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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知科技 与发现探索

大熊猫为何“变”成棕色了
●曹庆

嗅探机器人安装蝗虫触须
灵敏度提高1万倍

●欧飒

“丹丹”是首只科学记载的棕白体
色大熊猫，1985 年 3 月 26 日被发现于
佛坪保护区大古坪保护站辖区内。

迄今为止，共科学记录 10只棕色
大熊猫，其中 6 只在位于秦岭腹地中
段南坡的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被发现，其余 4 次在保护区的相
邻区域。此处数量单位不使用“只
（次）”，是依据发现时间、野生大熊猫
家域面积、动物被发现时的年龄等因
素，排除了重复发现的可能。

目前，生活在位于秦岭北麓的秦岭
大熊猫研究中心的“七仔”是第七只科
学记载的棕色大熊猫，于 2009年 10月
在佛坪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辖区内发
现，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唯一一只公众
可以眼见为实的棕色大熊猫活体。

“丹丹”是目前唯一一只后代被科
学记录的棕色大熊猫，除了体毛颜色特
别之外，它的生物学特性与黑白色大熊
猫没有差异。进入人工圈养状态后，产
下3只幼崽，全是黑白色大熊猫。

1991 年 6 月 22 日，在佛坪保护区

内光头山一带拍摄到一只黑白体色
大熊猫母兽带领 1只棕色大熊猫幼崽
跑进竹林，这是第 3 只科学记载棕色
大熊猫。这张不甚清晰的影像，证明
棕色大熊猫为黑白大熊猫所生。

佛坪保护区巡护员目睹了发生在
2009 年春天的一场野生大熊猫聚群
争偶大战，现场没有棕色大熊猫，并
确定一只名叫“喜悦”的大熊猫是“七
仔”的父本。此后，在十余年的野生
大熊猫聚群争偶监测中，“喜悦”每年
都出现在交配场，并多次夺得交配
权。“七仔”之后，在佛坪保护区内再
未发现棕色大熊猫踪影，由此推测

“七仔”的棕色基因大概率来自母亲。
综上，可以判断棕色大熊猫属于

秦岭大熊猫种群的特殊色型，是秦岭
大熊猫的特色、特别成员。

秦岭腹地频繁发现棕色大熊猫，
目前有基因突变说、性状返祖说、微
量元素说、隐性基因纯合说等推测，
但均不能解释特殊色型大熊猫没有
其他中间色型。可能棕色在大熊猫
物种某一进化期短暂出现过，也可能
棕色是在进化和适应的进程中被物
种所放弃。

“七仔”被发现后即离开野外生活

环境。在圈养过程中，发现它的成长、
食性、作息、喜爱等与其他黑白大熊猫
没有差异。在与大熊猫小伙伴一起长
大的过程中，“七仔”不争不抢，很乖，
显得弱、笨、憨、迟钝，体现出竞争力
弱、主动性差、依赖性强等弱点，能否
在险象环生的丛林中建立领地、保护
领地、抢占先机，令人不乐观。

在繁殖生态方面，棕色大熊猫也
显得不乐观。以“七仔”为例，尽管研
究中心在自然交配、人工受精等方面
给予“七仔”与其他种公兽以同等机
会，它至 2022年夏天仍没有后代。

具有棕色基因的大熊猫繁殖和遗
传都值得探讨。假设在野外，母熊猫
生下双胞胎，其中 1只棕色幼崽，母熊
猫会放弃相比弱小的 1 只，棕色幼崽
大概率是被放弃的首选；假设母熊猫
只生下 1 只棕色幼崽，如果是 1 只雌
性个体，成年后它生下的孩子不一定
是棕色，比如“丹丹”的后代。如果幼
崽是一位雄性个体，在野外的聚群争

偶中，它的胜率如何呢？唯一能随时
拿来参考的“七仔”，虽已“壮年”却没
有后代。

“丹丹”在野外发现时，是成年个
体，十分孱弱。抢救成功后，它在西
安动物园生活 15年，其健康、成长、爱
情、后代等被无以复加地关注。它的
孩子中，仅“秦秦”存活至中年，于 17
岁时去世，没有留下后代。

野生大熊猫的繁殖策略是一种优
选加保险方式，保证了强壮的基因得
以传递。假如“秦秦”和“七仔”生活
在野外，以它俩腼腆有余、勇武不足
的表现，不大可能在聚群争偶大战中
获胜。

