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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冬 天 出 生 的 男 孩
左 撇 子 比 例 高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奥地利

研究人员最新研究发现，在 11 月、12

月和 1 月出生的男孩，左撇子的比例

相对更高。

研究人员在调查了 1.3 万多名奥

地利人和德国人后发现，男性左撇子

的比例略高于女性。进一步调查发

现，在这些男性左撇子中，2月至 10月

出生，左撇子比例为 8.2％，而 11 月至

1月出生的，左撇子比例则达 10.5％。

美国神经学家曾在上世纪 80 年

代提出一种理论，认为睾丸激素水平

偏高会使胎儿左脑发育减慢，而通常

左撇子人的右脑比较发达。

维也纳大学研究人员分析说，睾

丸激素水平高低与孕妇怀孕期间日照

时间长短有关。日照时间越长，孕妇

体内的睾丸激素水平就越高。研究人

员说，在冬天出生的男孩，胚胎期间的

大脑发育主要是其出生前半年，也就

是 5月份至 7月份，而这段时间通常是

夏天，日照较长。另外，如果孕妇怀的

是男婴，在胚胎发育阶段，男婴本身也

会使母亲子宫内的睾丸激素水平升

高。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冬天出

生的男孩左撇子比例略高。

但这种分析只是奥地利研究人员

的“一家之言”。他们承认，关于左撇

子的成因，目前科学界看法不一，还需

要今后开展更多方位的研究。

日本确认世界
最古老的真海豚化石

据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蓝建中）
日本研究人员对一个以前在北海道出

土的海豚头骨化石重新分析后确认，

它是有 850 万年历史的远古真海豚化

石，也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真海豚

化石。

海豚是广泛生活在大陆架附近浅

海中的水生哺乳动物。真海豚又名短

吻真海豚、普通海豚，属海豚科真海豚

属，多见于热带至温带海域。

这个化石是 1961 年出土的，1977

年曾有研究人员认为其属于海豚科原

海豚属。在最新研究中，早稻田大学

与秋田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现场调

查后发现，出土化石的地层年代是

850万年前至 1300万年前。

研究人员重新分析了化石样本，

并从解剖学角度详细研究了骨骼形

态。结果发现，它不属于海豚科中的

现有分类，而是一种最古老的真海

豚，距今约有 850 万年。此前，意大

利曾出土过有 530 万年历史的真海

豚化石。

研究小组认为，海豚科的共同祖

先大约是 900万年前至 1100万年前出

现的，这一研究成果将有助于研究真

海豚及虎鲸等“近亲”的起源，并弄清

海豚向全球海洋扩散的路径。

丙烯酰胺致癌风险
引欧洲监管机构关注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电（记者张晓
茹）某些食物高温油炸或烘烤时产生

的化学物质丙烯酰胺存在致癌危险。

欧洲食品安全局近日发布一份丙烯酰

胺研究草案，征求公众意见，将来一旦

审议通过，它将成为欧盟国家食品安

全领域的决策参考。

这份草案由欧洲食品安全局下属

的食物链有毒物质研究专家委员会起

草。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本福德博士

解释说，吃到嘴里的丙烯酰胺进入消化

道，然后流向各个器官，并广泛进行新

陈代谢。环氧丙酰胺就是这一过程的

重要代谢产物之一，也是动物研究中导

致基因突变和肿瘤的可能原因。

此外，该委员会还认为丙烯酰胺

可能对神经系统、出生前后发育及男

性生殖造成不利影响。不过，就目前

饮食中摄入的丙烯酰胺水平来看，这

些影响还不足以构成实质性威胁。

从 7月 1日起，欧盟国家的科学工

作者或其他有兴趣的各方均可就这一

草案在线提交评论，截止日期为今年 9

月 15 日，草案最晚于明年 6 月结束审

议。届时，欧洲食品安全局将为欧盟

决策者及各国决策者提供科学建议，

比如是否应采取措施进一步减少食物

中的丙烯酰胺，在饮食习惯和家庭烹

饪方式方面是否应做出某些改变。

淀粉等食物在高温油炸等加工过

程中，会发生一系列复杂反应，生成棕

黑色的大分子物质——类黑精。咖

啡、炸薯片、饼干、酥皮面包以及一些

婴儿食品等可能含有丙烯酰胺。

科技日报讯 新一代微型生物机器人能收缩肌肉。美

国伊利诺斯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工程师展示了一类行走

“生物机器人”（bio-bots），由肌肉细胞推动、电脉冲控制，

研究人员能对其发号施令。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最近的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不管你想制造任何种类的生物机器人，由细胞驱动

