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好坐姿或有助
缓解“数学焦虑”

美国州立旧金山大学一项研究
显示，良好坐姿可能有助于缓解对
学习数学的焦虑。

这所大学的研究人员让125名
大学生在15秒内从843开始连续减
去7。做题时，这些学生或坐得笔直，
或趴在桌上。结果显示，56%的学生
认为自己坐直时算起题来更得心应
手。

调查中，这些学生做题前要填
写调查问卷，评判自己考试和做数
学题时的焦虑程度，描述考试时经
受精神压力时是否出现以及出现哪
些身体异样。

研究人员发现，对那些不害
怕数学的人来说，坐姿变化对答
题状态影响不大，不过，他们觉得
趴着做数学题会感到难一些。

美国州立旧金山大学健康教
育教授埃里克·佩珀说：“对害怕
数学的人而言，坐姿有很大影响。
趴着的姿势会让大脑迟钝，让他
们无法清晰思考。”

研究人员认为，趴在桌子上是
一种防御姿势，能触发身体和大脑
回忆起消极经历，而人承受精神压
力时良好姿势有助于提高个体表
现。这不仅适用于数学考试，运动
员、演奏者和演讲者在比赛或表演
开始前以及进行时同样能从良好姿
势中获益。

(据新华社)

孤独与肥胖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
道，英国65岁以上的人群中，约有
四分之一承受着孤独的痛苦，这
可能会增加罹患许多疾病的风
险，甚至可能导致早亡，而这些人
当中近三分之二的人体重超标。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增加
超重可能性的相似基因区域也导
致社交孤立。

报道称，这是首次有研究发现
孤独与肥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科
学家建议，可以通过鼓励人们减肥
来应对孤独感的盛行。

剑桥大学资深科学家约翰·
佩里说：“这项研究使我们能够利
用遗传学来确定孤独和肥胖之间
的因果关系。我们常常认为孤独
纯粹是由我们周围的环境和生活
经历造成的，但这项研究表明，基
因也起着作用。基因和环境总有
复杂的交错，但研究的确表明，在
人口层面，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肥
胖问题，我们也能减少孤独。”

该团队分析了英国生物医学库
487647名参与者的基因变异情况，
个人感知的孤独、与其他人互动的
频率以及这些互动的质量等问题提
供了问卷回复。然后，他们研究了单
个个体的基因构成，以确定他们是
否具有孤独易感性。

分析结果显示，孤独的人在15
个遗传位置上的DNA有着“不同
的表达”，而超重者同样的基因区
域是相似的，并且和大脑中与情感
自控相关的区域相连，这有助于解
释为什么有些人能幸福地独自生
活，而另一些人则因孤独而难过。
这还可能引发暴饮暴食。此外，研
究人员还发现，某些基因会使人更
善于社交。

研究人员强调，孤独感可能涉
及许多遗传和非遗传因素，所以绝
对不能说有一种“孤独基因”，或者
孤独感完全是靠遗传形成的。也有
一些人非常满足于过孤独的生活，
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酷刑，
这一点确实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研究人员还发现，某些基因会
使人更善于社交。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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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冰的北极

人类能承受吗

这个夏天热得不寻常。更不寻常的还有和高温一起刷屏的“北极圈气

温高达32℃”的新闻。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曾经大面积覆盖在北极的海冰正在减

少，目前北极海冰的体量仅为20世纪80年代的四分之一。一个无冰的北极将带来怎

样的后果？这个后果人类能承受吗？

本报记者 任志方

北 极 夏 季 零 冰 层 或 在
2040年前发生

根据NOAA(美国国家海洋和

大气管理局)的数据，2018年将是38年
观测以来第四热的年份。更可怕的
是，前3名并不遥远。根据NOAA公布
的年度气候状况报告，榜首是2016
年，亚军是2015年，刚刚过去的2017年
则位列第三。

据世界各地的媒体报道，这个夏
天，全世界的门诊里，被热量击倒的
病人疯狂增加，今年比往年情况更为
严重。全日本的医院在过去一周内接
待了2 . 3万名相关病人，是去年记录
的两倍。热是致命的，受热射病折磨
的人体好像烤箱中的肉，难以回到曾
经红润的健康状态。温度越来越高，
脏器衰竭，最终死亡。根据美国国家
环保局的统计，气象变化引发的疾病
中，与炎热相关疾病的死亡率是最高
的。

和难耐的高温一起刷屏的是“北
极圈气温高达32℃”的新闻。北极在
全球气候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北极气候的微小变化都会引起北
半球乃至全球气候系统的变化，也可
能引起北极域外地区的旱涝、暴风
雪、冻雨等灾害性天气。

在12 . 5万年前，北极的气候曾经
出现过比现在稍微偏暖的情况，当
时的海平面比现在的状态高 4到 6
米。而现在，一旦海平面达到这个高
度，将会彻底淹没纽约的大部分地
区，像旧金山、威尼斯、伦敦等世界
上非常重要的城市和区域也会惨遭
水淹。

类似的趋势恐怕正在重现。自20
世纪70年代起，北极北部冰帽一直在
萎缩，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它的体积
至今为止缩小了3/4。放眼到整个北
冰洋，仅仅在过去的40年中，北冰洋
夏季的海冰面积就已经萎缩了一半。
全年的海冰体量也在逐步下降。目前
的体量仅为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四
分之一。科学家原本推测，至少要到
本世纪中叶，北极海冰的体量才会减
小到如此低的程度。

