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最新发表的论文中，研究人员评估
了从白垩纪-古近纪界线（K-Pg）采集的
样品，确定6600万年前导致大规模灭绝的
小行星的起源和组成，揭示了它是来自木
星以外的罕见的碳质小行星。

同时，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过去
5.41亿年中其他五次小行星撞击事件中的
陨石来自太阳系内部形成的硅质（S-型）
小行星，都为非碳质陨石。

这些发现有助于解决关于希克苏鲁伯
陨石性质的长期争论，重塑我们对地球历
史以及与地球相撞的外星岩石的理解。

论文的通讯作者、德国科隆大学马里
奥·费舍尔·戈德博士表示：“我们今后的
工作方向将是研究更早的小行星撞击事件
中的钌同位素特征，这些事件可能是白垩
纪-古近纪（K-Pg）界线出现之前发生的
大灭绝事件的原因。”

北京时间8月16日凌晨，国
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Sci-
ence）发表最新论文，揭开疑似
生物大灭绝事件“罪魁祸首”希克
苏鲁伯陨石的来源和性质。

在漫长的历史中，地球经历了数次大规
模的生物灭绝事件。

最近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发生在6600万
年前的白垩纪-古近纪界线，导致地球上大
约60%的物种丧失，包括非禽类恐龙。

希克苏鲁伯陨石是一颗巨大的小行星，
在现在的墨西哥湾与地球相撞，被认为在这
次灭绝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希克苏鲁伯陨石撞击和同时期的德干玄
武岩泛流喷发，谁才是灭绝的“罪魁祸
首”？或者两者都促成了灭绝？这是一个有
争议的问题。

马里奥·费舍尔·戈德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当一次大规模
灭绝发生时，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
这很可能不是巧合。”

白垩纪-古近纪界线黏土层中含有较高
的铂族元素浓度。这些元素在地壳岩石中十
分罕见，但在某些类型的小行星中含量较
高。

在以往研究中，PGE数据指明了希克苏
鲁伯陨石是一颗小行星，其成分类似于球粒
状陨石。但是，关于希克苏鲁伯陨石的性质,
它的组成和外星起源人们知之甚少。

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绝。（资料图）

巨型陨石是生物大灭绝“祸首”？
《科学》最新论文探究希克苏鲁伯陨石的来源之谜

延伸阅读

马里奥·费舍尔·戈德及其同事利用钌
【（Ru）（一种铂族元素）】 的同位素构成
来研究地外撞击物的本质。为了进行比较，
除了分析白垩纪-古近纪界线的样本以外，
他们还分析了来自过去5.41亿年中其他五次
小行星撞击的样本、来自太古宙时期 （3.5
亿-3.2 亿年前） 与撞击有关的球粒层的样
本，以及来自两块碳质陨石的样本。

之所以选择钌，是因为它在不同的陨石
类型之间表现出差异，而这些陨石群的钌同
位素组成也与地球不同，因此钌可以用来确
定撞击岩中地外成分的来源。

陨石的钌同位素特征随其母体小行星在
太阳系早期形成时的日心距离（与太阳的距
离） 而变化。根据各种元素同位素组成的差
异 ， 可 将 陨 石 分 为 两 大 类 ： 碳 质 球 粒
（CC） 陨石，以及非碳质 （NC） 陨石。相

比之下，碳质球粒陨石来自碳质（C-型）小
行星，它们形成于更大的日心距离，即木星
轨道之外。非碳质陨石中很多是硅质 （S-
型）小行星的碎片，形成于太阳系内部。

马里奥·费舍尔·戈德及其同事发现，
产生K-Pg界线的希克苏鲁伯陨石以及年代
更久远的太古宙球粒层样本都具有不同于地
球的钌同位素组成，并与碳质球粒陨石的钌
同位素组成重叠。这意味着希克苏鲁伯陨石
来自具有碳质球粒成分的天体，表明其起源
于外太阳系。而对于太古宙球粒层来说，碳
质球粒成分可能来自在地球作为行星积吸的
最后阶段撞击地球的含碳小行星物质。

