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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亿年前华南板块泡在海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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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
物研究所获悉，该所科研
人员最新通过地层古生物
学考察发现，在距今4.1亿
年至3.5亿年之间，海水曾
自西向东漫延，淹没了现
今华南板块的绝大部分陆

地。在当时，现在的江西、
湖南等省份，全部处于海
平面以下。

古地理学研究显示，
现今的中国在4亿多年前
由8个板块构成，其中最大
的一个是南起冲绳海槽、
北至秦岭淮河的华南板
块。这一板块范围包括现
在的云南、贵州、四川、重

庆、湖南、湖北、浙江、江
西、福建、广东、广西、江苏
南部等地以及越南北部地
区和黄海、东海。

此次，研究团队经过3
年考察，首次在我国江西
崇义阳岭的砾岩岩层中，
发现了距今4.1亿年的近岸
浅水沉积植物化石。这说
明，在4.1亿年前，这一地区

处于浅海环境。科研人员
进一步梳理了这一时期华
南板块上代表近岸浅水沉
积证据的23个植物化石地
层剖面和52个植物化石产
地，发现在距今4.1亿年至
3.5亿年之间，海岸线在华
南板块不断自西向东移动，
海水淹没了大部分陆地。

结合此次采集的数据

和前期相关研究，科研团
队发现，4.1亿年前华南板
块海岸线处于越南北部、
广西中部和湖南南部。3.8
亿年前，海岸线东移到湖
北东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
部。到了3.5亿年前，海岸线
进一步移动到江苏东部、江
西东部、广东中部和香港。
到这时，华南板块绝大部分

地区都已被海水淹没。
“在数亿年的构造运

动中，华南板块也随整个
地球一起，发生着沧海桑
田的变化。很多现在的陆
地曾经处于海底，又随着
地质运动隆出地面，成为
人类栖息的家园。”领导此
项研究的南古所研究员徐
洪河说。 （王珏玢）

◎◎大自然

巴西森林惊现
4000年前白蚁“金字塔”

新华社消息 埃及金字塔是人类建造的伟
大工程，研究人员近日在巴西东北部的森林里
发现了大量数米高由白蚁建造的“金字塔”。它
们有近4000年历史，且现在仍有白蚁在其中活
动。

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
期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说，他
们在巴西东北部的森林里发现了大量白蚁所建
的土堆，这些土堆呈圆锥形，高度从2米到4米不
等，底部直径可达9米。

与白蚁的身体相比，这些巨大的土堆就相
当于是它们的“金字塔”。分析还显示，这些土堆
的历史从690年到3820年不等，也就是说，白蚁开
始建筑其中最古老土堆的时间，与一些金字塔
的建造时间差不多。

对于这些土堆的作用，研究人员认为，虽然
其中有通道，但它们不是白蚁的巢穴，而是白蚁
在地下挖掘巢穴和隧道时，将废弃泥土运送出
来，堆积而成的。目前许多土堆中仍有白蚁活
动。

研究人员估计，在巴西东北部约23万平方公
里的地区，有约2亿个此类白蚁“金字塔”。白蚁为
此所挖掘出的土方总量高达10立方千米，约相当
于4000个吉萨大金字塔。

据介绍，这些土堆过去隐藏在森林中，不为
人知，最近在一些森林被砍伐后，研究人员才发
现它们。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世界上由单一
种类昆虫所建的最大规模工程。

人为啥“水土不服”？

新华社消息 人在旅
行过程中产生“水土不服”
的症状非常普遍，此前研
究已经表明，“水土不服”
与饮食改变带来肠道菌群
的变化有一定关联性。华
中科技大学科研人员近日
在肠道菌群可塑性研究中
取得新进展，揭开了肠道

菌群在“水土不服”症状产
生、发展和恢复过程中的
变化规律。

“一个人到了异地一开
始饮食不习惯，但是过段时
间也能适应，这就是肠道菌
群的可塑性。在外地过一段
时间回到原地，又能适应回
来，这就是肠道菌群的弹
性。”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
学与技术学院宁康教授告

