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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俄罗斯的摄影师 Natalie Bondarenko在印尼蓝壁海峡，用微距

镜头拍摄了许多海洋生物妙趣横生的一面。比如：一只清洁虾给一条

海鳝的嘴挠痒痒；橙色的裸鳃亚目生物头上顶着一个帝王虾，看上去就

像一顶帽子；还有火海胆上的一对科尔曼虾；小的海洋生物趴在比自己

个头大的海洋生物背上搭个便车等等，透过摄影师的镜头，人们得以一

瞥奇妙的海底世界。

微距拍海洋生物妙趣横生一面

（图片来源于网络）

据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在厄瓜多尔东部的热带雨林中，

生活着一个名叫 Huaorani的古老部落，整个部落仅有 4000人，过着

简单原始的狩猎生活。起初，该部落完全与外界隔绝，直到 20世纪

60年代才与外界接触。

他们主要以猎食野猪、犀鸟、猴子为生。经常爬树使他们的脚

变成了扁平足，许多人有 6根脚趾，还有的甚至长了 6根手指。这些

身体上的变化都是为了方便他们更好地适应热带雨林里的狩猎生

活。Huaorani部落的人身体素质非常好，很少生病，尤其是对几种

疾病似乎有着天然的免疫力，被认为拥有独特的基因。1990年，厄

瓜多尔政府设立 Waorani部落自然保护区，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热

带雨林。

图①Huaorani部落的人打猎归来
图②Huaorani部落的人在使用吹管枪
图③由于 Huaorani部落的人需要爬树打猎，因此他们的脚趾

已经完全变形了。

热带雨林中的神秘部落
第二看台

奇观

好莱坞影片《大脚印》，作为首部揭秘神农架野

人之谜的冒险悬疑片，将于 2月 10日登陆内地院

线。一直以来，神农架地区都流传着神秘的“野人”

传说，它与北美洲的“大脚怪”、中国西藏地区的“雪

人”一样，成为世界未解之谜，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科

学家、探险家和游客深入丛林一探究竟。

首部“野人”故事电影即将登陆内地

神农架是否有绿“野”仙踪
本报记者 刘 垠

“野人”一词流传已久，但是究竟什么是“野

人”呢？

专家认为，“野人”是一种未被证实存在的高

等灵长目动物，直立行走，比猿类高等，具有一定

的智能。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理事、奇异珍稀动物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方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野人’这个名词不太准确，很多动物学家认为

在没有标本的情况下，将其叫做‘野人’是不严谨

的。因为人有很详细的定义。因此一般学术研

究上不叫‘野人’，而叫‘人形动物’。但大多数老

百姓一说这个东西，就是‘野人’，后来就约定俗

成，叫他们‘野人’。”国外研究人员对此类类人

形动物的称呼各有不同。在美国，它被称之为

“bigfoot”即“大脚”；南亚地区称之为“耶提”；蒙

古、俄国高加索地区一带称之为“雪人”。

神农架关于“野人”的传说由来已久，最早

可追溯到公元前 4 到 5 世纪战国时期成书的《山

海经》。《山海经·中次九经》中提到，熊山（即今

鄂西北神农架）中有一种身高一丈左右，浑身长

毛，长发、健走、善笑的“赣巨人”或称为“枭阳”

“狒狒”的动物。战国时期，楚国著名诗人屈原

在《楚辞·九歌》中，也曾经以“野人”为题材，写

过一首《山鬼》的诗。其描写的“野人”形象是：

似人非人，站在山梁上，披挂着薜苈藤，带系松

萝蔓，多疑善笑，羞羞答答。清代同治年间湖北

勋阳府地方志中《房志稿》记载，房山高险幽远，

石洞如房，多毛人，长丈余，遍体生毛，时出山啮

人鸡犬。拒者必遭攫搏，以炮枪击之，铅子落

地，不能伤。而房山就是今天神农架北部山区

的房县。

虽然古籍多有记载，但人们也仅仅把“野人”

