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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秧鸡是世界上现存体形最小且不会飞
行的鸟类，其体长仅 13~15.5 厘米，体重 34~49
克。呆秧鸡首次被描述于 1923 年，是由一位英
国外科医生、鸟类爱好者 Percy Lowe 发现的。

目前，这种鸟类仅生活在特里斯坦群岛 3
个岛屿中最西端的伊纳克塞瑟布尔岛。该岛屿
位于巴西阿雷格里港以东 3600 公里处，南非开
普敦市以西 2800 公里处，它是 300 万 ~600 万
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

一项发表在《分子系统发生学和进化学》
杂志上的最新研究表明，呆秧鸡的祖先物种大
约 150 万年前从南美洲迁徙到这座岛屿，当时

它们可能是靠翅膀飞行或者栖息在风暴碎片
上漂洋过来。

此项研究报告负责人、美国俄勒冈大学生
态和进化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 Martin Stervan-
der 博士与合著作者，使用现代线粒体和核
DNA 测序以及系统发生法，将呆秧鸡与南美洲
点翅秧鸡对比后发现，两者进化分离发生在
150 万年前，在一次迁徙中，呆秧鸡在伊纳克塞
瑟布尔岛繁衍后代。

此外，他们还发现呆秧鸡的基因与美洲黑
田鸡和加拉帕戈斯群岛秧鸡密切相关，后者的
飞行能力也有所下降。

Martin Stervander 说：“当呆秧鸡祖先物种来
到这座岛屿，它们发现 3 个没有天敌的栖息
地———草地、树蕨沼泽和林地，这些栖息地拥有
蠕虫、飞蛾、浆果和种子等大量食物来源供呆秧
鸡食用，这就导致它们的生存不再需要强有力的
翅膀，从而进化成为一种不会飞行的物种。”

“未来，我们将继续聚焦于伊纳克塞瑟布尔
岛引入呆秧鸡天敌物种的重要性，希望这种脆弱
的罕见鸟类能够幸存下来。”研究报告合著作者、
伦敦大学教授 Bengt Hansson 说。 （刘奕洋）

相关论文信息：

今年是“双十一”购物狂欢节
的第 10 个年头，单日全网销售额
最终为 3143.2 亿元，同比增速达
24.3%。谁也不会否认，过去 10
年，“双十一”购物节创造了一个
营销神话。

事实上，除了“双十一”，“双
十二”购物节、618 年中购物节、女
王节，电商平台越来越多地通过
一定的节日开展营销活动。在它
们疯狂营销的对象中，冲动性消
费人群占了很大的比例，而其中
女性又占了大多数。因此，有不少
心理学研究对冲动性购买的影响
因素产生了兴趣。

在心理学中，所谓冲动性购
买，指的是一种反应性行为，是消
费者在特定的情境刺激下，伴随
强烈情感所采取的未经深思熟虑
而立即购买的回应行为。有观点
认为，互联网大大扩展了影响冲
动性购买的因素，因为它具有更
多创新性的销售模式，比如团购
等，而价格引发的冲动性购买能
够被极大化地激发。

首先，冲动性购买行为与个体
特质息息相关。这不难理解，例如，高冲动特质
的消费者会对产品有较高的物质倾向，更容易
不自主地受到购买刺激，他们在情绪上容易受
到吸引而导致非预期的购买行为出现。相反，
具有高自我控制的人更有可能基于长远价值
与利益的考虑而做出购买行为。此外，崇尚享
乐主义价值观的人更可能进行非计划性购买，
娱乐性消费者容易从购物过程中获得满足。

至于为什么女性更容易产生冲动性消
费行为，有研究分析认为，由于女性参与社
交活动的过程中，受到营销氛围、朋友圈渲
染的影响，与对方讨论流行信息的过程容易
产生从众消费心理和新的流行因素的涉入，
从而使之成为女性消费者冲动性消费较为
重要的影响因素。

