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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动物受高温和热浪影响的结果出炉——

它们可能比人类更怕热

《自然·通讯》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建模了4
次近期太平洋东北部热浪对14种顶级捕食者分
布的影响。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科学家此次
使用机器学习和动物追踪数据，理解太平洋顶
级捕食者因海洋热浪事件而产生变化的情况。
团队建模了14种海洋捕食者（包括鲨鱼、哺乳动
物、海鸟、海龟和金枪鱼）的分布响应，他们发
现，有些物种栖息地几乎完全丧失，如2015年热
浪中的蓝鳍金枪鱼和大青鲨；而有些物种的栖
息地增加了 2倍，如 2019年热浪中的加州海狮
和象海豹；某些物种跨越了管辖边界，其中美国
是海洋热浪期间物种流入最多的国家。

这可能导致新的管理风险和责任，但也可
能带来新的经济机遇。例如，在2014年和2015
年热浪事件期间，长鳍、蓝鳍和黄鳍金枪鱼的栖
息地就从墨西哥转向了美国。

在海洋中，热浪还会造成一系列影响，包括
珊瑚白化、物种取代和种群变化。但有意思的
是，《自然》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海洋热浪
对底栖鱼生物量的影响却十分有限。虽然一些
海底物种的生物量会在热浪后显著减少，但这不
是规律而是例外，整体底栖鱼类生物量受到的影
响微乎其微。为何海洋热浪对某些物种的影响

会小于其他物种？这一现象目前依然令人困惑。

海洋的顶级捕食者分布出现了明显变化，
在陆地上，气候变化则加剧了城镇化对本地野
生动物的影响。近日发表在《自然·生态与演
化》的这一结果，是基于分布在北美20座城市不
同地点的相机陷阱的数据得出的。

城市野生动物是生存在城市环境中却未经
过驯养的动物。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团队利
用725个相机陷阱的数据，评估了这些哺乳动物
群落的组成以及每个物种的相对占有率。这些
相机陷阱遍及美国的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
和奥斯汀以及加拿大的埃德蒙顿。

科学家从这些影像中鉴定出了37种本地哺
乳动物物种，包括黑熊、花栗鼠、美洲狮和白尾
鹿。他们发现，物种占有率和多样性，与气候更
暖、植被更少的城市呈显著的负相关性。比如，
佛罗里达州的桑福德市比其他气候相似的城市
拥有更多的绿色植被，该城市就比植被更少的菲
尼克斯市更支持多样性丰富的哺乳动物群落。

总之，当人类和宠物尚能躲进房间享受阴
凉甚至空调时，大部分本地野生动物要么依赖
城市植被，要么在热浪炙烤中默默承受着一切。

去年，由于南极洲冬季海冰范围创历史新
低，帝企鹅的繁殖受到了灾难性影响。卫星图
像显示，帝企鹅逃离了它们在别林斯高晋海的
几乎所有繁殖地，只留下了其中一个。

这是过去13年里在该地区首次观察到帝企
鹅的地区性繁殖失败，也是南极暖化对帝企鹅
群体生存能力直接影响的首批证据之一。虽然
如海鸟生态学家安妮·舒迷德特所言，这次单一
事件“不至于让整个物种灭绝”，但对于这些繁
殖地来说，这一事件已经过了临界点。

气候变化是关键原因。《通讯·地球与环境》
发表的这项研究认为，繁殖完全失败，是这一地
区因气候变暖造成前所未有的海冰损失的直接
后果。

海冰专家们对北极的研究已经证明海冰可以
恢复，办法就是扭转气候变暖。目前还不知这种方
法对南极是否同样适用，但“希望是存在的”。

（据《科技日报》张梦然）

美国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最新观测发现，一
颗太阳系外行星大气中含有甲烷和二氧化碳等，这为
搜寻外星生命提供了新的线索。

