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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亮相

本次展览，最具学术意义的亮点是
“现代之路”板块展示的古 DNA捕获技
术。展厅中，一排精致的实验室微缩模
型，让观众直观了解研究人员如何从“污
染”严重的古生物样本中提取古DNA。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所长邓涛在接受采访时介绍，对古
核基因组捕获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使大
规模研究古 DNA成为可能。利用这项
技术，解码了东亚最古老的现代人“田园
洞人”基因组，揭示了东亚史前人类的多
样性与遗传历史的复杂性。大规模、系
统性地研究了南北方古人群基因组，揭
示了近万年来中国人群南北方分化格

局、主体遗传连续性、双向迁徙过程，以
及南岛语系人群的中国南方起源、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这些工作，
填补了东亚史前人类遗传与演化的重
要信息缺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团队独
立开展相关研究的技术与创新实力。

一位姓郭的学生告诉记者，“看了
现场实物，感觉和书本上看到的不太一
样，觉得非常珍贵。”而观众王女士对记
者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国文
化研究，观展可以帮我更好地开阔知识
面、提升专业素养。从这个展览也更好
地认识了古人类研究这个学科。”

（据《华西都市报》）

古DNA 捕获技术
“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国博展出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这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问，也是
考古学家持之以恒求索的课题。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东方故乡——
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展或许能揭开谜团。展览通过 220
余件（组）展品，由脊椎动物从鱼到人的化石证据展开，结合
各类场景还原和多媒体技术手段，讲述了人类从猿到人的百
万年活动历程。

探寻人类起源秘密探寻人类起源秘密

在国博南 3 展厅，走过短短的距
离，却仿佛穿越了数十万年的时空。通
过地板上灯光打出的小脚印，可以清晰
了解观展路径。进入展厅，映入眼帘的
便是展厅中最大的来自晚白垩世的恐
龙模型——棘鼻青岛龙。它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出土的第一具完整恐
龙骨架，发现于山东莱阳，被称为“新中
国第一龙”。

由海洋时代到恐龙时代再到人
类崛起，展览详细介绍了整个演化过
程，展示了石器时代人类如何制作工
具，并走向社会化的过程。值得注意
的是，本次展出的“郧县人 3 号”头骨
化石，是欧亚内陆迄今发现的同时代
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之一，距
今约 100 万年，是研讨人类在东亚出
现和发展的重要化石证据，实证了
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它的发现，
入选了 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展览中，还可以看到距今 3.8 万
年至 2.5 万年的山顶洞人复原像，并
通过图片，展示了山顶洞人制作器
具、埋葬死者、缝制兽皮等社会化活
动场景。蓝田直立人，是我国迄今发
现的有确切地层年代的最早古人类
化石，其头骨距今约 163 万年。此次
展出，除了头骨模型，还有他们使用
到的石核、石片、直刃刮削器等。展
览还穿插了一些故事展示，如墙上的

“周口店纪事”，通过照片蒙太奇的方
式，还原考古工作者从发现到挖掘再
到保存的过程。

国博研究馆员、策展人王月前介

绍，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
至今、一脉相承的文明。从 1929 年周
口店遗址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骨化石
至今，我国已有 70多处遗址发现史前
人类化石。分布在广袤中华大地上的
元谋人、蓝田人、金牛山人、山顶洞人
等诸多古人类化石，连同大量伴生遗
存，共同构成了古人类学研究的直接
证据。

本次展览，按历史时间线顺序分
为“物竞天择”“矗立东方”“智慧灵长”

“现代之路”四个单元。“物竞天择”部
分，以古脊椎动物演变历程展现生物多
样性及环境的依存关系；“矗立东方”部
分，以元谋人、蓝田人、泥河湾、北京人
等重要发展展示中国直立人等演变形
态；“智慧灵长”部分，展现承上启下的
智人发展历程；“现代之路”借助基因组
数据成果，展示现代人的直系祖先，即
早期现代人的演变格局。

