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一种利用转基因细菌将二氧化碳变为燃
料的新技术，最近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微生
物学教授安东尼·辛斯基等人研发成功。它的
问世，有可能变废为宝，让碳排放产生良好的
经济和环境效益。
这种转基因细菌的英文名称为“!"#$%&'("

)*%+&,-"”。研究发现，当这种细菌吸入二氧化
碳和氢气后，在一定的压力作用下，会生成醇
类化合物；这种物质可以同汽油混合用作燃
料，也可以单独作为能量来源。据称他们对这

种微生物的研究已经./年了。
研究发现，生长环境使这种细菌具有很

强的活动性，它们四处活动，并同真菌、动物
和其他细菌展开争夺养分的竞争。这样一来，
这种细菌能够将它所吸收的任何物质（糖、
油、脂肪、二氧化碳等）用来生产维持自身生
存所需的蛋白质和聚合物。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只要略微改变一下
这种微生物的基因，就可以让其生产出其他
有用的化学物质，甚至是燃料。

据介绍，研究人员并没有破坏任何与细
菌生长相关的基因，而只是干扰了中间物，即
改变了这种细菌合成氨基酸类物质（组成蛋
白质的基本物质）的常用方式。这一点很重
要，因为科技人员想要确保这种细菌在生产
燃料的同时，还能继续生长，因此他们必须在
这种微生物的自身生存需求和生产燃料任务
之间找到平衡。
实验证明，这种转基因细菌生成了醇类物

质，且每升的浓度最高达到.01毫克；如果每隔

23小时就将该细菌细胞中的醇类物质移除，浓
度还可能变得更高———41天后就能产生浓度
在每升53克以上的燃料。这种细菌随后可以放
在生物反应器中培植，它们可以在那里吸收燃
煤器或炼钢设备释放的二氧化碳。

行家分析认为，随着基本粮食价格的不断
上涨，只需借助二氧化碳等废气生产燃料的新
方法，对能源生产商来说，或许是个很有吸引力
的选择。不仅如此，这项新技术的出现，还能部
分地帮助解决温室气体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进一步优化这种方
法，以期在增加燃料的同时，让生产成本降下
来。他们的目标不是每升多少毫克，而是每升
多少克。 王瑞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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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孟加拉虎

影片中少年派的最好伙伴是孟加拉虎。
孟加拉虎又名印度虎，是目前数量最多、分布
最广的虎的亚种。雄性孟加拉虎包括尾巴在
内总体长为 670!875米，体重 611!811公斤；
雌性虎体型较小，总体长为 679!670米，体重
511!5:1公斤。孟加拉虎主要生活在孟加拉
和印度，在尼泊尔、不丹和中国也有少量分
布。虽然影片中的孟加拉虎被迫食鱼，但是它
的日常食谱并没有鱼，主要食物是鹿、羚和野
牛等素食动物。在饿极了的情况下，孟加拉虎
也捕食其他肉食动物。目前孟加拉虎野生总
数超过 3111头，在中国境内有 81多头，被世
界保护联盟定为极危动物，在中国被列为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不过人工饲养的孟加拉虎
却很多，总计有 876万头，主要有动物园、马戏
团、繁育中心和私人饲养。影片中与孟加拉虎
相同的情节其实由 3头虎的镜头剪辑而成，
它们都是人工饲养的，8头来自法国，5头来
自加拿大。

! 缟鬣狗

通常我们以为鬣狗只产于非洲，其实在
亚洲也有分布，生活在印度的是缟鬣狗，影片
中捕杀斑马和红毛猩猩的就是这种鬣狗。缟
鬣狗体长为 5!574米，体重 31!01公斤。它们
的颚和牙齿特别强健，可以咬碎大骨头。有时
群居，有时独居，白天和黑夜都可以活动。缟
鬣狗不像孟加拉虎那样喜欢吃“生鲜”肉食，
而是主要吃腐败的尸体，或是捡食孟加拉虎
等猛兽吃剩的肉骨头。

! 红毛猩猩

最先出场的几种动物中，有一只雌性红
毛猩猩。红毛猩猩是一种非常珍稀的灵长类
动物，被人们视作作世界上“最憨态可掬”的
哺乳类动物。红毛猩猩通常过着小群居生
活，母猩猩带着数只小猩猩，而雄性则独自
散居在附近。目前，它们只生活在印度尼西
亚和马来西亚的部分地区，野生总数不到 8

