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观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

连续高温导致一棵枫杨

树的根部突然冒烟。

园 林 绿 化 队 赶 抵 现

场后发现，该枫树的树干

直径 30厘米，树根内部在燃烧，由于树表面没有洞泼不进水，因此若不

紧急锯掉，树木就会被烧至倒下。抢险人员爬上升降车，从上往下将

10 多米高的枫杨树逐节锯断，将树锯倒后，发现树的根部基本已被白

蚁蛀空，内部都是豆腐渣似的木屑。抢险人员估计，该树被白蚁所蛀，

前段时间下雨后木屑腐烂产生沼气，加上近几天持续高温，导致大树自

燃冒烟。

热到冒烟
武汉高温致大树自燃

近日，安徽省蓝田村

农民利用不同颜色的水

稻种植“小猪佩奇”“凯蒂

猫”等创意水稻图案呈现

出别致的田园风情。

据了解，这片创意稻田的图案经过农业技术人员精心构思及设计，

种植前，先根据田块的尺寸设计图案，然后参照“十字绣”的方法在田块

进行定格拉线，最后，由当地经验丰富的农户在图案轮廓内种植不同颜

色的秧苗，再在轮廓外种植绿色秧苗作为背景色。随着水稻逐渐成长，

图案也越来越清晰。当水稻进入拔节至抽穗时段，也是创意稻田画最

佳观赏时期。

别有创意
稻田种出“社会人”

最近，野生动物摄影

师拍下了一只相当胆肥

的卷尾鸟。

这 只 大 胆 黑 色 卷 尾

鸟落在一只蛇雕的背上

搭起便车。这只倒霉的蛇雕先是落在树枝上准备吃掉捕获到的一条小

蛇，与此同时一只黑卷尾鸟环绕在它的周围对其进行“骚扰”。蛇雕不

得已抓着小蛇飞离树枝，卷尾鸟紧随其后，最后，更是落在蛇雕背上搭

起了便车。

大胆挑衅
小鸟在雕背上搭便车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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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龙生活的年代，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很高，此前一些研究认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升高会导致植物长得更快，但营养价值降低。近

日，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在英国《古生物学》杂志

上发表论文说，他们模拟 1.5亿年前的大气环境，

种植蜥脚类恐龙爱吃的植物，发现这些巨型素食

者的营养状况比原先认为的要好。这个消息激

起了一些人的好奇心，侏罗纪时代的素食恐龙伙

食情况到底如何呢？

恐龙的素食菜单上写着啥

河南省地质博物馆古生物研究室主任贾松

海说，蜥脚类恐龙是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大的陆生

动物，这类恐龙有着长脖子、长尾巴和粗壮的四

肢，体长可达 30多米。

今天人们描绘恐龙世界时，常常出现大片草

原地貌。其实在恐龙灭亡之后以草本被子植物

为主体的草才开始出现。在侏罗纪时期，地球陆

地表面，主要由裸子植物和蕨类植物覆盖。

那时的蕨类植物可以长到数米高。森林中

一棵棵挺拔的大树，主要是松柏类和银杏类。在

森林中层，树蕨让位给同样拥有大型羽状叶片的

苏铁类植物，而低矮的真蕨类植物占据地表，将

地面覆盖得郁郁葱葱。

在白垩纪中期，一些小型的种子蕨（裸子）植

物，用类似叶状的结构将种子包裹起来——进化

出最早的被子植物，并在白垩纪晚期演化出美丽

而芬芳的花朵。这时，开花的被子植物与松柏、

银杏和蕨类等组成森林植被。而植食性恐龙就

是以这些蕨类、银杏等为食的。

植食性恐龙吃饭时什么样

植食性恐龙牙齿没有分化，不具备咀嚼功能，

因此它们并不对食物进行咀嚼，而是直接吞咽。

在很多恐龙的胃中存有几十颗石头，大小不

一，小的有鸡蛋大小，大的如拳头，这就是“胃

石”。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侏罗纪地层中挖出的一

条地震龙的肋骨间，科学家竟然找到 230颗胃石。

胃石在恐龙消化食物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它会把恐龙吞下的大块食物在胃里弄

得更加细碎，以促进食物更好地消化。

饭量是否有你想的那么大

一般认为，恒温动物的饭量与体重成正比。

哺乳类动物的饭量大概为体重的 10%，这样才能

够维持体温和体能。一头 4 吨重的大象，一天要

吃 300千克以上的食物。有些植食性恐龙体重高

达几十吨甚至上百吨。如果它们每天的饭量也

按 10%来计算，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实上，

这些恐龙只要每天进食体重 1%的食物，就可以

保证正常生活。

从 10%到 1%，差别怎么会那么大呢？贾松海

介绍，秘密就在于植食性恐龙庞大的身躯，身体

中固有的能量多，进食只要维持基本需要就可以

了。而且哺乳动物吃下的食物大部分都用来维

持体温，而很多恐龙是变温动物，不需要维持体

温，所以食量也不会那么大。

科学家发现它们吃得比想象中好

走近侏罗纪走近侏罗纪““饭桌饭桌”，”，看看恐龙的伙食看看恐龙的伙食

在 印 尼 的 一 个 国 家

公园里，有头 4 岁的苏门

答腊象，这头象的特殊之

处在于它的鼻子很短。

这 头 短 鼻 子 象 被 当

地人发现时只有 2 岁，当时它身体瘦弱不堪，内脏还受到蛲虫感染，且

象鼻的缺陷给它的饮食、饮水都造成了很大困扰，需要看护人员特别照

料。不过如今这头短鼻子象在看护人员的照顾下已经恢复了健康。

天生畸形
印尼小象短鼻子

本报记者 乔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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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年 365 天都结冰的洞穴才能够

