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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疫病、漫天黄沙，连

人类最后的粮食玉米，也面临

着被沙尘暴席卷的危险⋯⋯在

好莱坞大片《星际穿越》中，地

球末日的景象让人心头一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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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中，随着自然环境的恶

-fJa，绝大部分物种都已灭绝。

即便人类制造出超高智能的机

器人，也无力恢复生机勃勃的

地球家园。

与之相呼应的是，6月19

日，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普

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等高校的研究人员在《科

学进展》杂志发表报告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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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正处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第

六次生物大灭绝是否真的会

到来，人类如何做才能缓解生

物大灭绝的到来，正成为当前

最热门的科学话题之一。

地球步入

“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地球可能正在进入第六次

物种大灭绝时期。与前5次不

同，这次物种大灭绝与人为活

动的影响息息相关。

“自显生宙以来的5．4亿

年中，至少发生了22次生物灭

绝事件，具有全球影响的有5

次，即发生在奥陶纪末、晚泥盆

世中期、二叠纪末、三叠纪末和

白垩纪末的大灭绝。”中科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冯

伟民说。

除了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

局限于海洋生物外，其他四次

大灭绝都波及到海洋和陆上生

物。这些大灭绝无一例外地导

致了大批生物的消失，尤其是

原先占据主要优势地位的生物

类型的消失，宣告了一个生物

时代的结束。如二叠纪末生物

大灭绝彻底颠覆了古生代生物

群的根基，白垩纪末生物大灭

绝使得中生代包括恐龙在内的

爬行动物时代一去不复返。

在冯伟民看来，每一次大

灭绝都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

演变过程。尽管触发大灭绝的

原因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

草不尽相同，但地球环境之间

存在着复杂的演化关联性，使

得每一次大灭绝都与诸多环境

的突发性、规模性和周期性演

变有关。

前五次大灭绝属天灾，第

六次更主要的是“人祸”。冯伟

民表示，进入第四纪，人类的诞

盔

生与进化对地球环境造成了极

大的影响，且影响之大远非地

球历史上任何生物所产生的影

响所能比拟。大概从距4"-1．1

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开始，石器

的运用，使得人类可以较容易

地猎杀动物，一些生物开始陷

入厄运中，或许正是从那时开

始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而从

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开始，人类

的科技水平一日千里，对地球

的影响也是日益加深，带来的

环境问题愈发严重。温室效应

有增无减，极端气候时有发生，

且出现频率越来越高，沙漠化

急剧扩大，进一步引发了生物

的灭绝，速率远远超过地球历

史上任何一次。

比正常情况快很多

来自美国的研究人员指

出，目前脊椎动物的灭绝速度

比正常情况快114倍，甚至这

一惊人的数字只是保守估测结

果。2014年，美国杜克大学生物

学家斯图尔特·皮姆也发表研

究警告人类已经进入第六次物

种大灭绝时期，称目前的物种

灭绝速度比正常情况快1000

倍。

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

古生物学家理查德·利基提出

了“第六次大灭绝”的概念。此

后20多年中，这种说法一直饱

受争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刘俊表

示，人类加快了物种灭绝速度，

这在科学界是公认的。但是它

算不算大灭绝?“科学家发现

有这种趋势，但依然很难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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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研

究报告认为：“科学家多次指出

地球生物正进入第六次大灭绝

时期，依据就是目前物种灭绝

速度明显超过了自然灭绝速

度。之前的估计由于可能会高

估灭绝危机的严重性而饱受批

评。”

为了避免这种高估，最新

研究使用非常保守的假设对脊

椎动物的灭绝速度进行了估

测。首先，将自然灭绝速度提高

到以往研究采用数值的两

倍——每过100年每10000个
物种中就会有两种哺乳动物灭

绝。

其次，采用非常严苛的标

准来评估目前脊椎动物的灭绝

速度，并采用了两种计算方法。

一种是非常保守估计，只考虑

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灭

绝”的物种；一种是保守估计，

只考虑被列为“灭绝”、“野外灭

绝”或“可能灭绝”的物种。

在这样保守的估测下，物

种灭绝速度依然是自然灭绝速

度的8到100倍。该报告强调，

这种计算很可能会低估物种灭

绝危机的严重性，“我们的目标

是给出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影响

的下限值。”

物种灭绝前奏初显

“物种灭绝在自然状态下

也会发生，因为物种也是有生

有死的。”刘俊说。但越来越多

的证据说明，目前的物种灭绝

速度远远高于人类出现之前的

自然灭绝速度。

以大洋洲的热带岛屿

为例，在人类定居后约

2000年的时间里，多达

1800种鸟类已经消失了，

证据大多可以在近几十年

发现的半化石残骸中找

到。脊椎动物灭绝的书面

证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

17世纪消失的渡渡鸟、18

世纪消失的史德拉海牛、

19世纪消失的罗

格里德斯巨龟

等都有大量

确凿记录。

报告指

出，公元1500

年以来338

种脊椎动物已经

一．

灭绝，另有279种被

列为“野外灭绝”或“可能灭

绝”，总共涉及617种脊椎动

物。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的114

年中灭绝的。

“过去一个世纪灭绝的物

种数量，按照自然灭绝速度，需

要800到10000年才会消失。”

