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

况，选好了要看的电影、场次和

时间，但在下单前却看着座位图

密密麻麻，不知该如何挑选？

根据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

协会的理论，观众在观影时屏幕

两侧产生的视线夹角至少要达

到 36 才能保证画面填充观众视

野。同时，为了防止我们颈部承

受压力过大，看向大屏幕顶端的

视线以及我们的平视视线之间

夹角要小于35。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因素，观

影体验的好坏也与人类感官的

生理特征有关。例如，人眼的中

央视觉区域分辨率更高，因此观

影位置距离荧幕过近或过远都

会影响视觉效果。此外，人类耳

朵对声音的感知也具有方向性，

因此影院的音响系统需要将声音传递

到观众的位置，以获得最佳的声音效

果，在影院的放映窗口和荧幕之间的

三分之二处是最佳的听觉体验位置。

结合以上所有数据来看，适应我们听

觉视觉双满足的位置就是9到10排。

但是，上述数据只适用于 2D 影

片。对于 3D 电影，戴上眼镜之后感受

到的荧幕亮度会下降 30% 到 40% 。3D

眼镜能够分别向左右眼投射不同的影

像，使得观众产生空间感和深度感。

这种技术基于人类视觉对深度的感

知和头部的运动追踪。因此，观看

3D 电影时，最好选择处于荧幕和放

映口之间二分之一的位置。

此外，IM A X 影厅和普通影厅的

观影体验也有所不同。IM A X 影厅

的荧幕通常呈凸面或弧形，基于人体

视觉和声音感知的原理，离荧幕前面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位置是最佳

的。其次，选择距离荧幕适当高度的

位置，使眼睛可以看到整个屏幕，但

又不至于太高或太低，声音在 IM A X

影厅内的传播效果是立体的。因此，

距离荧幕中央和中央声音源最近的

位置可以获得最佳的声音效果。

IM A X 影厅的座位通常比普通

影厅更宽敞，但如果你身材较小，坐

在太宽敞的座位上可能会感到不

适。此外，IM A X 影厅通常比普通影

厅更冷，所以在选座时，可以选择距离

空调出风口相对较远的位置，或者穿

上一件外套以保持温暖哦。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怎么选，教你

一个口诀，小厅选五六，中厅选七八，

大厅选九十。当然最最重要的，是大

家共同遵守影院规定，不要盗摄盗录，

大声喧哗，影响别人，让每一个观众都

能享受到更好的观影体验，创造出一

个更好的观影环境。

据星空计划公众号

万象 赣西周刊
Y C TV

2023 年10 月26 日 责编/龙 清 !"

从生物演化角度来看，人类无疑是非常幸运和成

功的，因为我们是灵长目人科人属之下的唯一现存物

种。目前，全球人口已接近 80亿人，未来人口规模还将

进一步膨胀，有可能达到100亿左右。

不过，中国科学家领衔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 93

万年前，人类的祖先曾经面临严重的群体瓶颈，在短时

间内丧失了近 99% 的人口，平均成年人口数量仅为 1280

人，而且这一瓶颈期持续了近 12 万年。大家知道，地

震、海啸、瘟疫、洪水等等，任何一种灾害，都可以轻轻

松松给这么少的远古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也就是说，

在这一漫长的瓶颈期内，人类祖先随时都可能灭绝，你

说惊不惊险？

有人可能会问了，几十万前根本没有人口登记和

历史记录，连化石记录都很少，科学家怎么计算出当时

的人口数量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家是如何

算出人类祖先的群体规模的。

这项研究成果是 2023年 8月底在线发表在美国《科

学》杂志网站上，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李海鹏研究员与华东师范大学脑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所

