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有些人在众人面
前比赛或表演时， 能发挥出比平
时更高的水平， 有些人则会表现
得不如平时。 日本的一个研究团
队经实验证实，不仅人类会因在意
周围人的目光和评价而产生 “观
众效应”，黑猩猩也会因观众的存
在而影响它们认知任务的表现。

日本京都大学近日发布公报
说， 该校野生动物研究中心和秋
田县立大学的研究团队以京都大
学饲养的6只黑猩猩为对象， 分
析它们解决数字问题的成绩。 这
6只黑猩猩认识数字。 研究人员
让这些黑猩猩用触摸屏解答3种
数字问题 ， 每种问题的难度不
同， 且需要不同的认知能力。 他
们在6年时间里记录了黑猩猩们
解答总共9200多套问题的成绩。

在分析黑猩猩们的成绩后，
研究人员注意到， 它们的成绩受
当时在场观众的类别和数量影
响。 具体来说， 当黑猩猩们解答
难度最高的问题时， 在场实验人

员数量越多， 黑猩猩们表现得越
好。 解答难度最低的题目时， 在
场实验人员或黑猩猩们认识的人
数量越多， 它们的成绩就越差。
然而， 如果在场的观众并非黑猩
猩们认识的人， 它们的表现则不
会出现显著变化。

公报说， 本项研究分析了观
众的存在对人类以外动物认知表
现的影响。 研究人员尚不清楚这
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他们猜测观
众有可能影响黑猩猩对奖励的感
知， 也有可能影响它们的精神压
力和专注力。

研究人员表示， 人类会有意
无意地在意周围人的目光和评
价。 如果黑猩猩也在意是否有熟
识的观众看着自己， 就表明 “观
众效应” 可能在人类进化出基于
声誉的社会规范之前就已经出
现， 这将有助于探索人类社会性
的起源。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
学术期刊 《交叉科学》 上。

研究发现黑猩猩也会
因观众在场而影响认知表现

天色灰蒙， 时有落雨。 执行
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任务的 “雪
龙2” 号航行在一望无际的波涛
之上。

白天， 从驾驶台左右两侧的
玻璃望出去， 远处海平面升起又
落下； 甲板上的积水一来一回规
律晃动， 显示船体摇晃角度的倾
斜仪指针左右摇摆。

夜里， 涌浪翻腾， 驾驶员双
腿半蹲降低重心， 紧握把手操纵
仪器。 队员们走在路上像跳舞 ，
进两步偶尔退三步； 躺在床上如
烙饼， 时不时翻来滚去……

场面之所以如此富有动感和
节奏， 是因为 “雪龙2” 号前几
日 正 在 经 历 此 行 一 大 严 峻 挑
战———穿越 “咆哮” 西风带。

南半球西风带位于南纬40度
至60度之间， 是 “雪龙兄弟” 奔
赴南极的必经之路。 受频繁的气
旋活动影响， 这里终年盛行6至7
级的西向风和4至5米高的涌浪，
行船危险系数较高， 所以有 “咆
哮” 西风带之称。

打个比方， 一个接一个的气
旋就像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快车，
威力大， 速度快， 卷着风浪自西
向东呼啸而过 。 想安全 “过马
路”， 就必须瞅准时机， 制定合
理路线， 尽量在风浪较小的 “车
辆间隙” 快速穿过。

加速冲、 减速等、 转航向，
“过马路” 的每个操作都离不开
灵敏的操作系统和稳定的电力供
应 。 西风带海况恶劣 ， 万一停

电， 船不走了咋办？
为应对这种极端情况， 轮机

部一方面早早展开了全船失电演
习， 所有成员各司其职， 模拟停
电情况下的检修流程， 排查故障
所在， 以最快速度恢复供电； 另
一方面加强日常安全巡视， 检查
主推进装置吊舱、 排查4台主发
电柴油机隐患、 清洗燃油系统和
滑油系统的滤器， 确保船舶正常
运行。

要在 “气旋快车” 间 “闪转
腾挪”， 得先知道它们大概怎么
开， 开多快。 气象预报资料起到
的就是这个作用。 好几次深夜，
随船气象员、 来自国家海洋环境
预报中心的徐晓武和刘素芳还守
在驾驶室。

早在几天前， 他们俩就已忙
碌起来，接收最新数据、正点观测
气象、研判天气形势、与后方保障
团队沟通， 根据预报信息中显示
的几个气旋大致的行进路线和风
浪强度，提出相应的航线建议。

