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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植物会睡觉吗?

0303
番茄煮熟后
为什么会变得更酸？

0202
地球上的老鼠
都灭绝了是好事吗？

0404
经常低头看手机
可能导致双下巴？

至少树会。研究团队使用红外线激
光扫描仪测量了多个品种的树，其中包括
两棵白桦树。数据显示，入夜后白桦树叶
片逐渐下垂，直到日出前数小时达到最低
点，在日出后又逐渐恢复到之前的高度。

查尔斯·达尔文明确提出这就是植物
的“睡眠运动”，并推测植物叶片到了晚上
合拢睡觉，是为了抵御夜间的寒冷气温。

据了解，树也有睡眠质量不好的情
况。当树木患有疾病或进入衰老期后，它
的睡眠也会像人类一样“辗转反侧”，而
且有的树还会像动物一样冬眠。

说起人们最希望消失的动物，老鼠
绝对排在前三位。如果地球上所有老鼠
都消失了，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吗？

在一个没有老鼠的世界里，人类的医
学研究将会严重受阻。数据显示，95%的
实验动物都是老鼠，如果老鼠消失了，在
短时间内，人类将找不到更合适的实验动
物替代品，新药的研发速度将会减缓。

如果所有老鼠都从地球上消失了，
病毒会找到其他宿主来代替老鼠，不但
很多疾病不会消失，传染途径也会一下
子变得未知，从而对人类造成更大的危
害。

在一段时间内，因为老鼠的消失，食
物链将被打乱，生物多样性将遭到严重
破坏；而缺少了老鼠这种播种动物，很多
植被极有可能跟着老鼠一起消失。

低头看手机时，背部会弯曲且脖子
前倾，这使得颈部承受的重量远大于头
部重量。长此以往，斜方肌习惯性紧张造
成脖子前倾体态，最终形成肌肉型双下
巴。

另一方面，脖子长期前倾，会使皮肤
更易变得松弛下垂。长期保持头前伸状
态，颈部肌肉薄弱，支撑力不够，脂肪也
易堆积在下巴并随重力下垂。

所以，尽量不要长时间看手机。如果
已经有双下巴，可以通过自身减脂、肌肉
锻炼，辅以体态矫正改善。

据《科普中国》等

生吃番茄并没有那么酸，煮熟后怎
么就变得很酸了？

因为番茄中的酸性成分主要是柠檬
酸和苹果酸，这两种酸都属于弱酸。但经
过升温，它们中的更多氢离子得到释放，
而氢离子正是酸味的根本来源。而且番
茄被切开煮烂，原本缓冲和束缚酸味的
物质结构也被破坏了，酸性物质得以释
放。

另一方面，番茄中的吡喃型果糖在
温度升高时，会向呋喃型转化，于是番茄
的甜度就下降了，显得更酸了。这也就是
水果、酸奶等酸味食品为什么热了以后
会更酸。如果想让柠檬水更酸点，可以先
用少许热水泡柠檬。

那么，生物演化研究的难题来了——爬行动物的
“方骨”和“关节骨”是如何演化成哺乳动物听小骨的呢？
我国古生物学家通过研究河北省出土的距今约1.6亿年
的一件“双钵翔齿兽”化石，解开了生物演化这一难题。

双钵翔齿兽是一种贼兽类动物，与恐龙生活在同一
时代，是早期哺乳动物，样子很像今天的松鼠。“它不仅
有大尾巴，还有可以滑翔的双翼。”该成果的第一作者、
内蒙古自然博物馆馆长王军有说，“非常罕见的是，这一
标本的两侧保存了完整的听小骨和关节结构，其中，砧
骨仅长约1毫米。”

王军有还原出了这样一幅图景——这只双钵翔齿
兽生活在有大量湖泊和森林的辽西地区，突然有一天，
一场火山爆发把它的家全覆盖了，这只双钵翔齿兽被完
好地“封印”在了岩层中，甚至连 1毫米的听小骨也保存
了下来。1.6亿年后，古生物学家在研究这些被大自然完
好留存的细微结构后发现，双钵翔齿兽的听小骨已明显
与下颌分离，属于典型的哺乳动物中耳。其中，砧骨、锤
骨这两块听小骨，与现生鸭嘴兽类一样，是上下叠覆的
关系。

我们是如何能我们是如何能““听到听到””的的？？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中耳”。“听”是生物演化进程中最美妙的事情之一，但
是敏锐的听觉并非“天赋”，而是要靠演化，更需漫长历史长河的“打磨”。

