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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兰卡夏郡的威廉姆斯夫妇在海滩散步时，发现了一个臭

烘烘的“怪蛋”，这个“蛋”看起来像是恐龙蛋化石。他们把“怪蛋”带去

找专业机构做鉴定，结果发现它居然是“灰琥珀”。

“灰琥珀”在中国叫“龙涎香”，是一种呈灰色或黑色的固态可燃物

质，产于鲸的消化系统。它摸上去有一种蜡感，气味非常独特。威廉姆

斯夫妇所捡到的这块龙涎香重 3.5磅（约合 3.17斤），价值高达 7万美元

（约合 47万元人民币）。

为什么龙涎香这么贵呢？龙涎香历史上主要被用来当做香水的定

香剂。由于非常稀有难得，市场价值差不多与黄金等价。且这种物质

只产于鲸体内，而在许多国家捕鲸是非法的，这就导致龙涎香的来源渠

道更为狭窄。此外，由于龙涎香的外观和形态看起来比较恶心，所以很

难被人当成宝贝，往往不易发现。

夫妇海边发现“怪蛋”

英国摄影爱好者理查德在伊普斯威奇市的一个河畔散步时发现了

一只罕见的昆虫——粉色的蚂蚱。这只漂亮的小蚂蚱看上去像是从迪

士尼电影里跳出来的，在满目绿色的芦苇中显得十分醒目。

据了解，这只蚂蚱拥有罕见的粉色皮肤是由于基因突变“红化”，原

理类似于白化，与之不同的是它的皮肤上有着红色的色素沉着。由于

这种基因突变的蚂蚱颜色十分显眼，使得天敌更加容易发现它们，因此

它们很少有幸存到成年的。这也是造成粉色蚂蚱如此罕见的原因。

蚂蚱也有小“粉红”

奇观

近日，英国一只金毛寻回犬产下了一只绿色的幼崽。当时这只金毛

寻回犬一次性产下了9只幼崽，它的主人惊讶地发现，其中一只小狗的毛

竟然是像薄荷叶一样的绿色，主人给这只特别的小绿狗，起名叫“森

林”。据了解，绿色的狗非常稀少，目前全世界仅有 3例。生出绿色小狗

是因为胎盘中的胆绿素过高，随着小狗逐渐长大，颜色会慢慢褪下去。

英国金毛产下绿色小狗崽

第二看台

自 1996年开始，圆明园遗址公园先后进行过

3 次考古发掘，现在进行的发掘自 2013 年开始至

2020年结束，为圆明园遗址史上最大规模的发掘

项目。截至目前，圆明园共考古发掘总面积 5 万

平方米，出土文物 5万余件。近日，北京市文物局

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公布了近年来圆明园

考古挖掘成果，并展出了 100余件出土文物。

鎏金铜象首：皇家用器精品

在展出的文物中，一尊鎏金铜象首引人注

目。这尊造于乾隆年间的鎏金铜象首，有长而卷

的鼻子、长牙、大耳，工艺考究，造型精巧，线条流

畅，虽饱经风霜，但在灯光下仍然金光闪耀。

在中国文化中，“象”被视为高贵吉祥的象

征。古代帝王喜欢制作大象雕塑，放置在殿前作

为装饰物。“鎏金铜象首的制作工艺要远远在十

二生肖之上，是清代皇家用器精品。”课题组女博

士张利芳说。

据推测，这尊鎏金铜象首，应该是整个象的

一部分。在大象摆件被整体运走时，象首不慎掉

落，幸运留存至今。

嘉庆御笔题刻：印证“如园十景”