这排除了白垩纪-古近纪界线黏土层中
铂族元素升高源于德干大火成岩省火山喷发
的可能性，以及前人提出的希克苏鲁伯陨石
的彗星起源的可能性。 来源：澎湃新闻

生物大灭绝事件

铂族元素识别地外陨石

鼓励女性科技人才
江西推出14条举措
记者日前从江西省科学技术厅获悉，为进一

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活力，营造女性科
技人才成长成才良好环境，江西省发布了《江西
省关于鼓励和支持女性科技人才更好发挥作用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从加大培养支持力度、营造成长
成才良好氛围等方面提出14条具体举措。

在加大培养支持力度方面，《若干措施》提
出，允许因生育或处于孕哺期的女性科技人才延
长结题时间1年；鼓励更多女性科技人才参加科
技特派员工作，要求科技特派团成员至少包括1
名女性科技人才。

在营造成长成才良好氛围方面，《若干措施》
提出，在江西省科学技术厅、江西省妇女联合会
等单位官方网站或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开设女性科
技人才专题栏目，大力宣传女性科技人才典型事
迹。 来源：人民网

资讯韩国计划推出全球首个“AI教科书”
逾5万名家长请愿反对 为什么人类喜欢水

隔夜西瓜不能吃，
贴保鲜膜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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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计划在学校引入人工智能驱动
的数字教科书，这一举动取得了部分教师的
支持，但引起了家长和专家的反对，他们担
心儿童过度接触数字设备和潜在的错误信
息。

据英国媒体8月18日报道，韩国副总理
兼教育部长李周浩表示，搭载人工智能功能
的平板电脑对韩国学校系统的改革是“关
键”的。

韩国政府认为，引入人工智能驱动的数
字教科书可以促进创新，并通过个性化定制
使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一位政府官员说：“（很快）学生们就能跳
出框框思考，因为人工智能教科书可以在任

何情况下提供各种内容，激发学生对学习的
兴趣，并帮助他们创造性地思考。”据韩国
教育部称，这些平板电脑将是可定制的，以
便“快速学习者”和“慢速学习者”可以通
过软件进行评估，找到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教
育模式。

此外，引入人工智能教科书也受到了许
多教师的欢迎，在韩国教师协会联合会的调
查中，54%的公立学校教师表示支持。

但该提案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此类提案，
却遭到了学生家长和一些专家的强烈反对。
首尔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申光荣表示，政府
试图引入人工智能教科书的想法“过于即
兴，没有适当评估副作用，只是因为人工智

能是当今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超过5万名家长签署了一份

请愿书，要求政府更多地考虑学生的整体情
况。请愿书写道：“作为父母，由于（我们
的孩子）接触数字设备，我们已经遇到了许
多前所未有的问题。”41岁的李善英是两个
学龄儿童的母亲，她说：“我担心过多地使
用数字设备可能会对他们的大脑发育、注意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他们
已经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了。”目
前，韩国政府尚未明确数字教科书的具体使
用方式，以及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产生

“幻觉”和错误信息的倾向。
人工智能的“幻觉”指的是大型语言模

型（如Chat GPT）在生成回应时，可能会
编造出虚构或无意义的答案，导致输出不准
确。这种现象，即使在经过多年发展和巨额
投资后，仍然是人工智能系统中的一个常见
问题。

据韩国教育部官网介绍，早在2023年6
月8日，韩国教育部就曾在首尔政府大楼公
布了“人工智能数字教科书推广计划”。按
照该方案，从2025年开始，这些教科书将
用于数学、英语、信息学和韩语 （特殊教
育）等科目。2028年，范围将扩大到包括韩
语、社会研究、历史、科学和技术/家庭经
济学等科目。

来源：澎湃新闻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巴黎奥运会上，多项水上
运动比赛吸引了观众。在炎热的夏天，人们隔着
屏幕仿佛都能感受到水带来的清凉与舒适。

自从人类开始探索地球以来，就一直追随水
的“足迹”。大到江河湖海，小到城市喷泉，无论
在哪儿，水总是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

许多人都拥有与水相关的记忆。英国苏塞克
斯大学曾开展一个研究项目，邀请两万人记录自
己一生中不同时刻的感受。结果显示，绝大多数
人将最快乐的时刻与水联系在一起。美国《发
现》杂志报道称，研究表明，水不仅对人类生存
至关重要，而且确实能吸引人类，并以一些意想
不到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为什么人类如此喜
欢水呢？

此前，英国研究团队探究了人类在自然环境
和建筑环境中对水的偏好。他们根据水的存在与
否评估了人们对图像和真实物理空间的反应。这
项研究表明，无论是自然还是人造水景，都比无
水景观更受人喜爱，更令人产生积极的情绪。

