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5 日，喀什鸟友郭宏得知自己所拍的灰

蓝山雀为中国鸟类亚种新纪录时，显得特别兴

奋，他认为自己连续三天的奔波没白费。

“没想到这么巧拍到了它，太漂亮了。”郭宏

回忆，去年 12月 30日，他来到距离喀什市西 5公

里的风情园，打算拍点鹪鹩的照片。

风情园里有水、沙棘、果树等，生态环境比较

好，引来不少鸟类栖息觅食。

这一天，他和平时一样，一路追随着鸟儿的

身影拍摄。当来到一片小树林时，他看到一只蓝

白相间的灰蓝山雀站在一株红色的沙棘果上，便

向那个方向靠近，突然，一只胸脯呈黄色的小山雀

飞了过来，“这只鸟我以前从没见过，虽然能分辨

出是山雀，但山雀亚种太多了，不知道是哪一种。”

郭宏说，这只小鸟特别活跃，跳来跳去，抓拍

很难，追拍了 20 多分钟，近 50 张照片中只有 10

余张较为清晰。

当日 18 时左右，这只黄色胸脯的山雀飞走

了。第二天，他再次来到该处，又邂逅了这只鸟，

拍摄到其独自在一个钢管上觅食的照片。

郭宏回到家中整理了自己的拍摄记录，将所

拍的照片发给了新疆观鸟会会长苟军，咨询鸟的

种类。

“收到图后，我初步判断是只灰蓝山雀的亚

种。”苟军说，他又将照片发给了内地一些鸟类研

究专家，经确定，这只鸟是灰蓝山雀的一个亚种，

并且还是一个中国鸟类亚种的新纪录。

苟军介绍，灰蓝山雀分为黄胸山雀组和灰蓝

山雀组，共计 8 个亚种，目前中国发现并记录的

亚种有两个，分别是灰蓝山雀北方亚种和灰蓝山

雀青海亚种，郭宏所拍摄的鸟属于灰蓝山雀黄胸

山雀组，是中国鸟类的一个亚种新纪录，但由于

拍摄角度和清晰度等问题，目前尚未确定该鸟是

灰 蓝 山 雀 flavipectus 亚 种 ，还 是 灰 蓝 山 雀 car-

ruthersi亚种。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新疆动物学会理事长马鸣说，灰蓝山雀 flavipec-

tus 亚种和灰蓝山雀 carruthersi 亚种主要分布在

吉尔吉斯斯坦，均有可能因迁徙在喀什停留，所

以要判定是哪一种，还需要进一步拍摄研究。

2012 年至今，郭宏已经先后拍摄到白兀鹫、

黑顶林莺两种中国鸟类新纪录，以及白顶溪鸲、

高山旋木雀、彩鹮三种新疆鸟类新纪录，成为新

疆鸟友中拍摄记录到新纪录最多的鸟友之一。

延伸阅读
新疆喀什拍到灰蓝山雀新亚种

在中国，对鸟的审美主要局限在一只只笼子

里，不过在很多发达国家，人们对鸟类的热爱却

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观鸟。

顾名思义，观鸟就是观察、观赏鸟类，与把玩笼

养鸟的不同之处是，它的背景是大自然。这种观察

既可以裸眼进行，也可以借助望远镜等设备。除了

看，观鸟者也会听——从聆听鸟的叫声中获得愉悦

感，还有记——记录下鸟的名字、数量、出现的时间

和地点等。很多观鸟人都保持着“人生观鸟记录”，

上面记录着他们邂逅的所有鸟类。

在西方国家，人们开始把鸟类作为观赏的对

象而不是食用的对象可以追溯到 18世纪。在维

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对鸟类的研究蔚然成风，不过

当时主要是收集鸟蛋和鸟的标本等。19世纪末，

随着保护鸟类的呼声渐高，一些专门的鸟类保护

组织相继成立，这些组织主要进行鸟类保护和爱

鸟教育活动，同时鼓励并组织人们进行观鸟。观

鸟——对活着的鸟类的观察日益兴盛起来。

现在观鸟在一些西方国家几乎成了一种“国

民爱好”。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从 1979 年开

始每年都会组织“大花园观鸟”活动，据英国广播

公司报道，今年约 50 万人参与了该活动。美国

的一项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全国调查显示，2006

年美国 16 周岁及以上的观鸟人达到 4800 万，占

当时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其中大部分人在

自家花园观鸟，2000万人进行野外观鸟。

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跨国观鸟变得更为容

易和普遍，源自发达国家的观鸟文化开始向发展

中国家扩散。20 世纪中后期以后，观鸟活动在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进入“涨粉儿”阶段。

