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耳猬

近日，著名自然文学家刘先
平先生以80岁高龄与夫人一起完
成了重返腾冲高黎贡山无人区、
寻找“大树杜鹃王”的探索旅
程，并将与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合作，把所记录的珍贵笔记和影

像素材，结合早前资料，共同打
造一部融合多种媒体形式的全新
科普作品。

1919 年英国人首次在高黎贡
山找到大树杜鹃并砍倒运往英国
之后，时隔 62 年，冯国楣老先生
终于在 1981 年 2 月再次找到了珍
贵的大树杜鹃，实现了追寻 30 多
年的一个梦，也点亮了刘先平寻
找大树杜鹃王的梦想灯塔。2002
年 4 月 11 日，刘先生找到那棵高
30 米、直径 3.07 米、比冯老发现
的那棵还要高大的大树杜鹃王。
只是，没有遇上花期，没看到大
树杜鹃王满树红艳，未免让人觉
得遗憾。对盛花之景的期待、追
求至美的激情，又在刘先生胸中
燃烧了16年。

如今，年至耄耋的刘先平先
生再次出发，重走寻找大树杜鹃
王的圆梦之旅。这一次，也是为
传统出版注入新元素，给读者开
拓一种真实的阅读体验。对此，
刘先生的友人、湖北科学技术出
版社社长何龙倾力支持，邀请各
方共同商讨，组织专业的拍摄团
队，调派摄像机和无人机随同出
发，深入无人区，克服高海拔和
GPS 信号弱等不利因素，圆满完
成拍摄取景工作，为图书出版收
集了大量宝贵素材。

为再现当年的探索之路，刘
先 生 重 走 了 腾 冲 “ 火 山 博 物
馆”——走过由南向北三座遗存
火山口，欣赏了六方柱状节理的
火山熔岩，并将一路地质奇观都
用视频记录下来。

历经一路辛劳，终于，当大
树杜鹃王矗立在面前，满树繁
花，辉映如霞，刘先生 16 个春秋
的思念和向往，5840 天的期待，
在这一刻得以圆满！

这一次，我们有了更多期待
——丰富的影像资料，多种媒体
形式融合出版，图书将以怎样的
形式呈现？结合移动设备，纸媒
的书页限制将被打破：通过扫描
读本附带的对应二维码，我们将
会获得音、视频资料带来的更详
细的知识内容，灰叶猴群打闹嬉
戏的场景将会重现，也能清晰地
聆听到悦耳的鸟鸣回响在耳边；
增强现实技术 （AR） 让纸本焕发
神奇魅力，用移动设备镜头扫描
对应位置，就能在屏幕中看见杜
鹃从纸本探出花枝、蝴蝶在书页
上翻飞翩跹：而虚拟现实技术
（VR） 则是收揽自然风光的最佳
手段，读本配套的 360°全景内
容，由无人机高空拍摄完成。转

动屏幕，就能全方位体验高黎贡
山的壮丽景色；手指拉伸放缩，
更可多角度欣赏奇异的植物花木
……这是一场读者与自然的亲密
对话，更是创新科普传播手段的
一次全新探索，融媒体的新形式
让读者去感受、去热爱一个真实
的自然。

80 岁，不过是个年龄罢了。
梦想是可以追随一生的事，推动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出版人一
生的梦。就像那棵大树杜鹃王一
样，虽然被雨雪风霜磨蚀了油
彩、压弯了身躯、折损了枝干，
但当你瞻仰慨叹之后，转身眺
望，满山满谷红艳的花朵。那都
是大树杜鹃王的子孙，当年的幼
树已蔚然成林！

刘先平先生的这次旅程，不再是18年前那样仅
用相机和笔记本记录，而是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全
力支持，专业摄影团队配合取材，无人机跟踪航拍、
收揽高黎贡山全景风貌。新的出版物也将采用多种融
媒体手段，利用VR、AR展现自然物种百态，配合二维
码链接，把更多生动有趣的音、视频资料在读者移动
设备上同步展现。这是刘先生的二次圆梦之旅，也是
关于“大树杜鹃王”科普读物的一次“新生”。

