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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日前对外称，该院与中国科学院达成协议，从吐鲁番胜金店古墓
群M9号墓葬出土的3100株麦秆，已被送往中科院人文学院科技室与科技考古系研究人
员手中，这些两千多年前的麦子将接受植物考古学研究，其研究成果将年内出炉。

■简讯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借

助一个中子扫描仪，仔细查看这块重达 217.78克的

金子的内部，政府专家已经证实世界上最大的单晶

金块。据估计，这块在委内瑞拉的一条河流里发现

的金块价值 150万美元。

这个晶体的主人想要通过一系列扫描，来证

实它确实值 150 万美元，然而研究人员却想通过

扫描来研究这个晶体的内部排列。家住美国的

这个金块的主人为地质学家约翰-拉库凡提供了

样本，让他用来评估 4 个样品的结晶度，这些样品

都是几十年前在委内瑞拉发现的。证实它是晶

体将意味着这个金块完全是自然产生的，这将大

大增加它的价值。

这位迈阿密大学的教授说：“以前从未对这种

大小的金晶体的内部结构，或称原子排列进行过研

究，我们拥有做这一切的独特机会。”洛斯阿拉莫斯

国家实验室的这个科研组利用卢汉中子散射中心

的仪器，并借助中子衍射学，查看这块矿物质的内

部结构。中子探测器与 X射线和电子探测器不同，

它能穿透大部分矿物质深达几厘米。研究证实，这

4 个样品中有 3 个样品是单晶金块，而非普普通通

的多晶类型。

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一块高尔夫球形状的

天然金块，它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梯面体

金晶体。

2006 年，这个晶体被拒绝在拍卖会上进行拍

卖，因为有人质疑它的真实性，而且洛斯阿拉莫斯

国家实验室的仪器也确实证实它并不是世界最大

的梯面体金晶体。对这些结果的进一步解释，还将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十分罕见的晶体在发

生轻微变形，并被从古河道沉积物中冲刷下来前，

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大晶体问题并不是借助卢汉

中子散射中心的工具揭开的第一个谜底：2006 年，

有人交给拉库凡几十块金晶体藏品，让他通过 X-

射线衍射法进行研究。

其中一块晶体令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从其中

一个方向看，它显示出单晶图案，但是从其他方向

看，它却显示出多晶特征。据拉库凡猜测，风化和

侵蚀已经改变了这块天然金块的外部结构，但是它

的单晶形态仍然保存完好。他说：“为了检测这一

假设，我们需要查看晶体的内部结构，但是不能将

它们切开。”

委内瑞拉河流发现世界最大单晶金块

这个巨大机器的制造者们称，它是世界上最大且潜水

最深的水下步行机器人。Crabster CR200 水下探测器重

635 公斤，被设计用来像真甲壳纲动物一样在海底移动，通

过复杂技术稳定自身。根据设想，这个机器人可用于科学

探索项目，安装用于石油和天然气的管道等设施。科研组

在一个宣传录像中设想机器人可捡起物体，然后将其装入

一个有点像口的隔间内。但真实版本并没有这些功能。由

于这个机器人的尺寸和体重，它可能代替水肺潜水员，在强

大的水下暗流中执行任务。它可用 6 条腿稳定身体，在强

大水流中低下“头”，翘起“臀”，迎着水流前进。这个机器蟹

配有 11部相机，其中包括通过反射声波在浑浊海水中识别

方向的声学相机。

世界最大水下步行机器人似巨型螃蟹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机械工程学助理教授雷扎-蒙塔

扎米说：“你没有想过你的手机有一天会溶化，对吧？你可

不想让电阻器、电容器和电子设备都每件东西以毫无踪迹

可寻的方式溶化掉。”这位研究人员认为，他的“瞬变材料”

可让这个想法成为现实。研究人员对外展示了一种根据需

要溶化然后变得没用的电路。他们表示，这项技术可用于

手机和信用卡的防盗装置。如果失窃，用户只需向他们的

手机发送一个指令，手机就会自毁。他说：“试想一下，要是

你丢了信用卡，只需发送一个信号，它就会自毁。被设计成

在某个时间和温度中降解的传感器可与食物放在一起。传

感器降解，不再发送一个信号时，食物就不再新鲜了。士兵

受伤时，他们的电子设备可被远程触发，然后溶化掉，以便

保护敏感的军事信息。”