步入圆明园展览馆，张利芳指着门旁一块长约

1.5米、宽约0.8米的“石头”说：“这就是最近出土的

《披青蹬》石刻。嘉庆皇帝在对如园进行翻修后，给

每一个景都题了诗。”长期以来，“如园十景”仅在文

献中有记载，却找不到实物印证，而嘉庆皇帝御笔

石刻的发现，证明了“嘉庆如园十景”的存在。

说到石刻的发现中间还经历了点儿小波

折。课题组组长张中华说，在如园考古的过程

中，这块石刻表面凹凸不平，再加上曾遭遇过长

时间大火，石块表面斑驳发黑，使得考古人员曾

以为它只是块普通山石。要不是后来考古人员

拿刷子清理石块上的灰尘，发现上面有字，很可

能就会错过它。

粉彩瓷砖：清皇室已用地暖

在圆明园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如园延清堂大

殿发掘出的粉彩瓷砖，历经劫难和岁月洗礼，粉

彩依然艳丽。“它的花纹非常精美，而且里面是干

沙，受热散热都很均匀，所以这种瓷砖应该是取

暖的，这里应该是皇帝休息的暖阁。”张利芳说。

清朝崛起于关外，对防寒取暖十分有经验，如

将墙壁砌成空心的夹墙，俗称“火墙”。墙下挖火

道，火道直通殿内榻下，形成暖炕与暖阁。同时，在

室内地面下砌筑火道，热气顺着火道传到室内地

面。这种取暖方式热量分布均匀，没有烟灰困扰。

除了粉彩瓷砖，在延清堂大殿还发现了金

砖，金砖表面大多酥裂。张中华说这些迹象表明

如园毁于大火，且火势猛烈、过火时间长。

（本报综合）

探寻万园之园沉睡地底的繁华探寻万园之园沉睡地底的繁华
——圆明园遗址最新考古发现披露

近日，太阳表面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太阳黑子，或将产生危险的太阳

耀斑。该黑子被命名为 AR2665，直径达 12万公里，足以从地球上观测

到它的存在。

专家警告称，该太阳黑子规模过大，可产生“M 级”太阳耀斑，从而

切断地球无线电传输、破坏通讯卫星、引发无线电风暴。

太阳黑子是太阳表面亮度较暗、温度较低的区域，由太阳磁场所引

起。它们通常出现在磁场活动密集的区域，当其释放能量时，太阳耀斑

和剧烈的太阳风暴便会从太阳黑子中倾泻而出。

这样规模的风暴会在地球上引发壮观的极光，还会干扰供电网，导

致部分地区断电。

太阳现直径12万公里黑子别着急复活猛犸象别着急复活猛犸象
先搞清它是怎么没的先搞清它是怎么没的！！
本报记者 姜 靖

近日，硅谷富豪、PayPal投资人彼得·蒂尔投资 10万美元给哈佛大学

基因组学教授乔治·丘奇，希望让早已灭绝的猛犸象重获新生。而此前

关于猛犸象将复活的消息也是接二连三：日本科学家在做猛犸象复活研

究；哈佛大学团队称，真猛犸象还有两年就可复活……

那么，在地球上繁衍生息数十万年的猛犸象，为何在 3700年前神秘

消失？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史前巨兽惨遭灭顶之灾？对此，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了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张虎才教

授。他长期从事晚更新世环境变化，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

助下在我国东北开展相关研究。

张虎才说，猛犸来自鞑靼语，原意为“地下居

住者”，包括生活在高纬度、环境严寒苔原地区的

真猛犸象，以及生活在纬度较低、气候相对温和

的草原森林过渡带的类草原猛犸象等多种种

类。现在说的猛犸象，多指真猛犸象。

资料显示，猛犸象化石遍布欧亚大陆和北美

洲。它们至少存活了 50 多万年，大约距今 12000

至 9000 年前从西伯利亚消失。而最后退居北冰

洋弗兰格尔岛的真猛犸象，在 3700年前灭绝。

真猛犸象比现代象高大。一头成年真猛犸

象体高可达 5 米，门齿长 3 米以上，体重可达 12

吨。从外形上看，它给人一种青面獠牙的凶猛

感，不如现代象温驯，但它也是食草类动物。故

而有科学家认为，它的灭绝是因气候变化导致食

物匮乏引起的。

来自 12 国的科学家小组研究显示，5 万年

前的北极，遍地是草本开花植物，为真猛犸象等

大型食草哺乳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但 2.5

万至 1.5 万年前，大多数北极陆地被冰覆盖，导

致草本开花植物的多样性急剧锐减。此时，真

猛犸象勉强幸存。而随着冰河世纪末期气候的

变化，草本植物进一步减少，最终导致了真猛犸

象的灭绝。

那么，气候变化是否为真猛犸象灭绝的“元

凶”呢？“真猛犸象的灭绝原因复杂，虽与气候变

化有关系，但可能是间接关系。”张虎才说。

他分析，在猛犸象生存历史中经历了频繁和

大尺度的气候变化过程，例如在距今 5 万年至最

终绝灭的 3700 年前期间，不仅经历了过去 15 万

年以来最严寒的末次冰期最盛期，也跨越了全新

世温暖的时期，而这些气候变化并没有直接导致

真猛犸象的灭绝。

猜测一：气候变化导致灭绝？

除了气候外，还有科学家猜测，是可怕的疾

病导致了真猛犸象的灭绝。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托姆斯克大学古生物学

家列什钦斯基博士分析了 47 头真猛犸象的 1500

多片骨骼和 8 颗牙齿，发现 42%的化石都显示出

患有骨质疏松症等严重骨骼疾病的痕迹。

其中有两种骨病，此前未在真猛犸象身上见

过。一种能导致骨骼或软骨碎片在关节腔中游

走。列什钦斯基指出，这种病常见于人类身上，

脱落的骨片会引发剧痛。另一种则为颈椎骨椎

间隙变宽，而颈椎处聚集着大量神经和血管。

这让研究人员怀疑是严重的骨骼疾病，导

致了真猛犸象的灭绝。而这些骨病恰恰是关键

营养素缺失或过剩引发的新陈代谢失调导致的

疾病。

但张虎才指出，真猛犸象的灭绝与患骨骼疾

病有一定关系，但这不是其灭绝的关键因素。“我

们也发现了部分骨骼病变的样本，但样本测年结

果，并不集中在一个具体的时期。如果病变导致

真猛犸象的灭绝，那么这些病变标本应当是最晚

真猛犸象的化石，而且应当有比较集中的分布。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骨骼疾病可能是真猛犸象

