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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对 Lori Glaze 来说，金星有时候似
乎比冥王星还要遥远。作为马里兰州绿带市美
国宇航局（NASA）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的一名
行星科学家，Glaze 多年来一直力推重返这颗距
离地球最近的邻居———NASA 自上世纪 90 年
代早期以来便再也没有拜访过金星。

然而在该局最新一轮未来“发现”项目
（NASA 的低成本行星探测器系列）的竞争中，
其最后的 5 个候选项目中有两个项目以金星为
目标，其中就包括由 Glaze 负责的一个项目。这
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她说：“我真的认为它来得
很是时候。”

但最终的结果并非如此。1 月 4 日，NASA
宣布选择了两项小行星任务———Lucy 和 Psy-
che，它们将分别于 2021 年和 2023 年发射升
空。而第三个项目则是探测近地天体的一部空
间望远镜，该项目将融资 1 年。

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月球与行星研究所地
球物理学家 Patrick McGovern 表示：“基本上金
星研究没有得到任何资助。”这传递的信息似乎
是：金星只能等待。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NASA 行星部门负

责人 Jim Green 指出，这些决定有关科学价值和
风险。Psyche 和 Lucy 将在没有大气抗衡的小行
星上使用测试仪器。相比之下，科罗拉多州博尔
德市西南研究所地球物理学家 Bob Grimm 认
为，对于一个斥资 4.5 亿美元的“发现”项目而
言，金星似乎太危险了。“金星要比一颗小行星
复杂得多”。

然而金星科学家表示，这里并不缺乏诱人
的科学问题。例如，他们想要测量这颗行星上稳
定的惰性气体的“库存”，例如氙、氪等，其丰度
数十亿年来变化不大，从而为研究行星起源提
供了线索。而 Glaze 的项目将是通过投放一个
装载有仪器的气球，从而对这些惰性气体展开
测量。

Glaze 的探测器还将拍摄金星上神秘的高
地或镶嵌物———NASA 的麦哲伦轨道飞行器上
的雷达曾于上世纪 90 年代绘制了相关的地图。
科学家相信，这些镶嵌物可能是金星上的大陆，
它们在几十亿年前从金星较浅的海洋中凸显出
来。详细的图像将能够揭示古代金星板块构造
的标志。

尽管 NASA 忽略了金星———这将有助于

火星的常规任务，但欧洲于 2014 年结束的金星
快车却已经观测了金星大气的运动和结构，后
者以 60 倍于金星自转的速度绕着这颗行星运
转。而由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 NASA 喷气
推进实验室 Suzanne Smrekar 率领的第二个“发
现”候选项目，将用更好的传感器对金星的热点
地区进行观测，同时提供更高分辨率的雷达图，
从而帮助解决金星是否仍在从其内部释放热量
或从地质学角度而言进入休眠的问题。

无论如何，金星科学家并没有丧失全部的
希望。NASA 正在为其“新疆界”项目进行 8.5 亿
美元的投标，投标将于 4 月 28 日结束，而金星
正是 6 个潜在目标之一。为了满足 NASA 的要
求，这样的项目可能包括一个短暂的登陆器和
轨道飞行器。Glaze 和其他科学家正打算竞标，
尽管他们对此守口如瓶。

如果他们失败了，NASA 的科学家可能需
要等待 1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重返金星，到
时将会有一个目前正在与俄罗斯进行商谈中的
联合项目，名为“金星 -D”。这是继承自苏联的金
星探测器项目，该项目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
金星表面传回图像。“金星 -D”将包括持续几个

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着陆器设计。
与此同时，McGovern 感慨道，“我们正在失

去一整代”年轻科学家对于金星的兴趣。
金星是太阳系中八大行星之一，按离太阳

由近及远的次序是第二颗，距离太阳 0.725 天
文单位。它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金星在夜空中
亮度仅次于月球，排第二。金星是一颗类地行
星，因为其质量与地球类似，有时也被人们叫作
地球的“姐妹星”。也是太阳系中唯一一颗没有
磁场的行星。在八大行星中金星的轨道最接近
圆形，偏心率最小，仅为 0.006811。金星周围有
浓密的大气和云层。金星大气中，二氧化碳最
多，占 97%以上。时常降落巨大的具有腐蚀性的
酸雨。金星表面温度高达 500℃，大气压约为地
球的 90 倍（相当于地球 900 米深海中的压力）。
金星自转方向跟天王星一样与其他行星相反，
是自东向西。因此，在金星上看，太阳西升东落。