有意思的是，研究还发现，“双十一”网
络购物狂欢节中，商品价格、价格折扣和限
时抢购促销等外因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
响是有下降的趋势，而图文展示、成交记录、
他人评论和网上店铺信誉对于女性消费者
在“双十一”网络购物狂欢节冲动性购买行
为甚至都没有影响。换句话说，对这些人而
言，“双十一”购物，更多的并不是出于对物
品的需要，而是出于对“购买”本身的需要。

而各电商平台正是抓准了消费者的冲
动性特质、从众心理，并据此开展有针对性
的营销活动，营造时尚文化，增强消费者对
企业的认同，才能让消费者一次次心甘情愿
地购买。 （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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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到青藏高原、内蒙古的草原，人们
很容易就能看到由铁丝制成的呈网格化的围
栏，这是现代畜牧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手
段。在欧洲、北美等地，围栏同样是一种几乎无
处不在的基础设施。

可正是因为它的普遍性和通用性，越来越
多的科学家发现，人们反而不关心它的实际效
应，仿佛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修建围栏真
的是一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区、任何气候条
件下都适用的畜牧业管理手段吗？

围栏对野生动物的负效应

近日，美国蒙大拿大学林业与保护学院
的研究者 Andrew F Jakes 和他的合作者在《生
物 保 护》 杂 志 发 表 文
章，呼吁更多关注围栏对野生动物和生态系
统的影响。

在国际上，现有的围栏大致可以分为四
类：划定土地持有或政治边界的边界围栏；牲
畜围栏，用以控制家畜；隔离围栏，用以保护公
共安全和个人及公共资源；专门为了保护濒危
物种所设的围栏。

文章指出，从这些围栏设计对野生动物的
影响来看，前三种围栏主要产生的是负面效
应，而即使是用来保护一些重点物种的围栏，
也可能对其他物种产生负面影响。

原因是，这些围栏充当了一道道屏障，使
栖息地碎片化，野生动物的活动受阻甚至是被
孤立，减少遗传交流。

围栏还会影响野生动物的行为，它们疯狂
地想要越过围栏，或是寻找出口，导致压力和
能量消耗剧增，个体健康水平下降，还有的直
接被铁丝网缠绕而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影响会累积起来，
最终改变草原系统的生态完整性。

比如，普氏原羚是生活在青海湖区域的一
种濒危的有蹄类，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蒋志刚
团队在“草原围栏对普氏原羚行为和栖息地面
积的影响”研究中明确表示，草原围栏直接导
致了普氏原羚栖息地面积缩小，昼间活动距离
减小，围栏高度对普氏原羚的行为反应有明显
影响，且增加了普氏原羚的死亡率。

不仅如此，Andrew F Jakes 等人还提到，为
特殊保护目的建造的围栏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
后果。比如，在非洲的博茨瓦纳，为了控制家畜与
野生有蹄类动物之间的疾病传播建起的围栏，导
致了迁徙的有蹄类动物数量急剧下降；在大洋
洲，为了保护家畜和牧场而建立的野狗防护栏，
改变了当地特有的掠食者和引入物种的关系，对
植被和生态系统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他们看来，如今，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
共识———道路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会对
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而这方面的研究和生态保护工程都在积极地
进行。

“围栏在空间上是广阔的，在许多农村地
区，围栏的影响面远远超过道路的直线范围。
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被严重忽视了。”

“围栏效应”的争论

围栏问题之所以不被看见，是因为它显现
出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生态破坏方面，而当
初它的出现可是具有重要的经济学意义的。中
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曾贤刚在他的论文

《“围栏效应”：产权分割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中作过详细解释。

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公地悲剧”理论，它
说的是在产权不明晰时，个人使用公共资源付
出的成本就会小于社会为其付出的总成本，从
而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而科斯定理认为，只
有通过有效的产权界定，经济系统才能最终实

