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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动物为何吃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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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感染乙肝已有数千年之久
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发表了两项基因组学成果：其

中一项报告了137名生活在约1500年至4500年前的古人
类的基因组序列；另一项则分析了这137人的基因组和另
外167名青铜时代人类的基因组。欧洲科学家团队在其中
25人体内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HBV）的证据，这一发现
亦表明欧亚人类感染乙型肝炎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

在第一项研究中，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人员埃斯
科·威乐斯勒弗及其同事，测序了来自欧亚大草原的137
名古人类的基因组，覆盖了约4000年的一段时期。此外，
他们还研究了拥有当今中亚、阿尔泰、西伯利亚和高加索
血统的502名个体的基因组数据。这些发现帮助阐明了该
区域（西起匈牙利、东至中国东北的一片长约8000公
里的广阔区域）的种群历史，表明这里从青铜时代欧亚
血统的牧民逐渐过渡至主要为东亚血统的骑兵。

在第二篇论文中，威乐斯勒弗团队分析了304名来
自欧亚中部及西部的古人类DNA序列，这些人约生活
在200年至7000年前。研究人员在25人体内发现了乙型
肝炎病毒感染证据，时间跨度近4000年。他们恢复了12
个完整或部分的HBV基因组———包括目前已经灭绝的
基因型，并把它们和当代人类及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组放在一起加以分析。结果发现，某
些古代乙型肝炎病毒基因组的所在区域与其现今的分
布区域不一致，而且至少有一种基因型现已灭绝。

全球约有2.57亿人口长期感染乙型肝炎病毒，
2015年约有88.7万人死于相关并发症，但是该病毒的
起源和演化一直不甚清楚。发现更古老的病毒序列，
可以更清楚地揭示该病毒的真正起源和早期历史，并
帮助理解自然及文化变化对疾病负担与死亡率的影
响。 （据《科技日报》）

平行宇宙中存在生命？
据报道，科学家们近日在《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发表文章称，平行宇宙

如果含有与我们宇宙数量不同的暗能量，就适合形成新的星体和诞生新生
命。

来自英国达勒姆大学的Jaime Salcido称，“我们的计算表明，即使平行
世界含有太多或太少的暗能量，这些变化也只会最小限度地影响到它们形
成新恒星和行星的能力。反过来，则说明，在平行宇宙中应该存在智慧生
命。”

报道称，如今，许多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认为，我们的宇宙有一系列独特
的特征，其中包括可见光、暗物质和能量的比例，鉴于此，在我们的宇宙中可
能有恒星、行星和适合诞生生命的条件。 （据《文汇报》）

塑料不只是看起来像
食物，它闻起来，甚至听起
来像食物。电视系列纪录片
《蓝色星球》第二季用每一
帧都美到令人窒息的珍贵
画面，揭开了海洋最具魅力
的一面，令人叹为观止。但
它所记录的海洋世界和海
洋动物被人类每年倾倒进
大海的塑料制品所污染和
侵害的事实，也同样直击人
心。该纪录片制片人大卫·
阿滕伯勒最近在接受采访
时，讲述了一个关于信天翁
令人震惊和悲伤的故事。

“从嘴里出来的是什
么？”他说。“不是鱼，也不
是鱿鱼，这是他们最常吃
的东西———塑料。”

就像大卫说的那样，令
人心碎。这也很奇怪。信天
翁在数千公里的地方搜寻
他们喜欢的猎物，这些猎物
很容易从水中汲取。这样有
能力的鸟儿怎么会这么容
易被愚弄，从长途航行中回
来，只剩下一口塑料呢？

发现信天翁不是孤单
的，这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至少有180种海洋动物记
录在消耗塑料中，从微小
的浮游生物到巨大的鲸

鱼。在英国捕获的1/3鱼类
的内脏中发现了塑料，包
括我们经常食用的物种。
在其他进餐时间，如贻贝
和龙虾中也有发现。总之，
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动物都
在吃塑料，每年有1270万
吨的物质进入海洋，有很
多东西可以转移。

塑料消费的普遍存在
部分是由于数量庞大所
致。例如，在浮游动物中，
它与水中微小塑料颗粒的
浓度相对应，因为它们的
进料附件被设计为处理特
定尺寸的颗粒。加拿大海
洋科学研究所的浮游生物
生态学家莫伊拉加尔布雷
斯说：“如果颗粒落入这个
尺寸范围内，它必定是食
物。”

像浮游动物一样，被
称为海参的触手圆柱形生

物似乎 不 太 喜 欢 吃 什
么，因为它们在海床上
爬行时，将沉积物舀入嘴
中以提取可食用物质。然
而，一项分析表明，由于
这些底栖居民分布在沉
积物中，这些底栖居民
可以消耗高达 138 倍的
塑料量。

