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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

48 岁的摄影师阿黛

尔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

园拍摄到了一张不寻常

的长颈鹿照片，照片中长

颈鹿的脸扭曲了，像给了

摄影师一个“摇摇欲坠”的微笑。据了解，这只不同寻常的长颈鹿鼻子

扭曲、下颚突出，患有一种名为——“扭曲脸”的罕见病。但据摄影师介

绍，尽管长颈鹿面部畸形，但它身体健康，吃东西没有任何问题。

脸部扭曲
南非长颈鹿患罕见病

Paul Parent 是 一 位

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

摄影师，他发布了一组昆

虫写真摄影，通过清晰的

图像捕捉昆虫身体结构

错综复杂的美。不论是拍摄大黄蜂还是蜻蜓，Paul的诀窍就是把它们

当做在棚内拍摄人物肖像。几年来，他用这种方法捕捉了超过 550 种

不同种类的昆虫。Paul的作品被他命名为《脸》，他说：“我希望让更多

人看到昆虫们被忽视的美。”

捕捉细微
拍摄昆虫身体之美

最近，在日本群马县

前桥市，冻结成冰的 Ak-

agionuma 湖 冰 面 下 方 清

晰可见冰冻气泡，神奇梦

幻。冰冻气泡由湖底植

物释放的甲烷在靠近湖面过程中冻结形成，这说明即使在最为恶劣的

环境下，生命活动仍然十分活跃。

神奇梦幻
湖面现“冰冻气泡”

每年春节前后，国人

都会掀起一场大规模的

“迁徙”——春运，民众常

常感慨春运旅程很艰辛，

抢票很困难。而对于动物

界来说，由于繁殖、觅食、气候变化等原因，它们同样会进行一定距离的

迁移。它们迁徙的规模与人类的“春运”相比，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规模宏大
动物迁徒堪比“春运”

当年为牵制刘邦，“楚霸王”项羽大笔一挥，

将陕西的关中和陕北一分为三：封秦降将章邯

为雍王，都废丘；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辖咸

阳以东；封董翳为翟王，都高奴。这便是三秦的

由来。

继栎阳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入选“2017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刘瑞团队在陕西西咸新区东马坊遗址的

发掘工作又有了新的发现。

“结合考古遗迹、遗物和相关地理环境信息，

并结合文献分析，我们认为该遗址为战国中期至

西汉时期的高等级建筑遗存，或为秦汉之际文献

所载的项羽所封雍王章邯的都城废丘。”刘瑞日

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出土陶罐发现疑似“废
丘”字样

陕西省西咸新区的秦皇大道项目途经沣西

新城东马坊村。在秦皇大道东马坊村段施工前，

刘瑞带领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从 2018年 7月

开始对该段工程占地范围内的遗存进行大面积

抢救性调查和发掘。

经过近 4 个月的发掘，考古队清理确定夯土

建筑基址 3 处、水井 22 口、灶 15 座、灰坑 70 处、

墓葬 1 座。22 口水井中，战国秦汉时期的有 15

口，唐宋时期的有 7 口。此外，在出土的板瓦、

筒瓦等建筑材料上，发现有“左宫”“右宫”“大

匠”字样的陶文。

刘瑞介绍，“左宫”“右宫”推测为“左宫司空”

“右宫司空”的简称，宫司空和大匠都是秦汉时期

负责大型宫殿建筑营建的主要职官。在已有的

考古发现中，虽然在秦咸阳宫遗址、秦始皇陵遗

址、秦阿房宫遗址等秦汉宫城、陵墓中零星发现

前述陶文，但仅有阿房宫遗址同时发现前述 3 类

陶文。

“从建筑时代看，该遗址营建的时间应早于

阿房宫，但参与营建的机构规模却与阿房宫相

当，显示出该遗址建筑始建时应有相当高的建筑

等级。”刘瑞指出，遗址水井清理出土的陶罐上还

发现有“灋丘公”三字，“灋”和“废”相通，“灋丘”

