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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0日，海归大熊猫“福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迎来了它的四岁
生日，这也是它回国后的第一个生日。据悉，大熊猫“福宝”2020年7月20日出生于韩国，今年4月
返回中国后，于6月12日与公众见面。图为大熊猫“福宝”在7月19日的集体生日会上。

  近日，50名13岁至18岁的青少年在美国犹他州
的萨利纳峡谷徒步旅行时遭遇雷击，幸运的是，雷电
没有直接击中人，无人死亡。 
　　14岁女孩佩顿·贝莉回忆说：“当时，感觉就像有
人用棒球棍打了我的头，然后我感觉承受了数千磅
的压力，心跳得非常快，但我很快就站了起来，事后
我们都很震惊。” 
　　据了解，事故发生时他们刚走了一英里，佩顿拍
下了当时的场景，天上正下着雨和冰雹，可以听到有
人在雷电中尖叫。事发后，徒步小组长拨打了报警
电话求救，两人被直升机送往当地儿童医院，大约二
十多人被父母送往急诊室。医院为佩顿进行了心电
图、血液和心脏检查后，她当天就出院了。 
　　佩顿说：“这是一个奇迹，雷电没有直接击中人，
而是击中地面，许多朋友出现头痛和耳鸣的症状，但
没有人死亡。”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每年大
约有4000万次雷击地面事件，约90%的雷击事件经历
者幸存下来。 

　　近日，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以
下简称新疆生地所）的科研团队于第三次新疆综合
科学考察期间，在沙漠极端环境中发现一种有望在
火星存活的植物——— 齿肋赤藓（上图）。相关研究
成果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于综合性英文学术期刊
《创新》。
　　开展优异抗逆植物资源调查，采集和保育特殊
抗逆种质资源，挖掘和利用优质抗逆基因资源，是
第三次新疆科考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新疆科考项目支持下，新疆生地所研究员张
道远、张元明及其团队通过科学实验，首次系统证
明齿肋赤藓能耐受自身98%以上细胞脱水实现“干
而不死”、耐受-196℃超低温速冻实现“冻而不
死”、耐受超过5000戈瑞伽马辐射实现“照而不
死”，且能快速复苏、变绿并恢复生长，具有非凡
复原力。这些数据是目前所报道植物可耐受特殊环
境的极限，刷新了对极端生物环境耐受性的认知。
　　研究还发现，在复合多重逆境的火星模拟条件
下，齿肋赤藓仍能存活并在恢复适宜环境后再生出
新植株。这是高等植物在火星模拟条件下存活的首
次报道。
　　齿肋赤藓是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生物土壤结
皮的优势种，通过保水固沙、促进碳氮循环、改善
土壤肥力等方式改善土壤及大气环境，利于其他荒
漠植物定居及存活。
　　张道远表示，基于齿肋赤藓的极端环境耐受
性，项目团队后续将进一步开展地外星球航空器搭
载实验，实时监测微重力及多种电离辐射逆境下该
物种的生存响应及适应能力，并解析其生理及分子
基础，探寻关键的生命耐受调控密码，为未来齿肋
赤藓向外太空拓殖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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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50名青少年

户外徒步时遭遇雷击

  日本全国多地今年决定取消烟花表演，原因是
担心烟花燃放后的碎片造成附带损失。
　　日本关东千叶县船桥市于近日宣布不再举办深
受市民喜爱的“船桥港亲水公园烟花大会”。2023
年，船桥市烟花表演中的烟花碎片散落后引燃了港
口内的其他船只，造成了共计1200万日元（约合人
民币55.1万元）的损失。今年，船桥市烟花表演的
组织方认为，由于成本限制导致无法为港口内所有
船只进行防火处理，并且几乎没有时间进行重新选
址，继续在船桥港举行烟花表演将十分困难，于是
决定取消。除船桥市外，四国德岛县鸣门市规模最
大的“鸣门市纳凉烟花大会”今年也因同样的问题
而取消。
　　对此，“日本烟火协会”执行会长表示不认同
这种观点，因为烟花碎片问题自20世纪起就存
在了。