的生物刺激都是一项基本要求。”负责这项研究的伊利诺

斯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生物工程主管拉什德·巴什尔说，

“我们正在把工程原理与生物学整合在一起，设计开发生

物机器人和用于环境、医疗方面的系统。生物学非常强

大，如果我们能学习利用其优势，将带来许多好东西。”

巴什尔小组用 3D 打印技术造出一种柔韧的水凝胶和

活细胞组成的生物机器人。以前，他们也曾用跳动的小鼠

心脏细胞造出一种能自己“行走”的生物机器人，但心脏细

胞不停地收缩，让他们无法控制机器人的运动。因此要用

心脏细胞来设计生物机器人是很困难的，它不能随意开

关、加快或减慢速度。

新设计的生物机器人受自然的肌腱骨骼启发。据物

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他们用 3D 打印水凝胶制成主骨，

既能支持生物结构，又能像关节一样弯曲。再把一条肌肉

锚在主骨上，就像肌腱把肌肉附着在骨骼上。生物机器人

的速度由电脉冲频率来控制，频率越高，肌肉收缩越快，生

物机器人也就走得越快。

“骨骼肌细胞很有吸引力，你可以用外部信号来调整

它的步调。”巴什尔说，“比如设计一种设备，让它能在感觉

到某种化学物质或接到某个信号时开始工作，可以使用骨

骼肌。我们把它作为设计工具之一，工程师在设计时，还

有不同的方案。”

“这完全是自然的，我们的研究基于仿生设计原则，如

肌肉骨骼系统的自组织。”论文第一作者、研究生卡洛琳·
茨威特科维奇说，“本成果代表了生物机器开发与控制方

面的重要一步，能够刺激、训练或培养它们来工作。这种

系统最终可能发展成一代生物器，用于药物递送、手术机

器人、‘智能’移植、移动环境分析器等。”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加强对生物器运动的控制，像集

成神经元那样，用光或化学物质控制生物器向不同方向运

动。“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设备用作‘自主传感器’。”巴什

尔说，“比如，让它能感觉到某种化学物质，朝它运动并释

放中和剂。刺激控制生物器是向此目标迈进的一大步。”

（常丽君）
右图 由肌肉细胞推动、电脉冲控制的微型行走“生物

机器人”。

美研制出肌肉动力行走生物机器人
可用于药物递送、手术机器人、智能移植等领域

1937 年 7 月 7 日夜，北京郊外的卢沟桥

响起枪声，由此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

序幕。

现在，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过去 77 年，但

日本国内围绕这一事件的起因和性质仍有

诸多混乱认识乃至谬论，特别是安倍政权试

图将歪曲的历史观灌输给下一代，值得人们

高度警惕。

最“中立”表述：就事论事

关于“七七事变”，2010 年公布的中日共

同历史研究报告书中曾有提及。与日本学

界的其他种种说法相比，日方学者在报告中

关于这一事件的看法相对来说最为“中立”。

报告书的概要对“七七事变”是这样描述

的：最初的交火是偶发事件，在现场对峙的部

队一开始达成了临时停火协定，但日本的“支

那驻屯军”和关东军将事件视为天赐良机，开

始准备借机打垮国民政府，占领整个华北。

在这份报告中，中日学者对这一事件导

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这一基本结论没有异

议。不同的是，中方学者将“七七事变”置于

日本侵华政策的大背景中考察，而日方学者

侧重于“就事论事”。

日本历史学者对“七七事变”的研究更

多地纠缠于中日两军谁开了第一枪，以及其

后战火为何迅速扩大，而甚少提及日本从

“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侵华策略大背景。

右翼分子：杜撰“阴谋”

