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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基督城9岁男孩多米

跟（Barnaby Domigan）在家附近
河床发现长近1公尺的巨无霸蚯
蚓，因为这样尺寸的蚯蚓实在太
过罕见，他试图说服家人将蚯蚓
留下，可惜最后没有成功，只好
让它回归大自然。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只长
度、粗度都相当惊人的蚯蚓紧紧
勾在棍棒上面，多米跟对着镜头
露出骄傲又开心的神情。这只
蚯蚓是多米跟在家中后院废弃
的河床发现的，当时他用棍棒将
蚯蚓从河中取出，虽然不敢用手
去碰长度跟自己身高相差无几
的蚯蚓，但他对这项发现感到非
常开心。

多米跟也接受当地电台采
访，表示他不知道为何蚯蚓会出
现在那里，由于蚯蚓外表看起来
看起来非常湿黏，自己并没有伸

手触摸，而是以棍棒去接触。他
也说道，自己试图说服爸爸把它
放在塑胶袋里装起来，但这个建
议没有被接受，最后才选择让蚯
蚓回归大自然。

照片上传网路后引来不少

网友热议，大家纷纷留言「会成
为儿时最难忘的回忆之一」、「非
常惊人的尺寸」、「不知道为什么
能长到这么大」、「非常奇妙的画
面」、「这只蚯蚓已经有男孩半个
身体长了」。

泰国男子梦中偶遇美女后
在圣地发现传说中罕见的神秘液态金属镍莱

泰国来自甲米府的男子乃
霖，最近发现了一块疑似藏有神
秘矿物质「镍莱」的土黄色石头，
吸引了不少大师上门拜访，并开
出天价想求购这块镍莱，却被乃
霖一一拒绝。原来，这块镍莱是
乃霖某天夜里梦见一名女子后才
遇到的宝物，乃霖担心他将镍莱
卖出后会带来厄运，因此决定要
将宝石好好保存。

镍莱（Leklai，又称流铁、力
泥）是泰国传说中一种罕见、不规则
形状的神秘液态金属，被泰国人视
为一种圣物，价格高昂。镍莱有非
常多种，但一般常见的黑色镍莱，外
型多元，且可能潜藏在森林、危崖或
神秘洞穴内。泰国人相信，镍莱带
有魔力，可以帮助主人趋吉避凶，因
此不少人喜欢购买经高僧加持国的
镍莱当作护身符。

据泰媒报导，泰国 43岁男子
乃霖最近在考帕农县发现了一块
重约5公斤、形状不规则的土黄色
石头，内部敲开后呈闪亮黑色，疑
似藏有神秘矿物质镍莱。乃霖发
现镍莱的消息传出后，吸引了不
少大师上门拜访，他们开出1亿泰

铢（约新台币 8千万元）的价格想
求购这块镍莱，同时也希望能以
燃烧、射击等方式对镍莱进行验
证，却被乃霖一一拒绝。

原来，这块镍莱是乃霖某天
夜里梦见一名女子后才遇到的宝
物，乃霖担心，若有任何人伤害镍
莱，抑或他将镍莱卖出后，会为他
与家人带来厄运，因此乃霖决定
要将宝石好好保存，仅开放让大
家前来欣赏这难得的宝物。

报导称，乃霖发现镍莱的地
方是一块圣地，而且当地也传出
过不少惊人的事迹。据称，过去
曾有人在「圣地」使用大型挖掘机
砍伐木材时，挖掘机前突然出现
了一条大型眼镜王蛇，导致司机
在开车时从山坡滑落当场死亡。
类似故事已在当地村民中流传了
30余年，因此大家十分惧怕。

等足目动物“迷你鲨鱼”入侵美国南加州并在海滩咬游客的脚
在美国南加州已经出现了关

于微小和攻击性等足目动物的报
告。据报道，这种“迷你鲨鱼”等足
目 动 物 官 方 名 字 叫 Excirolana
chiltoni或水线等足目动物，其被指
一直在攻击Mission Bay海滩游客
的脚。该地区的市民称，当他们把
脚放进水中时，这些小虫子一样的
生物蜂拥而至并咬住他们的脚。

据了解，这些迷你鲨鱼等足目
动物跟其他以水为家的等足目动
物并无太大区别。它们以鲜肉为
食，这就是为什么当海滩上的人走
入水中时它们会被脚吸引。尽管
它们的体型很小，但这些等足目动
物的咬合力却很强。

一个被等足目动物咬伤的人
将被咬后的感受描述为“痛苦”和

“令人吃惊”，另外还指出他们的脚
看起来像一群小食人鱼袭击了他
们。他们还说，疼痛似乎在约15至
20分钟后就消失了，所以这并不是
一种持久的疼痛。当然，由于它们
非常得小，所以并不像真正的鲨鱼
咬人那样危险。不过人们还是应
该注意这些迷你鲨鱼等足目动物。

