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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何沛苁）日前有媒
体报道称，浙江多地市民目睹了一个类似
火球的光团从夜空中划过。经专家鉴定，
这应该是一道罕见的“火流星”。什么是
火流星？我们看见它的概率大不大？它对
人体有危害吗？

“火流星是体积几厘米到几米级的流
星体，进入大气层后与大气层摩擦燃烧形
成的一种发光的自然现象。火流星发生的
时候，通常会伴有雷声一样‘轰隆隆’的
声音。”上海天文馆天文研究中心收藏研
究室主任杜芝茂解释，这些流星体残余部
分落在地上则为陨石。陨石不同于流星
雨，一是陨石会落在地球表面，而流星雨

不会；二是陨石的母体来自小行星带，体
积大小在几十厘米到几米之间，而流星雨
则来自彗星和小行星带的碎块，大小通常
在几微米到几毫米之间。

很多人担心陨石来自外太空，有辐
射，这是真的吗？

“陨石其实在太空中已经遨游了四十
几亿年，它里边的放射性元素已经衰竭殆
尽，放射性非常低，对人体没有危害。”
杜芝茂提醒，如果有人发现陨石，最好不
要用水去清洗，这样容易破坏陨石中的矿
物成分，对后续研究造成不利影响。

那么，发现陨石后应如何处置？
“我们首先要记录它的降落时间、降

落地点，最后要进行取样分析，送到国家
科研机构进行类型的确定，最后把这些信
息上报国际陨石命名委员会，以公报的形
式对这块陨石进行命名。陨石的命名是以
这块陨石降落的地点来命名。”杜芝茂介
绍，目前这块陨石已经被取样送到了中国
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最终化验的类型是
普通球粒陨石H6型。

杜芝茂表示，由于监控摄像头、行车
记录仪等的广泛分布，容易记录下陨石坠
落时的情景，加之互联网的广泛传播，给
人造成了陨石坠落事件增多的错觉。据统
计，每年掉在全球的目击陨石大概是十
几次。

“天外来客”有辐射吗？专家称不必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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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耳迷路：揭开反刍动物千万年演化之谜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作为地球上分布最广泛，多样
性最高，也是最成功的大型植食性
哺乳动物，反刍类动物的系统演化
关系一直是困扰科学界的难解之
谜。日前，《自然·通讯》 发表了一
项由瑞士巴塞尔自然历史博物馆领
导的国际反刍类研究团队完成的研
究成果，通过对反刍类内耳迷路进
行全面的几何形态学分析，为化石
反刍类高阶元系统发育带来了全新
而且可靠的研究手段。

“内耳感知运动和方向，其形状
和大小被用于推断灭绝动物的敏捷
性，完好的化石记录意味着它可以
被用于研究哺乳动物演化的各个方
面。”论文共同作者、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
世骐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透
露，内耳有可能作为演化见解的工
具，支持进行更多工作，研究其他
类群内耳非功能性形状变化的影响。

难解的系统发育关系

反刍类是现生大型哺乳动物中
种类和数量最多的类群，有6科200
多种，本身也演化出多样化的形
态，具有非常广泛的适应性。

“正是由于这种特性，其不同类

群在相似的环境选择压力下，强烈
地呈现出平行或趋同演化的趋势，
从而掩盖了系统发育的信息，使得
通过形态学研究其系统发育关系更
加困难。”王世骐表示，在传统的古
哺乳动物研究中，牙齿的形态是最
重要的常用鉴定手段，但反刍类的
牙齿演化却趋于保守，各个类群牙
齿的差异不大，而且差异主要体现
在高冠和低冠齿的差异，这种差异
和取食习惯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
具有明显的平行和趋同演化，也难
以作为系统发育的依据。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叉角羚科，
早期的研究一直将叉角羚科作为牛
科的姐妹群，主要是由于两者都具
有高冠齿；后来又依据角及头骨的
一些共同的形态特征，将其作为鹿
科的姐妹群。近年来分子系统发育
的研究却证实，叉角羚科是长颈鹿
科的姐妹群，而传统的形态学研究
几乎无法提供任何两者共有的特征。

王世骐说，虽然分子系统发育
的结果往往被认为比传统的形态学
手段更加可靠，但该方法很难运用
于稍早一些的化石类群。“反刍类拥
有难以计数的化石类群，除了现生
科之外，还有20个左右灭绝的科或

亚科，很多科和亚科在反刍类中的
系统发育关系难以确定，导致它们
的高阶分类位置具有很大争议性。”

内耳研究成为突破口

内耳迷路是埋藏在脊椎动物围
耳骨中的复杂管状结构，高等脊椎
动物在此结构中存有负责平衡和听
力的器官。

“由于陆生哺乳动物感受平衡
的方式和听觉方式早已演化成型，
内耳迷路又存在于围耳骨内部，很
少受到外界环境选择压力的影响，
理论上内耳迷路形态附合中性演化
的原则，较少受到平行演化的影
响。”王世骐说，已经开展的灵长
类、食肉类等类群内耳迷路的研究
表明，其形态具有很强的系统发育
的信号，是系统发育重建的有力
武器。

