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初，我作为老科学家演讲团
成员，应贵州省科技厅之邀，演讲
于“黔灵科技讲堂”。当天得个半日
闲，去游黔灵山公园。

这里虽然是一个城市公园，却
很亲民：5元门票，门槛较低。有山
有水，有鸟有猴，人流熙攘，极富
生机。刚一进山门，就遇到领雀嘴
鹎 （亦名绿鹦嘴鹎）、八哥、灰鹡
鸰、黄臀鹎、红尾水鸲、白鹭……
特别是一只红尾水鸲搂在池中一支
结满红果的花楸上，舒展着红尾，
煞为艳丽。入园不久，耳边充满了
某大爷在山坡上口琴吹奏的歌曲，
熟悉的新疆舞旋律，令人情不自禁
要踏歌而舞。陪同的小陈看着我直
乐。这个小伙子毫无感觉的旋律，

却令我却手舞足蹈，一看就暴露了
“老炮”年龄。

还是看鸟吧。一片灌丛，鸟语
盈耳。我知道，这是遇上鸟浪了，何
为鸟浪？就是很多鸟，不同种的许多
鸟欢聚一堂，你可以左顾右盼，尽情
观看，它们几乎目中无人，叽叽喳
喳，只在意鸟和鸟之间的事情。当
然，这个鸟浪中，黄臀鹎、领雀嘴鹎
是主体，显然与北方的灰喜鹊树麻雀
居多，大不一样。尤其是领雀嘴鹎呆
立枝头，任你拍照，一袭绿衣，青翠
靓丽。（左下图1）

水边传来“吱吱吱”的声音，
一听就是小翠儿。普通翠鸟昵称小
翠儿，南北都有，水边常见。但见
一只鲜艳的翠鸟立在池边，我的镜
头刚把它罩住，就窜了出去，纵身
入水，叼起一鱼！知道它还会回到
原地，我马上转换为录像模式，把
这个难得的进食场面全程摄录下
来，直到它飞向对岸。（左下图2）

观鸟就是能治颈椎病，俯仰有
度啊！看完水面的，举头仰天，一
只猛禽，在黔灵湖的上空翱翔，从
舒缓霸气的飞行姿态和硕大的身型
看，一定是猛禽。机会难得啊，我
又开启了录像，原来是一只尾巴分
叉的黑耳鸢。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
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游
憩于黔灵山公园的美好感觉，是对习
近平总书记这句话的最好诠释。无论
何人都能来到这里体验山水之美，尽
享鸟兽之乐。令我暗挑大拇指的是，
这里的动物园，虽是园中园，却不再
收票！纵观各地动物园，除了北京麋
鹿苑是里外都免费的，哪还有养动物
却不收钱的园子呢？

黔灵山动物园不大，却狮虎熊
狼一应俱全，隔着玻璃拍照，恍如
与虎共舞。一水相隔的鸟岛，大型
游禽依次游来，仅天鹅就有疣鼻天
鹅、南美黑颈天鹅、澳洲黑天鹅，
赤麻鸭、鸳鸯、加雁、鹈鹕……优
哉游哉。

最奇葩的是一对儿浑身灰羽的
澳洲蜡嘴雁，正在上演一场你追我跑
的激情剧，我感觉有情况！急忙摘下
镜头盖，拉近拍摄，果然，只见雄雁
一步成鸾凤，爬上雌鸟身，难得一见
呀！不仅鸟儿罕见，蜡嘴双雁如胶似
漆，爱成一团，更是头一遭遇到，今
天算是得大奖了！但见雄雁咬住雌雁
娇美的后颈，待稳如泰山，便开始

“停车坐爱枫林晚”。

黔灵公园，名不虚传，其中专
设“灵长区”，在如此小的园子里，
实属难得。能见到如此多种的猴子，
我算遇见亲人儿啦，为何？在全世界
的动物类群中，我最熟悉的莫过猿猴
了，毕竟所出书籍中，有三本是写猴
的《世界猿猴一览》《猿猴亲子图》

《猿猴那些事》，这里有世界多地的
猴：南美卷尾猴、狨猴、非洲狒狒、
绿猴、亚洲食蟹猴……龇牙咧嘴，
各具风骚。不知道当时我是不是有些
失态？见了猴子，忘乎所以，自问自
答，如数家珍！

从进入黔灵山，到步出动物
园，几乎步步见猴、步步惊喜，
也步步惊心。为什么呢？还是因
为猴子，这里随便可见的是漫山
遍野的猕猴，它们落落大方地在
人流中穿梭，显然是经多见广，
如入无人之境。这类境况，出现
在省城中心的公园里，在全国，
恐怕也不多见。（左下图3、图4）