诉记者，研究发现肠道菌群
在变化过程中具有很高的
可塑性，在长时间停留期间
又具有相当的弹性。

“跨国志愿者肠道菌群
之间的变换通常在1个月内
完成，并且志愿者肠道菌群
的动态变化有特定的变化
趋势。”宁康说，“饮食长期的
转变可改变肠道菌群，饮食
的恢复也可使肠道菌群恢

复，揭示了肠道菌群具有双
向可塑性和强大的弹性。”

专家表示，肠道菌群
的双向可塑性模式的发
现，有助于指导科研人员
对肠道微生物组相关疾病
的临床诊疗。这一研究成
果近日在世界胃肠病和肝
脏学科领域的顶尖期刊
《消化道》（Gut）在线发表。

（李 伟）

世界海拔最高天文科普站落户阿里

新华社消息 11月27
日，阿里天文台科普站挂
牌仪式在北京中国科技
馆和西藏阿里天文台两
地通过网络联动的方式
同步举行。阿里天文台科
普站海拔5100米，由中国
科协支持建设，国家天文

台协同配合，中国科技
馆、西藏科协、阿里天文
台、阿里地区共同实施，
是科研与科普紧密结合、
通力协作的一次创新性
尝试。

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以科研带科普、
以科普促科研的形式，充
分发挥中国科协的科普资

源开发优势和阿里天文台
观测条件优良、科研创新
能力强的优势，力争将阿
里天文台科普站打造成为
集天文观测、科普展教于
一体，世界海拔最高、独具
特色的天文科普教育基
地，实现我国高高原天文
科普场所从无到有的突
破。

据悉，此站还将充分
利用日益成熟的互联网技
术，建设开放融合、互动共
享、特色鲜明的网上天文
科普平台。日后，全国乃至
全世界的天文爱好者足不
出户便可通过这一平台远
程操控望远镜实时观测西
藏高原的美丽星空、神奇
天象。 （胡 喆）

负面情绪影响父母与孩子交流

◎◎科技

◎◎前沿

◎◎新知

人们通常以为，父母
最好不要向孩子暴露负面
情绪。美国研究人员却发
现，父母与其压抑负面情
绪，不如与孩子坦诚交流。
如果父母承受压力时压抑
情绪，孩子与他们交流时
会察觉，相应减少回应。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
等多所高等院校的研究人
员召集109名父母，经由实
验得出上述结论。为了让
这些父母感受压力，研究
人员让他们面对听众讲
话，而听众只给予负面反
馈。然后，这些父母分组与
自己的孩子组装“乐高”积
木。一些父母被要求压抑
情绪，另一些父母则自然
流露；所有父母不得阅读

组装说明书，他们7
岁至11岁的孩子可
以阅读说明书，但
不得动手搭积木。
这种安排旨在让父
母必须与孩子密切
合作，才能完成任
务。

英国《泰晤士
报》27日报道，研究
人员给父母和孩子
佩戴感应器，测量
心率等数据，以评
估压力水平，同时
对实验过程录像。结果显
示，压抑情绪的父母合作

“较不积极”，给孩子的指
示较少。研究人员萨拉·沃
特斯说，“但是，不仅父母
回应较少，他们的孩子同
样回应较少，对父母的态
度也较不积极。父母的情

绪似乎传染了孩子。”
在由美国心理学工作

者学会出版物《情感》刊载
的论文中，研究人员推测，
孩子善于体察父母情绪，
能感知父母有负面情绪；
父母如果假装表现如常、
不处理负面情绪，会令孩

子困扰。沃特斯建议，父母
不要压抑情绪，应该让孩
子看到情绪变化的“整个
轨迹”。“这能让孩子学会
控制情绪并解决问题，”她
说，“最好让孩子知道你愤
怒，告知你作处理并让情
况好转。” （袁 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