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设置

大 象 走 路 为 什 么 是
顺拐？

动物
趣闻

大象走路呈现“顺拐”（同侧
前后肢同时向前或向后移动） 的姿
态，这主要与它们独特的身体结构
和进化历程有关。
身体结构因素

四肢粗壮且沉重：大象体型庞
大，四肢需要承受巨大的体重。其
四肢骨骼粗壮，肌肉发达，但关节
活动范围相对较小。顺拐的行走方
式可以使四肢在移动过程中更好地
保持身体的平衡和稳定，减少因身
体晃动而消耗的能量。

例 如 ， 人 如 果 双 手 各 提 重
物，走路时也会不自觉地缩小步
伐、稳定重心，大象粗壮四肢带来
的沉重负担，使得顺拐这种相对稳
定的行走方式成为更优选择。

四肢着地位置特殊：大象的四
肢位于身体下方，不像一些其他动
物四肢位于身体两侧。这种四肢着
地位置使得大象在行走时，如果采
用对侧步 （即左右侧肢体交替前
进），身体会出现较大的左右晃
动，增加摔倒的风险。而顺拐行走
可以使身体重心在移动过程中相对
稳定地保持在支撑面内，降低摔倒
的可能性。

就像人站在独木桥上，为了保
持平衡，会尽量减少身体左右晃
动，大象顺拐行走也是为了在相对
狭窄的“支撑面”（四肢着地形成
的区域）上保持稳定。
进化适应因素

长期进化形成：在漫长的进化
过程中，大象逐渐适应了顺拐行走
的方式。这种行走方式可能是经过
自然选择筛选出来的，能够帮助大
象在复杂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和
繁衍。

例如，在草原、森林等环境
中，大象需要快速移动以寻找食物
和水源，顺拐行走可以使它们在移
动过程中更加高效地利用能量，减
少能量消耗，从而在竞争中获得
优势。

适应生存环境：大象生活的环
境通常较为复杂，有各种障碍物和
不平坦的地形。顺拐行走可以使大
象在行走过程中更加灵活地避开障
碍物，适应不同的地形条件。

比如，在森林中行走时，顺拐
可 以 让 大 象 的 四 肢 更 协 调 地 移
动，避免被树枝、藤蔓等绊倒，提
高在复杂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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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设置

打哈欠为什么会“传
染”？

生活
百科

向日葵白天会跟着太阳转
动，晚上则停止转动，保持朝
向东方，这一现象背后有着特
定的生理机制和原因，以下是
详细介绍：
停止转动的原因

生长素分布稳定：向日葵白
天跟着太阳转是因为其体内有
一种名为生长素的物质在起作
用。生长素喜欢背光，会向背
光一侧移动，导致背光一侧的
细胞生长快，向光一侧的细胞
生长慢，从而使向日葵花盘朝
着太阳转动。到了晚上，没有
了阳光的刺激，生长素在向日
葵体内的分布变得均匀，不再
出现向背光一侧大量移动的情
况，所以向日葵就停止了转动。

能量保存策略：白天向日葵

转动花盘追随太阳，需要消耗
大量的能量来调整自身的生长
方向。到了晚上，没有阳光进
行光合作用，向日葵处于能量
消耗相对较大的阶段。停止转
动 可 以 减 少 能 量 的 无 谓 消
耗，将有限的能量用于维持自
身 的 生 理 活 动 ， 如 细 胞 呼
吸、物质代谢等，以保证第二
天能够正常地进行光合作用和
生长。
保持朝东的原因及好处

温度调节：向日葵花盘朝
东 ， 在 早 晨 可 以 更 快 地 受 到
阳 光 的 照 射 ， 使 花 盘 温 度 迅
速 升 高 。 这 有 助 于 吸 引 昆 虫
前 来 授 粉 ， 因 为 昆 虫 通 常 对
温 度 较 为 敏 感 ， 温 暖 的 环 境
更 有 利 于 它 们 活 动 。 同
时 ， 较 高 的 温 度 也 可 以 促 进
向 日 葵 花 粉 的 成 熟 和 传
播，提高授粉的成功率。

