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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首都哈瓦那的生物学家

马尔塔·亚内斯抚养着 2 只黑猩

猩——穿着纸尿裤的13个月大的

艾达和15个月大的阿努玛。她表

示让被囚禁的雌性黑猩猩去抚养

其后代并不容易，它们太年轻，也

没有学习过如何喂养和照顾幼儿

们，所以她接下了这项当母亲的工作。

艾达和阿努玛弄坏了马尔塔家的电视、电脑键盘、电话和大部分

家具，但马尔塔都原谅了它们。她说：“当一只黑猩猩幼儿爬上你的

腿，钻进你的怀抱，还亲你的脸颊，为了请求原谅时，你是很难继续生

气的。”

她说：“如果它们说‘呼’我也会回答‘呼’，如果它们想我跳到地板，

我就跳到地板。只有一样东西我做不了，就是来回摆荡。以前我能做，

现在不能了，但它们需要被教导如何摆荡，它们需要学所有的东西。”

可能在其他国家的动物园会有特别的设施抚养动物幼儿，但在古

巴，这项工作就落到了62岁的生物学家马尔塔身上。从1983年她在动

物园开始工作，就接过10只幼儿黑猩猩到哈瓦那的公寓抚养。她表示1

天需要花17个小时去照顾猩猩是一份不简单的工作。

黑猩猩是濒危物种，在700万年前的进化过程中和人类分离，拥有

人类90%的基因，以聪明和能够使用基本工具著称。

古巴生物学家
给黑猩猩当“妈妈”
教“孩子”学摆荡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首次

在汀角红树林发现树栖蟹，取名

“汀角攀树蟹”，为全球新品种。

相关发现已发表于动物分类学

国际期刊《Zookeys》。

报道称，香港大学太古海洋

科学研究所的团队在汀角红树

林发现会攀树的微型蟹，并描述及命名为“汀角攀树蟹，简称“汀

蟹”。“汀蟹”非常细小，身长不足一厘米，身体呈现深棕色，拥有一个

方形甲壳、很长的足和橙色的螯。该品种目前出没于吐露港海岸，生

活在红树林的树枝和冠层，其近亲只在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新几内

亚的红树林被发现。

据报道，第一只“汀蟹”由香港大学一名大四学生去年暑假无意中

发现。据介绍，全球现有 2000 多种蟹种，当中能够攀树只有 15 至 20

种，约占1%至2%。这次发现或反映红树林存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也

可研究蟹为何离开水还能生存，其肺部或眼睛功能是否有进化等。

香港汀角
发现树栖蟹
为全球新品种

据国外媒体报道，近期研究

发现，年纪较大的非洲青鳉鱼在摄

食年轻小鱼的粪便之后，出现了寿

命延长的现象。研究人员通过喂

食粪便的方法，替换了中年鱼的肠

道菌群，使它们的寿命最多延长了

41%。

尽管只是初期研究，但该结果或许可以为人类寿命的延长提供启

发。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科学家还不确定肠道菌群如何影

响寿命，但有一种可能是，免疫系统会随着年龄而衰弱，而有害的细菌会

逐渐在数量上超过有益细菌，因此移植年轻、健康的肠道细菌会使中年

非洲青鳉鱼的肠道微生物群落重新恢复活力。还有一种可能是，年轻鱼

