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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耳蛙声通讯研究重要进展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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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摘 要〕 动物在强噪声背景条件下进行声通讯
,

必 须采 用特殊 的策略
。

一 小群脊椎 动物
,

如蝙

蝠
、

海豚与鲸
,

及少数啮齿类用超声信号通讯
。

本研究首次证 买
,

凹 耳蛙是第一 个能产生并检测超

声信号的非哺乳类脊椎动物
。

凹 耳蛙进化超声通讯 的能力的研 究
,

不仅为理解为什 么 人类有耳道

提供暗示
,

有助于了解动物听觉系统的进化
,

并对开发仿生技术有重要启示
。

[关键词」 凹耳蛙
,

声通讯
,

超声听觉
,

背景噪声

众所周知
,

声通讯是动物进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许多能发声
、

有听觉的动物种群
,

在复杂生境中通常

用叫声求爱
,

以保障物种的繁衍 ;靠感知声音提示逃

避捕猎
,

以求得生存
。

叫声信号的接收者对信号中

多种信息的解码和辨知
,

是动物声通讯与听觉神经

科学 尚未解决的重要课题
。

尤为甚者
,

不少动物的

声通讯常常受到强环境噪声的掩蔽
,

例如
,

有些蛙生

活在山涧急流和瀑布附近
。

它们发出的声信号 怎样

适应喧闹的环境
,

有效地实现物种内通讯呢 ?

凹耳 蛙 ( R a 、 a t o r m o t u s
或 A n : o zo P s t o r m o t 。 s )

分布于我国黄山
、

富春江一 带
,

栖 息在海拔 150 一

7 0 0 m 山涧溪流附近的植被 中
。

研究表明
,

与其他

绝大多数蛙叫声明显不同
,

雄凹耳蛙的 叫声婉转如

鸟鸣
,

声谱能量延伸到超声范围 (频率高于 20 kH z ,

人耳听不见 ) ;叫声模式多种多样
,

有显著的向上
、

向

下的频率调制组分 〔̀
,

“ 1
。

显然
,

它 们的叫声能量远

在低频为主的背景噪声之上
,

可认为是凹 耳蛙适应

环境的进化标志之一
。

那么
,

这样的高频 叫声有生

物学意义吗 ?

综合应用声行为学和神经电生理及听器解剖学

实验技术
,

我们最新证实
, “

凹耳蛙具有超声通讯能

力
” 。

这项新发现已在 喃扭 er 等刊物发表 〔3一 5〕
,

得

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

这项重要发现的价值在于
,

第一
,

凹耳蛙是第一

个被证实具有超声通讯能力的两栖类动物
。

此前人

们只知道能够产生并检测超声的物种
,

如海豚与鲸
,

蝙蝠
,

及少数啮齿类等少数哺乳动物
。

而蛙的进化

完全不同于上述哺乳动物
,

因此
,

了解
“

凹耳蛙的发

声机制与听觉系统怎样进化
”

有重要科学意义
。

第二
,

凹耳蛙因其雄性有
“

凹陷的耳道
”

而得名
,

而绝大多数其他蛙的鼓膜与周围皮肤平直地裸露在

表面
,

没有耳道
。

凹陷耳道有何功能? 我们证实
,

只

有从耳道进入的超声才能被蛙感知到
。

与蝙蝠鼓膜

相似
,

凹耳蛙鼓膜特别轻
,

边缘约 3一 4 拌m 厚
,

中央

厚 17 一 18 拼m
,

有利于将超声振动传递到内耳
。

那

么
,

耳道是否是凹耳蛙超声通讯能力的外周依据
,

尚

需深入研究
。

另外
,

此前人们不大知道
“

人为什么有

外耳道
” 。

从凹耳蛙研究得到启示
,

外耳道可 以明显

改进感知高频声音的灵敏度
。

第三
,

喧闹的环境噪声会严重 影响声通讯困
。

如何应对强噪声的干扰
,

凹耳蛙采用了提升声信号

频率的策略
,

这要比纯粹提高声音强度更加符合生

物体
“

节省能量
”

的生存原则
。

该项研究终有一天将

促使科学家开发出新策略或新技术
,

帮助人们在充

满背景噪声的环境中彼此倾听
。

第四
,

凹耳蛙非凡的听觉机制也许能帮助解决

人的听力损失问题
,

如设计新型超声通讯装置
,

可以

为改善耳聋患者的听力带来福音
。

我们的研究成果

还 明确暗示
,

可能还有其他物种正 以人们未预料的

方式进行着通讯和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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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法制办公布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草案 )》

广泛征求意见

科学基金制是 由出资人设置基金
,

采取 自主申

请
、

专家评审
、

择优支持的机制
,

资助特定科学技术

研究的制度
。

我 国于 1 9 8 1 年 n 月建立科学基金

制
,

由中央财政拨款设立 自然科学基金
,

资助基础研

究
。

为了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制
,

提高自然科学基

金使用效益
,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

国务院法制

办 9 月 2 3 日公布 了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条 例 (草

案 ) 》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

据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条例 (草案 ) 》以提高基金使用效益为 目标
,

在

总体思路上把握了以下几点
:

一是确保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的研究项 目得到基金的资助
,

使获得 资

助的研究项 目取得预期效果
,

提高 自主创新能 力
。

二是发挥专家在基金 资助工作 中的作用
,

让 专家把

学术关
。

三是发挥依托单位 的作用
,

规范基金资助

申请
,

提高获资助项 目的实施效果
。

四是完善工作

程序
,

建立平等竞争
、

公开透明
、

民主决策
、

择优支持

的基金资助机制
。

根据上述思路
,

草案对基金的资

助范围
、

基金资助的申请与评审
、

基金资助项 目的实

施以及对基金工作的监督等作了规定
。

为了提高立法的透 明度
,

发扬立法民主
,

进一步

完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草案 )》
,

提 高立法质

量
,

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
,

国务院决定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对草案的意见
。

征求意见具体 事项
,

可登录中

国政府网站
、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网站查询
。

也可查

阅《人民日报》《法制 日报》《科技 日报》
。

国务院法制

办将根据征求的意见
,

对草案作进一步修改后报 国

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审议
。

(转 自 科技 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