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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的“造型大师”

它们都有一双神奇的眼
睛。角蝉有两个单眼，位于复
眼间。而其他昆虫的单眼一般
并不在复眼间，而是位于头前，
这也正是角蝉的特殊之处。

其次是外观独特。角蝉的
外壳多数为褐色或者黑色，也
有黄色或绿色的种类，部分种
类甚至有艳丽的白色或红色斑
纹。五颜六色的外观为它们独
特的造型增添了不少魅力。

它们还有奇特的角。角
蝉，顾名思义就应该是角长得
很特别。它们的角从前胸部急
速发育，会有各种畸形和突起，
常常盖住中胸或腹部。

比如新鹿角蝉的角会向后
弯曲，像是鹿角一样精致秀气；
曲矛角蝉也是蝉如其名，它的
角直溜溜地向后伸展，像是蓄
势待发的矛；背峰锯角蝉的角
基部像锯片状延伸，不禁让人
怀疑如果要抓它，是不是下一
秒就会被它割破手。

“伪装大师”佼佼者

我们知道，很多动物会有
拟态的特性。海葵和海百合利
用酷似植物的外形作掩护而捕
捉食物；食蚜蝇以花蜜为食，在
飞行时可以模拟蜜蜂，在空中
停住；竹节虫为了不被自己的
敌人发现，演化出了跟竹子类
似的颜色，只要趴在竹子上，谁
看得出来它是竹子还是竹节
虫；尺蠖停止不动时，样子呈干
树枝状……它们都是自然界的

“伪装大师”。而角蝉，也是其
中的佼佼者。

它们形态各异的角并不是
常规意义上的武器，而是用来伪
装形态、躲过天敌、保护自己的工
具。四瘤角蝉头上顶着四个圆圆
突起，如植物的果实一般，很是漂
亮，具有非常强的迷惑性。

拟蚁角蝉更是伪装得很彻
底，背部特化成黑蚂蚁的形态，
乍一看，你说不定就会认错。

黄蜂角蝉，更是伪装界大
名鼎鼎的明星，其成名形象
——伪装黄蜂，至今让人难辨
真假。

那么，同一环境下的角蝉
为什么会演变出千奇百怪的形
态呢？对此，人们有很多种猜
测。但很多说法都只是主观假
设，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只
能期待未来能够有所突破。

聪明的“共生者”

角蝉不仅会模拟蚂蚁，甚
至还能“雇佣”蚂蚁。

角蝉以吸取植物汁液为
食，然后把吃剩下的汁液排出
体外，这些被排出体外的多余
汁液被称作蜜露。蜜露作为美
味的食物，受到了其他多种昆
虫的喜爱。最喜欢吃蜜露的蚂
蚁们便和角蝉建立起了互利共
生的关系；同时，角蝉也达到了
自己的目的——得到了蚂蚁的
保护，但凡有人来伤害角蝉，蚂
蚁们一定不会轻易放过，那可
是它们的“口粮”啊。这种互利
共生的关系，总会让人们感慨
造物的奇妙。

（来源：蝌蚪五线谱）

墨尔本大学青少年研究专
家最近发表在《柳叶刀儿童与青
少年健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称：“现在年轻人的青春期有所
延长，可能已持续到24岁。”

青少年健康研究专家苏珊·
索耶称，和前几代人相比，如今
的年轻人上学的时间更长，结婚
生子会更晚，所以他们从童年到
成年所需要的过渡时间也更长
了，青春期如果像从前那样只持
续到 19 岁，显然是远远不够
的。索耶注意到这个情况由来
已久，2010年她就曾在《纽约时
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20
岁左右的年轻人如今会经历什
么样的变化。

传统观念中关于“青春期”的
定义，通常是指儿童在生理及心
理上的成长、发育过渡到成年期
的过程，一般情况下，女孩是在
10岁到18岁，男孩是在12岁到
20岁。这个生长阶段，青少年会
经历生理上的发育和心理上的发
展及转变，包括“第二性征”的出

