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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陈 萌

最新研究表明，西部灰鲸创造了哺乳动物最远迁徙记录，一头叫

做“瓦尔瓦拉”的雌性西部灰鲸，在海洋旅行了 22500公里，从俄罗斯

东部海岸抵达墨西哥海域繁殖区之后再返回。这头西部灰鲸 9 岁，

长途旅行期间未停止进食。

通常灰鲸在迁徙旅程中不会进食，从而使研究人员认为“瓦尔瓦

拉”也不会在长途旅程中进食，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项最新研究

报告发表在近期出版的《生物学快报》杂志上。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布鲁斯-马特（Bruce Mate）教授说：“这项

最新研究令人印象深刻，鲸鱼与人类一样是恒温动物，和人类体温较

接近，因此它们长途旅行抵达较温暖或者温度较低的海域，但是最新

观测到的西部灰鲸迁徙之旅刷新了历史记录，此前我们认为西部灰

鲸并不是最好的航行者。”据悉，之前哺乳动物最长迁徙旅程保持者

是驼背鲸，2011年旅程长度达到 18839公里。

灰鲸创造
哺乳动物

最远迁徙记录

谷歌和苹果都在研制无人驾驶汽车，而 NASA也不甘其后，推出

了一款更加有趣的产品，该产品名为模块化机器人车（MRV）。

它是在 NASA 的约翰逊航天中心研发的，用来方便人类在其他

星球表面的行动。而在地球上，MRV 也有一些小花招可玩。它可

以直接左右移动，还能原地旋转，最高时速达 70公里每小时。

MRV 可以容纳两人，完全靠电力运行，非常适合繁忙的都市环

境。四个轮子均可独立移动。每个轮子中包含一个转向系统，一个被动

拖曳悬吊系统，一个轮内推进电机，以及由电机驱动的摩擦制动系统。

每个轮胎都受到独立控制，能够沿中轴线向两个方向各旋转180度。

除采用传统的前二轮转向方式之外，后轮也可以进行转向，从而

将回转半径减小到零。此外，如果调整驾驶模式，便可让四个轮子朝

同一方向转动，使汽车像螃蟹一样横向移动。这使停车的步骤简化

了许多，只需将车开到合适的车位旁边，停车，再向旁边开，便能直接

停到两辆车之间了。

NASA新型汽车
侧方停车
不再愁

在陕西西安长安区子午镇的台沟，一棵娑罗树矗立在山腰间。

中新网报道称，据考证，其树龄逾 1000多年，存活于大秦岭北麓仅此

一株。

娑罗树，别名七叶树，原生地在印度及马来半岛。传说佛祖释迦

牟尼母亲摩耶夫人手扶娑罗树从右肋下生出他，他立而下即可行走，

向四方各走七步，步步脚底涌现莲花承接佛足，故娑罗树被视为佛教

圣树。

相传，此棵娑罗树应是当年天竺僧侣延“丝绸之路”往来长安携

带的种子种植于此，四月正值娑罗树郁郁葱葱之时，五月开花，十月

结果是北方地区娑罗树的特征。此棵娑罗树历经千年的沧桑，树高

约 15米，树冠面积约 170平方米，树围达 5米左右，需 2至 3个人手拉

手才能将树干完整抱住。

千年娑罗树
相传由天竺僧侣

自印度带回

挪威南部多个城市日前突然下起“蚯蚓雨”，数千条蚯蚓突然从

天而降，跌在雪地上时还在蠕动，吓坏当地居民。有专家估计，这些

蚯蚓可能是被龙卷风或大风卷上半空，然后再从空中掉下。

中新网援引外媒报道，首先发现此异象的，是挪威南部卑尔根市

生物教师埃斯特(Karstein Erstad)。他之前在山上滑雪期间，赫然发现

地上有数千条蚯蚓，初时以为它们已死，经察看后发现它们仍然存活。

埃斯特认为，地上积雪厚达一米，若蚯蚓活于地底，不可能出雪

面，故认为这些蚯蚓是“从天而降”的。他又称，当地蚯蚓遍地的情况

十分罕见，过往只曾发生过数次。

“大自然网络”（Mother Nature Network）的科学家称，过去曾发

生不少生物被龙卷风或大风卷起，飘浮数十公里后掉下的事件，估计

此次的“蚯蚓雨”异象也可能是由此而起。

挪威多地突降
“蚯蚓雨”

