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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读者热线：./,,00 新智/人与自然
! !世界上有一类奇特的科学
家，他们喜欢在黑咕隆咚的山洞
甚至地下洞穴里活动，考察那里
的地质情况，寻找那里的奇异生
物。最近，德国一位生物学家在老
挝的一处山洞里有了新的收获，
他发现了一个蜘蛛新物种。这种
蜘蛛没有眼睛，是目前已知的世
界上唯一没有眼睛的蜘蛛。
发现无眼盲蛛的是德国法兰

克福森肯堡研究所的生物学家彼
得·贾戈尔，主攻方向是节肢动
物。贾戈尔表示，要寻找到一个新
的物种并非易事，他多年来都没
有发现新的物种了，近年来开始
深入到各地的黑暗洞穴中，希望
在那些人迹罕至的黑暗世界有所
发现。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
老挝的一处洞穴里发现新的蜘蛛
物种，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眼
睛的蜘蛛。
贾戈尔发现的盲蛛出现在一

个大山洞的深处。这个山洞长达
数公里，深达百米，其中阴森寒
冷，没有一丝光亮，在其中探险是
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新发现的盲
蛛被命名为斯古里昂中遁蛛
（!"#$%$&' ()*+"$#）。斯古里昂
（()*+"$#）是一家洞穴照明灯公司
的名称，而中遁蛛（,"#$%$&-）是
最早发现于中国的一类遁蛛的总称。./0.年，
生物学家在中国发现了第一种中遁蛛。此后，
生物学家陆续在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发现了
12多种中遁蛛。所谓遁蛛，就是喜欢过隐居生
活的一类蜘蛛，而中遁蛛的隐匿性更强。此
前，贾戈尔还发现过只有两只眼的中遁蛛，被
命名为贾氏中遁蛛。

新发现的无眼盲蛛体形不大，体长只有
345厘米。然而，它们有0只长长的脚，每只脚的
长度达6厘米。因此这类蜘蛛又被称为长脚蜘
蛛，长长的脚便于它们快速移动。在黑暗的深
洞中，快速活动的本领十分重要，因为那里的
食物十分匮乏，它们每天要辛勤地四处爬行，
才能找到填饱肚皮的食物。无眼盲蛛不像我
们常见的那些蜘蛛那么幸福。普通的蜘蛛搭
张网睡大觉，美食不停地往网上撞，多得来不
及吃。看来，同样是蜘蛛，由于出生在不同的
环境中，命运也是完全不同的。而那些无眼盲
蛛也不能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
即使它们到了食物丰盛的地面，也是看不见
那些食物的，况且洞穴外面众多的猎食者虎
视眈眈。还是继续待在深洞里安稳些，苦是苦
点，至少不会随时遭遇那些猎食者的追杀吧。
常见的蜘蛛有0个单眼，而中遁蛛因为喜

欢躲在暗处生活而眼睛逐渐退化，而且在演
化过程中是一对一对地减少。此前，生物学家
已经发现了有6只、1只和5只单眼的中遁蛛。
但是，生物学家还没有发现完全没有眼睛的
蜘蛛，贾戈尔的新发现则填补了这个空白。无
眼盲蛛的发现，让生物学家知晓了中遁蛛从0

个单眼如何逐渐演化为没有眼睛的全过程。
在完全黑暗没有一丝光亮的深洞中，眼

睛全然没有用处，长年累月的黑暗让洞穴生
物的眼睛逐渐退化到完全没有。因此，许多没
有眼睛的动物都是在洞穴中发现的。无眼盲
蛛的发现，再次向人们展示了生物界用进废
退的演化原理。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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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电”细菌
将提升新能源的地位

! !新能源发展了多年，为何没有
得以普及？因为其中有一些关键问
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问题是如何储藏这些能源。最近，
美国研究人员的一项新成果有望解
决这个问题。他们培育出了一种奇
特的“食电”细菌，可以把电能转化
为甲烷气体。

