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太阳表面温度高达

5500 摄氏度以上，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气体星球，

这使得任何想要登上太阳的想法显得荒诞不羁。

不过这并不妨碍科学家们尝试开展这样的估算：

如果一个人能够站在太阳表面，他的体重会变成

多少？

借助一项新技术，研究人员们相信他们找到

了一种可靠的方法，能够通过对恒星亮度的测量，

以不超过 4%的误差水平来确定其地表重力强度。

借助这种方法，研究人员已经确认，如果一个

人站在太阳表面，那么他的体重将会是在地球上的

20倍，而如果他站在一颗典型的红巨星表面，那么

他的体重反而将仅有站在地球上体重的1/50。

站在太阳上你有多重？

5
新闻热线：010—58884065
E-mail：kjrbchenmeng@126.com

■责编 陈 萌2016 年 1 月 15 日 星期五 KE JI ZHI MI 科技之谜

■说谜

■探秘
文·马 骞

■相关链接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付丽丽 游雪晴

皮肤颜色的变化是人类进化历程中的重要事

件。近日，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透露，该所科学家

联合多家科研单位采集了近 1000份东亚人群的血液

样本和肤色表型数据。通过全基因组芯片分析，找到

了深肤色的南亚语系人群(生活在中国云南以及东南

亚国家)与浅肤色的中国汉族人群之间遗传差异最大

的色素基因——OCA2，由此揭秘了东亚人群肤色变

浅的分子机制。

非洲祖先为了适应靠近赤道的高紫外线辐射

环境而进化出很深的肤色。现代人在约 5—6 万年

前走出非洲并向世界其他地区迁徙和扩散的过程

中会面临新的环境。现在的世界人群中，生活在

高纬度地区人群的肤色较浅，体现了人群对环境

紫外线辐射强度变化的适应。以前的研究提出，

欧洲和东亚人群的肤色变浅可能是独立的进化事

件。目前，对欧洲人群的肤色变浅已有系统的研

究，并发现了一系列导致肤色、眼睛颜色和头发颜

色变化的基因。然而，对东亚人群肤色变浅的遗

传机制尚不清楚。

东亚地区是一个纬度跨度很大的地区，常年紫外

线的照射量随着纬度的不同有所差异。为了深入研

究东亚人群肤色适应的遗传机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宿兵研究员实验室与美国贝勒医学院、清华

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等单位合作采集了近 1000份东

亚人群的血液样本和肤色表型数据。

通过全基因组芯片分析，他们找到了深肤色的南

亚语系人群与浅肤色的中国汉族人群之间遗传差异

最大的色素基因——OCA2。进一步的分子进化分

析表明，OCA2在东亚人群中受到了强烈的达尔文正

向选择，其中的一个氨基酸突变在东亚人群中广泛分

布，而欧洲和非洲人群中则没有这个突变。肤色表型

相关性分析、黑色素细胞功能实验，斑马鱼转基因实

验、小鼠 Cas9 基因突变位点替换实验以及透射电镜

分析系统证明了这个突变会明显影响黑色素的合成

和成熟，最终导致东亚人群肤色的变浅。

该项研究在分子机理上阐明了东亚人群肤色变

浅的内在原因，对深入理解趋同进化和表型适应性进

化的遗传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结果在线发表

于 国 际 知 名 分 子 进 化 期 刊《Molecular Biologyand

Evolution》上。

中国科学家揭示东亚人群肤色因何变浅

近日，在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中心区域发现

的一批珍贵文物正式向世人揭开神秘面纱，除刻有

“大西”年号的银锭及“西王赏功”金、银币外，这些

文物中最为珍贵的是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金

封册，该册长 12 厘米、宽 10 厘米、重 730 克，刻有 29

个字，这些文物的发现也揭开了张献忠宝藏下落的

谜团。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末年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与