当作传说。直到 1976 年 5 月，神农架林区的 6 位

党政领导干部，在海拔 1700米的神农架林区椿树

垭附近地带，碰上了这种“红毛怪物”后，神农架

“野人”才引起了各方关注。

1977 年，包括古人类、动植物和地学等学科

专家在内的 100 多人组成的科考队，曾到神农架

林区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野人”科考。考察行

动涉及区域面积达 1500平方公里，考察中发现了

大量“野人”脚印，长度从 21厘米到 48厘米，收集

到若干“野人”毛发和粪便，还发现了用箭竹编成

的适合坐躺的“野人”窝。虽然，此后科学家们对

神农架又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但时至今日也没

能如愿抓捕到“野人”。

“野人”到底是个什么鬼？

虽然不曾亲自考察过“野人”的出没地，但是

作为生物系的毕业生和古生物学的研究者，李淳

说：“动物学、生态学、遗传学和古生物学的基本

知识让我知道，没有存在这样一种未知动物的可

能，过小的种群和缺乏流动的基因库无法维系一

个物种的存在。”

许多人以为只要有一公一母就能保证传宗

接代，而实际上一个高等动物物种是不可能只

靠一对雌雄，或者几头甚至几十头而繁衍下去

的。小群体另一个难以避免的危险是近亲繁

殖。近亲繁殖生下的后代，身体状况、生存能力

都比较差，长期如此必然导致遗传品质的下降，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消 失 ，从 而 走 向 整 个 群 体 的 灭

绝。一个群体要避免近亲繁殖，能够长期健康

地繁衍下去，至少需要几百个个体。但是如果

神农架真存在数百个“野人”，就不会那么难以

发现了。

但是王方辰也提出不同意见：“一个物种少

到什么程度就不能繁衍了？这个少是我们发现

的少，还是真的就那么少？就像朱寰，我们一开

始发现的是 4 只、7 只，到现在发现了几千只。‘野

人’究竟有多少，研究人员也不敢说。因为现在

发现的野人个数是流动的，今天在这儿，明天在

那儿，我们也不好统计到底有几个。”

数量过少影响繁衍，“野人”不可能存在？

在历次野人考察过程当中，北京自然博物馆

研究员、古人类学家周国兴曾经多次带队，亲身

访问了大量的野人目击者，收集了大批有关物证

和线索。然而经过大量调查他发现，大多数野人

目击事件最后都被证明是已知动物造成的误

判。难道沸沸扬扬的野人之说只不过是人类的

捕风捉影吗？

1956年的一天，12岁的王聪美走在回家的路

上，突然一头人形动物向她迎面扑来，吓得她大

声尖叫。其母徐福娣闻声赶来用钩粪棒将怪兽

击倒，并与闻声赶来的群众一起将怪兽打死，砍

下手脚。事后人们认为他们打死的是个“野人”，

并把手脚制成标本收藏。1980年，这个用药水浸

泡的手脚标本在一座中学的贮藏室里被找到。

通过对标本的分析，周国兴发现这只是现生的一

种平均身高可达 1.2米的短尾猴。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李

淳说：“路遇‘陌生动物’是紧张兴奋的事情，对于

那些动物学知识有限、野外经验不足的民间目击

者，尤其是对‘野人’有所耳闻，以至存在思维定势

和固有概念的人，在这样肾上腺素激增的情况下，

很容易把‘有毛，能站着’的东西都当作‘野人’。”