研究人员推测，这种“对水的崇敬”与长期
进化需求有关。早期人类被能供应淡水的环境所
吸引，与那些生活在缺水环境的人类相比，他们
更有可能生存下来。

事实上，人类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水容器”
中。这个容器（即地球）里充满了形态各异的植
物和动物，这些动植物和人类一样，主要由水构
成。人在出生时，身体中有80%是水。随着年龄
增长，这个比例会下降到60%。

此外，人类的身心健康与大自然息息相关。
研究表明，无论是身处水中、水边还是水上，无
论是海洋、海岸、河流、湖泊还是池塘，都能给
人带来极大的康复效果，仅仅注视水面就能降低
血压和心率。 来源：科技日报

谣言内容：隔夜的西瓜一定会滋生大量的细
菌，不能吃，即使贴保鲜膜也没用。

真相解读：其实，西瓜是否隔夜并不是主要
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有致病菌。西瓜的确容易滋
生细菌，而且冰箱里面也隐藏着各种细菌，所以
切开后不要放太久，最好尽快吃掉。但如果你使
用的是干净的刀具、砧板切瓜，及时用干净的保
鲜膜包裹并放入冰箱，即使隔夜放了也能吃。至
于保鲜膜的使用，要首先看看用的保鲜膜是否合
格？保鲜膜不合格，就难发挥保鲜的效果，放久
了细菌繁殖自然会更多。其次，还要看食物在使
用保鲜膜前的情况。如果西瓜在贴膜前处理不
当，已经沾染了比较多的微生物、细菌，那贴膜
也难以起到保鲜作用。所以，大家最好使用合格
正规的保鲜膜，而需要保存的食物应该尽快贴上
保鲜膜并及时冷藏保存。

来源：腾讯新闻

8月16日上午和中午，浙江省湖州市德清
县的小邓女士收到两箱分别从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和该所委托贵州毕节种植基地
寄来的苹果白参菌。

一个多月前，小邓家里的一只苹果在梅
雨季节长出了“白色蘑菇”，发到社交媒体上
后，引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读许
博士的关注，求购这只苹果做研究，小邓无
偿将苹果寄去了研究所。有网友戏称这只苹
果是“果菌王”，也有网友好奇“这蘑菇会不
会有苹果味”？

“我还没尝过苹果白参菌，挺期待它的味
道的，会不会有苹果味？”小邓告诉记者，

“这下要想想怎么做才好吃了。”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是我国植物

学、植物化学领域重要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许博士所在的真菌多样性与分子进化课题组
主要从事真菌种质资源、航天育种等研究。

与许博士同课题组的师弟、在读硕士木
同学表示，在7月8日收到苹果后，课题组已
把苹果的果肉、果核、果柄等分开，分离出
不同部位的菌丝，提取了白参子实体的DNA

序列，鉴定出该菌株属于裂褶菌，进一步分
离、纯化菌丝，做成液体菌种后，7月20日进
入栽培实验阶段。“我们研究所在昆明和毕节
都有种植基地，同时栽培了苹果白参菌，这
次栽培花了24天左右，苹果白参菌可以做鸡
蛋羹，或与鸡蛋、青椒同炒。”木同学表示，
自己和课题组同学也尝了一下，发现苹果白
参菌并没有苹果味。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教授级工程师赵
琪告诉记者，白参一般生长在pH值6-7的环
境中，pH值低（酸度较大）的水果上很难长
出肉眼可见的真菌，“苹果的pH值较低，长
出白参确实少见，但1970年代曾有外国学者
把白参菌丝接种到苹果上，长出了子实体。”
网友小邓寄来的苹果长出白参有两种解释，
一是果柄处有伤口，白参孢子侵染果柄并扩
散到果核，如温度、湿度适合，子实体就可
以从苹果顶部长出来；二是孢子先侵染苹果
树，扩散到果实中。他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较
大，白参适宜生长在温度5℃-30℃，相对湿
度超过70%的环境中，6月是江浙的梅雨季，
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来源：澎湃新闻

苹果上长蘑菇，会不会有苹果味？
网友把菌株寄到研究所，24天后长出了新栽培的苹果白参菌

↑ 小邓女士收到科研人员刚栽培出来的苹
果白参菌。

← 小邓女士发现家里一只苹果长出了蘑菇。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