数千蚯蚓从天而降

4月 22日是“世界地球日”。

曾经，人类之于地球不过是蚂蚁之于森林，

身居其中，独乐而无他忧。而今随着科技的日新

月异，人类足迹遍布地球各个角落，上天入地几

乎无所不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人类活动的广

泛频繁，给这颗蔚蓝色的星球造成了诸多影响。

我们似乎已经迎来了“人类世”——人类活动对

地球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全球性影响时代。

在第在第 4646个个““世界地球日世界地球日”，”，我们梳理全球最新科研成果我们梳理全球最新科研成果，，
希望能够回答这个大希望能够回答这个大家都家都关心的问题关心的问题————

地球，你还好吗？

不 知 道 你 有 没 有 感 觉 到 ，地 球 越 来 越 热

了。可能你会觉得刚刚过去的一年比往年要

更热一些，那么恭喜你，你的感觉和气象组织

的测评一样准确。因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

研究显示，2014 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

年份。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14 年全球陆地和海

洋表面的平均空气温度，与 1961 年至 1990 年基

准期的长期平均温度 14.00 摄氏度相比，高出

0.57 摄氏度。在紧随其后的有记录以来其他最

热年份中，2010 年与 2005 年均比基准期长期平

均温度高出 0.55摄氏度。

此外，2014 年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也达到了

创纪录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在大气中存储的

化石燃料和其他人类活动所产生温室气体的多

余能量中，93％左右最终会被海洋吸收。

气候
2014，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

世界气象组织总干事米歇尔·雅罗表示，气

温连续几十年持续攀升，有气象记录以来 15 个

最热年份中的 14 个都出现在本世纪，由于大气

中的温室气体增加，海洋中的热含量也在增

加，这都会使未来的温度更高，所以预计全球

变暖将继续。

除了太阳辐射、火山活动、大气与海洋环流

的变化等自然因素，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是

造成目前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的

主要原因。米歇尔·雅罗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已

经严重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必须要积极重

视起来，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未来，没有最热只有更热

气候变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冰川融化，这

其中尤以南极的情况更为糟糕。最新研究显示，

南极冰架（陆地冰延伸到海洋的部分）正迅速消

失在海洋中，速度远超人们过去的预测。

《科学》杂志 3 月发表最新报告称，科学家

分析了 1994 年—2012 年这 18 年间欧洲太空署

3 颗卫星的数据，证实南极冰架面积正加速缩

小，在整个研究时间段内，西部阿蒙森海的克

罗森冰架和别林斯高晋海的维纳布尔冰架各自

缩减了约 18%。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地球

物理学博士研究生费尔南多·保罗说：“假如以

我们观测到的这 20 年来的减少速度持续下去，

那么阿蒙森海和别林斯高晋海的一些冰架本世

纪就会消失。”

冰川
南极冰架正在消失中

除了南极外，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极地研究

人员近日研究发现，近北极圈的阿拉斯加冰川融

化速度也在进一步加快。两极冰川消融，内陆的

冰川也无法幸免。加拿大科学家最新研究显示，

到 2100 年，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70%

的冰川将消失，位于内陆落基山脉的冰川将消融

90%，邻近的艾伯塔省境内也将有大量冰川消

融。冰川消融将对农业、林业、旅游业以及生态

系统等众多方面造成影响。

研究还指出，冰川融化可能导致另一个风

险，即融冰将在 2020 年至 2040 年期间达到最大

径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表示，目

前冰川融化导致全球海平面每年上升 0.7 毫米，

大致相当于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川的总径流。

到 2100 年前，冰川融化将导致海平面上升 39 厘

米。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盖瑞·克拉克表

示：“冰川受气候影响，而非天气，冰川缩水标志

着气候变化的发生及其严重后果，现在做出改变

还能有所补救，但已经刻不容缓。”