相比之下，日本右翼分子则肆无忌惮地

篡改历史。他们在“大东亚战争史观”的语

境下杜撰、扩散各种“阴谋论”，将“七七事

变”以及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中国

身上。

歪曲和美化日本殖民侵略暴行的“史

观”在靖国神社游就馆的展示中更是得到了

充分体现。

游就馆内周而复始地放映着一部 50 分

钟长的纪录片《我们不会忘记》。这部煽情

的纳粹式手法纪录片如此描写“七七事变”：

1937 年 7 月 7 日，中国军队开了第一枪，日本

不希望开战，但中国拒绝了日方的和平意

愿。随后，中国境内对日恐怖活动不绝，各

地发生虐杀日本侨民的事件。

这 部 纪 录 片 甚 至 不 知 羞 耻 地 妄 言 ：

“七七事变”的背后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

的阴谋”。

近些年，“日本侨民遭虐杀起因说”被

一 些 颇 有 影 响 力 的 日 本 右 翼 分 子 奉 为 至

宝 。 日 本 当 前 右 翼 论 坛 活 跃 分 子 渡 部 升

一、樱井良子等编写的《最新日本史》一书

将事变后的战火扩大归咎于北京、上海等

地发生日本人遇害事件，称日本政府由此

下令动用武力保护侨民，并放弃了不扩大

战火的方针。

学校教材：信息混乱

作为日本社会整体历史认识混乱的反

映，日本学校教科书对于“七七事变”的记载

要么轻描淡写，要么接受右翼观点，将责任

归咎于中方。

新华社记者比较了手头两本初中历史

教科书。一本是日本各公立学校采用最普

遍的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关于这一事件

的描述仅寥寥几笔：“日本控制满洲后，进一

步侵入中国北部。1937 年 7 月 7 日，日中两

军在卢沟桥发生武力冲突，成为日中全面战

争的契机。”

另一本是右翼势力倾力编撰的育鹏社

版历史教科书。该书完全反映了日本右翼

美化侵略历史的险恶用心，将“七七事变”和

后来的战争扩大责任完全推到中国头上。

该书写道：日本在义和团事件后，根据

相 关“ 条 约 ”在 北 京 周 边 驻 军 近 5000 人 。

1937 年 7 月，卢沟桥附近，有人向日军开枪，

于是互相交火。对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制定

“不扩大”方针，另一方面决定增兵。此后，

日军与国民政府军冲突不断。8 月，一名日

军军官在上海遇害，战火向上海蔓延。于

是，日本政府撤回“不扩大”方针，日本与中

国进入全面战争。

值得警惕的是，在日本社会右倾化的潮

流中，原本少人问津的育鹏社教科书采用率

在逐渐扩大。安倍政权上台后，更是利用行

政手段明里暗里向各地方教委主推育鹏社

为首的右翼史观教科书。

有识之士：批判指正

针对右翼分子对“七七事变”的种种荒谬

见解，已故日本历史学者吉冈吉典在《从日清

战争到卢沟桥事变》一书中尖锐指出，卢沟桥

事变（即“七七事变”）的核心不是谁开了第一

枪，而是日军之前不断增兵，并且不顾中方抗

议在卢沟桥附近反复举行夜间军演的挑衅行

径。他同时指出，日本所谓在北京驻军的依

据“北清事变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本身就

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不公平产物。

日本调查记者共同发起的新闻调查网站

上最近刊出了题为《卢沟桥事变枪声与集体

自卫权》的文章，该文作者的父亲当年曾参加

侵华战争。文章写道，无论卢沟桥事变第一

枪是谁开的，升级战争的一方是日本。当年

日本军方打着“保护侨民”、“自卫自存”的旗号

发动战争，如今安倍晋三首相歪曲宪法，解禁

集体自卫权，试图让日本重走战争道路。他

采用的煽情手段以及不具现实性的种种设

计，与过去日本军方的做法并无二异。

7 月 4 日，日本数十名知名学者组成的

“立宪民主之会”就解禁自卫权举行论坛。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太一郎警告说，安倍

政权已显露出上世纪 30年代“满洲事变”（即

“九一八事变”）等事件发生时日本政坛曾出

现的“立宪独裁”倾向。

右翼歪曲事实 安倍图谋篡改
——日本社会如何看“七七事变”