现和其他性发育、体格发育、认知
能力的发展、人格的发展、社会性
的发展等。每个青少年进入青春
期的年龄和时期都因遗传、营养
和运动等因素有所不同，有时会
有很大的个体差异。

研究人员说，相较于以前，
目前大多数年轻人即使成长到
20岁左右，依然会陷入“自我认
知迷茫”“以自我为中心”“对未
来心生迷茫”的困境，他们的成
长期因此便有所延长。而延长
的青春期必然会带来很多麻烦，
比如可能让年轻人显得“不成
熟”“更自私自利”等。

这已成为新时代人们必须
面对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
题？在美国已通过《医疗法案》
的提议，允许人们在 26 岁之前
依旧能享受父母的医疗保险，16
岁可以拿到驾照，但 25 岁才可
以租车。专家建议，随着“青春
期”的延长，社会各方面也应对
适龄年轻人更多包容与关怀。

（浩源）

有研究称，
现代人“青春期”已持续到24岁

婴儿哭闹时，抱着走 5 分
钟，再静坐8分钟，等婴儿进入
稳定的睡眠状态再放下来——
这个方法，就是最近发表在《当
代生物学》专业期刊上的一则
研究报告中提到的“让婴儿快
速止哭的方法”。

研究人员发现人类婴儿身
上有一种“运输反应”，相比于
仅抱着婴儿来回走动，这种动
静兼备的方法会更容易使他们
安静下来。或许这将为不少初
为人父母的人解决“大问题”。

科学家用摄像机和心电图
记录仪记录下婴儿在不同状态
下的变化，比如他们在哭泣、平
静、清醒、熟睡等状态时，在婴
儿被母亲抱着静坐或行走或独

自坐在小车中被推着走时的不
同心率变化。他们发现，婴儿
对母亲的动作非常敏感，心率
也会随之变化。当被抱着行走
五分钟后，所有正在哭泣的婴
儿都会冷静下来，心率随之降
低，甚至有半数会进入熟睡状
态；而被抱着静坐的婴儿则会
继续大哭。

不过，研究人员也发现，
熟睡后的婴儿被放下时有时
也会突然醒来，可能是有些不
安 定 因 素 影 响 到 他 们 的 心
率。基于心率数据，科学家还
是建议，先稳定地抱着哭泣中
的婴儿行走五分钟，再静坐八
分钟，等他们进入稳定的睡眠
状态后再放下来。

教你一招：
让婴儿快速止哭的方法

□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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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作为目
前已知最靠近太阳系边缘的行
星，海王星将于 9月 17 日冲日。
在前后十多天里，如果天气晴
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借助
天文望远镜，再辅以相应的星图
软件，便能观测到这颗淡蓝色的
神秘星球。

天王星被发现之后，天文学
家利用天王星轨道的摄动推测
出另外一颗行星的存在与可能
的位置。1846 年，这颗“被推测
出来的行星”被德国天文学家伽
勒所发现，随后被起名为海王
星。海王星的发现，说明了科学
的推算与精密的观测同等重要，
是天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常需
结合使用的手段。

“海王星的发现无疑应主要
归功于依据科学理论所进行的
正确推算，因而在天文学史上海
王星的发现曾被称为是‘笔尖上

的发现’。”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修立鹏说。

所谓“冲日”是指地球运行
轨道外的其他行星、小行星和太
阳正好分处地球的两侧，三者几
乎成一条直线，这是观测行星或
小行星的良机。

“每次冲日时，都是海王星最
接近地球、视直径最大、亮度最高
的时候。太阳落山之际，海王星
从东方地平线上升出，直到第二
天太阳升起后才从西方落下，因

此整夜都能观测。”修立鹏说。
海王星本身并不发光，完全

靠反射太阳光，因此亮度不高，
冲日时也仅为 7.8 等，肉眼无法
看到。

修立鹏提醒，感兴趣的公众
要想更容易找到海王星在天空
中的位置，可寻一处远离城市灯
光、空气透明度较高之处，除了
使用天文望远镜，还需借助星图
软件的帮助，才能更好地一睹这
颗淡蓝色星球的风采。（周润健）

