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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地磁场在一 些动物的长距离迁徙等活动中扮演着定向和导航作用
。

本文以鸟类为例
,

详细介绍动物地磁导航研究的主要进展
,

指出地磁场在鸟类归巢和迁徙活动中发挥重要的
“

罗盘
”

作用
。

同时提 出当前地磁导航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

〔关键词 ] 地磁导航
,

鸟类
,

模型
,

神经生理
,

磁受体

众所周知
,

信鸽可 以从离家几十
、

几百甚至上千

公里的地方飞回家里 ;燕子等候鸟每年都会进行长

距离迁徙 ;一些海龟
、

大麻哈鱼等每年都进行长距离

徊游 ;多刺龙虾能够从遥远陌生地点徊游到原先捕

捉地点等等
。

这些动物是如何辨别方向的? 尤其是

在茫茫的海洋上
。

经过前人大量的实验观测和理论

研究
,

人们逐步认识到地球磁场可能参与了许多动

物的方向定位和导航过程
。

对于鸟类导航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期
。

人们

都为鸟类神奇的方向感所折服
,

开始探究是什么因

素来指引鸟类的航行
。

地磁导航的概念最初来 自两

个人的猜想
: v o n iM dde dn

o

砰
’ 〕认为迁徙的鸟类是沿

着磁子午圈定向的
,

这意味着它们是利用磁罗盘来

定向 ; vi gu ier[
“〕依据地磁场总强度和磁倾角

,

提出了

针对归巢之鸟的导航
“

磁地图
”

的假说
。

但是这些概

念很长 时 间都不被人们所接受
,

直到 1% 8 年 w
.

Wilst
c
hk

。
首 次实 验 证 明 欧洲 知 更 鸟 ( uE or ep an

or ib n s )的地磁罗盘导航〔”〕
。

这种欧洲知更鸟被捕捉

的个体在其同类迁飞的期间就会表现得极不安宁
,

总是喜欢呆在笼子的某一边
,

头朝向其同类迁飞的

方向 ;这种行为暗示它们在迁飞定向时可能使用地

磁场
。

E而en 等川利用鸟类的这种特性
,

巧妙地设

计了一种漏斗装置
:
将鸟类个体放人漏斗底部

,

漏斗

顶部有网状障碍物
,

当鸟试图朝着某方向飞行时
,

它

在到达顶部就必须下落
,

这时就会在漏斗壁的感应

纸上 留下爪印
,

便记录了该方向
。

实验进行一定的

时间后
,

取出感应纸作统计学分析
,

确定鸟的飞行取

向
。

目前这种装置已实现观察和分析数据的计算机

自动化控制
。

这种装置最大的优点是可在室内操

作
,

外加磁场可人为控制
,

已经成为研究鸟类迁徙活

动的经典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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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漏斗装置

,

改变外加磁场的方位角
,

而仍保持磁场的总强度和

磁倾角等因素不变
,

观察到鸟类会依据变化的磁场

方向而相应地改变在漏斗中方向的选择
。

这种行为

说明了欧洲知更鸟在迁飞定向时使用地磁场国
。

磁铁干扰实验也为鸟类利用地磁场导航的结论

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
。

研究人员将实验分 2 组
:

一组是携带强磁性永磁铁的鸽子
,

对照组是携带同

等重量铜块的鸽子
。

两组鸽子在距离巢穴很远
、

陌

生的地点放飞
。

结果惊奇地发现
:
大部分绑有永磁

铁的鸽子迷失方向而未返回鸽巢
,

而绑有铜块的对

照组鸽子则全部都飞 回鸽巢
。

这表明永磁铁磁场的

干扰作用使得携带它们的鸽子无法识别周围地球磁

场要素
,

导致它们无法归巢圈
。

应当指出
,

地磁罗盘是鸟类航行中可获得的第

二罗盘
。

通常情况下
,

太阳及其偏振光是它们的首

选罗盘川
。

但是当遇到阴天多云的特殊天气情况
,

鸟类则只能依靠地磁导航 ;并且无论鸟类选择使用

何种罗盘
,

在它起飞阶段都要首先使用地磁罗盘
。

可见地磁对鸟类航行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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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信息国家 杰出 青年科 学基 金实施 十周 年学术 报告会 在北 京召 开

2仪拜年10 月19一 20日国家 杰出青 年科学基 学院 院长路 甫祥院士 的主持 下有五 位专家 围绕金实施 十周年学 术报告会 在北京 举行国 务委员陈 NBI C会聚技 术的主 题作了 大会报告 五个大 会

至立到 会并作了 重要讲话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 报告 分别是 白春礼 纳米科技 发展动态 与展望 刘会主任 陈宜瑜院 士作了《 坚定不移 实施人 才强国战 德培 全基因 组调控网 络研究 机遇策 略与展 望

略努力 培养和 造就拔尖 创新人才 》的报告 参加会 郭雷 信息反 馈与复杂 系统郑 南宁认 知与计 算机议的有 全国人 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 中国科 学院院长 视觉 裴钢 NBIC会 聚技术 中国的新 机遇? ro路甫祥 院士全 国政协副 主席中 国工程院 院长徐匡 月20 日学术 报告会分 7个分 会场就 21世纪 生命

迪院士 中国科 协徐善衍 书记教 育部赵 沁平副部 科学 前沿与人 类健康 信息科 学与网 络技术 先长科技 部程津 培副部长 人事部 王晓初副 部长中 进材 料面 向可持 续发展的 资源环 境与生态 科

国科学 院院士 中国工程 院院士师 昌绪财 政部张少 学 工程科 学前沿 基础科 学前沿 等领域进 行春部长 助理等领 导同志; 国家杰出 青年科 学基金的 了专 题研讨 有特邀报 告90个 涉及众 多的前沿 科历届评 审委员会 主任副 主任;中 组部国家 发改委 技问 题与会 人员共 同研讨国 际科学发 展趋势 交

人事部 财政部 等有关部 委的同志 和来自 全国各地 流科 学前沿研 究进展 以简朴 而又隆重 的方式纪 念的近5 00名国家 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获得者 国家 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 实施十 周年

开 幕式后 在全国人 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 中国科 ( 本刊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