新华社记者 冯武勇 刘秀玲

科技日报讯 日常生活中通常是用温度

计接触物体来测量其温度，然而，测量比人发

丝的宽度要小 1000 倍的纳米级物体的温度，

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现在，英国埃克

塞特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小组开发出

一种方法，可在纳米级物体的表面温度与周

围环境有所不同时，通过分析它们在空气中

紧张的运动即布朗运动，来准确测量其温

度。该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自然·纳

米技术》上。

1827 年，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发

现水中的花粉及其他悬浮的微小颗粒不停地

做不规则的曲线运动，称为布朗运动。人们

长期都不解其中原理。50 年后，J·德耳索提

出，这些微小颗粒是受到周围分子的不平衡

碰撞而导致的运动。这在后来得到爱因斯坦

的研究证明。布朗运动也就成为分子运动论

和统计力学发展的基础。

当温度升高，液体分子的运动越剧烈，同

一瞬间来自各个不同方向的液体分子对颗粒

撞击力就越大，小颗粒的运动状态改变也就

越快。故温度越高，布朗运动越明显。由此，

该研究小组发现，纳米级物体的表面温度可

以通过分析其布朗运动而确定。

埃克塞特大学天文学系量子信息理论家

珍妮特·安德斯博士说：“这种运动是由与空

气碰撞的分子引发的。研究发现这种碰撞的

影响携带了物体表面温度的信息，通过观察

其布朗运动，可识别这些信息和推断温度。”

据每日科学网、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研究人员捕获在激光束中的玻璃纳米球，

令其悬浮在空气中后加热至融化，借此观察

这些纳米级物体的升温。这种技术甚至可以

辨别穿过微小球体表面的不同温度。

伦敦大学学院詹姆斯·米伦博士说：“在

纳米尺度，与空气碰撞的分子有很大的不

同。通过测量纳米粒子和周围空气之间能量

如何转移，我们学到了很多。”

对于许多纳米技术设备，精确了解其温度

尤为必要，因为它们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温度。这项发现也有助于目前正努力把大

的物体引入量子叠加态的研究。未来其可进

一步影响大气中气溶胶的研究，并为控制环境

平衡过程的研究打开了一扇门。 （华凌）

精确测量纳米级物体温度有新招

7月 6日，由大阪律师协会主办的抗议集会在大阪扇町公园举行，日本民主党、社民党
等在野党及市民团体的代表5000多人参加集会。抗议者手持各类标语牌，反对日本内阁
本月初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 新华社记者 马兴华摄

日本大阪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

（上接第一版）
——付出代价最大。仅在 8 年全面抗战

中，中国军民就伤亡 3500万人。

——牵制和消灭日军最多。中国战场始终

牵制着日本陆军的绝对主力，到抗战末期，日本

陆军还有 64％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中国战场

歼敌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

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

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一直

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

的夹攻……”

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仅参与

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而且成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承担起维护人类和平与安全的

更大责任。

这是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这是值得世界

铭记的胜利。

2014年 2月 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决定，确定 9 月 3 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纪念日，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

“中国抗日战争为日本的侵略画上了句

号，对此应该确立一个纪念日”“中国的这种做

法是正确的，也是令人尊敬的。”二战幸存者、

87 岁的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联盟主席福尔克

马尔·哈尼施说。

今年 7 月 7 日，首都各界将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隆重集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

发 77 周年。“中国的抗战，也是世界的抗战。”

何理说，“中国抗战的重大事件，不仅应该被

中国人民隆重纪念，也应该成为世界人民的

集体记忆。”

穿越时空的警示

“我们有责任见证苦难永远不再重演，受

难者的记忆被永久尊重。”联合国的呼吁，道出

了世人的心声。

在中国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之

际，一个个历史性纪念日接踵而至：中日甲午

战争开战 120 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诺曼底登陆 70周年……

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放眼世界，记录二战时期犹太人苦难的

《安妮日记》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联邦德国前

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太死难者纪念碑

前，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成为许多外国政要

的到访地……曾经惨痛的战争记忆，让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无比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环境、发展良机。

