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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解释地球最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

研究人员说，一个初期为二氧化碳向大气中
的缓慢渗漏、以及接着发生的二氧化碳大规
模、快速的注入给予地球接二连三的打击，使
得地球海洋酸化，并引起地球历史上最大规模
的物种灭绝。大约 2.52 亿年前的从二叠纪至
三叠纪的过渡———该事件被称作二叠—三叠
纪界线 （PTB）———与持续了大约 6 万年的物
种大灭绝有关，它包括了两波不同的海洋生物
死亡。有关这一 PTB 物种灭绝事件背后的机
制多年来一直存在激辩。但 Matthew Clarkson
和同事如今用硼同位素创建了一个该时段海
水 pH 值的高分辨率记录。研究人员用复杂的
模型显示，与西伯利亚地盾形成有关的火山作
用可能在晚二叠纪向大气中注入了两波的二
氧化碳。他们提出，地球当时高度碱性的海洋
使其缓冲了第一波二氧化碳，但更大的第二波
二氧化碳则引发了海洋的广泛酸化。他们说，
可能是第二波二氧化碳后的这一海水 pH 值
的突然改变消灭了海洋中绝大多数高度钙化
的海洋生物。这些发现对 PTB 物种大灭绝做
了新的阐释，该物种大灭绝导致海洋和陆地物

种数量锐减，并给现代生态系统的演化铺设了
舞台。它们或许还能帮助研究人员预测我们的
地球在未来会如何对海洋酸化做出反应。

南北美洲相连的时间比专家认为的更早

据一项新的研究披露，中美洲海道（它曾经
通过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而将南、北美洲分开）
可能比研究人员认为的演变成路桥的时间早约
1000 万年。这一海道的关闭及巴拿马地峡的形成
对海洋环流模式、全球气候及物种从一个大陆向
另一大陆的迁徙都造成了重大影响。某些研究提
出，该分隔南、北美洲的深海海峡是在约 300 万年
前消失的。但 Camilo Montes 和同事证明，中美洲
海道干涸的时间要早得多（发生在约 1500 万年
前至 1300 万年前）。研究人员从安第斯山脉北面
位置采集的钻孔和地层剖面发现了巴拿马特有
的矿物质。他们提出，这些巴拿马岩石是被远古
河道系统所运送的，该系统在 1300 万年前就已
经开始从巴拿马弧流入南美北部的浅海流域。研
究人员的结果意味着中美洲海道在那时应该已
经关闭。如果他们的结果得到确认，那么研究人
员可能需要更新许多目前流行的模型。

对濒危山地大猩猩进行全基因组测序

对山地大猩猩的全基因组测序揭示了一个
数量不断减少的种群和同系繁殖会如何影响这
些大猩猩的基因多元性及如何对其生存造成影
响；现在的估计认为，全世界山地大猩猩数目不
超过 800 只。作为一个濒危大型类人猿亚种，山
地大猩猩是全球性的动物保护标志，然而，研究
人员对其基因组多元性所知甚少。为了对其作进
一步的研究，Yali Xue 及同事对采自 13 只东部
大猩猩（7 只为中部非洲维龙加地区的山地大猩
猩，6 只为东部低地大猩猩）的血样本进行了测
序。在将这些大猩猩的基因组与所有 4 个大猩猩
亚种的基因组（包括那些西部低地大猩猩种群的
基因组）进行比较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在东部大
猩猩亚种（山地大猩猩和东部低地大猩猩）中的
基因多元性要少得多，尤其是那些对免疫系统功
能重要的基因多元性。此外，基于他们的结果，研
究人员得出结论，这些山地大猩猩与其他东部大
猩猩亚种至少在基因上部分隔离，并且其基因变
异率极端低下，后者可能反映了同系繁殖。在通
常情况下，同系繁殖会增加来自疾病和环境变化
的威胁，但 Xue 等人显示，对山地大猩猩而言，

同系繁殖还引起了有问题基因突变的消除。这种
现象可能代表了在一个持续萎缩种群中的为生
存而出现的适应性改变。

母体染色体非整倍态与普遍突变有关

研究人员发现了在一个特定基因上的一个
突变，该突变与母体染色体非整倍态（或从母亲
那里遗传的不规则染色体数目）相关；他们提出，
这种情况可能在人群中惊人地常见。已知染色体
非整倍态是流产的主要原因，但在受孕后第三天
的人类胚胎中大约有 75%可查出染色体非整倍
态。Rajiv McCoy 和同事在一个体外受精周期中
对这些第三天的胚胎及其双亲的基因组进行了
测序，并发现了基因组的一个似乎与母亲染色体
数目缺陷相关的特别区域。已知该基因组区域含
有一个被称作 Polo 样蛋白激酶 4（或 PLK4）的
基因，而该基因可直接影响染色体分离，因此研
究人员检测了 PLK4 并发现了一个可增加母体
染色体非整倍态比率的特别突变。进一步的基因
筛检揭示，这种基因变异株普遍存在于许多现代
人群中，且它近来可能经历了正向选择。

