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坛的野生鸟类是非常幸福
的，茂密的树林为它们提供了充足
的食物和自在的生活空间，时不时
还可以在“拍鸟大爷们”的“长枪
短炮”下一展身姿，十足一副“大
明星”的派头。不过，明星待遇也
不是每种鸟类都能享受到的，只有
像红嘴蓝鹊这般拥有美丽身姿的鸟
类才可以哦。

红嘴蓝鹊属于雀形目鸦科，是
天坛常见的一种留鸟。这种亮丽的
蓝鹊，嘴和脚红色，上体肩背蓝灰
色，两翼及尾羽蓝紫色，修长的中
央尾羽让它拥有堪比少女般亭亭玉
立的身姿，十分惹人喜爱。

“十一”小长假的第三天，我陪
同小朋友们在生态科普园室外的树
林里观察植物，忽然树枝上的一阵
骚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只见一团
毛茸茸的物体从杉松的枝头“啪”
的一声落到地上。大家忙围上前去
察看，原来是一只头部已经摔破的
雏鸟。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在朋友圈
里看到的一张图片及其介绍，说的
是有时成鸟会故意将雏鸟从巢里扔
出去，为的是帮助雏鸟尽快的掌握
飞行技巧。想到这里，我忙叫小朋
友们与我一起后退，站在一边静静
的观察。果然不一会儿，就见一只
红嘴蓝鹊飞到了这只雏鸟的身边。

“它的妈妈来救它了，我们去
继续观察植物吧，不要打搅它们
了”，我跟孩子们说道。正当我们
要转身走开的时候，一个孩子突然
拉住我，说：“老师你看，那只鸟
好像不是在帮助它的孩子，而是在
用嘴啄它！”面对这全然翻转的剧
情，我们决定留下来继续观察。我
看到这只红嘴蓝鹊用它的嘴和脚不
停的撕扯着小鸟的身体。因此我断
定这一定不是红嘴蓝鹊的雏鸟，同
时我想到红嘴蓝鹊的近亲喜鹊是鸟
类里有名的“黑社会”，所以一个
可怕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
只雏鸟很可能是红嘴蓝鹊的“午
餐”！

随后，我也把我的这些思考告
诉给了孩子们，这时也许是受到
我们说话声音的打扰，这只红嘴
蓝鹊飞走了。我们便跑上前去察
看，只见草丛中只剩下那已然奄

奄一息的“午餐”。大家马上想到
了支离破碎、开膛破肚之类的成
语，因为谁会想到那外表光鲜亮
丽的红嘴蓝鹊竟会如此的凶残。
这次另类的自然观察让我们深刻
地体会到了大自然物竞天择和弱
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天坛是一个十分神奇的地方，
以3000余株古树为核心所形成的生
态环境，每天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
的事情发生。漫步在树林间，你会
看到美丽的野生花卉，灵巧可爱的
松鼠，展翅飞翔的野生鸟类，以及
脏兮兮的流浪猫等各种自然生物。
也许，你会在草丛里看到散落一地
的羽毛，这些羽毛的主人很可能已
经变成了流浪猫的美餐。让我们关
注这些自然生物，它会让你对大自
然不断产生新的认识，得到新的感
受。
（作者供职于北京市天坛公园管理处）

20 亿年前的地球第一次大氧化事件，导致
了真核生命的出现，使得生物的多样性第一次获
得快速的发展。而第二次大氧化作用，迎来了多
细胞后生生物的大发展，开启了一系列尝试性的
生物辐射事件，展现了寒武纪大爆发之前的动物
黎明时刻的生命世界。并在距今5.2亿年前迎来
了生命史上最壮观的“寒武纪大爆发”。正是这
次大辐射，造就了现代动物界绝大多数门、纲级
生物的最早生命形式，特别是产生了所有具有骨
骼的两侧对称后生动物类型，形成了现代海洋生

物多层次生态格局的雏形和复杂食物链，建立起
由基础动物、原口动物和后口动物组成的宏大的
生命大树 （图 1），由此拉开了通向现代生物多
样性发展的帷幕。

5.42亿年以来，显生宙相继出现了三个演化
生物群，寒武纪演化生物群奠定了现代生物门类
的整体框架和多样性发展的基础。而奥陶纪演化
生物群形成了生命史上最大规模的生物大辐射，
引领了古生代生物群的发展，使生物多样性长期
居高不下。由于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颠覆了古
生代演化生物群，取而代之的是延续至今的现代
演化生物群（图2）。