减少水分蒸发：如果向日葵
花盘朝西，在白天烈日的照射
下，花盘会长时间处于高温状
态，导致水分蒸发过快。而花
盘朝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这种情况，减少水分的过度散
失，保持向日葵体内的水分平
衡 ， 有 利 于 向 日 葵 的 生 长 和
发育。

问题设置

向日葵白天跟着太阳转，晚上干什么？

趣味
知识

问题设置

古代的圣旨都是黄色的吗？

古代的圣旨并非都是黄色
的，颜色会根据等级和用途有
所 不 同 ， 主 要 分 为 以 下 几 种
情况：
颜色与官员等级相关

高等级官员：明清时期，圣
旨颜色越丰富，代表接受者的
官阶越高。例如，五品以上官
员 收 到 的 圣 旨 可 能 有
黄 、 红 、 蓝 、 紫 等 多 种 颜
色，用不同颜色的丝绸分段织
成，显得华贵庄重。

低等级官员：五品以下官员
的圣旨多为单色 （如纯白色绫
锦），颜色相对单一。
圣旨的颜色与用途

一般政务：日常传达皇帝命
令的圣旨，颜色可能为黄色或
白色，这也是最常见的类型。

特殊场合：如册封皇后、太
子等重要仪式，圣旨可能采用
多色锦缎，甚至绣有龙凤等图

案，以彰显隆重。
不同朝代的差异

唐朝：圣旨多为黄色或白色
丝绸，根据内容不同，边缘可能
有不同花纹（如鸾鸟、麒麟等）。

明 朝 ： 开 始 出 现 多 色 圣
旨 ， 颜 色 越 多 ， 受 旨 者 地 位
越高。

清朝：圣旨颜色制度更完
善，五品以上用多彩丝绸，五
品以下用白绫，且文字分满汉
两种。
误解的来源

影视作品中常以黄色圣旨
为统一形象，主要是为了视觉
效 果 ， 实 际 上 古 代 圣 旨 的 颜
色、材质和花纹都与官员品级
严 格 挂 钩 ， 是 等 级 制 度 的
体现。

所以，古代圣旨的颜色远比
想 象 中 多 样 ， 黄 色 只 是 其 中
一种。

科普
知识

打哈欠会“传染”主要与镜像
神经元作用、移情作用、心理暗示
及群体行为等因素相关，具体分析
如下：

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人类大脑
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在看到他人打哈
欠时被激活，促使身体无意识地模
仿这一动作。镜像神经元通过直接
模仿他人行为，使个体在看到他人
打哈欠后，自身也启动打哈欠的反
应机制。

移情作用的影响：打哈欠“传
染”与共情能力密切相关。个体在
看到他人打哈欠时，可能会产生移
情反应，从而感受到对方的困倦或
疲劳，进而引发自身打哈欠的行
为 。 研 究 表 明 ， 关 系 越 亲 密 的
人，被“传染”的概率越高，因为
亲密关系增强了同理心，使个体更
容易感受到对方的情绪状态。

心理暗示的作用：心理暗示在
打 哈 欠 “ 传 染 ” 中 发 挥 重 要 作
用。当个体注意力集中于他人打哈
欠的动作时，心理暗示效果更显
著 ， 增 加 了 跟 随 打 哈 欠 的 可 能
性。这种无意识的从众心理，导致
个体在看到他人打哈欠后，不自觉
地模仿这一行为。

群体行为的体现：打哈欠作为
一种常见行为，容易在群体中传
播。当一个人打哈欠时，周围人受
到影响，可能会跟着打哈欠。这种
行为传播有助于群体成员间建立联
系，强化群体认同感，使成员在行
为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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