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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垃圾的东西，
对某些鸟类来说却是鸟巢的最佳装
饰物。比如，黑鸢就会找一些散落在
地上的白色塑料片装饰自己的家。

虽然大部分鸟类是用这些装饰
物来吸引异性的，但黑鸢的装饰物
却表明了另一种信息：别来烦我。研
究人员发现，这些人造的物品能够
警告鸟类的敌手，告诉它们如果你
胆敢侵犯主人的地盘，我的主人将
非常乐意与你过过招。

鸟类学家们很早之前就对鸟类
的这种行为感到惊奇不已了，一些
种类的鸟儿会将小树枝、贝壳和浆
果等衔到自己的窝里或其他建筑物
里，用以吸引配偶。

比如说，黑鵖中有一种分布于北
非和西班牙的小型鸣禽，雄鸟会通
过它们放在鸟巢里石子的体积和数
量来展示自己的强壮程度。而雄性
园丁鸟巢里的小树枝越多，则表明
它越有能力阻止其他雄鸟从自己眼
皮子底下偷走这些装饰品。

但有些鸟往家里划拉破烂的原
因却没有那么明显。一种生活在欧
洲、亚洲、澳洲和非洲的中型食肉鸟
类———黑鸢就是个例子。雄性黑鸢
也会用一些杂物装饰自己的巢，但
却不是用来吸引雌鸟，因为这种鸟
是两口子共同筑巢的。

西班牙多那那生物站的生态学
家 Fabrizio Sergio 想知道是不是这种
鸟把它们的装饰物当做别的什么信
号了。为了验证他的假说，Sergio和
他的同事花了好几年时间，在西班
牙西南部的湿地里跟踪黑鸢。

研究人员给 127 个鸟巢里的装
饰物进行了分类和计数，并对鸟巢
主人和它们子代的存活情况进行了
监测，这样可以判断出这些鸟巢的

主人是否在鸟群里适应得最好。他
们还沿着路边寻找所能找到的垃圾
种类，并与鸟儿们捡到窝里去的那
些作了对比。

在一项实验中，Sergio的研究小
组使用绿色或白色两种面积为 20平
方厘米的透明塑料片，来确定黑鸢
更青睐哪一种。而在另一个实验中，
研究人员在一些鸟巢里放了更多的
装饰物，来观察其他鸟的行为受到
了什么影响。

事实证明，黑鸢对装饰物的种类
确实比较挑剔。即使近处有绿色的
透明塑料片，但只要它们发现了白
色的，哪怕再远也要飞过去捡。

在鸟群中适应能力更强的个体，

也就是生活得更好、生育了最多后
代的个体，会将巢筑在离可以找到
垃圾的湿地更近的地方，同时它们
的窝里也倾向于拥有更多的装饰
物。那些领地很少的黑鸢家里几乎
没什么摆设，很老和很年轻的鸟儿
家里也“一贫如洗”。

就这样，研究人员将鸟巢装饰物
和其主人的适应能力联系了起来。
潜在的入侵者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
点。那些喜欢偷别人食物或者强抢
民宅的鸟几乎从来不去碰那些装饰
得最好的鸟巢，而其貌不扬的鸟巢
在一个小时能遭受到高达 6 次的袭
击。Sergio和他的同事将这些结果在
线发表在 1 月 20 日出版的《科学》

（Science）杂志上。
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行为

生态学家 Timothy Wright认为，这项
研究首次证明了动物装饰自己巢穴
的目的不仅限于求偶。“这项研究很
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类信号可在领地
防御中发挥作用。”他说，“我认为今
后很少再会有鸟类学家能用同样的
方法来研究鸟巢了。”

Sergio认为人们也不该这样做。
他说：“我们确实相信，有成百上千
个物种不仅用它们的巢穴来哺育和
保护后代，巢穴本身也蕴涵着建筑
者的一些信息。”
（丁佳 译自 www.science.com，

1月 23日）

姻美国科学促进会特供姻

科学此刻杂糟蚤藻灶糟藻 晕燥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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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机构利益冲突监管政策

鸟儿也“懂”量子力学

新华社电 量子力学对大部分人
来说意味着深奥和难懂。而有研究显
示，小小的知更鸟却“懂”量子力学。
英国研究人员报告说，知更鸟在迁徙
中应用相关原理辨识地球磁场方向，
甚至在有些方面比人类现有水平还
高。
英国牛津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