自毁式手机一旦被盗即溶化

一棵由太空种子孕育的樱桃树于上周开花，比预计时

间提前 4年。孕育这棵樱桃树的种子来自于日本一棵拥有

1250 年历史，名为“Chujohimeseigan-zakura”的樱桃树。5

年前，这棵树的种子进入国际空间站。在从空间站回到地

球的 4 年时间里，Chujohimeseigan-zakura 种子孕育的樱桃

树长了 4米高并且在上周开出 10朵蓓蕾。筑波大学植物学

家富田香织参与了这项太空实验，但她并不清楚“太空樱

桃”为何提前开花。她说：“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宇宙环境对

种子内控制开花和生长过程的因子产生确定影响。有趣的

是，Chujohimeseigan-zakura的花共有大约 30个花瓣，“太空

樱桃”的花却只有 5个花瓣。

太空种子所育樱桃树提前4年开花

黑龙江最新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进京展示

科技日报讯 4月 7日至 9日，聚集众多黑龙江绿色食品

企业及最新产品的第十届中国（北京）国际有机食品展览会

暨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展，在北京农业展览馆精彩亮相。此次

展览，参展企业之多，品种之全都创下了历次展会之最。

展览期间，黑龙江省还参与了大会同期举行的第六届

国际有机食品与食品安全发展高峰论坛，众多企业相关负

责人对我国有机产业存在的问题、市场发展方向及动态进

行了深入交流。

展会现场，黑龙江省副省长孙尧参观了展馆，并走访了

参展企业。众多媒体记者则对黑龙江绿色食品展销协会的

鄂忠齐会长进行了现场专访。据鄂会长介绍，此次展会是

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展销协会组织会员企业参加的第一个展

览活动，共组织包括北大荒米业集团、北奇神有机食品、九

三粮油等 6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产品涵盖粮油食品、山特

产品、酒类及饮品、畜产品等六大类，上千件单品。本次北

京展的成功举办，将为下一站，今年 5月的西安展打下一个

良好的基础。 （段佳）

在新疆苏贝希遗址中发现的一碗 2400 多年前

的小米面条和在陕西发现的 2000年前的骨汤共同

入选，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2400 年前人们吃什么？3000 年前的人们吃

什么？这是许多当代人总想知道的一件事。而

今，考古专家在古墓里发现的这种小米面条，保

存完好。考古专家告诉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他

们可以通过模拟复制这种面条，让当代人体验一

下古人的饭食。

苏贝希遗址的面条

苏贝希遗址位于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

峪沟乡苏贝希村南 3 公里的火焰山腹地，吐峪沟

河的西岸。1980 年 5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

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清理了这里的 8 座墓葬。

1985 年 1 月，50 多座墓葬被盗后，吐鲁番地区文

管所多次对文物进行采集整理，之后通过调查

发现了苏贝希遗址和 1、2 号墓地，并在 1 号墓地

出土了面条等食物。1991 年冬修建公路时，又

发现了 3 号墓地，在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出土了

颖果等食物。

经碳 14测年标本检测，苏贝希遗址、墓地及文

物的年代为公元前 5世纪至公元前 3世纪。

据主持苏贝希遗址发掘工作的新疆文物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吕恩国介绍，新疆吐鲁番地区降水稀

少，气候极为干燥，所以考古遗址中的许多植物遗

存往往由于迅速干燥脱水而得以较好地保存。

中国科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蒋洪恩副教

授等学者，选取了苏贝希遗址中出土的部分面条遗

存和 3 块点心遗存，还有部分颖果遗存，进行了植

物遗存鉴定、淀粉粒和植硅体的提取及分析，并对

黍类食物进行了系统的煮、蒸、烤等模拟实验。研

究结果表明，苏贝希遗址出土的面条和点心是由黍

磨碎后制成的。模拟实验和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

面条遗存曾经水煮，颖果遗存为一钵自然风干的黍

粥，而点心系烤制而成。

著名科技考古专家王昌燧教授认为，该项研

究结果“为探讨 2000 多年前吐鲁番地区先民的

生计方式以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有价值的信

息，也将为今后同类样品的研究建立较好的分

析流程”。

面条改写历史

在苏贝希遗址发现了面条后，2002 年，考古人

员在青海省喇家遗址又一次发现了面条。经多方

鉴定，最终确定青海省喇家遗址发现的面条成分为

黍和粟（即谷子）的混合制品，年代为 4000年前，是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面条。

