项研究证实了紫外线辐射与患
黑色素瘤风险之间存在关联，
特别是在儿童时期。 当紫外线
指数达到 3级及以上时， 就应
定期涂抹防晒霜， 以降低罹患
黑色素瘤或其他皮肤癌的风
险。 ”

紫外线指数是衡量紫外线
辐射强度的国际标准尺度，从
1 级至 11 级， 紫外线指数越
高，对皮肤的伤害也越大。

她同时指出， 受性别、年
龄、 肤色以及皮肤对紫外线敏
感程度不同等因素影响， 不同
人群使用防晒霜后的有效程度
存在差异。

黑色素瘤是致命性最高的
皮肤癌， 目前尚无有效治疗药
物。 澳大利亚是全球黑色素瘤
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新华社

常用防晒霜可降低中
青年患黑色素瘤风险

天文预报显示，继今年 1
月 31 日之后，又一场精彩绝
伦的月全食将于 7 月 28 日
现身天宇。

天文专家表示， 因为月
球处于远地点位置， 这次月
全食是 21 世纪持续时间最
长的月食，全食阶段可持续 1
小时 44 分。 我国除极西部地
区可以观测到月食全过程
外，大部分地区可见“带食月
落”。

月食分为半影月食 、月
偏食和月全食。 其中，月全食
最为好看，此时，从地球上看

去，月亮并不是从空中消失，
而是呈现古铜色， 也就是平
常所说的“红月亮”。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
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
绍说，一次月全食有初亏、食
既、 生光、 复圆等重要时间
点。 其中初亏是指月面刚开
始进入地球本影的时间，标
志着月食的开始。 食既为月
面完全进入地球本影的时
间， 生光为月面开始移出地
球本影的时间， 从食既到生
光的阶段为月食的全食阶
段。 复圆为月面完全移出地

球本影的时间， 也意味着月
食的结束。

根据预报， 本次月全食
的初亏为 28 日 2 时 24 分，
食既为 3 时 30 分，生光时刻
为 5 时 14 分， 复圆时刻为 6
时 19 分。 其中，最精彩的全
食阶段长达 1 小时 44 分。 这
次月食可见区域为亚洲、欧
洲、大洋洲、南美洲大部，以
及整个非洲和南极洲大陆。

“与 1 月 31 日发生的那
次我国大部地区可见全过程
的月全食相比， 本次月全食
我国除极少数地区可见全过

程外，大部分地区只能看‘带
食月落’，但观测条件和精彩
程度依然不错。 ”史志成说。

天文专家表示， 相比于
日全食， 月全食观测起来相
对容易得多，只要天气晴朗，
我国公众只需找个视野开阔
的地方， 凭借肉眼就可以观
测到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
变。 喜欢天体摄影的公众，可
提前准备好相机， 数码或胶
片的都可以，来一张与“红月
亮”带地景的特色合影，名胜
古迹、 标志性建筑物都是很
好的素材。 / 新华社

本世纪

持续时间最长“红月亮”将于28日现身天宇

近日， 我国科研团队首次
发现并证实了上海大气中的
硫酸———二甲胺———水三元
成核现象，揭示了上海大气污
染纳米微细粒子形成，也就是
所谓大气新粒子形成的化学
机制。 这为我国大气颗粒物污
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
的科学证据。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系教授王琳介绍，由人类活动

或自然活动所带来的大气颗
粒物直接排放，在科学上叫作

“一次排放”，然而，在空气中
时常发生着的，还有颗粒物的
“二次形成”，其中的一种形成
过程是：大气中部分气体分子
随机碰撞，通过分子间作用力
或化学键而生成分子团簇，分
子团簇进一步生长则形成了
纳米微细粒子，也就是大气新
粒子，期间发生了从气体到凝

聚态的相变。
“这种过程会大幅增加颗

粒物的数量浓度，我们团队就
是关注这个变‘多’的过程，研
究城市空气中的大气新粒子
是怎么形成的。 ”王琳说。

利用国际上最新的纳米
颗粒物粒径放大技术，通过长
达三年半的大气观测与数据
分析， 王琳团队研究证实，在
上海大气新粒子的形成过程

中，一个气体硫酸分子和一个
二甲胺分子随机碰撞，通过氢
键形成稳定的分子簇，分子簇
通过与其他硫酸分子、二甲胺
分子、水分子或其他硫酸———
二甲胺团簇的碰撞继续生长；
一定尺寸以后，其他物种（例
如极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开
始加入这个过程，并最终形成
大气新粒子。

/新华社

我国科学家揭示
上海大气污染纳米微细粒子形成化学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