每个物种的体量、长相、寿命等生
态学特征，都是生物学特性的结果。
关注棕色大熊猫，对研究大型动物种
群演化、生理和健康等方面有意义，
但对大熊猫野外种群保护、栖息地修
复、野外种群复壮等没有实际意义。

（据《科普时报》）

俗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
自己跑掉”。在春节前扫尘，是中
国人素有的民俗习惯。扫尘之日，
全家齐动手，用心打扫房屋的每个
角落，干净迎新年。

灰尘是环境污染之物，是人类
健康大敌。人们外出经过建筑工
地时，灰尘扑面，不是捂着嘴鼻就
是 闭 上 眼 睛 ，生 怕 灰 尘 入 眼 入 嘴
鼻，足见对灰尘的厌恶程度。但考
虑问题也要一分为二，如果人们真
正离开了灰尘，生存会寸步难行。

如果没有灰尘，大地将是一片
黑暗。我们看到的天空是明亮的，
那 是 由 于 太 阳 光 的 辐 射 造 成 的 。
太阳辐射的光又通过反射、散射和
折射，来改变太阳辐射的方向。正
因为空气中混杂着各种尘埃，所以
当太阳辐射到大气中，一遇到空气
中的分子或微小尘埃时，太阳辐射
的一部分能量就会以这些质点为
中心，向四面八方散射开来，使天
空变得明亮，不然的话大地将一片
黑暗。

如果没有灰尘，云雨难成。大
气中水汽和固体尘埃是成云致雨
的必要条件。因为尘埃可吸湿微
粒，成为凝结核。凝结核是空气中
促使水汽凝结的微粒。如果没有
凝结核，空气中的水汽要凝结就很
困难。但是如果加些吸湿性的微

粒，如烟粒、灰尘，就会使周围水汽
吸附在它的上面凝结，使之成云致
雨。我们看到城市上空的雾往往
比郊区多，就是因为城市空气中尘
埃较多的缘故。

没有灰尘，生物无法生存。地
球上有生物首先取决于地球在太阳
系中的位置，即地球距离太阳的远
近。正是由于地球距离太阳远近适
中，所以温度适宜。如果没有灰尘，
那么地球表面会热得难受，人类将
无法生存，就连地球上的其他生物
也活不了。因为温度太高会使蛋白
质凝固，血液循环发生障碍。正由
于有了灰尘就使近地面的低空多了
一层保护膜，灰尘可以吸收一部分
太 阳 辐 射 热 ，从 而 降 低 地 面 的 温
度。同时，灰尘和水汽结合产生云
滴，成片云滴组成厚厚的云层。大
气中的云层和尘埃又具有反光镜的
作用，可以把投射在其上的太阳辐
射的一部分，又反射回宇宙空间，云
层愈厚愈多反射愈强，从而有效削
弱地面升温的趋势。人们会有这样
一个感觉：尽管夏季炎热，一旦天空
多云，白天的气温也不会太高，这就
说明了这一道理。

可见，灰尘虽脏，面目可憎，使
人厌恶，但是缺少了还真不行。

（据《科普时报》作者系湖南省
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日本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生理学研
究所近日发表公报说，该所研究人员
参与的团队研发出一种生物材料，该
材料在动物实验中被观察到能促进脑
部受损的实验鼠新生神经元的迁移，
并能改善脑损伤造成的运动功能障
碍。

公报说，哺乳动物出生后，其大脑
特定部位仍不断有新的神经元产生。
如果发生脑损伤，新生神经元能够迁
移到受损部位，促进大脑功能修复。
然而由于缺少足够的发挥“脚手架”功

能的细胞来引导新生神经元高效迁
移，自然发生的新生神经元迁移在改
善脑损伤导致的功能障碍方面效果并
不理想。

日本生理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参与
团队研发出一种超分子生物材料，这种
人工材料含有促进新生神经元迁移的
细胞黏附分子——神经钙黏蛋白的胞
外结构域。这种液态材料被注入大脑
受损部位后，其分子会在注射部位附近
聚集，形成纤维状结构，并变成凝胶状。

研究人员通过小鼠实验观察到，

这种新型生物材料不仅能促进新生神
经元向大脑表面受损部位迁移，还能
促进它们向大脑深处受损部位迁移。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生物材料能在一
段时间内为脑内新生神经元持续迁移
提供支撑点。

