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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科学走近科学

科技前沿科技前沿太阳系曾被太阳系曾被““轰炸轰炸””
发生时间关乎地球生命起源发生时间关乎地球生命起源

过去，科学家普遍认为在
约41亿至38亿年前，太阳系
内侧的水星、金星、地球、火
星和月球经历了一段被彗星和
小行星强烈轰炸的时期，这一
时期被称为晚期重轰炸期。

11月1日，一项最新发布
的研究表明，晚期重轰炸期发
生的时间比想象的要更早、强
度更低、持续时间更长。这项
发现可能会影响有关早期地球
生命起源的理论。

英媒称，一项新研究表明，人类
仍在进化，并且“速度比过去250年
里任何时候都更快”。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报道，科
学家发现，自从19世纪末以来，某条动
脉保留在前臂的情况有所增加，而这条
动脉通常在人类出生后8周左右消失。
这条动脉被称为正中动脉。随着这条动
脉开始消失，在其位置上会形成另外两
条动脉。但是前臂上同时存在三条动
脉的实例一直在增加。19世纪80年代
前后，这种情况的发生率为10%；但是到
了20世纪，发生率上升到30%。

人类胚胎时期重要血管
在35%成年人身上有保留

研究团队发现目前有35%的人前
臂上有正中动脉，并且推测从现在算
起80年后出生的人都会有正中动脉。
这一发现是由澳大利亚的弗林德斯大
学和阿德莱德大学的专家们得出的。

报道称，正中动脉是人类胚胎循环
过程中的重要血管，把血液输送到前臂
和手部。人类出生之后，这条动脉会逐
渐消失，由桡动脉和尺动脉所取代。

“自从18世纪以来，解剖学家一
直在研究成年人是否保留了这条动
脉。我们的研究显示，保留的情况正
在明显增多。”弗林德斯大学的泰
根·卢卡斯博士说，“19世纪80年代
中期出生的人口中，发生率大约为
10%；相比之下，20世纪末出生的人
口中，发生率为30%。”

导致这种上升的可能是参与正中
动脉发育的基因发生变异，或是母亲
在怀孕期间存在健康问题，或是两种
原因都有。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
那么到2100年，大多数人都会有前臂
正中动脉。

报道指出，该研究团队认为，保
留正中动脉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增加
了总体血液供应，并且可用作人体其
他部位外科手术中的替换血管。他们
把这种情况称为人类的“微进化”。

有些人天生没有智齿
隐性脊柱裂现象增多

“正中动脉是说明我们仍在进化
的一个完美例子。因为与前几代人相
比，最近出生的人更容易保留这条动

脉。”论文资深作者、阿德莱德大学
教授马切伊·亨内贝格说，通过研究
发现，约三分之一澳大利亚人的前臂
上有正中动脉。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
去，那么到21世纪末每个人都会有这
条血管。

报道称，正中动脉并不是人类仍
在进化的唯一标识。还有些人天生就
没有智齿。该研究团队说，这是人类
脸部变小的结果，脸部变小使得可以
容纳智齿的空间减少。

这项研究还发现隐性脊柱裂的现
象增多，隐性脊柱裂是指位于脊柱底
部的骶管闭合不全。

卢卡斯博士还说：“我们还发现
许多人脚上多出了关节，也就是两块
或更多骨骼之间的异常连接。另外，
天生在膝盖后面长有一块小骨头‘腓
肠豆骨’的人也有所增多。这些东西
都不会造成伤害。”

报道指出，在新千年开始时，学
术界普遍认为，人类进化早在法老统
治时期之前就停止了。但是最近的研
究表明，在过去5000年里，基因变化
的速度比其他任何时期都快100倍。

据新华社

人类仍在进化 并且速度加快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工艺大学科研人员
通过一种新方法，成功地从铁中获取高强
度材料，使其在处理后仍然保持高焊接性
能，可以形成牢固的接头。这种方法有助
于以焊接取代螺栓连接来制造汽车、飞
机、飞船等机械，由此减轻金属结构的重
量。相关研究发表在《材料加工技术》上。

为了获取未来高强度金属材料，需要
添加其他元素，但这将大大降低材料的可
焊性。俄罗斯研究人员利用新方法，通过
同管角挤压磨碎内部构造，使材料变形，
依靠纳米结构从而使铁的强度变高。

该大学受邀博士后杰若·门霍兹解释
说，在焊接后，纳米构造铁的机械性能超
过通过传统方法获得的铁，这有助于获得
具有最佳指标的结构部件。

该大学混合纳米结构材料实验室主任
亚历山大·科米萨罗夫称，研究纳米结构
金属的技术特性，比如可焊性等，有助于
确定这种材料的应用领域，并大大扩展这
一领域。 据新华网