盛花期的大树杜鹃王

杜鹃花精神矍铄的刘先平先生

花信早发的马缨杜鹃

一次全新一次全新的科普探索的科普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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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和‘霾’是两个概念，现在公众习惯
将‘霾’叫做‘雾霾’。从科学角度看，这种说法
不准确，作为专业人员，建议将‘雾霾’一词改为

‘灰霾’更贴切，这更接近“霾”的特征。”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总工程师朱
定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以上建议。

朱定真解释，“雾”可比照为落地的云，有边
界，颜色偏白色。是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水滴
聚集，细小的水珠会造成能见度下降。不过，随
着温度等的变化，雾也会发生变化，会消失等。

“霾”相对干燥，而且对温度的要求不敏感，

是浮游在大气的颗粒或者灰尘，而悬浮颗粒物会
造成能见度下降。只要大气扩散条件不发生改
变，“霾”就不受气温变化而发生变化。“可以
说，‘灰霾’比‘雾霾’更接近霾的特征。这里的

‘ 灰 ’ 不 是 灰 色 的 ‘ 灰 ’， 而 是 ‘ 灰 尘 ’ 的
‘灰’。”朱定真解释。

“雾和霾是两种气象观测项目，在世界气象
组织的观测规范中有着不同的符号和编码。”
朱 定 真 说 ， 目 前 公 众 习 惯 将 “ 霾 ” 称 之 为

“雾霾”，这种习惯性说法并不准确。作为科
学工作者，希望厘清这一概念，提醒公众 。

朱 定 真 说 ， 另 外 一 个 需 要 厘 清 的 概 念
是，“PM2.5 并非特指有毒的可吸入悬浮颗粒
物 ”。 PM30、 PM10、 PM2.5 只 是 悬 浮 颗 粒 物
的一个尺寸。其中，PM30 以上悬浮颗粒物较
大，相当于扬沙，容易沉降。PM10 到 PM30
之间的悬浮颗粒物，可以在空气中悬浮一段
时间。PM2.5 是可吸入的细颗粒物的尺寸，悬
浮颗粒物可能是有毒的，也可能是无毒的，
甚至包含有一些微量元素。“现在大家一谈到
PM2.5 好像就是在谈有毒有害气体，这样认识
不准确。”朱定真说。 （侯润芳）

““雾霾雾霾””说法不准确说法不准确 建议改为建议改为““灰霾灰霾””

科普时报讯（何志勇 胡利娟） 3月7日，《自然》在线
发表中国农业大学资环学院崔振岭教授、张福锁院士等在
农业绿色发展领域取得的新成果：“与千百万农民一起实现
绿色增产增效”。该研究成果充分说明：未来我国粮食安全
完全可以以更低的资源环境代价来实现，绿色增产增效技
术的创新与应用为中国农业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绘就了蓝
图，这不仅为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树立了榜样，也为全球可
持续集约化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范例。这是其从2010年
以来第 6 次在 《自然》 和 《科学》 期刊发表“立地顶天”
的重大成果。

由中国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策划并组织河北农业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全国25家教学科研单
位联合参与的此项成果，携手 2000 多万农民，历经 10 年，
通过不懈努力共同完成。

探索农业绿色发展道路，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环境
安全的迫切需求。自2005年起，张福锁院士带领团队建立
了我国主要作物绿色增产增效技术创新与应用协作网，在
生产中破解农业绿色发展的重大理论与技术难题。并创新
建立了“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围绕生产限制因子，
与农民一起开展既适合当地情况又瞄准国际学术前沿——

“立地顶天”的科研思路。
过去10年，研究团队在我国小麦、玉米和水稻三大粮

食作物主产区开展了 13123 个田间试验，应用绿色增产增
效技术的玉米、水稻和小麦平均产量达到 9.54，8.41 和
6.73 吨/公顷，较当地农民习惯增产20.6%（18.3-21.8%）。

更为重要的是，创建了以扎根农村的“科技小院”为
核心、以覆盖全国的“科教专家网络、政府推广网络、校
企合作网络"为平台，与千百万农民一起大面积推广应用绿
色增产增效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

统计显示，10年里，共有1152名研究人员、6.5万名农
业推广人员及13万农业相关企业人员和452个县的2090万
农民参与了这一技术模式的推广应用工作。在科研人员和
广大农户的共同努力下，从2006年到2015年，绿色增产技
术累计推广3770万公顷，增加粮食生产3300万吨，减少氮
肥用量120万吨，增收节支793亿元。