李自成齐名。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崇祯三年（1630

年）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号称“八大王”。

1643 年后，张献忠占据武昌、长沙，控制湖南全

省、湖北南部等地区。1644 年，张献忠攻破四川成

都，建立大西政权，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但张

献忠在成都立足不久，就与南进的清军展开恶战。

1646 年，张献忠在四川西充凤凰山与清军战斗时被

箭射死，他所拥有的巨额财宝也不知去向。关于张献

忠宝藏的下落一直是一个谜。关于他的藏宝之地，后

世有很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张献忠曾在流经成都的锦江

中筑起高堤，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

大坑，将所抢来的数以万计的宝藏埋在坑中，后因

决堤放水，淹没宝藏。至今在成都仍流传着这样一

首歌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

买尽成都府。”据说，与歌谣配对的，还有一张“藏宝

图”，图上标有张献忠金银宝藏的具体位置，并以石

牛和石鼓作为暗记。民国曾有人根据这张藏宝图

在锦江中打捞挖掘，捞上的只有一些小铜钱，不见

金银踪影。

第二种说法认为，张献忠将宝藏藏于青城山

上。原因为孙可望曾奉张献忠之命率领数百名石

匠在青峰山（青城山支脉）采石，却鲜见有人运石出

山或在山中修路以及建筑物。这种行为不免让人

心生联想，张献忠可能以采石为掩护，在青城山上

秘密修建藏宝工事。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张献忠的宝藏在四川彭山县

的江口古镇江道中。这个位于武阳江、锦江与岷江交

汇处的古镇，水路运输十分便利，曾为商旅云集之地，

船桅林立。据《彭山县志》载：“顺治三年四月，明参将

杨展占领嘉定（今乐山市中区）后，沿江而上攻占彭

山。秋，张献忠部与杨展决战于江口镇，张部战船被

焚，沉没过半，伤亡惨重，败回成都。”人们猜测许多满

载金银的木船由此沉没于岷江。

2005年和 2011年，在岷江河道建设过程中，彭山

县江口地区两次出土大量文物，文物出水地点与文献

记载张献忠“江口沉银”地点一致。四川省眉山市彭

山区文物管理研究所所长吴天文表示，当时发掘的银

锭，其纯度在 90%以上。在这些银锭的内壁显示有地

域、工匠名字、时间等信息，并且“银锭上面显示的信

息跟张献忠行军的路线十分吻合”。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

学会理事长王巍，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故宫

博物院原副院长李季等全国考古泰斗齐聚彭山，在实

地察看、参观出土文物后，10 余名专家共同签字，形

成《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研讨会专家意见

书》（简称《意见书》）。

《意见书》基本确定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

江河道，即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分布面积 100万平方米。

张献忠大西军是影响明末清初历史走向的一支

重要力量。从已出水的“江口沉银”实物来看，涉及了

明末清初广阔的社会层面。“沉银”面目的揭开，有助

于了解张献忠的行军路线、征饷方式与地方官府的关

系，并且对侧面反映明末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和经

济制度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江口沉银遗址”已发生多次盗掘。专家呼

吁，当前应进一步加强遗址的保护和管理，严禁采砂，

打击盗掘。各级文物部门应高度重视，尽快立项，组

织人力、筹集经费进行水下考古发掘。

（本报综合报道）

张献忠宝藏究竟藏在何处？

■第二看台
格斯特用品质赢得口碑

科技日报讯 日前，格斯特润滑油在北京获得

2015中国润滑油行业“十大消费者满意度 3·15口

碑”荣誉称号。

从生产单一产品到研发近百种高端润滑产

品，从产品设计到质量管理，从品质追求到品质服

务，从获得 3·15 消费者可信赖产品到国家 3A 级

重质量守诚信企业，从初级产品到通过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美国石油学会（API）认证，从“零奋

斗”到年生产力达 30 万吨的生产线……对此，山

东施耐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万鹏说：“要

做就做自己的产品。质量是产品的灵魂，企业的

生命。随着雨后春笋般润滑油企业的涌入，服务

项目同质化，价格竞争白热化，作为一家民族企

业，我们只能也必须以质取胜。”

据了解，为争做高端润滑油制造专家，除了采

用先进的配方外，该公司还引进国际先进的脉冲

调和釜，称重计量精确到克，所有调配均由电控程

序配合电磁阀实现精准调配；在灌装线上实现了

8 条柔性高效系统，电脑全自动化生产控制。在

油品传输过程中，实现了单管单线单过滤，引进精

密的球扫线系统，确保了传输管道清洁零污染；在

两大储油区中，有单独的铁路专线对外运输，满足

了集装发送各种工业润滑油并与国内各大炼油厂

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 （王胜举）

■简讯

海外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近日疯传多张暴

肥松鼠图片，专家指出，这与英国在 2015 年经历

的罕见暖冬有关。据报道，去年英国经历了不寻

常的暖冬，12 月平均气温达 7.9 摄氏度，较历年平

均温度高出 4.1摄氏度。

暖冬令松鼠主食如坚果、种子等增多，而不会

冬眠的松鼠习惯在严寒冬天来临前，增加进食以

储存脂肪保暖，加上松鼠身上毛皮变厚，身形看上

去便似乎较以往更庞大，于是出现了大量肥松鼠。

今年暴肥松鼠为何多？

最近，考古人员公布了“南海一号”最新的发掘成

果，专家推测其年代属于南宋中晚期，在出土的 1.4万

余件套文物中瓷器最多。宋代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

个繁荣时期。特别是以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

为代表的宋代五大名窑，对后世瓷窑产生了深远影

响，历来为古陶瓷研究者关注。

长久以来，关于五大名窑也存在很多争议。例如，

钧窑的年代之争、哥窑与官窑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汝窑

冰裂纹如何形成等问题，大家都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前不久，在故宫博物院召开的宋代五大名窑科学技术

