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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近日，在美国密歇根州的派恩河上出现了一块奇特

的圆形浮冰，看上去就像是人造产物，还在不停旋转。当地人贾森·罗宾

逊在去上班的路上发现了这一奇妙景象，困惑的他立刻将其拍了下来。

一开始，人们猜测浮冰的旋转是由河流的涡旋或水流造成的。不过

2013年时曾经有人在北达科他州的夏延河发现了类似的旋转浮冰，直径

达 16 米，科学家的模拟结果显示，河流的涡旋无法使这么大的浮冰旋转

起来。这种现象在北极圈、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加拿大都曾出现过。

美出现奇特旋转圆形浮冰

（图片来源于网络）

曾几何时，西安的西南一带可能是湖泊连

绵，水草茂盛，还有野生的鳄鱼出没其间。近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 2016 年镐京遗址考古发

掘收获，遗址中一灰坑里发现的 12 块鳄鱼骨板，

为这样一幅水泽汪国景象提供了佐证。

灰坑里首次发现鳄鱼骨板

镐京遗址是西周王朝记载的都城所在地，位

于现在的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是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

对西周都城——镐京遗址进行了系列考古调查与

发掘。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在花园村东地点进行，

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发掘清理灰坑102座、墓葬

10座、水井 4眼、陶窑 2座、房址 1座，出土陶器、铜

器、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等各类器物200余件。

主持考古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岳连建说，在本次发掘的灰坑中出土了 12块鳄鱼

骨板，这在西周都城遗址中都属于首次发现，对

研究西周时期的动物考古及城市布局等，均具有

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灰坑是考古界对古遗址里一些废弃的窖穴、

地窟等的统称，发现鳄鱼骨板的灰坑呈不规则

形，面积大约有 10多平方米。这些鳄鱼骨板呈深

褐色，形状有方有圆，表面有蜂窝状空穴。“每

块有麻将块大小，我们的动物考古专家一看就判

断是鳄鱼骨。”岳连建说，自己以前也看过相关资

料，第一眼就认出那是几块鳄鱼骨板，后经专家

鉴定，果然不错。

关中地区远古时气候温润

鳄鱼是一种冷血的卵生水生动物，也是迄今

发现活着的最早和最原始的动物之一。中国汉

代始知南方有鳄，在一些唐宋典册中多有记载，

明清以来偶见于沿海岛屿，但其在关中地区活动

尚未有记录。

“鳄鱼除少数生活在温带地区外，大多生活

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河流、湖泊和多水的沼泽，

我们由此推测西周时在镐京的东南可能有大面

积的水域或者湖泊等。”岳连建介绍，此前在这一

区域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有大量的蚌壳、陶制

的网坠，如果这些推测成立，那么也可以说明在

远古时代，关中地区气候温润，湖水茂密，渔业也

较为发达。

“在这样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下，有野生的鳄

鱼出没也就不奇怪了。”岳连建认为，丰镐遗址

出土的鳄鱼骨板，为研究西周时期鳄鱼的生态

分布提供了重要资料。他介绍，在比西安更靠

北的纬度地区以前也发现过鳄鱼骨，这样看来，

远古至今，关中地区的气候还是发生了较大变

化。据此专家还推测，那时候也可能有人饲养

鳄鱼，用鳄鱼皮制作鼓等，此前考古也发现用鳄

鱼皮制作的鮀鼓。

（综合新华社、央视等）

陕西镐京遗址现鳄鱼骨板

西安远古曾有鳄鱼出没？
第二看台

奇观

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北爱尔兰一名女子称自己在丛林中遛狗

的时候，碰见了“大脚怪”，同时她还偷偷地拍了照片。

这位女子名叫玛克茜茵·考菲尔德，其是在北爱尔兰的斯利维亚诺拉

森林发现的这一怪兽，该怪兽全身长毛，有着人的轮廓，身上还盖着雪，就

像是传说中的“大脚怪”。玛克茜茵强调，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

东西，但当放大照片发现它后，真的是被吓坏了。

1942年 10月，一架美军轰炸机曾在这片森林附近的山上坠毁，机上

10 人仅 2 人生还，从那时起，当地有关这片森林的奇怪传说就开始流传

开来。其实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发现过所谓的“大脚怪”，但真相一直没

有被揭开。

丛林惊现全身长毛“大脚怪”

美国每年都会遭遇暴风雪袭击。近日，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

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部分地区，降雪量甚至达到 30厘米。

连续数日的大雪令每一户门前都积攒了一人高的雪墙，雪停之后当

地居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挖隧道”。同时，路面上厚厚的冰雪也造成

大量交通事故，几天来大大小小的事故已经多达上千起。

另外，在受暴风雪侵袭的地区，电力供应和机场运行也都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影响。北卡罗来纳州一度有超过 2.5万户居民断电，纽约肯尼迪国