新方法可减轻
汽车飞机结构重量

美国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 《科学》 杂
志撰文指出，他们采用一种简单的低温催
化方法，将很多塑料内包含的聚乙烯聚合
物转化成了高价值的烷基芳族分子，后者
是很多工业化学品和消费品的基本原料。
新方法简单且成本低廉，为塑料废物的循
环再利用开辟了新途径。

研究人员麦哈德·阿布-奥马尔解释
说：“塑料由碳-碳和碳-氢组成，很难化学
回收。尽管科学家们在实现塑料可持续使
用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但能源成本一直
是个‘拦路虎’”。

为更好地将塑料中的聚乙烯“变废为
宝”，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的串联催化方
法，该方法不仅可以直接将废弃塑料中的
聚乙烯转变为高价值烷基芳族分子，而且
还可以高效、低成本、低能耗地进行。

研究人员解释称，常规方法需要500℃
至 1000℃才能将聚烯烃链分解成小块，然
后让它们重组成由气体、液体和焦炭混合
而成的产物，而他们的新催化过程的最佳
温度为300℃左右，反应条件相对温和，有
助于将聚合物分解为多种大分子。而且，
新过程没有进行多次转换，流程简单。

此外，新方法不需要添加溶剂或氢，
只需氧化铝催化剂上的铂即可进行串联反
应，这一反应既打破了坚韧的碳-碳键，又
重新排列了聚合物的分子“骨架”，形成高
价值的烷基芳族分子，这些分子可广泛用
于制造溶剂、油漆、润滑剂、清洁剂，药
品等。 据新华网

新低温催化法
塑料垃圾“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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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亿年前太阳系惨遭“轰炸”

晚期重轰炸期的发现最早始于
1969 年的“阿波罗”号登月。“阿波
罗”号登陆的地点在“宁静海”南
部。所谓的“海”，其实就是陨石撞击
月球以后，月球地壳破碎，岩浆大面积
溢出并冷凝形成的平原。科学家通过
对“阿波罗”号采集的月海岩石样本成
分分析发现，月球曾遭遇彗星和小行
星的强烈轰击，并且通过对岩石样本
同位素测年，认为该时期距今约41亿
至38亿年。大量的彗星和小行星轰击
在月球表面形成了大量的陨石坑，因
此晚期重轰炸又被称为月球灾难。

后续研究表明，该轰炸事件并不
是孤立发生的，它普遍存在于太阳系
内部甚至是地球上。

然而，此次研究可能将晚期重轰
炸时间提前至距今约41.5亿到44亿年
前。研究人员对地球上的陨石研究发
现了灶神星在41.5亿到44亿年前被多
个天体撞击，表明了晚期重轰炸期发
生的时间比想象的稍早、强度较低，
但持续时间也较长。

为何地球上的陨石能够证明灶神

星在41.5亿至44亿年前曾被撞击呢？
科学家又如何确定该陨石就是撞击灶
神星的陨石呢？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季江徽说：“陨星在撞击行星表面
时，会发生剧烈爆炸并在原地留下深
坑，爆炸会产生大量陨石碎物质飞
溅，一些陨石碎片会继续在宇宙空间
中‘旅行’，经过若干万年后，机缘
巧合下落在地球。”

地球生命起源理论或将改写

“晚期重轰炸期的提前，将会影
响地球生命起源的理论。”季江徽表
示，传统地球生命起源理论主要分为
宇宙生命说和化学起源说。

化学起源说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
在地球温度逐步下降以后，在极其漫
长的时间内，由非生命物质经过极其
复杂的化学过程，一步步演变而成。
学界普遍认为其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从无机小分子生成有机小分子的
阶段，即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过程是
在原始的地球条件下进行的；二是从
有机小分子物质生成生物大分子物
质；三是从生物大分子物质组成多分

子体系；四是有机多分子体系演变为
原始生命。

宇宙生命说认为，地球上最早的生
命或构成生命的有机物来自宇宙中其他
天体或星际尘埃——某些微生物孢子可
以附着在星际尘埃颗粒上而落入地球，
从而使地球有了初始的生命分子。

地球在晚期重轰炸期时遭遇彗星
和小行星强烈轰击，形成大量撞击
坑。在遭遇轰击的同时，彗星和小行
星或能将某些微生物孢子带入地球，
从而使地球有了生命起源。季江徽介
绍说：“晚期重轰炸的提前，表明微
生物孢子进入地球的时间也可能会提
前，从而改变传统理论对地球生命起
源时间的认知。”

为何月球遭遇轰击时留下大量撞
击坑，而地球却没有呢？季江徽表示：

“地球具备风、水、土三大‘填坑高手’。”
风力的搬运运动携带着大量泥沙，地球
自身的火山和地震等地质活动，都有可
能将晚期重轰击所产生的陨石坑慢慢填
平。与地球相比，月球质量较小，导致月
球引力难以留住水、大气，缺乏地质活动
所必需的能量，所以月球具备保留撞击坑
的天然条件，月球存在大量撞击坑也就不
足为奇了。 据《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