老老少少，携妻带子，这里可
谓是猴丁兴旺。特别是小猕猴，十
分惹人喜爱，小小的面孔，就已满
脸皱纹，一幅饱经沧桑老于世故的
模样。好在，叫声安详，经常发出

“呜呜”的轻唤。大猕猴则爱憎分
明，对胆敢挑衅戏弄它们的人，动
辄发出“嘎嘎”的发狠之声。

我俯下身，以低机位拍猴，看
看这几张“大王叫我巡山图”，颇为
自在。这也算2017年底贵阳之行的
意外收获吧。

自然·生态4
编辑/李红勤2017.12.8

科普时报

冰原手记

18世纪时，人们出于一种特殊理由而长期居住在岛上，并四处屠杀大海
雀。在欧洲人到达这里200年后，人类捕杀的动机发生了改变：由原先的获
取食物转向了羽毛。大海雀的羽毛可以被制成床垫，甚至是时髦的帽子，于
是，成千上万只大海雀被捕获、杀害，扔在滚烫的大锅里蒸煮，以便拔除羽
毛。

在岛上薄薄的土层中，人们发现了这次大屠杀的有力物证，找到了一些
金属碎片，可能是用来煮大海雀的大锅碎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剥取防水
羽毛下面的绒毛。另外，还有钩子。据推测，这也许是用来把大锅固定在火
堆上的；然后，大海雀就可以被放进锅里煮成半熟。当时，这种脂肪层很厚
的海鸟还被用作了烧火的燃料。

到了19世纪，生活在纽芬兰外海群岛上的大海雀已经被赶尽杀绝了。但
是，这个物种并没有消失，它们仍有希望，因为大西洋对面还有一处避难
所。19世纪中叶，纽芬兰渔场的海面上还有最后一批幸存的大海雀。但是，
它们已经不再繁殖了。

1830年3月，一座海底火山突然爆发，大海雀的避难所随之消失在了巨
浪中。不过，即使是大自然也没能让它们完全消失，大约40对大海雀逃过了
这场劫难。它们最后的天堂就是艾尔帝。当大海雀来这里寻求庇护时，它们
的遭遇逐渐引起了科学家的兴趣与关注。稀少的大海雀成了人们努力搜寻的
目标。

当时正处于一个搜集标本的黄金时代，一些自诩为绅士的人们都想拥有
大量的自然收藏品，例如动物标本、鸟类标本，以及鸟蛋。与此同时，世界
各大博物馆也对这样的标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在大海雀日益走向
没落的时候，人类疯狂地迷恋上了博物学，开始四处搜集不同的物种。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只热衷于搜集，却忽略了这种动物的习性，并没
有意识到，失去繁殖地的大海雀已经走到了灭绝的边缘。它们的数量即使不
算少，但只要降到一定程度就会难逃厄运。这一点已经得到了验证，如果大
海雀依靠三四对，六七对，乃至十对、十二对就能存活的话，那么今天，我
们应该还能看到它们，因为北大西洋中仍有许多适合小群大海雀生存的僻静
海湾和岛屿。但实际上，我们再也没有找到过它们。这足以说明，它们只有
在庞大的群体中才能够生存。

现在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们由于无知、而将大海雀逼上了绝
路。由于大海雀离开水面后就变得不堪一击，所以，渔民们甚至可以当场拧
断它们的脖子，将它们带回村子里，剥皮、吃肉。然后，他们会把大海雀的
皮毛低价卖给来自雷克雅未克的商人，最后，再由这些商人转卖给欧洲博物
馆。

1844年7月3日，在冰岛附近的火岛上，最后一对大海雀在孵蛋期间被
杀死。当时，人们甚至还不知道大海雀已经灭绝了。直到大海雀销声匿迹大
约10年后，科学家才来到冰岛，开始仔细搜寻，但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太
迟了。虽然后来有人声称1852年在纽芬兰岛上又曾发现大海雀，但并未得到
证实。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海雀的稀少只是增加了人类对标本的需求量，使得
它们的价格越来越高。至今约有总计75张大海雀皮毛和75枚的大海雀蛋被存
放在各地的博物馆中，另有上千根大海雀的骨骼存世，但仅有寥寥数具完整
骨架。人类对大海雀的狂热、在它们灭绝的那一刻达到了极至。大海雀成了
一种神秘的生物，但后世的人们再也无法目睹
它的风采了。

