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居住在俄罗

斯摩尔曼斯克的渔夫罗

曼·费多尔佐夫在社交

平台上发布了一组自己

捕捉到的海洋生物的照

片，这些生物造型奇特、体型怪异，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

这些深海生物多生活在海平面以下200到1000米的弱光层，在被捕

捞上来的过程中，有些生物的外形会由于经受不同的气压而发生改变，

以至于变得丑陋不堪或恐怖骇人，好像外星生物一般。

样貌丑陋
深海鱼宛若来自外星

在动物界中，很少有谁能比灰雁更加忠贞

了。绝大多数灰雁都是一夫一妻制，成年后，它

们常常只与同一只灰雁厮守到老，在随后的 10余

年中共度余生。只有在原配去世后，灰雁才会寻

找新的伴侣。然而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很多雄性

灰雁的伴侣都是同性。根据一些研究的统计，

20%的雄性灰雁都是同性恋。

事实上，不仅是灰雁，还有数百种动物也存

在同性恋的现象。这令一些动物学家困惑不解：

生殖是演化的驱动力，大多数动物都需要依靠两

性间的结合来产生后代。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性

恋对于物种的繁衍而言，似乎是非常不利的。但

这一看似不利于物种延续的行为，为何在不同的

物种中频繁出现？这一行为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它对于个体及种群有着怎样的意义？

是必然产物还是偶然事件

如果用科学的角度来剖析这个问题，我们想

知道：动物间的同性恋行为是自然界的某种稳定

选择，还是脑部发育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性恋是

在演化这场盛大仪式中发挥了某些重要作用，亦

或仅仅是突然出现的产物，并延续至今？

对于这些问题，科学家们无法给出一个简单

的答案。即使是研究灰雁数十年的维也纳大学

行 为 生 物 学 家 Kurt Kotrschal 也 不 敢 断 定 。

Kotrschal 在一家以著名动物学家 Konrad Lorenz

的名字命名的研究站工作，而 Lorenz最著名的研

究，正是以灰雁为实验对象。

在 Lorenz看来，同性恋行为是有意义的。“我

们确定，每一种天性对于生存而言，都有着独特

的价值。”他在 1963年的著作中，解释了当两只雄

性灰雁结成伴侣时，为何常常能在种群中占据优

势——这些同性恋雄雁的优越性反过来吸引雌

性灰雁与它们快速交配，随后它们再次回到同性

伴侣身边。按照这一解释，同性恋反而促进了生

殖率的提升。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其他科

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同性伴侣

可能履行了一些重要的社会职责，例如帮助其它

灰雁抚养其幼崽，或是守护种群，防止天敌入

侵。但在 Kotrschal看来，这种解释成立的可能性

不大。在灰雁种群中，人们并没有找到同性伴侣

帮助自己亲属的明显证据。当然，这种帮助也可

能以其他更为微妙的形式展现。

人们注意到，同性恋行为出现较频繁的物种

具有一种共性：父母的职责多集中在父方或母

方，而另一方则有较多的闲暇时间。有人认为，

这或许是同性恋开始出现的原因。

此外，在灰雁种群中，同性恋的比例似乎与性

别比例存在相关性。如果雄性数量远多于雌性，一

些雄性就会互相结成伴侣。在社会等级森严的物

种中，单身的个体会被压榨，处在社会下层，为种群

觅食。在这种情况下，与同性结成伴侣要好过单

身。按照这种解释，同性恋是社会性与竞争的副产

物。Kotrschal认为，不同性别演化出的择偶目的，

也可能是同性恋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一些动

物，一段关系的质量，要比性别本身更重要。

动物同性恋行为没有统一解释

动物界同性恋出现的真正原因，可能就隐藏

在上文的某一条解释中，也有可能是其他未知的

因素。它们的适应性同样具有多样性：同性恋行

为出现在动物王国的众多角落里，它们有着不同

的起源，经过了无数次的演化。“在我看来，我们

无法为不同动物的同性恋行为找到一个主要的，

乃至统一的解释。”加拿大莱斯布里奇大学的

Paul Vasey 说，“考虑到不同物种独特的演化历

史，我们显然需要不同的解释。”

在灰雁中，同性恋行为只在雄性中出现；而

在另一类鸭科物种——加拿大雁中，雄性与雌性

均能与同性组成伴侣。可能多达 30%的加拿大

雁个体都有同性恋倾向。

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动物学家 Clau-

dia Wascher 认为，与个体的颜色、身高等特征不

同，性取向不是简单的遗传，子代中同性恋个体

的比例也不是固定的；和性格特征一样，成为同

性恋的几率因个体而异，社会、环境都可能对这

一几率造成影响。

当然，对动物个体而言，决定它们性取向的

不是复杂的演化，而是吸引力。无论是异性恋还

是同性恋，都在某些情感、经历的引导下，构成特

殊的纽带。正如 Wascher所言：“爱，就是爱。”

