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记者聂翠蓉）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哺乳动物和鸟类

都是恒温动物，幸存下来的它们，是如何获得这种自动保持体温稳定的

能力的？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0月 16日报道，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古生

物学家迈克·本顿教授在《冈瓦纳大陆研究》发表论文称，哺乳动物和鸟

类的祖先从变温动物演变为恒温动物，源于它们大约 2.5亿年前最大规

模生物灭绝事件后生存下来的经历。

这次发生在二叠纪—三叠纪的大灭绝事件，导致多达 95%的生

命丧生，包括 96%的海洋生物和 70%的陆地脊椎动物，极少数幸存者

面临着一个动荡的世界，反复受到全球变暖和海洋酸化危机的打

击。四足动物突触类和始龙类幸存了下来，分别成为哺乳动物和鸟

类的祖先。

古生物学家已经在这些三叠纪幸存者身上发现隔膜和胡须，这

是它们变成恒温动物的证据。哺乳动物祖先从三叠纪开始就有毛发

的证据曾被怀疑了很长时间，但最近，恐龙和鸟类祖先羽毛早期起源

的证据被曝光。三叠纪的突触类和始龙类的骨结构也表现出恒温的

特征。

本顿团队观察了数百个脚印化石的样本后惊讶地发现，所有中

型和大型四足动物都是在二叠纪-三叠纪从伸展状态转变为直立姿

势的。而且这种姿势的变化是瞬间发生的，不是在数千万年里慢慢

演变的。

本顿解释道，现代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都是四肢伸展的动物，

它们的四肢部分是侧着的。鸟类和哺乳动物都有直立的姿势，四

肢就在身体下面。这使得它们跑得更快、更远。直立姿势让恒温

动物具有了很大的优势，但要比变温动物吃更多的食物来控制它

们的体温。

如今，恒温动物可以生活在地球上包括寒冷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即

使在晚上，它们也仍然活跃。它们还表现出“父母悉心照料喂养婴儿，

教会它们复杂行为方式”的能力。

本顿教授补充道，二叠纪—三叠纪是地球生命史上一个非凡的时

期。期间发生的大灭绝事件，造就了鸟类和哺乳动物吸收热量保持体

温恒定的独特能力。

哺乳动物和鸟类成恒温动物

与2.5亿年前大灭绝事件有关

新解

人类从哪里来？

20 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探寻这一问题的

科学答案。

现代人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话

题。“完全替代假说”是现代人起源领域的一个重

要假说。约7万4千年前的多巴（Toba）火山喷发

是“完全替代假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该事

件一度被认为造成了全球气候变冷及环境恶化，

并且最终导致了热带非洲以外地区人群的灭亡。

国际期刊《国际第四纪》8 月底在线发表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葛勇博

士与高星研究员在现代人起源方面的最新研究

进展。该研究认为多巴火山喷发并没有导致全

球变冷和人类灭绝，多巴火山的喷发也不能用

于支持“完全替代假说”。

那么，什么是“完全替代假说”？除了多巴

火山喷发，还有哪些证据支持这一假说？除了

“完全替代假说”，关于现代人起源的假说还有

哪些？中国的古人群是否曾灭绝？为此，科技

日报记者 10月 19日采访了相关专家。

所谓现代人，是指解剖学上与现生人群一

致的古人类，也就是说现代人是我们的直接祖

先。关于现代人的起源，目前有两个主流的假

说，分别是“完全替代假说”和“区域演化假

说”。这两个假说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热

带非洲以外地区的人类曾灭绝”这一事件。

“完全替代假说”认为，存在“热带非洲以外

地区的人类灭绝”这一事件，这就意味着非洲人

群是其他地区人群的直接祖先。“这种假说存在

两个主要的理论依据：首先，目前发现的 10 万

年前至 5 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较少，这就成为

‘完全替代假说’的基础；其次，通过分子生物

学，也就是对现生人群的 DNA 研究发现，存在

一次非洲人群替代其他地区人群的过程，经过

推断，科学家认为这次事件发生在 6万年前至 5

万年前。”葛勇告诉记者。

由于具有分子生物学的证据支持，“完全替

代假说”在一段时间内十分盛行。但是，“完全

替代假说”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热带

非洲以外地区的人类曾灭绝”这样一个事件，而

这时有关多巴火山的研究正好给了“完全替代

假说”一个十分完美的解释。

多巴火山喷发是近 200 万年以来已知最大

规模的火山喷发事件。一直以来，该事件都被

认为是现代人起源“完全替代假说”的重要证

据。多巴火山喷发发生的时间临近全球气候转

型 期 ，大 约 在 7 万 年 前 ，地 球 气 候 由 温 暖 的

MIS 5（深海氧同位素第 5 阶段）向寒冷的 MIS

4（深海氧同位素第 4阶段）转变。

通过类比历史中的大规模火山喷发造成的影

响并结合核冬天理论，研究人员认为多巴火山喷

发造成了地球长时间的寒冷，而这一结果恰好能

够对应“完全替代假说”认为的6万年前至5万年

前的“热带非洲以外地区的人类灭绝”这一事件。

“因此，多巴火山喷发被认为是‘热带非洲

以外地区的人类灭绝’这一事件的起因，而‘热

带非洲以外地区的人类灭绝’这一事件是多巴

火山喷发导致的结果。”葛勇强调，在研究人员

建立了这样的因果关系后，“完全替代假说”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主流理论。

“完全替代假说”认为

非洲人是其他人群的直接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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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火山喷发威力或被高估多巴火山喷发威力或被高估
现代人未必起源于非洲现代人未必起源于非洲

