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滥食野生动物的突出问
题以及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的巨大隐患，引起了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
过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的决定》，这对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障生物的多样性，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意义重大。

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与野味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原
始社会是人类“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那时人类的食
物主要来自野生动物和可食用的植物。随着人类进入了
新石器时代，种植五谷、家养六畜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但狩猎和食野味的遗风却沿袭下来。

野味来源于打猎，最初称作“田猎”，其意思是指为田
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的糟蹋，也写作“畋猎”或者

“佃猎”。古人重视打猎，历朝皇上也常常带头狩猎。周代
时，设立四时田猎制度，称为春搜、夏苗、秋狝、冬狩。
田猎有三个目的，一是提供野味，满足对肉食的需求；二
是供给宗庙祭祀；三是进行军事或技能方面的训练。

实际上，古人对滥捕滥杀野生动物是限制的。周代
的田猎制度提出田猎要有一定的礼规，规定不捕幼兽，
不采鸟卵，不杀有孕之兽，不伤害小兽，不破坏鸟巢。

另外，围猎捕杀要围而不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
尽，斩草除根。这些礼法对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
生态平衡是有积极意义的。

古代民间捕猎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一些偏僻的山
区，野兽出没，伤人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地方野猪成群
结队，破坏庄稼，造成当地村民生活没有了保障，只好
组织猎人进行捕杀。但捕获野兽野禽，并非易事，还会
面临很多险境，一些人为此受伤送命。

记得老人们曾经提到过的一件捕猎的惨事：参与狩
猎的一个农民追捕一头受伤的野猪，结果与猎狗被野猪
挑下百丈悬崖，野猪也因惯性太大摔了下去，人、狗和
野猪均送了命，现场很惨烈。

为避免危险又有所收获，猎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比
如，民国以前，湘西的“打虎匠”曾用“蒙汗药”。著名
作家沈从文的作品中谈到上世纪30年代湘西：“山中出虎
豹，大白天可听到虎吼。”因湘西山高林密，老虎时不时
出来伤人吃家畜，因此有专门的“打虎匠”来对付老
虎。打虎匠正面对付老虎难以胜算，于是他们先把羊带
到山上，往羊肚子里灌上“蒙汗药”，然后埋伏在四周。
老虎抓吃了被灌“蒙汗药”的羊后晕晕乎乎，甚至被蒙
倒，虎匠们就举起长叉把老虎叉住。

捕获野禽，除了弓箭和网外，还有妙招，比如驯化
雌性野鸡来引诱雄性野鸡。春季发情期时，猎人来到野
鸡出没的地方，放出雌性野鸡，雄鸡便寻飞过来，当公
鸡进入猎人的射击范围，雌性野鸡突然往猎人方向跑，
雄野鸡追逐时，猎人的鸟铳响了，上百粒铁砂使雄野鸡
难逃厄运。

获取猎物是为了上餐桌。在古代的餐桌上，大型野生
动物的部位如熊掌、猴脑、象鼻、驼峰被视为珍品，像
蛇、竹鼠、老鼠、蜈蚣、蛤蚧、蝉、蝗等也不罕见。古代
很多文献中记载了野味及烹饪方法，有煎炸、爆炒、煲汤
等；菜名多样，光怪陆离，如蛇与猫肉一起，叫做龙虎
菜；蛇与鸡一起炒，叫做龙凤菜。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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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传出好消
息，该院继首次实验验证了远距离双场量
子密钥分发可行性，在300公里真实环境
的光纤中实现了双场量子密钥分发实验
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王向斌教授、刘
洋研究员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
团队再次合作，实现了509公里真实环境
光纤的双场量子密钥分发 （TF-QKD）。
相关成果已于近日在线发表在国际期刊

《物理评论快报》上，该成果成功创造了量
子密钥分发最远传输距离新的世界纪录。

量子密钥分发 （QKD） 是实现高安
全性量子保密通信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但限于通信光纤损耗和探
测器噪声等原因，量子密钥分发系统通常
只能在100公里内获得较高的成码率。