美国罗格斯大学的气候学家珍
妮弗·A·弗朗西斯表达了一种更为悲
观的情形，她认为整个气象环境系统
正在朝岌岌可危的方向演变：以目前
的变化速率推算，在一个世纪以内，
北冰洋就有可能在某个夏季出现海
冰全部消失的情况，这种情景在过去
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而现在，情况
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北极在夏季出现
零冰层的现象很有可能在2040年前
就会发生，这比科学家十多年前的预
测足足提前了60年。

海冰的不断减少带来

了恶性循环

人们普遍惊讶于今年夏天北极
圈的极端高温。其实，在2016年，俄罗
斯的部分北极地区就出现过明显高
于平均温度的情况。NOAA在当年12
月13日发布年度报告，警告北极地区
气温上升较其他地方快一倍的现象，
已成为新的常态。NOAA的这份年度
报告指出，北极在21世纪经历史无前
例的变化，海上浮冰的消失及海平面
温度的下降速度均是过去1500年前
所未见的。

地球两极超级寒冷，主要是因为
它们获得阳光直射比低纬度地区要
少很多。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海冰
是白色的，所以它将大部分的太阳光
反射回了太空。这种反射性现象被称
为“反照率”，通过限制它们对热量的
吸收，有助于保持两极寒冷。

而海冰的不断减少，让更多的海
水暴露在了太阳光下，此时海洋会吸
收更多的热量，反过来又会融化更多
的海冰，且进一步抑制了反照率。这
就产生了一个环境反馈循环，随着被
海表吸收的热量继续加热该区域，更
多的海冰被融化，导致变暖进一步加
剧。同时，随着更多的热量和水汽会
逸散到大气中，加热大气，延缓了海
冰的生成。这个恶性循环造成了近些
年北极地区极端的温度上升，也解释
了为什么北极升温比世界其他地区
更快的原因。

海冰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世界各地
的天气。这是因为海洋和空气作为热
引擎，在不断寻求平衡的过程中，将热
量移动到两极。一种方式是大气环流，
或者是大规模的空气流动。另一种“较
慢”的方式则是发生在水下，洋流将热
量移动到一个称为温盐环流的过程
中。在温暖和盐度的局部变化推动下，
改变了海洋上和陆地上的天气模式。

北极冰层戏剧性的融化，已经直
接导致了北美、亚洲和欧洲的极端天
气，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

到目前为止，北极融化和天气之
间最明显的关联就是极端气候状况，
如在2009年10月、2010年11月以及2013
年和2014年冬天袭击北美和欧洲北
部地区的强烈天气状况，创纪录的降
雪，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新发表在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的一项研究显
示，在2070年至2100年，华北平原气温
将会多次迈过35℃的“门槛”，这对一
些经常需要户外劳作的人，特别是家
中没有安装空调的贫困家庭来说尤
为危险。

或导致永冻土中休眠
微生物复活

有专家说，上世纪末讨论全球变
暖时，北极没有显性表现，人们认为
全球变暖集中在中低纬度。但全球变
暖到一定程度后，北极的开关启动
了，冰面变少变薄，增温越发明显。毫
无疑问，北极变暖是全球变暖的一个
结果，从中低纬度到高纬度逐渐显
现。

近年来北极气候发生的变化与
人类活动不无关系。《科学》杂志2016
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自上世纪60
年代以来，北冰洋冰盖缩减步伐与人
类温室气体排放相一致。人类向大气
中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似乎就能消
耗北极地区3平方米的夏季海冰。这
是科学家根据现有数据得出的简单
直接结果。

南北极犹如地球的“冰箱”，但目
前“冰箱”门长时间打开，导致大量冷
空气流向北半球。由于气候变暖，格
陵兰地区的冰盖逐渐融化，包括挪
威、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冻土也
开始消融，建在上面的建筑物发生垮
塌，道路弯曲变形，树木也纷纷倒下。

气候变化不只影响北极，还影响
全球生物，人类要忍受极端天气及昂
贵的食物，甚至可能要处理气候难民
问题。

科学家们很早就掌握到，北极
苔原和海洋沉积物中含有大量冰冻
甲烷沉积物，如果它们解冻将会释
放出强力的温室气体并进一步构成
气候危机。在北冰洋的边缘海楚科
奇海和波弗特海的北部，研究人员
就曾发现过一些神秘的甲烷气体，
他们注意到这些气体在固态海冰上
消失。

因为气候变暖，北极地区的生态
系统也会遭遇威胁。高纬度地区的苔
原提前变绿，虫卵早熟，迁徙的鸟类
因此错过觅食时间。海冰缩减导致北
冰洋海域浮游生物聚集，越来越多的
国家和商业公司涌入北极，争夺自然
资源。

此外，在永冻土的极寒环境中长
期休眠的微生物如果因此复活，也将
给生态系统带来新的麻烦。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对冻土的
影响以及冻土微生物在气候变暖中
扮演的角色，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有
关多年冻土融化以及微生物降解其
中封存的有机质，进而导致二氧化
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温室气体释
放的科学问题，是目前微生物生态学
家关注的焦点。

最近，俄罗斯和美国的研究人员
通过解冻西伯利亚的永冻土样品，成
功让其中两条冰封了3万年以上的线
虫苏醒。这表明，多细胞生命体在永
冻土的极寒环境中长期休眠后，仍能
够重新恢复生机。如果气候变化导致
永冻土解冻，可能会释放出其中冰封
万年、携带疾病的有害有机体，进而
对人类产生威胁。


	A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