本报记者 陆成宽

为了明确这次火山喷发事件造成的影响，

葛勇、高星等研究人员收集了涵盖多巴火山喷

发时段的全球高分辨率地质记录，比如冰芯、石

笋和湖泊沉积物，以及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考古

记录，以全面评估多巴火山对地球环境和古人

类的影响。

通过对各种记录的综合分析，研究人员发

现约 7 万 4 千年前的多巴火山喷发并未造成

全球气候变冷以及环境恶化，并且热带非洲

以外地区的人类活动均未断绝。“因此，并不

存在由于多巴火山喷发导致的全球变冷和人

类灭绝的事件，多巴火山的喷发并不能用于

支持‘完全替代假说’。”葛勇说，现代人起源作

为一项重要的科学问题，应该被更加审慎地对

待和深入地探讨。

同时，随着古环境学、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

的发展及相关证据的积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多巴火山的喷发并未造成灾难性的全球气

候剧变，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由于多巴火山喷发

导致的长时间气候变冷。同时，热带非洲以外

地区的人类活动并未断绝，而且现生人群的体

内也存在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而

分子生物学证据表明

非洲以外人类活动并未断绝

关于现代人起源，除了“完全替代假说”，还

有一个“区域演化假说”。

“区域演化假说”认为，不存在“热带非洲以

外地区的人类曾灭绝”这一事件。也就是说，各

地区的本土人群未曾灭绝，可能存在与非洲人

群杂交的情况。“这种假说的主要依据在于各种

考古学证据，比如石器技术的传播与传承、人类

活动的延续等等。”葛勇说。

关于东亚地区现代人的起源，高星曾表示，

自从“北京人”被发现后，尤其是德国解剖学家

和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提出“多地区进化”的假

说以来，东亚人群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连续

演化的，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直至

现生人群，不存在演化的中断和替代。

许家窑—侯家窑、北窑、大地湾、徐家城、萨

拉乌苏、乌兰木伦、织机洞、秦岭地区诸遗址、井

水湾、黄龙洞等遗址的地层和测年数据表明，神

州大地不存在距今 10万年前至 4万年前的材料

空白，人类演化的链条在此期间没有中断过。

这就使得“完全替代假说”支持者所谓存在材料

“空白期”的说法不攻自破。

“透过石制品原料特点及开发利用方式，石

器制作技术，石制品类型、形态与组合特点，以及

区域文化传统演变等文化因素，可以看出中国乃

至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说明这里

的古人群是生生不息、连续演化的。”高星说。

然而，多巴火山喷发导致“热带非洲以外地

区的人类灭绝”说法的影响十分深远，不仅体现

在科学争论中，而且也出现在许多影视作品以

及科普讲座中。葛勇表示，现在，这一观点显然

不应该继续存在。虽然多巴火山喷发的规模很

大，但它并没有造成地球气候系统和环境的剧

变，它可能对附近区域造成了短时间毁灭性的

影响，但并不具备导致全球人类灭绝的能力。

东亚地区现代人

不存在演化中断和替代

关于故宫一直有着各种传说。其中之一是，

故宫屋顶之所以看上去特别干净光洁，是因为设

计时有特别的考量，以至于鸟无法停留，不会在

屋顶排泄。

这一说法广为流传，文化学者马未都也曾在

节目中表达过“故宫屋顶为什么没有鸟屎”的类

似观点。最近，马未都讲述上述观点的一则短视

频，被微博用户“陆地围脖”挖了出来。视频中，

马未都称故宫屋顶之所以特别干净、没有鸟屎，

其主要原因是琉璃瓦特别光滑，加之屋顶是斜

的，鸟在上面站不住，所以不会在上面排泄。

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站不住”，从事建筑遗产

保护研究的“陆地围脖”展示了一段鸟在故宫太

和殿屋顶停留的视频。在“陆地围脖”看来，太和

殿屋顶有着几十米的高度，即使有鸟屎，肉眼也

看不见，所谓“鹰不落”“（鸟）站不住”的说法，只

是人们“对传统的美妙幻想”。

琉璃瓦反光限制了鸟类
停留

马未都和“陆地围脖”的观点哪个是对的？

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在设计屋顶时，有防止鸟

类停留排泄的考量吗？科技日报记者向从事古

建筑保护研究的专家进行了一番求证。

“没有史料证明，古人在设计建造房屋时，采

用琉璃瓦顶是为了防止鸟类停留。但有科学分

析表明，发亮的物体不利于鸟类或其它动物靠

近。琉璃瓦在阳光下反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限制鸟类在瓦面停留。”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周乾博士指出。

