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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实习记者 吴琼）近日，
热映的电影《流浪地球2》中出现带鱼“站
着”睡觉的镜头引发热议，不少观众压根
儿没认出来那些直立漂浮在水中一动不动
的生物是带鱼，还有人表示这个镜头“很
科幻”。

“现实中的带鱼确实是‘站着’睡觉
的，不是科幻电影虚构的。”自然资源部
第二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翟红昌告诉科
普时报记者，和人类一样，多数动物的大
脑也类似高速运转的机器，一般也需要定
时休息。

“对带鱼这种形体结构来说，在非活
跃期保持竖立向上的姿态，维持低消耗状
态是比较常见的。”翟红昌介绍，日本有
一个水族馆专门为带鱼建了一只巨大的水
族箱，展示它们的垂直行为。“别看带鱼

的外貌并非凶神恶煞，但它其实是一种凶
猛的捕食性鱼类，在用餐时间需要消耗大
量体力和脑力。于是，在非用餐时间，就
通过靠这种直立姿态进入‘低功耗’状
态，完成睡眠和休息，以便在下次‘开
饭’时恢复体能。”

“在海洋中，除了带鱼这种靠过滤海
水获取氧气的生物，还有很多直接靠呼吸
空气的水生生物，比如鲸、海豚等，它们
的休息方式也很特别。”翟红昌说。

鲸和海豚通常用头顶上的气孔来获取水
面以上的空气，这就需要它们在休息时要保
持一定的清醒，以便及时到水面换气。所
以，很多鲸能做到“半睡半醒”——在休息
时可以做到两边大脑轮流休息。

“如果论水生生物睡姿的可爱程度，不
能不提海獭。海獭平日觅食是靠石板敲碎贝

壳吃肉，它睡觉时不但要把‘餐具’石板抱
在怀里，还会把自己绑在露出水面的海带
上。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一觉醒来发现已经
漂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了。”翟红昌说。

“更有意思的是，别看鲨鱼‘四肢发
达’，但因为头脑简单，可能不需要睡
觉。”翟红昌告诉记者，科学界对于鲨鱼
是否需要睡觉存在分歧。原来，鲨鱼的大
脑并不发达，很多需要神经中枢起作用的
功能也不用大脑的参与。“因此，相对于
高度发达的大脑，鲨鱼这种简单的大脑可
能并不感觉‘累’，也就不需要像人类躺
在床上睡几个小时的休息行为。同时，因
为鲨鱼没有鱼鳔提供浮力，需要不停游泳
获取水中的氧气。于是，对鲨鱼和很多低
等生物来说，‘梦游’可能就是最好的休
息了。”

带 鱼 就 是 “ 站 ” 着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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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熊 猫 为 何 “ 变 ” 成 棕 色 了
□ 曹 庆

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秦
岭人与自然宣教馆”馆藏品中，有一
具名为“丹丹”的棕白体色大熊猫标
本，被誉为“镇馆之宝”。23年来，
每一位进入馆内的访客，无不被端坐
馆中的“彩色大熊猫”吸引。那么，
它与常见的大熊猫有什么关系呢？

仅在秦岭腹地偶见

“丹丹”是首只科学记载的棕白
体色大熊猫，1985年3月26日被发现
于佛坪保护区大古坪保护站辖区内。

迄今为止，共科学记录10只棕色
大熊猫，其中6只在位于秦岭腹地中
段南坡的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被发现，其余4次在保护区的相邻
区域。此处数量单位不使用“只
（次）”，是依据发现时间、野生大熊
猫家域面积、动物被发现时的年龄等
因素，排除了重复发现的可能。

目前，生活在位于秦岭北麓的秦
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七仔”是第七
只科学记载的棕色大熊猫，于2009年
10月在佛坪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辖区
内发现，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唯一一
只公众可以眼见为实的棕色大熊猫
活体。

并非独立物种

“丹丹”是目前唯一一只后代被科
学记录的棕色大熊猫，除了体毛颜色特
别之外，它的生物学特性与黑白色大熊
猫没有差异。进入人工圈养状态后，产
下3只幼崽，全是黑白色大熊猫。

1991年6月22日，在佛坪保护区
内光头山一带拍摄到一只黑白体色大
熊猫母兽带领1只棕色大熊猫幼崽跑
进竹林，这是第3只科学记载棕色大
熊猫。这张不甚清晰的影像，证明棕
色大熊猫为黑白大熊猫所生。

佛坪保护区巡护员目睹了发生在
2009年春天的一场野生大熊猫聚群争
偶大战，现场没有棕色大熊猫，并确
定一只名叫“喜悦”的大熊猫是“七
仔”的父本。此后，在十余年的野生