报告显示，在自然情况下，1900

年以来应该有9种脊椎动物灭

绝，然而按照保守估测，另有

468种脊椎动物也灭绝了。其中

包括69种大型哺乳动物，80种

鸟类，24种爬行动物，146种两

栖动物，158种鱼类。

这一令人震惊的估测结果

并未考虑种群层面的灭绝。但

报告强调，即使是那些目前并

未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们的种

群在各个地区的消失也十分频

繁、广泛，损失甚至超出了物种

层面的灭绝。“种群层面的灭绝

▲霍加狨生活在非

洲民主刚果境内的密林

深处

▲20世纪50年代初．大

独角犀在中国云南消失

可以看作物种灭绝的前奏。”

部分学者态度乐观

也有学者指出，尽管当前

生态问题很严重，但对于“第六

次生物大灭绝”这个概念争议

不断。一个重要的分歧就是从

时间尺度上，现今与远古相差

极大。

另外，国外一项研究发现，

曾被认为在过去几个世纪灭绝

的哺乳类动物中，有近1／3其

实并未灭绝。一些在人们视线

里消失了80年，被认为野外种

群已经灭绝的动物，在过去几

年又突然被发现。

害羞的霍加狼类似于斑马

和长颈鹿的杂交产物，19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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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有人在刚果看

到它。后来这种动物

越来越罕见。从

1959年开始，野外

雷达追踪器失去了

它的线索，因此人们

担心它可能已经灭

绝。然而，5年前研

究人员在野外又发

现它的足迹。

其他“死而复生”的哺乳动

物包括像老鼠的古巴沟齿嗣、

圣诞岛铜葫、所罗门群岛的瓦

尼科罗狐蝠、澳大利亚中部岩

鼠和印尼的塔劳利齿狐蝠⋯⋯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博士戴安

娜·费希尔汇编了一份由科学

家宣布的白16世纪以来灭绝

的所有哺乳动物名单。

费希尔在《皇家学会学报b

辑：生物科学》里写道：我们确

定的自16 tO：纪以来走向灭绝

的哺乳动物有187种。然而有

67种曾经从人们眼前消失的动

丫世界各国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

物又重新露面。有超过1／3曾

被归类为灭绝、可能灭绝或被

认为已经灭绝的哺乳动物，现

在有人又在野外发现它们。

《自然》杂志曾发表过一份

分析报告《受威胁的生命》。报

告称，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前

景还有很大不确定性。假设灭

绝的速度保持恒定并持续下

去，75％的物种大灭绝可能会在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内发生。

南京古生物所一位不愿具

名的科学家认为，虽然当前的

生物灭绝速度很快，但现今生

物与过去生物的进化速度有着

极大不同，成种的速度也在剧

增，甚至比史前状态快100万

倍，而这一点往往被忽视。

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

相比漫长几亿年的生物进化

史，人类短暂的历史还无法感

知生物大灭绝的整个过程，而

自然界的自身调节能力也远比

人类所认识的复杂和深奥。因

圆圆薷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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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要断言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是否已经来临绝非易事。

保持生物多样性

是唯一缓解方法

人类可以通过一些行动来

减缓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速

度。专家认为，保持生物多样性

是缓解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唯

一方法。要解决这一根本性问

题，人类需要投入巨资，《科学》

杂志公布的保护全世界濒危物

种大约需要花费40亿美元，而

要有效保护栖息地在重要地区

的物种每年可能需要760亿美

兀。

冯伟民指出，要拯救地球

自然环境，就需要建立～种资

源发展和经济发展保持双赢的

生产方式。减少化石能源的使

用，控制碳排放；利用生物工程

和地质工程，将大气中的碳固

定在生物圈或岩石圈中；提倡

低碳经济，开发节能和绿色环

保产品等等，或许将使得人类

的发展与地球自然的演变协调

起来。

有科学家已经提出，建立

自然灾害和流行病的模型，建

设更安全和更可持续发展的城

市，使食物的来源离家更近，尤

其是控制化石燃料的使用等是

近期我们能做的工作。

目前，人类已经发现了一

些可以替代化石燃料的清洁能

源，正在开发低碳环保的产品。

另一方面，科学家近几十年来

也在致力于宇宙的探索，或许

有一天人类真将存在于恒星之

间。(本刊综合)■

一溢馨一～一糕∽，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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