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还算温柔的女孩子在烦躁时也
会对身边的人说话用“吼”的方式来表
达，无视周围陌生人的眼光，似乎这一
刻“有理就在声高”。

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我们难免有解
释不清感到烦躁的情况，这时好多人就
会发脾气，只能靠“吼”来说话，显然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好说话的人该有的
样子。

这里所说的“吼”不是指发声习惯
上声音大，而是指人们容易对事情失去
耐 心 ， 感 到 烦 躁 ， 将 嗓 音 提 高 ， 用

“吼”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吼”除了有损声带、给人留下不好

的印象等损害说话者自身利益的坏处
外，还会破坏谈话氛围。

精神分析师穆萨·纳巴蒂说，人跟自
己声音是一种想象关系，这中间有他对
自身形象的一种期待，通过声音这个沟
通工具，表达出的是内心深处的状态。
和谐的声音让人有安全感，可以信任，
反之则让人烦躁，感到不被尊重。

我们通过放大自己的嗓音无非是让
对话中的另一方知道“这件事你错了，

我才是对的”，要通过提高嗓音来压倒
对方。

那么，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
下，“吼”这件事到底受哪些因素的
影响？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吵架中的两个人
公然在马路上不顾他人眼光、歇斯底里
地忘我咆哮。这其实是属于自我防御机
制中的退行行为。提出这一理论的精神
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指出，当个体遭
遇挫折与应激时，心理活动会退回到较
早年龄阶段的水平。当人们感到生气和
不满时，他会像一个孩子一样通过大声
说话来报复，或者说是保护自己，这一
行为是不自觉的潜意识本能。

其实，说话声音的大小还受说话对
象的影响。法国临床心理学家马克·斯邦
说，我们的耳朵对说话的声音很敏感。
声音的音乐性决定了我们是否被诱惑，
既然声音有这种能力，就造成了人们对
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我有一位同事，平时谈论工作不苟
言笑，对自己的下属也非常严格。但有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茶水间碰到他和

妻子正在通电话，说话声音异常温柔，
和往日截然不同并沉浸其中。温柔维持
了几分钟后，挂断电话后，他还是我们
所熟悉的那个表情严肃的老师。

热恋中的情侣说话时一定是甜言软
语，人们看到婴儿也会不自觉地柔声细
语，相反那些婚姻不合的夫妻早就没有
了好好说话的耐心，一些成年子女对年
迈体弱的父母亲也缺少耐心，大声说话。

人们的情绪会相互影响，而表达情
绪的谈话语气也会相互影响。也许谈话
中的一方一开始只是对某一件事感到不
耐烦，稍稍提高了嗓音，而另一方也受
其影响，不甘示弱提高声音分贝作为回
礼，如此一来二往，嗓音越来越大，说
话变成了“吼”，沟通变成了吵架。这也
解释了为什么亲近的人会因为很小的事
情闹得不可开交的原因。

除此之外，说话者的嗓音还会随着
谈话内容的改变而不同。还是我上面提
到的那位不苟言笑的同事，在谈及工作
的时候正言厉色，而一旦提及他女儿的
话题时马上显露出慈父般的本色，声音
也随之变得轻柔起来。

说话者所处的环境也是促使他们
“吼”的一项重要因素。法国声音整形专
家让·阿比特波认为，那些发出尖锐刺耳
声音的人通常是要证明些什么，向自己
证明，也向周围的人证明。他的这一说
法和存在性焦虑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一
观点指出，当人们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
受到质疑或被威胁的时候，会产生一种
自己的存在将要被毁灭的焦虑情绪。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吼”
的原因，也就可以对症下药了，如何拒
绝他人对我们“吼”呢？

我们可以采取置若罔闻，或者可以
选择直白地告诉他：“你的声音这么大，
让我感到很难受，能小点声吗？”如果能
平和自己的情绪，降低说话的声音，对
方恐怕也很难继续演独角戏了。

如果意识到对方“吼”的原因是对
某一类谈话对象和某些谈话内容尤为敏
感时，我们应该避免在对方面前谈论这
一类人或这一类内容的话题。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网络心
理专委会委员）

