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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17 日报道，美国科学家
近日利用水下扬声器与一头名叫吐温的座头鲸成
功“交谈”，并记录了回拨给座头鲸的“联系电话”。
研究团队表示，这种人类与座头鲸之间的“对话”，
为人类未来与地外生命交流提供了宝贵经验。

最新研究由来自搜索地外文明（SETI）研究所、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及阿拉斯加鲸鱼基金会的科
学家携手开展。SETI 研究所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星际迷航》系列电影第四部《回家之旅》中，一个外
星探测器发出的信息无意中破坏了人类的技术，只
有当电影主角及其船员意识到它试图与地球上的
鲸鱼沟通时，危机才得以解决。这种物种间的交流
对寻找地外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最新研究合著者、阿拉斯加鲸鱼基金会的弗雷
德·夏普在声明中表示，座头鲸非常聪明，有复杂的
社会系统，会制造工具捕鱼，并通过歌曲进行广泛
的交流。与座头鲸合作，为科学家研究非人类物种
的智能通信提供了独特机会。

在最新研究中，吐温通过匹配 20 分钟内每个
回放呼叫信号之间的间隔变化来回应研究人员的
呼叫。听到水下扬声器播放的“联系电话”后，吐温
会游近并绕着团队的船转一圈。研究团队表示，这
种“交流”展示了一种复杂的理解和互动水平，反映
了一种类似人类的对话风格。加州大学戴维斯分
校的布伦达·麦考文在声明中表示，这是人类和座
头鲸之间首次用座头鲸的“语言”进行此类交流。

据悉，团队正在进一步研究座头鲸通信系统，
以更好地了解如何检测和解释来自外太空的信
号。这些发现还可帮助开发出滤波器，接收到达地
球的地外信号，并寻找地外生命。

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刘霞

人类和鲸鱼之间
首次成功“对话”

近日，我国北部黑龙江漠河、大庆，内蒙古腾格
里、根河等地网友都拍到了极光，甚至北京怀柔、门
头沟也记录到了极光现象。你有看到吗？科学家
介绍说，这难得的美景是由太阳爆发活动引发的地
磁暴带来的。而且因为2024年仍然是太阳活动的
高峰阶段，所以这个冬季我国北方还有可能看到极
光。

那让人直呼“美呆了”的极光到底是如何产生
的？地磁暴又是啥？会对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

先来看看极光。地球上大部分能量都来源于
太阳，极光也不例外，其能量的来源也是太阳。太
阳是一个时刻都在进行核聚变的巨大天体，除了给
地球提供能量以外，核聚变还会不停产生大量高能
带电粒子。这些物质喷涌而出，充斥在整个太阳
系，被形象地称为太阳风。大家知道，我们地球有
一个磁场，它会像盾牌一样，抵挡来自宇宙的这些

“千军万马”。因此，太阳风并不会直接吹到地球
上，而是在地球磁场的作用下围绕地球储存起来，
当储存的能量饱和时，就会沿着磁力线跑到地球大
气层，在与大气相互碰撞后，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
获得能量并释放，这就形成了让我们大饱眼福的极
光。极光最常见的颜色为绿色，此外还有红色、紫
色等。

那什么是地磁暴呢？这就得说到日冕物质抛
射了，它是最典型的太阳爆发活动。一次日冕物质
抛射过程能将数以亿吨计的太阳物质以数百千米
每秒的高速抛离太阳表面，不光是巨大质量与速度
汇聚成的动能，它们还携带着太阳强大的磁场能，
一旦命中地球，就会引发地磁场方向与大小的变
化，这就是地磁暴了。地磁暴会给我们的航天器、
电力传输线、短波通信等造成一定影响甚至损害。
当然，也会带来美丽的极光天象。

不过，不用担心，由于地磁暴持续的时间不会
太长，对普通人的身体健康几乎没有影响。

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陈岑

地磁暴引发“极光秀”，
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34岁的老板瓦哈普·肉孜坐
在自家烤包子店的门口，手里削
着一盆皮牙子（洋葱）。

这是夏末初秋的早上 8 点
45 分，离开门营业还有 15 分
钟。4个馕坑里的烤包子比还没
到的客人醒得更早：380摄氏度
的坑内高温将每一个包子表面
顶出完美的弧度，鲜嫩的羊脖子
肉散发隐约的奶香，张扬肆意的
羊尾油润透了面皮，皮牙子和孜
然存在感强烈——馕坑熏烤的
烟火气包裹了这一切，极具攻击
性的碳水小炸弹即将出炉，喀什
的一天开始了。

刚出炉的烤包子外壳金黄
酥脆，拿起两个轻轻对撞，能听
到薄脆欲裂的声音。这时的烤
包子极烫，鼓出的部分类似高压
锅的状态。最安全的吃法是挑
包子四个角中的任意一个，小心
谨慎地掰下一小块来，类似打开
高压锅的阀门，减个压、透个气
的意思。