此外，科研人员还对我国 1944 个县的 860 万农户大样
本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农户的作物产量至少低于绿色增产增效技术的 10%，
部分农户甚至低于50%，但施氮量却与高产作物用量相当，甚至更高。这些
农户 （包括低产或高产但氮肥用量高的农户） 如果采用绿色增产增效技术，
每年可增加粮食生产8240万吨，减少氮肥用量110万吨，降低氮素损失达45
万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2340万吨。

每年的惊蛰大致都在阳春三月，
此时，蛙鸣渐渐响起，蛇也跟着出没
了。有些动物，却偏偏喜欢“赖床”：

黑斑侧褶蛙
它们眼睛大而敏锐，背侧有两

条褶，皮肤湿润但较粗糙，体背有
大块绿色斑块。黑斑侧褶蛙广泛生
活在沼泽附近，在东北、华北、华
中、西南、华东均有分布。每年的
10 月-11 月躲进土壤或者枯枝阔叶
下冬眠，第二年3-5月出蛰。

它们白天隐蔽在草丛和泥窝
内，黄昏和夜间就开始在池塘边、
荷叶上活动鸣叫。每年的 3-4 月，
雄蛙召唤雌性交配。雌蛙在黎明前
后产卵，每团卵约 3000-5000 枚。
黑斑侧褶蛙的食物来源全是各种农
业害虫，只要虫子从他们面前飞过
或者跳过，它们都能非常迅速准确
地用舌头粘住，吞下肚子。

大耳猬
大耳猬，顾名思义耳朵非常

大，大到向前可以盖住眼睛。它们
主要栖息在北方的荒漠戈壁中。它
们喜欢吃蜥蜴、蟾蜍、小型啮齿动
物、蝼蛄和各种甲虫，也喜欢吃西
瓜、番茄和白菜等。

冬眠前，大耳猬大吃大喝，长
得圆咕隆咚。它们也会在冬季来临
前打洞，洞穴深达1.5米，有效预防
冰冻。洞打好后就开始铺上枯草，
等到 9 月后就冬眠。第二年 4 月中
旬，大耳猬开始苏醒出蛰，吃吃喝
喝到6月准备生娃。

大耳沙蜥
大耳沙蜥是非常喜欢沙漠的动

物，周围的灌丛还不爱去。它们主要
分布在中亚地区。也是体型最大的沙
蜥，成体的长度可以达到150厘米以
上。大耳沙蜥皮肤鳞片非常粗糙，脑
袋很圆，在愤怒、攻击或准备逃避
时，会将嘴角皮膜撑大，还不停地扇
动，发出“呼呼”的响声来恐吓对
方，像张开了血盆大口。但其实它们

很胆小，遇到危险就快速地钻入沙丘
不见踪影。受追击的时候，它们会紧
贴沙丘，不断摆动身体，很快就把自
己埋在沙里不见踪影，只有走投无路
的时候才会张嘴恐吓。它们主要吃沙
漠中的昆虫。

冬天来临的时候，它们就使劲
打洞，直到冻土层下。春天雪化
后，大概5月上旬出蛰。

玉斑蛇
颜色非常艳丽的无毒蛇。背上

有黑色菱形的斑块，斑块中间是鲜
黄色。眼睛周围有较宽的黑色条
带，像眼影一样，连接着左右两只
眼睛。它们非常温柔，几乎不会咬
人。它们经常晚上静悄悄地在树
林、溪流和菜地周边活动，捕食老
鼠和小蜥蜴。它们在砖瓦堆、枯枝
落叶堆中冬眠，第二年 4 月就开始
出蛰活动。6-7月开始产卵。

喜马拉雅旱獭
喜马拉雅旱獭属于松鼠科旱獭

属的一种大型地栖动物，是青藏高
原特有种。体型粗壮而肥胖，尾
短。全身大部分棕黄褐色，并具散
在黑色斑纹。额头有近似三角形的
黑斑。喜马拉雅旱獭喜欢穴居、群
居。它们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以及
与中国接壤的尼泊尔等国的青藏高
原边缘山地。