生存过程中一种常见、多发疾病，但导致整个真

猛犸象生物种群灭绝的可能性较小。”

猜测二：死于骨骼疾病？

还有种推测，真猛犸象的灭绝与人类捕杀有

关。在人类进化史中，他们曾把真猛犸象当成食

物，把皮毛做成御寒的衣服。而人类捕杀它们的

证据，就是古人类居住的洞穴中发现了以真猛犸

象作为主题的洞穴壁画。

“德国西南部真猛犸象种群数量下降，很可能

是人类造成的。”图宾根大学和森肯堡自然研究学

会的生物地质学家多罗西·德拉克说道。他的研

究团队分析了3万年前到2.2万年前的西欧真猛犸

象骨头和牙齿的碳、氮和硫同位素，结果显示它们

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气候比较稳定。但出乎意料的

是，这一时期真猛犸象的种群数量却在下降。

在欧洲中部和亚洲北部约有 30 个真猛犸象

墓地，成百上千的骨头堆积在不到 60平方米的地

方。宾州州立大学帕克分校的人类学家希普曼

研究发现：在约 4.4万年前，真猛犸象墓地与现代

人类几乎同时出现。且它们许多代都在同一个

地点被杀死。在一些遗址，人们还发现了用真猛

猜测三：人类大量狩猎灭族？

在上世纪上半叶，美国纽约有一个探险者俱

乐部，其以提供诸如炒狼蛛和油炸山羊眼球等具

有异国情调的主菜而名声远播。

1951 年 1 月，在俱乐部奢华的周年晚宴菜单

上，来自阿拉斯加海岸冰川的真猛犸象肉赫然在

列。这一消息随后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

并称“自助餐上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就是品尝一小

口 25万年前的长毛猛犸肉”。

当时，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布鲁斯博物馆的

保罗·格里斯沃尔德·豪斯因故未能赴宴，但要求

打包一块肉给他。奇怪的是，他将真猛犸象肉标

记为，原产于南美洲的巨型“大地树懒”，保存在

博物馆。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不时被用来证明远古的

真猛犸象是如何神奇地被保存，以至于现代的富

豪、猎奇者还可以享用其美味。但真相究竟如何

呢？这块肉到底是来自史前巨兽真猛犸象，还是

怪物巨型树懒？

直到 2014年，耶鲁大学生态与生物进化学系

的博士生格莱斯及其同伴戴维斯对此提出质

疑。他们通过努力，从那顿保存完好的史前打包

餐中，提取了线粒体 DNA 片段，分析发现：那块

使人们津津乐道的肉，既非来自远古的真猛犸

象，也不是来自南美的树懒，而是海龟肉。

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综

合》期刊上，从而终结了持续几十年的神话。所

以，利用奇闻异事来博眼球，是一种古老而常用

的手段，只有严肃的科学才能给出可靠的结论。

真的，假的？有人居然吃了猛犸象肉！

相关链接

“孤立和种群规模的减小，一直都被认为是

导致灭绝的重要因素。”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古生物学家罗斯·麦克菲称。

弗兰格尔岛是真猛犸象在地球上存活的最

终之地。北卡罗来纳州大学进化遗传学家雷贝

卡·罗杰团队将发现于西伯利亚大陆一只 4.5 万

年前的真猛犸象基因与 4300 年前弗兰格尔岛的

真猛犸象基因进行对比发现：真猛犸象基因体在

灭绝前竟产生了许多突变。

罗杰团队形容其为“基因崩解”，并推测：地

球上最后一群幸存的真猛犸象，因受基因病毒的

折磨，毛发结构改变导致御寒力下降，嗅觉受体

丧失影响了求偶与交配，而且越来越多的关键基

因突变，加速了它们的灭绝。

“尽管可能存在 DNA 病毒，但要导致真猛犸

象灭绝却未必。”张虎才说，因为弗兰格尔岛上真

猛犸象所发生的基因突变，出现在大陆真猛犸象

种群灭绝之后。

张虎才说，真猛犸象为何灭绝，一直都是争辩

不止的问题，至今没有满意的结论。不过归结起

来，其灭绝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中高纬度快速的气

候变化，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以及食物种类及结构

发生变化。随着种群数量减少，真猛犸象身体结

构发生变异、体型矮化，最终导致了它的灭绝。

猜测四：DNA病毒导致绝迹？

犸象骨头搭建的小屋，以及人类才会在骨头上留

下的标识和切割痕迹。

尽管人类曾捕杀过它们，但还不足以使庞大

的真猛犸象种群灭绝。张虎才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以我国东北地区真猛犸象动物群为例，相对

于成千上万的动物化石，人类的化石标本极少。

“很难想象不足百分之一数量的人类，何以消灭

比人体大 100倍的真猛犸象。”张虎才说。

鎏金铜象首

粉彩瓷砖 《披青蹬》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