（本栏目文章由美国科学促进会独家提供）

科学快讯

科学家拍摄到
抹香鲸罕见深海录像

本报讯 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一头抹
香鲸和一艘科考船的罕见相遇被录像镜头捕捉
到。这艘遥控船名为大力神 Hercules，它在路易斯
安那州海岸约 600 米深的水下拍摄到这头抹香
鲸，研究人员庆祝了这一特别时刻。

抹香鲸是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
小说《白鲸记》的灵感源泉，这类鲸具有典型的

“隐士”性格，而且它们可以潜至 1000 米深的水下
猎取食物。这艘遥控船由全世界第一艘核潜艇

“Nautilus”号上的科学家操控，目前该潜艇正在从
墨西哥湾去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途中
进行海洋生物学、海洋地质学、海洋考古学等科
研活动。 （鲁捷）

科学家确定大脑战略中心

本报讯《自然—神经科学》4 月 20 日在线发
表了一篇识别大脑中负责编码攻击和防御战略
区域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通过记录日本将棋玩
家的大脑活动，可以对人类如何作出复杂的决定
提供新的见解。

许多探索大脑决策的研究均聚焦于在涉及
不同程度的风险和回报的选项中作出选择，这些
选择取决于所采用的整体战略，但目前尚不清楚
人脑如何选择战略本身。将棋的区分攻击和防御
思维的策略适用于这项研究，因为这两种策略的
区别很明显。

日本科学家田中启治和研究团队使用功能
性磁共振成像，追踪了 17 个排名很高的业余将棋
选手的大脑活动，看他们如何决定在特定的棋盘
局势下是采取进攻还是防守策略。在第二项试验
中，选手们被要求在事先安排的棋盘局势下选择
防守或者攻击策略，这让研究者能够确认大脑中
具体编码策略的区域，而非选择下一步如何移动
棋子的区域。

研究者发现，在选择下一步如何移动之前，
策略就已经被确定了，证明了在类似条件限制
下，人类会先选择策略、再采取某个具体动作的
推测。研究人员对两个不同大脑部位的攻击和防
守策略进行了编码。研究发现，背外侧前额叶中
的活动与进攻或防守策略的差异相关性最强，这
表明背外侧前额叶参与了策略选择。 （红枫）

德国数据显示
中国科研人才水平加速提升

新华社电 德国华人教授学会年会 4 月 19 日
在德国明斯特落下帷幕。出席会议的德国洪堡基
金会负责人用最新统计数据说明，中国科研人才
的质量近年来在加速提升。

德国洪堡基金会每年向数百名具有博士学
位的优秀外国学者提供奖学金，资助他们在德国
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根据洪堡基金会的统计，2014
年，亚洲共有 5313 名受过洪堡基金会各项资助的
学者，其中中国学者 1433 名，总人数位列日本之
后，印度之前，居第二位。

自 1979 年以来，共 2042 名中国科学家和学
者获资助，世界排名在美国和日本之后，列第三。

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与外联部门负责人梅
利希特别指出，1953 年建立的洪堡基金会从 1979
年才开始资助中国学者，一开始，获资助的只有 6
名中国人。从这个角度看，来自中国的“洪堡学
者”人数能到现在的水平，实在速度惊人。

统计还显示，中国受洪堡奖学金资助的研究
人员学科分布为，自然科学类占 67％，工程类学
科占 27％，人文社科占 6％。

洪堡基金会为纪念德国自然科学家亚历山
大·封·洪堡于 1860 年在柏林建立，在国际上享有
崇高学术声誉。从 1953 年开起，洪堡基金会开始
向 40 岁以下的外国科学家提供奖学金，迄今已有
1 万多名青年学者获得该奖学金。 （班玮）

本报讯 科学家日前警告说，东南亚的生物多
样性正面临一个新的威胁：橡胶种植园。在过去 10
年中，全世界超过 200 万公顷的森林与农田变成
了橡胶种植园。根据一项新的评估结果，受到最大
影响的地区是东南亚，其中还包括中国西南部的
西双版纳，这里拥有全球 990 万公顷橡胶树种植
面积的 84%。对橡胶产品———特别是轮胎（消耗橡
胶年产量的 70%）———不断增长的需求是这一切
背后的驱动因素。然而环保人士希望可以通过新
的努力使橡胶的生产更加具有可持续性，从而抑
制由此产生的不良生态影响。

然而目前橡胶种植园的扩张正在对越来越
多的动植物造成影响。研究人员对之前的研究
进行了调查，发现将森林转化为单一种植橡胶
作物会显著减少鸟类、蝙蝠和昆虫的种类数量。
这种变化对景观的影响尤为严重，并且经常会
威胁到森林中以果实和昆虫为食的鸟类。