喜马拉雅旱獭冬眠期长达 6 个
月。冬眠洞一般选择在阳坡或半阳
坡，结构复杂，洞道可以长达二十
多米，个别洞可达30米以上。在每
年的 9 月开始准备冬眠，吃禾本
科、莎草科及豆科根、茎、叶等，
也食小动物。每年 3 月下旬之后出
蛰，出蛰后交配，年产 1 胎，每胎
产2-9只，3岁性成熟。

《正大综艺·动物来啦》正陆续在央视一套与大家见面。由于人类的非法捕
捉和驯养，猛禽数量锐减，动物观察员路伦一将前往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探秘猛
禽救助；水母、章鱼、面包蟹齐聚节目现场上演“海底总动员”，法国设得兰
矮马Lucky做客，血缘之谜即将揭晓……

马和犀牛竟是亲戚
水母、章鱼、馒头蟹是常年生活在海底的动物，本期节目中它们将集体亮

相现场，上演一出真实版“海底总动员”。在它们的身上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
的神奇之处呢？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张劲硕博士为现场观众科普，水母虽然外表
柔美绚丽，其实却是个天生杀手；而章鱼，俗名八爪鱼，其实不是鱼，属于头
足纲动物；面包蟹则因其外形酷似面包，而得名“面包蟹”，在我国又叫馒头
蟹。那么这三种动物究竟谁的神经系统最为复杂呢？张博士继续解密，章鱼不
仅仅是头大，神经系统也最为复杂。原来当年的“章鱼保罗”果然是靠发达的
神经才“名扬天下”的！

马是十二生肖里的动物，也是我国常见的姓氏，更是人才俊杰的象征，亦
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之一。节目中，来自法国的美女驯马师林清兰将带着她的
朋友——一匹名叫Lucky的法国设得兰矮马做客节目现场。与我们所常见的马不
同，Lucky身材矮小，喜欢睡觉和吃饭。张博士拿着它最喜欢吃的胡萝卜测试马
的视觉盲区，面对近在咫尺的美食，Lucky却不为所动，萌翻全场。而面对美女
驯马师一口蹩脚的法式中文，主持人高博忍不住现场为其纠正发音，引得全场
爆笑连连。张博士还在节目中揭晓了马的血缘之谜，原来尽管马和牛羊都归入
有蹄类、食草类，但实际亲缘关系较远，真正和马有近亲关系的却是犀牛。

美洲鬣蜥现场测体温
众所周知，人的体温基本恒定在37度左右，许多鸟类的体温则保持在42

度上下。然而地球上还有一些动物被称为冷血动物。它们究竟因何而得名呢？
它们的体温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北京动物园动物管理员杨毅将带来一只美洲
鬣蜥，现场为我们做实验揭开冷血动物的体温之谜。很多人认为蜥蜴是恐龙的
后代，事实上蜥蜴与恐龙的亲缘关系是比较远的。张劲硕博士解读：“其实现
在的鸟类和恐龙血缘关系最近，世界上所有的鸟类，约1.1万种的鸟类，都是
由带羽毛的恐龙进化而来。”

惊 蛰 到 了
说说动物界的“赖床者”

□□ 蜥游记

黑斑侧褶蛙

大耳沙蜥 喜马拉雅旱獭

马和犀牛是亲戚吗马和犀牛是亲戚吗？？

是什么唤醒了动物？不是春雷，而是温度！
我国是最早重视动物冬眠苏醒研究的国家，对动物冬

眠苏醒最生动的描述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三个节气——
“惊蛰”。中国的古人认为：在此之前，冬眠动物深埋泥土
中，不吃不喝，称为“蛰”；到了“惊蛰节”，天上的春雷
惊醒蛰居的动物，称为“惊”。所以惊蛰时，蛰虫惊醒，
天气转暖，渐有春雷，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季节。

事实上，冬眠动物什么时候醒，还是取决于环境温
度。冬季结束后，随着气温的升高，冬眠的动物就会逐渐
苏醒。

当然，冬眠动物苏醒的时间也不是统一的，而是随着
纬度的不同，苏醒的时期有所不同。和冬眠时期相反，苏
醒时期由南向北逐渐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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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张福锁院士（右）在查看作物长势

张劲硕与杨毅为美洲鬣蜥测量体温

瞧瞧马，瞧瞧犀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