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

解析，并运用科技的手段撩开了宋瓷的神秘面纱。

五大名窑，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近几年来，“汝、官、哥、钧、定”是宋代五大名窑的

说法受到了不少挑战，其中的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关

于钧窑的生产年代问题。

据原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主任苗建民介绍，

由冯先铭、安志敏、安金槐、朱伯谦、汪庆正等 5 位全

国顶级专家领衔完成的《中国陶瓷史》，是反映国内

古陶瓷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其中关于

钧瓷烧制年代的论述称，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故宫

博物院两次派人去禹县与临汝县钧窑窑址进行调

查，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在发表的报告中，认为钧

窑始烧于北宋。他们认为窑址所发现的标本具有

典型的宋代特征，这也是当时古陶瓷学术界对钧窑

瓷器烧制年代的主流观点。

但自上个世纪 30年代开始便有学者对宋代五大

名窑之说中的钧窑年代提出了质疑，认为应是金代时

期的产物。否定钧窑为宋代的依据之一是——钧窑

的窑址所在地禹州从夏朝起始一直到北宋，都并不称

为“钧”，“金朝大定二十二年（1182 年）置颍顺州，二

十四年改称钧州”，也就是说，钧窑被冠以“钧”，是从

金代开始的，那它怎么可能从宋代就有了呢？所以钧

窑不姓“宋”。其后不断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钧窑

的烧制年代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形成了金代说、

元代说、元末明初说等不同的学术观点。

“近十几年来，国内多方面学者通过对考古资料

和传世官钧窑的分析对比后，提出了钧窑陈设器烧制

于明代初期的观点。而且目前持这种观点的专家队

伍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苗建民说。

为弄清此问题，苗建民和他的团队采用热释光年

代测定技术对钧窑遗址 1974 年发掘地点（梨园地钧

瓷窑遗址）和 2004 年发掘地点（禹州制药厂）出土的

钧瓷残片标本进行了测定。利用这种方法，团队成员

发现这两个地方的钧瓷残片年代高度吻合，分别距今

820年和 815年，属于南宋时期。

“不容否认，任何测定方法都是有误差的，此项工

作中热释光方法的精确度误差可以达到 10%的水平，

即误差为±80 年。两个遗址出土钧瓷的年代处于公

元 1115 年至 1275 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不支持钧窑

是明代的观点。”苗建民说。

——谜团一——
钧窑姓“宋”还是姓“明”？

“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件；钧窑十件，不如汝窑

一片”，汝窑之珍贵可见一斑。“而汝窑中的冰裂纹瓷

更是尤为珍贵。”苗建民说，明代《长物志》中有，汝窑

纹取冰裂、鳝血、铁足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

最下。一般认为纹片装饰是汝窑的一项技术上的开

创，对官窑及哥窑等青瓷的纹片有很大影响。

开片纹是由于胎、釉的热膨胀系数不同，在烧造

过程中的降温阶段或出窑后不断形成的一种釉表面

的龟裂现象。而冰裂纹因其纹片如冰破裂，裂片层

叠，有立体感而得名。

那么如此珍贵的汝窑冰裂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呢？苗建民和团队成员以河南省宝丰清凉寺宋代汝