研究小组报告说，没有研究证明森林的转
换对有蹄类动物、灵长类动物、大型食肉动物或

水鸟产生影响，但他们认为这些大型动物不受
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影响如今已经超越了橡胶种植园的边
界。杀虫剂、除草剂和固体径流导致了区域水系
的富营养化，对水生生物产生了影响。而较小型
树木和灌木的消失则造成了水土流失并增加了
山崩的风险。同时橡胶树会吸收深层土壤中的
水分，使原生植物很难茁壮成长。

然而并非所有橡胶植物园都具有相同的不
良影响。

一些种植者接受农林学实践方法，即将橡
胶树与原生植被混合在一起。人工经济林对于
生物多样性而言是更加良性的，但其橡胶产量
则要低于完全取代原始树木和灌木的单一种植
橡胶树的种植园。

英国诺维奇市东安格利亚大学保护生物学
家 Eleanor Warren-Thomas 及其同事日前在《保
护通讯》网络版上报告说：“总的来看，这些发现
表明，橡胶种植园的扩张可能大幅度加剧东南

亚的生物灭绝危机。”
而这种现状很可能越来越严重。
研究者引用独立研究表明，全球橡胶消费在

短期内将以每年 3.5%的速度增长。研究人员在论
文中写道：“我们估计，为了满足预期的需求，到
2024 年，会有 430 万 ~850 万公顷的额外土地变成
橡胶种植园，从而对亚洲森林产生重要影响。”

尽管如此，希望依然存在。Warren-Thomas
表示，可持续性的认证方案在降低棕榈油和纸
浆种植实践的负面影响方面取得了成功。相当
数量的公司已经同意只购买认证产品，并且世
界上最大的 400 家公司已经承诺到 2020 年使它
们的供应链摆脱森林砍伐。

而类似的努力在橡胶生产领域则刚刚起
步。“可持续天然橡胶项目”在今年 1 月进入了
先导性试验阶段，旨在寻求种植者、加工者、贸
易商和用户自愿遵守指导方针，从而更加可持
续性地生产橡胶。

Warren-Thomas 说，许多地方政府仍然将

橡胶种植园的扩张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她说：
“目前，认证计划真的是为这些大的行业带来变
化的唯一方法。”

Warren-Thomas 强调，还需要进行更多研
究从而确定能够实现保护与供给双重目标的保
留区域、高产单一种植区域及低产人工经济林
的最佳配合比。 （赵熙熙）

动态

狗眼看人
爱意绵绵

橡胶产业威胁亚洲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性发展有望抑制不良生态影响

请看着我的眼睛。 图片来源：Mikako Mikura

当宠物犬充满爱意地盯着你看时，你是
否发现对它的感情已经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滔
滔不绝？研究发现，人类最好的动物朋友可能

“抢劫”了一种独特的人类情感建立机制，这
种机制可以确保人类疼爱它、照料它。

当人类缔结情感纽带时，会激活相应的
化学和行为效应：眼神的接触会释放出一种

“爱的荷尔蒙”催产素———脑下垂体后叶荷尔
蒙的一种，这种荷尔蒙可以引起关爱行为；反
过来会导致释放出更多催产素。这一循环对
于母亲和儿童之间缔结感情纽带极为重要。

研究人员表示，催产素纽带在其他哺乳
动物中也会出现，但是人类通过眼神接触被
认为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具有独特性。“在其他
哺乳动物中，直视对方被认为是一种威胁性
行为。”日本麻布大学的 Miho Nagasawa 说。但
是当她和同事让一些养狗人注视其宠物狗的
眼睛时，他们发现，不仅是人类体内的催产素
水平会上升，狗也是如此。

相反，当 Nagasawa 的研究团队测试人工
后天抚养的狼时，他们发现，并没有这样的效

应。狼很少注视其主人的眼睛。
在一次随机测验中，他们随后在 27 只宠

物狗的鼻子前喷催产素或是安慰剂。研究发
现，母犬在接收到这种荷尔蒙刺激后，会花费
更多时间注视它们的主人，而其主人体内的
催产素也会相应上升。唯一的问题是，尽管公
犬和母犬与它们的主人产生眼神接触时都会
释放出催产素。但是当实验人员对它们喷这

种荷尔蒙时，公犬并不会因此花更多时间注
视它们的主人。

Nagasawa 表示，这意味着，注视人类眼睛的
行为在家狗内产生了独特进化。她补充说，这是
对人类和另一种物种之间产生的认知特点的首
个趋同进化实证研究。“作为最早被家养的动
物，犬类和人类之间有着非常古老、深远的联
系，影响着彼此双方。”她说。 （红枫）

