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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虫不吃粪便
不能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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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碗吃饭不易饿？

南瓜虫是一种常见且难以控制的农业害
虫。它们的生长和存活需要健康的肠道细菌来
维持，但由于出生时没有从父母那里获得任何
细菌，因此它们在肠道微生物群建立之前很脆
弱。近期，一项研究显示，为了获得健康的细菌，
小南瓜虫天生就会寻找并吃下老南瓜虫的粪
便。

研究人员设置了一个实验场，看看小南瓜
虫如果有选择的话会被吸引到什么地方。当向
它们提供粪便或生理盐水时，小虫会反复向同
类成虫的粪便移动，即使是黑暗中或距离很远
也是如此。在进一步分析后，研究小组发现，这
些虫子可能是被粪便气味所吸引的。研究人员
拍摄了这种进食行为，并注意到当这些虫子找
到粪便时，它们会用口器钻进粪便中，并用唾液
将粪便液化。然后，它们用舌头吮吸粪便。

之前，这种摄食行为在南瓜虫中并没有被
描述过。研究人员表示，利用南瓜虫对粪便的偏
好可能有助于害虫防治。南瓜虫以叶子汁液为
食，而不是咀嚼它们，这使得许多传统的杀虫剂
对其无效。不过，它们的肠道微生物群脆弱性和
对粪便的偏好可能是一个有趣的弱点。

运动追踪数据
或帮助发现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是一种没有已知疗法的神经退行
性疾病，会导致运动功能相关神经元的进行性
丧失，确诊时的神经系统变性通常已持续多年。
而《自然·医学》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被动
采集的运动追踪数据或能作为预测帕金森病未
来发展的早期指标。

研究者利用英国生物银行采集年龄在 40
岁—60岁的10.3万人的数据，并模拟了运动追
踪设备的数据，以探究其是否能用来在临床确
诊前发现帕金森病患者。结果发现，相比常用的
临床标志物（如生活方式、遗传学、血液生化学
和患者报告症状），使用来自运动追踪设备的数
据训练的机器学习模型能更好地区分临床诊断
和预诊的帕金森病。白天的平均运动加速度在
帕金森病确诊的前几年里会减慢，且帕金森病
确诊患者的睡眠障碍比其他临床疾病患者（比
如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运动障碍）更严重。这
一研究结果表明运动数据或能作为发现有帕金
森病风险人群的低成本筛查工具。但研究者同
时表示，仍需在其他人群中开展进一步研究来
重复以上结果。

众所周知，饥饿感会因注意力的变化而受
到影响，例如人在看电视时吃东西就特别容易
过量进食，而且电视节目越有趣，人们就吃得越
多。最近的一项研究还发现，人的短期记忆也会
影响食欲。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对100名志愿者进行
了实验研究。研究人员让一部分人喝大碗装的
番茄汤，其余的人喝小碗的番茄汤，其实两碗汤
的分量相差无几。在吃完的 2小时—3小时后，
研究人员让这些人写下各自的饥饿感。结果显
示，喝大碗汤的志愿者，饥饿感普遍低于喝小碗
汤的人。

科学家认为，相比于食物摄入量等因素，人
们对上一顿饭的记忆会对食欲有更大的影响，
因而用大碗喝汤的人才不容易感觉饿。

但是，注意力的分散会影响人对刚吃过
食物分量的正确记忆，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
人在看电视时特别容易吃得多了。所以，科学
家建议，进餐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多
花点时间来观察食物的分量，这样就有助于
对食物的分量形成正确的记忆，从而避免过
度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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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便被称为晴空湍流。
晴空湍流产生于高空急流带附近。
组成高空急流带的是强劲的气流，
它们自西向东流动，将地球环绕其
中。在气象图上，它们多以宽阔的波
浪状线条表示，随低气压和高气压
中心弯曲变化。