还有一次，一位神农架当地的专家带了一个

足部标本到北京，该标本有 5 个脚趾，没有利爪，

一些所谓目击事件只是误判？

尽管一些古人类学家认为“野人”存在的可

能性不大，一些关于“野人”的目击证据可能都是

误判。但原周口店遗址博物馆馆长袁振新却坚

定地相信“野人”的存在，并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

示，“野人”存在的可能性达 85%。

他指出，将发现的“野人”毛发用电子显微镜

扫描，可以看到毛发表面压痕有角质鳞纹路，呈

人字形纹，属灵长类的毛发鳞片压痕。从毛发的

横切面来看，野人的毛发肉质厚、水腔小、髓质色

素颗粒分布不连续与动物的毛发特征完全不

同。通过对毛发的蛋白质来分析，野人毛发分析

结果也符合灵长类的毛发蛋白质特征。

工作人员曾将历年科考中发现的上千根“野

人”毛发送往北京、上海和武汉三地的科研单位

进行了鉴定。三地“野人”毛发鉴定结果都是比

现生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和长臂猿等高等灵长

类动物要高级，比现代人稍低级或接近于人。

几乎所有人类居住的大陆都曾经发现过“野

人”的踪迹，会不会“野人”的祖先是原始人类当

中的某一支，在经历了数万年的沧桑衍变之后，

与人类共同生存至今呢？

袁振新指出，“野人”应是亚洲巨猿的残留，

它们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根本不是

人，是最接近人的灵长类动物，其最大的特点是

能够长时间的直立行走。

大约在 600 万年前，人和猿从共同的祖先分

化出来，一支进化为黑猩猩、大猩猩等现代类人

猿，另一支进化为现代人。而巨猿与人类进化的

主流分开，则是在距今大约 200 万年前。相对于

现代类人猿，巨猿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更为密切，

然而就当巨猿的发展正在鼎盛时期，却突然神秘

地消失了，我们找不到它在后来这一段时间内存

在过的任何化石证据。那么是不是存在这样一

种可能，历史上的巨猿并没有完全灭绝，而是顽

强地生存下来直到今天呢？

谜，依然是谜。也许有一天找到一个活体“野

人”，一切悬疑都会迎刃而解。相信在未来更高科学

技术的探索之下，“野人”的秘密一定会真相大白。

“野人”是亚洲巨猿残留？

①①
②②

一直以来，神农架地区都
流传着神秘的“野人”传说。科
学家们曾对神农架进行了多次
科学考察，发现了“野人”的毛
发、脚印、粪便等，但时至今日
也没能抓捕到“野人”。“野人”
是否存在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这个谜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科学
家、探险家和游客深入丛林一
探究竟。

一只清洁虾给一条海鳝的嘴挠痒痒

火海胆上的一对科尔曼虾

橙色的裸鳃亚目生物头上顶着一个帝王虾

近日，有网友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一种罕见的虾，样子非常奇特，它

们早在 2.5亿年前就已出现在地球，堪称活化石。

这种虾名为盾虾，专家指出，盾虾只是外表像虾，但没有虾的前肢，

其实并非虾类。由于恐龙时代就已出现，有人称它们为“澳洲恐龙虾”，

这种盾虾一般可长到 7厘米，背部有一大块硬壳，能够在极端气候下生

存，以微生物和细菌为食。在干旱状态下，它的卵可以保存 7 年，遇到

大雨等水源就会孵化。

澳洲现史前动物“恐龙虾”

小的海洋生物趴在比自己个头大的海洋生物背上搭个便车

③③

皮肤表面的毛很少，颜色发黄，这名专家猜测，这

个标本可能属于“野人”。然而中科院院士吴新

智带领专家给这件标本拍摄 X 光片，并与熊骨架

进行比对后发现，这个标本就是熊掌，只是人为

将利爪拔掉，长时间放置，导致熊掌掉毛、变色，

才令人难以分辨的。

李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多年野外工作的

经历告诉我，那些‘不明毛发、足印、遗迹’的所谓

‘证据’，不过是各种已知野生动物的毛、熊的足

印以及人类在泥泞小道上的‘滑迹’而已。迄今

为止，所有的‘野人’目击报告没有一份来自专业

的动物学学者，这令其可靠性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