潘逸萱教授领导完成，意大利和美国的科学家也参与

了这项研究。

要研究远古时期的人类演化历史，之前主要依靠

化石记录和古 D N A 测序技术，但是由于 10 万年前古人

类化石非常稀少，而且古人类 D N A 在炎热的非洲很难

保存，因此这两种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追溯到

30- 10万年前的人类历史。

中国科学家领导的这项研究最大的亮点在于，发

明了一种新的估计有效人类群体规模历史的理论方

法，叫做快速极小时间溯祖，英文缩写是 FitC oal，英译

名我们可以叫它“非得酷”。顾名思义，所谓“溯祖”是

追溯远古祖先的信息，“快速”很好理解，是指这种方法

可以很快地进行溯祖分析，而“极小时间”是指这种方

法可以精确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甚至上百万年的每一天

人类祖先群体规模，所以科学家将其称为“快速极小时

间溯祖”。

它的基本原理是我们人类每个个体的基因组都不

尽相同，存在大量基因变异，而其中很多基因变异是从

父母、祖父母甚至更远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通过计

算机分析这些基因变异的频谱，可了解到我们远古祖

先的很多信息，比如一群人的共同祖先是谁？大约生

活在什么时代？祖先生活的那个时代大概有多少人

口，等等。之前类似的遗传分析最多可追溯到 30 万年

前的人类群体规模，但是不太准确，而且也不太稳定。

非得酷理论一下子将科学家的视野从 30万年前的

人类群体规模的历史快进到 100万年前，而且将之前的

模糊影像变成了高清影像。它通过复杂的群体遗传学

理论和计算机生物学算法相结合，对现代人类基因组

中的基因变异频谱进行分析，估算出上百万年前的人

类群体规模，从而可对远古人类进行“人口普查”。也

就是说，基于非得酷理论，科学家既不需要远古人类的

化石记录，也不需要它们的 D N A ，只需要少数现代人类

的基因组，就可追溯上百万年前的人口数量变化，从而

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的演化过程。

研究显示，非得酷理论可以精确到 100万年前每一

天，而且最少只需要三个现代非洲人类基因组数据，即

可对人类历史的群体规模进行较为精确的估算。非得

酷理论还可以运用到任何由基因驱动的生命体的历史

群体分析，比如细菌、病毒，甚至癌症患者体内的肿瘤

细胞。因此，非得酷理论被同行专家认为是迄今为止

最为准确、最为强大的估计有效群体规模历史的理论

方法。

研究人员利用非得酷理论分析了来自 10个非洲和

40 个非非洲人群的 3000 多个现代人类基因组数据，首

次发现在距今 93 万年前，人类祖先在短期内丧失了约

98.7% 的成年个体。进一步分析显示，在长达 11.7 万年

的时间里，人类祖先平均成年个体数仅为 1280个，灭绝

风险随时存在。

为什么 93万年前人类祖先数量会锐减呢？研究人

员推测，这一时期的冰川事件导致气候剧烈变化，同时

非洲出现长时期的严重干旱，引起大量物种的灭绝或

群体数量急剧减少，人类祖先的食物来源受限，导致远

古人类的人口数量锐减，几近灭绝。

研究人员还推测，在这一瓶颈期内还发生了一些

重大事件，对现代人类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现代

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共同祖先正是在这一

瓶颈期形成的。这一瓶颈导致当时人类祖先约66% 的遗

传多样性丢失，可能对现代人类的健康造成重要影响。

在如此漫长的群体瓶颈期，人类祖先竟然能挺过

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好在研究人员利用

非得酷理论发现，大约在 81.3 万年前，人类祖先的群体

得以快速恢复，其群体规模增加了 20倍，估计可能达到

了 2.7 万人。研究人员推测，人类祖先在 79万年前学会

了用火，可能是人类群体规模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

一，而气候变化有利于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繁衍则是另

一个重要原因。

之后，人类祖先并不是一路开挂，而是在演化历史

中面临各种大大小小的人口群体瓶颈，好在都有惊无

险地挺过来了。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说，人类的确是最

幸运和最成功的人科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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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祖先在90 万年前差点儿灭绝

蹄兔的近亲竟然是大象

今年跟随“石探记”科考团在非洲野

外考察时，我偶遇一种名字被称为兔而

非兔的哺乳动物——蹄兔。

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在新

作《蹄兔非兔 象鼠句非鼠句》一书中，特意

提到蹄兔这种曾被称为岩狸的动物，英

文 H yrax 来自希腊语，为鼠句鼠青和老鼠的复

合词。这种看似大老鼠、又有点像短耳

兔子的非洲哺乳动物，与啮齿目、食虫目

和兔形目动物都没有丝毫关系，其单独

分为一个目——蹄兔目。

那么，蹄兔与谁有关系？说来也许

会吓你一跳，竟然是大象！这在凭借外

观和解剖为依据的传统分类学中，简直

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表面上二者风马牛

不相及。按照现代分类学，鲸的近亲竟

然是河马。

所谓现代分类学，是通过实验室对

遗传基因的研究和观察，在对蛋白质和

核酸结构比较的基础上，区分物种亲缘

关系，得出系统进化树，这与经典分类方

法基本上还是吻合的。简单来说，就是

认为你像猩猩，那不算，D N A 亲子鉴定

的结果才是正确的。

目前所知，蹄兔有 6种，包括岩蹄兔、

黄斑蹄兔、东树蹄兔、西树蹄兔、南树蹄

兔和贝宁树蹄兔。但也有称 10 种，甚至

亚种达 57种。此次我在坦桑尼亚塞伦盖

蒂国家公园野外营地，幸运地见到了多

只面带微笑的蹄兔，并与队友配合，拍摄

了一组与蹄兔同框的画面。

野外营地中，我们所见的蹄兔都是

岩蹄兔，它们时而独处，时而群聚。令人

难忘的是，在我们即将启程之际，一大群

蹄兔聚集于营地内的岩顶，好似推出一

场隆重的蹄兔欢送仪式。

当地人告诉我，蹄兔包括眼前的岩

蹄兔和远方的树蹄兔。在一望无际的草

原，偶尔会遇见稀疏的大树，那里也许就

有比岩蹄兔稍大些的树蹄兔。但更偶然

的是，你会在一望无际的莽原上不可思

议地遇见一两处突兀的岩石，好似从天

而降，而这些地方往往是各种动物隐蔽、

栖身，甚至觅食的场所。

文/图 郭耕

在
电
影
院
该
怎
么
选
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