研究发现，中国直立人存在复杂
的变异，直立人群体在形态上呈现南北
差异。在“矗立东方”板块，便通过南北

差异划分出不同流域出现的古人类群。
在北京周口店，距今 3.5万年至 3.8

万年前，山顶洞人已开始使用骨针缝制
衣物，并在薄薄的草鱼眶上骨穿孔用来
佩戴装饰，还用赭石颜料对部分装饰品
染色。距今 2.9万年至 2万年前，宁夏
灵武水沟洞的先民将鸵鸟蛋片修整为
精致的环形装饰品。宁夏鸽子山出土
的鹿牙装饰品，距今 1.3 万年至 1.2 万
年，其表面残存的黑色、红色物质，说明
当时的人可能以赭石、木炭混合动物油
脂制作黏合剂，将鹿牙犬齿固定在衣物
上……这些考古实证还原了更细节、更
接近历史真实的古人类生活。

古DNA 捕获技术流程展示。

古DNA捕获技术是亮点
填补东亚史前人类重要信息缺环

基因组数据成果显示
中国直立人形态呈现南北差异

据新华社北京电 《参考消息》日前
刊登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文章《防蓝光眼镜
能否缓解视疲劳？》，报道摘要如下：

防蓝光眼镜可能不会减轻紧盯电脑
屏幕引起的眼睛疲劳，这是根据近期发表
于科克伦系统综述数据库的一项新研究
得出的结论。该研究对覆盖多个国家近
620人的 17项防蓝光眼镜随机对照试验
进行了评估。

眼镜制造商有时会声称，通过阻挡
可见光中这种波长较短的光（即蓝光），防
蓝光眼镜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视觉清晰，甚
至可以改善睡眠。但上述研究发现，防蓝
光眼镜对佩戴者的视觉质量“可能影响不
大或毫无影响”，而且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也不像有些研究报告声称的那样“有显著
改善”。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当人们使用
电脑时，会出现眼睛疲劳症状，原因是当
人们紧盯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少于平常，
眼睛会变得干涩。此外，紧盯近距离的物
体会导致眼部肌肉收缩。短时间内，这
会导致用眼过度。而长时间后，这会加
剧近视。

一些证据表明，傍晚暴露于蓝光环
境中会打破我们的睡眠-觉醒周期。但你
并不需要特殊眼镜来解决这一问题，美国
眼科学会建议晚上干脆把电子设备设置
为深色模式，并在就寝前一两个小时完全
避开屏幕。

这项新研究也有其缺陷。参与者
少、时间跨度短等限制了评估人员判断这
些眼镜从长远看能否显示出明显益处。

防蓝光眼镜
能否缓解视疲劳

8月 24日，日本东北太平洋沿岸，
东京电力公司开启了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污染水的正式排海。此后的数十年
间，福岛核电站产生的污染水将持续
排入大海。日本强排核污染水入海一
事，引发全球关注。同时，此事也让

“食用含碘盐可预防核辐射、保护甲状
腺”的说法再次流传，引发部分人抢购
加碘食用盐。

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人类
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料之一。我国食盐
加碘的目的是防治碘缺乏病。环境缺碘
地区通过食盐加碘，可以安全、便捷、长
期地对当地居民进行碘营养的补充。

核污染水中的碘主要以放射性碘
形式存在，而人体甲状腺是对放射性
碘照射较为敏感的器官，放射性碘的
照射会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在《碘甲状腺阻滞——
规划和应对放射性和核突发事件指
南》中推荐，要实现防核辐射的目的，
成人（大于 12岁）摄入“稳定碘”的单次
剂量应为 100毫克。而我国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用盐碘含量》规定，加碘
食盐中的碘含量为每千克 20毫克至 30
毫克。这意味着要实现单次摄入 100
毫克“稳定碘”的目标，需要一次食用3千
克至 5千克加碘食用盐。这远远超出
了人体所能够承受的食盐摄入量极
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明
确提出“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超过 5
克”，如果过量摄入，会给人体各个脏
器带来严重负担，诱发或加重心脑血
管疾病以及慢性肾病，严重者可能造
成脱水甚至死亡，因此想靠食用含碘
盐来预防核辐射是不现实的。

