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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范围内，已
有百余种动物被证实有冬
眠现象，包括哺乳类、鸟
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
无脊椎类动物等。这些动
物在自然常态睡眠时，体
温、代谢水平、心跳、呼吸
等指标均会有所降低，但
变化不大；而在冬眠时，这
些指标则降幅很大，有的
动物甚至降到濒临死亡的
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
以大大减少它们维持生命
所需的能量，帮助它们度
过凛冽的冬季。因此，冬
眠可以说是动物通过节能
方式应对“极限气候”的一
种智慧和有效策略。

哺乳动物冬眠还有
一个更少为人知的现象
是：这个过程并不是连续
的，而是被一次次的自发
性觉醒所中断，也就是形

成 了 一 连 串 的“ 冬 眠
阵”。一个冬眠阵包括 4
个阶段，即入眠、深冬眠、
激醒和体温恢复正常，深
冬眠持续的时间越长，节
约的能量就越多。一个
哺乳动物的冬眠期可能
包括几个甚至几十个冬
眠阵，这就能理解为什么
有些动物在冬眠期出来
觅食，甚至生宝宝了。

蛇、青蛙、乌龟等变温
动物冬眠时，可没有哺乳
动物那么大的自由度，它
们深冬眠时浑身僵硬，就
像死了一样，而且是否冬
眠、冬眠时间长短完全根
据外部环境决定。以蛇类
为例，当外界温度长期处
于 10℃以下，蛇就冬眠
了，我国北方的蛇冬眠时
间始于 11月初，华中地区
的蛇始于 12月左右，而南

方的蛇则不冬眠。不冬眠
并不是什么异象，因为对
于动物来说，冬眠是环境
逼迫下一种无奈的选择，
而不是必须，这也是很多
热带或室内的青蛙、乌龟
不冬眠的原因。

变温动物在深眠阶
段的“僵死”状态下毫无
防御能力，生死全由天
命，很多动物在这时丢了
性命。还拿蛇来说，它们
在“僵死”时，会给它的食
物链下级——老鼠逆袭的
机会。作为一种杂食性动
物，老鼠也是吃蛇的，夏季被
蛇吃的老鼠，在冬季会对蛇
进行“反杀”，这就有了“蛇吃
老鼠半年，老鼠吃蛇半年”的
说法。有数据表明，蛇冬眠
时的死亡率达到 30%，所
以，对于蛇来说，冬眠就是
没有退路的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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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眠现象并不仅
仅限于温带和寒带地
区的哺乳动物。最新
研究发现，生活于热带
地区的灵长类动物肥
尾鼠狐猴在环境温度
高于 30℃时仍表现出
冬眠状态。热带地区
环境温度的年波动较
小，该动物冬眠时正处在热带的冬季，因此认为是冬
眠。其冬眠长达7个月，体温维持在25℃左右，属于贮
脂冬眠动物，入眠前体重增加接近90%。

肥尾鼠狐猴冬眠时会寻找一个僻静的树洞，即便
周围温度达到30℃，它也不会苏醒。地面测验表明，
冬眠期间，这种动物的体温不靠自身的新陈代谢控
制，而是被动地随着周围环境不断变化。它们冬眠时
会定期苏醒，而何时苏醒取决于体温。科学家由此推
断，这种狐猴冬眠的目的可能是避免体温过高。

为了让梦想尽快照进现
实，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在
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研发
适用于太空，以及医学方面
的冬眠技术。

早先，受变温动物冬眠时
体内大半液体冻结，心跳、呼
吸、血液流动和大脑活动停
止，几个月后又活蹦乱跳的启
发，科学家研究出了“人体冷
冻法”，即在-196℃的低温下
保存整个人体或头部，以期未
来的科学技术能够将其复
活。但目前，该应用仅限于医
学上已认定死亡的遗体。

这种尝试在上世纪60年
代就开始了，1967年，加州大
学的心理学教授贝德福德因
癌症身亡几小时后，进行了

遗体的冻存处理，保存至
今。2016 年，一家冷冻生物
学研究公司在小型动物脑冷
冻保存的研究中取得进展。
但有研究者指出，通过这种
方式冬眠复苏后，无法证明
储存大脑信息的神经通路是
否完好，因此，靠冷冻来实现
人工冬眠的道路不太顺畅。

目前，比较先进、热门的
人工冬眠研究是在脑神经和
基因方面，这两年的研究成
果层出不穷。2020 年，日本
筑波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老鼠
的大脑中发现可以被激活的
类似冬眠状态的特定细胞，
这种被称为Q神经元的特定
类型细胞被激活后，它们就
能进入休眠状态，并且保持

好几天，这仿佛找到了控制
老鼠冬眠的开关，意味着人
类也有可能实现冬眠。

去年12月，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脑认知与
脑疾病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发
表论文：研究团队在非人灵长
类动物身上实现了基于中枢
神经调控的稳定体温调节，揭
示了下丘脑视前区在灵长类
动物体温调节中的作用，以及
灵长类对抗失温的体温保护
机制。这项研究为人类迈向
人工冬眠跨出重要一步，为临
床转化和航天应用打下基础。

未来，当科学家最终找
到人类的冬眠开关时，将为
人们的生命健康、星际航行
带来全新的天地。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北京时间10月24日0时21
分迎来霜降节气，这是秋天结束、冬天到来的交界点。24日
开始，一股冷空气的到来，给东北等地带来明显降温。