大熊猫聚群争偶监测中，“喜悦”每
年都出现在交配场，并多次夺得交配
权。“七仔”之后，在佛坪保护区内
再未发现棕色大熊猫踪影，由此推测

“七仔”的棕色基因大概率来自母亲。
综上，可以判断棕色大熊猫属于

秦岭大熊猫种群的特殊色型，是秦岭
大熊猫的特色、特别成员。

为什么有特殊色型

秦岭腹地频繁发现棕色大熊猫，目
前有基因突变说、性状返祖说、微量元
素说、隐性基因纯合说等推测，但均不
能解释特殊色型大熊猫没有其他中间色
型。可能棕色在大熊猫物种某一进化期
短暂出现过，也可能棕色是在进化和适
应的进程中被物种所放弃。

“七仔”被发现后即离开野外生
活环境。在圈养过程中，发现它的成
长、食性、作息、喜爱等与其他黑白
大熊猫没有差异。在与大熊猫小伙伴
一起长大的过程中，“七仔”不争不
抢，很乖，显得弱、笨、憨、迟钝，
体现出竞争力弱、主动性差、依赖性
强等弱点，能否在险象环生的丛林中
建立领地、保护领地、抢占先机，令
人不乐观。

在繁殖生态方面，棕色大熊猫也
显得不乐观。以“七仔”为例，尽管
研究中心在自然交配、人工受精等方
面给予“七仔”与其他种公兽以同等

机会，它至2022年夏天仍没有后代。
具有棕色基因的大熊猫繁殖和遗

传都值得探讨。假设在野外，母熊猫
生下双胞胎，其中1只棕色幼崽，母
熊猫会放弃相比弱小的1只，棕色幼
崽大概率是被放弃的首选；假设母熊
猫只生下1只棕色幼崽，如果是1只雌
性个体，成年后它生下的孩子不一定
是棕色，比如“丹丹”的后代。如果
幼崽是一位雄性个体，在野外的聚群
争偶中，它的胜率如何呢？唯一能随
时拿来参考的“七仔”，虽已“壮年”
却没有后代。

“丹丹”在野外发现时，是成年个
体，十分孱弱。抢救成功后，它在西
安动物园生活15年，其健康、成长、
爱情、后代等被无以复加地关注。它
的孩子中，仅“秦秦”存活至中年，
于17岁时去世，没有留下后代。

野生大熊猫的繁殖策略是一种优
选加保险方式，保证了强壮的基因得
以传递。假如“秦秦”和“七仔”生
活在野外，以它俩腼腆有余、勇武不
足的表现，不大可能在聚群争偶大战
中获胜。

每个物种的体量、长相、寿命等生
态学特征，都是生物学特性的结果。关
注棕色大熊猫，对研究大型动物种群演
化、生理和健康等方面有意义，但对大
熊猫野外种群保护、栖息地修复、野外
种群复壮等没有实际意义。

近日，一颗编号为 C/2022 E3 的绿色彗星 （以下
简称E3彗星）正“逼近”地球，大概会以每小时逾20
万千米的相对速度掠过近地点。2月2日，这颗彗星经
过轨道近地点，距离地球只有0.28个天文单位，大约
4250 万公里。这也是已知今年地球能观测的最亮的
彗星。

2022年3月2日，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马
山山顶的兹威基瞬态设施（ZTF）拍摄的照片中，科学
家最先发现了一个小点。由于看不清细节，起初该小
点被认为是一颗未知的小行星。然而，随后在更多望
远镜长时间曝光拍摄的图像中，人们辨识出了一些彗
星的结构，才得以为该彗星“验明正身”。

根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从1995年起采用的国际通
用彗星命名规范，首字母C代表它是一颗长周期（200
年以上） 或非周期彗星，2022 代表它是 2022 年被发
现，E3代表它是3月上半月被发现的第3颗彗星。

1月12日，E3彗星来到距离太阳最近的点。在安
全度过距离太阳最近阶段的“危险期”后，逐渐靠近
地球。

“据科学家推算，E3彗星的轨道是双曲线，不具有
回归性，与我们地球人只有一面之缘。” 北京天文馆
高级工程师赵金亮告诉科普时报记者。

科学家研究发现，E3彗星的彗发呈绿色，因为它
表面的双原子碳，即两个碳原子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
分子，被太阳加热而获得能量并发出绿光。除了漂亮
的绿色彗发，该彗星还有两条彗尾，一条白色的尘埃
尾，一条暗弱的离子尾。彗发、彗尾都是因为彗星来
到太阳附近，受太阳活动的影响，它的物质会被加热
并从彗星表面脱离，从而形成。它的彗核直径约1.6千
米，彗尾绵延数百万千米。

人们用“星等”来衡量天体光度，数值越低，亮
度越大。彗星是太阳系小天体，主要成分是水冰，天
文学家将它们昵称为“脏雪球”。彗星大部分都比较
暗，明亮到能用肉眼看到的比较稀少。赵金亮介绍，
目前，它的亮度已达到最亮阶段，在五至六星等之
间，是已知今年最亮的彗星。“人们通常无法通过裸眼
看到这种亮度的彗星，不过借助双筒望远镜就可以在
北天极附近轻松找到它的身影。”