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是各国都注重对草原
牧区产权界定的重要原因。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畜牧业发达
的国家相继建立起了网围栏，我国也开始借鉴
改革草原牧区管理制度。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国内实行了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原本属于一
个整体的草原划分为一块块的“私人领地”。

不仅如此，长久以来，过牧超载一直被认
为是我国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除了可以明晰
产权，修建围栏还能控制过度放牧，降低牲畜
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危害，帮助牧场的重建，并
改善畜牧业生产。在一些退化沙地草地生态恢
复试验研究中，这一作用也得到验证。

围栏的积极效应和负面效应因此陷入了
长久的争论。

可但凡涉及生态学问题，就不能忽略累积
效应。《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最新发表的“退
化草地恢复研究进展”中就指出，围栏封育的
积极效应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

研究发现，围栏封育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对
植物群落特征产生积极影响，使得其高度、盖
度、生物量、生物多样性等指标增大，并在 5~10
年内达到最大值，但随着围栏封育年限的增
加，以上指标又会出现下降趋势。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内蒙古楚日雅牧
区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达林太经过二十几年
的生态学研究发现，草场的健康程度与牧民的
放牧半径是息息相关的，在降水条件一定的情
况下，放牧半径越长，草场健康程度越高。他向

《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称，如果牲畜只在一个
较小的范围内反复采食和践踏，牧草就很难得
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达林太调查发现，牧民定居用起围栏以
后，牲畜每年行走的距离是游牧行走距离的
1.6 倍。而且，在样地实验中，围栏区域的骆驼
蓬生长非常迅猛，这是草场极度退化的标志
性物种。也正是由于居民点周围草地被人畜
反复践踏，使得草原的退化以定居点为中心
向外辐射。

围栏负效应何时进入主流话语体系

2015 年，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李文军和她的学生西南财经大学的贡布泽仁、云
南大学的李艳波，在《牧场生态与管理》发表了一
项研究成果“中国牧场管理政策辩论”。

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造成草场
持续退化的原因并不是政策执行上的问题，而
是政策本身出现了偏差。

“然而，这些学术观点还没能进入主流的话
语体系和决策体系。”达林太表示。

以围栏为例，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
态学问题。Andrew F Jakes 等人认为，从围栏设
计和效应，到对生物、生态系统和社会的影响，
这些问题往往是相互交织的。但目前全世界关
于围栏、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
实证研究，特别是大尺度范围内的研究，都非常
稀缺。因为这样的研究难度很大。

“围栏基本上没有地图标识，也没可查阅的
证件记录，我们不知道它们在哪里，我们也没有
有效的方法或工具来记录它们的设计、目的和条
件。由于缺乏关于现有围栏基础设施的规模、类
型、条件和密度的基本数据，评估围栏对景观和
生态系统的影响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在他们看
来，从研究者的角度，亟须填补“围栏生态学”的
知识空白。

此外，达林太坦言，“基于土地承包制的大
视域，短时间内还难以找到替代性策略”。

他强调，这一政策对明晰牧场使用权的界
限，更公平地分配牧场资源，尤其是保护小户牧
民的资源不受损失，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拆除、
减少围栏的同时，如何应对可能产生的冲突，确
保小户牧民对资源的维护能力等一系列问题，
还没有成熟的解决思路和办法。“我们需要积累
更多的系统研究和实践经验，才能回答这个跨
学科的问题，从而给决策一个出口。”

相关论文信息：

不被“看见”的草原围栏
本报记者胡珉琦

前庭阈值高，更易迷失方向？
最近，美国马萨诸塞州眼耳医院研究人员的

一项研究表明，具有较高前庭阈值的宇航员或者
飞行员更可能在飞行过程中迷失方向，特别是引
力小于地球引力的宇宙环境中，比如说月球表
面。相关研究发表在《神经生理学》在线杂志上。