即是“废丘”。

尽管发现遗址建筑等级高，还发现疑似“废

丘”的字样，但考古队也不敢轻易下结论认为该

遗址便是雍王之都废丘。因为，根据文献记载，

主流观点认为古书中的废丘与槐里是一个地方，

大致在今天的陕西省兴平市南佐村一带。

地理环境为废丘之战引
水灌城提供了可能

在完成发掘区内遗迹清理后，考古队以现存

夯土建筑为中心，开展了大范围的考古勘探，发现

了遗址的环壕遗存。确定在一号建筑西面向西

320米处有一条南北向填满淤泥的壕沟，北面向北

347米、东面向东497米处均发现大面积淤泥。

大面积淤泥显示该遗址周围曾经有水面存

在。刘瑞指出，从文献看，刘邦夺取三秦时与章

邯的战争中，废丘之战的最大特点是“灌”。这说

明废丘旁应有充裕水源，且地势相对低洼，适用

水攻。

“从东马坊遗址看，四周围绕宽阔水面，遗址

中心仅比周围高不到 1米，所在区域南高北低，由

南向北约有 2米左右的高差。遗址向南约 930米

是古沣河河道，从沣河引水很容易实现‘灌’城。”

刘瑞分析道。

在收集整理东马坊遗址相关地址环境信息

的基础上，考古队通过数字模拟的方式验证了当

时在该遗址上实施引水“灌”城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反观位于兴平市的南佐遗址所处

的地形，不太可能出现引水倒灌的情形。南佐遗

址所在地海拔大体在 404 米左右，地势较高且敞

阔，没有紧邻河流。该遗址向南约 3.3 公里是现

在的渭河河道，但渭河河道目前海拔约 396 米。

考虑到历史上渭河不断北移，秦末汉初时期渭河

河道可能离南佐遗址所在地更远。

文献记载，“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

丘”。刘瑞认为，废丘的确定，对探寻周懿王的都

城犬丘提供了重要线索，对西周都邑的探索具有

重要价值。

秦末汉初雍王之都废丘究竟在何处

本报记者 唐 婷

第二看台

近日，曾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DNA之

父”称号的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沃森因在节目中公然

宣称，基因导致了黑人和白人在智力方面的差异，涉嫌

种族歧视被其就职的研究所剥夺了荣誉头衔。由此，关

于人类智商的讨论也再次升温。

智商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各自发挥了

怎样的作用？智商有没有极限？这些待解的谜题，一直

困扰着科学家。

“智商是个人智力测验成绩和同年龄被试

成绩相比的指数，是衡量个人智力高低的标

准。”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博士、国际教育学专

家陈志林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20 世纪初，法国心理学家比奈和他的学生

编制了世界上第一套智力测验量表，正常人的

智商，根据这套测验，大多在 85到 115之间。

在陈志林看来，智商主要反映人的认知能

力、思维能力、语言能力、观察能力、计算能力、

律动能力等。也就是说，它主要表现人的理性

能力。它可能也反映了大脑皮层，特别是主管

抽象思维和分析思维的左半球大脑的功能。

智商的作用主要在于更好地认识事物。智

商高的人，思维敏捷，学习能力强，认识程度深，容

易在某个领域作出成就，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那么，如此重要的智商又由哪些因素决定呢？

“数以千计的基因错综交互，形成了一个相

当复杂的网络，影响着智商。除此之外，智商的

高低还跟营养状况、环境、后天教育等有关。也

就是说智商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陈志林说。

有专家认为，在影响智商的各种因素中，遗

传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智商是由大量进

行团队工作的基因共同决定，就好像一个足球

队由处于不同位置的球员组成。”英国帝国理工

学院神经科学家迈克尔·约翰逊曾说，他们利用

计算机分析上述数据，确认了影响认知和推理

能力等智力方面的基因簇。

但是，一项针对双胞胎的研究发现，在同样

环境下长大的他们，其智力水平基因存在50%到

80%的明显差异；而以数千名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群为研究对象的另一项研究却发现，这些人群间