地球历史上一些极为重大的生物辐射事件，
往往伴随着生物器官的大量创新。如果没有器官的
创新，就没有生物对新环境的适应，也就没有生物
大规模辐射。寒武纪大爆发尤其集中产生了诸如眼
睛、脊索、口器、鳃腔、消化道甚至脑等一系列创
新性器官，使得生物界一改前寒武纪生命世界寂静
的场景，而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生命的
足迹扩散到了海洋不同的层次。还如，植物自从志
留纪时代拥有了维管束，从此告别了对水体的依
赖，开始绿遍大地。后来的动物也因为有了羊膜
卵，可以在陆地繁殖后代，横行大陆。

生物大辐射是地球生物适应环境，并与环
境协同发展的结果。它揭示了地球生物进化既
有低潮，也有高潮，而且正是这一波波生物大
辐射，引领着生物演化不断发展。它反映了地
球历史上生物多样性的面貌，为生物进化的真
实性提供了有力证据。不同地质时期的生物大

辐射展现了生物界由海到陆又向天空发展的过
程，以及所呈现的各具特色的辉煌，勾勒了生
命世界的精彩是如何一幕幕演绎而来，直至形成
当今地球生物圈的繁盛景象。它佐证了点断平衡
论的进化理论，表明达尔文所描述的渐进与生物
大辐射的跃进都是客观存在，反映了生物进化进
程中所体现的不同节奏，进化的渐进和跃进不论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互为镶嵌和互为连锁。

生物辐射是如何实现的？内在生物自身因
素，外在环境因素。从环境背景探究看，即有

“改朝换代”式的模式，如中生代爬行动物大发
展是基于二叠纪生物大灭绝大背景下“置之死地
而后生”所呈现的结果；而古生代奥陶纪生物大
辐射则是“乘胜追击”“锦上添花”式的模式
（图3），是伴随着海平面的不断上升和气候的变
暖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然而，从根本上看，
生物多样性源自于生物的“变异”、“遗传”和

“成种”的过程。变异是起因，通过变异，产生
遗传，由遗传而成种，构成辐射的基础，而成种
的成效则取决于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之所以成功
又受诸多因素制约。固然全球气候温度变化和自
然地理隔离等都是重要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生
物对温度等环境因素的适应，适者生存乃是自然
界不变的法则。

生物大辐射是一面镜子，它为当今人类如何
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球环境和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迪和借鉴。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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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也没能挡住人们的关注！11
月 21 日，一个摄影展在北京世纪坛
北门前排起了长队，队伍中有古稀老
人，有一家三口，还有结伴而来的中
学生、大学生，甚至还有刚下火车拖
着行李箱的游客。

“大冷天的，他们排队准备看什
么呢？”来自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的工作人员告诉前来咨询的人：“这
是一个摄影展，关于雪豹保护的，希
望通过精美的图片来传达保护自然、
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知识和理念，以摄
影的力量来保护雪山之王。”

与此同时，自 10 月 28 日晚上开
始，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连续2周
发微博，一只雪豹救护的阅读量超过
了 1550 万次，真的可以说是有无数
人在关注、关心着瘫痪的雪豹。

虽然这就是一次普通的摄影展。
但在展厅，人们表情凝重，眉头紧
锁，若有所思。有的记笔记，更多的
是聚在一起谈论：“我也一直在关注
后肢瘫痪雪豹的命运，都说它是雪山
之王，可是现在连走路都困难，让人
揪心呢，它怎么会这样？处于食物链

顶端的雪豹，怎么就落得个‘虎落平
阳被犬欺’的地步呢。”

“好在现在这只雪豹安全了，从
被人发现到各方面接力救护，历时
24天，让人们从绝望到希望。”有关
人员向科普时报记者表示。

我们还原一下发现雪豹的过程。
10 月 16 日，青海省玉树州囊谦

县着晓乡尖作村牧民发现一只雪豹无
法行动，似乎双腿受伤，于是将雪豹
送往当地寺院照看，并将情况上报县
林业局和森林公安局。

由于当地救治条件有限，囊谦县
政府联系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北京巧女
公益基金会，邀请专家一同对雪豹进
行救治。

10 月 18 日，北京林业大学雪豹
研究专家组飞抵玉树，初步判断受伤
雪豹是腰椎受损导致其下半身无法行
动，进一步检查发现其膝关节皮肤磨
损，下半身有水肿和炎症，并已受伤
多日。