（据《科技日报》）

食用含碘盐能防核辐射？
真相：至少6斤才能起作用

鱼群跳跃是地震前兆、暴雨后自来水不能喝……

这些网上流传的说法靠谱吗
前不久，不少流言在网络上热火朝天地传播着：鱼群跳跃是地震前

兆、暴雨后自来水不能喝、食用含碘盐能防核辐射……
今天，就和您一起将流言逐个抽丝剥茧，用科学手段还原事实真相。

今年 8月，昆明持续降雨，滇池草海
入湖水量增加较快，为保障安全、调节水
位，相关工作人员适时开启连通泵站，将
滇池草海的水向外海调运。此时，在泵
站出水口会产生较大外泄水流，白鲢顺
水流而出，导致大量鱼类聚集，同时它们
又对水流刺激敏感，故出现鱼群跳跃的
现象。此外，滇池海埂西码头常有游艇
出入，也会扰动水体，鱼群也容易因此产
生跳跃行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网友将鱼群跳
跃与地震联系起来，此前在河南、广东等
地，都发生过大量鱼群跃出水面的情况，
也有不少网友将其与地震相关联。不
过，事实证明，鱼群跃出水面通常系水体
扰动或周围环境变化所致，与地震无关。

今年 8月，全国多地发生极端强降
雨天气。暴雨冲刷往往会导致泥土、杂
物等进入水库、河流等水体。有人提
出，暴雨带来的污染物会进入城市自
来水管，导致自来水质量严重不达标，
不能饮用。

事实上，暴雨过后虽然会有污染
物进入水库、城市河道等部分城市水
体，但并不会影响城市水源地的所有
水源。即使部分污染物被暴雨带到水
体中，自来水厂也会在制水时将有害
物质消除，最终生产的自来水都是符
合饮用水标准的。

鱼群跳跃是地震前兆？
真相：系水域环境变化所致

暴雨后自来水不能喝？
真相：自来水水质不受暴雨影响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近日，在永宁县团委的牵线联
系下，民革江苏省委直属科技支部、南京苏青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南京友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硕康研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南京乾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韩博士青
少年综合素质发展中心一行来到闽宁镇园艺小学开展
2023苏青合伙人“爱心中国行”活动，续写江苏南京与宁夏
银川两地的青年情缘。

活动伊始，少先队员向与会嘉宾佩戴红领巾。江苏省
团委兼职副书记、南京苏青科技集团董事长刘伯敏致词，
勉励闽宁镇园艺小学的孩子们，珍惜宝贵学习机会，永葆
科技探索精神，好好学习，放宽眼界，学成归来，建设家
乡。永宁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教育团工委书记施波激励
全校师生向青年大朋友学习，把科普的种子撒向中国的大
江南北，心怀感恩，砥砺前行。

2023苏青合伙人“爱心中国行”团队向闽宁镇园艺小
学 100名少先队员发放爱心学习礼包，为四年级 66名同学
送上科普套盒，还为品学兼优的 10名少先队员每人发放
500元奖助学金。“感谢你们对闽宁镇园艺小学的大力支
持，我们将利用好爱心人士捐赠的科普套盒，把科技知识
送到少年儿童身边，让少先队员在亲手操作中学习科技知
识，感受科技魅力，激发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满腔热
忱。”闽宁镇园艺小学负责人说。随后，2023苏青合伙人

“爱心中国行”唐虎老师为永宁县闽宁镇园艺小学全体师
生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科学实验秀。

永宁县团委将多方筹措资源、多点带动发力，实施好
新时代“希望工程”科技创新项目，增强科技创新意识，拓
宽科学探索视野，全面培养和提升少年儿童勤动手、善动
脑、爱科学、乐创造的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

