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影响生物大脑的大小
新研究称关键因素是饮食

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庞大的社会群体
是大脑变得越来越大的驱动因素。不过，科
学家最新研究成果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
疑。美国纽约大学灵长类动物学家德卡塞因
和他的同事希格汉姆研究认为，影响大脑大
小的关键因素是饮食，而不是社会群体大
小。

为了得出这一结论，德卡塞因等人建
立了关于140种灵长类动物的数据库，其中
包括狐猴、长臂猿等物种。利用此数据库，
他们研究了大脑大小与许多社会因素的关
系，如社会群体的大小和社会结构等。当初

“社会脑假说”理论形成时，并没有考虑到
猩猩等灵长类，而猩猩通常是独居生活，但
它们的大脑也很大。

德卡塞因等人最新研究发现，影响大脑
大小的关键因素是饮食，而不是社会群体大
小。希格汉姆解释说，长期以来，一般认为食
果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比食叶灵长类动物的大
脑要大，这是因为食果的好处更多。果实含有
更高的营养价值，也比树叶更容易消化。不
过，研究人员认为，食果是一种要求更高的饮
食方式。比如，果实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分散，
因此找到果实是一项更为复杂的任务。

不过，研究人员也认为，并不是说社会
群体的大小未起到任何作用。由于果实没
有树叶的量多，因此食果动物肯定要走很
远的距离才能采集到果实，在远距离的旅
行中它们也相应地形成了更大的社会群
体。希格汉姆解释说：“哪个社会群体最终
能够获得果实，通常取决于群体的大小。”
换句话说，在果实争夺战中，较大的群体更
容易将较小的群体赶走。“‘社会脑假说’的
主要问题在于，它明确地指出这种驱动因
素(群体大小)要比其他因素作用大得多。但
我们的研究成果显示，饮食的作用更大。”

（据《科技日报》）

5000年前的国产啤酒什么味道？吃货熊猫长出了第六指？

菠萝科学奖：
结论很搞笑，论证很严肃
本报记者 任志方

今年的菠萝科学奖
趣味十足

菠萝科学奖是浙江省科协支
持，浙江省科技馆与科技媒体果壳
网合力打造的科学奖项，从2012年
开始颁发。浙江省科技馆为了配合

“菠萝科学奖”主题，特意把建筑外
观也打扮成菠萝的样子。菠萝科学
奖的奖杯相当有特色，往年曾经颁
过榔头、墨西哥草帽，而今年的奖
杯是一把黑色的大号水枪。

寓教于乐，让更多公众走近科
学是设立该奖项的初衷。菠萝科学
奖到底有多搞笑？看看前几届评出
的奖项就知道：数钱能减轻疼痛、
婚礼份子钱公式、鼻涕收集器、一
个棒棒糖能舔多少次、一坨肉的
365天…但在这些看似搞笑的研究
成果背后，实则蕴含实打实的科学
道理。

今年的菠萝科学奖同样趣味
十足。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李杏芳
教授选取87个泳池样本，通过代糖
检测法确定：一个泳池里平均有
140瓶尿，大约75升！这项研究获得
2017菠萝科学奖的数学奖。奇怪的
是，无论VCR里的访问还是现场的
调查，绝大多数人都否认在泳池里
干过这事，现场嘉宾清华大学心理
发展中心讲师李松卫表示，这背后
其实是人们的心理防御机制。

有搞笑的成果也有高大上的研
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Norman Yao团队的研究“时间晶体”
获得物理奖，就是一个很高大上的
研究。空间晶体好明白，也就是像钻
石、水晶一类的东西，“时间晶体”是
什么？连研究者都无法精准表述，代
领奖人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
究院院长李淼也说不清楚。

学术类奖项唯一一个国内获奖
研究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魏辅
文团队的“为了吃，大小熊猫长出了
六指”。领奖人胡义波介绍说，这是
闲得无聊时研究出来的成果。胡义
波在领奖时说：“我们知道，猫和狗
吃东西都是用嘴啃，很少有动物能
够用手抓起来吃，大熊猫为了吃竹
子，长出了第六指，这是一个非常特
殊的趋同演化现象。”