当人们拿出棉衣、厚被御寒时，自然界的动植物也在用它
们的方式准备过冬。冬眠，就是其中颇为特

别的一种。冬眠可不是简单的睡眠，它
不仅创造了一个个生命的奇迹，也是前
沿科学研究与应用的热门。

不同种类的动物冬眠，行
为和生理表现会不一样，即使
同种动物，在不同地域差异也
很大。其中，最为明显的差异
是在恒温动物和变温动物之
间。

多数哺乳动物都是恒温
动物。生物学家发现，哺乳动
物的冬眠历时 4至 7个月，为
保证冬眠期间能生存下来，它
们需要在入眠前以脂肪或食
物的形式贮存大量能量：熊、
睡鼠等动物依靠在夏、秋季积
累于体内的脂肪，仓鼠、松鼠
则选择在洞穴内贮存食物。

哺乳动物冬眠时，生命体
征变化明显：比如体温迅速下
降、代谢率大幅度降低、心率
和呼吸频率维持在一个极低
的水平……具体来说，冬眠
时，北极黄鼠体温最低能降
到-3℃，极地松鼠降到 5℃，
而熊的体温仅降到 30℃，睡
鼠的体温维持在 20℃。这说
明，冬眠对于哺乳动物来说，
并不一定伴随着超低体温现
象的出现。但在代谢率上，哺
乳动物冬眠期间降低幅度均
较大，熊降低 50%左右，小型
哺乳动物甚至降至1%。在心
率和呼吸方面，熊的心率从每
分钟 55次降到 10次，呼吸从

每分钟 8次降到一两次；多纹
黄鼠的心率从每分钟 200 至
300次降到三四次，呼吸从每
分钟 200次降到 1次，可以说
是断崖式下降。这对于一个
生命有机体来说，能够让各个
器官的运转迅速与之相适应，
是一个非常艰难又高级的系
统工程。

10 月底，常年冰雪覆盖
的北极慢慢进入极寒天气，这
时，要做妈妈的北极熊开始拖
着沉重的身子在雪中挖洞，为
它和它即将出生的孩子们准
备一个过冬的家。人们很难
想象，在冬眠中不吃不喝、沉
睡状态的北极熊会在这时候
生宝宝，还要母乳喂养几个月，
可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大约
2个月后，北极熊宝宝出生了，
一般1到2个，它们的体重不到
1千克，听不见也看不见，完全
依赖妈妈的乳汁一天天长大。
来年三四月份，北极熊宝宝就
能长到10千克左右了，萌萌的
它们会开开心心地跟着妈妈离
开洞穴，迎接北极的春天。它
们所不知道的是，它们能茁壮
成长，能量全部来自妈妈之前
的自身能量储备，一个冬季过
后，妈妈的体重可能会减少100
公斤左右。

N北京日报 新华社
澎湃新闻 中国天气网

人类期待获得冬眠“超能力”
近些年，随着癌症等医学难题陆续增多以及人类宇宙探索的需要，越来越

多的科学家开始迫切地对动物冬眠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哺乳动物：为什么
黄鼠在秋天体重激增而不得糖尿病？熊冬眠时不排泄为什么不会肾衰竭？极
地松鼠在醒来后，为什么大脑没受损伤，也没有肌肉萎缩、骨质疏松……科学
家希望能尽快弄清楚动物冬眠的这些“超能力”，并应用到人类身上。

挑战生理极限的冬眠

动物通过节能应对“极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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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信息传播和现代
科技的发展，一些实例的出
现和研究结果的发表给了科
学家很大信心：人类自身或
许真的具备冬眠的潜力。

1999 年，一位挪威的滑
雪者不慎掉入冰中，被救起
后已没有心跳和呼吸，体温
下降到 13.8℃，但经过抢救，
他仍然苏醒过来。2006年10
月，一位攀爬雪山失踪 24天
才被救援的日本人，在确认
新陈代谢已经停滞的情况下
经过治疗生命复苏。

与此同时，2020年12月，
西班牙、希腊学术研究团队
发表研究结果，他们在 43万
年前的人类骨骸中，找到了
人类冬眠的证据，经断层扫
描与显微镜观察，这些骨头
与冬眠动物的骨头有相似的
病变和损伤，也就是说，远古
人类可能也是用冬眠的方式
来度过寒冬的。科学家认
为，这种现象极有可能是事
实，远古人类是有冬眠的能
力的，只不过后来自然环境
变好，人类应对极端气候能

力增强，不再需要通过冬眠
这种方式过冬了，这个能力
也就退化了。

在这些实例和研究结果
的基础上，“人工冬眠”的概
念应运而生，并率先在科幻
电影中“实现”了。人们在
《太空旅客》《流浪地球》《星
际穿越》等电影中可以看到，
为了让太空旅行者完成漫长
的星际航行，会把他们放进
太空冬眠舱，以冬眠的方式
延长他们的寿命，同时减少
物资消耗，为飞船减轻载荷。

人类或许具备冬眠的潜力

开启医疗与星际航行新天地

热带动物也冬眠
夏眠与冬眠一样，都是动

物在缺少食物的季节为了生存
而产生的自然现象。夏眠在中
国也叫“夏蛰”，指的是动物在
夏季生命活动处于极度降低的
状态，以度过炎热和干旱季节，
例如北非沙漠猬、地老虎（昆
虫）、草原龟等都有夏眠习惯。

夏眠与冬眠不同，夏眠的
时间比较短，通常只有几天到
几周的时间。夏眠的动物在进
入休眠状态前，会减少食物摄
入量，以便减少能量消耗。同
时，它们的身体也会发生一些
变化，例如体温下降、呼吸减
缓、心率降低等。这些变化可
以帮助它们在高温环境下更好
地生存。

趣谈 除了冬眠
还有夏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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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的肥尾鼠狐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