在量子密钥分发的长距离实际应用
中 ， 信 道 损 耗 是 最 严 重 的 限 制 因 素 。
TF-QKD 利用单光子干涉作为有效探测
事件，使安全成码率随信道衰减的平方根
线性下降，甚至可以在无中继的情形下轻
松突破 QKD 成码率线性界限。然而，
TF-QKD 的实施条件相当苛刻，要求两
个远程独立激光器的单光子级干涉，同时
需要通过单光子探测结果实现长距离光纤
链路相对相位快速漂移的精准估计。

该成果理论方面基于王向斌提出的
“发送—不发送”双场量子密钥分发协
议，大幅提高了系统对相位噪声的容忍能
力；实验方面张强团队采用了时频传输技
术，将两个独立远程激光器的波长锁定为
相同，并利用附加相位参考光来估计光纤

的相对相位快速漂移，确保了测量器件无
关的安全属性。最终在实验室内将 QKD
安全成码距离成功拓展至509公里，打破
了传统无中继QKD所限定的绝对理论成
码率极限。

同时，与其他双场 QKD 实验相比，
该研究在安全性上拥有独特优势：既是测
量设备无关的，又充分考虑了有限码长下
的安全性。

研究团队表示，如果将实验系统的重
复频率升级至“京沪干线”等远距离量子
通信网络中采用的 1GHz，那么在 300 公
里处的成码率可达 5kbps。这将大幅减少
骨干光纤量子通信网络中的可信中继数
量，并显著提升光纤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
安全性。 （科文）

我 科 学 家 创 造 光 纤 量 子 通 信 新 纪 录

在这个特殊的疫情时期，我想，对人生感受最深的
是“武汉人”，对教育感受最深的是“父母”。

一个漫长的假期，长时间亲密的相处，对自己的孩
子，家长有了新的更深刻的感受与认识，这些感受有快乐、
有幸福、有无奈、有失败、也有痛苦；有些孩子，甚至从
家长眼中的“好孩子”“优秀学生”升级为“神兽”。

面对与孩子相处双方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
最近又报道出的一些极端事件：孩子杀父母、母亲与孩
子一起跳楼自杀等，更让一些家长出现了困惑，作为家
长，除了盼望着早点开学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其实，任何问题中都藏着机会，我们完全可以借这
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契机反思与改善自己的家庭教育观念
与方法，借逆风的力量，改善我们的家庭教育。

那么，家长该如何借此契机反思与改善自己的家庭
教育呢？

一、反思问题
首先，要意识到家庭教育对孩子一生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是我国历任领导人中最重视家庭教

育，也是论述家庭教育最多的领导人，他对家庭教育有
一些系列的论述，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
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
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

“家长要时时处处给孩子做榜样，用正确行动、正确
思想、正确方法教育引导孩子。要善于从点滴小事中教
会孩子欣赏真善美、远离假丑恶。要注意观察孩子的思
想动态和行为变化，随时做好教育引导工作。”

“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
一个人的一生。”

其次，家长要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的教育可能
有问题，并愿意改变。

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改变自己真正的起始点。这
其中，反思自己的教育观念是一个关键点：

“人是观念的动物”，一个人有了什么样的观念，往
往就有了什么样的行为。今天孩子的状态就是家长教育
观念与行为的结果。而家长们今天的教育行为，也是来
源于自己已有的教育观念，要改变自己的教育行为，就
必须认真反思并改变自己的教育观念。此时家长要对自
己教育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试试可否清晰地回答出
作者的“家庭教育三问”：

1. 你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2. 你的培养目标符合孩子的实际情况吗？

3. 你的教育理念、方式与资源支持你的培养目标吗？
针对这三个问题，父母或其他家长可以分别拿出一

张纸，认真写下自己的教育观念，然后一起做一次对与
错的分析或讨论。

二、寻找答案
有了问题，就可以去寻找答案了。可以去读一些优

秀的教育类图书，如《正面管教》《终身成长》《积极心
理学》等，也可以去网上听一些教育类的专家课；还可
以找一些专家、优秀的家长去请教，通过学习对比一下
自己的教育观念；并再次分析问题，总结出自己认可的
正确教育理念与方式 （一定要结合自己孩子的具体情
况，不要拿邻居家孩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孩子）。有条件的
还可以就自己的方案，请教专家再次修正。

