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架无人机拍摄到巴西伦索伊斯国家

公园沙漠中出现了成千上万个湖泊。每年中总

有 3 个月，这片白色沙丘间会出现“沙湖连缀”的

奇景。在此期间，巴西当地人和许多外地游客会

赶来饱览镶嵌在白色沙丘中似祖母绿宝石一样

的湖泊，有时还会纵身跃入湖中畅游一番。此

后，成千上万个湖泊会慢慢消失，年年如此，周而

复始。这是怎么回事？以干旱而著称的沙漠为

什么会凭空冒出这么多湖泊呢？

“千湖沙漠”是怎样形成的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沙漠

与沙漠化研究室研究员李孝泽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该沙漠是南美洲大陆东北缘众多海岸沙漠中

较大的一片沙漠，主要由新月形沙丘及其沙丘链

等类型风沙地貌组成。成因上，由于该沙漠分布

接近热带雨林湿润地带南部边缘的热带森林草

原地带，气候上具有明显的干、湿季节变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

员王随继进一步解释说，湿季时节，因为邻近地

区的河流流域降水或者高山地区冰雪融化地表

径流的充分补给，引起“千湖沙漠”地下水位上

升，“当地下水位明显抬升并高于沙丘之间的低

洼地表时，就在沙丘洼地之间形成了湖泊”。当

旱季到来，随着蒸发量的增大以及流域来水的减

少，河流水位明显降低，沙漠地区的地下水位也

相应降低，低于沙丘间最低的洼地底部，湖泊也

就消失了。王随继说，湖泊的形态与沙丘的空间

分布有关。因为该地沙漠沙丘呈链状分布，因而

就形成了“沙湖连缀”的壮阔景观。

为何并非所有沙漠都有湖泊

除了这种万千湖泊突然现身沙漠，又慢慢消

失的情况外，还有一弯湖泊，与莽莽流沙并存的

情况，我国敦煌的月牙泉就是一个例子，它如沙

漠中的明珠一般，多年既未干涸也未被流沙淹

没。那么，这种沙漠湖泊的成因又是什么呢？为

什么不是所有的沙漠都会有湖泊呢？

王随继指出，沙漠湖泊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

地形因素、较高的地下水位、水量补给因素和基

岩因素。

他说，第一，沙漠要有高低起伏不一的地

形，低洼处充当盛水的“容器”，沙丘和沙丘链能

提供这种地形。第二，地下水位在一年中的某

个时段要明显高于沙漠低洼地面的高度，使得

地下水能够出露地表，形成湖泊。第三，沙漠边

缘地带需有水位可以明显升高的河流、大型湖

泊存在，作为沙漠低洼地带积水的补给源泉。

第四，沙漠下部最好存在非透水或者低透水岩

层，这可以减少水体的下渗，涵养湖泊。如果地

下水位高度长期变化不大，沙漠中的湖泊是可

以常年存在的，这种湖泊被称为常年性沙漠湖

泊。如果地下水位升降明显，则会形成季节性

沙漠湖泊。“敦煌月牙泉就是一种常年性沙漠湖

泊，而巴西伦索伊斯国家公园的‘千湖沙漠’则

属于季节性沙漠湖泊。”

干旱沙漠怎么冒出万千湖泊干旱沙漠怎么冒出万千湖泊

本报记者 唐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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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每日邮报》报道，近日，

佛罗里达圣彼得堡附近一处拥

有超高人气的海滩突然被数以

百万计的“黑蜗牛”占领，整片海

滩都被看起来像是黑岩石的东

西覆盖，场景壮观，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黑蜗牛”是一种名叫蟹守螺的小生物。蟹守螺并不经常登上

陆地，它们通常生活在温带和热带地区，附着在沙质底部、平坦的礁石

或是珊瑚岩上。因此这样罕见的场景令不少当地人感到“恐怖”。

发现蟹守螺的海滩位于自然区与鸟类栖息地接壤处，是潮汐海岸

的一部分，摄影师罗伯特表示：“很可能是潮水突然退去，才使得蟹守螺

暴露在水面上。”不过格鲁吉亚海龟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却认为，有可能

是最近的飓风使得海滩上布满食物，蟹守螺才会来到浅水区。

百万海螺占海滩
场景吓坏当地人

奇观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一

组记录雷暴云的照片在网上流

传，令人震惊，它显示出的强大

力量让人如同在观看原子弹爆

炸。该组照片展现了巨大风暴

与闪电、龙卷风共同吞噬天空，形成了一个个宽高长达几英里的雷暴

景象。该雷暴现象的持续时间可以长达 10 个小时，其带来的板球般

大小的冰雹给地面人员、建筑带来巨大破坏。

据悉，这种风暴可以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不过最常见于美国中

西部和南部平原地区。

摄影师拍雷暴云
壮观似原子弹爆炸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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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丽丽