马萨诸塞州眼耳医院詹克斯前庭生理学实
验室的共同主任、哈佛医学院耳鼻喉科讲师
Faisal Karmali 博士称：“即使安全飞行已经得到
了全面改善，迷失方向感仍然是致命事故的起
因之一。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前庭系统在驾驶飞
机和飞船安全着陆时有重要作用。”

11 名代表飞行员群体的健康年轻人在前
庭阈值测试中，参与者坐在一台能够左右移动

的设备中。这项测试是为了测试参与者在黑暗
中能够识别的最小移动，阈值越小意味着前庭
功能越强大。

第二项任务是模拟在天空或者宇宙中的飞
行场景，是为了测试参与者的手动控制表现。测
试者会再次坐在黑暗环境中的一台移动设备上，
但这一次设备将自由移动。测试者需要借助一个
操纵杆修正移动方向并保持自己身体向上。

研究人员还设定了一个额外的测试，在引
力大于或者小于地球引力的环境中测定参与者
手动操控的表现。这一引力环境模拟的是火箭
发射和着陆过程中的情景。

综合实验结果，研究人员发现，低前庭阈值

与手动操控的优异表现之间存在强相关性。
“我们借此推断，在引力只有地球 1/6 的月

球上，宇航员降落到月球表面所遭遇的困难可能
要超过在地球上的着陆。”Karmali 表示，这一最新
发现有可能对宇航员的任务分配产生影响，还可
能会让人们根据前庭阈值测定结果，以确定哪些
宇航员和飞行员在降落过程中容易出现失败。

研究的第一作者 Marissa J. Rosenberg 博士
称：“如果有一群宇航员要执行月球飞行任务，
那么其中两人将负责执行着陆任务。或许在宇
航员的任务分配之前进行前庭阈值测量是非常
值得的。” （尚客）

相关论文信息：

最近，《细胞》 杂志刊登了一项来自巴塞
罗那科学技术研究所（BIST）的最新成果，研
究者对小鼠成纤维细胞进行了大规模分析，
揭示了皮肤细胞衰老的变化。原来当成纤维
细胞老去，它们会“玩忽职守”，放掉生产胶原
蛋白、弹性蛋白等物质的职能，转而参与免
疫、炎症等工作，而且表现出了掺和脂质生成
的倾向。

研究人员对 4 组小鼠进行了热量限制实
验：正常吃饭的 2 月龄小鼠，正常吃饭的 18
月龄小鼠，少吃 30%的 18 月龄小鼠，少吃了 7
个月又正常吃 2 个月的 18 月龄小鼠；高脂饮
食实验则是正常吃饭和高脂饮食的两组 2 月
龄小鼠。结果显示，虽然少吃并没能阻止细胞
的成长，但是在转录水平上的差距还是十分
明显的，少吃明显让衰老小鼠的细胞功能更
接近年轻小鼠；与之相反，高脂饮食的小鼠细
胞“老”得更快。

相关论文信息：

少吃延缓衰老

（北绛整理）

11 月 13 日，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我国“人
造太阳”项目获得重大突破，首次实现加热功率
超过 10 兆瓦，等离子体储能增加到 300 千焦，
在电子回旋与低杂波协同加热下，等离子体中
心电子温度首次达到 1 亿摄氏度。

“人造太阳”全称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计划”，其装置是一个能产生大规模核
聚变反应的超导托卡马克。ITER 计划是目前全
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之一，合作承担 ITER 计划的七个成员是欧盟、
中国、韩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和美国，这七方
包括了全世界主要的核国家和主要的亚洲国
家，覆盖的人口接近全球一半。

ITER 计划的实施结果将决定人类能否迅
速地、大规模地使用聚变能，从而可能影响人
类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的进程。在全世界都
对人类能源、环境、资源前景等问题予以高度
关注的今天，各国坚持协商、合作的精神，搁置
诸多的矛盾和利害冲突，最终达成了各方都能
接受的协议，并开始合力建设世界上第一座聚
变实验堆。