中国对高温热浪天气的
定义是：日最高气温达到或
超过35℃；如果高温持续3天
及以上则可以被称为“高温
热浪”天气。而人体在静止
状态下，体温调节是有极限
的，环境相对湿度为 85%时，
该极限温度为 31℃，相对湿
度 为 50% 时 ，极 限 温 度 为
38℃，相对湿度为 30%的，极
限温度为40℃。

也就是说，如果环境温度
超出人体体温调节的极限，
就可能会导致人体机能受
损，这时便会出现热射病、水
盐代谢紊乱、消化功能减退、
泌尿系统功能受损等情况。

这是因为人体主要通过
对外辐射等方式散发热量，热
传递过程中，热量会从高温处
向低温处传导。这一方式在
环境温度不算太高（例如低于
35℃）时卓有成效，环境温度
与体温相差越大，则散热越
多。然而，一旦环境温度接近
人体体温甚至超过人体体温
时，机体不仅不能通过向外界
传导热量调节体温，甚至还会
被动地吸收高温环境中的热
量。此时，皮肤水分蒸发几乎
就成为人体唯一的散热方
式。但这个方式一方面可以
散热，另一方面也可引起机体
缺水。因此，在人体体温调节
中枢不能正常发挥出调节作
用时，我们便需要外力来干
涉，比如多喝水，以保持机体
各方面的正常运转。

人体温度一旦到达极限，
就会直观感受到以下表现：
一是口渴。这表示机体已经
处于缺水的状态，日常生活
中我们就应该及时饮水，而
不是等到口渴了再行动；二
是尿量减少。机体长期缺水
会导致血流量减少，进而肾
灌注不足，导致尿量减少。
成年人每日正常尿量大约在
1000-2000ml 左右，如果少
于 400ml 则被称为“少尿”。
长期肾灌注不足会造成肾功
能受损等不可逆转的损害；
三是尿色加深。正常尿液中
由于含有尿色素而呈现黄
色，颜色深浅由相对含量决
定。缺水引起尿液减少时，
尿色素的产生并不会减少，
因此尿液颜色也会变得越来
越深。此外，汗液还会带走
钠、氯、钾、钙等电解质，造成
机体电解质紊乱，进而导致
恶心、呕吐、抽搐、精神异常
等症状。要及时补充电解
质，其实适当进食香蕉、红
薯、菠菜、牛奶和酸奶等食物
也是可以的。

近年来，地球上的极端天
气发生频率增加，我们的身
体也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
一方面我们需要保持规律作
息、清淡饮食、坚持运动，来
适应变化，另一方面，我们也
需要采取适当的环保措施，
保护地球，尽量避免地球大
环境发生极速变化。
(转载自地球知识局公众号)

人体自身体温调节有“极限”

海王星明日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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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投入八卦炉
中，炼了七七四十九天也没有死，反而拥有了火眼金
睛。在八卦炉如此高温环境下，孙悟空的体温调节功
能还真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种生物可以比拟的。

在现实世界中，鸟类以及哺乳类等恒温动物的体
温调节机制其实也比较完善，可以在环境温度变化
的情况下主动调节身体温度去尽快适应。因此
在外界温度发生变化时，恒温动物较变温动
物就显得更有生存优势。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
授朱莉·帕森内特及其团队的
一项研究成果表明，自 19 世纪
以来，成年人的平均体温在持
续下降，不到 200 年间便下降
了 0.4℃，从 37℃降到 36.6℃。
体温下降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
境，但对于人类来说，这种体温
整体下降并非好事。

病毒学专家已解密，蝙蝠
的免疫系统强大，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它们体温能保持在相
对较高的 40℃。还有研究显
示，体温每降低 1℃，人的免疫
力就会下降 30%以上；体温每
升高 1℃，免疫力就会提升 5-
6 倍。理由是体温和基础代谢
率“挂钩”，体温每上升 1℃，基
础代谢会提高 13%。也就是
说，体温过低，可能意味着代
谢不好。反之，基础代谢率
低，体温下降，血液流速放缓，
白细胞的工作效率也随之变
低，由此机体更不容易抵抗病
毒和细菌的入侵，就更容易出
现疾病。