担心造成附带损失

日本多地取消烟花表演

  近日，国际生存组织公布了与世隔绝的原始部
落“马什科·皮罗部落”的视频。该视频拍摄于6月下
旬，地点在秘鲁东南部亚马孙地区，靠近巴西边境的
马德拉德迪奥斯地区的河岸边。马什科·皮罗部落
有大约750人，他们自愿与外界隔绝，至今拒绝现代
科技，一旦有人闯入他们的领地便会发起攻击。
  去年12月，秘鲁国会修改了《森林法》，“非法砍
伐”不再非法，即便原始部落领地里的树木一样可以
砍伐。伐木公司卡塔瓦为方便作业，私自建路穿过
了马什科·皮罗部落的领地。
  据国际生存组织主任皮尔斯透露，以往马什科·
皮罗人甚少露面，也不和他们部落以外的任何人交
流，但如今，他们生活的地方距离伐木作业区仅几公
里远。最近几周，马什科·皮罗人更加频繁地出来寻
找食物，显然是在主动远离伐木工人。当地原住民
组织主席阿尔弗雷多警告，政府不仅未能保护该地
区，反而将其出售给伐木公司。伐木工人还可能给
该地区带来新的疾病，导致该部落灭绝风险。

秘鲁隐世原始部落

被拍到走出亚马孙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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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类基因研究领域有了新进展。我国科学家
通过基因组研究证明，一种灭绝古人类在数万年前
与早期现代人类存在基因交流。相关研究成果已于
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
  论文第一作者、东南大学医学院遗传与发育生
物学系教授李黎明介绍，尼安德特人是分布在亚欧
大陆西部的古人类，于约3万年前灭绝。古人类是如
何灭绝的，又与现代人类有何关联？自19世纪第一
块尼安德特人的骨头被发现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是
科学界关注的焦点。
  李黎明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科研人员合作，采
用2000名现代人、3名尼安德特人和1名丹尼索瓦人

（居住在亚洲的类似尼安德特人的群体）的基因
组，绘制了过去20万年中不同类型人类群体之间的
基因流动。该研究通过模拟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
间复杂的基因流动模式，识别出尼安德特人基因组
中的现代人DNA。研究结果显示，尼安德特人的种
群数量随时间逐渐减少，并在约5万至6万年前开始
与种群数量占据优势的早期现代人类产生基因交
流，逐步融入现代人类的基因库中。
  《科学》杂志审稿专家认为，这项研究为“尼
安德特人被现代人类所同化”提供了遗传学证据，
有助于揭示早期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群体之间的
基因交流历史，进一步厘清古人类演变和进化之路。

数万年前，这种灭绝古人类与现代人有过基因交流

  自当地时间7月17日起，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地区
因遭遇前所未有的温暖天气侵袭，北极圈内特定区
域已亮起高度火灾风险的红色警报。这一预警不仅
牵动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神经，也再次将人们的
目光聚焦于全球变暖的严峻现实。
  当地紧急情况部门迅速响应，正式发布了针对
摩尔曼斯克、蒙切戈尔斯克等城市及洛沃泽罗地区
的四级火灾高风险预警，明确指出这一危险状态将
至少延续至当地时间7月22日。随着气温的持续攀

升，科拉地区的火灾隐患更是急剧上升，相关部门
已紧急呼吁民众远离森林区域，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行为，以确保公共安全。
  摩尔曼斯克水文气象中心的专家团队通过深入
分析预测，指出未来数日该地区将迎来前所未有的
高温考验，气温极有可能飙升至29℃，而在此期
间，几乎不见降雨迹象，这无疑为火灾的发生提供
了温床。北极圈的这一“夏日炎炎”景象，也是对全球
变暖趋势加剧的一次直观展示。

北极圈迎来前所未有的高温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