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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双足直立行走究竟是如何演化

的？传统观念一般认为，人类直立行走与地

栖生活密切相关，直立行走使得前肢得以解

放，进而对生产工具和人类意识的形成产生

关键影响。近年来的古生物学研究又发现，

在人猿分异之初，属于人类支系的萨赫勒人、

地猿、原初人等，虽然仍适应于树栖生活，却

已具有直立行走的能力。这种兼具树栖与双

足行走的能力缘何而来？人猿分异之前，人

和猿共同祖先的运动方式究竟如何？这一问

题也是目前学术界研究关注的一大焦点。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纽

约大学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在期刊《创新》

上发表了一项关于禄丰古猿运动方式的研究

成果，受到广泛关注。该研究结合森林古猿

等多种古猿化石，分析了人类直立行走的起

源和猿类运动方式演化历史。研究发现，禄

丰古猿的运动方式与人猿分异前的共同祖先

的运动方式非常相近，进而推测，人类直立行

走的运动方式起源于禄丰古猿。

禄丰古猿生存于距今 1250 万至 620 万年

前的中新世，其化石在云南的开远、元谋等多

地都曾被发现。1975 年至 1983 年，研究人员

在云南禄丰县的石灰坝村附近，联合发掘出

多个禄丰古猿头骨化石。这些化石的颅骨和

牙齿化石相对完整，保存了很多类似于森林

古猿、西瓦古猿甚至是现生猩猩的特征，为我

们研究猿类祖先的形态提供了许多关键信

息，是研究人猿演化关系的重要依据。然而，

这些头骨在漫长的地质变化中被挤压变形，

难以辨别出重要的形态特征。

为解决这一难题，研究人员发现对于哺

乳动物颅骨基部耳区结构的探究具有重要意

义。在颅骨岩骨内部，保存着一个可以感受

运动和平衡觉的器官——内耳迷路。由于其

演化保守，内耳迷路不易受个体后天的影响，

可以很好地反映祖先状态。通过研究猿类内

耳迷路的形态，可以推测其运动方式，重建猿

类运动方式的演化历史。

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近年来，研

究团队利用先进的综合成像平台及自主开

发的图像处理流程，对 40 多年前发现的这些禄丰古猿头骨进行了

深入研究，重新发现了被挤压入颅腔的破碎变形的岩骨，并重建了

内耳迷路的精细结构。结合前人成果，研究团队推断，这种禄丰古

猿型的运动方式是一种兼具前肢悬摆、攀爬、四足行走和双足直立

行走的运动方式。

经过与其他化石和现生猿类、南方古猿和人类的内耳迷路数据

作对比，研究人员认为，猿类运动方式演化呈现三个阶段：首先，非洲

的早期猿类具有一种长臂猿型的运动方式；之后，多数的欧洲和亚洲

中新世猿类演化出一种禄丰古猿型的运动方式；最后，早期人类祖先

从禄丰古猿型的运动方式向双足直立行走的运动方式演化。

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距今 320 万年前的气温骤降极有可能推

动了猿类和人类支系的运动方式演化，显著加速了直立行走的演化

进程。而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禄丰古猿，由于高原隆升所创造

的独特生存环境，就保留了更多原始猿类特征。

近年来，我国古生物学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在化石多尺度、

多 模 态 成 像 和 大 数 据 分 析 方 面 ，取 得 了 很 多 国 际 领 先 的 研 究 成

果。此次关于禄丰古猿内耳形态和运动方式的研究，找到了人猿

分异前的可能的祖先状态，为未来揭示直立行走与人类起源之谜

奠定了基础。参与合作研究的纽约大学，是国际上重要的古人类

学研究中心之一。中美两国在古生物学研究领域有着很长的合作

历史。未来，双方继续深化合作，必将为推动人类古生物学研究发

展作出更多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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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观R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近日发布的《2023 年世界旅游晴