首次颁发“菠萝皮奖”
鼓励仍需努力的研究者

喝杯啤酒对现代人来说是很容
易的事情，但是5000年前，只有帝王
和贵族们才能享受到这种饮品。斯
坦福大学中国考古项目组为了能让
现代人体验到这种帝王般的享受，
在陕西省米家崖的考古活动中，通
过陶罐底部的淀粉粒和啤酒石，利
用科学手段推测出了5000年前中国
人酿造啤酒的配方，并由菠萝科学
奖组委会与大会合作伙伴一起成功
还原了这款国产佳酿。为感谢他们
为啤酒爱好者们提供的新选择，菠
萝科学奖授予他们化学奖。

如今的锻炼，不再是纯粹的强
身健体，更像是一种风潮，泡健身
房，时不时跑个半马全马成了流
行，许多人还得带自拍。然而流行
的事物总是值得警惕。早在上世纪
80年代，杜克大学医学院运动医学
博士Jonathan L. Chang就对此做
了相关研究，发现锻炼太多可能是
种病，它与神经性厌食症患者有相
似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倾向。为了表
彰他对中国社会发展前瞻性的准
确判断，菠萝科学奖特别授予他心

理学奖。
今年菠萝科学奖首次颁出了

“菠萝皮奖”，获奖者是北京大学文
博学院的研究生刘拓，他此前在伊
拉克探访古迹时被误抓，历尽艰
险。

菠萝科学奖组委会表示，菠萝
皮奖的设立初衷是鼓励那些在探
索科学的道路上“尚未成功，仍需
努力”的人，每个孜孜以求的科研
工作者都是获奖者。

已举办六年
为50多项研究颁了奖

迄今，菠萝科学奖已经举办6
届，为50多项严肃又有趣的研究颁
发了奖项。

2012年“心理学”奖：数钱能减
轻疼痛。中山大学心理学教授周欣
悦的团队通过500人次的实验发
现：金钱可以缓解疼痛，包括生理
疼痛和社会排斥的疼痛。

周欣悦说，课题组在实验中将
被试者分成两组，一组数纸，一组
数钱，然后让他们都将手指放入温
水，再放入热水，之后报告在热水
中的疼痛感。“与数纸的一组相比，
数钱的一组疼痛级别更低。”

2016年“生物医学奖”：苍蝇通
过搓手洗澡。“每个人的童年都有
一个疑惑，为何苍蝇总在搓手？”美
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胡立德教授
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总结出动物

“蹭”“掸”“搓手”等清洁身体的8种
方式。

知道动物如何洗澡有什么用？
胡立德说，他的发现有更广阔的应
用前景。一些动物依靠自身细微的

毛发来保持清洁，“如果宇宙空间
站里的太阳能板有一层毛，就可以
起到防尘的作用。”

2015年“数学奖”：一个棒棒糖
能舔多少次。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
学研究所博士黄金紫把棒棒糖放
在一根被水流冲刷的管道中，通过
延时摄影拍下棒棒糖的溶解过程：
不管棒棒糖原来是什么形状，水流
速度多少，其在即将完全溶解时几
乎都是月牙形。而直径1厘米左右
的棒棒糖，大约要1000次才能舔完。

黄金紫说，团队本意是研究制
药、化工领域和自然界的物质溶解
的速率，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严谨的
数学研究。

除了上面列举的研究外，还有
诸如“早撒谎的孩子更聪明”“男生
追女生的数学模型”“加薪有助于
戒烟”等各种“脑洞大开”的科学研
究获奖，不少获奖奖项甚至是科研
道路上的“歪打正着”。