对于海参而言，塑料
颗粒可能只是更大，更容
易抓住它们的喂食触角而
不是更传统的食物，但在
其他物种中有迹象表明塑
料消耗不仅仅是一种被动
过程。许多动物似乎选择
这种饮食。为了理解为什
么动物发现塑料如此吸引
人，我们需要欣赏他们如
何看待这个世界。

一种解释是，动物只
是将塑料误认为熟悉的食
物，例如塑料颗粒被认为

与美味的鱼卵相似。但是
作为人类，我们受到我们
自己的感官的偏见。为了
欣赏动物对塑料的喜爱，
科学家们必须尽力去观察
这个世界。

人类是视觉生物，但
是当觅食包括信天翁在内
的许多海洋动物时，主要
依靠嗅觉。萨沃卡和他的
同事进行的实验表明，一
些海鸟和鱼类被其气味吸
引到塑料中。具体而言，它
们 牵 涉 二 甲 基 硫 化 物
（DMS），一种已知吸引觅
食鸟类的化合物作为塑料
发出的化学信号。从本质
上说，藻类生长在漂浮的
塑料上，当藻类被磷虾（一
种主要的海洋食物来源）

食用时，它释放DMS，吸引
鸟类和鱼类，然后在塑料
上咀嚼而不是它们来的磷

虾。
即使对于视觉，在考

虑塑料的吸引力时，我们
也不能妄下结论。像人类
一样，海龟主要依靠他们
的视力来寻找食物。然而，
他们也被认为有能力看到
紫外线，使他们的视野与
我们自己完全不同。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的Qamar Schuyler通过对
视觉能力进行建模，然后
测量海龟看到的塑料的视
觉特性，进入了海龟体内。
她还检查了已故龟的胃内
容，以了解他们喜欢的塑
料。她的结论是，虽然年轻
的乌龟相对不分青红皂
白，但老年龟优先选择柔
软，半透明的塑料。舒勒认
为她的结果证实了一个长
期以来的想法，认为海龟
把塑料袋误认为美味的海

蜇。
颜色被认为是塑料消

费的因素，虽然偏好在不
同物种之间有所不同。年
轻的龟喜欢白色的塑料，
而舒伊勒和她的同事发现
称为剪切水的海鸟选择红
色塑料。

【相关链接】

■纪录片《蓝色星球》

震撼无数观众、堪称
全球最牛纪录片的《蓝色
星球》 由英国广播公司
（BBC）制作，第一季于
2001年9月12日在英国首
播。它把我们带进深邃的
海洋世界、探索新的物种、
造访无人所至之处的生
态，并亲眼目睹从未在镜
头前出现过的海洋生物求
生实录。

《蓝色星球》第二季去
年10月底在英国首播，制
作耗时4年。摄制组共执行
了125次海底探险，水下拍
摄长达6000多小时，并突
破了以往的技术限制，史
无前例地探寻了最偏远的
海域，亲密接触到了珍稀
海洋生物，并凭借超高清
照相设备，记录下了珍贵
的影像。（据《科技文摘》）

中国研究人员发现新的大熊猫谱系
中国研究人员对2.2万年前古大熊猫化石的线粒体基因组进行测序，发

现了一种已灭绝的大熊猫谱系，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研究大熊猫进化史。
基于现存大熊猫种群的基因重建可能无法准确描述这一物种的进化历

史，先前也没有研究人员从古代大熊猫化石提取到线粒体基因组或核基因组
来提供新的线索。

6月18日发表在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研究人员提取、捕
获并测序了古大熊猫化石完整的线粒体基因组，发现它与现存大熊猫拥有不
同的线粒体谱系，两者母系祖先的分离时间可追溯到22.7万年~14.4万年前，
远早于现存大熊猫最直接母系共同祖先的生存年代，即9.4万年~5.5万年前。

（据新华社报道）

转基因标识不会吓跑消费者
美国农业部正计划出台指南，考虑

让产品标注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6月
27日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的
一项研究显示，标明食品中含有转基因
成分并不会吓跑消费者，反而有助于减
少他们对转基因产品的顾虑。

佛蒙特州于2016年通过转基因强
制性标注法令，是目前美国唯一实施这
一政策的州。佛蒙特大学研究人员比较
了佛蒙特州消费者与美国其他地区消
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结果发现，
推行这一政策后，佛蒙特消费者对转基
因食品的反对率下降了19％。

此前有生产商和科学组织担心，转
基因标注政策会让消费者认为产品不
安全或对环境有害。而研究人员认为直
接标明“使用或部分使用转基因成分生
产”，可提升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的信
心，让消费者明明白白地做决定。

美国农业部5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
提出一种折中方案，建议将标签文字从

“转基因食品”（GMO）改为“经生物工
程改造”（BE），大多数消费者对这一新
说法并不熟悉。

美农业部正就转基因标注向公众
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3日。

（据新华社报道）

即使在开阔海域最偏远的地区，也可以找到塑料垃

圾，对海洋生物产生深远影响信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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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