对孩子的教育来说，建议参考并承认以下原则：
1. 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都

有自己的价值；
2. 孩子的认知与能力与成人是不一样的，必须从孩

子的视角与能力出发对孩子进行教育； （下转第2版）

借 逆 风 的 力 量 ， 改 善 我 们 的 家 庭 教 育
□ 李凌己

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白头叶猴
食用树叶。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打 猎 之 害 ， 食 野 味 之 忧
——由抗击新冠肺炎对人类“野味遗风”的反思

□ 姚昆仑

新冠肺炎在中国暴发以来，不仅引发
了国人对这种病毒产生的源头以及传播模
式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国人对野生动物
与人类关系的思考。国家随即也紧急出台
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与紧急措施对野生动物
进行保护。

但是，从引发各种传染疾病与人类生
存环境之间的深层次思考似乎还不够。正
如加拿大生态学家亚瑟·埃里克森所说：

“没有一种现象是孤立的，它影响着我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正在认识到，我们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
大概只有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深入思考人类
与大自然的关系，不要将我们人类高高置
于其他动物植物之上，随意屠杀毁坏我们
身边的生命，人类才有可能与地球自然环
境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任何重大的人类活动都需要思想的启
迪。将近 60 年前，蕾切尔·卡逊基于对
DDT 应用的研究而写出 《寂静的春天》，
现代环境运动由此开启，进而引发了“深
层生态学”运动，以及整个20世纪60年代
的草根环境运动。与此同时，卡逊思想也
引发了“生态女权运动”，激励了女性科
学家参与环境研究。“深层生态学”一词
由挪威哲学家阿恩·内斯于 1973 年在第三
世界未来发展研讨会中提出。后经德韦
尔、塞申斯和福克斯等人的努力，而发展
成为一种新的环境哲学。

深层生态学以非人类为中心的角度，
重新看待世上所有生物的价值，打破长久
以来人类对生命的价值的观点。深层生态
学认为，要认识、处理和解决生态问题，
必需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把人与自然
的关系当做一个整体来考量。

在 这 样 一 个 特 殊 的 时 期 ，《科 普 时
报》 开设“生态系统与人类生存”专栏很
有意义。我热切地期待我国生态保护方面
的学者能借助这一方田地，将自己的研究
成果和思考发表出来，引发读者进一步的
思考和讨论，带动国人对自己国家和我们
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形成更多更深
的认识并付诸行动，为彻底改善我们的生
存环境作出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
授、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

人 类 应 与 地 球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和 谐 融 合

——为 《科普时报》 新设
“生态系统与人类生存”专栏而作

□ 李大光

生态系统与人类生存

今年真是灾难频发之年，正当世界各
国抗击冠状肺炎疫情之时，又有警报拉
响：有蝗虫从非洲之角的荒漠一路杀来，
一些国家受灾严重，联合国粮农组织也为
此发出警告。

蝗灾历来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危害，而
灭蝗也是人类自古就努力去实现的目标。
我国劳动人民有长久与蝗虫斗争的历史，
积累了大量灭蝗的经验，特别是现代我国
的农业科技人员更是经过长期实践，证明
运用飞机喷洒灭蝗药效果最为显著。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无人机进
入到人们的视野。由于无人机具有成本相
对较低、机动性能良好、使用操控方便等
特点，运用无人机灭蝗成为当今最为先进
的灭蝗技术手段。我国生产的农用无人机
装有先进的电子设备，不但可以对蝗虫喷
洒药物，还能对灭蝗现场进行实时侦测，
做到对蝗虫“察打一体”。我国的科技工
作者还研制出新型纳米除蝗农药，这种农
药不但灭蝗效果高效，还有效地解决了农
药残留污染环境的问题。

目前我国生产的农用无人机，已经出
口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刚刚得到消
息，中东的阿联酋已紧急从我国进口100
架灭蝗无人机，用来应对目前暴发的蝗
灾。

“察打一体”的
灭蝗无人机

□ 博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