铥，元素周期表第69号元素。
铥，是稀土元素中含量最少的元素，

主要与其他元素一起共存于硅铍钇矿、磷
钇矿、黑稀金矿和独居石中。

铥与镧系金属元素一样在自然界中紧
密共生于极其复杂的矿石中，由于电子结
构非常相似，使它们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也
非常相近，提取和分离就会相当困难。

1879年，瑞典化学家克利夫在研究分
离镱土和钪土后剩下的铒土时，注意到铒
土的原子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于是将铒
土进行继续分离，最终分离出铒土、钬土
和铥土。

金属铥，银白色，有延展性，质较
软，可用刀切开，熔沸点较高，在空气中
不易腐蚀，且能长久保持金属外观。由于
特殊的核外电子层结构，铥的化学性质与
其他镧系金属元素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
能溶于盐酸形成略带绿色的氯化铥，在砂
轮上摩擦也能看到它的颗粒在空气中燃烧
产生的火花。

铥的化合物也有荧光性，能在紫外线
下发出蓝色荧光，利用这一特性能用来制
作纸币的防伪标志。铥的放射性同位素
铥-170，也是最常用的4种工业辐射源之
一，可用作医疗和牙科的诊断工具，以及
机械和电子元件的缺陷探测工具。

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铥激光治疗技
术，和因其特殊核外电子结构而开创出的
非常规新化学。

铥掺杂钇铝石榴石，可发出波长在
1930—2040纳米之间的激光。利用该波段
的激光器进行手术时，照射部位的血液会
迅速凝固，手术创面小，止血性好，因此
经常利用这种激光器进行前列腺或眼部的
微创手术。这种激光在大气中传输时损耗
较低，能在遥感和光通信方面有很好的应
用，比如激光测距仪、相干多普勒测风雷
达等，都会用到掺铥光纤激光器发射出的
激光。

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f区金属，其f层电
子形成配合物的性质，让很多科学家着迷。
一般镧系金属元素都只能生成三价化合物，
但是铥是少数能生成二价化合物的元素。

1997年，米哈伊尔·博奇卡廖夫突破性
地开创了溶液中的二价稀土化合物相关的
反应化学，发现二碘化铥在一定条件下能
逐渐变回淡黄色的三价铥离子。利用这一
特性，铥有可能成为有机化学家们首选的
还原剂，并有望制备出特殊性能的金属化
合物，用于可再生能源、磁技术和核废料
处理等关键领域。通过选择合适的配体，
铥还能改变特定金属氧化还原对的形式电

势。二碘化钐及其溶于四氢呋喃等有机溶剂的混合物，已
被有机化学家们使用了50年，用来控制一系列官能团的
单电子还原反应。铥也有类似的特性，其配体调节有机金
属化合物的能力非常惊人，操纵配合物的几何形状和轨道
重叠就能影响某些氧化还原对。但作为最稀有的稀土元
素，铥的高成本使它暂时不会取代钐，不过在非常规的新
化学中，还是具有很大潜力。

（作者系武汉市第二十中学化学教师、武汉市科学家
科普团成员）

元素家族

铥

激

光

器

应

用

于

微

创

手

术

□□

宋

丹

新知·前沿2
编辑/ 张爱华2023.1.6

科普时报

国际前沿

科普时报讯 （记者吴桐） 施普林
格·自然旗下开放获取学术期刊 《科学
报告》近日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伊比
利亚半岛约5000年前的猫头鹰形状石雕
牌饰，未必是熟练的艺术家雕刻，可能
是当时儿童所制用作玩具。这些发现或
为古代欧洲社会的儿童如何使用人工制

品提供新见解。
该论文介绍说，约4000枚形似猫头

鹰的石雕牌饰，被发现于伊比利亚半岛
各地的墓葬坑中，年代追溯至5500年至
4750年前的青铜时代。人们推断这些猫
头鹰石雕牌饰可能有仪式性意义，代表
神灵或死者。每个石雕牌饰有两个圆圈
作为眼睛，下面是一个身体轮廓。