人类的体温为什么会降
低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
缺乏运动。

就在 50 年前，可能人们还
会每天做很多“运动”，比如农
村人要种庄稼或者放牧，即使
是城市人群，也会每天手洗衣
服、做饭、清扫房间，出门可能
多是步行或骑自行车，闲暇时
也会更多户外运动。但随着
科技发展，人几乎不用出门甚
至不用站起身来，就能解决很
多问题，家务有各种机器代
劳，买东西有快递上门，出门

也有汽车代步……肌肉是人
体内最大的发热器官，缺乏运
动只会让身体越来越少肌肉，
而肌肉少，就意味着会出现较
低的体温和较低的基础代谢。

而基础代谢下降，能量消
耗就会减少，内脏脂肪就会
增加。一旦大量内脏脂肪组
织分泌出超过 20 种不良激素
（或者脂肪细胞因子），便会
引起血管炎，还会削弱胰岛
素的功能，从而导致癌症、高
血压、糖尿病等一系列疾病。

此外，还有专家认为，除
了肌肉质量下降外，长期处
于空调房里，会导致出汗困
难，这也是现代人体温下降
的一大原因。长期活动在空
调房里，大脑下丘脑的体温
调节中枢会渐渐失去接收刺
激的机会，久而久之，体温
调节中枢将对外界温度不再
敏感，从而导致体温降低。

有研究表示，人体的理想
体温是 36.5℃-36.8℃。如果
长期低于 36.5℃，身体便很容
易出现不适。体温过低会带
来 不 少 危 害 ，比 如 肥 胖 、便
秘、失眠、不孕等。

想要相对提高基础体温，
专家建议，可以每天泡脚，尤
其是老人家，多喝热水、每天
泡热水脚，冬天多戴帽子保
暖，都有助于提高基础体温，
提升身体免疫力。此外，尽量
多做运动，每天至少坚持 30 分
钟以上的运动，也能保持肌
肉活力，提高心率，让我
们 拥 有 更 为 健 康 的
身体状态。（那拉）

人类的平均体温为何会下降？

有这样一类昆虫，明明
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地球，却
长得千奇百怪，仿若来自外
星球。它们的名字叫角蝉。

虽 然 名 字 里 也 有 个
“蝉”字，但它们跟夏天在树
上不眠不休地叫着的那位
朋友长相可差得远了。角
蝉，作为同翅目角蝉科昆
虫，如今世界上已经发现超
过 3000 种，它们生活在除
了南极洲外的地球上的所
有地区。

它们大多数都长相奇
特，因为通常都是前胸背板
畸形扩展，越过头部向前形
成一个棘，并向后盖过腹
端，因此看起来外形才千变
万化。

角蝉不仅有“外星生
物”这种美誉，其实还有几
个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子昱

体温调节机制使人类可
以适应较大温差。这套调节
机制的基础是人体对环境温
度的感知能力。今年夏季，
我国南方部分地区进入持续
高温状态，这种极端高温环
境对于人体的体温调节也是
一大考验。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医
学界认为，人体对于冷热的
感知，受到环境、人体等多
维度参数的影响，而环境通
过与人体的热湿交换，又会
影 响 后 者 的 感 觉 及 舒 适
度。不过，人体主观感受的
冷热，与实际温度可能存在
偏差——前者为体感温度，
后者为环境温度，这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

环境温度是一个表示周
围环境冷热的物理量，而体
感温度指人体感受到的冷暖
程度所转化而成的温度值。
体感温度不仅和气温有关，
还与相对湿度、风速等要素
有关。比如当环境温度较高

