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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悖论：同性性行为是如何在进化中得以保留的？
据国外媒体报道，同性性行为似乎是一种与达尔文理论相悖的现象。它对生物的繁殖或生存似乎都没有明显的

益处，但却存在得相当普遍，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可占到2%-10%，并且显然会受到遗传因素影响。

这令我们忍不住想到一个问题：这些与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基因为何会在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呢？既然进化的基

础是基因通过繁殖代代相传，这些基因究竟是如何传递下去的？其传递下去的原因又是什么？

在最近发表在期刊《新人类行
为》上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人员对
一种可能的解释进行了验证：与同
性性行为相关的基因也许会给不
参与同性性行为者带来进化上的
好处。

研究人员主要测试的是，这些
基因是否还与拥有更多异性伴侣
的行为之间具有相关性。如果答
案为“是”，这或许能产生一些进化
上的优势。

研究人员利用了超过 35万份
英国“生物银行”项目参与者的遗
传数据。参与者需要汇报自己是
否有过同性伴侣、以及一生中总共
有过多少名异性伴侣。

接下来，研究人员又对成百上
千万个个体基因变体、以及参与者
本人报告的变量之间的关联展开
了分析。两种变量（是否有过同/异
性伴侣）均拥有多个与之相关的基
因变体，虽然每个变体的影响很
小，但多个基因变体加在一起，整
体的影响就很显著了。

研究结果显示，在从未有过同
性伴侣的人群中，与“有过同性伴
侣”相关的基因反而会变得与“拥

有更多异性伴侣”相关。这与研究
人员的主要假设是一致的。

进一步探索进一步探索
接下来，研究人员又尝试了复

制和进一步扩展自己的研究结果。
首先，他们使用另一组完全独

立的样本，成功复制了前一次实验
的主要结果。

其次，他们还想弄清，如果改
变对“同性性行为”的定义，之前的
研究结果是否依然成立。

例如，如果收紧对同性性行为
的定义，将其限定为“伴侣必须主
要为同性、或全部为同性”，而非只
要有过一名同性伴侣就行，是否会
对结果造成影响呢？

事实证明，结果与之前大体上
仍是一致的，不过统计信度要低一
些，因为适用的样本较少。

最后，研究人员还测试了个人
魅力、冒险倾向、以及对新体验的
开放程度是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此次研究结果。

换句话说，与这些变量相关的
基因是否既与同性性行为有关、又
与异性恋人群的异性伴侣数量相

关呢？
对于这两种情形，研究人员

都发现了相关证据，说明这些变
量的作用的确都很重要，但总的
来说，还不足以解释此次研究结
果。

因此，研究人员目前还未能总
结出一套可靠的理论、解释这些基
因是如何产生进化优势的。也许
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结合作用下，
可以使个体在整体上“更具吸引
力”。

模拟进化模拟进化
为了弄清上述假想的进化过

程究竟会如何展开，研究人员还开
展了一次人口连续生育多代的数
字模拟。这些模拟人口都拥有一
些相关“基因组”，会影响其对同性
和异性伴侣的偏好。

模拟结果显示，基因效应的确
可以让同性性行为在人口中保留
并维持下去，尽管这种特征本身按
理说并不具备进化优势。

最关键的是，此次模拟还说
明，如果与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基因
不会给人类带来任何益处、以抵消

它造成的影响，那同性性行为就很
可能在遗传过程中逐渐消失。

这些发现为破解“同性性行为
为何能在进化中保留下来”这一谜
团提供了重要线索，但有几点重要
事项需要说明。

首先，此次研究全部基于现代
西方白种人的样本。至于这些结
果是否同样适用于处于其它地点、
其它年代的其他种族或文化，研究
人员暂不清楚。未来的研究如能
使用更具多样性的样本，或许有助