获奖者都是
真正的科学家

主办方表示，虽然“有趣”成为
菠萝科学奖重要的评选标准之一，
但菠萝科学奖的获奖者都是真正
的科学家，入选作品必须在正规杂
志或者学术交流会议上发表过。

本次的颁奖嘉宾中就有两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是2009年诺
贝尔奖化学奖得主阿达·尤纳斯，
这位满头银发的以色列老太太凭
借对“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研究
的贡献而获得诺奖。另一位是2001
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蒂
姆·亨特爵士。这位从英国癌症研
究中心荣誉退休的“首席科学家”
以发现细胞周期的关键调节因子
而获得诺奖，是细胞分子生物学方
面的泰斗。

相比较于美国的“搞笑诺贝
尔”对科学界充满讽刺和自嘲，菠
萝科学奖旨在让更多公众了解科
学，也让科学走近公众。

“菠萝科学奖虽然搞笑，但很
多奖项科研含金量其实是很高的，
我能够与这些科学家一起获奖，感
到荣幸。”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外科医生周舒扬此次获得菠萝ME
奖，原因是他所创作的栩栩如生的
医学插画引起了公众关注，他决定
将这个奖写进自己的简历里。

除了“搞笑”的奖项以外，菠萝
科学奖的颁奖现场也充满了趣味
性和科技感。今年颁奖会的口号是

“你有病，人工智能有药”。搜狗、百
度、网易、MIUI、科大讯飞、头条问
答都成了模拟医院科室，将用人工
智能解决人类生活中的困扰和问
题进行场景化表现。会场细节也体
现了智能时代的特色，主持人和嘉
宾在现场说的话通过语音识别显
示在了大屏幕上。

新设备可从空气中吸水
让人在沙漠里可求生

美国《科学》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
表明，即便在沙漠地区，人们也有望借助一
种新设备从无所不在的空气中“吸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
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报告说，他们研制出一
种原型设备，仅利用太阳能，每天可从湿度
低至20%的干燥空气中制取出数升水。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叫
“金属有机框架”的细沙状多孔材料，并把这
种材料制成了吸水器，细沙状多孔材料被夹
在一块太阳能吸收器与一块冷凝板中间。设
备工作时，细沙状多孔材料从空气中吸附水
蒸气，太阳能板负责加热，促使水蒸气释放
进入冷凝板，在冷凝板上凝结成液态水，最
后滴入用于收集水的容器中。

研究人员说：“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如果
您被丢在沙漠中，靠这种设备就能存活。”

(据《北京日报》）

鸟类像人一样，当它们缺氧时，必须做
快速深呼吸。用医学术语说，就是进行“过度
换气”。过度换气的一个有效作用就是可以
使肺脏快速吸进更多的空气，从而把更多的
氧气输送给身体的各个部分。

在空气稀薄的高空，血液中的含氧量减
少到正常含量以下。这将刺激大脑神经中枢
发号施令进行过度换气。同时，更多的二氧
化碳被呼出来，血液中的碱性就逐渐变得较
强了，于是，身体只有试图用脑血管收缩和
其它方法来控制快速呼吸。结果，两个系统
毫无益处地进行反向运动，以致造成机体坏
死。

美国动物学家巴巴拉·格仑布博士的最
新研究表明，当鸟类在高空进行快速深呼吸
时，它们能够得到足够的氧气，与此同时，流
入脑中的血液流量并未减少，所以过度换气
对鸟类是行之有效的。鸟类可以耐住使多数
动物致死的强碱限度，这就是“天高任鸟飞”
的原因之一。

（据果壳网）

锻炼太多是一种病？
5000年前的国产啤酒什么味
道？一个泳池里平均有140瓶
尿？吃货熊猫长出了第六指？
2017年菠萝科学奖4月中旬
在杭州颁奖，9项由华裔科学
家们领衔的科学研究获奖，
因为这些研究光怪陆离，让
人大跌眼镜，该奖也被誉为

“中国版搞笑诺贝尔奖”。

鸟为何能飞这样高
能适应过度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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