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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认为，这两个星
系相互碰撞、对穿，已点燃
NGC 2445 中形状独特的恒
星形成区域。在这片区域中，
成千上万的恒星正在迅速诞
生。这个星系富含气体，这正
是形成恒星的原始原料。不
过，它显然正在被NGC 2444
的引力所捕获，两个星系在进
行一场超级宇宙拉锯战，或许
最终NGC 2444 会“拆散”整
个NGC 2445，因为在画面中
可清晰地看到，它正将气体从
NGC 2445中抽出，形成一个
由新诞生的恒星组成的怪异
三角形。

天文学家们的模拟实验

显示，两个星系之间的正面
碰撞是制造新恒星环的一种
方式，而新恒星形成环状排
列并不罕见，罕见的是在这
次碰撞中，新的恒星群竟形
成了一个三角形。天文学家
分析，这种形状产生的部分
原因，可能是这些星系彼此
之间非常接近，而NGC 2444
仍然在引力上紧紧“抓住”
NGC 2445，并不断地将气体
从对方的核心部分中抽走，
而 NGC 2445 却在持续地、
缓慢地远离NGC 2444，正是
这种进行中的互相作用，将
两个星系间的恒星环扭曲成
了一个三角形。

日本一位年轻雕塑家在三年
前以一组《Give me five！》的小
猫木雕而成名。在此之前其实她
已从业数年。最近，她又发布了
一组“虎头虎脑”的小猫木雕作

品，迅速引来众人围观。
这 位 名 叫 Sakura

Hanafusa 的 雕 塑 家 的
作品中呈现出一种不急
不慢、憨傻可爱的状态，
主角都是清一色的小
猫，姿态不一，各有意
趣，均不是以做工特别
精致取胜，但是都个性
特征鲜明。用网友的话

说，就是“十分接地气”。
雕塑家说，这些小猫的原

型都是她的家人或朋友家中的
宠物，因为喜欢而收集了它们
大量的表情、动作作为创作源
泉。她也创作了不少原大的雕
塑，但更多是做一些只能放在
手掌中玩赏的木雕。“看着它们
或咧着嘴笑或害羞或挑衅的各
种嬉戏表情，总是让人感到十
分快乐。”或许正是这种令人愉
悦的感觉，才让这些小猫如此
受欢迎吧。

（ 文/BOBO 图/Sakura
Hanafusa 个人网页）

约旦旅游和古迹部最近对
外宣布，在约旦东南部沙漠地
区的一个人类定居点遗址中，
发现距今约 9000 年的人类仪
式遗迹。

考古人员介绍说，这处遗
迹中包含有两块石碑，较大的
一块高达 1.12 米，上面绘有人
物形象和“沙漠风筝”等图案；
另一块高约70厘米，雕刻着精
细的人物形象。他们认为，这
应该是新石器时代人类举行仪
式所需的一些复杂设施。“沙漠
风筝”图案所描绘的其实是古
代用来捕猎瞪羚等野生动物的
大型狩猎陷阱，一般由两道或
多道绵延数公里的石墙组成，
从高空俯瞰形似风筝而得名，
曾广泛分布于西亚和中亚的部
分地区。

在两块石碑背后，考古人
员还发现了近 150块海洋生物
化石，许多化石按照特定方向
精心排列。此外，还有形状奇
特的天然石头和罕见的人工制
品，包括动物雕像和特殊的燧
石制品等。这些发现与一个石
头祭坛一起安置在一个小型的

“沙漠风筝”模型中。
考古人员在此附近已发现

了人类定居点遗址。并初步考
证，这些定居点的古人类群体
应该是利用“沙漠风筝”大规模
狩猎瞪羚并以此为生。当地的
考古专家称，这可能是迄今为
止全世界已知的最早的大型人
造建筑之一。而且该仪式设施
遗迹保存较完好，在世界范围
内具有独特价值，为研究新石
器时代的复杂人类仪式提供了
重要参考。