到2100年，落基山脉冰川将消融90%

消融的冰盖使得全球海平面上升，然而人类

对于海洋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科学家们发现，已

经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人类对海洋的损害程度非

常巨大。在对数百个来源的数据进行了开创性

的分析之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生态学家道

格拉斯·J·麦考利和同事得出结论：人类处在对

海洋及海洋动物造成前所未有的大破坏的边缘。

科学家们对海量数据进行了汇总，包括化石

记录的发现、现代集装箱航运、渔获量和海底采

矿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的来源多种多样。虽然

很多研究结果已经存在，但之前从未以这样的方

式进行过汇总分析。

他们发现，已经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人类对

海洋的损害程度非常巨大。一些海洋物种遭到了

过度捕捞，但更大的损害是物种栖息地的大规模

丧失，这种情况可能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加速。

例如，全球的珊瑚礁已经减少40%，部分原因是气

候变化导致的温度升高。有些鱼类已经迁徙到了

较冷的水域。曾经在弗吉尼亚州海岸十分常见的

黑鲈鱼，如今已经北迁至新泽西。而没有那么幸

运的物种，就未必能找到新的栖息地了。

像红树林这种脆弱的生态系统，正在被养殖

场所取代，预计不到 20年，我们消耗的大部分鱼

类就将来自这些养殖场。底拖网渔船拖着横扫

海底的大网，驶过了 2000万平方英里的海域，把

部分大陆架夷为平地。

海洋
全球珊瑚礁数量已经减少40%

科学家警告，海洋如此浩瀚，这些变化看似

不会对海洋的生态系统造成冲击，但化石记录显

示，之前曾发生过全球灾害对海洋造成破坏。

现在，碳排放正在改变海水的化学成分，海

洋吸收二氧化碳后，酸性增强。美国《科学》杂志

近期发表研究显示，海洋酸化可能是造成 2.52亿

年前地球生物大灭绝的元凶。

在距今约 2.5 亿年前的二叠纪末期，发生了

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灭绝事件，估计地球上

有 96%的物种灭绝，其中 90%的海洋生物和 70%

的陆地脊椎动物在灾难中消失，科学界将其称之

为“二叠纪灭绝”。

这场灭绝的原因一直是科学界的谜团。这

项研究显示，2.52 亿年前，西伯利亚火山猛烈喷

发，产生的二氧化碳改变了海洋酸度，结果导致

大部分陆地生物和海洋生物死亡，成为地球史上

5次生物大灭绝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麦考利指出：“海洋物种也无法在大规模灭绝中

幸免。”他强调，人类仍有时间扭转局面，但这需要制

定并执行有效的程序，来限制对海洋的开发利用。

变酸的海洋意味着什么？

人类砍伐森林、开荒耕作的过程会加快土

壤冲蚀流失的速度，这一点已经是人们的共

识。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地质学家们首次

对此给出了量化的结果：他们的研究结果显

示，与自然状态相比，人类活动可以使土壤流

失速度增长百倍之多。在人类的影响下，几十

年内损失的土壤可能相当于自然状态下上千

年的流失量。

研究者们针对罗阿诺克河、萨凡那河和查塔

胡奇河以及美国东南部其他 7 条河流流域进行

了研究，他们从这些河中收集了 24 份沉积物样

品，然后从沉积物中的石英颗粒上，提取出一种

名为铍-10 的同位素。这种同位素是在宇宙射

线照射下在土壤表层形成的。侵蚀速率越慢，土

壤暴露在地球表面的时间就越长，同时铍-10的

积累也就越多。

由此，科学家们发现，在欧洲殖民之前，这里

山坡的土壤侵蚀速率大约是每 2500年 1英寸（相

当于 2.54 厘米），而在人类扰动土地的高峰时期

（也就是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每 25年就会流

失 1英寸厚的土地。

沿着皮埃蒙特南部，从弗吉尼亚到阿拉巴

马，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大西洋沿岸平原之间伸

展着高低起伏的地形，黏土土壤的积累经历了成

千上万年。然后，在经过了仅仅几十年的高强度

砍伐以及棉花和烟草种植之后，土壤的侵蚀就相

当于无人环境下上千年的程度了。论文作者之

一、佛蒙特大学地质学家保罗·比尔曼说：“当人

们收获了作物之后，土壤变得七零八落，于是土

地就被侵蚀得更快了。”

“大地并不能快速地‘生产’出这些珍贵的土

壤以补充人类带走的部分。”另一位论文作者、帝

国理工学院的地质学家迪伦·鲁德说，“这样的趋

势如果继续下去，将会是不可持续的。”

土壤
人类活动使土壤流失速度增长百倍之多

新华社讯 （记者刘洪明 王守宝）“西藏近

10 年新型清洁能源使用的比例大幅度提高，降

低了对传统生物质能源的依赖。农牧区传统能

源替代率达 58.7％。”西藏自治区能源研究示范

中心主任吉靳刚说，西藏农牧区用能结构不断在

优化。

西藏能源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以水电为

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

系全面建成。西藏自治区发改委数据显示：去年

藏木水电站两台机组、旁多水利枢纽工程 4台机

组发电，多布水电站、羊易地热水电站开工建

设。全区电力装机容量达 169.7 万千瓦、比上年

增长 32.4％。

电能的开发利用仅仅是西藏清洁能源使农

牧民受益的一部分。西藏于 2008年 6月出台《西

藏自治区薪柴替代能源发展规划》，实施了农村

沼气建设工程、以电代薪工程、太阳能普及工程、

固态生物质燃料推广工程。农牧区逐步实现了

由严重依赖传统生物质能源向清洁低碳能源的

生活能耗结构转变。

“以前家里一直用牛粪烧火，烧出的浓烟，熏

得人眼红嗓子疼，还要到处去捡柴火烧。现在开

关一拧就有火了，全家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沼气。”

