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设置

海星的每只触手末端都有
一只眼睛，这是真的吗？

动物
趣闻

大多数海星的每只腕足 （通常
被称为“触手”） 末端确实有一个
简 单 的 感 光 结 构 ， 被 称 为 “ 眼
点”。不过，这些结构与人类或其
他脊椎动物的眼睛有很大区别，具
体如下：

眼点的功能

海星的眼点由一组感光细胞组
成 ， 能 够 感 知 光 线 的 强 弱 和 方
向，帮助它们辨别明暗变化，但无
法“看见”清晰的图像。

这种能力有助于海星在海洋环
境中导航、避开捕食者或寻找遮蔽
物（例如礁石缝隙）。

结构与分布

每个腕足末端有一个眼点，通
常位于腕足末端的管足基部（管足
是海星用于移动的小型吸盘结构）。

眼点中没有晶状体、虹膜或视
网膜等复杂结构，因此更接近“光
感受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眼睛。

科学依据

2014 年 的 一 项 研 究 （发 表
于《英国皇家学会学报》） 通过实
验 证 实 ， 某 些 海 星 （如 蓝 海
星） 能利用眼点识别周围环境的大
致 轮 廓 ， 从 而 更 好 地 朝 珊 瑚 礁
移动。

若遮住眼点，海星的导航能力
会显著下降。

例外情况

并非所有海星都依赖眼点，深
海海星的眼点可能因缺乏光线而退
化，转而依赖其他感官（如化学感
应）。

某 些 多 腕 海 星 （如 太 阳 海
星） 可能拥有更多眼点，但功能
类似。

总结

海星腕足末端的“眼睛”实为
简单的“光感受器”，帮助它们应
对 环 境 中 的 光 线 变 化 。 虽 然 不
能“看见”清晰画面，但足以满足
其生存需求。这一特征再次展现了
海洋生物在进化中发展出的独特适
应性。本版稿件由 AI 创 作 工 具

DeepSeek、文心一言生成

问题设置

裸睡要比穿着衣服睡更
保暖吗？

生活
常识

社会秩序的挑战

超能力的出现将打破现有的
社会秩序和法律框架。一些超能
力可能具有破坏性，这些能力如
果被滥用，将对社会造成巨大
威胁。

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制定新
的法律和政策来约束超能力的使
用，防止其被用于犯罪或恐怖
活动。

社会认知的转变

超能力的存在将改变人对
自身和世界的认知。人们可能
会 探 索 超 能 力 的 本 质 和 来
源，以及它们如何与人类社会
相互作用。

超能力者登记与管理制度

政府可能会建立超能力者登
记制度，要求所有超能力者登记
自己的能力和信息，以便政府进
行管理和监督。

登记制度可能包括定期评
估、能力限制和违规处罚等内
容，以确保超能力者不会滥用其
能力。

社会制度的调整

超能力的存在将促使社会制
度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现
实。例如，教育制度可能会增加

超能力相关课程和培训，以帮助
超能力者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自己
的能力。

就业市场也会发生变化，超
能力者将成为某些行业的关键人
才，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挑战

超能力的随机分配会导致社
会不平等的加剧。一些人可能会
获得强大的超能力，而另一些人
则可能获得相对较弱或无实际用
途的能力。这种不平等会引发争
议和冲突，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
共同努力，维护社会稳定。

超能力者与普通人的融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超能力者
可能会逐渐融入社会，但如何平
衡超能力者与普通人的权益，将
是一个长期挑战。政府可能需要
制定更加精细化的政策，确保超
能力者不会因能力而受到歧视或
过度限制，同时也不会因滥用能
力而损害公共利益。

社会制度的创新

超能力的存在可能会催生新
的社会制度，如超能力者管理机
构、超能力者权益保护法等。这
些制度旨在确保超能力者的能力
得到合理利用，同时保护他们的
合法权益。

问题设置

如果人类出生时自带“天赋技能盲盒”，可随机获得超能
力但无法更改，社会制度会如何演变？

脑洞
大开

问题设置

巧克力曾被当成货币吗？

趣味
知识

历史上，巧克力 （准确来
说，是可可豆） 确实曾被当作
货币，尤其是在中美洲的古代
文明中，如玛雅文明和阿兹特
克帝国 （存在于 14 至 16 世纪的
墨西哥国家）。

玛雅与阿兹特克的货币体系

可可豆在这些文明中是重要
的贸易媒介，它被用来交换商
品（如布料、工具、食物）或支
付劳力（如建造金字塔的工人）。

阿兹特克人甚至制定了“汇
率”。例如，1颗可可豆换1个番
茄 ， 30 颗 可 可 豆 换 1 只 兔
子，100颗可可豆换1名奴隶。

可可豆的优势

稀缺性：可可树生长条件苛
刻 ， 仅 适 合 热 带 气 候 ， 产 量
有限。

易保存与计量：干燥的可可

豆轻便、不易腐坏，且能按数量
分割。

双重用途：既可食用又能作
为货币，类似盐或金属在古代其
他文明中的角色。

殖民时期的延续

西班牙殖民者初期沿用可可
豆作为小额货币，甚至在 16 世
纪的部分地区，可可豆与金属货
币并存。例如，文献记载某些教堂
接受可可豆作为忏悔的“罚款”。

衰落原因：随着欧洲殖民者
引入金属货币及通货膨胀（大量
种植可可树）的发生，可可豆逐
渐失去了货币地位，但其作为奢
侈品被保留了下来。

现代遗存：在墨西哥恰帕斯
州等地的少数原住民社区，可
可豆至今仍被用于传统仪式中
的象征性交换，但已不具备实
际货币功能。

裸睡与穿衣睡的保暖效果取决
于多种因素，包括环境温度、被褥
材质、个人体质及睡眠习惯等。以
下是具体分析：

热量保存机制

裸睡：身体直接接触被褥，被
子 更 贴 合 ， 可 有 效 利 用 其 绝 缘
性 。 人 体 热 量 直 接 温 暖 被 内 空
气，形成保温层。

穿衣睡：衣物作为额外绝缘
层，可增加保暖性，但若过厚或过
紧，会阻碍血液循环或影响被子的
贴合度，反而不利于保温。

体温调节与舒适度

睡眠时体温自然下降，裸睡有
助于散热，可避免过热 （尤其对易
出汗者），提升睡眠质量。

若环境较冷，轻薄透气的睡
衣 （如棉质、羊毛质） 可辅助保
暖，但需避免厚重衣物压迫身体。

环境与材质影响

低温环境：需 依 赖 多 层 保
温 （如保暖睡衣+厚被），裸睡无
法满足保温需求。

被褥类型：羽绒被或羊毛被等
高保温性材质的被褥，裸睡时可充
分发挥其保温效果；轻薄夏被则需
衣物辅助。

湿度管理：裸睡若出汗，可能
因被褥透气性差导致潮湿，反而感
觉 冷 ； 吸 湿 性 好 的 面 料 （如 纯
棉）可缓解此问题。

个体差异

手脚冰凉者可能需穿袜子或薄
睡衣维持末梢血液循环。

部 分 人 因 安 全 感 或 习 惯 问
题更适应穿衣睡，主观体验影响保
暖感受。

结论

多数情况下：室温适中时，裸
睡搭配合适被褥能更高效保温，同
时提升睡眠舒适度。

极端环境下：过冷时可穿衣辅
助，过热时裸睡利于散热，建议根
据个人体感调整。选择睡衣时，建
议优先选择面料透气、款式贴身的
睡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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