（赵熙熙）

动态

金星研究遭冷落
科学家或需十多年才能重返该行星

科学家呼吁
重新使用“古老”抗生素

本报讯 能抵抗几乎所有抗生素的不可治愈的
细菌正在全世界扩散。美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

（CDC）报告称，去年 8 月于华盛顿州死亡的一名女
性感染了可抵抗 26 种不同抗生素的克雷白氏杆菌。

人们现在还不知道总共有多少种抗生素耐药性
感染，英国伦敦大学圣乔治教学医院的 Mike Shar-
land 说。世卫组织（WHO）的一个相关跟踪项目刚刚
启动。根据 CDC 调查，美国至少 90%的多重耐药菌
感染仍然能够被至少一种抗生素消灭。

这名女性可能在印度因腿伤住院期间感染了这
种耐药细菌，印度抗生素滥用导致细菌耐药性极速
上升。去年 10 月，研究人员报告称新生儿中超过
1/3 的血液感染涉及克雷白氏杆菌属或是与其结构
类似的细菌。该类细菌的耐药性极强，几乎无法治
疗。对于另一种细菌不动杆菌属来说，82%的情况下
不可治愈。

该研究者警告，此类感染“使印度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回归到前抗生素时代”。这不仅是印度的问题，
Sharland 警告称。他的团队刚刚发表的研究发现，欧
洲医院的获得性感染会影响新生儿或重症监护病房
接受治疗的 10%~17%的婴儿，其他研究表明，很多
感染是多耐药性的。

遗憾的是，华盛顿州的这名感染女性原本可以通
过在欧洲被授权的一种药物治愈，但该药在美国却并
未被授权。磷霉素是一种较老的药物，在 20 世纪 80 年
代被更加现代化的头孢菌素取代。因为很多新药在治
疗感染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失败，现在研究人员正主张
恢复和重新授权使用这些药物。 （冯维维）

“超级细菌”可能正隐蔽传播

据新华社 美国研究人员 1 月 16 日警告说，和
此前科学界的认知相比，“超级细菌”耐碳青霉烯类
肠杆菌科细菌可能正以更广泛的规模、更隐蔽的方
式传播。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因对碳青霉烯类抗
生素具有耐药性而得名，菌种包括大肠杆菌、肺炎杆
菌等。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抗菌能力很强的一类抗
生素，是目前治疗严重细菌感染的一种主要药物。

研究人员当天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报告说，他们分析了从美国 4 家医院的患者体内找
到的约 250 份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样本，发
现这类细菌的品种和耐药基因极其丰富。这些耐药
基因很容易就能从一个菌种转移至另一个菌种，而
且这类细菌能够在不引起任何症状的情况下，隐蔽
地从一名患者传给另一名患者。

负责该项研究的哈佛大学副教授威廉·哈纳吉
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发现意味着耐碳青霉烯类肠
杆菌科细菌“正扩散至可见的病例之外”。如果人们
希望应对这类细菌，就需要在有关社区和医疗机构
里更加努力地寻找此前没有观察到的传播情况。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美国每年约
有 9300 例感染这类“超级细菌”的病例，其中约
600 人死亡。这项最新研究显示，相关部门有必要
进一步加大对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的监控。

（林小春）

登月宇航员塞尔南逝世

据新华社 迄今为止，“最后一个在月球上留下
脚印的人”、美国宇航员尤金·塞尔南于美国当地时
间 1 月 16 日逝世，享年 82 岁。

塞尔南的家人当天发表声明，证实塞尔南因健
康原因逝世。声明说，即使在 82 岁高龄时，尤金·塞
尔南仍对人类探索太空充满热情，仍在激励人们前
往月球探索，不要让他一直作为“最后一个在月球上
留下脚印的人”。

