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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近日称，在完成对
采自陕西山阳盆地1000多件晚
白垩世原位埋藏的恐龙蛋和蛋
壳标本研究后，他们认为恐龙灭
绝除了小行星撞击地球、火山喷
发两大传统的外部因素假说外，
可能还有它们自身的原因。

他们发表在国际专业期刊
《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一篇文章
中提出，基于对恐龙蛋的研究，或
可以从恐龙多样性演化的角度出
发揭示恐龙灭绝的新机制。恐龙
蛋作为恐龙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
主要载体，不仅可以反映恐龙的
繁殖习性，其在地层中的富集埋
藏规律也能反映恐龙生存时期的
古环境信息。而根据我国恐龙蛋
的一处富集埋藏地——陕西山阳
盆地开展的系统的古生物学和地
层学研究，研究人员指出，恐龙属
于卵生动物，恐龙蛋的孵化成功
率直接决定了恐龙种群的繁盛与
否。恐龙蛋的孵化需要合适的温
度、湿度甚至二氧化碳浓度，而在
晚白垩世，随着自然生态系统和
恐龙自身的协同演化，恐龙的生

物多样性发生了持续性衰退，这
大大降低了恐龙这个类群的环境
适应能力，并导致其无法在由火
山爆发或小行星撞击等重大灾害
事件所引起的环境剧变中生存和
复苏，最终走向灭绝。

恐龙灭绝的原因一直是个
谜，研究学者们对此提出过诸多
假说，包括著名的“小行星撞击
假说”等。而本次研究人员提出
的生物多样性持续衰退的演化
论，则为解答恐龙灭绝之谜提供
了新的依据与视角。

据介绍，研究团队在陕西山
阳盆地采集了1000多件原位埋
藏的恐龙蛋和蛋壳标本，这里还
发现了少量暴龙类和蜥脚类骨
骼，对这些恐龙蛋和恐龙骨骼进
行了详细分析后，他们发现，山
阳盆地内的恐龙多样性在其灭
绝前约 200 万年间一直处于较
低水平。综合我国其他地区发
现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认为，
在约 7200 万年前，我国的恐龙
多样性已出现明显降低趋势，这
与北美西部的恐龙化石分布特
征也有相似之处。 （新华）

近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的一批科学研究成果发布，通
过相机影像和光谱数据，“祝融
号”火星车在火星着陆区附近的
板状硬壳岩石中，发现含水矿
物。证明在距今 10 亿年（晚亚
马逊纪时期）以来，该着陆区存
在过大量液态水活动。

科学家通过多源遥感数据
发现乌托邦平原的多种地貌特
征都指示该区域可能存在大量
水冰。与南部高原的海拉斯撞
击盆地相比，乌托邦平原地形平
坦，且缺乏明显的撞击坑，这揭
示出该盆地内部可能受到长期
改造，且北方荒原物质堆积，可
能意味着该地区在地质演化历
史中曾有洪水涌入。根据这些
地形分析数据，“祝融号”率先在
着陆区的火星北半球寻找形貌
上疑似海岸线的地形，它所巡视
的乌托邦平原南部正位于推测
中的古海岸线内，通过物质成分
探测器给出的更多信息，寻找到
可能存在海洋存在时期相关矿
物成分的矿石；然后“祝融号”又
用雷达探测水冰，同时还从地质
形貌上来探测，看是否有在古代
水冰作用下形成的相关地貌。

目前，“祝融号”不仅发现有含水
矿石，还会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为
火星上的古海洋假说收集更多
数据支持。

此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地球
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针对“嫦娥
五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研究，通过
红外光谱和纳米离子探针分析，
已发现“嫦娥五号”矿物表层中存
在大量的太阳风成因水，估算出
太阳风质子注入为“嫦娥五号”月
壤贡献的水含量至少为170ppm。

该研究证实了月表矿物是
水的重要“储库”，也为月表中纬
度地区水的分布提供了重要参
考。这一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
期刊《自然·通讯》发表。

这个最新研究成果的意义重
大，彻底终结了国际上关于月球
上到底有没有水的争议，也为月
球水的来源和分布提供了依据。

只要有水，电影《独行月球》
中的“月球空间站”的搭建就显
得更加意义重大。如果可以就
地取水，建起“月球空间站”的成
本将大大降低，通过这个中转站

可向外太空各大空间站输送用
水，也可以为人类探索更远的外
太空（比 如 火 星）节省巨大成
本。有人算过，1立方米的月壤
大概是 1.5 吨，含水量大约 250
克，10立方米就是2.5公斤水，能
满足一个人一天生存基本的需
求，这还不算其他水循环措施可
以大幅降低实际耗水量的情
况。如果使用核动力和机械化
生产，这个水产量，足以支撑一
个研究团队长期在月球生存。