雨 表》显 示 ，2023 年 到 访 中 东 地 区 的 国 际 游 客 数 量 达 到

8630 万人次，较 2019 年增长 22%。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多国

入境游客增幅显著。春节期间，中东多国成为中国游客的

热门目的地。分析认为，在地区多国利好政策推动下，中东

旅游市场潜力巨大，有望保持增长势头。

多国游客数量增幅显著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数据，沙特 2023 年吸

引国际游客规模达到 2019 年水平的 156%。另据沙特央行

数据，2023 年前三季度，沙特的国际旅游收入超过 1000 亿

沙特里亚尔（1 美元约合 3.75 沙特里亚尔），较 2022 年同期

增长超 70%。沙特通讯社在报道中指出，沙特旅游业取得

巨大成功，为中东旅游业复苏作出了贡献。

作为旅游业传统大国，埃及旅游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旅

游业长期构成该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根据埃及中央银行近

期发布的报告，2022/2023 财年，埃及旅游业收入创历史新

高，达 136 亿美元，较上财年的 107 亿美元增长 26.8%。

同样亮眼的成绩也出现在卡塔尔的年度旅游业发展报

告中。2023 年，卡塔尔延续世界杯足球赛的带动效应，全

年接待游客超 400 万人次，创下 5 年来新高。

日 前 ，迪 拜 国 际 机 场 宣 布 ，2023 年 该 机 场 共 接 待 近

8700 万人次旅客，同比增幅约 32%，超过 2019 年水平。凭

借有利的区位优势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近年来阿联酋迪

拜加大旅游资源推广力度，将吸引更多国际过夜游客作为

旅游业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不久前，迪拜经济和旅游

局 发布数据显示，2023 年迪拜的国际过夜游客数量达到

1715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20%。

多措并举完善旅游服务

中东国家将旅游业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持

续出台完善服务措施，不断优化签证等政策。

2 月 19 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宣布，向包括中国

在内的 53 个国家公民签发落地电子签证，上述国家公民无

需提前办理签证即可短期访问该地区。沙特、伊朗、埃及、

阿联酋、卡塔尔等中东国家也积极优化签证政策，向包括中

国游客在内的国际游客提供入境便利化措施。

在旅游资源开发和产品升级上，中东多国积极推动体

育旅游、会展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丰富入境游选择。

卡塔尔积极利用亚洲杯足球赛、多哈世界园艺博览会等赛

事和展会契机，打造多元化旅游产品。卡塔尔旅游局主席

萨阿德指出，凭借多元化的旅游产品、500 公里的原始海岸

线、丰富的博物馆等资源，卡塔尔积极打造具有独特吸引力

的旅游目的地。

沙特积极开发新未来城、红海等地区旅游资源，水上运

动、山区探险、冬季滑雪等项目正成为沙特旅游新的增长

点。沙特旅游大臣艾哈迈德表示，该国将向旅游业投资

8000 亿美元，计划到 2030 年吸引 1 亿人次本地和国际游

客，届时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有望达到 10%。

埃及也在加大旅游资源开发。日前，开罗萨拉丁城堡的

两座塔楼对外开放。2023年 9月，埃及政府成立了旨在振兴

和刺激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战略委员会。该委员会定期举行

会议，为推动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寻求解决之策。

加大力度吸引中国客源

春节期间，中东国家成为不少中国游客的出行选择。

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前往沙特的中国游客订单较 2019
年同期增长超 800%；阿联酋、摩洛哥等旅游目的地的热度

