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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人员分析脱氧核糖核
酸（DNA）样本发现，人类大约在
4200年前驯化了一种野马，并将驯
化马传播到世界各地。

研究报告刊载于近日出版的英
国《自然》杂志。

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分析了
472个来自欧亚大陆多处考古遗址的
远古马DNA样本，其中年代最久远的
约为5万年前。他们发现，出现于大约
4200年前的一种基因变异或导致马背
外形发生改变，可能更适宜人类骑坐。

最早出现这种基因变异的马种
生活在欧亚草原，即从现今保加利亚
东北部跨越乌克兰、直抵俄罗斯南部
的广袤地带。随后，这种马出现在欧
亚大陆其他地方并迅速取代其他马
种。在大约300年内，生活在现今西
班牙和俄罗斯地域的马变得相似。

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法国图卢兹
人类生物学与基因组学中心分子考
古学家卢多维克·奥兰多说，这种基
因变异几乎遍布欧亚大陆，清晰显示
原本特属某个地方的马种“迅速”在
全球分布开来。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变化是因为
当时生活在那里的人类驯化了当地
的马，并利用它们大幅扩张领土。

不过，野马驯化并最终为人类所用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单一事件。

研究人员认为，马最初起源于现

今北美洲，约在100万年前进入亚洲。
在驯化马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

已经驯化了狗、猪、牛和羊等多种动
物。这项最新研究显示，相比上述几
种动物，与驯化相关的遗传多样性减
少在马身上发生得更快。

德国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
大学古生物遗传学者劳伦特·弗朗茨
说：“人类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马的
基因组，也许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与
动物打交道的经验。” （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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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马或驯化于4200年前
多年来，人们注意到关于非洲大

象的一个有趣现象：当一头大象朝着
象群“喊话”，有时候象群成员全都作
出回应，但有时候只有一名成员回
应，而其他成员“就跟没听见似的”。

本周发布于英国杂志《自然·生
态学与进化》的一项研究显示，非洲
大象很可能互相“直呼其名”，而象群
社会结构越复杂、家族规模越庞大，
大象们互相交流时需要用到“名字”
的情形就越多。

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近日报道，
美国康奈尔大学行为生态学家米基·
帕多带领的团队展开这项研究，对肯
尼亚桑布鲁国家保护区和安波塞利国
家公园100多头大象的叫声进行录音
和技术分析，初步推断大象在彼此交
流时有时候只是冲着象群“泛泛喊话”，
有时候却类似于指名道姓“专门对着
某头大象喊话”，而象群成员会根据是
否听到自己“名字”作出恰当反应。

“要以这种方式交流，大象们需要
学习把特定声音与特定大象挂钩，然
后发出这种声音以吸引特定大象的注
意。这涉及复杂的学习能力以及对社
会关系的理解能力。”帕多说，“大象们
对单个个体喊话，这凸显了对动物而
言社会纽带非常重要，尤其是维持各
种不同的社会纽带非常重要。”

研究人员在测试过程中对大象
播放录音。当听到包含自己“名字”
的录音时，大象会作出热情回应，例
如扇动耳朵、提起象鼻。当录音包含
的是其他大象、而非自己“名字”时，
受测试大象有时候干脆毫无反应，

“就跟没听见似的”。
大象叫声中包含一些不在人类

听觉频率范围内的声音。这项研究
仍在初级阶段，目前仍不能确定哪些
声音对应哪头大象的“名字”。

按一些媒体说法，野生动物互相
叫“名字”的情形“极其罕见”，以往仅知

道海豚、鹦鹉等少数动物
会用“名字”，以及宠物犬
等某些家养动物被喊到
名字时也会作出反应。

研究团队成员之
一、美国科罗拉多州立
大学生态学家乔治·威
特迈尔说：“我们刚刚打
开了研究大象头脑的一
丝门缝。”（杨舒怡）

研究人员主要分析了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商业航空载人项目“灵感 4
号”4名参与者的身体数据。这 4名
参与者 2021年 9月搭乘“龙”飞船在
地球轨道停留 3天，成为首个“全平
民”太空旅行团。

这 4人在任务展开前、任务中
和任务结束后接受体检，提供了
血液、唾液等样本。他们还接受
了皮肤活检，身上因此留下“太空
伤痕”。

研究人员分析这 4人的体检数
据，并与 64 名宇航员的数据进行
对比。调查发现，进入太空后，人
体会出现各种宏观和微观的变化，
涉及血液、心脏、皮肤、肾脏以及蛋
白质、基因、线粒体、端粒、细胞因
子等健康指标。不过，回到地球 3

个月内，95%的健康指标都会回归
正常。

研究报告主要作者、美国康奈尔
大学韦尔医学院生理学和生物物理
学教授克里斯·梅森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研究分析得出的“关键信息”是：
太空飞行后人们大都能很快恢复正
常。他希望研究结果有助于开发新
药物和新措施，以保护太空旅行者的
身体健康。

研究显示，“灵感 4号”任务 4名
参与者的端粒在进入太空后明显增
长，但在返回地球几个月内又缩短到
原来长度。端粒是存在于真核细胞
线状染色体末端的一小段DNA-蛋
白质复合体。先前研究显示，随着人
们衰老，端粒会变短。美国科罗拉多
州立大学研究人员苏珊·贝利说，这
项发现或为“地球人”对抗衰老的研
究提供启发。

研究人员认为，判断太空环境对
人类身体有何影响，关键要考虑人在
太空停留时间的长短。

研究报告另一主要作者、美国
蓝色大理石空间科学研究所生物信
息学家阿夫欣·贝赫什提说：“在太
空停留越长，观察到的健康风险增
长越显著。”

研究发现，将老鼠暴露于相当
于 2年半太空旅行的辐射剂量，会
导致老鼠永久性肾脏损伤。“如果没
有可行方法保护肾脏……即使宇航
员能够到达火星，返程路上也得做

透析。”研究报告作者之一、伦敦大
学学院研究人员基思·萧在一份声
明中说。

数十年来，研究人员对宇航员的
身体情况进行研究，注意到太空旅行
会对人体产生一系列影响，包括骨密
度流失和心脏、视力、肾脏等方面的
问题。

据法新社报道，目前仅有不到
700人到过太空，这意味着相关研究
的样本有限。各国宇航员的各项数
据并非完全公开，令相关研究难以深
入展开。“灵感 4号”任务 4名参与者
的相关数据据称完全公开。

（袁原）

太空旅行对普通人身体有啥影响
在太空生活对人体有什么影响？没有像宇航员那样长期接受专门训

练，普通人进入太空后身体会有不同反应吗？随着商业航空载人任务成为

现实，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变得愈发重要。

来自全球100多个机构的研究人员分析大量数据后发现，普通人进入

太空后，身体发生的部分变化与长期生活在空间站的宇航员相似，大部分会

在返回地球3个月内恢复正常。相关的数十篇研究报告近日刊载于包括英

国《自然》杂志在内的多家杂志。

95%健康指标回归正常

太空旅行时间越长，伤害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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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大象或互相“直呼其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