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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成受访青年认为成家必须要有房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512名35岁以下青年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成家时要不要有自己的住房，67.1%的受访青年明
确必须要有。同时，居住在一线城市、女性、已有自住房的受访群体认为应该
有的比例更高。
  调查中，67.1%的受访青年明确，成家时必须要有自己的住房，12.9%的受
访青年表示没有必要，20.0%的受访青年认为要看情况。在居住情况上，已有
自住房的受访者最支持成家必须要有自己的住房（78.4%）。在生活城市上，
一线城市的受访者对此认可比例最高，为73.0%，其次是二线城市受访者
（67.7%）。
  不同年龄中，18岁至25岁的受访者（70.4%）认为成家必须要有自己住房的
比例最高，其次是30岁至35岁的受访者（69.8%）。此外，受访女性（67.7%）坚
持成家时要有房子的比例略高于受访男性（66.3%）；在认为没有必要的比例
上，受访男性（14.4%）比受访女性（11.7%）高。两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女
性更加在意成家时是否有房子这件事。
  在很多人心中，有房才有家。为何这种观念会普遍存在？78.5%的受访青
年认为是因为自有住房能带来安全感、归属感，53.9%的受访青年觉得买房更
能提升居住和生活品质。调查中，50.5%的受访青年认为在传统观念里自己的
房子才是“家”，47.4%的受访青年觉得是出于家庭实际需求，为育儿养老提
供安稳条件，22.9%的受访青年指出是受传统习俗影响，结婚要配置婚房。

  与世隔绝的岛屿被视为生物进化的天然实验场。一项新研究显示，在日本一些
小岛上进化的鹿会变得晚熟和长寿，与外部隔绝的时间越长，这种倾向就越明显。
　　日本东京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日前在学术期刊《地球科学前沿》上报告说，对
在日本本土以及离岛等地现存及已灭绝的鹿的分析显示，相较于生活在日本列岛中
最大的本州岛的鹿，在冲绳岛隔绝150万年的现已灭绝的琉球鹿的性成熟期要迟5年
至10年或更多，隔绝时间相对较短的庆良间鹿和屋久鹿的性成熟期则推迟2年至3
年。此外，长时间隔绝在离岛的鹿很多都能活到老年期，显示出长寿倾向。
　　据介绍，在生物进化中，成熟早、一次性留下大量子代的物种寿命往往较短，
比如老鼠；生长缓慢、需将数量不多的子代抚养长大的物种寿命往往较长，比如大
象。本次研究显示，隔绝于岛屿的鹿在向后一种方式进化。它们留下后代需要更长
时间，一旦因为人类影响或者外来捕食者入侵而造成个体数量减少，就很难恢复，
这可能是一些岛屿上的鹿灭绝的重要原因。
　　公报说，了解鹿这种大型哺乳动物在岛屿上的进化特点，有助于分析其他一些
岛屿物种的生态，评估现有物种的灭绝风险等。

20年后人类可能因光污染看不见恒星
  据英国《卫报》当地时间5月27日报道，随着光污染加剧，夜空被照亮的
程度逐年加强，20年后的人类仰望夜空，可能再也看不见恒星。英国天文学家
马丁·里斯创立的“黑暗天空”跨党派小组近期发布了一份报告，呼吁制定严
格的照明标准以阻止光污染危害。里斯说：“夜空是我们环境的一部分，不应
该剥夺下一代观赏的权利。”
　　早在2016年天文学家就警告称，已有1/3的人类看不见银河系，20年后大多
数星座都无法用肉眼辨认，对人类文化和科学均是巨大损失。德国地球科学中
心物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凯巴的研究表明，光污染正导致夜空以每年约10%的
速度被照亮。根据这一速度，若今天可看到250颗星星的地方，18年后只能看
到大约100颗星星。
　　动物也是光污染的受害者。海龟和候鸟需要月光引导，光污染让它们迷失
方向。同时，趋光性虫类被人造光吸引，鸟类觅食愈发艰难。

研究显示鹿在岛屿进化会晚熟长寿

  在西藏阿里噶尔县扎西岗乡的公路边，有绵延数公里长的“巨石阵。这
个“巨石阵”是扎西岗乡全体村民和干部一起上阵，从2017年开始连续工作
了三年完成的，目的是防风固沙，保护扎西岗乡的冬季草场不被风沙侵袭甚
至掩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效果良好。

  5月24日至29日，俄罗斯列宁
格勒州举办首届热气球锦标赛，来
自莫斯科、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州
和普斯科夫州的11名选手参赛。

多彩热气球

用美食“贿赂” 大象换上假肢

  据英国《都市报》当地时间5月29日报道，一头大象在一岁时因落入陷阱
失去了一只脚，现在它装上了假肢，又能走路、跑步和游泳了（上图）。
　　这头11岁的亚洲象被柬埔寨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野生动物联盟”收养，该
组织与总部位于英国的天堂野生动物园合作，后者近五年一直在资助这头亚洲
象的假肢。本次最新的假肢由旧轮胎和其他回收材料制成。由于这头象还在继
续长大，天堂野生动物园每6个月就要重新制作一次。这次的新假肢是在柬埔
寨的一所大学制作的，饲养员用美味的食物“贿赂”这头大象，让它换掉旧假
肢，清洁它的残肢，以防止感染。
　　据悉，卡姆·惠特尼经营天堂野生动物园和大型猫科动物保护区，并与他
的家人一起支持全球动物福利事业。卡姆今年27岁，他说：“这太神奇了，这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不仅是帮助这头大象，看到我们正在帮助和保护更多
的动物，感觉非常美好。”

泰坦尼克号沉没或因铆钉质量太差
  据英国《镜报》报道，关于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原因，人们一直在猜测着。
科学家们此前认为，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并不是由爱德华·史密斯船长选择的航
线造成，也不是因为船舵出了问题。近日有人提出它的沉没可能只是因为连接
船体的铆钉设计不当。
　　这个看法是由詹妮·弗胡珀·麦卡蒂和蒂莫西·福克在他们的合著书《泰
坦尼克号沉没的真正原因》中提出的。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沉船事件发生
的原因。他们分析了在泰坦尼克号残骸中发现的48个铆钉，认为造船公司使用
了比原计划更加便宜的铁来制造铆钉。
　　麦卡蒂女士1999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开始研究泰坦尼
克号上的铆钉。她在接受美国早间新闻节目《早间秀》采访时解释了铆钉为何
如此重要。她表示：“在船上，铆钉的作用是把两块钢板固定在一起。在碰撞
过程中，钢板的压力或载荷会导致铆钉的端部被撞开。因此，在理论上劣质铁
制作的铆钉质量差，接缝不牢，在碰撞过程中会裂开。”　　
  该书的合著者福克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冶金学家，他对泰坦尼
克号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他表示，船舶制造公司需要在短时间内以相对合
理的成本造好这艘船，所以可能忽略了船的质量。　　
  麦卡蒂补充说：“该造船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质量不达标的铆钉，
但我认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购买的铆钉质量如此之差，撞上冰山的时候船居然
沉没了。”
　　不过，制造泰坦尼克号的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否认了书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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