持续上升。

随着中国与中东地区航线逐渐恢复到 2019 年水平，新

航线也在不断增加，春节期间双方人员往来大幅增加。春

节前夕，海南航空阿联酋阿布扎比至中国海口航班正式开

通，成为该航司首条飞往中东地区的直飞航线。春节期间，

四川航空、南方航空等加大运力投入，川航迪拜航线运力同

比增加 200%，中阿双边航线客座率接近 90%。厦门航空执

飞每周 9 班往返中国与卡塔尔的航班，春节期间几乎满

客。为便利入境卡塔尔的中国游客，厦航还与沃达丰电信

公司卡塔尔分公司合作，为中国旅客发放免费电话卡。

中东主要旅游目的地纷纷加大宣介力度，做足节庆旅

游文章。位于迪拜市中心的哈利法塔公园连续 4 天举办新

春大巡游和庙会活动，从古色古香的非遗展示到动感十足

的机器人表演，热闹祥和的春节活动吸引了各国游客参

与。阿布扎比法拉利主题公园举办春节庙会，迪拜哈利法

塔点亮灯光秀，帆船酒店举办“飞龙在天”无人机表演，阿联

酋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春节，欢迎中国游客到访。迪拜外

办主任马克图姆亲王表示，阿中双边关系在多领域持续深

入发展，两国不断拉紧文化交流纽带，为政治、经贸合作创

造了更多机遇。

春节期间，开罗中国文化中心联合埃及旅游促进局在

开罗国际机场举办“欢迎中国游客来埃及过大年”活动。金

字塔景区灯火辉煌，埃及旅游和文物部联合当地旅行社举

办了共庆春节活动。埃及旅游和文物部副部长沙拉比表

示，埃及旅游景点正逐步增设中文导览服务，未来将有计划

地培训更多中文导游，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为中国游

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

（本报迪拜、开罗 2月 25日电）

优化便利措施 看重中国市场

中东国家积极开发旅游业潜力
本报记者 张志文 黄培昭

巴西电力监管局近日

宣布，今年 3 月将举行一次

价 值 182 亿 雷 亚 尔（1 美 元

约 合 5 雷 亚 尔）的 投 资 竞

标 ，用 于 建 设 6460 公 里 的

输 电 线 路 和 新 的 变 电 站 。

巴西能源研究公司的最新

报告预计，巴西未来几年共

计 需 要 投 入 562 亿 雷 亚 尔

用于改扩建输电线路，包括新线路、新变电站建设以及现有

输电项目的改进。

近年来，巴西的居民用电和工业用电不断增加。巴西

能源研究公司的数据表明，2023 年，巴西全国用电量超过

53 万吉瓦时，同比增长 4.2%。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全国用

电量连续 3 个月打破纪录。研究认为，除了极端高温天气

的影响，该国工商业部门的良好表现也是用电量增加的一

大原因。

巴西媒体报道说，伴随不断增加的用电需求，巴西亟待

进一步改善电力传输系统。2023 年 8 月就出现过北部和东

北部大规模停电的情况，引发了关于改造国家输电系统的

广泛讨论。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能源研究所教授艾德

玛·阿尔梅达表示，近年来，巴西全国发电类型呈多样化趋

势。尤其在巴西东北部，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发电量

大幅增加，这对于巴西的电力实时监控及输电系统的灵活

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巴西矿业和能源部部长亚历山大·西尔维拉认为，巴西

输电系统缺乏稳定性，需要通过建设新的输电线路来缓解

该问题。另外，巴西清洁能源生产集中的东北部地区与电

力消费集中的东南部地区距离较远，输电线路建设的必要

性凸显。

2023 年 6 月，巴西举行输电线路特许经营合同竞标，投

资额为 157 亿雷亚尔，用于建设巴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共 7 个

州的 33 个项目，涉及输电线路超过 6000 公里；同年 12 月，

巴西再次举行投资额为 217 亿雷亚尔的能源传输项目竞

标。两次竞标都旨在扩大东北部地区的清洁能源向东南

部 、中 部 等 电 力 消 费 中 心

的传输能力。巴西电力监

管 局 局 长 桑 多 瓦 尔·费 托

萨 表 示 ，此 类 竞 标 将 改 善

巴 西 输 电 系 统 ，使 电 力 供

应更加稳定，“我们将继续

促进全国各地区电力互联

互 通 ，建 设 日 益 高 效 和 安

全的输电系统”。

巴西媒体认为，对输电线路的改扩建也将促进巴西的

绿氢项目投资。巴西东北部塞阿拉州电力服务和能源行业

联盟成员贝尔纳多·维亚纳表示，绿氢是清洁、丰富且廉价

的新能源，新的输电基建工程将促进绿氢产业发展，对于东

北部乃至整个巴西而言都至关重要。

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巴西电力传输能力建设。

在去年 12 月的竞标中，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再次独立参

与巴西美丽山±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特许经营权

竞标，并中标项目 30 年特许经营权，这是继巴西美丽山特

高压输电一期、二期项目之后，该公司在巴西中标的第三个

特高压输电项目。费托萨表示，这一输电项目在巴西输电

体系中的地位重要，对巴西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本报里约热内卢 2月 25日电）

巴西加强电力传输系统建设
本报记者 时元皓

埃及和阿联酋签署协议在埃北部建海滨新城

据新华社开罗 2 月 23 日电 （记者张健、姚兵）埃及和阿联酋

23 日在埃及新行政首都签署一项协议，双方将在埃及地中海海岸建

设一座新城，以促进埃及旅游业发展、吸引投资和增加外汇储备。

根据协议，双方将开发埃及马特鲁省的拉斯赫克马，项目占地

170 平方公里。

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在签字仪式上说，协议实施后将在两个月内

为埃及经济注入 350 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这项历史性协议是政府

目前正在努力增加国家外汇来源的几项投资协议的开始。”马德布利

说，阿联酋方面将在该项目整个实施阶段投入 1500 亿美元。

埃及当前面临严重的外汇短缺问题。埃及政府正与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谈判，以期获得资金支持。

工行为玻利维亚最大国有银行开设人民币代理行账户

新华社利马 2月 23日电 （记者郝云甫）拉巴斯消息：中国工商

银行为玻利维亚最大国有银行联合银行开设人民币代理行账户启动

仪式 23 日在玻首都拉巴斯举行。

玻利维亚经济与公共财政部长蒙特内格罗、玻联合银行行长维

加、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王亮等出席活动。

蒙特内格罗表示，玻中银行间开展人民币业务是玻推进对外合

作的重要成果，两国货币间直接结算将有效缓解玻外汇短缺情况，同

时将进一步助力深化玻中经贸合作。维加表示，开设人民币代理行

账户将极大降低跨境支付成本，缩短结算手续办理时间。

王亮表示，这是中玻金融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中

方愿同玻方不断深化金融领域合作，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服

务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提升。

巴拿马运河 2023 财年收入增长近 15%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电 （记者陈昊佺）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发

布的年报显示，巴拿马运河 2023 财年（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营收为 49.68 亿美元，比 2022 财年增长 14.9%。

年报认为，2023 财年运河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拍卖船位和调整

通行收费模式。预计 2024 财年运河收入将增长 2.7%。

上图：迪拜是阿联酋著

名的旅游胜地，每年吸引大

量 游 客 。 图 为 迪 拜 朱 美 拉

海滩。

本报中东中心分社

纳达尔·达乌德摄

左图：春节期间，在埃及

著名旅游胜地金字塔附近，

游客体验骑骆驼。

本报记者 黄培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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