新型无人机有望今年首飞

本报讯 具有类似大脑的神经网络硬件的小
型无人机很快将和其他飞行器共享空域，同时能
自动感知并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能力将帮助无
人机承担一系列新的角色。

诸如亚马逊、中外运敦豪、谷歌等大公司正在
研发自己的无人机舰队，以便快速递送生活消费
品、快餐和药物。不过，出于对碰撞危险的考虑，现
行规定限制无人机必须在人类操作者可视范围内
飞行。在无人机能自己递送物品前，它们需要具备
自动“感知—躲避”的能力。

能认知视频中的物体并且实时作出反应的计
算机，对于小型无人机而言过于庞大和耗电。这意
味着无人机不得不依赖诸如雷达等近程传感器，
而这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预警，以躲避碰撞。关键
或许在于模拟动物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以及人类大
脑为何不善于捣鼓数字但能比数字系统更快地处
理复杂感知输入。

位于美国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的 Bio Inspired
Technologies 公司正在做这件事情。它利用带有记
忆的电阻器———忆阻器建立感知—躲避系统。就像
生物大脑中的突触，忆阻器会在脉冲经过时发生改
变。至关重要的是，它能在停止后记住脉冲。

这种能力形成了一套模拟神经元及其之间相
互连接的学习系统的基础。同无人机现有摄像头
相连的芯片神经系统能被训练用于识别远距离飞
行器和其他危险物。Bio Inspired 公司的无人机会
在今年晚些时候首飞。该系统还能识别诸如云、
鸟、建筑物和发射塔等物体，并且利用视觉线索估
算和这些物体之间的距离。 （徐徐）

色彩视觉见证个性体验

本报讯 今年早些时候，一件并不起眼的衣服
引起人们对个人色彩视觉观的质疑。2 月 26 日，
一件裙装的照片像病毒一样引起了许多人的注
意，原因并非这件衣服的款式有多么新颖时髦，而
是因为它有着像“变色龙”一般的颜色。一些人认
为它是蓝色与黑色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白
色和金色的。还有一些人更受折磨，他们一开始看
到的颜色是前者，随后看到的却是后者。

这个在网络上一时泛起许多涟漪的讨论说明
了一个基本真理：颜色是人们拥有的最具个性色
彩的体验之一。色彩感对个体来说非常真实，专家
表示，人类进化史上的过往叠加并形成了现有的
色彩视觉，除了这种奇怪的光学错觉之外，色彩感
也在个性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红枫）

印度尼西亚种植的橡胶树
图片来源：RYAN WOO

本报讯 美国墨西哥湾标志性的海洋动物
产生了一些问题：海龟数量在下降、海豚身体状
况欠佳、鲸鱼也在回避它们过去的猎场。

时隔 5 年之后，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
泄漏事件对该海域的长期生态影响作用似乎还
在继续。2010 年 4 月 20 日“海岸地平线”钻井平
台发生爆炸事故，该事故导致 11 人死亡，同时
对当地海域的野生生物产生致命影响。

在墨西哥湾北部，此次石油泄漏之后，全球
极度濒危的海龟———普氏丽龟（上世纪 80 年代
几乎灭绝）的数量在经过 20 年持续恢复后再次
发生逆转。

大多数普氏丽龟在墨西哥东北部的塔毛
利帕斯地区产卵。1978 年，美墨联合启动的一
个保护项目使普氏丽龟的数量逐渐踏上恢复
之旅：巢穴的数量平均增加了 15%，从 1985 年
702 个的创纪录低值上升到 2009 年的 21000
个，进入 21 世纪头 10 年的后期，其巢穴增加
速度达到 19%。

然而，2010 年，这一天平再次被打翻。“突然

间，它们主要产卵地的巢穴数量锐减了近
40%。”俄勒冈州立大学的 Selina Heppell 说。尽
管 2011 年和 2012 年的普氏丽龟数量恢复到
2009 年的水平，但是它们的增长速度却至今仍
未恢复。“现在，它们的巢穴数量正在下降，2014
年的数据结果达到自 2006 年以来的最低值。”
Heppell 说。

目前，石油泄漏事故带来的灾难仍然处于
讨论中，然而，专家表示，该事件相关的真相却
像裹在一团迷雾中，部分是因为目前正在就赔
偿金进行起诉，很少有科学家准备公开讨论他
们的数据。

然而，问题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因为像其
他标志性的寿命较长的海洋哺乳动物如抹香鲸
和海豚一样，普氏丽龟也处于或接近于食物链
顶层。它们经历的这一切是漏油事故对其他海
洋生态系统潜在影响的风向标。 （鲁捷）

石油泄漏致使墨西哥湾海龟消失

2010 年墨西哥湾“海岸地平线”油井发生
泄漏之后，普氏丽龟巢穴的数量大幅下降。

图片来源：Erich Schleg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