窑遗址所出土的宋代汝官窑成熟期样品为研究对象，

选取釉面具有开片的样品，通过科技方法，对比研究

具有冰裂纹与直裂纹的瓷片的化学组成、热膨胀系

数、显微结构及釉层厚度等差异，以期揭秘纹片釉尤

其是冰裂纹釉形成的科技因素。

结果发现，根据釉的化学组成计算得出的釉的热

膨胀系数表明，随着釉的膨胀系数依次增大，冰裂纹

呈发展趋势，由于胎的原料及烧成制度差别不大，在

此情况下，冰裂纹样品的胎、釉热膨胀系数的差值较

直裂纹样品要大，这说明冰裂纹是在胎、釉具有较大

热膨胀系数差值即胎釉热膨胀系数匹配度差的情况

下发生的。

此外，从显微结构看，直裂纹样品具有更好的胎

釉结合层，这是釉料渗入胎体孔隙中形成的，中间层

的存在使得釉层到坯体之间形成完美过渡，使两者紧

密结合；而冰裂纹样品在胎釉界面上生成了一层薄的

晶体层，造成胎釉之间结合力变弱。

“从釉层厚度看，宋代汝官窑冰裂纹釉的釉层厚

度大约在 500—600 微米之间，太厚或太薄的釉层都

不利于生成冰裂纹。由此可见，冰裂纹釉的形成是胎

釉匹配、釉层厚度、温度控制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苗建民说。

——谜团二——
汝窑冰裂纹是怎样“炼”成的？

五大名窑中，宋代官窑和哥窑的一些器物都有

“紫口铁足”与开片。所谓“紫口铁足”是由于胎骨含

铁量很高，烧制时还原作用令有一层薄釉的口沿部分

呈现灰黑泛紫的胎色，即“紫口”；而足部无釉处则呈

现出铁红色，即“铁足”。

由于两者特征十分相似，从明代开始，收藏界就

流传着“官哥不分”的说法。随着宋代定窑、钧窑和汝

窑窑址相继在河北曲阳、河南禹县、河南宝丰得到确

定，宋代官窑中的南宋官窑也已经在浙江省杭州市老

虎洞露出真容，但是哥窑的地点，学界几经争论未有

确定。加之吴语区“官”“哥”发音类似的特点，学界更

有人径直否定哥窑的存在。

然而经过近几年的努力，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省龙

泉市发现数量丰富的黑胎青瓷标本。这批出土标本

均符合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哥窑”特征：黑胎、紫口铁

足、胎骨厚薄不一；青色釉，深浅不一，开片呈浅白断

纹。经国内多位权威专家认定，这里就是古代文献上

所记载的“哥窑”，定称“龙泉哥窑”。

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副研究员段鸿莺采用能

量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光学显微镜、偏光显微镜、X

射线衍射仪、扫描电镜、热膨胀分析仪等分析手段，对

龙泉瓦窑垟和瓦窑路窑址出土的黑胎哥窑青瓷进行

了研究，结果发现，龙泉哥窑是指某一外观类型的青

瓷，窑址不止一处；从原料及烧制工艺上看，这些窑址

的生产年代略有早晚之差，它们之间既有技术交流，

又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段鸿莺认为，龙泉哥窑的发展脉络并非一条线，

而是一种多元化技术的发展。与杭州老虎洞官窑进

行对比，发现两窑瓷器在外观、烧制温度、釉化学组

成、结构及施釉工艺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

“从原料及工艺上看，很难说龙泉哥窑和杭州

官 窑 谁 借 鉴 了 谁 ，只 能 说 二 者 既 有 独 立 性 ，又 有

相互间的交流。至于黑胎瓷器产生的原因，我觉

得这与当时社会审美的趋势有关，当时人们更加

青 睐 古 朴 大 方 、没 有 装 饰 ，质 感 如 玉 的 器 物 。”段

鸿莺说。

——谜团三——
“官哥不分”哥窑真的存在吗？

“龙泉哥窑”虽然已经定名，但关于哥窑仍有未解之谜。因为龙泉哥窑出土的黑胎青瓷，与故宫博物院、台

北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传世哥窑”并不相符。

专家指出，“传世哥窑”釉面“润泽如酥”，呈灰青、粉青、米黄和油灰等色，而“龙泉哥窑”完全是黑胎薄釉，釉

色是粉青和灰青两种。而且“传世哥窑”是“金丝铁线”，大开片纹铁黑色，小开片纹土黄色，而“龙泉哥窑”的开

片是白色纹路的冰裂纹，有点像哈密瓜的表皮。因此专家明确将“传世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区分，并将后者

确定为符合历史文献记载的“哥窑”，而前者则留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传世哥窑”与“龙泉哥窑”

茅以升诞辰120周年
纪念活动举行

科技日报讯 1 月 9 日，由九三学社中央和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茅以升与中国梦——纪

念茅以升先生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

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在座谈会上回顾了

茅以升先生一生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希望大家

学习茅老与时俱进的爱国精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

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赤子报国的奉献精神，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会上还举行了由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主编

的《茅以升全集》新书发布仪式。与会人员共同观

看了反映茅以升先生一生业绩的纪录片《天空那

颗闪亮的星》。纪录片从造事业之桥、搭人才之

桥、筑科普之桥、铺信仰之桥四个方面，概括了茅

以升先生传奇的一生。

同日，“‘一带一路’土木工程技术高峰论

坛——纪念茅以升先生诞辰 120 周年”在中国科

技会堂举行。这是茅以升先生诞辰 120周年纪念

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铁路、公路、市政、建工领

域专家、工程技术人员，“茅以升科学技术奖”获奖

者代表，高校领导，高校“茅以升班”学生代表等共

400余人参加了论坛。 （段佳）

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中发现的金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