可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偏偏患上了

历史健忘症和选择性失忆症。他们公然践踏

国际秩序，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

从抛出“侵略无定义”论，到挑战“村山谈

话”；从身穿作战服登上编号“731”战机，到宣

称为侵略战争的历史自豪；从悍然参拜供奉二

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到对强征慰安妇的历

史事实提出质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否定历

史、自欺欺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忘记历史的人注定重蹈覆辙。

就在几天之前，日本政府通过了修改宪法

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引起国际

社会和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行使集

体自卫权意味着开启了通往战争之路”，日本前

首相鸠山由纪夫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三重县松

阪市市长山中光茂认为：“当和平被愚蠢的执政

者破坏，人们再想找回难上加难。”日本《朝日新

闻》发表社论质问安倍：“这是对后世负责任的

态度吗？”英国《金融时报》为之哀叹：“又有一个

国家宣告准备在必要时发动战争了。”

看一个国家的今天和明天，必须要了解它

的昨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

指出，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有着深刻的历

史根源。

自中日甲午之战起，日本开始走向以邻为

壑。明治维新后的 70 多年里，日本曾发动和

参加过 14 次侵略战争，其中 10 次是侵华战

争。从策动“满蒙独立”、提出“二十一条”，到

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动华北事变，再到制造七

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赌徒般

的军事行动不仅给中国，也给亚太地区许多国

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

国内外史学界深刻指出，二战之前，日本

军国主义势力在“亚洲解放者和保护者”的伪

装和世界主要大国的绥靖政策下，不断得到姑

息纵容；二战之后，出于意识形态和冷战需要，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孽并未得到彻底清算，

致使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在右翼道路上暴走的安倍不再记得，日本

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正是建立在战后和平发

展的国际秩序之上。他更没有意识到，2014不

是 1894，今日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

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更能从历史的伤痛

中汲取奋进的力量；今日世界，和平发展进步

的浩荡潮流不可阻挡。

黄埔同学会会长、90 岁高龄的国民党老

战士林上元深有感触地说：“今天的日本，罔顾

历史，不知悔悟，倒行逆施，最终只能是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

聆听和平的钟声

铸剑为犁，放马原薮。

77 个寒来暑往间，硝烟散尽，昔日的战场

如今游人如织。但卢沟桥上的石狮依然刻满

岁月的记忆，宛平城的城墙还留有累累弹痕。

每一个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都会铭记苦难。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为抗战所付出的巨大

牺牲，如同美国人民不会忘记珍珠港事件，俄

罗斯人民不会忘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欧洲人

民不会忘记诺曼底登陆，犹太民族不会忘记奥

斯维辛集中营……

不忘历史、珍视和平、警示未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日在首尔同韩国

总统朴槿惠会谈时提议，双方举行纪念活动，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国抗

日战争胜利和朝鲜半岛光复 70周年。

5 月的亚信峰会上，中俄两国元首商定，

将举行庆祝和纪念活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同世界

各国人民一道，致力于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

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

野蛮侵略的悲剧重演。

中国道路，世界瞩目。

今年 3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时，再次

向世界阐释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

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

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

有机统一。”

从“国虽大，好战必亡”到“以和为贵”“和

而不同”，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溶化在

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学者马哈菲说，历

史上的战争使人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大国总是从

冲突中崛起。然而，这种观点并不适用于中国。

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

流，中国确定了未来发展目标，提出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是民族的自信自觉，更是对世界的郑重

承诺——

“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

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

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

“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决

不允许开历史倒车”……

读懂这个承诺，世界将看到人类互利共

赢、繁荣发展的未来。

坚守这个承诺，中国与各国一道，坚定承

担起捍卫和平安宁国际环境的历史责任。

践行这个承诺，亿万中国人民在圆梦的征

途上昂首奋进，依靠世界和平发展自己，通过

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到海上丝绸之路；从孟

中印缅经济走廊到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

从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到积极

稳固和拓展大国关系……

“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已得到世界的赞同

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

良好的机遇。”俄罗斯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别尔

格尔指出。

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同

各国人民一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

不懈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凝聚起和平

发展的正义力量。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