际机场曾一天取消了 50多个航班。

暴雪之后居民挖“隧道”出门

外媒报道称，一组考古学家组成的队伍近日宣布了一项重大发现，他

们在去年 1月到往秘鲁南方古城 Cusco时挖掘到了一只神秘巨型手骨。

据观测，这只手骨上不仅只有 3根指头，且每根指头都拥有 6节关节，

从外观看上去拥有皮肤与指甲构造，全长约 33厘米，手指长则约 20厘米。

报道指出，经过 X 光检测后，研究人员表示，有关节被嵌入 2 个金属

环。同时，多位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推测，手骨应该属于一名身高在 2.7

米到 3 米之间的人类，或是远古巨型生物，但也有可能是外星人的遗骸。

考古团队表示将会把手骨送往美国进行 DNA检测，到时才会有更进一步

的发现。

秘鲁古城发现巨大三指手骨

80多年来，关于尼斯湖水怪的传闻一直不绝

于耳。据英国《每日邮电》消息，近日随着一系列

关于尼斯湖水怪摄影作品的曝光，尼斯湖水怪再

度浮出水面。

水怪，这种传闻中深藏在水中的不明生物，似

乎像一个永远未参透的谜一样，牵引着人们的视

线，世界各地有关水怪的传闻频频出现。除了尼

斯湖水怪之外，还有喀纳斯水怪、长白山天池水

怪、青海湖水怪等等，这些传闻中的水怪是否真的

存在？幽深阴暗的水下，又是谁在肆意游走？

尼斯湖水怪摄影作品曝光

魅影迷行之深湖水怪
本报记者 付丽丽

在我国，能和尼斯湖水怪齐名的当属喀纳斯

水怪了。几年前，记者曾有幸一睹喀纳斯湖的芳

容，正流连忘返之际，同伴一句“这个湖里有水

怪”，顿觉静谧的湖面多了几分神秘。

喀纳斯湖位于新疆阿尔泰山西部的额尔齐

斯河上游，是一个第四纪冰川作用形成的高山湖

泊，湖水的营养含量非常低，过去一直被认为不

可能有什么大型生物，但当地牧民一直传说湖中

有巨型水怪，常常将在湖边饮水的马匹拖入水

中，而且不时也有游客声称见到水怪。

然而，尽管目击者言之凿凿声称看到了水

怪，但却被专家浇了冷水，专家们认为喀纳斯

湖 其 实 并 没 有 水 怪 ，被 误 认 为 水 怪 的 其 实 是

“大鱼”。

根据 1980 年和 1985 年考察队两次捕捞的情

况，喀纳斯湖中大致有 8种鱼类，除去小型的食草

性鱼类，专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江鳕、北极茴鱼、

细鳞鲑、哲罗鲑 4 种鱼身上，通过反复比较和研

究，大家一致把焦点投向了哲罗鲑。首先，哲罗

鲑在繁殖季节，皮肤呈红褐色，其次哲罗鲑也是 4

种鱼中最凶猛、体型最大的。

“喀纳斯水怪应该就是大型哲罗鲑，俗称‘大

红鱼’，就如人类的姚明一样，个头比较大。”中科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淳说，

哲罗鲑是一种冷水性鱼类，长约 12—15 米，头部

宽 1.5米，重达 2—3吨。它是凶猛的食肉型鱼类，

小鱼、野生水禽、大水鼠、水獭甚至比自己体型大

的同类都可成为它的食物。

不过，即使是把喀纳斯水怪认定为大型哲罗

鲑后，仍有一些疑问难以解释。首先，迄今为止

从喀纳斯湖中捕捉到的哲罗鲑长度还没有超过 3

米的，无法证明湖中会有 10米长的大鱼，另外，喀

纳斯湖是否有供巨型鱼存在的生态条件？哲罗

鲑属于鲑科鱼类，鲑科鱼类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

繁殖季节的洄游，而喀纳斯湖是一个过江湖泊，

它的上下游河道都比较狭窄，尤其是和湖区相连

的部分，大多是一些乱石浅滩，大鱼又是如何通

过的呢？这些还都是未解之谜。

喀纳斯水怪：或是大型哲罗鲑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和海拔最高的内陆咸

水湖，形状与梨颇为相似，东西长，南北窄，周长

约 360 公里，总面积 4952 平方公里，湖面海拔高

度为 3196米，最大水深 32.8米。

青海湖一直都传说有水怪出没，水怪的出现

地点多在海星山与湖的东岸之间，据说为黑或黑

黄色，有 10 多米长。青海湖水怪最早是在 1955

年 6 月，由一小队解放军战士和一位科学家发现

的，此后陆续还有人声称看到了青海湖水怪。

此前，有人推测青海湖水怪可能是蛇颈龙

之类的远古爬行生物。李淳指出，蛇颈龙是一

种鳍龙类爬行动物，生活在三叠纪到白垩纪晚

期，其外形像一条蛇穿过一个乌龟壳，头小、颈

长、躯干像乌龟，尾巴短。头虽然偏小，但口很

大，口内长有很多细长的锥形牙齿，捕鱼为生。

许多种类的身体非常庞大，长达 11—15 米，个别

种类达 18 米。“蛇颈龙一般生活在海洋里，陆地

