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师范大学科研团队研

发的一种指纹捕获全新探针前

不久亮相，它是最新两种基于

绿色荧光蛋白发色团的荧光染

料，并结合了一个便携式的荧

光检测系统。

指纹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

生物特征，其中，潜指纹（LFPs）

的可视化识别，特别是在犯罪

现场迅速捕捉潜指纹一直是刑

侦检测中最具挑战性且要求最

高的技术。各种荧光纳米材料

也被设计用于LFPs的检测，例

如，上转换纳米颗粒、量子点、

碳点和有机聚合物基材料等。

然而，这些纳米材料因毒性及

相对较长的LFPs显示时间而

表现出内在的局限性。

尽管潜指纹检测领域进展

迅速，但仍然存在挑战：需要找

到快速、高效、低毒、便携式方

法，用于犯罪现场潜在指纹的

快速可视化发现和法医调查。

此外，该方法必须能够产生准

确和高质量的指纹图像，以及

不会破坏DNA样本的收集。

上师大团

队的项目开发

了一类基于绿

色荧光蛋白核

心发色团的荧

光染料（代表性结构如LFP-

Yellow和LFP-Red），配备便携

式指纹检测系统用于捕获指

纹。该荧光染料能在水溶液中

对于不同客体上的潜指纹进行

快速（10秒之内）、高效的荧光

显色。结合荧光染料配套的便

携式显影设备，包括超声波雾

化器和摄影系统，可以在犯罪

现场快速捕获LFPs。这些荧

光染料水溶性好，细胞毒性低，

确保不破坏生物样品，不对使

用者有害，可以快速显示

1—3级的细节。

STR分析证实，当使用这

些染料进行DNA提取和鉴定

时，没有任何后续干扰。因此，

该类试剂有望应用于犯罪现

场、法医学和防伪鉴定等领域

的潜指纹快速成像以及基于潜

指纹的DNA快速搜寻。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本报讯 （记者 郜

阳）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学

院获悉，前不久发射升空

的中法天文卫星搭载的4

台科学载荷均已完成开

机测试。其中，伽马射线

监测器成功探测到三个

伽马暴。

据了解，中法天文卫

星上搭载的伽马射线监

测器（GRM）于6月24日

正式开机，6月27日开启

探测器高压，进行在轨测

试。27日当天20时8分

11秒（UTC时），GRM就成

功捕捉到首个伽马射线暴

（编号GRB240627B），这

是中法天文卫星的首个

在轨科学探测成果。经

过比对，该伽马暴的光变

曲线与我国创新X首发

星上所搭载的GECAM-C

探测器所观测到的结果

相同，也和国外费米卫星

GBM探测器的观测结果

高度一致。

随后，GRM载荷于6

月29日16时53分53秒

（UTC时）成功探测到第二个伽

马暴（编号GRB240629A），7月

2日21时14分50秒（UTC时）再

次探测到第三个伽马暴

（编号 GRB 240702A）。

首批探测结果已提交至

国际伽马暴协调网络

（GCN），这不仅充分验证

了GRM载荷对伽马暴的

高精度触发探测能力，也

有助于人类解决基础科

学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中法天文卫星由中

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

研究院抓总研制，搭载了

中方研制的伽马射线监

测器、光学望远镜，和法

方研制的硬X射线相机、

软X射线望远镜4台科学

载荷，观测波段覆盖了从

高能到近红外波段，是迄

今全球对伽马暴开展多

波段综合观测能力最强

的卫星。

下一阶段，中法天文

卫星将按照在轨测试计

划和流程，在中国科学院

科学卫星综合运控中心

完成各项测试任务，尽快

开展载荷标定和业务运

行测试，预计8月将进入

科学任务观测测试，为伽马暴

等空间天文领域科学研究持续

作出贡献。

今年高考的考生和家长惊奇地

发现，大学突然冒出许多人工智能

专业。

西南某名校就宣布：    年取

消   个招生专业，诸如表演、保险

学、电子商务、纺织工程等等，取而

代之的 5 个预备案专业，三个冠以

“智能”，什么智能信息工程、智能建

造、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

高校兴办如此之多的“智能”专

业，有师资保障吗？能引领学子进

入  技术前沿吗？

作为国内涉及   技术的顶级

学府，复旦大学此前宣布，一两年内

要引入    门人工智能课程。即使

如复旦大学，拥有计算机、数学、生

物技术等雄厚实力，亦言  课程正

在逐步完善中，教师皆要边教书边

自我学习，何况其他学校？

诚然，各行各业与   相融，乃

大势所趋。在传统学科、传统产业

中加入  理念，势在必行。但如若

由此而荒废学校数十年的积累，就

  而  办学，便有过犹不及的意思

了。说实在的，很多院校未必有撑

起  教学的师资及实力。