美国航天局官网近日发布的一份新闻公报介绍，
这颗名为K2-18b的行星于 2015年被首次发现，距离
地球约120光年，质量是地球的8.6倍。它环绕一颗红
矮星K2-18运行，位于其宜居带内。

公报说，通过分析这颗行星大气中甲烷和二氧化碳
等成分，研究人员认为它可能属于一类被称作“氢海”的
行星，即大气中富含氢气，而表面被海洋广泛覆盖。分析
还显示，该行星大气中可能存在二甲基硫醚，这种化合物
在地球上只由生物产生，地球大气中的大部分二甲基硫
醚由海洋中的浮游植物排放。参与这项研究的英国剑
桥大学天文学家尼库·马杜苏丹表示，过去在系外行星中
寻找生命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较小的岩石行星，但较大的

“氢海”行星更有利于进行大气观测。马杜苏丹说，在追
寻外星生命而对“氢海”行星的研究中，本次发现向前迈
出了有希望的一步。 （据新华社 罗国芳）

约 2.52亿年前，地球上发生了一次最大
规模的生命灭绝事件，此后海洋中古生代类
型的生物被现代型生物所取代，其中双壳类
贝壳动物取代腕足类，全面接管了海洋生物
群落。

这两类生物的“统治之争”缘何发生？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陈中强教授团队联合国
内外合作者，利用高性能计算机进行古生态
模拟分析，发现大灭绝事件与环境因素是导
致这两类生物在海洋生物群落的统治地位
上发生取代的根本原因，相关研究成果近日
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

“化石记录显示，腕足类是古生代海洋中
最常见的底栖生物，无处不在，双壳类在古
生代海洋中则为边缘成员。大灭绝之后，两
者的地位发生了对调。更为神奇的是，这两
类生物的取代事件与大灭绝同时，似乎发生
在‘一夜之间’。”陈中强说，早在一个多世纪
前科学家就关注此现象，但关于生物取代的
驱动力一直悬而未决。

研究团队利用高性能计算机，对近 5亿
年来的近 33万条化石记录进行了贝叶斯模

拟分析，计算出这两类生物的长时间尺度的
新生与灭绝速率。结果表明，两者在侏罗纪
之前具有彼此相似的多样性速率演化趋势，
证明两者均受到主要环境事件的影响。

此外，研究团队还利用多变量生灭模型，
模拟不同生物与非生物因素对两者多样性
演化速率的相关程度，发现大灭绝后整个海
洋生物多样性的锐减促进了两者新生率上
升，而双壳类与腕足类并不存在显著的竞争
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转折的关键时期，即
大灭绝后，急剧升高的海水温度限制了腕足
动物的生存与复苏，但双壳类没有受到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2.52亿年前的大灭绝事
件对腕足类造成了灾难性打击，从而导致两
类动物多样性的转换；双壳与腕足对外界环
境耐受程度上的差异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转
变的发生。

“此研究强调了环境因素对生物宏演化
历史的塑造作用，面对如今全球快速变化的
气候环境，如何进行生物保护，避免腕足类悲
剧的发生是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文章第一
作者郭镇说。 （据新华社 李伟 熊翔鹤）

科学家揭秘2.52亿年前的
海洋生物“统治之争”

韦布望远镜发现
一颗系外行星大气中存在甲烷

高温是热浪的结果，热浪是高温的成因。这对互为因果关系的存在，对人类十分不友好，

对社会经济也有着深远影响。根据《自然·人类行为》稍早时间发表的一篇论文，气温特别高的

几周，恰恰与家庭粮食不安全程度较高相关，这或是由于高温天气会破坏作物、减少收成，又或

是因为特别炎热的时期，人们无法工作从而没有收入。

在人们“汗如雨下”的同时，高温和热浪也影响着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城市、野外、海洋

中的动物们。

根据科学数据模拟的系外行星K2-18b的样子

两头被追踪的蓝鲸在蒙特雷湾游泳

热浪造成海洋捕食者“搬迁”

变暖让城市野生动物“生活艰难”

气候变化让帝企鹅“离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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