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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正在重塑地球：动物“变形”应对气温上升
据国外媒体报道，全球变暖正

在重塑我们的星球，这将产生更多
的飓风，引发更多的火灾，河流逐
渐干涸。科学家最新研究显示，全
球气温升高还带来一些意想不到
的变化，受全球气候转暖影响，许
多动物正在改变身体某些部位的
大小和形状，一些动物的翅膀变得
更大，长出更长的耳朵，还有更大
的喙。科学家称，这些变化不是随
机偶然发生的，动物们正在经历

“变形”，从而达到更好地调节体温
——基本上是为了降温。

澳大利亚一支联合研究小组，
跟踪分析大约 30个物种在不同时
间跨度对气温上升产生的反应。
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梳理了其他研
究人员进行的近 100项研究报告，
其中一些研究是基于实地调查，一
些基于实验室研究，还有一些基于
博物馆大量藏品，这些藏品包括保
存、分类和测量几十年以来的动物
标本。他们对一些研究报告进行
跨度 1-2个世纪的对比分析，最终
研究报告发表在近期出版的《生态
学和进化趋势》杂志上。

不同于人类，野生环境的温血
动物无法享受夏季的室内空调，所
以它们必须调整自己的身体来避
免过热，这些温血动物通过肢体释
放热量，对于像老鼠这样的小型动
物而言，它们的尾巴发生改变起到
了降温作用，对于鸟类而言，它们
的喙发生变化起到降温作用，大象

则依靠它们巨大的耳朵进行降
温。在一段大象在非洲草原上漫
步的视频中，它们的耳朵周期性地
前后摆动，向外不断释放多余的体
热。

在不同时期，澳大利亚鹦鹉的
喙部变大了，中国圆叶蝙蝠长出更
大的翅膀，欧洲兔子长出了更长的
耳朵，老鼠的尾巴也变长了。鹦鹉
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许多研究人
员都在关注着该物种，这是因为博
物馆中有大量鸟类收藏标本，其历
史可追溯至19世纪，部分标本的历
史甚至更早。

基于这些标本数据，研究人员
发现自1871年以来，鹦鹉的喙表面
积增加了 4-10%，同时，一些博物
馆收藏了65年前圆叶蝙蝠的标本，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结论——从 20
世纪50年代开始，蝙蝠的翅膀表面
积增加了1.5%。

研究人员称，这种动物体型改
变是有道理的，在生物界存在着

“伯格曼定律”，即生活在寒冷气候
中的生物通常比那些靠近赤道的
生物体型更大、脂肪层更多，从而
能更好地保存体内能量。该生物
定律以19世纪生物学家卡尔·伯格
曼的名字命名，他在1847年首次描
述了这种生物现象。30年后，另一
位生物学家乔尔·阿萨夫·艾伦进
一步扩展了这个概念，他说适应寒
冷气候的动物四肢会更短，可有效
地保持体温。出于类似的温度调

节方法，在气温更高的气候环境，
温血动物的附属体长得更大有利
于散热降温。

温血动物改变的附属体包括：
喙、耳朵、尾巴，甚至翅膀，这些附
属体发生形状改变将更多的热量
散发至周围空气中，粗略地比较一
下，这与公寓散热器的工作原理是
类似的。与较小的散热器相比，表
面积较大的散热器会向房间释放
更多的热量，在鹦鹉的热成像照片
中，人们可以看到热量从它的喙和
爪子释放出来，呈现亮黄色的光
线。

更大的附属体允许更多的血
管生长，从而带来更多的血液，从
而驱散更多的体温，依据艾伦法
则，随着动物附属体表面积逐渐增
大，对于动物而言，意味着当血液
泵入特定的附属体时，热量可能流
失的表面积也将增大。

研究团队还进行了各种各样
的实地研究分析，其中一项研究测
量了2003-2011年加拉帕戈斯群岛
雀类的喙部，发现它们对温度峰值
变化的反应会扩大。伴随着气温
逐渐升高，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类
喙部发生变化，变得更大一些。

随后研究团队将分析对象聚
焦在欧洲兔子身上，这些兔子被带
到澳大利亚，在不同的气候地区生
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耳朵作为身
体较热部位，会逐渐变长，这是一
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说明动物被引

入其他地区后，能对环境温度发生
的差异做到身体调整反应。

研究小组还发现在温度更高
的实验室环境中长大的日本鹌鹑，
它们的喙变得更长，仅需一代群体
就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样，在实
验室培育的老鼠成年之后，它的尾
巴比野生老鼠更长。研究的实验
对象时间跨度比博物馆或者实地
研究更短，这表明动物真的很快就
会适应环境。