撰文 Brandon Keim
来源 环球科学
翻译 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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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观

英 国 一 年 一 度 的

水下摄影展近日出炉，

来自世界 40 个国家的

逾 5000 名摄影师参加

了 本 次 活 动 。 而 格 兰

特·托马斯拍摄的一幅名叫《爱鸟》的作品夺得水下摄影展大奖。谈到

创作思路时，格兰特·托马斯说：“我一直很喜欢水下摄影，它可以把人

类和未知的水下世界连起来。起初我只是想拍摄天鹅水下喂食图，但

是我发现天鹅都很友善，所以我耐心等待了一会，便有了这张照片。”

大秀恩爱
摄影师拍天鹅水下交颈

近日，在英国曼彻

斯特，一名 21岁的小女

生参与了当地餐馆举

办 的“21 个 煎 饼 ”挑

战 。 餐 馆 工 作 人 员 介

绍，这项挑战每年都会在“煎饼日”之前推出。挑战中的食物包括美国

厚煎饼 21 片、6 碟满满的甜腻蘸料，参加的选手必须在 30 分钟内消灭

所有煎饼和蘸料。这些食物总重 4.5 斤，热量高达 7000 卡路里。据了

解，自挑战推出至今，仅有 5人挑战成功。

疯狂挑战
半小时吞下7千卡路里

摄 影 师 奥 尔 加·
巴 兰 采 娃 最 近 拍 摄

了 一 组 令 人 震 惊 的

照 片 ——俄罗斯一头

巨 大 的 灰 熊 在 森 林 里

拥抱孩子们，孩子们毫不害怕的与灰熊嬉戏、拍照。

这只身高约 2 米、重约 600 斤的灰熊名叫斯特潘，在 3 个月大的时

候就被一对俄罗斯夫妇收养。它每天吃大量的鱼、蔬菜和鸡蛋，喜欢在

晚上依偎着养父母一起看电视。收养它的夫妇说：“无论人们怎样想，

它真的一点也不好斗，我们从未被斯特潘咬过。它有很多才能，并且喜

欢野餐。奇怪的是，它不吃家庭以外的食物。摄影师说：“这只熊真的

很友好。它喜欢拥抱别人，就像一条很大的狗。”

温顺如狗
俄灰熊与小孩嬉戏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唐唐 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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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中国人完成了史
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返回
了工作岗位。候鸟此时也正忙着
飞到繁殖地繁衍后代。然而与人
类返乡不同，候鸟迁徙路途艰险，
甚至可能有性命之虞，为何它们
还要固执的冒死往返？又为何

