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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航局发布
最新银河系
多维地图

欧洲航天局近日发布
借助“盖亚”空间探测器绘
制的银河系多维地图。这
是欧航局发布的第三批银
河系探测数据，也是迄今
最详尽的银河系星系图。

欧航局新闻公报说，
此 次 发 布 的 数 据 涵 盖 了

“盖亚”收集的约 20 亿颗
恒星的最新数据，包括其
化学成分、温度、颜色、质
量、年龄，以及径向速度，
即恒星接近或远离我们的
速度。

此次公布的新数据还
包括超过 80 万个银河系
双星系统以及 15.6 万颗小
行星等太阳系内天体的信
息，此外还有银河系以外
约 290 万个星系和 190 万
颗类星体的信息。

“盖亚”探测器还探测
到了星震。此前它已经发
现了导致恒星周期性膨胀
和收缩的径向震动，而这
次在成千上万颗恒星中还
发 现 了 强 烈 的 非 径 向 星
震。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
康尼·阿尔茨说，星震能帮
助人类进一步了解恒星，
特别是其内部运转。“盖
亚”为研究大质量恒星的

“星震学”打开一座金矿。
欧航局说，新数据还

显示，在我们所在的银河
系中，一些恒星由原始物
质构成，而像太阳这类恒
星则富集了前几代恒星的
物质；接近银河系中心和
星盘平面的恒星与距离较
远的恒星相比，金属含量
更丰富。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研究主管、“盖亚”法国
科研负责人弗朗索瓦·米
尼亚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盖亚”的探测数据有
助于增进对银河系历史的
了解，但原本预计“盖亚”
可完成基于广义相对论的
天体力学预测，这一任务
尚未完成，因为很难达到
预期的精度。

“盖亚”探测器于 2013
年 12 月升空，次年 7 月正
式投入科学观测。它将继
续扫描天空，直到 2025 年
燃料耗尽。 据新华社

时讯

科学家发现爱吃塑料的
“超级蠕虫”

《参考消息》日前登载英国《独立报》网站报道《科学
家说，爱吃聚苯乙烯的“超级蠕虫”或给塑料回收领域带
来革命》。报道摘要如下：

被称为“超级蠕虫”的拟步甲幼虫已被人类当作爬
宠的饲料，但在科学家发现它们消化塑料垃圾的非凡
能力后，它们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摄食者。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科学家说，这些不起眼的
幼虫（即大麦虫）不仅能吞下聚苯乙烯，而且事实上只
吃聚苯乙烯也能茁壮成长。

研究团队在3周时间里用不同食谱喂食这些“超级
蠕虫”，给其中一些喂食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给另外一些
喂食麸皮，对余下的蠕虫进行间歇性喂食。

该大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院的克里斯·林克博士说：
“我们发现，仅被喂食聚苯乙烯的‘超级蠕虫’不仅存活了
下来，甚至体重都略有增加。这表明，蠕虫可以从聚苯乙
烯中获取能量，很可能是在肠道微生物的帮助下。”

林克还说：“‘超级蠕虫’就像微型回收厂，用它们的
嘴将聚苯乙烯粉碎，然后将其喂给自身肠道中的细菌。”

研究团队说，他们已找到几种具备降解聚苯乙烯
和苯乙烯能力的酶，希望相关技术能刺激塑料垃圾回
收利用活动，并减少垃圾填埋。

该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孙嘉瑞（音）说，他们的目标
是在实验室培养肠道细菌，并进一步测试其降解聚苯乙
烯的能力，随后可以研究如何将这一过程升级到建一整
座回收厂所需的水平。

研究报告发表在《微生物基因组学》杂志上。
据新华社

清华大学博士、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会员孙亚飞介绍，居委会为居
民发放的消毒片应为二氧化氯消毒
片，一种类似于泡腾片的制剂。该
消毒片主要成分是亚氯酸盐和柠檬
酸，它在固态条件下并不容易发生
反应，遇水后亚氯酸盐会释放大量
二氧化氯。氯元素的氧化性很强，
能让病毒或细菌失活，因此常被添
加在消毒剂中。

“绝大多数情况下，下水道无需
消毒。因为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呼吸
道飞沫、密切接触传播。”上海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张玉成表示，切忌
将消毒片直接扔进马桶或下水道口，

因为滞留在存水弯中的高浓度消毒
液会不断挥发，释放有毒有害气体，
进而影响居民健康。

孙亚飞表示，安排住户在同一时
间一起投放消毒片，会导致下水道内
产生过多二氧化氯。如果此时有人
使用洁厕灵，洁厕灵中的盐酸若与消
毒片中的亚氯酸盐接触，不只是会产
生二氧化氯，还会产生毒性很强的氯
气。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说，在水中
使用二氧化氯消毒片，只要方法得
当、浓度适宜，实际危险可以忽略不
计。但由于集体同时向下水道中投
放大量消毒片，且缺乏有组织的协调
安排，实际风险仍然存在。

这样的防疫消杀
不仅多余而且危险

往下水道投消毒片

前不久，某地居委会为防疫消杀，向居民发放消毒片，要求
居民在同一时间将片剂放进家里下水管道中。

那么，将消毒片投放至下水道是否能起到消毒作用？我们
又该采取哪种方式进行消毒？

或产生毒性极强的氯气

消毒是切断新冠病毒传播途径的
重要措施之一。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江磊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消毒剂种类多达数百种，消
毒效果和针对的病原体种类也千差万
别。疫情防控消毒应遵循第九版《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要求，尽量
使用该文件推荐的消毒剂，才能对新
冠病毒进行最有效的消杀。国家文件
中没有指出可使用消毒片对新冠病毒
进行消杀，因此不建议使用消毒片。
同时，大量消毒剂被倒入管道，可能会
腐蚀PVC管道，导致管道漏水。