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在研究知
更鸟时曾发现，它们的眼睛中存在一
种可以感应磁场的特殊结构，其功能
与指南针相似，可用于辨认地球磁场
的方向。随后的进一步研究又发现，
知更鸟眼中的“指南针”极为灵敏，对
极微小的磁场噪声都会产生反应，这
种灵敏度只有在量子层面上才能实
现。
研究人员埃里克·高杰说，量子

力学在科技上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但由于研究困难，现在能投入实际应
用的成果还不多，没想到已经有活生
生的动物进化出了应用量子力学的
能力。
研究人员还说，知更鸟在“掌握”

量子力学的某些方面已经超出人类
的现有水平，比如其眼中的“指南针”
需要用到一种名为“量子相干”的状
态，现在人类制造出的类似装置在室
温下最多只能维持这种状态 80 微
秒，而知更鸟的“指南针”至少能维持
这种状态 100微秒。研究人员表示，
将对知更鸟相关生理结构进行深入
分析，这可能有助于研发出类似的量
子技术。
相关研究报告将发表在学术刊

物《物理评论通讯》上。 （黄堃）

日本将棋类选手的直觉
归功于努力训练

新华社电 日本一项研究显示，
专业日本将棋（日本象棋）选手凭直
觉出子的时候，会有业余选手不存在
的脑部神经回路活动。虽然普通人的
脑部也存在这种能够产生直觉的神
经回路，但是只有经过长年努力训练
才能够发达起来。相关论文已经刊登
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脑科学综合

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对日本将棋联
盟的 28 名专业棋手和 34 名业余棋
手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在棋手下棋
时对他们进行大脑核磁共振成像扫
描，观察他们作出瞬间判断时大脑的
活动。
结果在专业棋手大脑中发现了

两个可活跃发挥作用的区域。其中之
一是位于顶叶后侧内部的楔前叶，它
在实战的最初和终盘布局时会活跃
起来。另一个是位于大脑基底核内的
尾状核，它在凭借直觉选择下一步出
子时会发挥作用。
研究人员发现，专业棋手大脑的

这两个区域连锁发挥作用。他们大脑
楔前叶处理的布局信息，瞬时间送到
尾状核，引导下一步出棋。有可能正
是通过长年训练，连接两个区域的神
经回路变得非常发达，从而使专业棋
手产生了可以快速找到最优方案的
直觉。
研究小组带头人田中启治指出，

这一研究表明，专业将棋选手的直觉
不是天生，而是通过努力练成的。这
对其他行业也有启发。 （蓝建中）

法国对一种肝炎药物
展开临床试验

新华社电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
研究所近日宣布，该机构已于日前对
一种治疗暴发性肝炎的药物展开临
床试验。
据参与试验的研究人员尼古拉·

莫尼奥介绍，这种药物由重组的蛋白
质构成，它不但能帮助肝细胞抵御加
速衰老和死亡的侵袭，还可以刺激细
胞再生。
莫尼奥表示，这项临床试验从去

年 9月开始筹备，共有 60名暴发性
肝炎患者参与其中，他们将被分为对
照组和试验组，其中对照组服用安慰
剂，试验组注射这种药物。整个疗程
历时 3 天，在此期间，试验组每 12 个
小时就要注射一次这种药物。预计
试验初步结果将于 2012 年年底出
炉。
暴发性肝炎又叫急性坏死型肝

炎，可能由中毒或病毒传染等多种因
素引发。人患此病后出现肝功能衰竭
等症状，如不及时进行移植手术，就
会导致死亡。目前医学界还没有研究
出有效的药物治疗这种疾病。

（李学梅）

交什么样的朋友
或与基因有关

新华社电 人们选择交什么样的
朋友，除了性格、爱好等原因，可能还
与基因有关。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朋
友之间既存在基因上“同气相求”的现
象，也存在“异类相吸”的现象。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
院学报》上报告说，排除种族、性别等
影响因素之后，朋友之间基因组的相
似程度仍有着特别之处，有些基因格
外相似，有些基因又格外不同。

研究人员对两个健康研究项目的
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上述结论。这些
项目涉及约 5000人，记录了受访者的
社交网络信息，以及 6 个特定基因中
每个基因上某个特定位点的差异，即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