论文作者和同事认为，这些石雕牌
饰其实是由当时的儿童根据本地猫头鹰
物种雕刻的，可能的用途是玩偶、玩具

或护身符。
论文作者对比了 100 个石雕牌饰与

当代 4—13 岁儿童画的 100 个猫头鹰图
像，观察到对猫头鹰的描绘有许多相似
处，这就是随着儿童年龄增长，猫头鹰
画得更像，技巧也更熟练。

许多石雕牌饰顶端有两个小洞。论
文作者观察后推断，这些小孔看起来不
实用，无法穿绳悬挂，也没有相应的磨
损痕迹，可能是用来插羽毛，模仿某些
本地猫头鹰物种头顶的羽毛簇。

青铜时代儿童或已具备雕刻技能

在2022年“双十一”期间，“绿色包装”
得到更多消费者青睐。邮政、中通、圆通等
快递公司在转运中心和部分网点投用了大量
的可循环中转袋，替代一次性塑料编织袋。
顺丰速运投放了环保可循环包装盒，取代了
部分包装纸箱。而在冷链物流方面，循环式
生鲜保温箱成为了众多商家和消费者的首选。

与以往寄递生鲜冷冻商品普遍采用的一
次性泡沫箱不同，循环式生鲜保温箱使用寿
命一般长达一年多，可循环使用上百次。相
比会造成白色污染的一次性泡沫箱，循环保
温箱的主体保温材质多采用发泡聚丙烯泡沫
材料，不仅隔热性能好，还更轻便耐用。

发泡聚丙烯泡沫材料是通过将发泡聚丙
烯球粒进行模具成型制作而成。发泡聚丙烯

球粒是一种以聚丙烯为原料，采用物理发泡
技术制成的发泡珠粒。这种发泡珠粒高度结
晶，由固体和气体两个相组成，直径大小一
般在2至7毫米之间。发泡聚丙烯球粒的外
壁是闭合的，内部充满了气体，通常固相成
分只占总重量 2%到 10%，其余部分均为
气体。

发泡聚丙烯泡沫材料密度能够达到很低
的水平，因此能大幅度降低重量，柔韧性
好，具有优良的缓冲性能，可重复使用，不
易破碎，已广泛应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众多行业的产品外包装材料中可以看
到它的身影。

目前，发泡聚丙烯泡沫材料的一种主要
用途就是制作快递外包装。现在大多数快递

外包装依然使用纸箱包装，在长途运输过程
中很容易造成物品折损。近些年，很多快递
公司一直在寻找物品安全送达客户的方法，
而这种发泡聚丙烯泡沫材料成为快递公司的
首选。这种外包装泡沫非常轻，运输成本也
不高，还具有良好的减震效果，这样就确保
了即便快递包裹意外掉落，内部的物品也完
好无损。而且相比常规使用的一次性塑料泡
沫，发泡聚丙烯泡沫材料的可循环使用更具
吸引力，在节约运输成本的同时也符合低碳
环保理念。

发泡聚丙烯泡沫材料具有高隔热性，可
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大多数产品保持
在-40℃至+60℃之间的稳定温度。因此这种
材料通常可以用于食品工业，让对温度有要

求的食品和饮料保持最佳状态。
发泡聚丙烯泡沫材料具有良好的耐水

性，即使在高湿度条件下也能确保最佳的阻
水性，因此经常用于造船业。发泡聚丙烯泡
沫球粒不透水，几乎不能被其他液体和化学
品渗透，可以在隔离浴室、桑拿浴室等易受
潮环境中使用。

（第一作者系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高级工
程师、第二作者系天津大学与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联合培养工学硕士）

隔热性能好，轻便耐用，可重复使用

冷链物流，循环式生鲜保温箱受青睐
□□ 毛立娟 李传福

为 什 么 有 人 说 话 总 爱 “ 吼 ”
□□ 田 媛

近日发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杂志上
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中，沉积
在海底的微塑料总量增加了两倍。什么是海
洋微塑料？它会不会影响海洋环境，甚至危
害人体健康？