转观念
观鸟，而不是把鸟关在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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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致命的食肉动物，你的脑海中可能就会浮现强悍的鲨鱼

或者是凶猛的狮子。但是科学家指出，在捕捉猎物方面，蜻蜓才是自

然界里最成功的捕食者。

这种长着翅膀的昆虫捕捉目标猎物的成功率超过 95%，这是大

白鲨的两倍，是丛林之王狮子的 4 倍。蜻蜓吃蚊子和苍蝇、蜜蜂、蚂

蚁及黄蜂等其他小型昆虫，而且偶尔也会捕捉蝴蝶，它们经常会出现

在沼泽地、湖泊、池塘、溪流和湿地上空，搜寻捕猎目标。蜻蜓之所以

能成为如此高效的猎手，其原因是它一旦确定捕猎对象，就会时刻让

猎物保持在它的视线范围内，不断调整飞行路线，并能在采取行动前

预测目标物的动向。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它指出，蜻蜓的操纵行为比我

们以前认为的更加复杂，但是其他无脊椎动物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情

况，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研究显示蜻蜓为
地球上最成功

捕食者

大多数青蛙都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繁殖，但有一些特殊的品种

却不这么做。人们发现，有一些青蛙的卵子在排出之前，便已经在体

内完成受精了。甚至有些青蛙可以在体内孵化这些卵子，最后产出

已经完全成型的幼蛙。

据外媒报道，近日，科学家首次发现了一种新的青蛙。它采用了

折中的繁殖方式：直接产出活蹦乱跳的小蝌蚪。

目前，研究者们并没在野外环境中观察过雌性长尖牙青蛙产下

蝌蚪的过程（尽管有一次，一位研究人员在拿起一只雌性长尖牙青蛙

时，它一下子将蝌蚪挤了出来）。这种青蛙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

特别。研究者们在报告里还写到，这些青蛙也许本来是打算产下小

幼蛙的，但提前被挤出体外的蝌蚪也具有在野外存活的能力。他们

表示，这些青蛙居然能自己选择产下发育程度不同的后代，可见它们

真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物种。

科学家发现
青蛙新生殖方式

直接产蝌蚪

国际空间站暴露 2 号实验有 46 种不同的细菌、真菌和节肢动

物。据国外媒体报道，它是人类已知最遥远的动物园。这个小型围

场在地球以上 340 公里绕轨道而行，它固定在国际空间站外。里面

的动物必须一天几次应对从零下 12 摄氏度到零上 40 摄氏度的温度

变化以及大量辐射。

这些暴露实验旨在探索地球生物的极限、这些生物能否在太空

中活下来以及太阳全辐射是如何影响附带化学物质的。地球大气过

滤掉伤害生物的短波长，从而使地球避开太阳全辐射的攻击。由于

难以在地面再现全光谱太阳光，所以这些在太空中进行的暴露试验

是检测生物和物质样本在地球外条件下有何表现的唯一方法。

空间站“动物园”
46种生物

探索地球生命极限

据外媒报道，日前，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将

六具望远镜阵列通过高空气球送入大气上层空间，在亚轨道上观

测宇宙。

我们从当前的宇宙知识得知，宇宙诞生于 138亿年前，经过一次

大爆炸后发生了暴涨，最终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科学家在研

究宇宙大爆炸时会注意观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是大爆炸遗留下

来的痕迹，因此对微波背景辐射的研究就成了揭开大爆炸真相的突

破口。日前，科学家在南极进行了一项实验，通过高空气球将望远镜

提升到更高的高度上，这样我们就能避开大气的干扰以便观测微波

背景辐射。

也许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使用高空气球进行观测，事实上将望

远镜送入轨道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是费用太贵，而且望远镜观测环境

需要干燥，南极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还有沙漠环境也是比较理想

的，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就是一处天体观测的圣地。

气球将望远镜
送入高空

寻找时空涟漪

打开任何一本生物学入门教材，你首先学到

的第一课就是：我们的 DNA 拼写着生成蛋白质

的指令，我们身体细胞中的大多数工作都是由蛋

白质这些微小的机器来完成。发表在1月2日《科

学》（Science）杂志上一项研究的结果公然挑战了

科学教科书，第一次证实蛋白质的构件——氨基

酸 可 以 在 没 有 DNA 和 中 间 模 板 信 使 RNA

(mRNA)的情况下进行组装。研究小组观察发现

了由另一蛋白质来指定添加哪种氨基酸的情况。

论文的第一作者、犹他州大学生物化学博士

后研究员皮特·沈（Peter Shen）说：“这一惊人的

研究发现反映了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生物学。自

然远比我们认识到的还要能干得多。”