SNP 是由于单个核苷酸变异导致
的 DNA 序列不同，是人类可遗传的
变异中最普遍的一种，也是人与人之
间基因组差异的主要来源。

研究人员发现，对于一个称为
DDR2 的基因上的某一位点，朋友之
间倾向于拥有相同的 SNP；而对于一
个叫 CYP2A6 的基因上的某一位点，
朋友之间的 SNP 差别反而比其他人
大。

目前人们还不清楚上述两个基因
的具体作用，但以前有研究显示，
DDR2 基因与酗酒的习惯有关，而
CYP2A6 影响人体的药物代谢和激素
合成，与烟瘾和思维开放的程度有
关。

研究人员猜想，人们倾向于结交
基因组与自己特别相似或特别不同的
朋友，可能有着某种进化上的好处。但
有科学家提出，基因影响行为的机制
非常复杂，这项研究涉及的 DNA 数
据太少，说服力不足，还需要更深入的
研究。 （高原）

英研究人员说一种药物
可延长黑素瘤患者生命
新华社电 黑素瘤是一种难以治疗

的皮肤癌，近来热映的电影《非诚勿扰
2》中一名角色因患黑素瘤而死亡的情
节让人印象深刻。不过，英国研究人员
日前表示，他们在治疗黑素瘤方面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可以用一种药物延
长部分黑素瘤患者的生命。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伦敦
皇家马斯登医院等机构已经对这种被
称为 RG7204 的新药进行了临床测
试，结果显示与现有化疗等治疗方法
相比，它可以有效延长部分黑素瘤患
者的生命。不过，由于这项研究结果还
没有正式在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上发
表，研究人员没有透露它究竟可以使
生命延长多久，而只是说“显著长于”
现有疗法。
皇家马斯登医院研究人员詹姆

斯·拉金说，这是一项突破性进展。黑
素瘤一直是难以治疗的顽症，而这项
临床试验获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许
多患者的肿瘤都缩小了，他们的生命
也因此得以延长。

据报道，这种药物具有抑制一个
名为 BRAF的基因变种的功能，之前
的研究发现这个基因变种是导致黑素
瘤的重要原因。在恶性黑素瘤患者中，
约有一半人都携带有这个基因变种，
因此这种药物今后可能会和基因检测
手段一起使用。

虽然这种药物还只对部分黑素瘤
患者有效，但已经是这一领域多年来
少有的进展。最近 30年黑素瘤发病率
上升了 4倍，但人类一直没有研发出
有效的治疗药物。如果能够及早发现，
在黑素瘤早期可以采取切除等方式治
疗，但也常常复发；如果发现过晚，即
便采用化疗等治疗方法，患者剩下的
生命时间也常常只能按月计算。

（黄堃）

鸟窝垃圾警告敌人：
离我远点儿！

阴本报记者 王丹红 /编译报道
目前，在美国尽管有许多讨论关

于大学等研究单位是否应制定足够
的政策来管理其医学研究人员的利
益冲突，但却很少有话题涉及包括单
位在内的利益冲突。
据《科学》杂志在线新闻报道，今

年 1月 10 日，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署
监察长办公室发布报告指出，虽然部
分大学制定有管理机构利益冲突的政
策和措施，但许多大学都没有这样做。

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的监察长办
公室是根据 1978 年的《监察长法》创

建的，其职责是受理对雇员贪污受
贿、滥用职权等行为的举报，以及其
他管理方面弊病的调查。

为了保证监察长办公室不受行政
干扰，其人事权和预算相对独立，各
部门和重要机构的监察长需总统提
名并获国会参议院批准。监察长办公
室有责任直接向国务卿和国会报告
相关问题，并提出修正意见。

在这份题为《NIH 经费获得者的
机构性利益冲突》的报告中，健康与
人类服务署监察长办公室指出，联邦
政府并未要求受资助单位鉴别、报告
和管理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但当

涉及到单位自身或其高级官员的经
济利益时，他们可能会冒风险对与机
构研究相关的决定产生过度影响，因
而会出现机构性利益冲突。

不同于单个研究人员，受美国国家
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机构并未被
要求制定有关机构利益冲突的政策。为
了了解这些机构在机构利益冲突上如
何行事，联邦政府健康和人类服务署监
察长办公室对 250 个研究单位实施了
调查，其中绝大多数是大学，这 250个
机构是 NIH 所资助的 2000 多个机构
中的一部分。