1934 年 3 月 14 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的塞尔南
最近曾说：“我只是一个带着梦想长大的美国少年。
今天对我最重要的事，是希望能激发未来一代年轻
人的热情，从而驱动他们将自己那些（看似）不切实
际的梦想变为现实。”

美国航天局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文说：“我们
为尤金·塞尔南的逝世而悲伤，他是最后一个在月球
上留下脚印的人。”

美国在 1969 年 7 月至 1972 年 12 月间共向月
球发射了 ７ 艘登月飞船，其中除阿波罗 13 号飞船
未能按计划登月外，其他几次都获得成功。随着美国
航天局获得的联邦资金逐年递减，“阿波罗计划”伴
随着阿波罗 17 号飞船的登月而告终。自那以后的
40 多年来，尚未有别的宇航员登陆月球。

1963 年，塞尔南与其他 13 名宇航员一起被美
国航天局选中，此后分别于 1966 年、1969 年和 1972
年三次飞往太空。1972 年 12 月，作为阿波罗 17 号
飞船指令长，塞尔南是当时最后一个返回登月舱的
人，成为“最后一个在月球上留下脚印的人”。

在返回登月舱那一刻，塞尔南曾对地面指挥中
心这样说：“我是尤金，现在我在（月球）表面踏上最
后一步，返回家乡，等待未来再次到来，但我相信那
个未来不会太远”“我们还会回来，带着全人类的和
平与希望”。

塞尔南对中国的空间探索项目充满期待。他曾
说，中国将是下一个载人登月的国家，“与中国一同
探月是个好想法”。 （郭爽）

巨齿鲨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其 3 米宽的下
颌可压碎一辆小汽车。

但这种迄今为止体型最大的鲨鱼似乎喜
欢吃开胃小菜，而不是大猎物，这可能是它们
毁灭的原因。

体长 16 米的巨齿鲨在距今约 260 万年前
灭绝，被认为在地球海洋中潜伏了 1400 万年
左右。

对距今 700 万年前海洋哺乳动物化石的分
析提供了巨齿鲨钟爱的狩猎目标的详细信息。
其巨大而有锯齿的牙齿留下的明显擦伤痕迹和
伤口表明，它们喜欢捕食现已灭绝的侏儒抹香
鲸和海豹。

“巨齿鲨最后的消失可能因为若干中小型须
鲸的衰落，它们被现代大须鲸替代。”意大利比萨
大学古生物学家 Alberto Collareta 说。

研究人员认为冷却的气候使海水被封锁在
极地冰盖和冰川，导致海平面下降，并引发小须
鲸生活的海滨环境迅速变化。这导致小须鲸数
量锐减，而在开阔海域生活的大须鲸数量增加，
然而它们对于巨齿鲨来说体型过于庞大。

气候变化还使极地海洋生物数量猛增，这
有助于促进今天的大型座头鲸和蓝鲸等大型鲸
的进化，这些鲸能够长距离迁徙去那里进食。而

巨齿鲨可能习惯了更温暖的海滨栖息地，不能
跟着大须鲸到达更冷的水域。

Collareta 和同事检查了秘鲁皮斯科化石床
的化石上残留的伤口。他们发现在那些由巨齿
鲨牙齿留下的标记中，有已灭绝小型须鲸和早
期海豹物种残留的下颌骨。这两种动物的最大
体长均小于 5 米，不足巨齿鲨体长的 1/3。

（冯维维）

挑肥拣瘦
巨鲨灭亡

科学此刻姻 姻 冰层裂缝迫使
英国短暂关闭南极科考站

据新华社 英国南极考察处 1 月 16 日宣布，
由于“哈雷六号”科考站所在区域附近冰层出现新
的裂缝，出于安全考虑该机构决定在南极冬季到
来前撤出所有人员，短暂关闭这个科考站。

据英国南极考察处介绍，“哈雷六号”科考
站位于南极布伦特冰架上。近年对该冰架的监
测显示位于科考站南部的冰层裂缝加速扩大。
经多次观测和分析，研究人员认为尽管这些裂
缝目前不会给科考人员和科考站带来安全风
险，但是不确定未来会不会引起变化，因此他们
决定在 3 月至 11 月南极冬季期间暂时关闭科
考站。