体内的肠道细菌会对免疫系统本身产生作用，从而延长中年鱼的寿命。

非洲青鳉鱼主要分布在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在雨季时会出现在

临时性的水池中。非洲青鳉鱼的寿命很短，只有3到9个月，并且在只有

3周大的时候就能繁殖，这些特点使它们成为研究脊椎动物衰老机制的

良好动物模型。

此前的研究发现，一些动物的寿命与肠道细菌存在着某种联系，比

如人类和小鼠衰老时，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会降低，从而更容易患上疾病。

研究的第一作者达里奥·华伦扎诺博士称，这种现象也可以在非洲

青鳉鱼身上观察到，而年轻非洲青鳉鱼的肠道细菌多样性几乎可以和小

鼠甚至人类媲美。“你可以根据肠道微生物来判断一条鱼是年轻还是年

老，”华伦扎诺说道。

非洲青鳉鱼
吃小鱼粪便
延长寿命

（图片来源于网络）

4 月上旬，500 尾大规格人工繁殖的子二代

中华鲟放归长江。人工增殖放流将补充中华鲟

野生群体的数量，那么，野生中华鲟的境况怎

样？科技日报记者听到的好消息是，去年 11 月

24 日在葛洲坝产卵场监测到野生中华鲟鱼卵，

而在此之前的 2013 年至 2015 年连续 3 年并没有

监测到此现象。

中华鲟是典型的长距离海河洄游性鱼类。上

世纪 80年代葛洲坝工程实现大江截流时，洄游来

的中华鲟便在葛洲坝下聚集，形成新的产卵场。

可是，近几年来，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情况并不乐

观，其产卵场面积大为缩小。

“去年年底，我们在第一时间监测到野生中华

鲟自然产卵后，获取部分鱼卵带回实验室进行孵

化研究。”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水生态修复研

究室副主任姜伟博士介绍，“当时有专家担心，怕

鱼卵是杂交鲟的后代，种质不纯正。但经过鉴定，

认定其是货真价实的野生中华鲟卵。”

“去年所获的野生中华鲟鱼卵的受精率、孵化

成活率都很低。”姜伟说，中华鲟卵在自然条件下

存活率本来就非常低，只有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

基本靠以量取胜，一条鱼可以产几十万个卵，但还

没孵化，90%的鱼卵都会被其它鱼吃掉。“比起自

然环境，人工条件会更安全，我们培育繁殖野生种

群，也是为了保持其种质优良，优化其遗传性状。”

这虽然为野生种群恢复找到一线渺茫的希

望，可令姜伟着急的是，目前中华鲟雌雄比例严重

失调。以前中华鲟正常的性别比例接近 1∶1，但

据 2008年左右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华鲟雌雄比例

达到了 7∶1。虽然近年来，因国家禁止科研用捕

捞中华鲟，研究人员无法调查，但他们判断“雌多

雄少”的现实不会有太大变化。

中华鲟性别比例失衡，可能与长江水环境污

染密切相关。姜伟说，曾有科研人员用其它鱼类

试验表明，长江入海口污染水域的类激素物质，会

导致鱼类种群出现雌性个体数量大于雄性的现

象。“性别失衡，也说明中华鲟野生种群资源处于

衰退阶段，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无奈现实。”