不过，这个数据也显示，这些
高含量的水均来自“嫦娥五号”月
壤矿物“表层”，很大程度都是以

“羟基”形式存在的，不是游离的
水分子，暂时还没法被生物直接
利用。

但这个研究结果同时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泛用性思路：如果
月球上能储存太阳风成因水，在
其他与月球环境类似的星体上
或许也能有水的存在。这样推
算下去，人类肯定还会在太空中
有更多令人惊喜的新发现。值
得期待。

小家蚁就喜欢住家里

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中，海
南的一位女子称，自己因为喜欢
在电脑前吃甜食、喝奶茶，落在
电脑上的糖渍、碎渣便招来蚂蚁
入住到电脑窄缝里。

仔细观察这段视频中密密麻
麻进出的小蚂蚁，不难发现它们的
身份。首先，这蚂蚁块头肯定大不
到哪去；其次这群蚂蚁中的工蚁体
态细长，几只大屁股的蚁后混在其
中，放大细看的话，还能看到它们
胸部与腹部之间两个小球状的结
节。由这些细节可以推断出它们
应该是一种小家蚁。

顾名思义，小家蚁，就是喜
欢住在家里的蚂蚁。不少种类
的小家蚁都能在我们的住处被
发现。因为体形小，它们可以随
意地在家中各种犄角旮旯、砖
缝、橱柜以及各种我们难以想象
的狭小缝隙中搭窝，对生存环境
的要求也很随便。

国内常见的小家蚁主要有
两种：中华小家蚁和法老小家蚁
——一个是中国本土蚂蚁，一个
是来自非洲的入侵物种。这两
种小家蚁完全可以直接用肉眼
区分：中华小家蚁是纯黑色或者
偏棕色一些，而法老小家蚁除了
腹部有些黑以外，身披黄金甲，
有几分埃及木乃伊的画风。

不过，这段视频中的小家
蚁，因为屏幕光线太亮，一时很
难看清到底是什么颜色，暂时只
能猜测它可能是法老小家蚁。

法老小家蚁是入侵物种

说到入侵蚂蚁，红火蚁的名
号更加远近闻名，因巨大的破坏
力和可能会让人休克的蚁酸而
让全国人民都对之记忆深刻。
但红火蚁再强大，它最多也只能
在南方各地惹祸，因它们的巢穴
建得比较浅，抗寒能力很差，几
乎无法向北继续进犯。但北方
人民也不可以高枕无忧，因为这
种法老小家蚁虽然危害并不明
显，却不挑南北，已遍布全国
——它们的老家在遥远的非洲
大陆，如今却因为人为活动而漂
洋过海，入侵到世界各地，除了
两极附近区域，现在全世界大部
分国家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在我国，它们最初出现在南方地
区，因为喜欢温暖环境，但由于

它们主要生活在室内，而我国大
部分北方地区室内都有暖气，所
以北方地区也未能幸免被这种
法老小家蚁入侵。

这种法老小家蚁也可以简
称为小黄家蚁或者是法老蚁。
因为个头小，相较于红火蚁那种
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直接危害，它
们既没有危险到能让人进医院
的蜇针蚁酸，也没有锋利的上
颚，而且还不会出现在野外，只
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绑定，貌似并
不危险。但它们绝不容小觑。

小家蚁的一大特点就是家
族兴盛。它们会产生蚁后，一个
家族中的蚁后数量会越来越多，
而且互相之间能和睦相处。相
对应的，工蚁的数量几乎也能无
限扩增，条件适合的话，一个小
家蚁家族的工蚁数量能到上百
万。和我们古时候的宗亲大家
族一般，兴盛到一定规模后，它
们就会“分家”。当一部分工蚁
找到合适的新家地址，比如视频
中那台食物丰富、空间适宜又能
确保安全的手提电脑，它们就会
叫来几只蚁后，从原来的家庭中

“分家”出来，入住新址。
但我们为什么说这种小家

蚁也很危险呢？不仅是因为它
们的入住会导致手提电脑没法
再用，也难以维修，而是因为这
些小家蚁的食谱很杂很丰富，它
们不仅会与人类分享家中的美
食，还可能会到户外觅食，比如
一些死蝙蝠、死老鼠的尸体等。
且不说死蝙蝠身上是否还带着
对人有害的病毒病菌，只要想想
这些法老蚁的工蚁们在外面品
尝完不知道什么动物尸体或者
是其他不干净的东西，又回到家
中在我们的食物上大快朵颐，就
会明白，它们无论在哪个国家，
都是令人厌恶的疾病传播者。

