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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 类 的 祖 先 可 能 是 蜥 蜴
科普时报讯（记者陆成宽） 蛇类是怎

样演化来的？它为什么没有四肢？身体为
什么那么长？近日，《细胞》 在线发表了
一项关于蛇类起源与演化机制的研究成
果。基于多组学大数据与多学科交叉技
术，我国科研人员揭示蛇类起源于约1.18
亿年前的早白垩纪，其祖先可能是某种
蜥蜴。

蛇类是脊椎动物的重要类群，全球共
有约4000种，广泛分布于除南极洲外的各
大洲陆地和海洋。在进化历史上，蛇类处
于脊椎动物演化的关键节点，它演化出了
四肢缺失、身体延长、左右肺不对称发育
等特殊表型。“从科学上揭示这些特殊表
型的遗传机制，对理解脊椎动物演化历史
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

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家堂强调。
研究人员选取了全球极具代表性的不

同支系的蛇类，结合多组学及基因编辑等
多学科交叉研究手段，系统阐释了蛇类的
起源与特殊表型演化的遗传机制。

基于染色体水平蛇类基因组数据集，
研究人员构建了迄今最有力的蛇类系统发
育基因组学框架，推断出蛇类起源于约
1.18亿年前早白垩纪，支持了蛇类是由蜥
蜴演化而来的假说。

同时，基于比较基因组学与基因编辑
等研究，研究人员发现，蛇类 PTCH1 蛋
白特异性缺失的三个氨基酸残基，可能是
其四肢缺失的重要遗传机制之一；大量编
码及非编码调控元件的快速演化驱动了蛇
类身体的延长。

“为适应身体延长，蛇类的内脏器官
发生了不对称发育，如其左肺大多趋近于
退化，而右肺则较为发达。”李家堂说，
蛇类丢失了控制器官对称发育的DNAH11
和FXJ1B基因，是其左、右肺不对称发育
的重要遗传因素。

李家堂表示，这项研究率先启动了
爬行动物大规模组学研究，对理解脊椎
动物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将为人类
相关疾病的防治提供重要科学支撑，并
推动动物演化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发
展。“未来，我们将聚焦开发玉米蛇为模
式动物，并开展演化发育生物学研究。
同时，围绕蛇毒等重要遗传资源的挖掘
和运用，为抗蛇毒血清及蛇毒衍生药物
的研发提供科学支撑。”

6月15日，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今年首
个高温中暑气象预报，较常年平均首发日期提早 13 天。
此前一天，京津冀等11省份开启连续高温模式，局地冲
击到40℃，或打破历史同期纪录。不少网友称，感觉今年
夏天热得有点早。

今年高温为何提前“报到”？未来还会越来越热吗？

高温“报到”偏早，但气温仍处正常范围

“今年夏天热得有点儿早，这不是错觉而是事实。”中
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胡啸介绍说，监测数据显示，近50
多年来，我国大部地区夏天高温来得越来越早，日数也在
变多。目前，我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省会级城市迎来今年首
个高温，而且绝大多数属于提前“报到”。杭州、重庆、
广州等地的首个高温日甚至比常年偏早一个月以上。

新疆成为我国高温天气的核心区域。6月11日，艾丁
湖气象站出现48.5℃的高温，直逼该站最高纪录。即使是
在吐鲁番盆地这一“火炉”地区，45℃以上的高温对于常
年来说也是在七八月份才会出现。

今年夏天来得早意味着会更热吗？胡啸解释，对季节
冷暖的衡量是以平均气温来判定，而不是早晚。今年各地
入夏时间确实比往年同期早，但仍处在正常范围内。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夏季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
往年同期到偏高，华东、华中、新疆等地高温天数较往年
同期偏多，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

大气环流影响出现阶段性高温

为什么夏天来得越来越早？胡啸解释说，在全球变暖
大背景之下，极端的高温事件增多。在春夏之交，受大气
环流影响，北方通常受到大陆暖高压脊影响，出现阶段性
的高温；而南方，容易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的
影响下，形成晴晒天气，整体拉高了气温水平，也就让夏
天提早到了。

“高温天气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央气象
台副首席预报员张峰介绍说，太阳辐射是高温天气所需热
量的来源，夏季晴朗无云的天气会使得白天迅速升温，如
副热带高压或北方的大陆暖高压脊控制下的区域往往晴朗
无云。同时，高压系统带来的下沉气流也会带来下沉增
温，而气流翻越太行山等山脉进入平原地区时产生的“焚
风效应”也会加剧高温。就像是我国新疆吐鲁番盆地、四
川盆地等的盆地地形，会使积聚的热量无法有效扩散，从
而加剧高温天气的形成。