目前，“哈雷六号”科考站里有 88 人，其中
16 人原本计划在冬季期间留守站内。

英国南极考察处官员表示，“哈雷六号”科
考站本身经过特殊设计，能在有需要的情况下
整体往南极内陆转移。科考站由 8 个模块化舱
段组成，下面由底部装有滑雪板的液压立柱支
撑，易在冰面上移动。 （张家伟）

美指控菲亚特克莱斯勒
在美排放作弊

据新华社 继德国大众集团之后，美国监管
机构又揭出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涉嫌使用
作弊软件掩盖汽车排放超标问题。

美国环境保护署与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
近日发表声明说，菲亚特克莱斯勒在 10.4 万
辆汽车中安装未经申报的排放控制软件，以
通过尾气排放检测，这种做法违反了《美国清
洁空气法》。涉及车辆包括 2014 至 2016 年款
3.0 升 柴 油 发 动 机 吉 普 大 切 诺 基 和 道 奇
Ram1500 皮卡车。

美国环保署负责执行和准入保证的助理署
长辛西娅·贾尔斯在声明中说，这一行为“严重
违反了美国法律”；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主席玛
丽·尼科尔斯表示：“又有一家主要汽车生产商
做出罔顾规则的业务决定后被逮住。”

2015 年 9 月，大众“排放门”丑闻曝光。美
国环保署指控大众柴油车使用“失效保护器”，
这种非法设备可让汽车在尾气检测时过关，而
在平时行驶时排放却严重超标。

此后，美国环保署增加了轻型车辆“失效保
护器”检测项目，结果发现菲亚特克莱斯勒的上
述车型上路后会出现氮氧化物排放超标问题。
调查显示，这些车辆安装了至少 ８ 个未经申报
的尾气排放修改软件，其名称为“辅助排放控制
设备”。

美国环保署说，他们正调查这些“辅助排放
控制设备”是否构成“失效保护器”，后者属于非
法设备。

美国媒体报道，菲亚特克莱斯勒可能面临
多达 46 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菲亚特克莱斯勒当天发表声明称，对环保
署的指控表示“失望”，他们过去几个月为环
保署及其他政府机构提供了大量相关信息，
菲亚特克莱斯勒的排放控制系统“满足所有
监管要求”，是“正当的”，不应被视为非法的

“失效保护器”。
1 月 11 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大众已同意

就“排放门”事件支付 43 亿美元刑事与民事罚
款。加上此前为了结车主集体诉讼同意花费约
150 亿美元，大众在美国已因“排放门”损失近
200 亿美元。 （林小春）

奥特奇加入
中国土壤肥料产业联盟

本报讯 奥特奇近日加入中国土壤肥料产业
联盟。该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雷马克
当选 SFAC 副理事长。雷马克介绍：“奥特奇和
SFAC 有共同的目标，即更有效地促进种养结合，
以携手共创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SFAC 旨在满足中国农业的需求并促进中
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它致力于提高中国土壤
的质量、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可持续
发展之路。奥特奇是世界五大动物保健公司之
一，拥有快速增长的作物科学部门。 （晋楠）

金星全景 图片来源：NASA/JPL

找点零食。 图片来源：Alberto Gennari

新抗体可阻止衰老血液负面影响

本报讯 衰老血液具有强大的负效应，它会
损伤器官，导致衰老。现在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一
种似乎可以阻止这一效应的化合物，该化合物

可防止小鼠大脑衰老。
科学家首次发现血液的衰老效应是在一次

将年轻小鼠和年老小鼠缝合在一起，使它们可
以共享循环血液的实验中。结果发现衰老小鼠
似乎会从这一过程中受益，发展出更加健康的
器官并且免除了一些与衰老相关的疾病。但年
轻小鼠却过早地衰老。

类似的实验表明，年轻血液具有滋补和复
原效应，而衰老血液中似乎含有一些有害的物
质。现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
Hanadie Yousef 似乎在衰老血液中鉴定出一种
会导致某种损伤的蛋白，并且已经研发了一种
阻止它的方法。

Yousef 发现，血液中的 VCAM1 蛋白含量
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年龄 65 岁以上的人群
中该蛋白的含量比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人群高
出 30%以上。