周乾介绍，故宫古建筑包括屋顶的设计，其

根本目的是突出皇权。采用黄色的琉璃瓦屋顶，

主要为了保护瓦的胎体免受日照风吹雨淋而开

裂，同时，黄色也是突出皇权的象征。故宫屋顶

的光洁，得益于长年的养护。瓦顶拔草、墙体抹

灰和地面修复，是中国古建筑维修保养每年要做

的工作，自紫禁城建立以来，历朝历代都很重视

古建的养护。

鸟类停留排泄将杂草种
子带到屋顶
“古建屋顶上往往会有长草的情况，如果没

有鸟类停留排泄，杂草的种子是怎么来的？”北京

建筑大学历史建筑保护系讲师齐莹提出了一个

有趣的问题。

同样，周乾也指出，之所以要进行古建筑瓦

顶拔草处理，主要原因在于，铺瓦泥里有草籽；鸟

屎落在瓦面上，鸟屎里有草籽；春天大风，风把草

籽刮到了瓦顶上。

“人们往往喜欢把包括故宫在内的传统官式

建筑想象得特别高大上，认为设计建造中充满了

先人的智慧，但包括‘鸟站不住’在内的一些说法

仅仅只是以讹传讹的民间传说而已。”齐莹认为。

在齐莹看来，长期以来，古建筑是与人类及

周围自然环境共生共存的一个状态，其设计理念

往往是环境友好型和动物友好型的，不可能在前

期设计时考虑到防范鸟类等动物在屋顶停留。

“事实上，我觉得一些网友在回复说得挺对

的。比如雨雪冲刷、自然降解等因素，都会让鸟

粪没有那么明显。古建筑的屋顶肯定是可以落

鸟的，不只是鸟，一些猫科动物也会在古建筑屋

顶活动。”齐莹说道。

故宫屋顶无法落鸟？
专家：以讹传讹的民间传说而已

本报记者 唐 婷

二叠纪末期到三叠纪大灭绝发生前后，大多数爬行动物从四
肢伸展的姿势变成直立行走。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朋友越多的个体能够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而更高的社会阶层保

证了个体能获得更丰富的生存资源，这两个因素都可能带来寿命的提

高。然而，一项新研究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些结论。在与人类基因

相似度高达 94%的狒狒种群中，这些社会因素对于它们寿命的影响与

人类截然不同。在这种非人灵长类的社群中，雄性地位越高，其寿命反

而越短；而与异性的友谊越亲密，它们的寿命就越长。

从 1963 年开始，美国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阿尔特曼与丈夫来到

肯尼亚的安博塞利盆地，创办了直到今天还在持续进行的安博塞利狒

狒研究计划，获得了关于狒狒行为的庞大数据库。

沿用珍妮的研究方法，如今的安博塞利项目负责人苏珊·阿尔伯茨

带领团队分析了数据库中的 542只成年狒狒自 1984年 1月到 2018年 12

月以来的每天生活轨迹。他们将两个具体的行为指标，即理毛频率及

对抗行为“换算”成社会关系。比如研究团队记录下每只狒狒与同伴之

间的配对理毛行为，并由此计算出每只狒狒的社会联系水平。

通过分析安博塞利狒狒的寿命和社会联系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在过去，科学家们一度认为，雄性狒

狒结交异性“好友”是一种对未来生育机会的投资。而本研究却显示，对

于雄性狒狒而言，单纯的异性友情不仅真实存在，而且还能为雄性带来

好处：与雌性关系较为亲密的雄狒狒死亡率较低。异性社会联系评分高

一个标准差，雄性狒狒的死亡率会降低28%。这是首个在人类以外的生

物中发现了雄性自然寿限与其社会联系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研究。

社会地位对于狒狒的影响与人类截然相反：对雄性狒狒来说，社会

地位提高可能意味着死亡率的上升。对于雌性狒狒而言，社会地位并

不能显著影响自然寿限，这与普遍研究结论不同。但研究者们认为，雌

性的社会地位可能间接影响了它们的存活状况——由于社会等级越高

的雌性朋友越多，而社会联系又会对死亡率产生了影响，社会地位在雌

性自然寿限中可能扮演了调节的角色。

研究人员认为，通过对比研究，探讨非人灵长类动物的自然寿命与

人类的异同，有助于更好理解人类寿命的发展进程。或许未来有一天，

人类寿命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也会在安博塞利计划的支持下，得到更清

晰的解答。 （来源：《环球科学》）

对狒狒的研究表明

多交异性朋友有益长寿

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都是在 2 万年前至 3

万年前灭绝的人种，以往认为这些古老型人类

对现生人群没有贡献。

“所以说，从现在的各种证据来看，多巴火

山喷发并没有导致‘热带非洲以外地区的人类

灭绝’的能力，并且‘热带非洲以外地区的人

类灭绝’这一事件是否真实存在值得重新考

量，也就是说‘完全替代假说’的理论可能存

在偏差。”葛勇说，在探讨现代人起源问题的

时候，两种假说的支持者需要寻找更多有力

的证据，而不能利用多巴火山喷发这一事件作

为解决争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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