6月14日开启的连续高温模式，就是由于位于新疆一
带的暖高压脊逐渐发展壮大并东移，影响我国华北、黄淮
及内蒙古、辽宁等地。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明年或成史上最热

世界气象组织 （WMO）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
气温在未来5年可能会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这主要受到温室气体的积聚和
自然发生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中国气象局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兵分析说，2023年至2027年间，全
球近地表年平均温度有66%的可能性，在至少一年中高于工业化前水平
1.5℃以上；有98%的可能性，在未来5年中至少有一年，以及整个5年，
将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将于今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此
次厄尔尼诺出现时间比预想提前一到两个月，且发展较快。

周兵表示，此次厄尔尼诺现象出现较早，发展空间大，到冬季发展为
强厄尔尼诺的概率为56%。如果出现强厄尔尼诺，2024年将很有可能成为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但仍有不确定因素，气象部门将密切关注其发
展动态和强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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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试管婴儿生男生女随
你愿”，区区几个字，穿透了很多
寻求助孕夫妇的内心防线，这听起
来多少会让人充满向往。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是什么？
利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选择生男
生女真能“随愿”吗？

可降低遗传缺陷宝宝出
生几率

提到试管婴儿技术，多数老百
姓对此已经不再陌生。关于试管婴
儿的“代数”其实是我们国内的通
俗叫法，国际上并没有第三代试管
婴儿技术一说。根据辅助生殖技术
的发展历程，世界第一例“第三代
试管婴儿”诞生在 1989 年。但第
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并不是像数码产

品一样，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技术
基础上升级换代。这几代试管婴儿
技术都有着各自的适应症，能帮助
不同原因不孕不育的夫妇。

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是常规的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将精子
与卵子取到体外共同培养，靠精子
和卵子的自由结合来实现受精，形
成 胚 胎 后 再 将 胚 胎 移 植 入 女 性
宫腔。

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主要针对
男性精子密度低、活力差、梗阻性无
精症等男性不育因素，用一根注射针
直接将精子注射入卵子内，帮助精子
和卵子完成受精的过程。在使用第一
代试管婴儿技术，精子和卵子不能自
然结合或者受精率低下时，也可以借
助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助孕。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也叫胚胎
植入前遗传学检测，在通过试管婴
儿技术获得胚胎后，取胚胎的少量
细胞对其遗传物质进行检测分析，
挑选出正常或者不致病的胚胎进行
移植。这种技术大大降低了有遗传
缺陷宝宝出生的几率，实现优生优
育。但是，在有些人看来，第三代
试管婴儿技术似乎成了生殖领域的

“万能”技术。

什么情况适合做第三代
试管婴儿技术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第三
代试管婴儿技术统称为胚胎植入前
遗传学检测，随着临床应用的广泛
开展，这项技术能够检测的遗传病
种也越来越多，实现了从特定的单

一染色体异常到单基因病，再到非
整倍体胚胎的筛查等。那么，什么
情况下适合开展第三代试管婴儿技
术呢？

一是夫妇中任何一方或双方携
带有染色体结构异常，包括染色体
平衡易位、罗氏易位、倒位、致病
性微缺失或微重复等情况。

二是夫妇中任何一方或双方有
单基因遗传病。常见的单基因遗传
病包括但不仅限于：地中海贫血、
肌营养不良症、血友病、苯丙酮尿
症、白化病、遗传性耳聋等。

三是高龄女性、不明原因的反
复自然流产、不明原因的反复种植
失败。

四是男方患有严重畸精子症。
（下转第2版）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能保证性别“随愿”吗
——健康辟谣系列科普报道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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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红河州的马鞍底乡生态环境优良，这里的昆虫是夏季里最忙碌的
生灵，它们平日里多是隐藏在山林中荫凉之处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偶尔才
会不慌不忙地走走停停。这些昆虫憨萌的模样，总能在炎热的夏天给人们带

来一丝清凉。
图1为午休的红足绿金龟；图2为在花朵中小憩的蓝金龟；图3为正在

觅食的细腰胡蜂。 文/图 陈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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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对寻求试管婴儿助孕的夫妇，在网上查阅资料时，看到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能选
择胎儿性别，可以包生男孩儿，向某中介机构转交高额定金后，却发现这只是一场骗局——