目前相关考古研究工作仍
在进行中。
（文/海珠 图/约旦旅游和古迹
部官网）

源于瑞士
风靡全球01 DNA 相亲风靡全球，许多

人趋之若鹜。不得不说，这是一
个非常成功的营销案例，很难用

“忽悠”二字一言以蔽之。它几
乎找不到任何靠谱的科学依据，
却丝毫不影响将消费主义的商
业哲学发挥到极致。真相是什
么，或许完全不是消费者关注的
焦点。

对于商业价值的评估，也不
会重点考虑是否有科学性。能
不能赚钱、是否存在政策和法律
风险，才是商业行为的可行性判
断依据。

而在顾客方面，在日本，
DNA相亲的服务价格实际上和
其余婚恋网站差别不大，也说不
上暴利，它仅仅只是商家取得竞
争差异化的一个噱头罢了。顾
客认为有意思，愿意花钱买新奇
的服务，商家便能在遵纪守法的
前提下赚取合适的利润，政府也
获得税收和就业机会……这的
确是多方共赢的局面。

在我国，不少商家也声称引
进了DNA相亲“技术”，并针对中
国人的种族特征进行了优化，还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结合星座、属
相等因素进行超精准配对。

可以说，DNA相亲的确新奇
有趣，但和星座速配、血型速配
没什么本质区别，一切不过是为
缘分（或拒绝“缘分”）找一个借
口。毕竟，爱情是人与人之间复
杂微妙的情感交汇，愿意在一起
虚度时光，或许才是爱情的美好
所在。与其寻找某种科
学的速配方法，不如多点
耐心了解彼此。

（ 来 源
科 学 辟 谣 公
众号）

“DNA相亲”靠谱吗？

最近
几年，这

种新奇有趣的
相亲方式正风
靡全球，听起来

无比“高科技感”——
那就是DNA相亲。

根据 DNA 按图
索骥，真的能帮你找
到心动的那个TA吗？

□郭菲

DNA相亲，顾名思义
就是按照 DNA 匹配度定
向相亲。最早发源于瑞
士，之后流行于欧美，大
约十年前传入日本，并获
得空前成功。在原本已饱
和的在线婚恋市场，这种
新鲜的相亲方式很快俘虏
大批猎奇的都市男女。

其大致流程如下：先
采 集 顾 客 的 DNA 样 本
——就像测核酸一样——
用棉签在口腔内擦拭数
回；然后进行 DNA 测序，
在数据库中寻找较“ 匹
配”的对象推荐给顾客；
征得双方同意，开展线下
见面活动。

为了区别于传统相
亲，体现出“科技感”，服
务公司不会向双方提供过
多信息，有时甚至仅确保
性别匹配，像年龄、收入、
工作状况等信息，都不会
事先公布。

这样顾客在见面之
前，就获得一种超越世俗
成规、双方契合度达到
DNA级别的心理暗示，并
在见面后不断加强这种印
象。结果，可能初次见面
就“一见钟情”，视彼此为

“天作之合”，传统婚恋中
的所谓“条件”早就无关
痛痒。

这正是 DNA 相亲追
求的“非你莫属”的宿命
感。

DNA相亲有没有科学依据
呢 ？ 事 实 上 ，欧 美 和 日 本 的
DNA 相亲业，理论基础空前统
一 ，其 祖 师 爷 都 是 一 位 叫
Claus Wedekind的瑞士学者。

1995 年，当时供职于瑞士
伯尔尼大学的 Wedekind 博士
做了著名的“汗衫”实验。

他请来40多名男女学生参
与实验。让男生们沐浴后不使
用香皂、香水，穿着统一配发的
T恤，尽量确保衣物上不留下化
学品的味道；两天后，脱下浸有
汗渍的 T 恤。然后，女生们的
任务来了，她们要用心嗅闻这

些 T 恤，并根据对味道的好恶
程度打分。

在实验开始前，Wedekind
测试了男女生们的HLA基因。
这是一种为每个人所特有的基
因，全称“人类白细胞抗原”基
因。它极度多样化，除了双胞
胎，人群中任意两个人具有完
全相同HLA特征的概率仅为数
十万分之一。

HLA原本也在人体中发挥
多种重要功能，最主要的是免
疫功能。它不仅出现在白细胞
表面，也在除了红细胞的大多
数细胞表面普遍存在。由于特

异性极高，它就像一套识别系
统，帮人体区分“自身”和“异
己”，并会在移植手术中引发排
异反应。

这个实验的结果颇为新
奇：女生们的好感体味，主要来
自HLA差异性更大的男生。而
且他们穿过的 T 恤，更容易让
女生想起自己的现任或前任
——果真是“想念你的笑，想念
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
身上的味道”啊。

Wedekind 博士由此得出
结论：遗传基因会影响到人类
的求偶选择。而这个结论被
DNA 相亲网站进一步引申为：
决定每个人 HLA 类型的 HLA
基因是人类的“婚恋”基因，彼
此间HLA基因差异性越大，就
越“般配”。