是从众，是大脑原始反射，还是情绪传染……

你为什么会
跟着别人打哈欠

其实不光打哈欠会传染是个谜，就连打哈欠的原因，科学家也莫衷一

是、众说纷纭。

进化说

蜷伏在草丛里一动不动的蛇，常常打完哈欠再行动；河马会先打个哈

欠，之后再从水里走出来......进化理论认为，人打哈欠是我们的原始祖先

传下来的，而露出牙齿是为了向别人发出警告。然而，有专家认为，人类

的发展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用打哈欠的方式向别人发出警告已经过时

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打哈欠的行为，最有可能是一种已经丧失

存在意义的演化遗迹了。但是我们发现打哈欠的时候通常是人感觉疲惫

的时候，这种理论显然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大脑缺氧说

关于人为什么打哈欠最常见的解释是，打哈欠能缓解大脑缺氧。这

种解释认为，当人疲劳、睡眠不足时大脑会缺血缺氧，这时候打哈欠能使

肺部扩张，增加心脏交换血液，以及血液中的含氧量，缓解缺氧现象。

然而，随着研究增多，原本科学家以为当肺脏周边组织侦测到肺里的

氧浓度变低时，人就会打哈欠以吸入更多的空气。但现在他们发现，肺脏

不一定会侦测到氧气的不足。而且，子宫内胎儿的肺脏虽还不能换气，但

胎儿已经会打哈欠了。

大脑降温说

美国科学家研究认为，打哈欠是为了给大脑降温，进而保持大脑的健

康和清醒。该理论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鲁·盖洛普提出，陈巍说，这

种解释使得导致打哈欠的很多看似矛盾的事件变得合理。

安德鲁在研究中邀请了两组人观看打哈欠的录像，一组人的前额放

冰袋，另一组人的前额放热敷袋，结果发现两组人打哈欠的频率明显不

同，头顶热敷袋的人一段时间内平均每人打了 41 个哈欠，而头顶冰袋的

人同样时间内平均每人只打了 9 个哈欠。他指出，在打哈欠的时候，大

量空气通过上腭和鼻腔，这里的黏膜有数不清的、极为密集的血管，直

接与大脑前庭连接。下颌做极限拉伸的时候，进入大脑的血液量增加，

伴随着吸入大量空气，此时上颌窦扩张和收缩，其作用就好像风箱一

样，不断将空气输送到脑部血管，从而降低血液的温度。下颌运动时，

鼻窦壁也会随之伸缩，令鼻窦中空气流通。整个过程为流进大脑中的

血液降温。

对小鼠的实验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安德鲁等人发现，小鼠马上要打哈

欠的那一刻，脑部温度达到峰值，打完哈欠以后脑部温度就开始下降，最

后快速降到打哈欠之前一段时间的温度。这种说法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临

睡前或者刚刚晨起的时候，人们最容易打哈欠，因为人们的体温在睡前和

刚刚醒来时会自然地上升。

关于打哈欠的另一个谜题

挤上清晨6点半的地铁，揉揉昨晚赶稿熬红的眼睛，记者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几秒钟