中国科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蒋洪恩副教

授等人认为，新疆苏贝希遗址出土的面条证实了中

国面条的历史要比早期文献的记载早得多，而且面

条已呈长条形而非面片之类的形态。由此可见，早

期文献考证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而从研究结果来看，苏贝希遗址出土的面条原

料仅为黍一种，而喇家遗址出土的面条原料为黍和

粟混合制作而成。喇家遗址和苏贝希遗址面条食

物的出土为农业考古和古代食品文化研究，提供了

新的线索，也改写了面条起源时间的历史。

黍、粟均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小麦、大麦则

最先在西亚栽培，这些农作物在新疆吐鲁番许多

墓地都有发现，表明该地区应是当时东西方文化

交流的中心之一，它对推动东西方农作物的传播

功不可没。 （王瑟）

两千多年前的人吃什么？

赵志军说，小麦作为一种优良的旱地粮食作

物，传入中原地区后，势必对原有的主体粮食作物

粟和黍两种小米产生巨大的冲击，促使当地农业种

植制度逐步地由依赖小米向以种植小麦为主的方

向转化。事实上，就整个中国北方地区而言，小麦

替代小米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农

业革命。

小麦是高产作物，大规模种植将极大地提高北

方地区的土地栽培能力。赵志军说，这从而使得以

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区具

有了与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南方稻作农业

区相匹敌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这应该是为什么

中原地区在后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了中国

的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的中心原因之一。“根据我们

的浮选结果判断，这一农业种植制度的转化过程很

有可能就起始于华夏文明的形成时期。”

此外，考古证明，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原

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逐步地由相对单一的农作物种

植制度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化。赵志军认

为，多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提

高农业的总体产量，还在于能减少粮食种植的危险

系数，这也是体现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小麦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可看作一场农业革命