闻味识人，有“汗衫”实验在前02

DNA相亲，靠谱吗？03
很多研究都表明，气味会引

发人强烈的情绪反应和情感联
想。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借
由嗅觉和基因相联系，似乎有
那么点道理。但根据HLA基因
按图索骥，真能找到“灵魂伴
侣”吗？

事实上，Wedekind 博士做
“汗衫”实验并非一时兴起。

早在 1995 年，科学家已经
通过动物实验发现，HLA 基因
除了作用于白细胞表面抗原，还
会影响其他一系列性状。例如，
雌性小鼠会根据雄性的尿液气
味选择求偶对象，而尿液气味在
一定程度上受HLA基因影响。

Wedekind 博士由此获得

启发，将类似的汗液实验用于
人类，并得到“HLA基因与人类
求偶行为有关”的结论。只是
这个结论是否经得起推敲，见
仁见智。

持怀疑态度者认为，假如女
性闻一下汗衫，就能区分出与另
一个人的HLA 基因相似度，那
么这种奇异功能背后的生理学
机制，至少得值一个诺贝尔奖。
但 Wedekind 博士为什么不在
学术领域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反
倒跑去玩起“相亲”游戏？

而且回到婚恋本身，谈恋爱
找对象是男女双方的事情，仅
有来自女性的数据，显然也不
足以支撑整个结论。此外，样

本数量、人种差异等也未被列
入考虑范围。

更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除 了
Wedekind 博士与其合作者，后
人的类似实验完全观察不到相
似效果。主流学界甚至没有什
么声音专门讨论这一话题。究
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不想“断人
财路”吧。

但是，Wedekind 博士还是
有一群信徒并发展出了一系列
理论，试图佐证“婚恋基因存在
的合理性”。比如，他们认为，
异性间HLA 基因差异越大，后
代的HLA 特征就可能越多样，
免疫功能也会更强。而女性能
够通过汗味定位意中人，正是
因为人类“优生优育”的本能。

于是，相亲对象的判断标
准，从门当户对、情投意合，直
接简化到能生出健康聪明的后
代。其中的逻辑转换简直比坐
过山车还要刺激。

DNA 相亲，
“相”的是什
么？04

潮人
审美

小猫木雕，憨态可掬

应了那句老话“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两大星系相撞
正催生大量新恒星
□建平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最近发布了一张哈勃
望远镜拍摄的新图片。画面中，两个星系在正面碰撞，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罕见的恒星诞生区域。

这两个星系位于天猫座中，距离地球大约 1.9亿光
年。它们相互作用，被统称为Arp 143，其中闪亮而扭
曲、正在形成恒星的旋涡星系是NGC 2445，另一个不
那么闪亮的则是NGC 2444。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
并不是即时的景象，由于距离的
遥远，这个被人类窥见的场景应
该发生在至少几百万年前。

天文学家估计，这两个
星系之间像抽丝一般呈现的
那些恒星群，可能诞生于大
约5000万到 1亿年前。而在
被“吸引”的NGC 2445 中心
附近位置，仍有新诞生的恒
星出现，哈勃望远镜所拍的
画面中，甚至能分辨出其中
一些单颗的恒星，它们是星
系中最亮最大的恒星。天文
学家认为，它们的年龄应该
为100万到200万岁。

这张天文图片当然是经
过了专业的后期修整，由此我

们能看到两大星系上有斑斓
的色彩，其中大多数明亮的蓝
色团块是恒星集合体，而粉红
色团块则是仍被尘埃和气体
所包裹的年轻星团。由此可
见，大部分的恒星形成活动都
发生在NGC 2445中，而且这
场恒星形成的诞生狂潮，正由
外而内地席卷整个星系。

至 于 另 一 方 的 NGC
2444，似乎并没有发现新生的
恒星，这可能是因为这个星系
本来就是由一群上了年纪的
恒星组成，星系中的气体早在
它与 NGC 2445 相遇前就已
经流失殆尽了。但它仍保持
着庞大的体系与质量，所以仍
能对NGC 2445产生作用。

怪异的“三角形”

诞生于大约5000万到1亿年前

可能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大型人造建筑之一

“沙漠风筝”遗址发现

““仪式设仪式设施施””

·潮人新知

图/视觉中国

右侧为 NGC2445，左侧为 NGC2444。右侧明亮的蓝色团块应是
新生恒星的组合，粉红色部分应是更年轻的星团（NASA/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