他介绍，第九版《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明确列出了几种对新冠病
毒杀灭效果比较好的消毒剂，如乙醚、
75%酒精、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等。

在日常情况下，家庭环境应以清
洁为主、消毒为辅，以物理消毒为主、
化学消毒为辅，避免过度消毒。

比如对地面、墙壁进行消毒，可以
配制浓度为 1000 毫克/升含氯消毒
液。消毒作用时间应不少于 15 分钟；
针对桌面、门把手、水龙头等物体表面
的消毒，可以配制浓度为 500 毫克/升
含氯消毒液，作用30分钟，然后用清水
擦拭干净。

如有必要对织物进行消毒，可采
用100摄氏度流通蒸汽作用20到30分
钟，或将其煮沸 15 到 30 分钟，或在阳

光下暴晒4小时以上。
日常情况下，家中餐饮具做好清

洗即可。如有必要进行消毒，首选煮
沸消毒 15 分钟，或流通蒸汽 100 摄氏
度作用 20 到 30 分钟，或按说明书使用
消毒柜消毒，也可用250毫克/升到500
毫克/升含氯消毒剂浸泡 15 分钟后再
用清水洗净。

不同区域使用不同的拖布和抹
布，避免交叉污染，使用后做好卫生清
洁即可。

关于消毒剂消毒，有专家强调，要
针对不同的消毒对象，按照规定的浓
度、作用时间和消毒方法进行消毒，以
确保消毒效果。消毒剂有不同的使用
方法，有的适合消毒空气，有的适合消
毒地面和物体表面，使用前需要看好
说明书，科学使用。

此外，消毒剂具有一定的毒性、刺
激性，配制和使用时应注意个人防
护。消毒剂具有一定的腐蚀性，注意
消毒后要用清水擦拭，防止对消毒物
品造成损坏。消毒工作应符合相关规
范要求，消毒用品应避免失智老年人
接触，电器应避开喷洒，需要擦拭的应
防止短路。

值得注意的是，75%酒精消毒液可
直接使用，在使用时需注意防范明火，
避免因酒精燃烧导致火灾。使用消毒
剂时，应确保其在有效期内。

据《科技日报》

家庭环境以清洁为主消毒为辅

拥有敏锐听觉
我们或许要感谢史前鱼类

如果没有史前鱼类的大胆尝试，我们或许永远不
会演化出敏锐的听觉。《生态和演化前沿》近日发表
了一项有关脊椎动物喷水孔起源的最新研究成果，通
过深入研究采集自浙江长兴、云南曲靖的古鱼化石，
中外科研人员首次证实人类中耳由鱼类呼吸用的鳃
演化而来。

“这项研究解决了困扰科学家长达一个世纪的演
化难题，首次证明了鱼类的喷水孔曾经是鱼鳃，而我
们的中耳又是从喷水孔演化来的。通俗一些说，就是
首次证明了人类的中耳曾经是鱼类呼吸的鳃。”5 月
30 日，上述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盖志琨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指出。

中耳包鼓膜室、传导声音的三块听小骨和通向口
腔的咽鼓管等，是人类拥有灵敏听觉的秘诀所在。喷
水孔是鱼类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目前，已经有充分
的胚胎和化石证据证明，人类的中耳是从鱼类的喷水
孔演化而来，而鱼类的喷水孔又是从何而来？这一演
化难题困扰古生物学家长达百年。

2002年起，研究团队在浙江长兴志留纪地层中开
展野外工作，并在这里找到了一种最为原始的真盔甲
鱼化石，并将其命名为曙鱼。这些曙鱼化石保存有三
维立体软骨脑颅，同时，它们的个头非常小，只有我们
的指甲盖那么大，非常适合用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 X
射线显微成像技术进行三维无损扫描。

研究人员于 2006 年把曙鱼的脑颅标本带到了位
于瑞士苏黎世的瑞士光源进行无损扫描，而后应用三
维重建软件对标本进行三维虚拟复原。“我们用了5年
完成了七件曙鱼脑颅化石的三维重建。在只有指甲大
小的脑颅里，几乎重现了曙鱼所有脑区、感觉器官及头
部神经与血管的通道。”盖志琨介绍。

通过对曙鱼脑颅三维虚拟模型的深入研究，研究
人员基本判断，盔甲鱼的第一个鳃囊是一个完整的、未
退化的鳃。但是，“要想证明它是一个具有正常呼吸功
能的鳃，还缺少整个证据链条中的最后一环，即找到在
该鳃囊中存在鳃丝的化石证据。”盖志琨强调。

为此，研究人员又在云南曲靖早泥盆世地层开展
了长达数年的野外发掘工作。经过不懈努力，研究人
员采集到了一个在眼睛后第一鳃囊中完整保存鳃丝印
痕的宽甲鱼的新材料，进一步证明了盔甲鱼第一鳃囊
是具有正常呼吸功能的鳃，能够利用里面的鳃丝，进行
氧气的交换，从而为脊椎动物喷水孔的起源提供了最
为确切的解剖证据和化石证据。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综述了喷水孔从无颌类到
四足动物的演化历程，从而建立起了喷水孔从无颌类
的鳃到人类中耳的演化序列。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