所以，虽然它们也只是自然
环境里的一个小角色，只是按着
自己的“生存模式”活着，而且还
是借着人类的“东风”才散播到
全世界的，但只要在家中遇见它
们，就别犹豫，赶紧上蚂蚁药吧。

（来源 科学辟谣公众号）

期档的最热电
影当数沈腾主
演 的《独 行 月
球》，这部国产

科幻喜剧片整个暑假期
间都在引爆各种话题，
其中关于影片科技含量
的话题就从上映到现在
一直热度不减。尽管这
部影片专门请了专业的
科普团队参与剧情与拍
摄的设计与讨论，但仍
有很多观众“挑刺”，找
出影片中的不少不合
理。

当然，艺术与现实始
终是有距离的。

而电影中提到的登
陆月球、小行星撞地球、
外太空生物培育计划等
高端科技研究，一直也
是大热项目。就在最
近，这些研究项目还不
断有了新进展，关注这
些新动态，或许有助于
大家更专业地“挑刺”
《独行月球》以及它的下
一部“姐妹篇”。

电影中，地球上的人们为了鼓
励月球上的沈腾永不放弃，用微弱
的电光集中起来构成几个大字向
月球传递信息。这种做法当然很
扯，因为地球上的灯光应该是无法
直接到达月球上的，还不如直接打
个卫星电话来得更实在，前提是月
球上有接收信号的基站。

北京时间 2022 年 9 月 11
日，搭载34颗“星链”卫星和“蓝
行者 3 号”通信卫星的“猎鹰 9
号”运载火箭再次点火发射，将
这些卫星成功送进了近地轨
道。其中“蓝行者 3 号”通信卫
星就是一颗可助地球人搭通“天
地线”的通信卫星。它搭载了美
国AST SpaceMobile 公司独创
的卫星基站——用户使用普通
手机就可以直接访问的天基蜂
窝宽带网络，还有一面693平方

英尺（约 64 平方米）的巨大相控
阵雷达天线。通过这个网络，可
实现从太空直接与普通手机进
行宽带通信的目标——简单地
说，就是该卫星将用于开展“星
地手机直连”测试。

据说，为了实现星地直连，
AST SpaceMobile 已 投 资 约
8500 万美元用于卫星的研发。
该公司的工程师已成功使用“蓝
行者3号”进行了800多次地面测
试，并为此申请了相关专利至少
2300项。它实现了在不改动现
有普通手机基本配置的情况下，
直接将手机与太空中的卫星基站
进行连接。这是一项革命性的技
术。如果该卫星能顺利投入大规
模使用，将实现全球网络全覆盖，
为世界上近一半未能接入互联网
的用户，提供宽带服务。

以后在月球上想随时掏出
手机与家人微信视频，可能就是
一件简单日常的事。

《独行月球》电影中的“顶
流”是一只袋鼠，其实选择一只
身形如此巨大的生物参与月球
计划，在现实中暂时并不“现
实”。体形大的生物不仅会占用
宝贵的飞船空间，还因为种种原
因，要在太空环境下保证其长时
间的生存也非常困难。

但太空探索飞船的确已将
动物带到国际空间站作过研究，
它们是一群果蝇。之所以选择
果蝇，是因为它们是研究人类心
脏的好模型。它们分享了人类
中发现的75%的诱发疾病基因，
它们的心脏也类似于早期发育
中的人类的管状心脏。

2020 年时一项发表在专业
期刊《细胞报告》上的研究表明，

果蝇被送上国际空间站并度过几
周后，其心脏的结构和生化情况
发生了深刻变化。这项研究认
为，宇航员如果在太空中生活时
间较长，可能也会受到类似影响，
这种影响包括可能会出现心脏疾
病的潜在细胞和分子变化。这项
研究最开始是为了了解微重力对
心脏的影响，现在或许可以帮助
制定策略来保护和保持宇航员心
脏的强健。这项研究可能还能提
出新见解，帮助地球上长期卧床
休息或患有心脏病的人。

相较于动物，在外太空进行
植物生态实验似乎更容易些。
2015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在 400 公里高空的国
际空间站里培育出了宇宙空间
里的第一朵百日菊；2019年，成
功软着陆在月球背面的中国“嫦
娥四号”月球探测车也完成了