教授 Ryan Hechinger 告诉媒
体，虽然这些等足目动物非常普
遍，人们可以通过移动来赶走它
们 。 另 外 ，它 们 常 年 出 现 在
Mission Bay地区，所以在那里游泳
的时候都要跟它们打交道。

据了解，这些动物可以长到0.3
英寸长并形成成千上万的群落。
虽然它们的咬伤是痛苦的，但
Hechinger称它们大多是无害的，因
为咬伤很浅且它们不知道携带任
何疾病。

尽管整年都在附近，但这些迷
你鲨鱼等足目动物在攻击中随机
挑起。科学家们不确定是什么导
致了攻击的上升也不确定为什么
突然出现了突然增加。但在攻击
增加的季节，它们会对游泳者造成
很大的困扰。这些也不是唯一以
水为家的等足目动物。在水面下
还可以发现 1.5英尺长的等足目动
物。

穿越时空的“天气预报”
每到夏天，热浪总会使我们不

由感叹，“这一定是我出生以来最
热的一年”。新闻好像也验证着我
们的看法，据说，2019年是有气象
记录以来的第二热年，最高温仅比
排名第一的 2016 年低了 0.04℃。
还有科学家称，地球上 98%的地
方，正在经历着两千年来最热的十
年。那么，地球上最热的时期到底
是何时呢?科学家怎么知道的?

冰芯中的世界冰芯中的世界
在两极地区，大部分的日子都

飘洒着雪花，厚厚的冰川终年不
化，大部分冰川已有数万年的年纪
了。在冰川漫长的一生中，它们经历
了很多：火山爆发、海啸地震、大极热
期等，也有许多伤痕留在它的体内，
包括灰尘、气泡、海盐、火山灰和生物
燃烧后的灰烬等，这一切都是古气候
学家们梦寐以求的气候记录。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地球科学
教授埃里希·奥斯特伯格常年研究冰
芯。他和同事们驻扎在南极冰层最
厚的地方，用特制的冰芯钻钻取出长
短不一的冰芯，以便分析不同时期的
气候情况。而冰芯越厚，意味着它的

“年龄”越大，也代表着更久远的年代
的气候情况。取冰的过程至少需要
6～8周，北极熊光临和暴风雪来袭是
他们常常面临的挑战。

科学家用冰芯研究气候变化
取出冰芯后，研究人员将穿着

紧身衣且佩戴多层手套，在配备过
滤器和通风孔的超净室“阅读”冰
芯。首先，非常小心地融化或压碎
样品，将冰芯制作成一条条体积约
8立方厘米的小细条，再运用各种
仪器检查冰条。质谱仪、扫描电子

显微镜和气相色谱仪等仪器都可
用于在冰芯中侦查微粒或分子，例
如硫酸盐分子、金属离子或放射性
元素等，这些是各种气象异常或气
候灾害的证明。通过研究冰芯中
的温室气体，如甲烷、二氧化碳等
则可以得知当年的温度情况。

根据冰芯检查结果，埃里希认
为，大约 12.5万年前，南极冰川曾
有一次大规模的融化，这也是人类
出现前的最后一次极热期。旧的
冰川融化后，新形成的冰川覆盖在
跨南极山脉上，将整个南极洲分隔
成东西两个冰原，因此两边的冰芯
记载的气候变化并不完全相同。

从远古走来的生物从远古走来的生物
虽然科学家们没办法穿越回

远古时期去测量地球的气温，不过
他们找到了一些曾亲历过远古时
期的生物，它们能告诉科学家一些
气温变化的秘密。

有孔虫是一类古老的原生动
物，5亿多年前就生存在海洋中。
它们的大小仅有 0.1毫米～1厘米
左右，需要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有
孔虫与软体动物很相似，全身被碳
酸钙质地的壳包裹着，里面的软体
只要离开海洋不久就会分解。不
过，尽管它们渺小又脆弱，却有着
惊人的繁殖力和生命力，现在在海
洋中我们还能找到活体的有孔虫，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而
且，它们小小的壳上还记录着上百
万年的气候变化。

电镜下的有孔虫电镜下的有孔虫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的研究员李保华带领的团队经

常出海“打捞”有孔虫，他们向海洋
中撒下网眼只有63微米的“渔网”，
通过过滤海水，将有孔虫网罗其
中，还会在3000米左右的海底采集
由有孔虫的外壳组成的化石，然后

