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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5月8日消息，据《纽约时报》报道，“人类为什么这么聪明？”这是一个令科学家们感兴

趣的问题。弗里堡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塔德鲁兹•卡维茨很想研究这个问题。卡维茨博士问：“如果聪明

这么好的话，那为什么多数动物仍然很愚笨？”卡维茨和志趣相投的科学家正设法弄清动物们为什么学

习以及为什么有些动物进化得比其他动物更擅长学习。他们的研究发现，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是，

聪明可能对动物的健康不利。 

 

多数动物都会学习 

 

在动物界，学习相当普遍。就连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醋线虫、秀丽小杆线虫也能学习，而它们只有

302个神经细胞。这些线虫以细菌为食，但如果吃了一种致病细菌的话，它可能会生病。这些线虫并不

是生来就会识别危险的细菌。它们需要时间学会区分细菌避免生病。 

 

很多昆虫也擅长学习。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学家陆文•杜卡斯说：“人们认为昆虫是出于本能做所

有事情的小机器人。”杜卡斯博士和其他科学家进行的研究表明，昆虫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杜卡斯发

现，一直以来最受欢迎的一种实验动物果蝇能学会把气味和食物、气味和天敌联系起来。在另一组实验

中，杜卡斯发现，年轻的雄果蝇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追求不会接受的雌果蝇。而学会识别一只会接受的

果蝇的信号需要时间。 

 

杜卡斯猜测，任何有神经系统的动物都能学习。即使在科学家们未能证明一种动物具备学习能力的

情况中，他认为他们不应急于下定论。杜卡斯问：“它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好老师还是因为这种动物不会

学习呢？” 

 

虽然学习在动物中可能很普遍，但杜卡斯想知道它们为什么不首先发展这种学习能力。他说：“你

不能仅仅说学习是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即便没有利用神经系统去学习，要适应环境的变化也是有可

能的。细菌可以改变行为方式以帮助它们生存下去。如果一个细菌察觉到一种毒素，它会立马避开。如

果它看到一种新的食物，它会不断转换基因以改变新陈代谢。杜卡斯说：“比如大肠杆菌中的基因网，

就能以惊人的能力应付环境变化。” 

 

学习也有副作用 

 

不过，学习也被证明有危险的副作用，使动物的进化变得更加令人迷惑。卡维茨和他的同事研究果

蝇，发现了证明这些“副作用”的证据。 

 

为了培养更聪明的果蝇，研究人员给它们提供两种食物选择：橘子果冻或菠萝果冻。对果蝇来说，

两种闻起来都很美味。但落在橘子果冻上面的果蝇发现它含有味苦的奎宁。这些果蝇用3个小时认识

到，闻起来很香的橘子吃起来很苦。 

 

为了检验这些果蝇，研究人员又端出两盘果冻，一盘橘子的和一盘菠萝的。这一次，两盘都没有奎

宁。果蝇落到两盘果冻上享受美食，雌果蝇还在上面产卵。卡维茨说：“记住它们在橘子果冻上尝过苦

头的果蝇应该会避开橘子转而飞到菠萝果冻上。”卡维茨和他的同事把不含奎宁的菠萝果冻上的卵收集

起来并利用它们孵出下一代果蝇。研究人员再在新果蝇上重复这一程序，除了含有奎宁的是菠萝果冻而

不是橘子之外。 

 

动物学习之谜：变聪明可能要付出生命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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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得快的果蝇寿命短 

 

如此反复，只需繁衍15代，果蝇就能在遗传上更好地识别。在实验之初，果蝇花很长时间学会普通

的和含奎宁的果冻之间的区别。学得快的果蝇仅需不到一小时。但果蝇们为学得更快付出了代价。卡维

茨和同事让聪明的果蝇和另一种果蝇相斗，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它们谁会活下来。然后，研究人员进行了

同样的实验，但换成聪明果蝇的普通亲戚和这种新果蝇相斗。约有一半的聪明果蝇活下来，而存活的普

通果蝇则为80%。 

 

实验表明，聪明保证不了生存。卡维茨说：“我们弄来一些果蝇并养了30多代，但提供很少的食

物，以便它们能适应环境改变更好地发展。接着我们研究了其学习能力的变化。这种变化一代代传下去

了。” 

 

但学习的能力伤害的不仅是年轻时候的果蝇。在一篇即将刊登在《进化》杂志上的论文中，卡维茨

和他的同事报告，学得快的果蝇平均寿命比没有经历含奎宁果冻选择的果蝇短15%。而寿命较长的果蝇

其学习能力比普通果蝇差40%。 

 

卡维茨说：“我们不知道这里面的机制是什么。”一条线索来自另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他和

同事发现，正是这种这学习行为造成了损失。研究人员训练一些学得快的果蝇把一种气味和有力的振动

联系起来。他说：“这些果蝇的死亡速度比拥有相同基因但没有被迫去学的果蝇快大约20%。” 

 

人类也为变聪明付出额外代价 一生从空白起步 

 

形成神经细胞连接可能会带来有害副作用。允许学习以便发展更快、活得更长的基因也可能会引起

其它变化。杜卡斯说：“我们利用内存几乎空着的电脑，但生物学信息很耗空间。”他补充表示，卡维

茨证明的代价不是聪明动物唯一的惩罚。它的意思是，你的一生从毫无经验起步。 

 

当鸟儿离开鸟巢时，它们需要时间学会觅食和躲避天敌。结果，它们更有可能饿死或被杀死。杜卡

斯认为，只有当它是一种比依靠自动反应更好的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时，学习才进化到更高水平。杜卡

斯说：“当你想要依靠一个时间和地点独一无二的信息时也可以。例如，一些蜜蜂以单独一种花为食。

它们能利用自动提示找到大量花蜜，有些蜜蜂则适应多种不同的花，每种都有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开花

时间。在这种情况中，学习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策略。” 

 

科学家们还没有进行什么研究来验证这一说法。伦敦大学的科学家今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学得

快的大黄蜂群比学得较慢的蜂群收集的花蜜多40%。 

 

权衡学习的利与弊 

 

卡维茨猜测，每个物种会一直进化到学习的利与弊达到一种平衡。他的实验证明果蝇拥有遗传的潜

力在野外明显变得更聪明。但只有在他的实验条件下，进化才真正朝那个方向发展。本质上，任何学习

能力的提升都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卡维茨和杜卡斯同意，科学家们需要权衡利弊，而且他们将不得不

衡量学习在很多动物生活中的角色。随着知识的增加，他们将会对人类的学习天赋有更多的了解。杜卡

斯说：“人类已经到了顶端。”不管是学习的能力还是为这种能力付出的代价。 

 

人类特别大的脑袋需要休息时燃烧的所有热量的20%。一个新生儿的大脑如此大以致在分娩时它可

能会给妈妈和小孩带来很大的风险。不过新生儿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的大脑完全没用。人类需要

很多年学会独立生活。 

 

卡维茨表示，值得研究人类是否也为达到顶点的学习能力付出了隐藏的代价。他说：“我们可以推

断一些疾病是聪明的副产物。”卡维茨认为，学习对进化的好处肯定大于代价。对很多动物来说，学习

主要是在寻找食物或交配中提供一种好处。但人类还生活在复杂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学习也大有裨

益。卡维茨说：“如果你用你的聪明超越其他群体，就会有一场军备竞赛。所以，没有任何绝对最理想

的程度。你只是必须比其他人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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