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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至少有2亿亿只蚂蚁，咋数出来的
一项最新科学研究出炉，科学家为啥闲着没事“数蚂蚁”

  地球上有多少蚂蚁？
每人可分250万只

来自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及中国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汇总
了世界上489项关于蚂蚁的研究，包括所有陆地、主要生物群落
和栖息地的蚂蚁，结果表明，目前已知的蚂蚁种及亚种约有
15700个，仅生活在地表的蚂蚁，保守估计就有0 . 3亿亿只，地球
上所有蚂蚁数量加起来至少有2亿亿只。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到今年年底，预计地球上的人口将达到
80亿，这意味着，如果把所有蚂蚁平均分给地球上的所有人，每
个人将会分到250万只！这么多蚂蚁，排成一队的话会有多长？
以其平均体长0 . 5厘米计算，如果把它们首尾相接排列起来，总
长度将达到1000亿公里，可绕地球赤道250万圈，是地球到太阳
距离的600多倍，是不是很惊人？

科研团队在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的论文
中介绍，2亿亿只蚂蚁的生物量(以干碳计)，总量可达约1200万
吨。也就是说，把全球的蚂蚁烘焙干了，有1200万吨重。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这个数据，研究人员把全球蚂蚁
生物量与哺乳动物和鸟类进行了对比，“全球蚂蚁的生物量大概
达到了现在人类的五分之一，超过了所有野生鸟类和哺乳动物
的生物量之和。”

摸清蚂蚁数量
可以更好地保护生态系统

不少人可能觉得这项研究有些无聊：摸清蚂
蚁数量意义何在？研究结果又能说明什么？

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生物多样性研究者王
润玺表示，蚂蚁在全球大多数生态系统中，都扮演
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能够帮助散播种子，翻动
土壤增加养分有效性，此外还有很多动物以蚂蚁
为食。

估算蚂蚁总量，可以帮助科学家掌握不同地
区蚂蚁种群的数量和生物量分布，未来通过持续
观测，有助于及时掌握气候变化引发的蚂蚁栖息
地及数量变化，更好地保护生态系统。

小小蚂蚁，有着难以忽略的作用，就连被誉为
“社会生物学之父”的爱德华·威尔逊，也称蚂蚁为
“主宰世界的小东西”，它们数量众多能力超乎人
们想象。蚂蚁可以把大于自身体重数十倍的食物
拖进巢穴，按照体重与被拖动物体的质量换算，蚂
蚁的力气至少是大象的60倍。在南美洲，蚂蚁还是
外科手术的绝佳助手。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部落
里，当地大夫做外科手术时，常用一种叫割叶蚁的
蚂蚁来帮忙完成伤口缝合。

蚂蚁起源于1 . 4亿年以前的白垩纪时代，广
布于除极地冰原以外的所有陆地生态系统，是生
物演化历程中最成功的动物类群之一，曾与恐龙
共存，比人类历史久远得多。

人类农业耕种的历史可追溯至1 . 2万年前，
而研究表明，一种生活在斐济不起眼的蚂蚁物种，
是地球上最早的“农夫”，它们的农业耕作历史可
追溯至300万年前。科学家观察发现，这种蚂蚁会
细致地播种，然后施肥，等待植物成熟，长出美味
的水果。

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这样描
述蚂蚁：“蚂蚁太像人了，它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
作为家畜，用化学喷剂惊扰和迷惑敌人，并捕捉奴
隶……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几乎什么都干，就差
看电视了。”

可以说，作为陆地上最兴盛的社会性昆虫类
群，蚂蚁正通过微观世界的活动，影响着整个陆地
生态系统。

只要群体包含6个蚂蚁
就会出现分工

与人类不同的是，蚂蚁不能单独生存，而必须作
为蚁群的一份子。蚂蚁在演化上的成功，与高度社会
化紧密相关。

一个成熟的蚂蚁帝国中，至少存在4种不同形
态的分工类型，分别为工蚁、雄蚁、处女繁殖蚁和蚁
后。研究发现，只要群体包含了6个蚂蚁，就会出现
分工。随着群体规模扩大，工蚁的活动更加细化，群
体表现出更加明显的行为多样性。

工蚁一般卵巢完全退化，终身从事育幼、觅食等
工作，没有繁殖能力。雄蚁活着只有一个目标，离开
巢穴找到心仪的蚁后进行交配，交配后很快生命就
结束了。

处女繁殖蚁成功交配后成为蚁后，蚁后长期待
在巢内，专职产卵，获得后位的她寿命还会显著延
长；而错过交配窗口期的处女繁殖蚁，其行为会逐渐
偏向工蚁，从事部分育幼及觅食工作，而且卵巢也会
逐渐萎缩。