“阅读”它们记载的气候日记。
有孔虫壳体中的镁离子和钙

离子比值的变化，记录着它周围环
境的冷暖。正常情况下，有孔虫的
壳中钙离子的含量比镁离子多，但
是在温度较高的时候，有孔虫吸收
海洋中镁离子的速度将大大提高，
最终镁离子将取代部分钙离子被
保留在壳体中，使得两者的比值发
生变化。李保华根据有孔虫的这
个特点，“读出”了45万年来南海西
部表层海水的温度变化史，结果表
明，当时的海洋平均温度比现在约
高 1℃～2℃，这个温度将能使大量
冰山融化，海水足以将现在我国长
江中下游的许多大城市完全吞没。

有孔虫的体内还蕴含着二氧
化碳变化的秘密。德国基尔亥姆
霍兹海洋研究中心的团队，通过检
测有孔虫化石中元素硼的含量变
化，推算出了约5600万年前的古新
世极热期时的海洋 pH值及其代表
的碳含量变化。结果表明，当时大
气中约有10万亿吨的碳元素，是迄
今为止人类燃烧的所有化石燃料
的30倍以上，这导致全球平均气温
高达 32.2℃，而如今全球平均气温
仅有15.6℃左右。

树木的年轮同样能反映气候
变化。科学家们发现，树木在春夏
两季生长速度最快，此时树干“横
向发展”的速度快，年轮显得稀
疏。温度下降后，树木的细胞停止
分裂，年轮间距就会变小，树干更

加致密。降水多、湿度大的时候树
木生长快，反之则变慢，因此年轮
也会有相似的变化。有时候，科学
家们还能从年轮变化中读出森林
火灾、雷暴、霜冻等信息。因此，
4000岁高龄的伊朗柏树、英国紫衫
和意大利的栗子树想必已经记录
了厚厚的气候“日记”了。

化石背后的故事化石背后的故事
活了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年的

物种毕竟很少见，因此科学家们更
常阅读的是化石上的“日记”。

蛤蜊是一种有壳的软体动物，
通常营底栖生活，在水底靠吸食路
过的藻类和小鱼小虾生存。有些
蛤蜊生活在深海底部，由于低温环
境显著减少了代谢活动，往往能活
成“老寿星”，美国雪城大学的古生
物学家琳达·伊凡尼就热衷于寻找
这些“老寿星”，听它们“讲述”从前
的故事。

古代蛤蜊化石古代蛤蜊化石
蛤蜊的壳主要成分是钙，它们

的生长方式与树木相似，每年吸收
的钙质会一圈圈地沉积在壳上，一
年就多出一道环，因此通过计数贝
壳的“年轮”就可以得知蛤蜊的年
龄。而除此之外，“年轮”的疏密程
度则代表着当年的温度和水汽等
的变化。琳达的团队在南极洲找
到了一些生活在 5000万年前的蛤
蜊化石，从“年轮”上看，它们每只
都约有 100多岁，并且都呈现出一
种相似的周期性变化。

“老寿星”们的年轮是这样长
的：每隔二至七年，就出现一条宽
带，这条宽带与前后的数条细带的

间距都要更大一些。为什么会出
现这样的规律呢?琳达发现，每当
气温升高、降水变少的时候，蛤蜊
就会变得“活泼”，此时它将吸收更
多的食物，能获得更多的钙质，使
得“年轮”变得更宽更大，这也许就
是宽度出现的原因。

不过，宽带为什么会规律出
现?琳达认为，这是因为千万年前，
厄尔尼诺现象就已经有规律地反
复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
气候异常现象，它的周期正是二至
七年左右，因为赤道附近东太平洋
水面温度异常上升，导致全球的降
雨和气温发生变化，让冬天更冷，
夏天更热，包括使得南极的水温异
常升高，甚至融化冰山。蛤蜊们的
壳忠实地记录了这一事件。

除了看“年轮”，蛤蜊壳中的氧
同位素含量也反映着气候变化，软
体动物壳中一般含有氧-18和氧-
16两种同位素，两者比值越高，意
味着当时的周边环境更为寒冷;反
之，则更为温暖。这种特征不仅蛤
蜊有，其他的海洋生物化石也具有
相同的情况，比如珊瑚和有孔虫，
它们也以这种方式记录着古海洋
的气候变迁。

通过“检索”和比较古今气候，
我们知道了，与曾经的两极冰川融
化、热带动植物生活在寒温带地区
的时期相比，如今还算不上地球最
热的日子。不过人类也不需要“谦
虚”，因为过去地球制造一个极热
期往往需要数万到数十万年，而人
类使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1.2℃只用
了 150年，根据人类每年排放十亿
吨二氧化碳的“丰功伟绩”，也许下
一个极热期，就在几十年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