新 疆 吐 鲁 番 出 土 的 麦 子 距 今 大 约 2200 年

前 —2050 年前，应为西汉时期或更早。两千多

年前的麦子如今还呈现出：金黄的小麦杆，新鲜

如才被碾压过，有的麦秆上还有完整的麦穗，也

呈现金黄色，是世界考古史上保存质量最好的

小麦。

两千年前的小麦何以保存的这么好？有啥不

一样？小麦这一主要粮食作物是怎么出现在神州

大地的？对华夏文明的形成起到了什么作用？带

着这些疑问，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研究员，以及

相关的考古专家。

两千年前的小麦为啥保存这么好？

在吐鲁番古墓群发现的这些麦秆，在当时是用

来当做墓棚的。考古专家解释，之所以长达 2000

多年，小麦秆和麦穗还能保存得这么好，跟当地的

气候条件和当时的埋藏条件有关。新疆地区气温

低，气候干燥，合适小麦、文物等保存。但如果太过

干燥，植物也容易干枯。但出土的麦秆，下面是 15

厘米到 20 厘米厚的骆驼刺，骆驼刺为麦秆提供了

一定的水分，使之保持“如新”。

不过，专家也提醒说，如果出土时，不能很好

地保持麦秆的温、湿度的话，麦秆可能会在瞬间

枯萎。这样的例子在考古现场比比皆是，如西安

兵马俑出土时，颜色鲜艳，很快，其颜料就被氧化

掉了。

中科院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研究人

员李晶静说，小麦大约是四千多年前传播到新疆，

但长久以来小麦种植、加工方式在新疆如何进行，

一直是个谜团。该研究发现，至少在吐鲁番地区，

小麦种植已是“精耕细作”，当地古人已定居，并在

游牧之余，开始花费长时间来打理麦田，也说明小

麦在当时吐鲁番地区已得到大面积种植。这一时

期有可能是该地区古代民族从游牧向农耕逐渐转

型的时期。

两千多年前小麦何以保存的如此新鲜？

赵志军说，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小麦最大价值

是，完整的麦杆、麦穗都被保留了下来。在当前，这

是“独一无二”的。

“在全国其他遗址发现的，都是麦粒，没有麦

秆。吐鲁番的发现对研究小麦种植、加工方式等非

常有价值。”他说。

赵志军说，如果说，稻谷的传入仅是提高了黄

河中下游地区粮食生产的总体产量，那么小麦的传

入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种植传统。

小麦起源于西亚，当地的地中海气候与中国的

东亚季风气候在降水季节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地中

海气候特点是夏季干燥炎热，冬季潮湿温和，主要

降雨集中在冬季；东亚季风气候的主要降雨集中在

夏季。因此，小麦的生长习性至今都不能完全适应

我国的节气，如中国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春旱缺雨

季节，恰恰就是小麦生长过程中拔节至灌浆阶段的

需水高峰期。因此，人工灌溉就成为能否在中国北

方地区大规模种植小麦的关键。

“也就是说，想在中国北方地区发展小麦种植，就

必须首先建立完善的灌溉系统，而一个完善的灌溉系

统的建立和维护需要组织大量人力投入，由此社会便

产生了对全职管理阶层的需求。”赵志军说，脱产管理

阶层的出现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也加速了文

明化进程，为后来的以黄河流域地区为政治和经济中

心、强大的秦汉帝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吐鲁番地区是绿洲，有种植小麦的水资源。赵

志军说，即便如此，在吐鲁番种植小麦，同样需要建

立完善的灌溉系统。

吐鲁番出土的小麦有啥不一样？

当前，全国已有 30 多个考古遗址都发现了距

今 3000 前的小麦。赵志军说，例如在中原地区和

山东地区都出土了龙山时代的小麦，年代应该在距

今 4500—4000 年间，其中在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

发现的龙山文化时代小麦被直接进行了碳 14年代

测定，结果是距今 4500—4270 年间。可见在 4000

多年前，小麦已经传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

华夏文明腹地。

《诗经·周颂·思文》提到“贻我来牟”，“来”是指

小麦，“牟”是指大麦，这也说明在西周时，黄河中下

游已遍栽小麦了。

“到汉代，中国已经种植小麦很久了。而在吐

鲁番地区发现的小麦，不排除从中原地区反传播过

去的可能性。”赵志军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项目“生态环境的

变迁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之间

的关系”的资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位

于中原地区的一系列龙山时代（距今 4500—4000

年）和夏、商、西周时期（约距今 4000—2700年）的考

古遗址展开了系统的浮选工作，获得了大量的炭化

植物遗存。通过对这些实物资料的分析和研究发

现，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确

实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开始普遍种

植稻谷，小麦已经传入，由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的

单一种植结构转变为包括了稻、麦、大豆等在内的多

品种农作物种植结构。

吐鲁番小麦或来自中原？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水

稻、大豆、谷子、糜子等重要农作物都是起源于中

国。而小麦起源于地中海东岸，也就是今天的以色

列、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南部等地区。

赵志军说，小麦从西亚传入中国的传播途径，

可能包括 3 条路线：主体为北线的欧亚草原大通

道，中线为河西走廊绿洲通道，南线是沿着南亚和

东南亚海岸线的古代海路。

“我认为北线应该是主线，从西向东经过新疆最

北端的阿尔泰山脉南麓，到达内蒙古阴山地区，然后

由北向南通过河谷地带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赵志

军说，在小麦最初的传播路径上看，新疆天山以南的

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可以说是“跳过去”了。

那在吐鲁番地区发现小麦是否说明新疆“被跳

过去”的观点不成立呢？

赵志军解释说，并非如此。新疆吐鲁番地区发

现的小麦距今约 2200年前—2050年前，“这个时间

可以说很晚了，已到汉代了”。

小麦是怎么传入中国的？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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