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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邂逅”一只300万年前威风
凛凛的“虎”吗？当数字技术“撞上”化
石、标本、模型，长着“匕首牙”的毁灭
刃齿虎穿越时空，活灵活现展现在观
众面前。其实，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上
海科技馆分馆），“活起来”的远不止刃
齿虎。风神翼龙翱翔天空，恐龙宝宝
蹦蹦跳跳，南方古猿与你隔空招手，这
个虚实相融的空间让人仿佛置身远古

“元宇宙”。
“元宇宙”近来成为热门话题，有

学者认为，“元宇宙”是整合多种新技
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
用和社会形态。参考“元宇宙”的理念
和概念，在迎接农历虎年春节假期之
际，上海自然博物馆整合展陈中数字
技术应用，设计出一条“元宇宙·穿越
自然时空”参观路线。观众可以使用
手机或平板电脑，利用“上海自然博物
馆AR”应用程序与馆内展项互动，“召
唤”史前动物；结合讲解服务，则能获
取更丰富的背景知识。

这条路线从进入博
物馆后最先参观的“生
命长河”展区开始，沿着
一条不会重复的动线逐
步参观“演化之道”“生
态万象”“人地之源”等
展区。对着分布在不同

展区的化石标本或生态景箱扫描数
秒，在手机屏幕上原本“骨感”的标本、
静止的场景便渐渐显示出生动的动态
画面。

在手机屏幕上，肉嘟嘟的马门溪
龙从颇有怀旧感的上海自然博物馆
老馆空间里走向它所生活的侏罗纪
晚期的草原；“史前掠食者”毁灭刃齿
虎凶狠地露出长长的利齿；生活在约
32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露西”牵着孩
子向你招手；约7000年前长江中下游
的村落里，人们使用骨耜等工具开垦
稻田……

“扫描风神翼龙骨骼标本后，风神
翼龙飞了起来，太炫了！”10岁的观众多
多惊叹。

上海科技馆有关负责人说，引入
增强现实技术是为了让这些来自远古
的化石标本、模型、生态景箱的特点和

蕴含的知识，能够以更生动的方式传
递给观众。

例如，伴随着AR画面中毁灭刃齿
虎同时出现的还有其咬合力数据，1020
牛顿至1531牛顿，这仅相当于非洲狮咬
合力的约三分之一。如果再仔细观
察，人们会发现它的上肢肌肉特别发
达，这种以凶恶著称的动物正是利用
身体肌肉力量来弥补咬合力的不足。

藏在巨大的山东山旺地层展示墙
里的山东少鳞鳜化石横截面仅有大拇
指大小，但增设的AR扫描环节，不仅
介绍已经灭绝的山东少鳞鳜和如今仍
然存在的中国少鳞鳜，还提醒观众可
以仔细在这个距今有1800万年历史的
墙体内找到更多“宝藏”。

场馆展示的南方古猿“露西”化石
标本的复制品，其膝盖骨外翻，因此在
AR画面里她虽长有毛发、面部特征接

近猿，但已能直立行走；从其骨盆形状
可推断“露西”是一名妈妈，因此在AR
画面里还有一名可爱的孩子。

上海科技馆有关负责人介绍，数
字技术的作用，不单是让展项“活起
来”。科普场馆内还使用了人工智能、
大数据、4K/8K+5G高清、物联感知、虚
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更多技术，既为观
众提供丰富的数字化体验，也通过客
流监测、分时预约等应用让场馆的运
行、管理、服务更加“智慧”，有助于应
对农历虎年春节假期可能出现的大客
流，做好精准疫情防控。

如今，上海正以推动数字景区建
设为抓手之一，全面推进文旅数字化
转型。《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
转型的意见》明确，推进商业、文娱、体
育、出行、旅游等服务数字化新模式、
新业态健康发展。上海科技馆近日被
评为上海首批数字景区之一。

上海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副主任
唐先华介绍，博物馆
讲解团队运用数字技
术，不断推出特色参
观和讲解路线，并与
观众互动，努力让科
学知识深入人心。

生活在约700万至7700年前的
大角鹿，拥有最长可达4米的硕大鹿
角，是化石物种中的“明星”。它们的
下颌骨十分特殊，普遍存在肿厚现
象，学界对其功能有多种猜测。中科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最新
研究证明，大角鹿的“大下巴”可能有
利于承受更大的外力，与取食偏硬或
富含纤维的食物相关。

“下颌骨主要的功能是咬合和咀
嚼，其形态经常被作为推断食性的重
要依据。”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古脊
椎所付娇说，此次研究选取驼鹿、水
牛、家马三种现生大型食草动物，与
发现于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的肿骨
中华大角鹿下颌骨进行对比分析，以
探寻它们食性上的差异。

“三者体形与大角鹿接近，驼鹿

下颌骨十分纤细，而水牛和家马的下
颌骨更加结实。三者食性上也有细
微差别，驼鹿以取食嫩叶为主，水牛
和家马以取食富含纤维的草为主。
大角鹿与驼鹿都拥有硕大的鹿角，但
其下颌十分肿厚，甚至比水牛和家马
的下颌骨更结实。”付娇说。

此次研究发现，大角鹿的下颌骨
与水牛、家马的下颌骨结实程度相
近，而驼鹿的下颌骨十分脆弱。下颌
骨的结实程度常与其食性相关，证明
大角鹿虽为鹿科动物，却可能与水牛
（牛科）和家马（马科）一样，可以进食
富含纤维的草料。这为大角鹿选择
性取食富含钙、磷等利于其大角生长
的营养物质创造了条件。

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古生物学
国际期刊《历史生物学》在线发表。

通过古DNA研究，我国科学家揭
开了生活在1.4万年前的“蒙自人”的神
秘面纱。该成果7月14日在线发表在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上。

“蒙自人”1989年出土于马鹿洞，
位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
自市。经专家鉴定，该洞穴为古人类
遗址。经过抢救性发掘，洞中出土了
包括“蒙自人”头盖骨、下颌骨、股骨
在内的30余件古人类化石，及马鹿、
猕猴、黑熊等动物化石。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明介绍，对马鹿洞
发现的一具相对完整的头盖骨的体质
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头盖骨主人是
一名年轻的女性，身高和体重分别在
155厘米和46公斤左右，头骨高度低，
深肤色，鼻梁不高，脑容量偏小，过着

狩猎采集的生活，生活在约 1.4万年
前。据介绍，虽然“蒙自人“处于现代
人的变异范围，但形态特征却很复杂。

为了揭开“蒙自人”的神秘面纱，
研究者用“蒙自人”的头盖骨碎片展
开了古DNA遗传学分析，发现“蒙自
人”是早期现代人，而非古老型人
类。研究还发现，从我国南方的云南
马鹿洞到北方的黑龙江流域，约1.6万
至1.4万年前已经形成了中国人群共
享的遗传成分，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提供了线索。

此外，研究者通过建构“蒙自人”
肤色基因模式，推测“蒙自人”可能有
深肤色，且中国人群“浅肤色”的基因
突变最早可能发生在距今约7500年
前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这也使得中
国人群比东南亚人群肤色更“白”。

当化石标本碰上“元宇宙”，
你想“召唤”哪只史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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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揭秘1.4万年前的
古人类“蒙自人”长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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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证明大角鹿
长了“大下巴”是为吃草

新华社记者 金地 张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