它们在迁徙途中能精准地找
到所要飞往地区的方位

和路线呢？这可能
是近几十年困

扰鸟类科学
家最大的

难题。

为了解释鸟类迁徙的原因，科学家们提出过不少假说，

比如“南方起源”假说认为，鸟类起源于南方，然后被分裂的

大陆带去了北方所以要飞回来；还有人提出，鸟类原本起源

于高纬度地区，然后被冰川逼到了南方，冰川退去后为了重

返北方才养成了迁徙的习性，即“北方起源”假说。这些假说

虽然很有“游子还乡”的画面感，但都有各自的理论漏洞。

有的人从地球历史来考虑鸟类迁徙的起源问题，认

为鸟类的迁徙习性起源于冰川时期。而冰川周期性的侵

蚀和退却，使鸟类极易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定期性往返的

迁徙生物遗传本能，于是便世代相传形成习性。但此学

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鸟类不

迁徙，并且冰川期仅占鸟类生存历史的 1%，如此短暂的

时间，对鸟类遗传性的影响恐怕有限。

直到前几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两位科学家提出

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为研究鸟类迁徙提供了新的思

路。他们认为，鸟类迁徙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饿，说

的专业点叫“季节性的食物缺乏”。

业内有名的鸟类观测学者、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

会科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阳理工大学环境学院

生态研究室主任周海翔也认为，从现实来说，鸟类

的迁徙动力最明显的就是食物诱惑。以北半

球为例，他说，夏季北方适合鸟类的繁

殖，而此时南方温度太高、人为

活动影响也大，不适合

大 多 数 鸟 类 孵

化幼鸟，

而北方地广人稀，对鸟类来说安全性更好。但是到了冬

季，鸟类面临着北方冰雪覆盖而找不到食物的生存

难题，因此它们会选择南迁。

那么一些不迁徙的鸟如麻雀、乌鸦等

就不存在食物短缺的问题吗？周海翔

推测，这应该与不同鸟类需要的

越冬和繁殖环境不同有关，

特别是一些小型林鸟不

迁徙的比较多，冬天

它们可以靠寻找

冰 雪 之 上 的

草 籽 、浆

果等充

饥。

鸟类迁徙竟然是因为饿鸟类迁徙竟然是因为饿？？

同样是鸟类的迁徙活动，但迁徙的距离却长短不一。

往返于南北极之间的北极燕鸥迁徙距离长达 1.8 万公

里，而克氏星鸦的迁徙仅仅发生在一个山头上，从高海拔到

山谷只有区区几千米直线距离。这又是为什么呢？

周海翔认为，迁徙距离和物种关系较大。生活在内陆

地区的鸟一般迁徙距离不会太远，但是在海岸线生活的鸟

类迁徙路线最长可能跨越大洲，而生活在高海拔山区的鸟

类，有些则是沿着雪线垂直迁徙，夏季往高海拔地区走，冬

季往低海拔移动。

他进一步解释说，内陆繁殖的鸟儿在迁徙途中找到相

适应的生存环境相对容易，而且在内陆地区，由于伴生现象

的存在，人类投食、农耕后田地里残剩的颗粒、城市或乡镇

的垃圾场、北方水电设施致使本该封冻的河流有了不冻的

水域等因素都会导致一些鸟类不再迁徙。沿海岸线生存的

鸟种以浅水中的生物为食，冬季北半球整个海岸线冻结，这

些鸟类就会往南寻找不冻的海岸线越冬，要找到相适宜的

海岸线，往往需要飞到大陆或海洋的另一端。而生活在高

海拔山区的鸟类，由于它们生存需要的食物冬天可能被积

雪覆盖了，只要到了低海拔区就能找到食物，因此也就没必

要向更远的地方迁徙了。

迁徙距离从不远万里
到一个山头？

鸟 类 在 迁 徙

过程中的定向导航

机制被认为是整个鸟类

学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

据周海翔的长期观测，

虽然迁徙中确实有迷失方向的

鸟儿，但大多数鸟儿无论怎么飞，

总的大方向都不会错。那么鸟类飞在

空中是如何定位导航的呢？

对于鸟类导航定向机制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 50年代才开始。目前，学界已有的定向假

说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以陆地标志说和天体

导航说为主的视觉定向假说，另一类是包括地磁

定向说在内的非视觉定向假说。

陆地标志说认为，鸟类依靠迁徙途经的地形

和景观如山脉、海岸、河流、森林和荒漠等为标

记，以其特别发达的“视觉分析器”，视地形的凹

凸特征来选择飞行方向，完成定向迁徙。但周海

翔认为，陆地标志说并不能完全解释鸟类迁徙定

位问题。“我们近几年跟踪的很多个体，都是直接

跨海飞行走直线的，并不沿着海岸线飞，而在海

上它们很难找到标志物。”此外，如果它们以陆地

景观为标记，那么候鸟必须每次迁徙都走同一路

线，但事实上它们每次迁徙虽然起点和终点相

同，但走的路线都相差很远。而且它们在迁徙时

是边飞边觅食，走走停停，一般情况与地面的相

对高度也就一百米左右，以这样的高度要辨识几

百公里外的目标，可能性应该不大。

天体导航说是由科学家在圆形笼内对欧洲

苇莺进行实验得出的。科学家发现，欧洲苇莺、

白喉雀等鸟类能根据夜空中星宿的位置定向。

还有些候鸟则是白天以太阳、夜晚以星宿位置来

导航的。

对此，周海翔认为，如果鸟类是在某个固定

的时间迁徙，或许就能够依据太阳和星宿导航。

然而，鸟类迁徙看起来好像是说走就走，主要是

看气候条件，启程日期不固定、时间都没准儿，所

以鸟类迁徙定位仅靠观天象并不准确。

既然鸟类靠视觉定位站不住脚，那会不会

是靠其他来定位的呢？于是地磁定向说应运

而生。

该理论认为，鸟类通过感知地理北极与磁北

极偏角来确定经度，也就是说，在南来北往飞越

数千公里的迁徙过程中，候鸟依靠地球的磁场来

定位。信鸽就存在地磁场定向机制，它们即使在

看不到星象的阴天也能正常返巢，但当给信鸽的

头上加上一块具有特定极性的人工磁铁后，它就

不能按照正确的方向飞行了。然而，有些鸟种是

东西向迁徙的，例如遗鸥主要越冬地在天津以东

的海岸线，但是它们的繁殖地是在西面的陕西榆

林及内蒙古的鄂尔多斯。显然它们无法靠地球

磁场定位。

周海翔说，目前对于鸟类迁徙有环志观察

法，现在还能利用跟踪器进行卫星跟踪，可以知

道更多鸟类迁徙途中的信息，但鸟类到底靠什么

定位仍然没有科学的解释。

迁徙途中鸟类
如何做到不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