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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4年3月8日上午9时在信阳诚
信拍卖多媒体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标的一：息县岗李店乡刘塘村林场土地（约 51.8亩）
五年租赁权；

●标的二：大众帕萨特小轿车一辆。
凡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3月7日

17时前，携本人身份证及相关证件，缴纳相应竞买保证金
（标的一：3万元；标的二：1万元）到指定账户，并接受各项拍
卖条款的约定（具体详见本次拍卖会《竞买须知》）,到我公司
办理竞买手续。若竞买不中，保证金如数无息退还。

标的展示时间：2024年3月6日-3月7日
标的展示地点：
标的一：息县岗李店乡刘塘村闲置林场
标的二：信阳大别山双创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停车场
报名地点：信阳市南京路888号
联系人：0376-8138888 15978363236 李女士

信阳市诚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3月1日

拍卖公告中国拍中国拍卖行业卖行业AAAA级企业级企业

猴子有尾巴，而人类和猿
类的尾巴却在进化中消失了，
是什么在其中起了关键作
用？《自然》2月28日发表的一
篇论文，报道了人类和猿类演
化掉尾巴的遗传学基础。

一种猿类特异性遗传成
分，插入一个尾巴发育相关的
基因，就会导致一种新的蛋白
质异构体的产生。这在胚胎
发育模型中会影响尾部伸长，
意味着这种成分会促进人与
猿类尾巴的缩短或退化。此
外，科学家认为，失去尾巴的
演化过程或导致人与猿类更
容易出现神经管畸形。

与其它灵长类物种不同，
人科猿类——包括人类、黑猩

猩、大猩猩、红毛猩猩和长臂
猿都没有尾巴。尾巴的消失，
是人类和其它猿类演化中最
显著的身体变化之一。不过，
演化掉尾巴的遗传学机制一
直有待阐明。

此次，包括美国纽约大学
朗格尼健康中心科学家在内
的研究团队，筛查了与脊椎动
物尾巴发育相关的 140 个基
因，寻找可能导致猿类失去尾
巴的变化。他们认为，Alu 元
件插入猿类祖先的Tbxt基因
（与有尾动物的尾巴发育相
关）可能促进了尾巴的消失。
为检测这种理论，他们构建了
表达Tbxt基因不同形式的小
鼠模型，包括两种外显子跳跃

异构体（在猿类中这种异构体
可通过插入Alu诱导）。

团队发现，表达两种Tbxt
形式的小鼠皆没有尾巴，或尾
巴变短，具体取决于胚胎尾芽
表达的相对数量。这是证明
外显子跳跃Tbxt异构体导致
尾巴消失的证据。此外，他们
还发现表达外显子跳跃 Tbxt
异构体的小鼠可能会出现神
经管畸形，这种疾病在每1000
个人类新生儿中约有一例。

研究人员指出，神经管畸
形可能是尾巴在演化中消失
的适应代价。神经管畸形到
今天仍在影响人类，包括由于
脊髓在子宫内发育不完全导
致的脊柱裂。（据《科技日报》）

人与猿类如何在进化中“甩掉”尾巴

我国南极考察站是咋运行的？一起来看看
考察站是南极考察的重

要基础设施。日前，中国第五
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建成开
站。考察站运行工作有哪
些？如何支撑科学研究？中
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副领队
魏福海一一作了解答。

“好的考察站是建出来
的，更是运维出来的。”魏福海
说，中国南极考察站的运维工
作由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
究中心负责，整体而言主要分
为两个方面，即考察站的运维
保障和科研支撑。

运维保障是考察站运行
的基础。

在旷古荒寂的南极，一座
考察站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
会。魏福海曾多次担任南极考
察站站长，“在这里，我们需要
建立起一整套独立的水、电、
暖、吃、住、行等保障系统。”

这是一套日益完善的运
行保障系统。人员配置方面，
常年考察站通常设有医生、机
械、电气、水暖、维修、通信、厨
师等专业保障岗位。

物资补给方面，每年 11
月至次年 2 月，“雪龙”号或

“雪龙 2”号会给考察站运送
来一年的补给，包括食品、燃

油、配件和专用设备等。南极
中山站和长城站已建立了无
土栽培蔬菜温室系统，如今能
种植出生菜、黄瓜、辣椒等。

电力水源方面，考察站的
电力一般主要由柴油发电机
供电，而秦岭站作为现代化考
察站，充分利用风能和太阳
能，新能源占比超过60%。考
察站的水源主要依靠站区附
近的淡水湖泊或海水淡化。

垃圾处理方面，垃圾必须
严格按照《南极条约》体系相
关规定分类和回收，其中，生
活用水经过现场污水处理系
统处理达标后排入大海，固体
垃圾须全部运回国内。

交通出行方面，考察站配
置有工程机械、全地形野外车
辆、橡皮艇和直升机等交通设
备。此外，还拥有一支强大的南
极内陆运输保障车队，“雪鹰
601”固定翼飞机入列后，航空调
查和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以考察站为代表，中国极
地研究中心已建立起较为完善
的运维体系，专业化和职业化
程度不断提升。”魏福海说。