之后，站在对面的一个人也开始把嘴巴张开然后闭上。然后，这个人附近的人开始打哈

欠，就这样，哈欠像病毒一样，在整个车厢中此起彼伏。

这就是生活中哈欠的传染现象——看到别人打哈欠，明明自己并不困，也会不由自

主地跟着打起来。但是究竟为什么打哈欠会传染呢？近日，英国科学家提出，打哈欠的

信号会自动触发大脑运动皮质的原始反射，导致无意识地自动模仿，形成传染。除了这

种理论之外，科学家还对哈欠的传染现象给出了各种解释，包括移情理论、原始沟通交流

形式、从众心理等，但至今也还没有统一答案。

最近，英国诺丁汉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当代

生物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招募了 36 名成年志愿者，让

这些人观看打哈欠的视频，要求一部分人控制住不打哈

欠，而对照组可以随意打哈欠。实验期间，研究人员持续

记录志愿者打哈欠的次数，并用经颅磁刺激技术测量大脑

运动皮质的兴奋程度。结果显示，人们被哈欠传染的倾向

各不相同，大脑运动皮质的兴奋程度与打哈欠的迫切程度

密切相关，通过人为刺激增强运动皮质兴奋程度，可以增

强打哈欠的冲动。

研究人员发布的新闻公报说，打哈欠的信号会自动触

发大脑运动皮质的原始反射，被哈欠传染属于一种“模仿

现象”，即不由自主地模仿他人的行为或语言、机械重复特

定动作或语言。这种模仿特性也是原始人融入集体的一

种表达方式，通过模仿同样的动作来表达共同属性，就可

以避免树敌。这种模仿行为不仅仅局限于人类，狗狗和猩

猩同样也有这样的倾向。

大脑原始反射被触发？

打哈欠不是人类的专利，猫、狗、鸟等动物都会打哈

欠，但是打哈欠相互传染却只有在人类和大猩猩这样的高

级灵长类动物之间才会发生。神经生物学家们发现，只有

大脑皮层发达的脊椎动物，才有能力辨识哈欠，并且彼此

传染，这是“大脑高级意识和智力”负责的事情，是很复杂

的社会行为，因为他们能够了解同伴的想法，会为同类的

痛苦而痛苦，快乐而快乐，因此会在“移情作用”的影响下

把同伴打哈欠的行为反映到自己身上，从而产生“连锁反

应”，跟着同伴重复同样的动作。

2007 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 24 个

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和 25个正常的孩子观看打哈欠视频后

的反应，结果显示 25 个正常的孩子在看完视频后更容易

打哈欠，而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却在看视频前后几乎没有任

何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打哈欠传染与移情能力

的关系，就好像是看见别人摔了一跤，你也会叫一声“哎

哟”表示感同身受。所以，在沟通与社交上能力不足的人，

很可能不太受到哈欠的传染，而这些人也往往不善于设身

处地替别人着想。

移情作用的连锁反应？

然而也有专家认为，打哈欠传染并不是移情，而是一

种“情绪感染”。绍兴文理学院心理系副教授陈巍，以观看

影片《侏罗纪公园》为例阐述了情绪感染的特点：当主角受

伤后被一条巨大的霸王龙追赶时，霸王龙一遍遍地试图咬

住主角的腿。整个场景显得十分紧张刺激，而观众的反应

可能更紧张，当这头巨兽快要咬到主角的腿时，观众会下

意识地将自己的腿往回缩。这表明观众似乎感觉威胁是

针对他们的双腿，因此使他们相应地“开始产生行为”。这

种直接复制他人的特定行为，但忽略行为的目标或意图的

行为也被称之为无意识模仿。

陈巍介绍，情绪感染是对于他人情绪状态或需要的直

觉反应，并不包含对情境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认知理解。即

在当个体知觉到客观事物的状态时，一种特殊的自然反应

便产生了。相比之下，移情则是一种人类和其它众多哺乳

动物所共有的高级能力，它让我们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

的角度，理解和欣赏别人的感情，一般包括情绪共情与认

知共情两种类型。“打哈欠作为一种对他人状态的直觉反

应，让人们体会到了其他人的感受，如压力、焦虑、无聊

等。所以，确切来讲，打哈欠传染行为应该被视为情绪感

染而不是移情。”陈巍强调。

“情绪感染”的无意识模仿？

在我们大脑皮层的特定区域，埋伏着一种特殊的

神经细胞——“镜像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会在个体执

行动作与观察他人执行相似动作时被激活。促使我们

像照镜子一样，模仿刚才那个动作。所以也有人提出，

打哈欠传染的直接原因，可能是个体间的行为刺激激

活了镜像神经元系统。

此外，还有人指出，打哈欠传染是心理学中的马纳

姆效应，是人们的一种从众心理在作祟。其实人类一

直都在寻找自己，但却常常迷失在自我当中，很容易受

到周围信息的暗示，并把他人的言行作为自己行动的

参照，从众心理便是典型的证明。譬如，与人交谈时，

对方习惯性跷二郎腿，你平时不这么做，但看到别人这

么做，也无意识地翘起二郎腿。打哈欠传染可能也是

如此。

打哈欠传染还有哪些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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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4 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由渤海大学、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韩刚教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毛方

圆博士、毕顺东博士、王原清博士，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孟津教授等

科研人员组成的中美联合课题组关于阿霍氏树贼兽标本化石的最新

研究成果。

贼兽是一种已经灭绝的早期哺乳动物，生活在晚三叠纪到晚

侏罗纪，是哺乳动物最早的类群。而阿霍氏树贼兽则是贼兽的一

个新种。

2014 年初，中

美联合研究课题组

获得首块阿霍氏树

贼 兽 化 石 标 本 ，

2015 年 10 月 获 得

第 二 块 。 研 究 发

现，化石标本所保

存的中耳结构，不

仅是哺乳动物中最

早的记录，对于中

生 代 哺 乳 动 物 而

言，也是最为完整

的记录。

研究还发现了

哺乳动物的中耳由镫骨、砧骨、锤骨构成，还有支撑耳膜的外鼓骨，这

些耳区的骨头决定了哺乳动物的听力。但在阿霍氏树贼兽的中耳中，

除了这些骨头外，还多了一块上隅骨。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别的哺乳动物中，尤其在早期类群中，上隅

骨也可能存在于它们的中耳，但在后来的演化过程中，和别的骨头愈

合甚至丢失。”韩刚介绍，“这进一步验证了古老哺乳动物类群的多样

性，对探索哺乳动物中耳演化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阿霍氏树贼兽中耳的镫骨、砧骨、锤骨和外鼓骨，和现在已

知的哺乳动物中耳中的相应骨头在形态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代表了一

个全新的哺乳动物中耳类型，说明中耳听小骨这样精细而且具有重要

感知能力的结构，在哺乳动物中独立演化了多次。

文/摄 记者郝晓明

化石中多出的一块骨头
告诉了我们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