将细胞视作运行良好的工厂，或有助于正确

理解这一新研究发现。核糖体是蛋白质组装线

上的机器，负责按照遗传密码指定的顺序将氨基

酸连接到一起。当出现差错时，核糖体可能会停

止运转，并将质量控制人员召集到这一位点。为

了收拾这一烂摊子，细胞会分解核糖体，丢弃蓝

图，回收部分生成的蛋白质。

而新研究揭示出了这一质量控制团队中的

一个成员，保守存在于从酵母到人类中的一种蛋

白质：Rqc2p的一个惊人作用。在这一不完整蛋

白质被回收之前，Rqc2p促使核糖体按照任意顺

序反复添加了两种氨基酸：丙氨酸和苏氨酸。你

可以将其想象为，一条汽车组装线在丧失指令的

情况下仍在继续运转。它捡起了可以捡起的，并

胡乱进行组装：喇叭—车轮—车轮—喇叭—车

轮—车轮—车轮—车轮—喇叭。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助理教授、犹他州大学

生物化学兼职教授亚当·福瑞斯特（Adam Frost）

博士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种蛋白执行了

通常由 mRNA 所承担的任务。我喜欢这个故

事，因为它模糊了我们过去所认为的蛋白质的功

能界限。”福瑞斯特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霍华

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纳森·韦斯曼（Jona-

than Weissman）博士，以及斯坦福大学的欧恩·
布兰德曼（Onn Brandman）博士是这篇论文的共

同资深作者。

就像在一辆半成品汽车的一边安装了多余

的喇叭和车轮一样，带有一段丙氨酸和苏氨酸显

然随机序列的蛋白质看起来怪怪的，有可能无法

正常工作。但这一无意义的序列有可能满足了

特殊的目的。这一密码有可能发出了一种信号，

表明必须破坏掉这一不完整的蛋白质，又或有可

能是测试的一个组成部分，看看核糖体是否正常

运转。有证据表明，在诸如阿尔茨海默氏症、肌

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或亨廷顿氏病等一些神

经退行性疾病中当中的一个或两个过程有可能

出现了错误。

布兰德曼说：“这项工作有许多有趣的潜在

状况，如果我们不追随自己的好奇心，任何一种

情况都不可能发生。发现的主要驱动力就是探

索你所看到的，而这正是我们所做的。将永远不

会有什么可替代它。”

当科学家们亲眼看到有关的证据时，首先便

考虑它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他们借助了一

种叫做冷冻电子显微镜的技术极速冷冻并随后

成像了运行中的这一质量控制机器。福瑞斯特

说:“我们捕获了行动中的 Rqc2p。但这一观点

如此的牵强附会。证实它是我们的责任。”

通过广泛的生物化学分析他们证实了自己

的假说。新的 RNA 测序技术证实，Rqc2p/核糖

体复合物有可能添加了一些氨基酸到停运的蛋

白质上，因为它也结合了将氨基酸带到蛋白质组

装线上的 tRNAs。他们看到的这些特异 tRNAs

只携带了丙氨酸和苏氨酸两种氨基酸。起决定

作用的是，他们确定了停运的蛋白质被添加了广

泛的丙氨酸和苏氨酸链。

“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确定这一过程发生

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当它失败时会发生的事情，”

福瑞斯特说。 （稿件来源：生物通）

Rqc2p蛋白质“越俎代庖”，指挥氨基酸胡乱组装文·何 嫱

1 月的北京，寒风料峭的街上依然车水马

龙，曾经光顾过这个城市的鸟儿却早已逃向更温

暖的地方——至少在大多数人眼中如此。

然而，对于观鸟爱好者来说，观鸟大戏从未

落幕。阿穆尔隼、红胁蓝尾鸲、矶鹬、燕子和褐雨

燕在深秋时分陆续谢幕，伴随着湖面结冰，野鸭

和天鹅也翩然离去；同时新“演员”们——斑鸫、

白尾海雕、赤麻鸭、小太平鸟次第登场，如果内蒙

古下了大雪，毛腿沙鸡、蒙古百灵也会突然闯入

舞台……

冬季到野外来看鸟

虽然观鸟只是一项户外休闲活动，不过由于

它的专业味儿十足，很多经验丰富的观鸟人几乎

算得上半个鸟类学家。

美国的《观鸟》杂志曾这样评价：“观鸟是一

种成功跨越时代的消遣活动，它反映着我们文化

和社区中不可否认的传统的一面，同时又把我们

推向技术、环境伦理学，特别是认识论的前沿。”