万只。而在 41年前，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地
区都有红毛猩猩分布，总数不少于 51万只。
多年以来，红毛猩猩不断地被人从树林中捉
出来驯养成宠物或马戏团演员。有专家曾预
言，如果不加以保护，在 6161 年之前，红毛
猩猩可能会灭绝。

! 飞鱼

在一群金枪鱼的追捕下，数以万计的飞
鱼掠过少年派所在的海面。影片中的飞鱼场
景令人难忘，在现实中也有类似的为了逃避
大鱼捕食而出现的飞鱼成群结队在海面上飞
行的场景。飞鱼是个大家族，全世界飞鱼品种
超过 511种。这些飞鱼长相奇特，胸鳍特别发
达，像鸟类的翅膀一样；长长的胸鳍一直延伸
到尾部，整个身体像织布的“长梭”。目前，飞
行能力最强的飞鱼滑翔距离可达 311 米以

上，时速可达 01公里，最大离开水面高度 ;

米。影片中追逐飞鱼的是一大群黄鳍金枪鱼，
其中一条误入救生船，引发了少年派和孟加
拉虎的争抢。

! 发光生物

在影片中的夜晚，海面像星空一样明亮，
这是因为不少海洋生物发出了迷人的荧光。
虽然现实中的海面在夜晚没有那么明亮，但
是的确会出现不少发光生物。令海面出现成
片亮光的是一种鞭毛藻，它们体内有独特的
蓝色荧光基因。影片中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
荧光，则是由发光水母发出的。发光水母之所
以能发光，依赖的是一种神奇的发光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遇到钙离子，就能发出较强的蓝
色光。其实，海洋中许多浮游生物都能发出荧
光，只是它们大多不像鞭毛藻和发光水母那
样喜欢十分密集地聚集在一起。

! 座头鲸

影片中出现了一头小山一样的座头鲸，
它跃出水面时产生的巨浪掀翻了少年派自
制的浮筏，导致救生食物全部跌落海中。座
头鲸是一种大型鲸类，成体长超过 51米，体
重可达 64!84吨。现实中，座头鲸最引人注
目的也是类似影片中的跳跃行为，它们可以
全身腾空跃出水面，而落下时会造成巨浪。
它们这一行为的目的还不十分清楚，这可能
是它们生气的表现，也可能是以巨大声音吸
引异性，还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除去体表的
死皮和寄生虫。

! 狐獴

在影片中作为少年派的中转岛上，有数
以万计的狐獴生活在那里，它们居然在吃
鱼干。现实之中，狐獴只生活在南非的卡
拉哈里沙漠中，迄今还没有在哪个小岛
上发现有这种生物。它们主要吃虫子，也
吃蜥蜴、蛇、鼠等小动物。影片中的狐
獴夜晚栖息在树上，而现实中的狐獴
也是白天活动，夜晚则栖息在自己
挖掘的地洞中。狐獴喜欢群居，往往
几十只一群，但是尚未发现成千上
万只一起活动的现象。狐獴四肢修
长且喜欢站立，显得姿态十分可
爱，其实它们保持站立姿势主要是
晒肚皮。

! 印度榕树

少年派无意间漂到了一个浮岛上，这个
浮岛的地面是由巨大的印度榕树的根组成
的。初上岛时，少年派挖掘出榕树的红色嫩根
狼吞虎咽起来。在现实中，人们常常食用的部
分是榕树的果实和嫩枝。榕树的块根虽然也
含淀粉，但是其纤维质外壳令人望而生畏，而
气根可用来制作清热解毒的药物。目前，尚未
发现可作为食物的树根，部分树根可以入药，
有的树根误食后则会引发中毒。 安娜

少年派遇到的奇异生物

让二氧化碳生产燃料

近来，李安导演的新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引发人们再次
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影片主人公能够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漂流
227天而最终登岸获救。在漫长的漂流过程中，置他于危险境地的海
洋同时为他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中途经过的一个小岛上的奇异生物更
是为他的休整和体力恢复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这部影片中，除了最
开始就遇难的斑马外，其他动物都是我们在动物园里难以见到的。接
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了解少年派所接触到的奇异生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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