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立身高可达3米、体重最大
可达300公斤， 地球史上体形最
大的灵长类步氏巨猿的灭绝谜
题，近日被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和
美国的科学家团队解开。 研究发
现， 对摄食行为和食物偏好的执
着， 使步氏巨猿无力适应环境改
变， 在29.5万至21.5万年前走向
灭绝。

相关成果11日在国际知名学
术期刊《自然》发表。

步氏巨猿曾广泛分布于以广
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地
区，如今，却只有近2000颗牙齿
和4件不完整的下颌能证明它们
曾经存在。 当时生存于同一地区
的其他灵长类都成功适应了环境
并繁衍生息， 为何唯独给人印象
无比强大的巨猿难逃灭绝宿命？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科研团队引领的一项
国际合作多学科综合研究， 解开
了萦绕在古生物学界多年的谜
团。 研究团队自2015年起在广西
调查了数百处洞穴化石地点，从
中选取22处进行样品采集，其中
包括11处产出步氏巨猿化石的

地点，以及11处时代较晚未产出
步氏巨猿化石的地点。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将6种
独立的测年技术应用于含化石堆
积物和化石本身， 获得157个放
射测量测年结果。 这些年代数据
与孢粉、 哺乳动物群以及牙齿稳
定同位素、微量元素、微磨痕等8
个方面的分析结果相结合， 全方
位展现了步氏巨猿灭绝的前因后
果———

约230万至70万年前， 偏好
果实、 花朵等食物的步氏巨猿曾
在资源丰富的森林中兴盛繁荣。
而后，随着季节性增强，森林逐渐
退化，草地大幅增加。生存环境变
化让步氏巨猿偏好的食物逐渐匮
乏， 但它们仍然依赖缺乏营养的
备选食物，食物多样性大为减少；
同时，它们的体形越来越大、越发
笨重，摄食地理范围大幅缩小，致
使种群不断萎缩， 最终在29.5万
至21.5万年前灭绝。 而作为步氏
巨猿的近亲， 猩猩的体形变得更
小更灵活， 还改变了摄食行为和
栖息地偏好，得以繁衍至今。

据新华社

史前巨猿灭绝是因为“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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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号将在月球南
极着陆

嫦娥六号运抵文昌航天发射
场后，将按计划进行发射前各项测
试准备工作。 据悉，嫦娥六号原本
是嫦娥五号的备份，在嫦娥五号任
务成功后 ， 它被赋予了新的使
命———前往月球背面采集月球样
品并带回地球。 这将是人类首次开
展月球背面取样。

这项任务有哪些难点呢？ 通信
是难点之一。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
天工程中心、嫦娥六号任务副总设
计师王琼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嫦
娥五号是着陆在月球正面的北半
球，嫦娥六号计划着陆在月球背面
的南半球区域。 由于落在了月球背
面，没办法和地面测控站进行直接
通信，所以它需要鹊桥二号中继星
提供中继通信支持。

迄今为止，人类共对月球进行
了10次采样返回，这10次采样均位
于月球的正面。 科学家认为，月球
背面整体上相对于月球正面更为
古老，具有重要科研价值，因此，嫦
娥六号计划对月球背面样品进行
系统长期的研究， 分析月壤的结
构、物理特性、物质组成，争取获得
更新的月球科学数据。

此次任务，嫦娥六号目标着陆

在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 月球的
南极和地球的南极类似， 非常寒
冷。 月球南极地区有低洼的环形山
坑底，也有高耸的山峰，地形非常
复杂。 极区内的某些地区可以连续
暴露在阳光下数个月甚至更长时
间，而不受阴影影响，光照充足，并
且附近的永久阴影坑内可能存在
水冰， 是建立栖息地的良好备选。
因此，月球南极地区是一个非常有
价值和有吸引力的登月目标。

王琼介绍， 在工程方面的考
量，主要是工程的可实现性。 艾特
肯盆地坡度比较缓，相对来说比较
平坦，便于着陆。

未来我国将建设月球
科研站

据悉，嫦娥六号任务将突破月
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
采样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
实施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同时
开展着陆区科学探测和国际合作。