没错，观鸟并不仅仅是赏鸟，它的科技含量

尤其体现在对鸟类的研究上。早在 20 世纪初，

观鸟就发展成具有很强的田野调查性质的户外

活动。从那时起，两个目标就成了无数观鸟人共

同的追求：一是在野外环境下按照博物馆的标准

对鸟类进行详细分类；二是对鸟类出现的时间、

地点、数量进行记录，以更好地理解鸟的迁徙和

分布。

如此一来，鸟类分辨技术就成为观鸟人的必

备技能——这意味着不仅仅分辨出它是麻雀还

是天鹅，还要了解它们的目、科、属、种。这一门

槛也促使观鸟团体的鸟类分辨技术日臻完善。

很多观鸟团体除了组织观鸟活动以外，还在

“涨姿势”
在莺飞燕舞中成为“专家”

观鸟的兴起与鸟类保护意识的提高有很深

的渊源，因此这一活动十分强调对鸟类和生态环

境的保护。

欧美国家很多观鸟团体都有十分明确且详

尽的观鸟准则或约定。比如美国观鸟协会官网

上列出的“观鸟伦理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增加鸟

类的福祉”，包括支持对重要鸟类栖息地的保护，

避免使鸟类感到紧张和压力，保护鸟类的环境，

尽量减少相机、播放设备等的使用以减少对鸟类

的影响，与鸟窝保持一定距离等等。

由于观鸟记录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观鸟人除了

“自娱自乐”以外，还可以参与到鸟类数量监测项目

中。例如美国奥杜邦协会一年一度的“圣诞节鸟类

统计”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如今已经举

办了115届——成为历史最悠久的“鸟口调查”活

动，奥杜邦协会及其他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可以基于

这些调查数据对鸟类数量进行评估并采取保护措

施。康奈尔鸟类学实验室“鸟的一切”网站介绍，每

年都有超过20万观鸟人参与其公众科学项目，这些

观鸟人收集的数据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栖息地破

坏、环境污染和瘟疫等给鸟类带来的影响。

观鸟对环境和鸟类保护的另一贡献则通过

观鸟旅游来体现。据统计，2006 年，美国人在观

鸟旅游上的投入达到 120 亿美元。在世界范围

内，有向导的观鸟旅游成为很多旅行公司的主要

项目，各种国际观鸟路线令人眼花缭乱。观鸟旅

游一方面可以推动鸟类所在地经济的发展，同时

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对鸟类资源及鸟类

栖息地重视和保护。

当然，撇开这些“功利化”的目的，真正吸引观

鸟人的也许只是鸟和大自然本身而已：“山气日夕

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有底线
“观鸟伦理原则”第一条：“增加鸟类福祉”

图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鸟友拍摄到灰蓝
山雀新亚种。 郭宏摄

官方网站上提供大量的观鸟知识供人们学习：如

何通过声音分辨鸟类，如何通过羽毛的形状和颜

色分辨鸟的种类，不同鸟类的行为习性、迁徙特

征，甚至鸟的进化历史、鸟类解剖学等。美国康

奈尔鸟类学实验室经常举办观鸟项目，其主办的

“鸟的一切”网站上有各种各样免费的鸟类学课

程供观鸟人学习，该实验室甚至还专门开发了一

款 APP教人们辨认不同鸟类的鸣声。

电影电影《《观鸟大年观鸟大年》》海报海报

随着北方寒流来袭，候鸟不断南下。

日前，在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

鹤、东方白鹳、黑鹳、中华秋沙鸭、白头鹤等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相继现身。1月 3日，工作人

员在东洞庭湖丁字堤和采桑湖发现 3只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白头鹤，20 只花脸鸭。此外，

还有东方白鹳、灰鹤、白琵鹭等大群珍稀物

种。1月 4日，工作人员在春风湖监测到带环

豆雁和斑头雁。目前 9万多只候鸟云集洞庭

湖，已到洞庭湖区最佳的观鸟时期。

观鸟活动是人类亲近大自然的方式之

一也是对自然的另一种审美。欧美等地观鸟

蔚然成风，我国的观鸟活动也在迅速发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