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物种保护技术学科组

组长杜合军博士曾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学习

工作过，他见证了馆里最后一只白既
鱼豚“淇淇”在

人工养殖了 20 多年后，因一直找不到配偶，没留

下任何子嗣，孤独终老。

2007 年，人类正式宣布白既
鱼豚功能性灭绝。

中华鲟会重蹈其覆辙吗？

杜合军说，中华鲟研究所已成功利用单性生

殖技术繁殖中华鲟。也就是说，万一发生只有雌

性中华鲟的极端情况，仅依靠单性也能成功繁殖，

且后代有雌有雄。“当然这只是一种应对极度濒危

情况下的技术储备。”杜合军等人还通过低温保

留中华鲟的精子、胚胎、细胞等基因信息。在自然

界如若真寻觅不到中华鲟了，科研人员也有可能

利用克隆技术像重现电影《侏罗纪公园》里复活恐

龙的情节一样，复活中华鲟。

2009 年我国停止了野生中华鲟的科研捕捞，

中华鲟研究所在同年取得了中华鲟全人工繁殖技

术的突破，并在之后连续多年获得全人工繁殖的

成功，中华鲟种群的繁殖脱离了对野生种群的依

赖。“通过监测发现，4月 8日放流的部分中华鲟已

顺利过长江干流监利段。”刚从野外监测归来的姜

伟 11日晚向记者透露。

但是，这一路上中华鲟还是会历经磨难。根

据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监测数据，近几年放流

的大规格中华鲟只有 3—4成顺利洄游到了大海。

与此同时，保护中华鲟绝对不仅是在实验室、

在养殖车间的研究与繁育。“上个世纪 80年代，每

年湖北境内捕捞野生中华鲟数量最多时达到

1000 尾。”姜伟说，可是近几年，每年洄游进入长

江产卵的中华鲟数量已不足百尾。“由于中华鲟生

命周期长，出现断档后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种群，

再加上长江沿线经济发展带来水环境的持续衰

退，不能否认，总体来说中华鲟数量仍处于低水平

状态。”姜伟说。

“中华鲟个体大，生命周期长，其种群资源恢

复难度远大于四大家鱼。”姜伟说，中华鲟是一个

极具代表性的典型物种，如果保护好它们了，那么

说明长江流域和中国近海生态环境也恢复得不错

了，长江的其它鱼类种群也生活得不错了。

中华鲟中华鲟，，不再上演白不再上演白鱼
既豚灭绝的悲剧豚灭绝的悲剧？？

趣图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陈 磊

“这是我第一次搭乘中国船只出海，第一次乘

坐‘蛟龙’号下潜，与想象中很不一样。”虽然已回

到了陆地上的家中，但聊起 4月 5日结束的中国大

洋第 38航次第一航段科考，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教

授张朝晖的思绪又回到了海上的日子，那是一种

难以描述的奇妙感觉：神秘的生物、超级大章鱼、

中温烟囱、大片的硫化物丘……

这是一段创纪录的历程：我国在国际上首次

实现在西北印度洋卡尔斯伯格脊热液区实施载人

下潜科学考察，59 天里，在卧蚕 1 号、卧蚕 2 号、天

休与大糦 4个热液区新发现 27处海底“黑烟囱”。

海底热液区分布在有岩浆活动的区域，如洋

中脊。当海水从洋壳裂缝渗入，被岩浆加热时，会

带出岩层中的金、银、铜、锌、铅等金属，形成热液

硫化物喷口，俗称“黑烟囱”。

目前，海底多金属硫化物是日益受到国际关

注的一种海底矿藏，发现“黑烟囱”也就意味着找

到了正在形成中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床，这将为该

地区的海底成矿作用、生物多样性和极端环境生

命演化等科学研究提供珍贵的样品和资料。

寻找海底寻找海底““烽火台烽火台””
——记记““蛟龙蛟龙””号首次西北印度洋深潜科考旅程号首次西北印度洋深潜科考旅程
本报记者 陈 瑜

6200 万年前的印度洋深处，一股岩浆自海

底涌出，冷却形成了一个新的大洋地壳，科学家

将其命名为西北印度洋卡尔斯伯格脊。

第一航段首席科学家韩喜球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打了这样的比方，“如果把卡尔斯伯格脊比作

海底长城，黑烟囱就相当于长城上的烽火台。”

如何判断哪个“烽火台”在冒烟？

以前深海科学家会派出“千里眼”——将物

理、化学等多种传感器布放到海底，传感器经过

受热液影响的区域时会产生温度、甲烷含量等

方面的变化，就好像看到了“烽火台”上冒出的

狼烟。

根据以往大洋航次的调查资料，循着“烽火

台”上的狼烟，在第一航段，首次造访的“蛟龙”号

在西北印度洋的海底龙宫享受了一道道盛宴。

已经下潜几十次的潜航员傅文韬说，卧蚕 1

号热液区的“黑烟囱”分布特征与西南印度洋龙

旂热液区明显不同。“这里的烟囱体很好找，分

布区域比较集中，在山坡和山顶上成片存在，像

石林一样。”

大糦热液区宛如喀斯特石林的烟囱群景观

给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邵宗泽留

下了深刻印象，“这里比我在西南印度洋龙旂热

液区看到的烟囱景观更加奇特、壮观，有些黑烟

囱顶端长有细如避雷针的新生烟囱壁。”

与生命类似，海底热液口也要经历从无到

有，从幼年、壮年到老年的过程，下潜人员也发

现一座座死亡硫化物烟囱体凝然寂立在海底。

对科学家来说，“黑烟囱”有着特别的意义，

通过对比不同热液区热液喷口的活动情况和烟

囱体规模大小，可以了解局地热液喷口之间的

变迁及其与地质构造的关联。

根据“狼烟”找“烽火台”

在第一航段中，高温探针在 3000 米的大洋深

处，测得黑烟囱热液流体最高温度达到 336.8摄氏

度，可谓是海底火焰山。

“大糦”“卧蚕”和“天休”由北至南分布在卡尔

斯伯格洋脊上，水深约 2900米—3600米。

在这样的深度，海水温度通常低于 2℃。这

里终年无光，水压高至数百个大气压，本不是生物

宜居之地。然而，“黑烟囱”的出现给海底播撒下

一片生命“绿洲”。

3 月 21 日，这是张朝晖盼望已久的日子。按

计划，他将于当天在天休热液区参与执行“蛟龙”