内耳保存在骨质非常致密的岩
骨内部，所以内耳迷路形态比较容
易保存，且只需使用高分辨率CT和
三维重建技术手段，就可以精细恢
复化石中内耳迷路的形态。

研究团队利用高分辨率CT三维
重建，获得了306件190种现生和化
石反刍类的内耳迷路形态的三维数

据，基本上跨越大型植食性哺乳动
物3500万年的演化历史。

研究人员对标本进行充分的
几何形态学分析后得到的结果令
人振奋。古鹿科的分类位置长期
争议巨大，由于其具古鹿褶的低
冠齿及蹠骨远端具骨桥，曾认为
它与鹿科关系更近，但内耳的迷
路的形态特征则表明它可能更接
近长颈鹿超科。北美的特有类群
驰鹿科，曾认为与古鹿科、长颈
鹿科、或者鹿科更加接近，但内
耳形态表明，它有可能是叉角羚
科的姐妹群。还有重要的一点，
内耳迷路可以充分证明，獬豸盘
角 鹿 和 柴 达 木 兽 属 于 长 颈 鹿 超
科，而不可能是牛科或其他类群。

王世骐认为，这一研究最重要
的突破是证明了反刍类的内耳迷路
显示了非常强烈的系统发育信号，
尤其在科一级的水平上，这为判断
一些早期反刍类化石科，亚科的分
类位置，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手段和
依据。“研究所揭示的内耳迷路形
态特征，为深入研究和解决反刍类
系统演化和发育难题提供了重要的
形态学证据，是反刍类化石形态学
和系统发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居家防疫，消毒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
□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苏菁菁

科普一下

科普时报讯（记者陈杰） 12月21日，主题为“走进
科技你我同行”的第九届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在广东落下帷
幕。来自全国各地76个代表队249名选手通过网络视频连
线的方式，在“云端”决赛，跨时空展示科学与技术的魅
力，为公众直播呈现了一场生动有趣、精彩纷呈的“科普
盛宴”。

大赛分半决赛和总决赛两个赛段，采取全程线上视频
展示结合线上专家评审的形式举行。参赛选手由国家部
委、军队、各地方组织选拔赛推荐，来自各行业领域，不
仅有科普场馆的讲解员、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媒体工作
者，还有工程师、解放军、消防员、医护人员、高校师生
等。选手年龄跨度大，从60后到00后均有分布，90后选
手占比超过67%。

选手们讲解题目丰富多元、精彩纷呈，涵盖物理、化
学、地理、天文、生物、医学等各大领域，如防刺服和古
代铠甲有什么区别，目前世界最先进、体积最小的第四代
全磁悬浮人工心脏长什么样，“空中造楼机”为什么被誉
为云端里的“大国重器”，巡航导弹内部到底长啥样，等
等。为了把科学讲得生动、有趣和好玩，选手们以最通俗
易懂的语言，用实验、3D建模、动画视频、音乐和PPT
等最直观的形式，把最前沿的科技，或是看似寻常却蕴含
了重要科学原理的事物条分缕析、讲解透彻，让普通人也
能喜欢听、听得懂，充分领略和感受科技发展的蓬勃力
量。

大赛总决赛评委组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多等7名专
家组成。评委以视频实时连线的方式，观看选手们限时4
分钟的自主命题讲解展示并提问，最后综合内容陈述、表
达效果和整体形象三方面进行评分。

经过线上比拼，交通运输部代表队白响恩、军队代表
队肖雪、王闻婧等10名选手最终脱颖而出，赢得大赛一
等奖，被授予“全国十佳科普使者”称号。另外20名选
手获得二等奖，45名选手获得三等奖。此外，大赛还评出

“最具人气奖”“最佳口才奖”“最佳形象奖”共14名，优
秀组织奖若干名。

科技部副部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李萌指出，全国
科普讲解大赛是十八大以来为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普工作新
部署的重大举措，自创办以来，得到各地、各部门积极参
与和大力支持，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科普讲解员和科普讲解
志愿者，提升了全社会对科普工作的关注度，推动了我国
科普事业发展。他寄望参赛选手“更好地发挥科普讲解的
魅力，以公众易于理解、接受方式，为公众叩开科学之
门，不断拉近公众与科学的距离”。

在大赛点评环节，王恩多院士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
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展示的舞台，用深入浅
出、生动有趣的讲解方式拉近老百姓与科学的距离。“通
过他们的讲解，科学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枯燥知识，而是近
在身边、通俗易懂的事物，让人意犹未尽，我为这个大赛
点赞。”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是全国科技活动周重点示范活动，
也是目前全国范围最大、水平最高、代表性最强、最具权
威性的科普讲解比赛，由科技部主办，广州市科技局、广
东科学中心和广东广播电视台现代教育频道承办。大赛旨
在全社会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
想、弘扬科学精神，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营造良好
的创新文化氛围，动员全社会积极投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伟大实践，让科技发展成果更多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

据不完全统计，大赛创办9年来，规模逐年壮大，国家、省、市、
区等各级参赛选手累计超过17.5万人次，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受众量超
过1.6亿人次，已发展成社会影响力大、公众参与度高的重大特色科普
品牌活动。

