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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 昊

■简讯■第二看台

近期，在热映的迪士尼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

中，三趾树懒“闪电”的慢性子让观众忍俊不禁，在动

画片里这么慢似乎可以取悦观众，但是在危机四伏的

大自然中这么慢真的能够生存下来吗？

速度慢但有保命计

生活在美洲中南部热带雨林里的成年三趾树懒，

身长约 70 厘米，体重为 4—7 公斤，有着短而高的头

骨，小耳朵，短鼻子和逐渐退化的尾巴，外形酷似人

类。但它却并不会在地面上行走，只能依靠较长的前

肢拖动身体缓慢前行，其最快速度达到每秒 6 厘米。

而当雨季来临，地面涨水，三趾树懒就能发挥自己相

对较擅长的游泳技能和憋气神功——以每秒 18厘米

的速度，闭气 40分钟在水中前进。尽管如此，它只要

被任何一种食肉动物盯上，就绝无逃生的可能。

然而，大自然最神秘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公平的。它

给了三趾树懒令乌龟都汗颜的慢速，就一定会给三趾树

懒某些优势。三趾树懒长着长且粗的灰褐色毛发，这种

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拥有极强的隐蔽性。同时，它们以树

叶、嫩芽和果实为食，长期呆在树上，尽量避开了食肉动

物的捕捉。另一方面，由于三趾树懒缺乏运动，所以它

们的肉质并不美味。除非敌害饿极了，否则它们绝对不

会耗费精力去捕食这种难以下咽的生物。

再懒也要下树排便

三趾树懒每周下树排便一次，并且会用树叶盖好

后再离开。虽然粪便的存在会暴露自己的行踪，但为

此而到地面活动更可能丢掉性命。为什么它们不能

像近亲二趾树懒（因前肢只有两爪而得名）那样在树

上直接排便呢？

经过漫长的研究，科学家们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

秘。原来，这是一项惠及四方的举动。作为世界上唯

一一种身上长植物的动物，在三趾树懒的毛发中生活

着藻类、真菌、飞蛾等多种生物。三趾树懒下树排便

为飞蛾产卵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同时，孵化出来的飞

蛾幼虫以粪便为食，等到成年后再飞回三趾树懒的毛

发里生活。死亡后的飞蛾被真菌分解为二氧化碳、水

和无机盐，促进藻类的生长。热带雨林气候潮湿，枝

繁叶茂的树木几乎抵挡住了全部阳光，也为藻类的生

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这些藻类约占三趾树懒体重

的 2%，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它们共同组成

了一个迷你的生物圈，让三趾树懒能够随时随地补充

能量。

无法被自然法则淘汰

三趾树懒的神奇远不止于此。对于绝大多数哺

乳动物而言，大家严格按照自然法则生长进化——有

着相同的颈椎结构，就连几乎没有脖子的大象，和脖

子长到突破屋顶的长颈鹿都拥有七节颈椎，并从第八

节开始发育成肋骨。可偏偏三趾树懒独树一帜，有着

与众不同的骨骼结构。它们的第八节到第十节颈椎

很明显“懒”得进化发育，整个躯干部位往下挪动了一

大截。对于人类而言，颈椎错位会引起头疼、眩晕、五

官功能障碍、神经疼痛等病症，而若是先天性的颈椎

错位发育突变，则会引发癌变、胸廓出口综合征等多

种伴生疾病。可自然法则对于三趾树懒似乎无可奈

何，它们本就不爱运动，多出的颈椎无法压迫到神经；

又因为自身的新陈代谢率慢到令癌细胞生长缓慢，以

至于在它们的有生之年无法完成癌变。

然而遗憾的是，有一种比自然法则更可怕的事情

正在威胁着三趾树懒的生活。由于人类肆意的砍伐和

工业污染，适宜三趾树懒生活的雨林面积正在锐减。

美洲雨林危机四伏，茂盛的树木是三趾树懒唯一的庇

护场所，希望人类能让它们在其中不被打扰地做着美

梦，一直活到地老天荒。

（转自蝌蚪五线谱）

三趾树懒为啥还没灭绝？
文·水 钰

根据英国 Express 网站报道，葡萄牙有 3 名年

轻人，在不久前到埃什特雷拉山脉的国家保护区

旅行时，拍到了令人惊讶的“地球破洞”景象——

湖面上有一个巨大缺口，湖水不断涌进去，远看还

以为是外星人的杰作。其实这个湖中孔洞是一个

水坝，隧道深 1000 多公尺，由混凝土与花岗岩砌

成，建于 1955年。

“地球破洞”是外星人干的？

进口鲜奶也打“有机”牌

科技日报讯 日前，由国内知名的有机食品公

司——“自然之源”与韩国范山有机牧场合作生产

的一款有机鲜奶将正式小批量进口中国。这是迄

今为止第一款正式规模上市的进口有机鲜奶，也

是韩国有机食品首次正式进口中国。

据介绍，我们常喝的牛奶，一种是高温瞬间杀

菌牛奶，常温下可保存 6 个月以上，俗称“常温

奶”；另一种是巴氏低温杀菌，需全程冷链，保质期

10 多天，俗称“鲜奶”。后者保留了牛奶更多的营

养价值。在目前的高端超市，消费者能在货架上

找到来自多个国家的有机常温奶，也能在冷风柜

里找到普通的进口鲜奶，但还找不到有机的进口

鲜奶。因为有机鲜奶进口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有

机”：目前国内“有机食品”法规监管非常严格，任

何一个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食品，要称为“有

机××”，必须要具备中国有机认证；二是“全程冷

链”，无论进口运输、过关、检验、国内运输、销售，

都需要在冷藏环境下完成。

据悉，正式上市后，这款有机鲜奶也会按照每

周一次的频率进口。由于涉及报关等环节，保质

期只有 14天的这款有机鲜奶，实际能上架销售的

时间也就一周左右，且需要全程冷链。“自然之源”

是国内最早的经营进口有机食品的企业之一，该

公司最擅长的就是发掘国外知名的有机食品，通

过合作生产的方式引进国内。 （赵英淑）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除指纹及虹膜外，耳朵

