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K线虫是一种新物种

据资料显示，这种在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里新

发现的线虫为新物种，被命名为 Panagrolaimus

kolymaensis（简称PK线虫）。通过基因组与形态分

析，其与现今在生物科研上被广泛使用的秀丽隐杆

线虫共享“分子工具包”，也就是有亲近的亲属关系，

它们同属于线形动物门。这两种生物体都会产生一

种叫做海藻糖的糖，这可能使它们能够承受冷冻和

脱水。

据报道，这些沉睡4万多年的线虫是21世纪初

在俄罗斯东部Kolyma河附近130英尺地下挖出来

的。而在2018年这批科学家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实

验：他们把这些冻在地下的线虫放在 70 华氏度

（21.1摄氏度）的培养皿数周后，一部分线虫开始复

苏并开始繁殖。

通过放射性碳定年法，科学家们在2018年初步

给出的结论中确定这些沉积物已有45839年至47769

年的历史，但他们仍然不知道这种蠕虫是否是已知物

种。直到这次在最新的论文中，科学家们表示又对这

些冻土进行了检测，定下了4.6万年的年龄，并根据

基因分析，确认了这些线虫属于一个新物种。研究人

员表示，虽然这批被人类唤醒的线虫已经走完了横跨

四万多年的一生，但它们在醒来后，也通过无性繁殖

留下了后代。

“隐生术”助力生物“穿越”

论文第一作者、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分子细胞生物

学和遗传学研究所名誉教授库尔兹查利亚表示，这些

小线虫保持休眠状态的时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以

前科学家以为它们最多只能休眠40年。PK线虫在永

久冻土层中并没有死去，而是处于一种叫作“隐生生

物”的休眠状态。

隐生是一种生命状态，一般可以分为低湿隐生、缺氧

隐生、低温隐生和变渗隐生四种形式，这都是生命体为了

应对极端天气条件而极端降低代谢的生命状态。低湿隐

生就是最常见的隐生形式，比如当隐生动物面对干旱时，

会进行“脱水”，并停止繁殖、发育和新陈代谢等活动，等到

环境好转时，又能复苏过来。库尔兹查利亚表示，类似于

病毒这类的单细胞生物已经被证明能在隐生状态下存活

数百万年，但对于动物来说，隐生4.6万年已经是目前

的纪录了。

复活恐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担忧：“这让我想起人鱼陷落

里的永生亡灵实验体”“要是还能一直繁殖下去，挺可

怕的，一般来说科幻惊悚片的开头都是这样的。”“不怕

寄生虫病毒之类的一起复活吗？”

科学界对这一发现也有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杨百

翰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Byron Adams教授就认为，那些

冻土层可能混入了现代污染物，里面的线虫不一定就

是远古来的。他说：“我毫不怀疑冻土层里其他有机物

质的年代，但那些线虫，我有点不敢相信……被冻了4

万年以上还能活过来，实在太久了……”

库尔兹查利亚也表示，虽然现在对如何实现介于

生与死之间的状态有了更好的理解，但离利用这门科

学让冷冻的人类或恐龙复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

过，至少线虫的复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对介于生死之

间的状态有了更深的理解。”不管怎样，发现此现象的

研究团队依然信心满满，他们认为这个发现对人类来

说意义重大：“许多事物都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将来，这类研究或许对人类保存器官和细胞有帮助。”

跨越4.6万年的“复活”，是有史以来最长的“隐生”，

刷新了人类对于生命长度的认知，也为人类生命延续打

开了新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羽清
见习记者 车家竹

今年，加拿大遭遇史无前例的森林火灾。根据加

拿大森林消防中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月26

日，全国累计发生4774处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超12.1

万平方公里，超过了韩国国土面积。

7月27日，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所研究员刘

志华、大气物理所副研究员王哲在接受采访时披露，

目前加拿大林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到10亿吨。

刘志华说：“加拿大林火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氧

化亚氮等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变暖造成不可忽视

的影响，已发展为全球性环境事件。”

林火排放二氧化碳超10亿吨

遥感技术是目前估算大尺度林火碳排放的有效

手段。基于遥感观测的火烧碳排放强度和火烧面

积，可实现林火碳排放量的快速评估。

专家估算，截至目前，此次林火排放的甲烷和氧

化亚氮的温室效应约相当于1.1亿吨的二氧化碳当

量，加上直接排放的10亿吨二氧化碳，加拿大林火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于11.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已

超过日本2021年全年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10.67亿吨，居全球第五位）。此外，加拿大林火约有1/8

发生在冻土区，促进了储存在冻土中的甲烷释放。

除了排放温室气体影响气候外，加拿大林火释放

PM2.5、PM10、有机气溶胶、黑炭等空气污染物，也造成了环

境影响，损害了人体健康。截至目前，影响较大的跨境传

输过程主要有四次，分别为5月17日-26日、6月6日-19

日、6月23日-30日和7月15日-20日，均显著降低了美国

空气质量，造成航班取消、学校停课，严重扰乱生产生活秩

序。其中，第二次传输过程使纽约市出现1960年以来最严

重的污染天气，第三次传输过程使芝加哥6月27日的空气

质量指数超标5.6倍。

加拿大林火释放的PM2.5受西风环流影响及天气动力

作用，造成了长距离跨境传输——5月25日到达欧洲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6月8日扩散至冰岛和格陵兰岛，6月26日

波及欧洲大陆。6月27日-30日的大气传输过程对欧洲地

区PM2.5的影响在5μg/m3以上。此次传输过程还波及了

北非和亚洲地区，对我国西部地区PM2.5浓度的影响约为

1-2μg/m3。

此外，林火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快速燃

烧的林火，导致植被大量死亡，不但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

损失，还导致动物失去栖息地和食物来源。此外，林火

还会破坏植被覆盖层，导致土壤表层裸露，从而加剧土

壤侵蚀、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频率。

大规模林火演变成破坏性灾难

如此大规模的林火已经超出了自然变化范围，演

变成一种破坏性的灾难。频繁、严重的火烧不但会快

速消耗植被和土壤中的碳储量，也会改变森林的自然

演替，使生态系统退化为灌木或草地，严重降低生态

系统的碳汇功能。因此，大规模森林火灾破坏了生态

系统的平衡，而非传统认识的生态干扰过程。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影响不断加

剧，极端林火频繁发生。例如，2019年亚马逊林火，10

个月过火面积超9万平方公里；2019年-2020年澳大

利亚大火，一年间过火面积24.3万平方公里。加拿大

的火烧季节通常将持续到10月份，此次林火火势有可

能继续蔓延，灾害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持续刷新该

国的历史纪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燕磊 见习记者 寇梦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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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冻土中沉睡4.6万年
科学家唤醒与猛犸象同时代线虫

7月27日，在《公共科学图书馆：遗传学》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说，科学家从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中取出的一小
群线虫在被解冻后“起死回生”，尽管只存活了不到一个月，却繁殖了100多代新线虫。这些线虫的年龄约为

4.6万年，跟长毛猛犸象同时代。远古生物的复活，不禁让人思考生与死之间是否还有另一种存在形态。

隐生状态 秀丽隐杆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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