未来，中国航天探月还有哪些
任务呢？ 2023年“中国航天日”首届
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
深空探测重大专项总设计师吴艳
华曾透露，嫦娥七号计划2026年发
射，将在月球南极开展环境探测和
资源利用，其中一个重点目标是要
寻找水冰等物质。 嫦娥八号计划

2028年前后发射，将重点开展月球
科研站的月面指挥通讯中枢技术
验证、远程机器人探测和资源原位
利用。 嫦娥七号、嫦娥八号与鹊桥
二号将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无论是2024年即将发射的嫦
娥六号，还是未来更远期的探月任
务，鹊桥二号都将承担重要的通信
功能。 根据计划，鹊桥二号将会于
2024年3月在文昌发射场通过长征
八号运载火箭送入地月转移轨道。

未来，“鹊桥”还将具备更丰富
的功能。 2023年10月，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
仁曾介绍， 将建立由环月轨道器、
地月平动点航天器、 行星际中转
站、行星轨道器等组成的一体化综
合星座系统， 具备通信、 导航、定
位、授时等功能，可为地月空间、火
星以远深空航天器提供服务，并拓
展支撑行星际空间科学试验。

同时，吴伟仁还透露，我国将
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它是由中国
提出、联合多国共同建设，在月球
表面与月球轨道长期自主运行、短
期有人参与，可扩展、可维护的综
合性科学实验设施。 它具备能源供
应、中枢控制、天地往返、月面科考
等能力，可持续开展多学科、多目
标、大规模科研活动。 此外，我国还
计划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月。

现代快报讯（记者 储希豪）1
月12日，水星将抵达2024年第一
次西大距的位置。 这是一窥水星
“真容”的绝佳时机，只要天气晴
好， 大家可以凭借肉眼或借助双
筒望远镜在东南方向寻找到它的
踪影。

从地球上看， 水星的行踪十
分神秘， 仿佛总是在太阳两边摆
动。 由于它的轨道在地球轨道的
内侧，距离太阳非常近，在太阳背
后时会被遮挡， 在太阳前面时会
被强光所淹没。 即使运行到太阳
左右两侧， 也会因为出现的时间
不是拂晓，就是黄昏，而很难看清
它的样子。

要想看到水星“真容”，那么
只能等到它与太阳的角距离达到
最大时， 也就是从地球上看水星
最远离太阳的位置， 要是在太阳
东边称为东大距， 要是在西边则
称为西大距。 东大距时， 水星会
在黄昏时的西方低空出现； 西大
距时， 水星会在黎明时的东方低
空出现。 不过， 这样的机会一年

也就6至7次。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

普主管王科超介绍，2024年水星
共有7次大距，1月12日出现第一
次。 虽然水星西大距发生在当天
22时37分，我国各地都还看不到
水星， 但是仍可以在1月12日或
13日的凌晨，把握好太阳升起前
的一个半小时， 朝着视野开阔的
东南方向低空， 先找到最为明亮
的金星， 然后往左下方延伸就能
找到较暗的水星。

据了解， 水星西大距时的视
亮度为-0.3等， 肉眼即可发现它
的踪迹，但由于临近天亮，而且会
受到大气层影响其亮度， 可以借
助星图、天文通等软件，花一点时
间和眼力去搜寻。 如果在好天气
的情况下透过天文望远镜观察水
星， 甚至可看到水星的形状呈弦
月般。

此外， 水星的会合周期约为
116天， 如果错过这次的水星西
大距， 下一次的东大距则要等到
3月25日。

人类首次！嫦娥六号将在月球背面“挖土”

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
引力一号发射成功

1月11日13时30分，我国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阳附近海
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一商业运载火
箭， 将搭载的云遥一号18-20星3
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
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引力一号商业运
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该火箭采用难
度较高的海上发射，刷新了全球运
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我国运力最
大民营商业运载火箭纪录。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是钟寅 胡玉梅

1月10日，国家航天局消息，探
月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任务探测器
产品分别搭乘安-124、运-20飞机
抵达海南美兰国际机场，随后通过
公路运输方式运送至中国文昌航
天发射场。 目前，发射场设施状态
良好，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
进行，嫦娥六号计划于今年上半年
实施发射。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是钟寅
部分综合央视新闻

水星将迎今年首个绝佳观测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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