江苏宁夏两地情相牵科普捐赠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近日，由宁夏农村科技发展中
心、固原市科技局主办，宁夏技术市场承办的“六特”产业
科技成果推介对接会（固原专场）在原州区举办。来自原
州区、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的科技管理部门和
相关涉农企业代表参加对接会。

此次对接会以“聚焦产业发展，助力县域创新”为主
题，围绕固原市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需求，前期实地
走访宁夏福苑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宁夏明德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等 17家企业，征集凝练 16项技术需求、2项
科技人才需求，并通过宁夏技术市场平台与国内相关大
学、科研机构进行对接。对接会邀请来自浙江大学、厦门
大学等 9位专家，线上线下路演推介了农业自动化采摘、多
功能土壤改良剂等 10多项最新科技成果，成果内容涵盖新
技术、新品种、新设施和新模式，专家团队与参会企业现场
就进一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进行了对接交流。

此次对接会是结合主题教育开展的农业科技成果走进县
区系列活动之一。活动致力于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
公里”，通过科技项目申报政策解读、产业科技需求挖掘、科技
成果精准匹配和专家现场咨询对接相结合，为区内外各类科技
创新主体搭建了推进东西部科技合作和成果对接转化的有效
平台，拓展了科技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渠道。

聚焦产业发展 助力县域创新
“六特”产业科技成果推介对接会（固原专场）举办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近日，第八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宁夏）绿色能源及装备制造产业技术需求专场对接会在
银川举办，我区 6家绿色能源及装备制造企业成功对接了
技术解决方案，达成合作意向金额 400余万元。

本场对接会由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宁夏科学技术厅、宁夏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办，宁夏生产力促进中心承办，宁夏企业科技创新服务联
合会协办。以解决绿色能源和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难题为目标，通过调研走访、征集凝炼，
共梳理包括“多工位阀板精密研磨机研发”“风电、光伏系
统新技术应用与提效改造”等 31项技术创新需求，面向全
国公开发布征集技术解决方案，吸引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地质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宁夏大学等省内外 8所高校、科研院
所专家团队与技术需求方开展对接洽谈。

通过前期线上对接、线下实地走访和当天的路演洽谈，
宁夏银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宁夏惠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银川市英奥特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等 6家绿色能源及装备
制造企业分别与中国地质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宁夏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等，成功对接了技术解决方案，达成合作意向。

“期望达成合作意向的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
同创新，形成紧密的产学研融合机制，将高水平的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到市场一线，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提升我区
绿色能源及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力竞争力，为
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引擎、新动力。”宁夏生产
力促进中心主任赵功强说。

我区6家绿色能源及装备制造企业
成功对接技术解决方案

据新华社北京电 近日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心理
学前沿》上的新研究发现，嗅觉也会影响人类对颜色的感知。

人类大脑会“整合”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种感官信息
来理解周围环境。已有研究发现，颜色会影响人们对气味
的感知，例如人们可能会觉得橙色的饮料是橙子味的，而
实际上饮料是樱桃味的。

为探究气味是否会影响人们对颜色的感知，英国利物浦
约翰·穆尔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24名嗅觉和色觉正常
的成年人展开测试，其中包括11名男性和13名女性，他们的
年龄在20岁至57岁间。受试者需面对屏幕上的一个正方形
色块，并通过手动调整滑块，把正方形调成中性灰色。他们
所在房间被随机注入咖啡、焦糖、柠檬等不同物体的气味。

结果显示，当受试者闻到咖啡气味时，他们眼中的“灰
色”更偏红棕色；当闻到焦糖、柠檬等的气味时，他们眼中
的“灰色”也和真正的中性灰色有所出入；而在没有特殊气
味的情况下，他们辨识出了真正的中性灰色。

新研究：嗅觉会影响人类对颜色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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