吃的时候所有当地人都要
叮嘱一句：“趁热。”烤包子是新
疆美食的代表，馕坑的高温让其
完美地拥有融为一体的肉香、油
香和酥香，咬下去的那一口，汁
水漫溢，香气磅礴，味蕾跳动，让
人恶搞般地想起那句“我的心略
大于整个宇宙”——对不起佩索
阿老师，这一刻，我手里的烤包
子略大于整个宇宙。

烤包子在维吾尔语里被称
作“samsa”，音译过来叫作“萨木
萨”，被认为与流行于整个中东、
南亚次大陆、东南亚乃至东非的
传统食品“samosa”同源，这一类
食物的共同特点是用面团调和
酥油包裹羊肉、牛肉或鸡肉碎

馅，大体呈三角形（如印度有名
的咖喱角）。

跳出了普通包子圆润饱满
的模样，烤包子多为长方形，也
有马鞍形或者三角形的，滋味也
变得锐利霸道。烤包子的历史
起源大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随
伊斯兰教一起由波斯传入，再由
突厥人继承；一说是一千多年
前，由主管食品的圣人依不拉
音·艾利克斯拉木发明流传至
今。据说很多伙计在“请”包子
出炉时，都会充满仪式感地拖长
嗓子召唤一句“依不拉音·艾利
克斯拉木——”以示尊敬与怀
念，亦标榜正宗与美味。

阿迪力从馕坑里钩出烤包
子的时候，没有召唤传说中的圣
人。这个25岁的年轻人气喘吁
吁、汗流浃背，但仍然非常快
乐。在瓦哈普的店里，他负责把
烤包子贴到馕坑壁上。“那是很
烫的！”从高温里缩回手，阿迪力
还要把脸盆里的冰碴水均匀地
洒到馕坑里。冰碴水内含盐分，
能给馕坑降温，但更重要的是让
包子紧紧地扒住馕坑壁，完成之
后的一系列化学反应。

伙计们在干活，老板也在干
活。瓦哈普削完了一盆皮牙子，
接着削另一盆。秋天来了，早上
的太阳不再热烈。一个老妇人
慢慢地从胡杨树的阴影里走出
来，走到瓦哈普的包子店门口。
她穿一身翠绿的连衣裙，头戴巴
旦杏花帽，挽着一个小巧的女
包，是那种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
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款式。她慢
腾腾地从包里翻出一个布袋子，
把袋口撑大，告诉伙计：“买 40
个烤包子。”

瓦哈普停下手里的活儿，眯
起眼睛认真地看了看，说这是个
新客人，以前没见过，阿迪力在
一边附和确认。就像老师习惯
用一节课去衡量所有时间一样，
在这对老板与伙计的眼里，烤包
子就是一种通用的度量衡：瓦哈
普家从爷爷那辈开始做烤包子，
阿迪力从7岁开始看人烤包子；
店里最熟练的师傅 1 分钟能包
17个烤包子；一个馕坑能贴200
个烤包子，一天能卖出10000个
烤包子；这是只买2个烤包子尝
鲜的内地游客，那是习惯每次都
买10个烤包子的隔壁邻居……
总之，世界属于烤包子。

北京时间中午 12 点，来吃
早餐的人坐满了这家纺织厂古
城烤包子馕坑肉店。最常见的
组合是烤包子配黑茶或酸奶，也
有一坐下就点馕坑肉的。《早餐
中国》里有一句台词：只需早起，
你就能找到故乡。在喀什，寻找
故乡不用早起。这里太阳升起落
下的时间比内地要慢上几乎3个
小时，每个人都是“时间的小偷”，
吃，成了一件可以慢慢来的事。

但 瓦 哈 普 的 速 度 越 来 越
快。他开了2家烤包子店，雇了
30个伙计，每年只有过古尔邦节
才给自己放3天假。谈起赚钱，
他有一种令内地人愧疚的坦
诚。“我们这就是网红店呀！我
每天坐在这里看40个人排队拿
号买烤包子，我就开心。我现在
每个月收入能有 8 万到 10 万
元，”他举起削皮牙子的那把刀
往街对面一指，“我已经买了三
四套房子，有个公寓就在街对
面。我还在乌鲁木齐看门面，我
想在那里再开一家店。”

阿迪力太羡慕老板了。老
板的普通话说得没自己好，还把
生意做得这么大。终于没忍住，
阿迪力宣布：“我的梦想就是自
己开一个烤包子店！”“那不行！”
瓦哈普单方面制止。“那我就过
上我的好日子，不饿肚子、身体
好，养好孩子、照顾好父母。”阿
迪力还是笑嘻嘻的，让人觉得总
有一天，他一定会当上老板。

胡风汉云激荡在烤包子上，
人生梦想寄托在烤包子上。我
们是喀什的过客，而烤包子永
存。 来源：凤凰旅游

新疆烤包子，略大于整个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