在未来也可能成为辨认身份的特征。日本一家公

司研发了一款耳机，能够辨认使用者的身份。

报道称，日本电气公司（NEC）研发出一款内

置麦克风的耳机，可传送声音进入使用者耳道，再

借由回音特征判别耳道形状。由于每人耳道形状

均不同，可用于辨别身份。

NEC 称，新系统准确度逾 99%，同时无需扫

描身体部位，意味使用者移动或工作中，就可使用

耳机确定身份。

耳道也能当“指纹”？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智利科学家找到了

一种再现恐龙特征的方法。在一个“逆向演化”实

验中，研究者操纵鸡的基因诱导生成了类似恐龙

腿骨的结构。

作为鸟类的祖先，恐龙下肢具有一根管状的

腓骨，一直延伸到脚踝处。经过漫长的演化，今

天鸟类体内的这根腓骨已经退化变短，形态变

得尖细。

为了获得类似恐龙骨骼的长骨，研究者抑制

了一个名为“印度刺猬”的基因，使鸡的这根腓骨

变长，而且连接着脚踝，就像恐龙一样。

在长有类似恐龙骨骼的鸡体内，研究者发现

其胫骨比正常的鸡短得多，这表明腓骨—踝骨的

连接阻止了邻近的骨长得过大。研究者表示，这

些发现与化石记录中的演化模式是吻合的。

鸡能长出“恐龙骨头”？

玛雅文明曾是地球上最灿烂同时也是最神秘的

文明之一。对于它的灭亡有很多种说法，而最近的一

项新发现似乎让我们更接近真正的答案了。

在今天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南部，有一个名为

“伯利兹”的袖珍国家，这个国家的面积仅有 2.3 万平

方公里，人口不超过 30万，是世界上人烟最稀少的地

区之一。但是在大约 1000 多年前，这里可是玛雅文

明的中心地带。

科技与文化的高度繁荣，曾经为玛雅人带来不可

估量的财富与权力，在没有铁器和先进运输工具的情

况下，他们借助石器，在城市中建造了宏伟的金字塔

和华丽的神殿，并且在广场上立起了大量的石质纪念

碑。玛雅人用独特的象形文字将重大历史事件和重

要日期铭刻在石碑上，同时也记录下他们在天文学、

哲学、数学、法律和音乐方面的极高建树。然而就是

这样一个强大的文明，却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地球上消

失了。究竟它是因何走向末日的？多年来这个问题

始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玛雅文明因干旱走向末日？

对于玛雅文明衰亡的原因，几十年来考古学家们

一直在讨论。有些观点认为，由于异族入侵或者农民

起义导致了玛雅世界的崩溃；也有的观点认为，由于

暴发了疾病和瘟疫，玛雅人不得不另寻居住地。但在

科学家首次整理出中美洲古代气象记录之后，有理论

认为，玛雅文明是被一段时间的严重气候变化导致的

干旱所摧毁的。

气候记录显示，在玛雅文明开始衰退的前一个世

纪，即公元 250年至 800年，玛雅地区的降水量相对较

高，城市发展处于全盛时期，庄稼收成也很喜人。但

从公元 820 年左右，在连续 95 年的时间里，该地区开

始经历断断续续的干旱，有些地方的干旱甚至持续了

数十年之久。

研究人员注意到，大多数玛雅城市都是在公元

850 年到 925 年之间衰落的，和干旱发生的时间高度

重合。因此许多专家认为公元 9 世纪气候变化导致

的干旱或许正是玛雅文明消亡的原因。

不过，这个说法有一点却难以自圆其说。在公元

900 年衰退的玛雅城市大多分布在南部，也就是今天