为了检测 VCAM1 的效应，Yousef 在年轻小

鼠体内注入了采集自年迈小鼠体内的血浆。结果
的确如此，它们显示出衰老效应：大脑中炎症更
多，且神经再生过程中生成的新脑细胞更少。

来自老年人的血浆对小鼠具有类似的效
应。当她将 60 岁的老年人血液注入 3 个月大的
小鼠（相当于 20 岁的人类）体内后，这些小鼠的
大脑显示出衰老迹象。

当 Yousef 给它们注射了一种化合物阻止
VCAM1 时，血液的衰老效应也得到了阻止。当
小鼠在被注射衰老血液之前或同时注射这种化
合物，它们因为受到药物保护，而未产生有害的
影响。

“当我们变老时，我们都会发生认知能力下
降，神经再生减缓，大脑炎症增多。”Yousef 说，
她在日前于圣迭戈举行的神经科学学会年会上
报告了这一发现。“如果我们能够弄清其中的机
制，那么我们就能推动健康地衰老。我相信这项
研究最终会实现这个目标。” （晋楠）

一个针尖上的一滴血液。
图片来源：Ludsam/Getty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最近，施普林格旗
下期刊 《动物认知》 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认
为，鸡的智力水平被无端低估，并被其他禽鸟
种类遮掩。

在人们印象里，鸡是笨或蠢的代名词。然
而，事实并非如此。该文章认为，鸡有独特的个
性，会运用策略智取对手。它们懂得自己在啄食
顺序中的地位，还能进行演绎推理，这是人类到
7 岁才逐渐形成的能力。

该文作者洛丽·马里诺综述了这种世界上数
量最多的家养动物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家
鸡的心理、行为和情绪活动等。马里诺是一个有
关动物福利及研究项目的资深科学家，这是美国
两家机构———农场庇护所和 Kimmela 中心的合
作项目。

“人们觉得鸡身上缺乏其他聪明动物所具
备的多数心理特点，并往往认为其智力水平也
比其他动物低。”马里诺说，“家鸡心理学这个
概念对多数人还很陌生。”

但研究表明，鸡对于数字有一定的认知。科
研人员拿刚孵出的雏鸡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它
们能够区分数量，并有数量排序的概念。人们在
刚出生 5 天的家鸡面前放置两组不同数量的物
品，在用两块隔板阻挡之后，它们还能成功找出
哪块隔板后面的物品更多，它们似乎进行了加
减形式的简单算数。

如果鸡看到一个移动的小球，那在小球消
失后，它还能记住其移动轨迹，记忆能维持 180
秒；如果将小球的位移遮挡住，它依然能记住其
移动轨迹，时长为 1 分钟。在类似条件下，这一
能力表现与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不相上下。

鸡在争取更好的食物奖赏时，会保持自制
力。而且，还能自我评估自己在啄食顺序中的地
位。这两个特点是自我意识的体现。

鸡的沟通方式也相当复杂，包括一系列不
同的视觉展示和至少 24 种不同的鸣叫。家鸡拥
有复杂的指示沟通能力，这涉及呼唤、展示和啼
叫等传递信息的信号。例如，当有危险时，它们

用此发出警报。这种能力需要某种程度的自我
意识，以及领悟其他动物意图的能力，这也是包
括灵长类动物在内的高智商、群居动物所具备
的能力。

鸡还能感知时间间隔，并预见未来发生的
事情。和其他许多动物一样，当所处群体环境需
要其解决问题时，它们能展现出自己的认知复
杂性。

鸡能经历一系列复杂的消极和积极情绪，
包括恐惧、期待和焦虑。它们能根据情况作出最
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它们还拥有一种简单形式
的移情能力，被称为情绪传染。不仅单个小鸡有
鲜明的个性，母鸡们也会表现出一系列单独的
母性特质，并似乎会影响到小鸡的行为。家鸡们
会互相欺骗，并互相观察、学习。

“我们如何就家鸡的心理和行为提出问题，
这方面的变化无疑会带来更准确、更丰富的数
据，并让我们更加真实地了解家鸡究竟是怎样
一种动物。”马里诺说。

科学家称鸡的智力被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