什么是海洋微塑料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塑料规模化生产至
今，由于塑料废弃物管理不善，“白色污
染”肆意蔓延，大量塑料垃圾通过各种途径
进入海洋。

“这些塑料垃圾在海洋环境中逐渐破
碎，形成大量直径小于5毫米的微塑料，被
科学家形象地称为‘海洋中的PM2.5’。”国
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鞠茂伟告诉
科普时报记者，每年约有数百万吨塑料垃圾
在风、降水、地表径流等的作用下进入海
洋，大块的塑料垃圾受光照、波浪、生物等
作用，逐步老化破碎分解形成肉眼难以观察
到的微塑料。此外，衣服脱落的纤维、轮胎
磨损的橡胶颗粒、含塑料的粉尘，以及洗面
奶、牙膏等化妆品中添加的塑料微珠等，也
是海洋微塑料的重要来源。

微塑料已进入南极陆地食物链

2018年1月，中国南极考察队在南极海
域的海水中发现了微塑料。2020年，发表在
英国皇家学会 《生物学快报》 上的研究显
示，南极土壤中的弹尾虫体内发现了微量聚

苯乙烯碎片，证实微塑料已到达地球上最偏
远地区的陆地食物链。

目前，全球海洋环境均发现了微塑料的
存在，人口密集区和大洋环流区是海洋微塑
料污染的热点区域，在南北极海冰和深海沉
积物中也发现有微塑料。“从近岸海域到大
洋，从水体到洋底沉积物，从赤道到两极，

微塑料污染已经无处不在。”鞠茂伟说，“海
洋微塑料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隐患不容忽
视。海洋微塑料治理要未雨绸缪，需进一步
掌握海洋微塑料的分布特征及迁移转化规
律，研究海洋微塑料的海洋生态环境影响。
目前，科研人员正逐步了解塑料进入海洋的
循环过程和生态效应，评估其对海洋生态系

统、人类健康的影响。”

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潜在风险

研究表明，微塑料由于粒径较小，可通
过摄食进入生物体内。浮游动物、底栖动
物、鱼类、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均存在直接
或间接摄食微塑料的现象，这样一方面会阻
塞摄食辅助器官和消化道，造成物理伤害和
毒理学效应；另外一方面可在海洋生物体内
富集，并随食物链传递，进而可能对其他生
物造成有害影响。

微塑料除了能自己产生一些影响外，还
会吸附一些污染物，如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等。它们进入生物体后，也会在生物
体内释放后进行累积，并随着食物链进行传
递，可能对生物体或人体健康产生潜在
风险。

目前，除了海产品，食用盐、自来水
和瓶装水也均检出了微塑料。“微塑料会随
着鱼虾贝等海产品流向餐桌，进入人体。
一般来说，人体摄入的微塑料进入消化系
统后会很快排出体外，尚无证据表明其会
对人体健康产生直接危害，但潜在影响不
容忽视。”鞠茂伟呼吁，海洋垃圾和微塑料
时刻影响着海洋生态安全，公众应树立绿
色生活理念，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
用，不随意丢弃垃圾，自觉开展垃圾分
类，通过自己的行动减少海洋塑料污染，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海洋中的微塑料会被“吃”进人体吗
□□ 文／图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吴 琼

中国第八次北极考察队员观察在北冰洋海域拖网采集的表层海水微塑料样品。

（上接第1版）
老年人群体是医疗健康类伪科学和

谣言的主要受害者和传播者，但他们其
实也很热衷辟谣科普内容。

曹娟认为，谣言其实不仅是个技术
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传播虚假信
息也是人表达情感的一种行为，尤其是
焦虑情感。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其
实就是一种焦虑，这种焦虑让他们不自
觉地信谣传谣。“内容创作者应该去分
析这些焦虑情绪产生的原因，进而有针
对性地创作出优质的辟谣内容，再辅以
老年人群体易于接受的传播模式，就能
更好地进行知识传播。”