同样来自新华社的消息称，经过
检查，救护部门认为当地不具备进一
步救治的条件，因此上报有关部门后

于10月28日将受伤雪豹运送到青海
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28日下
午 6 点雪豹安全抵达西宁，晚上 8
点，来自北京动物园兽医院和北京中
农派德动物医院的专家，与我们救护
中心的专家一起对雪豹进行了会
诊。”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副主任齐新章表示。

经专家组会诊，该雪豹为雌性，
年龄小于 4 岁，体型较同龄雪豹瘦
小，其双后肢无法站立，后腰及后肢
触碰几乎无反应，双腿右侧有明显摩
擦损伤。

由于青海省内没有宠物医院能进
行核磁共振检查，经过多方协调，受
伤雪豹于10月29日被送往青海省交
通医院放射科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经过检查，基本排除了该雪豹神
经损伤致瘫的可能，雪豹血常规及血
液生化检查显示，其血钙水平明显偏
低，同时有较严重的发炎症状。

专 家 组 为 雪 豹 做 出 止 痛 、 消
炎、补钙、利尿并营养神经的治疗
方案。11 月 3 日开始，雪豹身体各
项机能均在良好恢复中，目前已能

够自主站立。
这真是一次历时 24 天喜忧参半

的爱心接力。喜的是，这只雪豹的生
命力十分顽强，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
境下能够生存，并被爱心人士发现；
忧的是仍有部分人法律意识薄弱，对
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使雪
豹这类的珍稀物种濒临灭绝。

来来自史上生物自史上生物大辐射的启示大辐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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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北极没有企鹅？这是我被问得最
多的一个问题，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南极被
称为企鹅的这种鸟类名称，最早是属于北极
的一种鸟类的。

500多年前，欧洲的早期航海家们在北极
附近的一些岛屿上，发现了这种从后面看去
是黑色，从前面看去是白色的大鸟，这鸟有
两只小小的、不会飞的翅膀，身高将近1米，
长得很胖，走路的时候一摇一摆，人们把这
种动物称作penguin，这个名字在它的拉丁文
学名Pinguinus impennis中还有所保留。

后来，航海家们又来到了南极海的一些
岛屿，居然又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北极动
物”，以为这种动物分布在地球的两端，也
称其为“penguin”（企鹅）。其实，这两种
鸟一丁点儿亲缘关系也没有。可就在人们在
南极欢呼着发现“企鹅”的时候，北极的这种同名鸟类却迎来了它们的灾
难，1844年初夏该鸟灭绝。自此，penguin的名字正式让给在南极后发现的这
种“企鹅”，penguin翻译成中文就是“企鹅”。最早被称为penguin的已灭绝
的北极大鸟，后来被称作大海雀（great auk）。

这种鸟体型粗壮，腹部呈白色，头到背呈黑色。在陆地上的行动也比较
缓慢，由于双翼已经退化，只能在水面上低低滑翔，不能够飞行，但在水中
的游动速度非常快。这种鸟的繁殖能力极低，每次只产一枚卵，而且不做
窝，仅产在露天的地面上，曾成群地繁殖于北大西洋沿岸的岩石岛屿，南至
西班牙北部，北达加拿大、 格陵兰岛、冰岛、法罗群岛、挪威、爱尔兰和
英国。向南远到佛罗里达、西班牙和意大利，均曾发现其化石遗体。

大海雀看起来像企鹅，但实际上和南极的企鹅一点关系也没有，反而与
海鸦、刀嘴海雀，甚至北极海鹦鹉存在血缘关系，它们才是大海雀的近亲。
不过，大海雀之所以看起来像企鹅，是因为它们的生活方式极为相似。大海
雀的喙呈扁平状，因此在水中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它的身体是完美的流线
型，而且表面光滑，两翼短小，完全符合流体力学原理，游动的速度非常
快。再往下看，它的双脚非常靠近身体后部。这些特征让大海雀在水中像鱼
雷一样灵活、具有攻击性。

海鸦和刀嘴海雀或许是现存的、与大海雀关系最近的亲戚，但它们之间
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海鸦有一对很长的翅膀，很显然，它是一只具备飞行能
力的鸟。但是，大海雀的翅膀非常短，它们不可能依靠这样的翅膀飞上天
空。不过，大海雀与海鸦的相似之处并非表现在空中，而是在水下。在生物
学家看来，海鸦和大海雀称得上是海洋禽类中的佼佼者。