研究新能源的科学家们都相信，
世界上尚未广泛利用的一些新能源
储量特别丰富，比现在正在利用的能
源要丰富得多。它们是正在开发中的
太阳能、风能、地热能，还有一些还
在试验阶段的波浪能、温差能、洋流
能、盐差能等。利用这些能源的主要
方式是发电，与现在正在广泛使用
的水电、火电、核电相比，前者所产
生的电能不具有连续性。比如，太阳
能发电厂只能在白天和晴天产生电
能，阴雨天和夜晚就没有了；而风力
发电更是靠天吃饭，风力时强时弱，
电流也随之产生强弱变化，有时甚
至没电了。而水电、火电和核电则可
为人们每天51小时持续产生稳定的
电流，还可以根据人们的用电情况
来调整发电厂的功率。

如果能解决那些尚未推广的新
能源的储能方式，新能源的发展将
取得突破性的进步。目前，通常采用
超级电容或电池来储存新能源产生
的电能，这些储存电能的方式容量
小、成本高、效率低。许多新能源专
家表示，储存是新能源所遭遇的最
大瓶颈，什么时候储存问题得到合
理的解决，新能源才能成为真正实
用的能源。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阿尔弗雷德·斯波曼等人提出，可以
把新能源产生的电能转化为甲烷储
存起来。他们按照这个研究方法尝
试了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最终
确定用生物的方法更有效。

经过多年的研究，斯波曼等人
用转基因的方法培育出一种“食电”
细菌。它可以“吃进”电能，然后把二
氧化碳和水合成纯净的甲烷。这个
过程中能量转化效率很高，达到
02!，其余52!的能量主要用于细菌
的生长和繁殖。“食电”细菌在产生
甲烷的过程中，不断以自我分裂的

方式进行繁殖，繁殖速度很快，其数
量每隔一天以加倍的速度增长。利
用新能源产生甲烷的原料是二氧化
碳和水，而甲烷燃烧后也只产生二
氧化碳和水，这两个过程中的二氧
化碳是等量的。因此，“食电”细菌产
生的甲烷是一种特别清洁的能源，
既不会产生污染空气的刺激性气
体，又不会产生多余的令全球变暖
的温室气体。

更加令人振奋的是，甲烷特别
便于储存和输送，它能以高压气体
或液化气的方式在罐子中保存起
来，然后通过管道或车辆输送出去。
这样的储藏方式十分便捷，也十分
成熟，比用电容储能便捷且高效得
多。甲烷是一种无色无味无毒的气
体，是天然气中最主要的有效成分。
甲烷的燃烧值特别高，可以作为高
效燃料进入千家万户的厨房，也可
以为工厂的机器提供动力，还可以
为使用天然气的汽车、轮船、飞机等
交通工具提供燃料。

自然界中的甲烷储量也很丰
富，在冻土地带和深海中，蕴藏着丰
富的甲烷水合物，全球总储量多达
数万亿吨。然而，利用这些甲烷资源
存在巨大的风险，因为甲烷是一种
可怕的温室气体，它产生温室效应
的效率是二氧化碳的52倍。目前，开
发自然界已存的甲烷资源在技术上
还很不成熟，开发不当则有泄漏风
险，那将导致一场巨大的环境灾难，
令全球气温急剧上升。而利用“食
电”细菌产生甲烷则不存在这样的
风险，因为整个生产、储存和输送过
程都是在密闭的容器中进行。

目前，新能源在能源格局中充
当着“花瓶”的角色，而“食电”细菌
很可能大幅提升新能源的地位，让
新能源成为能源领域中真正的主
角。如果能大规模地把新能源产生
的电能转化为甲烷气体，未来公路
上的加气站将像现在的加油站一
样普及，而气体燃料的成本将比石
油低得多。斯波曼等人相信，如果
大量培育“食电”细菌，广泛利用新
能源转化的清洁甲烷时代很快就
会到来。 阿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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