欧美人士的无知、贪婪使北极企鹅从此灭
绝。 （下篇）

今天要说的是一位科学家发现了一颗钻
石后的故事。

一颗与众不同的钻石
几年前，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地球化

学家格雷厄姆·皮尔森教授，去巴西Ju1′na
地区某钻石矿考察，在钻矿河流下游找到一
颗粒径约5mm的浅棕色金刚石。

皮尔森教授发现这颗金刚石表面呈现高
程度的溶蚀特征，并具有明显的塑形变形特
征；进行红外光谱分析后，发现这颗金刚石
中氮元素含量很低，这些特征均指示，这颗
金刚石是来源特别深的金刚石。

经过细致观察，皮尔森教授的团队还发
现金刚石中包裹着一些微细的物质。

对这些微细物质进行激光拉曼分析
（注：激光拉曼仪器可在微观尺度有效确定矿
物种类），确定为细粒的林伍德石和瓦士利
石，而这两种岩石是上地幔与下地幔之间过
渡带中的主要组成矿物。

继续对林伍德石进行红外光谱分析，皮尔
森教授的研究团队计算出其含水量至少可达到
1.4wt%（注：wt%为重量百分比）。根据这些信
息，他们进而指出，地幔中过渡带是富水的。

在这里，我们先详细说一下什么是地幔。
地幔，作为地球内部组成的重要部分，对

地球表面岩石和地形的演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地幔是地球的圈层之一，位于地壳和地

核中间；分为上地幔（地壳以下至410km），
下地幔 （660–2891km） 和中间的过渡带
（410–660km）。

下地幔中碳元素含量相对高，水含量较
高，相比上地幔为更氧化的条件；而上地幔中
碳元素含量低，水含量低，为更还原的条件。

因此，金刚石中最初包裹的物质来源于
很深的下地幔。

同时，作者对金刚石进行碳同位素分析，
示踪金刚石中碳元素的来源，发现金刚石中的
碳同位素与地表海洋有机碳的碳同位素相同，
指示金刚石中的碳元素来源于俯冲进入下地幔
的洋壳，指示洋壳循环进入了下地幔的深度。

（注：地壳分为洋壳和路桥，且地壳不
是静止不动的，它们之间会进行移动，洋壳
会向下进入陆壳之下）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发现，金刚石是研
究地球内部的有效媒介，为什么如此呢？

我们得从金刚石如何形成，又如何形成
金刚石矿这个过程说起。

金刚石及金刚石矿如何形成？金刚石的组
成元素是碳，与我们日常接触得到的石墨组成
元素相同，他们之间在矿物学上称为同质多象。

（注：同质多象与化学上的同素异形体
概念相近）

我们知道，石墨只有在高温高压的条件
下才可能转变为金刚石，而这样的条件是需
要达到上地幔的深度。

上地幔和下地幔碳元素含量以及条件的
差异，导致金刚石的碳元素更可能来源于下
地幔；而上地幔由于水含量更低，更还原的
条件，则更利于保存金刚石。

下地幔的碳元素跟随地幔中垂直的岩浆
活动，进入过渡带或者上地幔中，在这个过程
中金刚石形成；并在更还原条件下的上地幔中
保存。因此，金刚石在生长过程中可能会包裹
进来自下地幔、过渡带或者上地幔的物质。

上地幔与下地幔之间碳元素含量的差异
以及氧化还原条件、水含量的差异使不同区
域在形成金刚石的职能不同；下地幔提供原
料，过渡带和上地幔保存。

那么，形成于这么深的过渡带和上地幔
中的金刚石是如何到达我们近地表的位置呢？

金伯利岩——让金刚石矿从内部“走”出来
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金刚石矿都与

一种特殊的岩浆岩石有关，这种岩石叫金伯利
岩。

（注：金伯利是南非的一个小镇，这里
曾产出了83.5克拉重的非洲之星钻石。）金伯
利岩在自然界中分布很少，是一种不常见的
岩石类型。但是金伯利岩无论在研究地球深
部和国民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角砾混杂是金伯利岩的典型特征之一，
指示岩浆在近地表发生爆破，使不同物质混

杂在一起，伴随岩浆冷却形成岩石。
金伯利岩石是自然界起源最深的岩浆岩

石之一，它主要起源于上地幔，最初的岩浆
可能起源于地幔中的过渡带。

来自于上地幔或地幔过渡带的岩浆以
“细长的管道”形式向上运输，到达地壳浅
部，岩浆冷却，形成金伯利岩。金伯利岩浆
在深部向上运输的过程中即会捕获已经形成
的金刚石。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

当科学家发现了一颗钻石……
□ 彭红卫

由于金伯利岩的岩浆以类似管道的形式
向上运输，且达到近地表浅部后，岩浆中的
气体、水等会发生出溶，产生爆破效应，因
此，金伯利岩常成为下窄上宽的冰激凌筒
状。也是由于爆破，金伯利岩才会呈现出角
砾混杂的特征，这些角砾有地球深部的物
质，也有近地表浅部的物质，当然，其中可
能也包括金刚石。