近来，随着新冠防疫策略的优
化，居家防疫成为大家的关注重点。
除了有效防止感染和对症用药之外，
如何科学消毒也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有观点认为，紫外线消毒杀菌率
高达99%，0.3秒即可有效降低新冠病
毒传染致病性。那么，家庭防疫用紫
外线消毒设备是否靠谱？效果到底怎
么样？

紫外线杀菌效果强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利用紫
外线杀菌消毒，在太阳底下晒被子就
是典型的应用紫外线消毒的案例。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
闫建昌告诉记者，紫外线根据波长分
为 UVA、UVB、UVC 三种波段。用
于消毒的紫外线，往往是被称为深紫
外波段的UVC紫外线，这一波段的紫
外线能够破坏细菌或病毒的 DNA 与
RNA链条，使其失去复制或繁殖的能
力。“正确地使用紫外线可以消灭新冠

病毒，但0.3秒内即可降低新冠病毒传
染致病的说法并不严谨。能否较快较
好地消灭病毒，主要是看紫外线的剂
量。同样波长下的紫外线，光功率越
高，紫外线的剂量越大，杀菌或消毒
的时间自然会越短。因此，只有在足
够强的光功率下，才有可能实现极短
时间消杀新冠病毒。”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研究员沈瑾
也指出，一般情况下，传统的紫外线
灯消毒作用时间为半小时，目前还没
有系统的、权威的研究或报道显示，
0.3秒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消毒的效果。

紫外线消毒灯隐患大

深紫外波段的紫外线具有较强的
杀菌消毒效果。在家庭防疫中，紫外
线消毒灯会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吗？

武钢二医院原外科主任医师、武
汉科技大学医学院外科学兼职教授纪
光伟指出，紫外线穿透能力较差，如
果有遮挡物，紫外线消毒灯的杀菌效
果会大打折扣。“平时家里的家具、
垫子、床单、地毯等，要么能挡光，
要么太厚，紫外线照不进去，自然起
不到消毒的效果。”深紫外波段能够

消灭病毒，但也能损害人体的细胞。
“如果使用不当，被老人、小孩误触
打开，可能会灼伤眼睛或皮肤，增加
眼部疾病和皮肤癌的风险。”纪光
伟说。

闫建昌指出，当紫外线的波长短
于240纳米时，会在空气中激发出臭
氧这一致癌物，如果没有及时通风，
当臭氧达到一定浓度时，将损害人体
的呼吸道。“此外，在民用和工业领域
消毒杀菌应用的深紫外光源大多是汞
灯作为核心发光材料，意外破损可能
会造成汞泄漏，危害人体健康。”

家庭防疫消毒选择多

由于紫外线消毒灯有安全隐患，
闫建昌建议，普通居民还是选择一些
应用了紫外线技术且有相对较高安全
性的家用空气消毒机和手持式的LED
消毒器。

此外，家庭防疫还可以使用酒精
和含氯的消毒液。

纪光伟介绍，75%的酒精可以消
灭新冠病毒，可以采用涂抹酒精的方
式对物体表面消毒。“切忌在空气中喷
洒酒精消毒，以免遇火而引起火灾。”

专家建议，使用酒精不要靠近火
源、热源。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
师李侗曾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最好的消
毒方式是开窗通风，家中消毒的重点区
域是厨房、卫生间等空气流通不好的地
方，可用含氯的消毒剂来清洁，半小时
后再用清水擦洗。含氯的消毒液中，较
为常见的产品是84消毒液。纪光伟表
示，84消毒液以次氯酸钠为主要成分，
具体配比要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完成
消毒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再用清水
擦拭，去除多余的消毒液。

居家防疫中，避免过度消毒也很
重要。纪光伟建议，主要做好重点区
域 ， 如 共 用 卫 生 间 和 共 用 物 品 的
消毒。

专家提醒，家庭防疫消毒应选择
合适的消毒剂和消毒方式，尽量采用
擦拭（拖拭）方法进行消毒。消毒剂
应按照使用说明书配制合适浓度，不
同类型的消毒剂不要混合使用。消毒
时要做好个人防护，并在通风良好的
环境下进行。家中老人和儿童尽可能
避免待在正实施消毒的房间内，以免
对人体呼吸道和皮肤造成损害。

科普时报讯（记者胡利娟）近日，我国科学家团队
以白垩纪缅甸克钦琥珀的昆虫内含物为研究对象，成功
重建了恐龙时代的一种古蚂蚁的身体内部解剖结构，揭
示了目前化石里保存最完整的蚂蚁内部软组织结构，为
昆虫内部结构演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

据了解，该琥珀内包埋了一只吉蚁的雌性繁殖蚁，
蚂蚁的头部只有不到1毫米宽，口器的上颚和上唇都布
满了尖刺状的刚毛，因长相怪异而被称为“小魔蚁”。

左图：吉蚁婚飞场景复原图。 刘 野 绘
上图：琥珀中的吉蚁雌性繁殖蚁样本。 庄宇辉 摄

白垩纪蚂蚁白垩纪蚂蚁““再现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