然而，研究人员并不确定这种
身体变形是否是一种趋好的发展，
这取决于身体变化是否能跟上环
境变化的步伐，以及这对寻找食物
或者躲避捕食者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更大的耳朵或者喙部可

以帮助动物降温，而不是身体过热
或者死亡，这将是一件好事。但是
某些变化可能会干扰某些生物的
觅食能力，例如：对于以花蜜为食
的鸟类而言，小而窄的喙是非常重
要的。如果蜂鸟的喙变得越来越
宽，可能会无法获取花朵的营养物
质，从而导致蜂鸟营养不良。因
此，身体变形并不意味着动物能很
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仅是意味着它
们正在进化以承受外界环境的变
化，从长远来看，这是否会帮助他
们生存和发展仍不清楚。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温度上
升将会使更多的动物变形，变形这
个词很好地展示了动物如何随着
时间推移而对环境挑战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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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面包是全

球各地餐桌上最常见的食品之
一，并且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人
人都喜欢碳水化合物，面包更是
许多人的最爱。如果我们成天只
吃面包，岂不是很美妙？也许是
吧，但问题是，这样做真的可行
吗？

如果只吃品质上乘、经历了
一定发酵的全麦面包，你也许能
活下去，但迟早会出现营养缺乏，
而且迟早会厌倦这种完全由碳水
组成的食物。

许多人都好奇过，人类能否
仅靠一种食物生存。如果只吃一
种食物，可能既省时又省力，或许
还能省钱。而且许多食物的营养
其实相当丰富。但没有一种食物

能够提供所有的营养物质，因此
人类才进化出了丰富多样的饮食
习惯。例如，经过技术培育的土
豆中虽然含有人类生存所需的全
部氨基酸，但其中许多种氨基酸
的含量都很低，就算你食用的土
豆远远超过每日热量上限，最终
仍会患上营养缺乏症。

面包也有同样的问题，只不
过不同种类的面包营养成分也有
所不同。不像土豆、大米这些农
作物，面包这种碳水食品是由不
同的谷物、水、以及微生物混合制
成的。这些微生物（酵母和特定
种类的细菌）可以将谷物分解，使
其中的营养物质释放出来、得以
被人类吸收。因此面包作为最终
产品，其实比它的主要原料全麦

有营养得多。
如果将粥与传统方法制作的

面包相比，面包的营养价值要更
胜一筹，因为粥没有发酵过程，谷
物中的关键营养物质就无法释放
出来。但只有用传统方法制作的
面包才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因
为如今很多面包都用精面和商业
酵母制成，失去了全麦提供的营
养成分。

因此，如果你想试试只靠面
包活下去，就得吃以全麦为原材
料、由酵母和细菌混合物制成的
面包，这样才能将全麦完全分
解。最符合这种需求的大概是以
传统方式制成的酸面包，它由酵
母和乳酸杆菌结合发酵而成，并
且发酵速度很慢，确保全麦中所

含的营养物质能够充分释放出
来。

但即使是酸面包，恐怕也不
足以让你存活下去。就像上文提
到的土豆那样，你迟早会出现营
养缺乏的问题。就算是用天然酵
母、细菌和全麦做成的酸面包，也
无法提供足量的维生素 C、维生
素 B12、维生素 D、钙等营养物
质。若缺乏这些关键营养素，人
就会患上坏血病，导致肌肉变得
虚弱、产生疲劳感。钙则对预防
骨质疏松症至关重要。此外，人
类还需要脂肪才能存活，而酸面
包中并不含脂肪。

如果你长时间只吃一种食
物，很可能在你患上严重的营养
缺乏症之前就早已吃腻了。这与

一种名叫“感官特定的饱足感”的
心理现象有关。科学家发现，一
种东西吃得越多，带来的愉悦感
就越低。但有的食物更容易吃腻
（比如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而一
些科学家发现，面包其实是一种
不太容易吃腻的食物。

虽然酸面包等全麦面包很有
营养，但无法提供所有营养物
质。而且对大多数人而言，一生
如果只吃一种食物，那人生还有
什么乐趣可言？如果你只是想简
化一下自己的饮食，有很多食物
组合可以选择，都可以提供比较
全面均衡的营养。但即便如此，
也最好经常改变一下自己的饮食
习惯。如果不知道吃什么最好，
那就什么都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