“早期只能靠气象传真机接
收粗略资料、 手绘天气图， 精细
化程度不高。” 徐晓武说， 现在
自主研发的船载气象导航软件已
经能实现风浪动态推演、 定点精
细预报， 时效有7至10天左右。

综合考虑风速风向、 涌浪大
小等多种因素， 考察队制定了最
优穿越策略。 “整体来看， 这次
穿越相对平稳。” “雪龙2” 号船
长肖志民说， 科考船在前一个气
旋影响减弱后和下一个气旋影响

到来前加速通过， 最大程度避免
了颠簸。

“船身晃动的幅度比预想要
小， 晕船的人不多， 大家胃口都
挺好。” “雪龙2” 号厨师长秦冬
雷说， 有一天， 吃饭的队伍都排
到食堂外面了。

纬度渐高， 海况趋稳， 天也
放晴了 。 “驾驶台左舷发现冰
山！” 在南纬58度16分附近， 队
员们用肉眼看到了从南极漂流而
来的第一座冰山 ， 之后是第二
座、 第三座……

这些雪白冰山， 就像一份见
面礼， 仿佛那块冰封雪裹的神奇
大陆， 正向通过 “咆哮” 西风带
考验的勇士们招手———南极， 已
经不远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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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浪，向着极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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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2”号穿越“咆哮”西风带二三事

11月10日 ， 周日 ， 深
圳莲花山公园举办勒杜鹃
赏花周 、 音乐节等活动 ，
人流量激增 ， 公园里的女
厕排起长龙 ， 不少孩子也
排在队伍里 。 虽然公园安
置了一些智能移动公厕 ，
并有周边公厕指引 ， 仍无
法满足大量的如厕需求 。
与此同时 ， 旁边的男厕无
需排队 ， 与女厕形成鲜明
对比。

“为什么女厕所要排
这么长的队 ， 男厕所却不
用？” 一个正在排队的小女
孩向妈妈抱怨 。 “今天回
去你可以试着写一封信 ，
给管理部门表达一下你的
意见。” 妈妈回答她。 这是
近日记者在深圳莲花山公
园采访时听到一对在女厕
外排队母女的对话。

女厕排起长队 ， 男厕
畅通无阻 ， 这一尴尬现象
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 。

近日 ， 新华社 “焦点 ” 栏
目记者走访多地景区 、 商
场 、 机场 、 火车站等公共
场所 ， 发现女厕所排队现
象普遍存在 ， 尤其在节假
日 ， 排队等候时间长依然
是女性如厕的一大痛点。

“厕所是社会文明的
尺度 。 在厕所这件事上 ，
男女平等不是男女厕所面
积相等 、 厕位相等 ， 而是
女性应当拥有与男性平等
的如厕权利。” 中国城市环
境卫生协会厕所专委会副
秘书长 、 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工业设计系博士研究生
梁骥一直在关注和推动解
决这一问题 。 基于长期调
研和数据分析， 梁骥认为，
男女厕位比例应达到1:2才
更加公平。

事实上 ， 住房城乡建
设部在2016年批准颁布的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
中明确规定 ， 人流量较大

地区女性厕位与男性厕位
比例为2:1。 但据了解 ， 这
一行业标准并非强制性条
文， 在实际规划和建造中，
仍有大量达不到这一标准
的公共厕所存在。

近年来 ， 深圳 、 长沙
等城市先行先试 ， 全面提
升公共厕所建设水平 ， 提
高女厕位比例 ， 建设可实
现 男 女 厕 位 快 速 转 换 的
“潮汐公厕 ”、 安装智能导
厕系统 、 改造传统卫生间
以增加女厕位……一系列
尊重女性平等如厕权利的
新举措不断涌现 。 这些悉
心为女性考虑的厕所设计，
让城市更加温暖和包容。

公共厕所如何提升 女
性体验 ， 如何尽快将尚在
试点阶段的许多新举措进
行优化和推广 ， 是提高社
会治理水平的题中应有之
意。

据新华社

女厕排队之困，何解？

近日， 法国巴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迎来一年一度的点灯仪式。
从11月24日起至2025年1月初， 整条香榭丽舍大街将在每天17点至午
夜被喜庆的节日灯饰点亮， 12月24日和12月31日将通宵不灭。

新华社发

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迎来点灯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