的河流当中也有一些化石证据，但是没有证据

显示这种生物曾在淡水湖泊生存。”中科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说，“如果青

海湖水怪真的是蛇颈龙的后裔生存至今，从白

垩纪末期蛇颈龙灭绝到现在的 6000 多万年间，

应该有化石记录体现，即便没有完整的化石，

也应该有零零散散的化石发现，但是到目前为

青海湖水怪：蛇颈龙的可能性很小

长白山天池是我国最深的湖泊，水深 373米，

为 1702年火山喷发后的火口积水而成，高踞于长

白山主峰白头山（海拔 2691 米，为东北最高峰的

山）之巅，是个历史非常久远的自然湖泊。

从上个世纪初的地方志记载，到近十几年来

的游客目击，天池水怪这个未明生物频频出现，目

击者多达数千人次。有的目击者说水怪像牛，有

的说像狗，有的说像长颈龙，有的说像水獭，有的

说是黑熊，有的说是古生物……有人拍下了天池

水怪的照片和录像，但由于距离过远，都不清晰。

天池中真有水怪吗？有人认为，所谓水怪不

过是人们的幻觉，还有人认为这只是当地吸引游

客的一种方式。因为长白山最近一次火山喷发

是在 1702 年，加之天池在海拔 2000 米以上，水温

非常低，一直被认为“自古无生物”。更有专家表

示，天池冬季封冻，水温即便在盛夏季节也只有

5℃左右，所以目前知道能在这里生存的，只限于

极少数几种冷水鱼。

曾经有报道指出，天池水怪可能是一种类似

“翻车鱼”的海洋鱼类。然而，李淳表示，翻车鱼

是生活在海洋中的，不太可能会出现在湖泊中。

但也有人认为，长白山天池是活火山，与日本海

临近，极有可能有一条通往日本海的隧道，所以

翻车鱼就从隧道进入天池，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又因为长白山天池是活火山，湖底有火山活动，

矿物质丰富，这为翻车鱼提供了食物，同时火山

活动使湖底相对温暖，所以适合翻车鱼生存。但

最重要的是，一些水怪目击照片和录像显示，水

怪有打转的习惯，它还可以越出水面，这些都与

翻车鱼的习性极其相似。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天池中常有时隐时现的

礁石，也如动物一样有时露出水面，有时沉入水

中。还有火山喷出的大块浮石在水中漂浮，有风

吹来一动一动地在水面浮动，远远看去，也如动

物在水中游泳一样。众说纷纭，不知道哪个才是

天池水怪的真相。

长白山天池水怪：疑似“翻车鱼”

铜山湖，又名宋家场水库，位于河南驻马店

市泌阳县境内，建成于 1969年。其地处亚热带向

暖温带过渡区，属长江流域。1980 年，水库工作

人员在水库中的仙人掌岛上发现一个黑乎乎的

东西，半截身子在水里，另半截身子在岸上，有四

五米长，两个眼睛发着绿光。它的头有牛头般大

小，上面还长有两只短角；嘴是扁平的，张开可以

容下两个人；整个身子看起来像一条大蛇，但却

带有两个爪子。1992年，水库职工再一次发现了

这个怪物。随后的很多年，水怪频频出现，被传

得神乎其神，尤其传出竟然出现长 100 余米的水

怪魔影。

对此，有专家表示，铜山湖水属长江流域的

唐白河水系，经汉水入长江。其建成后第一次投

放的鱼苗是从长江中捕捞的，有青鱼，其野性比

较强，生长得也比较快；还有一种被叫做“赶条”

的鱼，头比较柔软而且是尖型的，能长到 1000 多

斤；前些年还投放过中华鲟，它生长得也比较

快。但究竟传说中水怪是不是这 3 种鱼其中之

一，至今仍无法考证。

“综合以上各种说法，水怪大多可以用现有的

动物学知识加以解释，它们多半是观察者不熟悉或

者根本不知道的动物和现象，比如很多地方的‘水

怪’都是水下密集的鱼群。”李淳说，这些目击事件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目击者与“怪物”距离都很

远，实际上根本无法看清动物的具体形象，似乎在

这些有传闻的环境中，“看不清”的就是“怪”。因此

水怪是否真的存在，依然还是个未知数。

铜山湖水怪：青鱼“赶条”傻傻分不清

止这 6000 多万年间的化石证据还是空白，化石

证据的缺失说明这种生物很可能在 6000 多万

年前就已经灭绝了。所以青海湖水怪是蛇颈

龙的可能性很小。”

此外，青海省第一测绘院相关专家认为，青

海湖出没水怪的可能不大，因为其他水怪出没的

水域，水都比较深，但据相关考测，青海湖平均水

深 21米，相对比较浅，不适合大型水怪藏身。

镐京遗址出土的鳄鱼骨板镐京遗址出土的鳄鱼骨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