西藏加查县洛林乡普姆村格桑顿珠说，全村 39

户村民全部有沼气池，还建起了蔬菜大棚，一年

四季都能吃到自家产的新鲜蔬菜。

中科院此前发布的数据指出，西藏以太阳

能、沼气、电能为主的清洁能源比例由 2006年的

0.12％提高至 58.8％，替代率为 58.7％。西藏每

年可节约 80余万吨的薪材、草料和干牛粪，有机

肥还田量由 2006年的 21.6％提高至 64.3％。

电能、沼气、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使用，降低

了居民生活对柴草资源的依赖，减轻了对森林、

灌丛、草地生态系统的破坏，增加了固碳增汇潜

力，由此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替代标准煤

分别达到 341.2 万吨、125.5 万吨，从而直接保护

了高原生态。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多庆分析指出，实施薪柴能源替代战略，有

利于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农牧区

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促进西藏农牧区能源结

构调整、有效保护原生植被、降低和减少各类

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意义重大，从而保障了

生态平衡。

根据《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

已确定的 155亿元投资中，用于农牧区传统能源

替代工程总投资为 24.59 亿元，其中小水电代燃

料工程 13.11 亿元、农村沼气建设工程 10.58 亿

元、太阳能应用工程 0.9亿元，这些投资将全部在

今年完成。

西藏高原农牧区传统能源替代率达58.7％
科技日报讯 （记者段佳）4 月 21 日，中国平

安集团在京宣布，历时一年倾力打造的首个移动

医疗产品——“平安好医生”移动应用软件结束

公测，正式上线。

“平安好医生”由平安健康互联网股份有限

公司推出，是一款主打在线健康信息咨询服务的

手机应用程序（APP）。该应用程序以家庭医生

与专科医生的在线咨询服务作为切入口，配合大

数据的挖掘、分析及应用，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

日常健康管理与医疗信息服务。咨询范围包括

导医预诊建议、预约挂号等诊前服务以及在线复

诊随访、患者管理、康复及用药指导等诊后服务。

据了解，与市场上同类软件“留言——等待

——回复”的咨询交互模式不同，用户在“平安好

医生”提问后不需要经历长时间的等待，就可以

与在线的医生展开一对一的实时对话，而且不需

要支付任何费用。

目前，平安健康医学咨询平台已上线全科、内

科、儿科、妇科、骨科等10多个科室，全职在编专业

医生计划2015年底达到1000人，平安健康还签约

了5000位北上广知名三甲医院副主任以上专家，

定期排班接受用户咨询。

自去年年末低调上线以来，“平安好医生”已累

计注册用户近300万人，日咨询量平均2.5万次。

“平安好医生”进军移动医疗

新华社讯（记者蓝建中）日本宇宙航空研究

开发机构 20 日在文部科学省专家小组会上宣

布，该机构准备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发射无

人探测器“SLIM”并实施月面软着陆。

该机构说，这将是日本2007年发射环月轨道探

测器“月亮女神”之后首次探测月球。日本的“隼鸟”

号探测器曾在“丝川”小行星上短暂着陆，但日本尚

无让探测器登上有一定引力的较大天体的经验。

按计划，日本将用新型“艾普斯龙”号固体燃

料火箭发射“SLIM”探测器。鉴于过去美苏探测

器在月面着陆时往往偏离预定位置数公里，日本

航 天 专 家 准 备 开 发 高 精 度 软 着 陆 技 术 ，让

“SLIM”探测器的着陆误差控制在 100米左右。

预计在落月前，“SLIM”探测器在自动控制

飞行的同时，还能识别月面环形山等地形，确定

自身方位，依据所掌握的探测数据提高落月精确

度。落月后，专家们将借助该探测器考察月球环

境及其资源能否供人类利用，推断将宇航员送上

月球开展长期活动是否可行，并为无人探测器考

察火星积累经验。

日本拟用三四年实现探测器月面软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