E3彗星的轨道偏心率极大且与太阳系行星轨道平
面近乎垂直，目前它正处在鹿豹座的天区，过近地点
后，将逐日向南移动，每天移动大约 7 度的角距离，
此后会经过御夫座、金牛座等天区，亮度也会逐日
下降。

2 月 5 日正值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当天满月高
悬，强烈的月光会影响到E3彗星的观测。“不过，这个
影响因素很快就会过去，月出时间越来越晚，天黑后
E3彗星位于头顶而月亮还未升起，正是观测彗星的最
佳时机。”赵金亮说。

如果你热爱头顶这片星空，不妨到郊外、城市灯
光污染少的地方，用双筒望远镜就可以看到北极星附
近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小光斑。另外，还可以用相机长
时间曝光拍摄，然后用软件进行后期处理，就能比较
容易地看到它的全貌了。

作为一颗长周期彗星，E3彗星此次近距离靠近地球后，将慢慢远
去，消失于我们的视野，一生只邂逅这一次。

今年春节档的 《流浪地球 2》，
是一部被很多人用“震撼”来形容
的 科 幻 电 影 。 它 在 前 作 《流 浪 地
球》 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次令人惊
喜的升级。

电影上映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研究员王元卓在微博上发表
了他的手绘科学讲解图。

4 年前，为了给女儿解释 《流浪
地球》中那些她们不懂的知识点，王
元卓手绘了科学讲解图，获得了 1.5
亿的阅读量，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什么
叫“热搜”。

这次，他的身份有些不太一样。
王元卓不仅是电影科学知识的解读
者，也成为这个庞大瑰丽科幻世界的
设定者。

他是《流浪地球2》的科学顾问。
该片制片人龚格尔在接受采访时

介绍，电影的科学顾问分为理论物
理、天文、地球科学、人工智能、基
础材料、力学、航空航天、军事等组

别，阵容庞大。

电影触发的科普连锁反应

“4年前，我就许了一个愿，选择
10 部科幻电影，选择 100 个知识点，
通过手绘方式给孩子们讲解更多科学
知识。”因 《流浪地球》 的手绘图解

“走红”后，王元卓开辟了一条新赛
道——科学普及。

从那之后，他一直坚持手绘创作。
已经出版的 《科幻电影中的科

学》 之“科学家奶爸的宇宙手绘”
“科学家奶爸的AI手绘”，还有春节后
即将出版的“科学家奶爸的智能体手
绘”……在繁忙的科研和行政事务之
外，王元卓向实现自己当年的承诺一
步一步迈进。

他创作的手绘科普图书，是“科
学家”与“父亲”两种视角的融合，
获得过很多科普类大奖。也有孩子给
他写信，跟他探讨他书里的科学问
题。“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温馨又

有成就感。”
而且，和其他领域不同，王元卓

所在的信息技术领域，更需要专业人
士做科普。这一领域的发展日新月
异，你只有身处其中，才有更加前沿
的分享。他在中国计算机学会组建了
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他希望能打造
科普的良好生态，推动科研界的同仁
去做更多科普。“有意愿有时间的，
可以多做；没时间的，可以少做。哪
怕一个人一年只做一次科普，参与的
人多了，量就大了。”

这一系列工作，追溯起来，都跟
《流浪地球》有关。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
利军也是 《流浪地球 2》 的科学顾
问，他还是一名活跃的科普人。苟利
军一直喜欢科幻电影，从小就爱，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并没有真正
意义上的硬核科幻电影。

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后，他
做过不少相关科普，讲解电影中的天

文知识。
苟利军翻译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基普·索恩写的 《星际穿越》。基
普·索恩是科幻电影 《星际穿越》 的
科学指导，他在书中用浅显易懂的语
言讲述黑洞、潮汐力、虫洞、引力弹
弓、星际旅行等，解释了所有推动剧
情的天体物理理论。“我也希望能有
机会参与到中国这种电影的创作中
去。”苟利军说。

后来，《流浪地球2》来了。
当年那些围绕《流浪地球》做科

普的科研人员，又前进了一步，与制
片团队密切合作，在电影中融进了更
多自己的计算与思考。

“我当然希望这样一部里程碑式
的作品里能有自己的一点贡献，哪怕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王元卓说，“电
影的关注度如此之高，我们希望它的
科学设定尽可能经得起推敲，它的影
响是正向的。”

（下转第2版）

《流浪地球》迭代升级 科学家接续造梦
□ 科普时报记者 张盖伦

电影院人气爆棚，景区内人山人海；人们在博物馆中过大年，在故里寻根品味乡愁，在
书香和旅途中追寻“诗和远方”……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消费回暖，市场复苏，信心提
振，全国文化市场喜迎“开门红”。

图1：家长带着孩子在陕西考古博物馆体验甲骨文识读互动装置。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图2：游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游玩。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图3：参观者在上海博物馆大堂里观看兔年迎春展。 新华社记者 任 珑 摄

文化过年文化过年

2岁的“七仔”和小伙伴“二
郎”在一起。 徐光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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