不只高等教育如此，如今不少

产业亦有   热潮滚滚而来之势。

据悉，去年        发布不到半

年，我国就诞生了   个基础大模

型，几乎所有大型互联网公司、人工

智能企业和知名理工类大学都参与

其中。

然而，  的发展尚面临伦理、

人文等诸多因素的考量，其相关产

业本身也潜藏着高风险、高亏损，应

当引起警惕。

清华大学柳冠中教授曾大声疾

呼：“无人汽车、无人飞机、无人商

品、无人酒店、无人银行，人呢，人上

哪里去了！”当今社会，人之间的距

离已经越来越远，难道科技还要拉

大这个距离？

所以，面对   ，切莫“一哄而

上”。

对关键机制“知之甚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23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

死亡人口1110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1.48‰。

“除了适龄人群生育愿望下降等因

素，不孕不育发生率上升也是生育率降

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刘默芳分析，受传

统观念的影响，对“不孕”的关注度要远

高于“不育”。

众所周知，“小蝌蚪”的形成是一个

极其复杂的细胞分化和发育过程。根

据中心法则，细胞需要通过基因转录，

生成信使RNA（mRNA），翻译合成特定

蛋白质以支持生命活动。

刘默芳介绍，要在千万个“竞争对

手”中突出重围，精子必须缩小体积、舍

弃多余的细胞质。在不断压缩的过程

中，精子细胞中的基因组转录活动逐渐

降低，直到几乎完全停止。其中，最核

心的遗传密码，就以mRNA的形式存储

起来，直至特定的发育阶段，存储的相

关mRNA就会被激活翻译出精子形成

需要的蛋白质。

“这些精子细胞中储存的mRNA如

何被有序翻译激活，是长期悬而未决的

难题。”刘默芳介绍，围绕这些问题，她

带领团队一头扎了进去。

投入“减数分裂后研究”
刘默芳研究组通过与多家实验室

合作发现，一类动物生殖细胞特异性小

分子非编码RNA——piRNA，通过与同

样是生殖细胞特有的PIWI家族蛋白形

成的PIWI/piRNA复合体“机器”，“正

向”调控了早期发育阶段精子细胞中

mRNA的“复工”，从而保障健康精子生

成。随后，他们又发现RNA结合蛋白

FXR1通过相分离方式，富集mRNA、招

募翻译机器，激活了后期精子细胞中一

大群mRNA的发育。他们的研究证明，

若这一过程出现故障，mRNA将无法被

及时激活制造蛋白质，会导致精子细胞

发育受阻及雄性不育。

“这系列研究工作发现了精子发育

过程中蛋白质翻译激活的重要机制，极

大地促进了对精子形成过程的认识。”

刘默芳表示。

在探索精子发生基础科学问题的

同时，刘默芳研究组还与多家医院的临

床科室开展合作，研究男性不育病因及

致病机理。他们率先在不育症患者中

发现了拮抗PIWI泛素化修饰降解的遗

传突变，通过小鼠模型证明此类突变会

导致雄性不育，并基于此设计干预策

略，提高了突变小鼠的精子活性，为此

类男性不育症治疗提供了潜在方法和

策略。

正当国际上越来越多科研团队涌

入精子的发生机制的“赛道”时，刘默芳

却选择抽身离开。目前，她的团队已将

重心逐渐转移到减数分裂阶段。“我总

是对新事物很有热情，也总是告诫自己

和研究生不要求稳、守旧而做一些重复

性的工作，我们要突破自我、勇于挑战

科学难题。”刘默芳说。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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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嘲在科研上，是个“喜新厌旧”的人，不太喜欢“简单抄作
业”，就爱不断挑战自己。
留学归国后，她一心想做“好玩的研究”。在恩师王恩多院士

和领域前辈张永莲院士的引导下，她自信迈入精子形成的领域，
从零出发，一钻研便是好久好久。
“我们的研究，看上去很高深，可一旦真正落地，其实特别简

单。”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刘默芳说。
凭借“RNA调控在精子发生及男性不育中的新功能机制研究”的
成果，她领衔的研究组斩获2022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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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大研发破案神器
全新探针快速捕获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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