在脑损伤小鼠被注射生物材料一
个月后，研究人员对损伤修复情况进
行评估发现，注入的生物材料已经分
解，在损伤严重的靠近小鼠大脑表面
部位有很多由新生神经元分化而来的
成熟的神经元。

研究人员对实验鼠进行的步行功
能测试也发现，注射了这种生物材料
的脑损伤实验鼠步行功能恢复到与健
康实验鼠相近的水平。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新一期国际期
刊《生物材料》杂志上。公报说，这项
研究成功利用新型超分子生物材料促
进了脑损伤小鼠新生神经元的迁移，
如果能应用类似技术在生物体内形成
包含其他细胞黏附分子的支撑点，有
望用于治疗脑损伤以外的疾病。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
把蝗虫触须安装到机器人上，利用蝗
虫的灵敏嗅觉将机器人辨别气味的
灵敏度提高约1万倍。

据路透社 6日报道，研究人员将
蝗虫触须与一台小型机器人用于嗅
探气味的两个电极连接，形成一个

“生物传感器”。当机器人接触不同
气味时，这个传感器向与之连接的一
个电子系统传递不同的电信号，进而
依据为此创建的气味数据库信息辨
别出所接触气味。

研究显示，这台机器人能够嗅出
天竺葵、柠檬、杏仁蛋白糖等 8 种气
味，嗅探灵敏度比普通的电子设备高
大约1万倍。

研究人员说，人和其他动物的眼
睛、耳朵、鼻子等感官的工作原理是
接收器发现并辨别不同信号，继而把
这些信号转换成电信号，最后由大脑
将电信号解析为信息。让机器人利
用蝗虫触须嗅探气味的难点在于将
生物感应系统与电子系统融为一体。

研究人员说，机器人嗅探气味的
功能可用于嗅探爆炸物、毒品，甚至
筛查疾病，融合蝗虫触须生物传感器
与机器人深度学习系统以嗅探气味
的原理或许还可以用于增强机器人
的视觉和触觉等方面。

参与研究的研究人员本·毛兹
说：“大自然比我们先进得多，所以我
们应该利用这一点。”（据新华社电）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真菌多样
性与分子进化专题组人员与德国同行
合作，对口蘑属的分子系统发育关系
进行了研究，松茸、假松茸、栗褐口蘑、
巨膜口蘑等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物种
从此前隶属的真环口蘑组搬到了“新
家”——松口蘑组。该研究近日发表
于真菌学经典杂志Persoonia。

松茸（松口蘑）隶属于口蘑科口
蘑属，因其食用价值而家喻户晓。口
蘑属成员均为外生菌根真菌，与松科、
壳斗科、桦木科及杨柳科等植物形成
共生关系，在维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健
康和稳定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该
属真菌内部的系统亲缘关系依然存在
争议，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中都急需
一个有可靠分子证据支撑、能反映该
属进化关系的较自然的分类系统。

研究人员通过单个片段（ITS）、5
个片段以及 50个片段的核苷酸序列
分析，对口蘑属的分子系统发育关系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ITS 单片段
序列可用于界定口蘑属的大部分物
种，5个片段序列的联合分析可用于
识别该属各组并解析部分组之间的
亲缘关系，而 50 个片段序列的联合
分析能够很好地解析属内各组间的
系统亲缘。基于 50个分子片段首次
构建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结合形态
特征，该研究提出了口蘑属 4亚属 11
组的新分类系统，包括新亚属棕灰口
蘑亚属、新组松口蘑组和福卡口蘑组
等。该研究还发现，皂味口蘑亚属应
归入口蘑亚属，真环口蘑组和巨口蘑
组需并入原发口蘑组。

（据《中国科学报》）

2岁的“七仔”和小伙伴“二郎”在一起。 ■徐光岚 摄

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秦岭人与自然宣教馆”馆藏

品中，有一具名为“丹丹”的棕白体色大熊猫标本，被誉为“镇

馆之宝”。23 年来，每一位进入馆内的访客，无不被端坐馆中

的“彩色大熊猫”吸引。那么，它与常见的大熊猫有什么关系

呢？

■仅在秦岭腹地偶见

■并非独立物种

■为什么有特殊色型

松茸搬“新家”了
●高雅丽

口蘑属各组模式种或代表种个体照片。 昆明植物所供图

灰尘也是人类的朋友
●肖植文

日本研发出促进脑损伤修复的生物材料
●钱铮

冰雕里的鱼不能“冻”而复生
前不久，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有人在冰雕中发现了一条鱼，然后这
条可怜的鱼就被全网围观了……