时，相对湿度的增加，会直接
影响人体排出汗液、降低体
表汗液蒸发的速度，减少人
体热量散失，进而让人体感
到更“热”。高湿环境就好比
桑 拿 房 ，让 人 觉 得 闷 热 难
耐。相反，在寒冷季节，高湿
环境下空气中的水分会附着
在衣物、皮肤表面，这些水分
不仅可以从人体吸收大量的
热量，而且蒸发时还会带走
更多的热量，这种现象被称
为“水寒效应”，它又可以让
人体体感温度远低于实际温
度。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南方
的夏天会觉得特别热，而北
方的冬天会感觉特别冷的原
因之一。

开窗通风或者是打开风
扇等增加空气流动的措施通
常 会 促 进 散 热 ，降 低 人 体

“热”的感觉。但夏天的热风
其实只会让人觉得更热。

除此以外，服装、心理、
性别、地域差别也会影响着
人们对于“热”的感受。

体感温度与环境温度
可能并不一样2

人类是一种恒温动物。
而古人很早就对体温具有一
定认识。古代关于体温变化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生病的
时候体温可能异常升高。但
受到医学水平的限制，古人
并不能完全理解体温升高的
本质。

古罗马的神庙里专门供
奉着“发烧之神”，一直到中世
纪时期，治疗发烧的方式还包
括咒语、服用炼金术师练就的
药丸、放血疗法等。中医则将
发烧归因于“阴阳失衡”、“正
气不足”等。总之，几千年以
来，体温、发烧都一直笼罩着
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而且
由于缺乏对于温度的标准化
测量，人们对于体温的准确数
值知之甚少，大多时候都是靠
经验评估。

1593 年，伽利略用一根
带有玻璃泡的开放玻璃管制
作了世界上第一根温度计。
但这种温度计容易受到外界
影响，误差较大。此后桑托
尼奥、布里奥等人又在此基
础上逐步改进，温度计才慢
慢变成现在的模样。

1851 年，德国内科医生
卡尔·温得利希记录并收集
了超过两万名患者的腋下体
温数据，整理后发现，人体的
正常体温数值为 37℃左右。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明确记
录到的正常人体体温数据。
此后，37℃被全世界接受，并
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成
为常识。

但有证据显示，人类体温
在近一百年来呈缓慢下降的
趋势。目前我们测到的正常
体温一般在 36℃多一点，异
常超过 37.3℃便会被认为是

发烧。
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实

际上相当复杂，迄今尚未被
我们完全搞清楚它是如何维
持着人体体温的动态平衡。
但我们已经知道，人体体温
调节中枢位于下丘脑，并存
在一个确定的体温调定点
（大约是 37℃）。

这个调节中枢会管理着
遍布人体各部位的“温度感
受神经”，当感受到人体或环
境温度的刺激，它就会进行
体温调节，引发管辖范畴下
的内分泌腺、骨骼肌、皮肤血
管以及汗腺等组织器官活动
的改变，从而调整机体产热
和散热。当细菌、病毒等入
侵后，机体在免疫应答中会
产生致热源，这些物质可直
接作用于下丘脑的体温调节
中枢，使体温调定点上升，人
因此便出现发烧等不适。

这是一个精密的自动控
制系统，其最终目的是保证
心脏、肺脏以及大脑等重要
脏器温度的稳定，人体便由
此可以维持健康状态。

这种体温控制系统是人
类、乃至整个哺乳类动物亿
万年来不断适应环境、发展
壮大的秘密武器之一。

而蛇、青蛙等爬行类动物
或者两栖类动物，由于缺乏
类似的温度控制系统，体温
会随着环境温度变化而变
化。因此这些动物在冬天时
由于体温降低且无法产生并
维持日常活动所需热量，演
化出了冬眠的策略来度过寒
冬。也有哺乳动物会冬眠，
比如刺猬、松鼠、熊等。

相对来说，恒温动物就比
变温动物显得更有生存优势。

近百年来
人类体温呈下降趋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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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博物馆展出的17世纪
中期的温度计（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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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蝉是“造型大师”，
身体有各种畸形和突起

黄蜂角蝉

奇
趣
生
物

﹃
造
型
大
师
﹄
角
蝉

□
蝌
蚪
君

知
识
链
接

图/视觉中国

——有望观测到淡蓝色
的神秘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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