地球的自转轴一直在漂移，这并
不稀奇。

近年来，由于冰期后地壳反弹、
冰盖冰川消融、地幔对流等因素影
响，地球自转轴的极点（以下简称地
极） 漂移幅度越来越大。6月15日，
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的一
项新研究显示，因为人类饮用和灌溉
大量抽取地下水，成为地极漂移不可
忽视的因素，仅在 1993 年至 2010 年
间，地球就向东倾斜了78.48厘米。

大量抽取地下水源，真的成为地
极漂移的“元凶”？

求解神秘的地极漂移

昼夜交替，日月星辰东升西落，
背后的原因是地球自西向东的自转。

“地球围绕一条通过地心、连接
南北极的假想轴转动，这就是地球自
转，而那根假想轴被称作自转轴。”
中国地质博物馆高级工程师卞跃跃告
诉科普时报记者，地球自转轴并非恰
好穿越南北两个极点，地球在地表物
质分布、内部流体运动等影响下，地
轴与地球表面交点位置并非固定不
变，而会发生移动，这便是极移。极
移也可以理解为地球自转轴相对于地

球本体的位置变化。
地球并非一个完美的球体，其自

转也并非完美均匀。卞跃跃说，地质
观测数据表明，20 世纪以来，地极
每年大约漂移 10 厘米，通常是从北
极点附近向加拿大的哈德逊湾方向
移动。

“最初，科学家认为这一现象主要
是由末次冰期近1万年来的冰盖消融、
地壳逐渐回弹所导致，后来整合了20
世纪对地轴的百年观测及建模量化，
科学家认为导致地极漂移还有两个原
因。”卞跃跃补充说，一是地幔对流引
起的地球内部物质的重新分布，二是
以格陵兰岛为代表区域的冰川快速消
融所产生的地球表面质量差。

2016 年，科学家发现水具有改
变地极漂移的能力，但地下水的具体

“贡献”尚未明朗。

建模让“元凶”浮出水面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地
球物理学家克拉克·威尔逊认为，每
年消耗数百亿吨地下水可能会影响漂
移，但这不可能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极地漂移模型，
模拟了地球上水的分布变化是如何影

响到两极漂移的。
之前的研究已表明，地极受到与

气候相关过程的影响，例如冰山融化
和水质量的重新分布。此次研究团队
尝试模拟出地极漂移与水运动变化的
关联，在只考虑冰盖、冰川流失等因
素的前提下，结果发现这种变化不足
以与观测到的地极移动相匹配。但当
科研人员再将被抽出的21.5万亿吨地
下水重新分配并考虑进模型后，才发
现与观察到的地极漂移结果吻合。

韩国首尔大学地球物理学家、该
研究主要作者徐基文 （音译） 表示，
该研究提供了计算地下水抽取导致海
平面上升程度的方法。他估计，1993
年至 2010 年间，地下水枯竭使全球
海平面上升了约6毫米，与其他研究
的估计相匹配。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地下水
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已经在局部地区
造成了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一系列
地质变化。”卞跃跃分析称，地下水
的年开采量远大于冰川消融量，从陆
地局部质量向海洋全局质量转移的贡
献，或大于格陵兰岛的冰川消融，对
地极漂移的影响不容忽视。

卞跃跃认为，该模拟较好地显示

了地下水开采利用对地极漂移的重要
影响。“不过，矿山开采和工程建设
等其他人类活动因素还没有进行单独
考虑。”

抽取中纬度地区地下水影
响更显著

研究结果还揭示了这样一个现
象：地极每年会产生漂移，而被抽取
的地下水对这种移动的贡献大小取决
于地下水库在地球上的位置。研究表
明，在中纬度地区抽取地下水对地球
倾斜角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为什么是中纬度地区？卞跃跃认
为，应该从几何效应来考虑这个影
响。“如同一个旋转的陀螺，触动旋转
轴两端会引起轴向的伸缩变化，触动
旋转平面会导致轴线的整体平移。”
卞跃跃假设，如果在倾斜方向施加一
个力，则会导致轴线的倾斜，从而引
起陀螺运动状态产生明显变化。

与之类似，若在地轴附近施加或
者减少载荷，或者在赤道地区增加或
者减少载荷，变化都不如中纬度地区
同样的载荷变化，对地球自转轴乃至
整个系统运动状态产生的影响更
明显。

过量抽取地下水会造成地极漂移？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