“人类的第一次月球生物实验”，
在装有马铃薯、油菜、棉花、拟南
芥、果蝇和酵母六个物种的“月
球载荷生物试验”罐子里，地球
植物第一次在月球上发了芽。

而今年7月，载有实验样品
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的实验
单元被安装至问天实验舱的生
命生态通用实验模块中，目前，
拟南芥幼苗已长出叶子，高杆水
稻幼苗已长至 14 厘米左右高，
矮杆水稻也有4-5厘米高，且生
长状态均良好。该项目主要研
究空间微重力条件下植物开花
调控的分子机理。后续还将完
成拟南芥和水稻在空间站从种
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的实验，并
在实验过程中由航天员采集样
品、冷冻保存，最终随航天员返
回地面进行分析。这将为进一
步创制适应空间微重力环境的
作物和开发利用空间微重力环
境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克莉斯汀

恐龙灭绝或许是
“蛋孵化成功率太低”？

红火蚁早已臭名远播，法老小家蚁的危
害也不容小觑

因为一杯奶茶，
蚂蚁住进了电脑里……

在《独行月球》中，很多观众
都对沈腾最后用手推着核弹去
炸小行星这样的行为提出质
疑。事实上，用炸碎或撞击的方
式改变小行星轨道的事情，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已谋
划好多年了。最近他们宣布，打
算在 9 月 26 日前后，用一艘重
约 550 千克的测试飞船去撞击
一颗离地球不远的小行星，目的
是测试一下可以保护地球免受
小行星撞击的方法。

这个任务被命名为“双小行
星重定向测试”。而NASA这次
选中的小行星名字叫 Dimor-
phos。Dimorphos 目前正围绕
着一颗略大的小行星 Didymos
运行，暂时并不会对地球造成任
何威胁。

这次的任务并不是要用飞
船去击碎这颗小行星，而是旨在
改变它目前的运行轨道，测试

“用人为干扰小行星轨道的方法
来保护地球免受小行星撞击”是
否行之有效。

早在2021年 11月，SpaceX
旗下的“猎鹰 9 号”火箭便搭载
了一艘 DART 测试飞船发射升
空，这艘飞船一直在追踪目标小
行星的位置。最近，NASA 表
示，通过三次机动轨道修正，这
艘飞船的任务团队已首次观测
到目标小行星所在的双
小行星系统

Didymos，并打算继续追赶到距
离目标小行星仅 2 公里左右的
位置，并计划在 9 月 26 日发起
自动引导去撞击目标小行星
Dimorphos。如果 DART 测试
飞船能以每小时15000英里（约
合 24140 公里）的速度击中小行
星Dimorphos，就能检验动能撞
击小行星的“行星防御”理论是
否奏效。

当下，双小行星系统Didy-
mos 正在以每秒 20 英里（约合
32 公里）的速度围绕太阳旋转，
而 Dimorphos 围绕主星的运转
速度约为每秒30厘米。尽管有
不少质疑的声音表示，这种试验
会不会导致原本对地球无害的
小行星最后意外地改变了轨道，
真的向地球撞过来？但 NASA
方面解释说，DART飞船任务并
不会改变整个Didymos 系统的
运行轨道，其目标只是改变该系
统中的小卫星 Dimorphos 的运
转速度，“卫星围绕主星的运转
速度可能会改变少许，比如说每
秒几厘米的距离”。

如果这个方法可行，科学家
的想法是将同样技术应用到更
大小行星上。在这次任务之前，
科学家们只能在实验室里模拟
撞击事件。DART 任务将为科
学家完善行星防御计划
提供更多数据。

《独
行月球》即

将下映，

“科
技含

量”仍令
人瞩

目

发射了！新卫星要搭通手机“星
地线”

种菜了！中国空间站的生命生态实验将完成“全
生命周期”

有水了！十立方月壤就能支持一人一天用水量

1

2

3

4

□叶峥嵘

暑

中科院古脊椎所展
示用于本次研究的恐龙
蛋化石标本 新华社发

法老小家蚁 （资料图片）

法新社公布了两张来自NASA的太空效果图，显示一艘宇宙飞船正准备从小行星后面进行撞击 图/视觉中国

中国的月球车行进
在月球上（资料图片）

中华小家蚁，体型真的很
小，也就 2mm 左右（作者供图）

“月
球微型生态圈”选中的六个物种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

果蝇是研究人类心脏的好
模型（资料图片）

人类在月球上培育出的第一片
绿叶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

说起蚂蚁的窝，你会想到
哪些地方？洞穴里？树干
中？还有在树枝上悬挂的球
巢？没错，这些都是蚂蚁做窝
的常见选择。不过，有些蚂蚁
对住处品味有点独特，甚至还
看上了“高科技”住宅——有
人不小心把奶茶泼到了笔记
本电脑屏幕上，结果引来一群
蚂蚁，它们干脆直接住在了电
脑屏幕的夹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