的智力相关基因仅有 30%的一致性。以往的理

论认为，聪明人智商更高的原因，是他们拥有提

高智商的有利突变。按进化论的“优胜劣汰”法

则，有利突变应该会越来越普遍，但这些研究与

进化论背道而驰，有利突变并没有越来越普遍。

到底遗传因素在影响人类智商时发挥了多

大的作用，目前科学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

除此之外，毫无疑问，智力发育部分取决于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营养状况良好、在能够受到

很好教育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与缺乏这些条件

的儿童相比，在智商测试中的平均分会更高。

智商究竟是什么？

此前有研究表明，人类智商出现下降趋

势，尤其是 1975 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智商平

均得分要比其父辈低，那么，我们的智商是不

是真的因科技的发展在下降？人类是不是越

来越笨了呢？

1983 年，一位名叫弗林的美国教授声称，

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

有发达国家年轻人的智商指数均出现了持续增

科技会让我们变笨？

鉴于人类智商近百年来出现的由上升到下

降的现象，有研究人员认为，人类的智商是有上

限的。英国华威大学的托马斯·希尔斯和瑞士

巴塞尔大学的拉尔夫·赫特维格就在合作撰写

的论文中指出，人类的智商存在上限，任何思考

能力的提高都可能伴随一系列问题，人类智商

已经进化到极限，不可能继续提高。

那么，是不是人类大脑的容量、脑神经的发

育、信息传递速度和神经元的联系以及营养能

量供给等都有自己的进化极限，人类进化进程

尤其是智力进化也达到了极限水平？

“智力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它难以衡

量，甚至难以定义。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人类

都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至于人类智力达到

极限水平的说法，我认为不合理。因为智力不

是某种物质，也不会将大脑空间逐步填满。它

以大脑内的神经传递为基础。”陈志林说。

他表示，如果一个人要想保持或者提高智

力水平，一定不要伤害大脑的神经元。比如，不

要使用会改变神经递质的药。任何伤害心脑血

管的因素，如吸烟、喝酒、高血压、糖尿病等，都会

影响人的智力。同时，大脑越用越聪明，复杂的

认知活动多多益善。多阅读、多玩益智游戏、多

参与文化教育活动、多旅行接受新鲜事物，以及

多掌握一门语言，都对智力有极大好处。此外，

保持健康心理也很重要，心理压力会影响中枢系

统，如果一个人背负着“已经老了，肯定笨了”的

负担，升高的皮质醇对大脑的伤害可不小。

人类智商有无极限？

这些这些““智力题智力题””
至今依然难解至今依然难解

实习记者 陆成宽

东马坊遗址出土的瓦当东马坊遗址出土的瓦当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长。比如从 1932年至 1978年，美国年轻人的智

商平均指数提高了 14 点。这一发现受到了广

泛关注，被称之为“弗林效应”，即指智商测试的

成绩逐年提高。

但目前年轻人的平均智商得分开始出现下

降趋势，一些专家已经开始称之为“反弗林效

应”。挪威莱格弗里希研究中心经济研究院的

奥勒·罗格伯格等研究人员分析了 1970 年至

2009 年间超过 7.3 万名报考公务员的挪威男子

所进行的标准智商测试得分。结果显示出生于

1991 年的人比出生于 1975 年的人智商得分低

了大约 5分。

陈志林表示，现在年轻人的智商的确有下

降的趋势，其原因主要源于文化环境因素的影

响，具体包括学校教育、智能手机、媒体接触，因

为这些带来的阅读、记忆、思考习惯减少，继而

导致智商下降。另外越来越普及的电脑和手机

减少了学习的吸引力，孩子们花更多的时间在

科技设备上，而非读书、手工作业和游戏。另

外，计算器和搜索引擎的熟练使用使得人类不

再需要发展本身的计算能力、记忆和联想。

“但我并不认同人类会越来越笨这种说

法。另外智商测试虽然是科学的，但是并不意

味着无偏差、无错误。”陈志林说道。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教

授蒋斌也指出，人类的大脑很“聪明”，会随着这

些由高科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做出相应

的调整，所以当今科技的进步并不会导致我们

的大脑神经系统发生退化。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导致智商测验结果代

际下降的关键出现在“智商”这一概念上。如何

定义和测量智商一直是个极富争议性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