的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地区。但在北部的尤卡坦半岛，

玛雅文明不仅挺过了这次干旱，甚至还一度复兴起来。

最近，英美两国的考古学家首次将北部玛雅的城

市中心出现的大致时间集中起来，将其做成图表，显

示出玛雅北部各城市繁盛的时期，以及它们开始衰

落的时间。

通过该图表可以看出，和之前的说法不同，北部

地区在干旱时期同样经历了衰退——而且它的衰退

还不只一次，而是两次。显然，在经历了干旱浩劫之

后，北部也并非毫发未损。该团队的研究成果为干旱

灭亡说再添佐证。

证据一：北部城市兴衰图表

其实早在此之前，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很多支持干

旱说的证据，比如玛雅地下大大小小的神秘洞穴就张

着黑洞洞的嘴无声述说着干旱对这个文明造成的毁

灭性打击。

神秘洞穴惊现骸骨
玛雅世界建立在喀斯特地貌之上，这种地貌主要

由柔软的并且可溶于水的石灰岩构成，地下有数以万

计纵横交错的洞穴。

1997 年，美国加州大学的考古学家霍利·莫耶斯

和她的团队曾经探察过一个洞穴。

在进入洞口大约 400米的地方，是一处非常光滑

的岩脊。爬过岩脊后，出现了一个广阔的大厅，地上

证据二：地下神秘洞穴

近年来，干旱导致玛雅文明消亡的证据不断增

多。美国赖斯大学地球物理学家安德烈·德罗克斯

勒领导的研究小组为了寻找干旱的证据，钻取了伯

利兹境内的莱特豪斯潟湖和另外一处潟湖中的沉

积物。潟湖四周被厚厚的珊瑚礁包围。在暴风雨

或气候比较潮湿的时期，会有更多的水从河中流

出，漫过潟湖周围的珊瑚礁。河水带来的沉积物会

沉入潟湖湖底，层层堆积起来，留下按时间前后顺

序排列的气候记录。

德罗克斯勒及其同事分析了这些沉积物的化学

成分，特别是钛和铝的比例。下雨时，雨水会侵蚀该

地区的火山岩，火山岩中含有钛。释放出来的钛进入

河流并汇入海洋。德罗克斯勒说，钛与铝的比例相对

较低的年份对应的是降水较少的时期。研究小组发

现，公元 800年到 900年之间，也就是玛雅文明消亡期

间，这里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干旱。在公元 1000

年—1100 年的小冰期顶峰时期，又一次严重干旱来

袭。并且在玛雅文明崩塌期间，每 20 年只有一两个

热带气旋，远远少于通常会出现的五六个热带气旋的

数量。因此研究人员指出，干旱可能对玛雅文明的慢

慢衰落起到了助推作用。

（本文转自《大科技》杂志，编辑略作删改）

证据三：湖底沉积物

散落着橙色与褐色的陶罐、研磨好的黑曜石刀片、雕

塑的石像以及由黄铁矿作的镜子。

在大厅的峭壁上有一间小屋，屋里有许多具骷

髅。其中一具骷髅张着嘴，肋骨埋在闪闪发光的方解

石中间，经判断这应该是一位 20 岁女子的尸骸。此

外，还有另外 13 具人体骨架，这些骨架有的盘起双

腿，有的四肢展开，其中的两具年轻男子的骨骸被肢

解了，并且被半透明的方解石外壳包裹起来，看上去

好像躺进了水晶坟墓。为此，他们把这个洞穴命名为

“水晶坟墓之洞”。

这些人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又为什么会被半透

明的方解石埋起来？莫耶斯认为，他们不是死于战

争，也不是死于谋杀。这些人估计死于古玛雅的活人

献祭活动，在 1000 多年前的宗教仪式中被玛雅祭司

所杀。

在洞中举行的求雨仪式
迄今为止，莫耶斯和同事已经在“水晶坟墓之洞”