结果显示，有 156 个机构作出回

应，占受调查总数的 62%，而其中的
70个机构表示，他们制定有定义利益
冲突的书面政策，比如机构或高层官
员持有的公司普通股票，以及持股票
量的多少可以定义为机构利益冲突。

报告指出，与没有书面政策和措
施的单位相比（愿苑 个单位中只有 猿
个），制定了书面政策和措施的单位
更有可能鉴别出利益冲突（远怨个单位
中有 员缘个）。在 圆园园愿财政年度，员愿 个
单位鉴别出至少 猿愿 个与 NIH 研究经
费相关的机构性利益冲突。最普遍的
冲突形式是机构非公开持有公司的
股票。对那些鉴别出机构性利益冲突

的机构来说，最常用的战略就是将这
些情况公开。

监察长办公室敦促 NIH 向其资
助的研究机构提出要求，要求它们制
定机构利益冲突的政策并向 NIH 报
告，以便确保其资助的相关研究没有
故意或无意识的利益冲突。

监察长办公室认为，NIH 了解机
构性利益冲突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
这样就能确保其资助的相关研究避
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偏见。美国医学
院协会和其他团体也敦促其成员制
定机构利益冲突监管政策，并为它们
提供相应的指导。

有用的垃圾。正处于壮年时期的黑鸢（上图）在它们的巢里堆放了许多杂物，以告诉同类它们可不是好惹的。

阴丁佳
在英国著名小说家 Jane Austen

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中，主人公
达西先生费尽了周折，才让伊丽莎
白小姐改变了对他的恶劣印象，最
后喜结连理。Austen 对第一印象的
影响深有感触，以至于这部小说起
初的名字，就叫做《最初印象》。
人们总是说：“你永远不会有

第二次机会重塑自己的第一印
象。”最近，一项由加拿大、比利时
和美国的心理学家联合完成的研
究证明此言不虚。
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

人们表现出和第一印象相悖的行
为，则这些新的行为只在一定条
件下才能被别人所认同。也就是
说，不管人们后来的表现如何，
都只能在一定情况下引起他人的
反应，而第一印象仍会在其他时
候起作用。
“设想一下，你有一个新来的

同事，你觉得他并不是很讨人喜
欢。”论文的第一作者、加拿大西安
大略大学的 Bertram Gawronski 说，

“几个星期后，你在一个派对上见
到了这个同事，发现他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人。但即使你知道自己对人
家的第一印象是错误的，你对他的
新印象还是只会在类似派对这样
的场合里才起作用，其他时候你还
是本能地不喜欢他。”
为了弄清第一印象究竟能持

续多久，Gawronski 和他的合作者
们让参加实验的志愿者观看电脑
屏幕上出现的一个陌生人，同时告
诉他们有关这个人的正面或负面
的信息，让他们建立对这个人的第
一印象。
随后，受试者又被告知了有关

这个人的一些新的信息，这些新的
信息与之前的信息并不一致。而为
了研究环境的影响，研究者在受试
者建立对这个人的印象时，还对电
脑屏幕的背景颜色作了微妙的调
整。
当研究者依次记录受试者对

电脑上那个人的本能反应时，他们
发现新的信息只会在屏幕背景色
与被试者第一次接受新信息时一
致的情况下才起作用。而在其他背

景色下，受试者对目标对象的印象
仍会被第一印象所左右。研究者的
这一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实验
心理学杂志：总论》（Journal of Ex-
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上。

尽管这项研究支持了人们一
直以来相信的事情———第一印象
很难改变，但 Gawronski指出，在有
些时候，第一印象是可以被改变
的。

Gawronski 说：“你需要做的事
情，就是让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在
许多场合下都受到挑战。如果能做
到这一点，新的印象就能‘去背景
化’，并逐渐使第一印象失去效力。
但如果你只是让新的印象不断地
在同一背景下出现，那么对不起，
第一印象还是会在别人评判你时
占据主导地位。”

据 Gawronski 介绍，他们的这
项研究对临床心理疾病的治疗也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假如有一
个害怕蜘蛛的病人，治疗师如果想
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那么最好能
到更多的背景环境中开展治疗，而
不是只窝在医师办公室里。”他说。

第一印象为何难以磨灭？

与人第一次见面时还是
好好表现吧，事实证明第一印
象确实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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