服务科学考察是南极考
察站的重要使命。

“南极考察站为国家多学

科的研究项目提供支撑，涵盖
气象、地质、生物、天文、冰川、
海洋等多个领域。”魏福海说。

他进一步介绍，每个考察
站基于独特地理位置也同时
开展差异化学科研究。例如，
长城站也是极地生态国家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中山站是
极地雪冰和空间特殊环境与
灾害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新建设的秦岭站地处罗斯
海，将重点支撑极地海洋领域
的科学研究。

在南极，考察站建有专业
的实验室，配置相关学科的样
品、数据采集设备和分析仪器。
以秦岭站为例，该站配有海洋实
验室、大气观测室、地球物理观
测室等实验室，科研人员通过站
区一卡通系统，能进入特定的实
验室使用相关科研设备。

科研组织管理方面，考察
站作为国家科考平台，目前已建
立起全流程的南极样品、数据、
科考设备和共享等管理体系。

魏福海表示，相信未来随
着中国南极保障能力不断提
升，南极考察站将为中国和全
世界科学工作者持续探索自
然奥秘、勇攀科学高峰提供有
力保障。 （据新华社）

气温乍暖还寒，感冒的
人不在少数，不少患者得的
还是重感冒。日前有一网友
发帖表示，自己因为重感冒
后坐了飞机耳朵巨疼，被诊
断为急性中耳炎。此事引起
了很多网友关注，不少网友
也分享自己有类似的经历。

日前，网友“亲大鱼”在
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自己是
从大年初三开始发烧，初七
搭乘飞机回北京。在回北京
的飞机上，感受到气压变化
随之耳朵巨疼，“绝对不是一
般坐飞机的不适，当天晚上
耳朵疼的都想看急诊。”“亲
大鱼”说，自己第二天立马就
去了医院就诊，被确诊为急
性中耳炎，“算是第一次亲身
体会这个热知识了。”

“严重了还会穿孔，来自
前空乘的经验”“春节期间刚
经历过，做吞咽和张大嘴都
没用”“以前不知道，刚好有
一次感冒坐了飞机，在飞机
上一觉醒来突然感觉耳朵像
被蒙住了一样，可把我吓
的”……在“亲大鱼”帖子的
评论区，有相似经历的“病友
们”聚在了一起。

那么重感冒坐飞机容易
耳朵疼甚至中耳炎究竟是为
啥，有科学根据吗？在接受
采访时，南京江北医院耳鼻
咽喉科主任倪荣生肯定了这
一“热知识”。他表示，这与
人体内一个叫做咽鼓管的管
腔有关。“咽鼓管一头在鼻腔
后方的鼻咽部，另外一头在
耳膜后面一个叫鼓室的腔。”
专家介绍，咽鼓管是连接鼻
腔和耳朵之间的一根很细的
管子，其主要功能就是调节
鼓室的压力，还具有引流的
作用，假如鼓室里有液体，可
以把液体给排出去。

通常情况下，咽鼓管是
“关闭”的状态，而在打哈欠、
做吞咽动作或者捏鼻子鼓气
的时候咽鼓管便“打开”了。

“我们坐飞机的时候，特别是
起飞和降落的时候会感觉到
耳朵里面闷，就是因为耳膜
外空气压力产生了变化，因
此这个时候咽口水、打打哈
欠之类的动作让咽鼓管开
放，也是帮助调节鼓膜内外
压力。所以在乘坐飞机的时
候咽鼓管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潜水的时候也同理。”

得了重感冒，患者鼻腔
里大多堵塞了很多分泌物，
导致咽鼓管通向鼻咽部的咽
口被分泌物堵塞，还可能因
为被鼻腔炎症波及，导致咽
鼓管咽口肿胀而堵上。“这种
情况下，咽鼓管功能下降甚
至丧失，无论是打哈欠还是
做吞咽动作，它的管道都打
开不了，内外压差大，就可能
导致耳膜的损伤，轻则引起
中耳炎，重则导致鼓膜的穿
孔”，倪荣生解释。

因此，专家总结，“重感
冒的病人尽量不去坐飞机”
这样的说法确实有一定依
据。“如果必须要出行，可以
提前吃一些含有收缩鼻甲
药物成分的感冒药，或是吃
一些帮助清除鼻腔分泌物
的药物。也可以冲洗鼻腔
来改善。”倪荣生提醒，在乘
坐飞机后如果出现了明显
的耳朵疼痛，或者即使没有
疼痛，但下飞机一两个小时
后耳朵“闷闷”的感觉仍然
没有缓解，应及时就医。“如
果不及时 注 意 ，咽 鼓 管 堵
塞后耳膜后的气体会被慢
慢吸收，造成负压产生渗
液，还可能导致粘连，就更
麻烦了。”（据《扬子晚报》）

患了重感冒，谨慎坐飞机？
医生：这是真的

2月28日，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人们在公交总站登上一辆比亚迪电动公交车。
近年来，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的主要公交车运营商金箭公司多次采购中国制造的电

动公交车，方便了当地民众的出行。 新华社 发（哈比索·姆卡贝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