号第 132 潜次，也是中国大洋第 38 航次第一航段

的第十次下潜。

“这是一只身体估计只有三四十厘米，但却具

有八条触须，每条触须长达三四米的动物！我们

暂时只能叫它动物，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没见过，

甚至都没听说过有触须可以长达三四米的动物。

但是我得记录呀，怎么办，我只得先找了个最熟悉

的类比，章鱼。我知道那肯定不是章鱼，但是有限

的时间不允许我多思考，我只得在记录纸上写下，

几点几分，见到了一只超级大章鱼！”这段记录，来

自张朝晖当天的下潜日记。

让他更没想到的是，“短短两小时后，迎面飘

来一个巨大的圆形物体，直径可达 1.5 米，跟一个

巨大的圆桌类似，那是白色的大章鱼，真正的超级

大章鱼，我刚才看到的那个‘怪物’显然跟章鱼恐

怕连亲戚都算不上。从来没有听说过章鱼可以长

这么大！”

“什么样的生产力才能支撑以这么大的章鱼

为食物链顶端的体系啊！”张朝晖在日记中情不自

禁发问。

发出类似感叹的，不仅仅是张朝晖。

傅文韬也感到惊异，仅仅相隔 2.7 公里，卧蚕

1 号热液区却呈现出与死气沉沉的卧蚕 2 号热液

区截然不同的景象：黑烟缭绕、螺虾成群、海葵招

摇，不断喷发的“黑烟囱”群孕育着勃勃生机，热液

流体中的矿物结晶闪烁着点点光斑，仿佛“金雨”

从天而降……

下潜科学家、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邱中炎出舱后感叹，“丛林一般的烟囱群

密密麻麻，底栖生物非常丰富！”

盲虾、海葵、螃蟹……对科学家来说，借助“蛟

龙”号采集的珍贵的热液生物样品是无价之宝，这

对研究深海生物多样性、划分全球尺度下热液生

物区系，以及极端环境生物基因资源评价等都具

有重要研究价值。

三千米下的生命“绿洲”

“我的理想是找到高温热液喷口，因为从科

学的角度来看，只有那冒着黑烟的烟囱才能带

给我们原始的热液，那是地球在向我们发送的

信号，可以让我们解读它们的形成机制，阐明

从天休到卧蚕的热液和岩石演化。”让张朝晖

兴奋的是，此行收获了 7 管首次取自西北印度

洋的高保压热液样品，但样品的获取过程却是

一波三折。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烟囱确实是烟囱，

但却没有‘烟’——高温热液携带的硫化物颗粒

和冰冷的海水迅速混合形成的犹如黑烟升起的

混合体。上面倒是长了不少海葵，但却没有高

温热液口附近常见的盲虾。这个应该是中低温

的，属于那种生命到了晚期的烟囱，仍然挺立在

这一片已经枯萎侵蚀的死亡烟囱林里。”张朝晖

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时间就这样无情把我的遗

憾留在印度洋底了，寻找高温热液的希望留到

了最后一个潜次了。”

幸好在天休热液区的最后一个潜次，下潜人

员采集到了高温热液，弥补了张朝晖的遗憾。

“之前无论是在大糦热液区还是卧蚕热液区，

下潜人员都是在最后一个潜次才得以用保压采水

的方式获取热液的。”张朝晖笑言，“这也许就是在

这西北印度洋卡尔斯伯格脊工作的宿命。”

一次下潜中，“蛟龙”号抵达的海底并不在事

先准备的地图上。没有地图指引，在高低起伏

的海脊区域寻找热液活动，近乎盲人摸象。

有着 30 年大洋矿产资源调查经验的青岛海

洋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崔汝勇当时判断，铺洒在

黑色玄武岩周围的一层黄褐色“细砂”便是随热

液扩散、沉淀的硫化物碎屑。循着热液活动的

蛛丝马迹，潜航员操作“蛟龙”号航行不过百米，

在一道海山斜坡上，一座此前从未被标记过的

“黑烟囱”出现了。

惊险相伴 柳暗花明又一村

4月8日，“2017年长江三峡中华鲟放流活动”
在湖北宜昌举办，500尾大规格中华鲟放归长江。

黑烟缭绕、螺虾成群、海葵招

摇，不断喷发的“黑烟囱”群孕育

着勃勃生机，热液流体中的矿物

结晶闪烁着点点光斑，仿佛“金

雨”从天而降……

卧蚕热液区壮观的烟囱群和海葵卧蚕热液区壮观的烟囱群和海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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