于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研究人员还想说明一

点：有些人会认为同性性行为的遗
传和进化是一个敏感话题，研究它
恐怕欠妥。但他们认为，人类行为
科学的目的就是揭开人类本性之
谜，自然要弄清哪些因素会影响人
们的共同点和差异性。如果仅仅
因为政治敏感性、就对性偏好等研
究话题避而不谈，这些正常的人类
多样性现象就会彻底被遮掩在黑
暗之中了。

外星人可能正在用外星人可能正在用““戴森球戴森球””收集黑洞的能量收集黑洞的能量？？
据国外媒体报道，技术先进的

外星人可能会用某种巨型结构
——类似于科学家假想的“戴森
球”——从黑洞中获取能量。一项
新的研究认为，这种球体结构可能
会以特殊的方式发出辐射，让地球
上的望远镜发现宇宙其他地方存
在智慧生命的证据。

戴森球是一种假想的人造结
构，以球形围绕一颗恒星，从源头
捕捉该恒星的光线并获取能量。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理论物理
学家弗里曼·戴森在 20世纪 60年
代提出。科学家在新研究中指出，
某些能够进行星际旅行的外星文
明可能已经制造出了戴森球；这些
文明零散分布于恒星系统中，需要
借助类似戴森球的技术来满足不
断增加的能量需求。

天文学家现在开始思考能否
围绕黑洞而不是恒星建造一个戴
森球。

黑洞其实是天空中最明亮的
物体之一，尽管我们通常认为黑洞
是黑暗的、吞噬一切的，但黑洞可
以辐射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
当物质落入黑洞时，通常会形成一
个圆盘，就像水绕着排水口旋转一
样。

当这个圆盘中的气体和尘埃
旋转并相互碰撞时，由于摩擦生
热，其温度有时可达数百万摄氏
度，从而发出 X 射线辐射。巨大
的能量束也可以从黑洞的两极
发射出来。由于黑洞将巨大的
质量挤到极小的空间内，因此它
们比恒星小得多，可能更容易被
包围起来，选择“在黑洞周围建

造戴森球”的外星文明可以节省
很多材料。

外星人可以将一颗大型卫星
置于黑洞的稳定轨道上，然后使用
类似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东西收集X
射线能，他们也可能围绕黑洞建造
一个环状结构，或者用平台将黑洞
完全包围起来，就像弗里曼·戴森
最早提出的概念一样。当然，这些
设想中的结构一个比一个复杂，真
正实现需要克服难以想象的挑战。

无论如何，黑洞能够辐射的能
量是太阳这样的恒星的10万倍，这
意味着能驾驭黑洞的物种会获得
更多的能量。这项研究于7月1日
发 表 于《皇 家 天 文 学 会 月 刊》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正如弗里曼·戴森在他1960年

的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宇宙天体
的能量在被吸收和使用后，必须再
辐射出去，否则就会积聚起来，最
终熔化戴森球。研究人员表示，这
种能量会转移到更长的波长，因此
黑洞周围的戴森球可能会以紫外
线或红外线的形式释放出一种难
以解释的能量信号。

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天基广域红外巡天探测
器（WISE）和位于夏威夷的 Pan-
STARRS望远镜在内，一些仪器在
对夜空进行详细的巡天观测时，已
经记录了数十亿个天体，如果黑洞
周围的戴森球真的存在，其活跃迹
象可能已经被这些探测器记录下
来了。

研究团队目前正在开发一种
算法，可以在这些数据库中搜索并

寻找可能指示戴森球的特定证据，
无论发现什么结果，这样的搜索都
可能带来好处，即使没有发现戴森
球，你也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
一些有趣的东西。

当然，对于外星工程师而言，
黑洞会带来独特的挑战。从能
量产生过程角度，黑洞往往不如
恒星稳定。尽管它们会持续发
出辐射，但是当吸积盘中的物质
被消耗更多或更少时，黑洞往往
会突然爆发，随后保持一段时间
的平静，外星文明可能要非常小
心黑洞能量的大规模爆发，这可
能会破坏围绕其运行的巨型结
构。

不过，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有
外星智慧生命在寻找比恒星更强
大的东西，那很可能就是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