“哺乳动物的耳朵，是从爬行动物的耳朵进化而
来。”论文的通讯作者、云南大学教授毕顺东说，“这是生
命演化大戏中最精彩的章节，也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
身体结构由一种功能变为另一种功能的经典范例。”

哺乳动物中耳有三块听小骨——镫骨、砧骨和锤
骨，它们是哺乳动物骨骼系统中最小的骨头，是听觉链
上的重要结构，也是哺乳动物听到声音的关键。

“听见”的过程极其神奇。声波从外耳进入，通过窄
窄的耳道，穿越鼓膜，到达中耳区，就会遇到锤骨、砧骨
及镫骨，这“三兄弟”在耳膜与充满液体的内耳间，能把
声波放大，再将声音有效地传递到内耳。我们的耳朵之
所以能“听见”，就与这三块听小骨有关。

而爬行动物的中耳仅有一块听小骨——镫骨。因
此，哺乳动物比爬行动物的听觉更敏锐，能感知到更细
微的声音。

爬行动物的中耳是怎么演化为人的中耳的呢？这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毕顺东尝试进行通俗的解释——

爬行动物的下颌与头部相连，它们的中耳虽只有一

块镫骨，但它们头骨中的“方骨”和下颌中的“关节骨”形
成的颌关节，却具有咀嚼和听觉的双重功能。

“简单来说，爬行动物的嘴不仅能‘吃’，还能‘听’，
它们在吃东西时，下颌上下运动，会影响到听力，因此它
们几乎是嚼几下就咽了，像鳄鱼和蛇不能撕咬和咀嚼，
只能囫囵吞下去。”毕顺东说。

在进化为哺乳动物的漫长岁月中，爬行动物的“方
骨”和“关节骨”逐渐演变成了砧骨和锤骨，位置也从嘴
部向上、向后移到了头部，最终与镫骨一起，形成了哺乳
动物“三骨鼎立”的听觉。

其实，人类也留下了爬行动物这一特征。人类的锤
骨与砧骨也是由爬行动物的关节骨和方骨演化而来，位
于中耳腔，通过耳咽管与鼻咽部相连。举例来说，当人类
嚼硬东西，像豌豆、蚕豆、薯片时，听力是会受影响的。再
比如，人类感冒咳嗽、咽喉发炎时，有时也会导致中耳
炎。而中耳炎产生的积液，可能会堵塞耳咽管，影响听
力，严重时甚至会暂时性失聪。

关于爬行动物中耳演化为哺乳动物中耳，学界一直
存在两种假说。

一种是“脑颅膨胀”说，即哺乳动物生长过程中，脑颅
增大，致中耳位置后移，最终中耳脱离下颌。第二种是“负
向异速生长”说，即在哺乳动物胚胎发育早期，中耳骨骼
形态相对于下颌较大，中耳骨化时间更早，因此在胚胎发
育后期，随着头骨、下颌的长大，中耳听小骨最终脱离下
颌。

而毕顺东等人对双钵翔齿兽的研究成果，推翻了以
上假说。

“正是砧骨和锤骨上下叠覆的连接方式，允许这两块
听小骨间能发生微小运动，从而为哺乳动物下颌的运动
提供了空间。”毕顺东解释说，简单理解，这两块叠覆的骨
头为哺乳动物前后、左右、上下咀嚼提供了可能。

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两块听小骨与下颌完全分离，
并不断缩小，进入到中耳，专职听力，真正演化为哺乳动
物的听小骨。

“听小骨，终于从具有咀嚼和听觉双重功能，过渡到
单一听觉功能。而强大的听力，也为哺乳动物躲避天敌提
供了预警保护。可以说，哺乳动物中耳的演化，完全是自
然选择的结果。”毕顺东说。

听小骨虽小，却让人类获得了更为敏锐的听力，以及
对更大声阈范围的感应力。毕顺东说：“听力的提高、听觉
的敏锐，可能正是哺乳动物能躲过中生代大灭绝、繁衍至
今的一个关键原因。”

据新华网

哺乳动物的听力演化是古生物学研究之谜。我国古生物学家通过研究1.6亿年前的化石，解开了这一谜题，证实与恐
龙同时代的“贼兽”已长有哺乳动物中耳。该成果于1月28日在线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上。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下这项
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成果。

“贼兽”揭开中耳演化之谜

人类耳朵是从爬行动物进化而来

听力，躲过大灭绝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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