正是由于金伯利岩的岩浆起源于上地幔
或过渡带，岩浆在向上运输的过程中常会捕
获地幔中的物质和金刚石，金伯利岩和金刚
石之间才能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它们之间的这个密切关系，金刚
石矿的开采多沿着金伯利岩筒进行。长期的
开采会形成壮观的圆形天坑。如俄罗斯的和
平钻石矿，形成了一个525米深，圆筒直径达
1200 米宽的天坑，被媒体戏称为“地狱之
门”。

其实，金伯利岩本身携带的来自于地幔深
部的物质，也为科学家研究地球深部提供了重
要的视角。但是金刚石中包裹的微粒物质，由
于受到金刚石这层坚硬外壳的保护，它的真实
面貌可能更容易被保存了下来，对它们的研究
也更能反映地球深部的真实信息。

冰激凌形状的金伯利岩筒

黔 灵 山 公 园 动 物 奇 遇 记黔 灵 山 公 园 动 物 奇 遇 记
□ 郭 耕

家住昌平兴寿镇沙坨村的王慧敏
今年 67 岁了，她家种了 2 个草莓大
棚，她说“从今年11月起，我家每
个棚可以每年最多享受到750元的补
贴。有了这些补贴，我们可以花很少
的钱就买到效果好的生物农药和天敌
产品，比如红蜘蛛的天敌捕食螨，现
在可以享受到90%的补贴，自己只需
要花上24元钱，就可以给整个大棚
施用一次。”在政府的补贴引导之
下，王阿姨享受到了绿色防控的甜
头，她说“不用不知道，用了生物防
治技术之后，发现效果的确非常好，
现在我很少打药了，省事又省钱。”

12月1日，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在
北京市组织开展农药减量使用行
动。这次行动是以设施蔬菜补贴为
试点，以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为核
心，以绿控产品补贴为手段，以

“谁购买补贴谁、买多少补多少”为
原则，对补贴对象在病虫害防治中
应用的天敌、生物农药、理化诱
控、授粉昆虫、高效低毒低残留化
学农药等绿色防控产品进行一定比
例的限额补贴。补贴过程依托农药
减量使用管理系统完成，通过信息
系统实现农药补贴的全过程动态运
行与实时监管。

为不会说话、种类繁多的植物
看病，可是一门学问，这就要求植
物医生不但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熟练掌握不同病虫害在不同作
物、不同生育期的典型和非典型特
征，而且要具备一定的病虫分类
学、病害流行学、昆虫生态学以及
绿色防控知识基础。为此，植物医
院里的医生们由北京市植物保护站
遴选并经过专门和系统的培训，而
且只有通过了全市植物医生资质考
核后，才可以发给证书“行医”。

那么，怎么才能让农户得到安
全用药补贴呢？据记者了解，首先

由农户持作物保障卡到具有资质的
植物医生处问诊。植物医生根据补
贴对象提供的作物、受害部位、主
要症状等信息进行农作物病虫害诊
断，并根据问诊记录填写诊断结
果，开具处方。处方中的药剂来自

“2017年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绿色防控
农药与药械产品推荐名录”中的农
药，均为补贴产品。处方信息则记
录在系统中。补贴户可持卡到全市
指定的农资经营店买药。经营店通
过扫描作物保障卡中的二维码，即
可识别补贴户处方中需要购买的农
药种类、数量和应支付金额。金额
为补贴后的价格乘以购买数量。

北京市植保站站长周春江说，
此举有助于调动并鼓励农民应用绿
色防控技术的积极性，有效形成政
府引导、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绿
色生态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

“植物医生”为绿色防控用药保驾护航
□ 科普时报记者 张 克

科普时报讯（记者 李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由中国地质博物馆和北京市西城区集邮协会共
同举办的《“一带一路”国家矿物·宝石与邮票》专题展览，于2017年11月29日至2018年1月10日在中国地
质博物馆展出。最为难得的是，在1982年我国发行的唯一一套矿物邮票及邮票的原型标本也一同亮相。

专题展展出了“一带一路”50 多个国家的地质邮票和邮品 500 余枚 （件），矿物、宝石标本 60 余件
（套）。最大亮点为创新思路、跨界融合，把矿物宝石与邮票结合起来，把博物馆科学传播工作与矿物宝石爱
好者和集邮爱好者结合起来。特别是多年珍藏的我国发行的唯一一套矿物邮票原型标本——雌黄、辉锑矿、
辰砂和黑钨矿，首次集体亮相。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国家矿物国家矿物··宝石与邮票宝石与邮票
专题展在京亮相专题展在京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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