被称之为是冰洞，世界上也只有像西伯利

亚和南北极等地，少数纬度高异常寒冷的

地方才发现过冰洞。

而万年冰洞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宁武

县城西 50 公里处东寨春景畦乡境内的芦

芽山上，距离太原市区三个半小时车程。

整个冰洞高达 100 多米，一年四季洞

内温度在零下 10 摄氏度到零下 4 摄氏度，

四 壁 皆 冰 ，常 年 不 化 。 洞 内 有 冰 柱 、冰

帘、冰瀑、冰花、冰佛、冰兽、冰床、冰钟乳

等，玲珑剔透、晶莹夺目，千奇百怪、不一

而足。

该冰洞是我国最大的冰洞，也是中纬

度地带最大的冰洞，更是世界上迄今永久

冻土层以外发现的罕见的大冰洞。经中

科院地质研究所洞穴专家考察认定：此洞

形成于新生代第四纪冰川期，距今约 300

万年，故名万年冰洞。

盛夏，洞外绿树成荫，艳阳灼人，洞内

却是坚冰不化；寒冬，洞外温度达零下 30

多摄氏度，到了洞内，由于没有风，反倒

比 洞 外 暖 和 许 多 ，给 人 一 种 冬 暖 夏 凉 的

感觉。

永久冻土层以外的罕见大冰洞

关于万年冰洞的形成原因，至今都是

地质界争论的焦点，科学家们对此提出了

各种猜测。

科学研究表明，地球自诞生以来，气候

一直在变化当中。早在几亿年前，地球就

出现过大规模的冰川运动，而且只有冰川

运动才会拥有如此猛烈的能量，形成许多

地质奇观，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冰川运

动，使大量的冰涌进了宁武县一个冲刷成

形的洞中，形成了今天这个非常神奇的万

年冰洞。

但是，如果冰是同时期涌入的，冰的形

成年代应该一致，然而经过专门取测后科学

家发现，洞里冰的年龄却各不相同。核心部

分的冰，成冰年代比较早；外面的、靠近洞口

或靠近主流水道的冰，成冰年代比较晚。

此外，如果是冰川运动时，大量的冰涌

进洞中形成冰洞，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

不能一年四季都结冰的气候条件下，洞内

的存冰量会越来越少，甚至早已融解殆尽，

并不能保存至今。

冰洞形成拜冰川运动所赐？

中国科学院专家杨少华和石耀霖，曾

用数字模型研究万年冰洞形成的原理，发

现洞的形状让冬天的冷空气可以进入洞

穴，但是夏天的热空气却进不去，所以形成

了天然冰库。如果将洞口封闭，这个万年

冰洞只需 40年就会完全融化。

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专家陈诗才也认

为，整个洞的形状对洞内温度的保持起到

了很好的作用。根据测量，万年冰洞呈倾

斜向上的口袋状，肚大口小，夏天洞内和洞

外的空气难以对流，从而使得洞内的冷气

得以保持。

此外，陈诗才指出，尽管宁武县的地理

位置和气候条件并不适合冰洞的形成，但

还是有一些外部因素能够减少冰的融化。

比如芦芽山的海拔达 2300 多米，而洞口所

处的位置在山的阴面，这也对冰起到了一

定的保护作用。

但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宁武地区有

的废弃矿井也是肚大口小，空气难以

对流，而且地质地貌与万年冰洞非

常相似，深度还远远超过冰洞。

但为什么这些矿井深处却不结

冰呢？

坚冰万年不化全凭洞形好？

按照一般规律，越靠近地心，温度越

高，每深入地层 100米，气温将上升 0.4摄氏

度，而万年冰洞则反其道而行之，越到深

处，气温反而越冷，冰层越厚。这被科学界

称之为“地热负异常”。

对此，陈诗才认为，这就像空调或冰箱

通过电机来制冷一样。目前推测，很可能

万年冰洞的岩石下面也存在某种未探明的

制冷机制，这种机制不仅能保持洞中的温

度，并且仍在日复一日地制冰。

但是如果冰洞的“地热负异常”是某种

制冷机制形成的，冷空气密度较大，它又是

如何从地下向上流动的呢？

在与冰洞相距不到 200 米的地方有一

处千年不熄的地火，即埋藏于地下的煤层

因多种原因造成的自燃现象。站在山头，

即可遥见轻烟缭绕。这一冰一火本是相

克，却奇妙地共存于同一山上。

也有专家认为，地火与冰洞的共存，可

能是引发“地热负异常”现象的关键所在，

但目前其运作机理尚无

定论。

诸多说法，不仅难

以真正说清万年冰洞

的成因，反而使其更

加扑朔迷离。不如

就让我们在盛夏

时节进洞冰爽一

下，再慢慢品味

它的神奇吧！

冰火共存引发“地热负异常”？

炎炎盛夏，和烤肉只差一撮孜然的你，是不是恨不得找个冰窟窿钻进去避避暑？
在山西就有这样一个清凉胜地——宁武万年冰洞，进入洞中，仿佛置身于一座

晶莹的宫殿，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你仿佛置身于万里冰封的北国冰雪之地，又好似
徜徉在石笋林立的南方溶洞。

然而，这个洞的神奇之处还不仅于此。它的所在地既不是异常寒冷的南北极，
也不是终年积雪的雪山，而是在四季都很分明的宁武县，以当地的环境而言，根本没
有结冰的条件。冰洞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谜题吸引着全球的游客、科研人员前
来探访。

并非位于极寒之地并非位于极寒之地

宁武冰洞如何保持万年宁武冰洞如何保持万年““高冷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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