人造太阳

不会飞的最小鸟类从哪来

当下，人们除了追求食物的安全生态，也越来
越关注衣着的安全生态。因为科学实验已证明，纺
织品中的染料、重金属、有害化学助剂等会对人体
造成慢性危害，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人体器官发
生病变。

虽然 《生态纺织品技术要求》《国家纺织产品
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对我国境内生产和销售的纺
织品中有毒有害物质作了明确规定。但在实际生
产中，这些规定和要求很多时候未被遵守。

“目前，追求‘天然、健康、环保’已成为纺织品
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科学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必然产物。”前不久，在“生态天然纺织品与健
康生活”座谈会上，北京中彩天星纺织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郭顺表示，天然有机原料在种植过程中不
使用化肥、农药，在纺织加工过程中不添加任何有
害化学助剂。

这为天然有机彩棉的研究、种植和应用带来
了新的机遇。“支持推广天然彩棉，不仅有利于彩
棉生产的发展，更有利于消费者健康和环境保护，
还能推动生态事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安
全课题组负责人邢东田说。 （王卉）

天然健康环保
成纺织品发展趋势

《科学转化医学》近日发表了一项来自美
国 Van Andel 研究所的新成果，研究者们分析
了瑞典近 170 万人、超过 9100 万人的数据发
现，早年做过阑尾切除手术的人群，帕金森发
病风险降低了 19.3%。对比另一个帕金森患者
数据库也发现，做过阑尾切除手术的患者发
病时间平均晚了 3.6 年。

进一步研究显示，健康人的阑尾中也普遍
存在帕金森的病理蛋白———α- 突触核蛋白
的寡聚体和短片段，而且阑尾的裂解物还能
够促进这二者的形成。

虽然目前普遍认为阑尾是一种退化的器
官，不过近年来也有研究发现，阑尾黏膜上具
有很多免疫细胞，阑尾其实是一种帮助淋巴
系统检测和清除病原体的免疫器官，另外一
些证据表明，阑尾具有储藏肠道菌的作用，可
以参与调节肠道菌群组成、帮助维持肠道功
能。

相关论文信息：

阑尾与帕金森氏症

巧克力毛色的拉布拉多犬其平均寿命明
显低于黑色和黄色毛色的同伴，因为他们患耳
部感染和皮肤疾病的风险更高。这项研究由悉
尼大学完成，相关论文发表在《犬类遗传学和
流行病学》杂志上。

此项研究涉及了英国超过 3.3 万只各种毛
色的拉布拉多猎犬。研究发现，非巧克力毛色
的拉布拉多犬的平均寿命为 12.1 年，比那些巧
克力毛色的个体寿命长 10%以上。其中，相比非
巧克力毛色的拉布拉多犬，耳部炎症（外耳炎）
的发病率在巧克力毛色的个体中也高两倍，创
伤性皮肤炎的发病率则高 4 倍。

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悉尼大学自然科学
院教授保罗·麦克格里维称：“毛色与疾病之间

的关系令研究人员感到惊讶。但是在英国的发
现未必能够代表澳大利亚的拉布拉多犬状况，
因此我们有理由进行探索。”

他声称：“毛色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或许代
表繁殖某些毛色拉布拉多犬时产生了一种意
外的结果。由于巧克力毛色在狗当中属于隐性
基因，因此这种色彩的基因必须存在于双亲
中，它们的后代才会出现巧克力毛色。这就会
导致在不断减少的基因库中，出现耳部和皮肤
疾病的基因比例更大。”

在整个拉布拉多犬群体中，最常见的健康
问题是肥胖、耳部感染和关节问题。保罗·麦克
格里维称：“我们发现 8.8%的英国拉布拉多犬
体重超标或者肥胖，属于狗类中比例最高的品

种之一。”此外，该研究还发现，遭受阉割的雄
性发病率更高。 （邱成刚）

相关论文信息：

狗的毛色影响健康

巧克力毛色的拉布拉多犬与其他毛色的
个体相比平均寿命更短。

前沿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