当这些高速气流带离飞行航线
很近时，航空公司便喜欢让飞机在
这些气流带中飞行，从而提高飞行

速度，缩短飞行时间。与此同时，如
果气流不够稳定，形成湍流，就会冲
击飞机机翼。当冲击足够强烈时，飞
机便会上下颠簸。在过去的40年里，
晴空湍流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次数增
加了55%。根据模型预测，在未来的
30年到60年里，晴空湍流还将再增
加 100%—200%。更麻烦的是，每次
晴空湍流出现时，都毫无迹象可寻。

当湍流出现在暴风雨或云层中

时，飞行员能相对容易地察觉到它
们的存在。机载雷达可以追踪远处
的降雨动态，揭示空气的运动。因
此，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可以预先
通知乘客和机组人员，提醒他们在
颠簸发生前就座并系好安全带。然
而，对于晴空湍流，机载雷达却无能
为力。因此，飞行员往往只有在遭遇
晴空湍流之后，才能知晓它们的存
在。

晴空湍流是如何产生的？

首先，严重湍流相对较少发
生。根据飞行中的测量数据，大
气层中只有约 0.1%的严重湍流
会出现在飞机的飞行高度。“这
意味着平均飞行 8 小时，才会遭
遇约 30 秒的严重湍流。”大气科
学教授威廉斯解释道。更有可能
的情况是，每乘坐 10 次航班，有 9

次都不会遇到严重湍流，而只有 1
次会有几分钟的湍流出现。

轻度和中度湍流则更为常见，
也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在
中度湍流的影响下，飞机会在几米
范围内上下颠簸。威廉斯表示，目
前，每飞行 8小时可能会遇到 10分
钟至 15 分钟的晴空湍流。然而预

测模型显示，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大
气变暖，急流带中的风切变增强，
在未来的几十年，这种程度的湍流
将增加一倍甚至两倍。

由于颠簸更加频繁，飞机也可
能更容易出现磨损，航空公司也可
能会面临更高的维修成本。

据《环球科学》

云层的湍流是由太阳的加热效
应所产生的。黎明时分，太阳开始照
射地面，进而加热地表附近的空气。
加热后的空气由于密度比上方的冷
空气小，因此会向上抬升，而原本上
方的冷空气则会下沉到低处。空气
如此循环运动，便形成了所谓的对
流。大气的对流运动推动着飞机机
翼，若是遇上突然产生的强对流，推
力较大，飞机便会出现颠簸。

而晴空湍流则几乎只发生在急
流带中。急流带高速流动的空气（不

妨想象为一个矩形的管道）会对其
上方和下方流动较慢的空气产生剪
切力，破坏急流上下边界的稳定性，
使边界不再明晰。与此同时，由于急
流带空气与其上下方空气之间存在
着密度差，边界又会重新趋向稳定。

在大多数时候，边界会克服不
稳定的因素，回到稳定状态，让人享
受一段平稳的旅途。但若是风切变
增强，不稳定因素便会占据上风，导
致空气乱流，飞机上下颠簸。

通过研究大量历史飞行数据和

天气数据，英国雷丁大学的保罗·威
廉斯和同事发现，1979 年至 2020
年，北大西洋急流带中湍流的出现频
率提高了17％—55％。其中，最严重
的湍流类别（即G力大于1G的湍流）
出现频率增幅最大。在这样的加速
度下，飞机上任何没有固定的东
西——包括人的胃，都将暂时漂浮起
来，因为湍流导致飞机向下加速度超
过了重力加速度。这种情况下，飞机
能迅速下降几十米，如果没有系好
安全带，乘客便会脱离座位。

它如何影响我们乘坐的航班？

都是晴空湍流惹的祸

阳光明媚，万里无云，飞
机上升到了巡航高度。在机长广播

后，安全带指示灯熄灭，乘客也开始在机
舱内来回走动。然而，突然之间，飞机一阵晃

动。出于本能，你抓住了座位的扶手，离开座位
的乘客则尽力保持平衡，婴儿也开始哭闹起来。

一分钟后，颠簸停止了。你终于放松下来，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可飞机又开始
像落石一般猛然下降，你感觉
自己的胃都被颠到了
嗓子眼——可奇怪的是，
窗外并没有暴风雨，
甚至连云也看不到。

怎么在这样的好天气里，
飞机还会剧烈颠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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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