科普是在搭建沟通桥梁

不论是模式创新还是内容创新，科
普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科学知识更深更广
地传递给公众，在科学与公众之间搭建
起沟通的桥梁。

卢静说，做知识的科普传播，最重要
的是要回归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做科普，
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做科普的目的是要让
公众明白你在做什么，这就需要站在公众
的角度来考虑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怎么表
达他们才能接受和理解。“其实，知识传
播真正要做的就是内容创作者如何跟公众
建立最直接的联系，用最适合的方式传递

给他们最需要的科学知识。”
周哲也认为，做科普就应该“婆婆

妈妈”些，传播知识就是需要不停地去
说，而这也正是他将自己的物理知识科
普公众号取名“妈咪说Mommytalk”的
主要原因。“如何让更多的人能听得懂
并听得进这些知识，这是很多做科普的
人需要考虑的事。科普工作更多的是搭
建好科研与公众之间良好沟通的桥梁，
将晦涩难懂的科学术语翻译成公众能听
懂的话，让他们知道科学家在做什么。
此外科普工作者还需要明白，科普传播
其实并不一定是要传播某个知识点，更
多的是要传播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

科学跨年，从科普传播去伪存真开始

朱氏克拉通鸷正型标本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科普时报讯 （记
者陈杰） 中生代记录
了鸟类如何从恐龙演
化出来，但这一演化
阶段鸟类谱系中的鸟
胸类已经演化出大量
与现生鸟类相似的形
态特征，与最原始的
鸟类 （始祖鸟） 在形
态上差异巨大。科学
界认为早期鸟类的演
化 进 程 谜 团 依 然 待
解。1 月 3 日，记者从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
悉，该所李志恒和王
敏研究团队基于“朱氏
克拉通鸷”化石的研究
取得进展，揭示出早期
鸟类头骨和肩胛骨及第
一蹠骨的适应性演化过
程。相关研究成果日前
发表在 《自然·生态与
进化》上。

用 于 研 究 的 鸟 类
化石是在热河生物群
（距 今 1.35 亿 —1.2 亿
年） 发现一种基干鸟
类 巾 帼 鸟 科 的 新 属
种，被命名为朱氏克
拉通鸷。该物种的演
化位置介于二者之间
的非鸟胸类鸟类，为
研究早期鸟类演化进
程提供了重要信息。

李 志 恒 表 示 ， 克
拉通鸷与兽脚类恐龙
在头骨形态上相差无
几，特别是保留了原
始主龙类双颞孔的结
构——上、下颞孔独
立 于 眼 眶 且 相 互 分
离，翼骨具有膨大的
方 骨 支 ， 犁 骨 粗 大 。

“这些原始的特征都说
明克拉通鸷并未演化
出现生多数鸟类具有
的头骨可动性，即上
颌独立于脑颅和下颌
发 生 运 动 。 与 之 相
对，克拉通鸷的头后
骨骼却已经具有大量
鸟类的进步特征，说
明了头骨和身体的模
块化演化，头骨特别
是颞区和腭区在演化
上比较保守。”

克 拉 通 鸷 最 为 特
殊的是具有异常长的
肩 胛 骨 和 第 一 蹠 骨 。
科研人员通过比较分支系统学的方法，
追溯了上述两块骨骼在恐龙—鸟类演化
过程中的动态轨迹，发现肩胛骨在兽脚
类恐龙比在鸟类中更易发生长度的改
变，其在克拉通鸷中的独立加长有可能
是适应飞行的一种尝试。

李志恒认为，第一蹠骨在克拉通鸷
中的加长是独立演化的结果，这一结论
也可以从第一蹠骨的系统发育信号的变
化中得到证实：其受系统发育关系影响
的程度在兽脚类恐龙中较高，但是在接
近副鸟类时降低。“第一蹠骨的异常增长
有可能与克拉通鸷类似猛禽一样的生态
习性有关。克拉通鸷独特的肩胛骨和蹠
骨显示了在个体发育、自然选择和生态
功能机会的动态作用下，一些看似演化
相对保守的骨骼‘摆脱了限制’而发生
演化变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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