发现了人类尸骸、陶罐、珠宝、小型雕像等 1000 多种

物品，这些物品都与祭祀有关。

她们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测量从洞穴中提取的玛

雅遗物，测量结果显示，在公元 800 年到 900 年之间，

玛雅人突然频繁进入洞窟的最深处，在这里举行宗教

仪式，做出了非常极端的活人献祭。然后在公元 9世

纪中期之后，他们在洞穴深处的祭祀活动又突然停止

了。这种情况在玛雅的其他洞穴中也是一样。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玛雅人已经有了用于祭祀的

金字塔，却为何要到洞穴中举行祭祀呢？

莫耶斯阅读了大量介绍玛雅文明的书籍，她发

现，洞穴是一个在玛雅艺术和文学中反复出现的题

材。玛雅人认为，每一个洞穴都是通往地下世界——

“希泊巴”的大门。“希泊巴”是古代玛雅语，意为“恐惧

之地”。玛雅人认为希泊巴住着危险邪恶的恶魔，但

也住着可以给他们带来幸运的雨神恰克。

莫耶斯还偶然看到了一组关于反映现代玛雅人

生活的照片，他们正跪在洞穴中，举着蜡烛默念祈祷

的咒语，可见，到了现代，即使大多数的玛雅人已经成

为天主教徒，他们仍然保留着向洞穴中的恰克祈求雨

水和丰收的传统。由此，莫耶斯得出结论：洞穴是玛

雅人祈求雨水的地方。

因干旱导致的频繁祭祀
为什么在公元 800 年到 900 年之间，玛雅人突然

频繁进入洞窟的最深处，在这里举行祈求雨水的宗教

仪式？并且为什么在公元 9世纪，这种祈求雨水的宗

教仪式突然停止了，而且玛雅文明也突然消失了呢？

很显然，玛雅人突然频繁进入洞穴的最深处举行

求雨仪式，主要是干旱造成的。在公元 800—900 年，

玛雅人遭遇了连续的干旱，因而对雨水极度渴望，于

是他们不惜涉险深入洞穴，举行极端的活人献祭来取

悦雨神。而这段时间，正好对应了古玛雅时期的尾

声，所以这也牵涉到玛雅衰亡的原因。因此莫耶斯认

为，干旱才是导致玛雅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

在一本名为《玛雅大干旱：水，生命和死亡》的书

中，科学家解释了玛雅人与水之间的紧张关系。玛雅

人定居在喀斯特地貌上，附近没有大河，而他们的玉

米是非常依赖水源的农作物，所以玛雅社会在干旱面

前显得十分脆弱。

在尤卡坦半岛，每年的5月份和10月份期间，雨水

会比较充足，但是在其他7个月内，玛雅的中心地带会

像沙漠一样干燥。为了种植庄稼来养育他们庞大的人

口，玛雅人依靠的是一个由蓄水池、灌溉水道和排水系

统组成的网络，以此来存留湿润季节的雨水。

但是在 9 世纪初，所有地区突然全部停止降雨，

甚至在湿润季节也是这样。当旱季来临，水库和蓄水

池全部干涸，玉米收成变得非常糟糕，饥荒随之而来，

数以万计的人饿死。最终，玛雅人实在熬不住了，他

们抛弃城市，移民到了靠近海岸线或者其他拥有水源

的地方，但是没有离开的玛雅人已无法重现往日的繁

荣与辉煌。

上图：在进入“水晶坟墓之洞”大约400米的地方，
是一处非常光滑的岩脊。爬过岩脊后，出现了一个广
阔的大厅，地上散落着橙色与褐色的陶罐、研磨好的黑
曜石刀片、雕塑的石像以及由黄铁矿做的镜子。图为
莫耶斯正在观察一个陶罐。

左图：在“水晶坟墓之洞”发现的女子尸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