“研究发现，工蚁是更倾向于嗅觉感知的动物，
雄蚁更依赖视觉，这可能与其要依靠视力寻找合适
的交配对象有关。”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李启业
研究员介绍说，现在有一个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
即认为整窝蚂蚁是一个“超个体”，每只蚂蚁都是这
个“超个体”的一个“细胞”，工蚁是它的“体细胞”，而
繁殖蚁是它的“生殖细胞”。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薇薇介
绍说，“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分工，蚁群内部出现了不
同结构和细胞组成的大脑，这就像是为了完成特定
工作，而专门设计的一个个大脑，彼此之间又功能互
补，这使得蚁群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个体’，能
够同时行使生殖、育幼、觅食、防御等全面的功能。”

也就是说，只有把这一窝蚂蚁凑成一个整体，它
作为一个生物的所有生理机能才能齐全。

现任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生命演化研究中
心主任张国捷教授指出，这些彼此之间既有差异又
功能互补的大脑，支撑蚁群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超个体”。因此，自然选择作用也上升到了一个更高
的组织层次，使得蚂蚁在1 . 4亿年的生存竞争中获
得优势，演化成为地球上的优势动物类群。

会看路标、自带导航！小蚂蚁倒着也能走回家
研究人员发现：蚂蚁会用多种方法寻

找路，即使在后退时，它们也能识别熟悉的
风景。是什么赋予蚂蚁如此强大的路径识
别能力？

内蒙古生物技术研究院生物材料创新
工作室高级工程师张志刚介绍，“即使拖着
沉重的食物倒行，只要蚂蚁走过的路径不被
干扰，它们仍然能顺利、快速地返回巢穴。”

蚂蚁这种识途本领是否完全依靠视
觉？蚂蚁眼睛是由成百上千只单眼构成的
复眼，但它的视力只有人类平均视力的十
分之一。一个研究小组通过对西班牙沙漠

蚂蚁的研究发现，蚂蚁向前走时，记得自己
走过的曲折感觉以及从巢穴走了几步，用
于计算最快的回家路线。它们还依靠太阳
的角度来获取方位，环顾四周景色，并记住
某些可以帮助它们返回的地标。

蚂蚁向后走时，能否也采用向前走的策
略？科学家研究发现，蚂蚁通过测量步幅大小
来实现倒退导航，因为它们能精确测量自己
行走的距离，甚至每个腿分别移动的距离。

蚂蚁的眼睛有近360度的视野，离开巢
穴时，它们很可能会从身旁和身后获取信
息，然后在拖拽食物时利用这些信息“导

航”。也就是说，蚂蚁不仅依靠观察沿途景
观来认路，脑内还有精准导航。它们甚至懂
得在天空做标记，让自己每次都能顺利找
到回家的路线。

蚂蚁群还有根据环境需要改变形状和
任务的非凡能力，当洪水袭来，它们组装形
成筏子求生，也可以利用身体搭建桥梁跨
过缺口。

张志刚介绍说：“大量研究证明，蚂蚁
识途，依靠的是一整套极其复杂的系统，不
仅仅包括视觉，还包括视觉记忆、气味甚至
天文学原理。”

蚂蚁满世界都是，除了地球最冷的几个地方，地表和地下到
处都是，要一只只数，当然无法数清。那么科学家是如何做到的？

当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数千名科学家
辛勤劳动的结晶。调查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森林取落叶计
数的方式，通过落叶数量与上面蚂蚁数量的比例关系，得出某个
区域蚂蚁总量；另一种是在某个区域布局小陷阱，也就是相隔一
定距离，埋设一个小塑料杯，然后计算一定时间内掉落到杯里的
蚂蚁数量，从而得出这个区域蚂蚁的大致数量。

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工作者几乎到过地球每个角落，取得了
大量实地数据。此次研究，便是通过分析489项这类研究资料，才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这是迄今为止，对蚂蚁世界最真实的估
计，虽然并非一定很精准。

研究人员解释说，人类对蚂蚁的相关知识了解仍不完整，目
前大多数蚂蚁统计研究多局限于地表，树上或地下关注较少。此
外，非洲和亚洲北部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也有限。

“数蚂蚁”通常有两种方法
科学家在全球各地取得大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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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容人或物极多时，我们常说
“密密麻麻像蚂蚁一样，数也数不
清”。确实，从山间丛林到路边花
草，再到自家阳台，蚂蚁几乎无处
不在，数蚂蚁确实有点像数沙滩上
的沙粒那样难，但对科学家来说并
非不可能。

一项最新的科学研究估算：地球
上的蚂蚁种及亚种约有15700个，总
数至少达到2亿亿只。

记者 于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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