之后，网友们开始寻找各地冰雕
中的鱼。还有一些“热心群众”用铲
子将冰雕里的鱼“营救”出来。

那么，凿开冰雕“营救”出的鱼还
能活吗？还是像一些网友说的：这条
鱼成了“薛定谔的鱼”，处于死鱼和活
鱼的叠加状态？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
只有极少数生物可在“解冻”后

存活
可以肯定地说，“凿冰救鱼”这种“营

救”行为是无效的，因为鱼已经死了。
为什么这么肯定鱼已经死了？
这是因为自然界中绝大多数生

物都是可以被冻死的，而且它们在冻
死后无法复活。之所以冻死无法复
活，是因为细胞内细胞质的主要成分
——水在低温环境中结冰后，会产生
冰晶。

虽然印象中的冰晶都是晶莹美
丽的，但它会像一把把利刃，无情地
刺穿细胞膜，加上水变成冰晶后体积

会变大涨破细胞，导致细胞死亡，而
一旦细胞全部死亡，生命自然也就不
复存在。

显然，本文开头提到的鱼在冰雕
中已经有几天了。通常来说，它体内
的细胞应该已经全部“暴毙”，就算将
其挖出来放在温暖的环境里也无济
于事了。

当然也有例外。
少数生物在被冻成“冰棍儿”后

仍能“死而复生”，例如某些林蛙。林
蛙有很强的抗寒能力，当气温降至零
摄氏度以下后，它会被冻得硬邦邦
的，但待气温回升后，又会逐渐“解
冻”。

这是因为林蛙有一个“看家本
领”——它可以在寒冬将至时，将提
前储备好的葡萄糖填充进细胞，这些
糖分起到了防冻剂的作用，使细胞中
的水分不会因低温凝结，以保护细胞
的完整性。北极地区有一种毛毛虫，
也是通过这种方法挨过寒冬。

河湖结冰为何鱼没被冻死
既然自然界的绝大多数生物都

没有林蛙这种绝技，那为什么每到冬

天，江河湖泊的表面冻结后，里面的
鱼还依然活着？

鱼是一种变温动物（俗称冷血动
物或凉血动物），其体温会随水温而
改变。人们根据鱼类对水温的适应
情况，将鱼分成三类：冷水性鱼类、温
水性鱼类和暖水性鱼类。只要温度
没超出它们的耐受范围，鱼儿们就不
会有任何生命危险。

在纬度较高的地方，如我国黑龙
江、乌苏里江流域就有很多冷水性鱼
类，它们甚至能够耐住零下 20摄氏
度的低温。在高寒地区，某些鱼类体
内也会产生“防冻糖蛋白”，以避免细
胞膜和细胞组织破裂。

可能有人会问，在我国东北地区
冬季室外温度动辄就低于零下 20摄
氏度，甚至低至零下 40摄氏度，而冷
水性鱼类最多能耐住零下 20摄氏度
的低温，那它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呢？

与我们常说的“热胀冷缩”不同，
水在结冰时体积会变大，同等质量的
冰就比水的密度小，冰自然就漂浮在
水面上了。这层冰就像是给河面盖

了一层厚厚的棉被，无论外面温度有
多低，除了紧挨着冰层的零度水温区
域，更深层的水，其温度都是 4摄氏
度左右，因此鱼儿照样可以在冰下的
水中生活，只不过活动量会减少。

作为变温动物，鱼不需要用自身
能量来控制体温，这样能减少抗寒时
损失的能量，但是它需要氧气维生。

当江河湖泊被冰封后，氧气就无
法进入到水中。冰层变厚或雪覆盖
冰面后，阳光进入量变少，水中植物
的光合作用也会减弱，释放的氧气也
就随之减少。包括鱼在内的水下生
物等会大量消耗氧气，而鱼一旦缺氧
就可能会死亡。

这也就是为什么冬天凿个冰窟
窿，会有很多鱼蜂拥而至的原因。生
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利用鱼的这个
弱点，在冬日里进行捕鱼活动。

除了因缺氧而死和被捕捞走的
鱼，还有少数鱼会因为温度骤降、被
其他物体牵制无法脱身等原因被冰
封成“标本”。更倒霉的会连冰块一
起被采冰人拉走，然后做成冰雕。

（据《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