由于放弃飞行而成为水下猎手的大海雀，却也因此而有了一个致命的弱
点，即在陆地上，这种鸟行动笨拙，任何掠食动物的靠近都会让它们受到威
胁。因此，它们的生存之道就是尽量远离天敌，但这并不容易。它们只能在
一些不需要飞行就能到达的地方繁殖，这些地方必须靠近海滩，所以，可供
选择的范围非常有限。这些岛屿非常平坦，就像一张张薄饼。这种地方最适
合无法飞行的鸟类居住，也是大海雀的理想选择。在北美沿岸这些与世隔绝
的岛屿上，大海雀平静地生活了1000多年。然而500年前，它们突然遭到了
攻击。在这种地方，能够造成这种伤害的猎手只有人类。

16世纪，欧洲各地的探险家纷纷跨越大西洋、探寻新世界。对于饥肠辘
辘的船员来说，他们在大西洋上航行了6到8周，生活非常艰苦，船上没有
冰箱，只有干肉和腌肉，船员们急需补充蛋白质和食物。当他们发现岛屿上
到处都是不会飞的海鸟时，一定兴奋极了，要知道，几百年来这些平坦的岛
屿可以说是北美洲最早的快餐店。人类的出现使得大海雀突然由猎手沦为猎
物。然而，它们的灭绝并非如此简单。

大海雀已经完全适应了海上生活，所以，它们只有在交配季节才上岸。
除非迫不得已，大海雀是不会上岸的。它们之所以离开水面、是因为要繁殖
后代。它们必须在陆地上求偶、交配，并产卵。大海雀可能也奉行一夫一妻
制。当雌鸟在看到伴侣后，开始摇摆身体，发出咯咯的叫声，以表示问候。
它们的喙相互碰在一起，并为彼此梳理羽毛。

在近40天的孵卵时间里，它们会轮流工作，交替觅食，共同保持鸟卵的温
度。随着饥饿水手的到来，大海雀的生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对此，它们毫
无防御能力。它们既不会飞行，又无法逃走，所以很容易被捕获。年复一年，成
群的大海雀惨遭杀戮。然而，这种获取食物的屠杀还只是悲剧的开端。实际上，
人类在18世纪对大海雀的系统捕杀、才是导致悲剧的真正缘由。 （上篇）

地球生命起源与演化经历了地球生命起源与演化经历了3838亿年漫长的过亿年漫长的过
程程，，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生物事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生物事件。。其中其中，，生物大生物大
辐射代表了地球生命最辉煌的阶段辐射代表了地球生命最辉煌的阶段，，是生命演化是生命演化
曲中最悦耳的乐章曲中最悦耳的乐章。。

辐射是地球生命进化史上一种重大演化现辐射是地球生命进化史上一种重大演化现
象象，，是指生物类群快速增加是指生物类群快速增加，，生态空间快速扩生态空间快速扩
张张，，以致生物多样性快速增长以致生物多样性快速增长，，出现新的和有出现新的和有
效的摄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效的摄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当生物辐射当生物辐射
范围涉及到全球大多数地理区和多个生物类群范围涉及到全球大多数地理区和多个生物类群
时时，，生物界便呈现出爆发式的规模宏大的辐射生物界便呈现出爆发式的规模宏大的辐射
现象现象。。

为加强雪豹及其生态系统的保护，我国已建成各
级雪豹自然保护区26处，并正在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工作，对雪豹等濒危野生动物种群及其生态
系统实施全面、完整、连续保护，探索保护新途径。

我国还与各雪豹分布国共同推动落实“全球雪豹
及其生态系统保护计划”，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使得雪豹及其栖息地保护现出曙光。但是，由于
栖息地破碎化、气候变化、人为活动干扰等原因，雪
豹尚未完全摆脱濒危状态，保护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记者在展会了解到，雪豹是我国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
南和内蒙古等省区，种群数量估计为2000-2500只，雪

豹数量和栖息地面积均占全球50%以上。
有关专业人士向记者表示，这次摄影展方方面面

做了很多努力，从雪豹、山地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等
三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我国雪豹的情况，从不同视角呈
现了我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体现了中国自然保护的
卓越成就。

在摄影展上，来自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和宣武师
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的小志愿者们发出保护野生动物
倡议书：雪豹，雪山之王，自然的精灵，美丽而神
秘。作为旗舰物种，在维护山地生态系统的平衡中发
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我们希望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
时，雪豹资源能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探索保护濒危动物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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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时报记者 张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