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发展，标准先行。日前，我国竹产
业第一个结构用重组竹行业标准被批准并颁
布执行。此标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
工业研究所首席专家于文吉研究员牵头起
草。

标准规定了结构用重组竹的术语、定
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力学性
能特征值确定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
包装和运输等内容，首次解析出了重组竹
的特征值，并规定了重组竹在结构材中应
用的物理性能、力学性能、阻燃性能和抗
生物耐久性等性能指标。

我国拥有竹类植物 40 余属 500 余种，居
世界首位。现有竹林面积约 720 万公顷，分
布于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资源丰富。重组
竹是由我国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
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的一种新型竹质工程材
料，既具有良好的物理力学性能，还有阻
燃、防腐、防白蚁等新功能，可用于替代优
质木材资源，产品广泛应用于室内装潢装饰
材、地板、户外材、园林景观材等领域，是
竹产业三大主流产品之一。目前，拥有相关
生产企业 100 多家，产能达 120 万立方米，
产品远销欧、美、日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性能可控、规格可调、结构可设计、
绿色环保、防腐等功能，是重组竹的主要特
点，也是未来结构材的发展方向。”于文吉
表示，此次标准的发布，不仅能为本行业规
范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可为重组竹
的结构设计和相关行业标准的制订，提供基
础数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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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生灵

生物迈向大陆是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极为
重要的事件。它开启了陆地生物演化的新篇
章，从此生物的足迹遍布大地，并伴随着地
质时间的推移，生物界演绎着一幕幕优势类
群替代的大戏，直至形成当今地球生物圈的
面貌。

在生物登陆的大潮中，植物担当着率先
登上陆地的先锋，成为改造大陆生态环境的
主力军。其实，早在6亿年前的前寒武纪晚
期，某些蓝菌和藻类已经登上了陆地。来自
中国贵州发现的三块似地衣化石表明，在高
等生物登陆前的2亿年间，浅海繁衍的地衣
可能已经开始改造地表岩石圈。它们产生的
地衣酸腐蚀了岩石中的矿物质，在荒芜的陆
地上制造土壤，开拓陆地生态系统。因此，
地衣是海洋生命进军陆地的先遣部队。

大约在距今 5.1 亿年前的寒武纪期间，
陆地上出现了两栖型陆生植物似苔藓植物。
这是一种个体十分细小、匍匐性的植物。它
们生活在比较潮湿的地带，从赤道到高纬度
地区、热带到寒带都有分布，显示了很强的
环境适应能力，成为早期陆生生态系统的主

要生产者。地球上最早的陆生植物群落可能
就是由大片的苔藓植物组成。

真正从海洋向陆地的开拓者是维管植
物。大约在4亿多年前，也就是志留纪早期
开始出现了陆生维管植物，植物因而完成了
真正意义上的登陆过程。最古老的陆生维管
植物是裸蕨植物，顾名思义它是一种植物体
裸露的蕨类植物。这类形态十分原始的植物
没有根、茎、叶的分化，但出现了与根、茎
和叶相似的器官。库克逊蕨、瑞尼蕨等就是
最早一批原始维管植物。

由于陆生环境与水生环境差异极大，来
到陆地上生活的维管植物必然面临着诸多新
的环境压力，如植物面临失水的危险；生殖
过程中水分的缺乏，即使有足够的水分供它
们生存，但是配子体的融合还需要更多的
水；空气的浮力比水的小，原先能飘浮的藻
植体只能平铺在泥地上。另外，植物体面临
地表风吹雨打如何支撑；陆生环境温度变化
幅度大，植物必须适应极端温度；没有了水
的保护，紫外线也是植物要面对的一大挑
战。

因此，植物要适应陆地环境，必须在自
然选择的驱动下，产生了一些关键的革新。
例如，表皮是一种新式的非细胞的蜡质不透
水的保护层，能有效防止水分的散失；管胞
即维管植物木质部中的伸长的细胞，能将水
分运输到植物体的其他部分，并为植物提供
支持；发育根系固着植物体；气孔就是通气
系统，是叶下表皮上的小孔，用于气体交
换；其生殖器官——孢子囊所产生的孢子具
有特定的三射线。

维管植物具有了输导束或维管束、孢子
囊和三缝孢、角质层和气孔，因而满足了植
物在陆地长期生存所必须发育的支撑植物体
的支持系统，输送水分、养分的运输系统和
脱离水体独立繁殖、呼吸，以及防止水分蒸
发的器官。当植物具备了保持水分的新本领
后，开始向远离水分的内陆地区“进军”。
此后几千万年，早期陆生植物开始分化并占
领了广阔的陆地，初步构建起了陆地生态系
统。

随着维管植物不断向条件更加严苛的大
陆深处和高地发展，水分成了制约植物繁殖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早期的维管植物都是以孢子进行繁殖

的，严格地受到了水分的制约。为了克服这
一困难，种子也就应运而生了。种子的出现
是维管植物进化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事件。
种子的生存和适应能力比孢子强。孢子只是
一个细胞，外壳保护能力差，贮存的养料也
少，因此生存和适应能力有限。而种子是多
细胞构造，一般外面有坚硬外皮(果皮或种
皮)，内含丰富的营养。许多种子还由于种
皮不透水或不透气，可暂时处于休眠状态。
因此，种子更具有抗寒、抗高温和适应不利
环境的能力，比孢子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最古老的种子植物被称作种子蕨，它们
都已经灭绝。最早的种子蕨产自北欧和北美
的晚泥盆世，它们大都是些小灌木，茎很纤
细，一般生活在海岸沼泽环境中，形成密集
的、单一的群落。早期的种子都非常小，大
多数只有3~7毫米长，有些在边缘还生有一
对翅状突出物，表明它们是靠风力传播的。

随着这些维管植物向内陆深处扩散，
原本十分荒凉的大地开始泛绿，陆地与大

气圈的环境由此大大改善。与此同时，它
们会向大气层释放更多的氧气。空气、阳
光和水分使荒凉大地上的生命得以充分成
长和繁衍，极大地改善了大陆整个生态环
境，为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后续登陆
创造了条件，使得生物的触角延伸至地球
各个角落，生物圈最终覆盖了地球整个表
面。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研究员、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植 物 如 何 从 海 洋 向 陆 地 “ 进 军 ”
□□ 冯伟民

最古老地衣化石（袁训来摄于2005年）

我曾写过 《植物的“欺骗
性”》一文刊登在本报上，文
中讲了区别四种结红色小果子
植物的故事，这些常识引起了
读者的兴趣，有读者就问，会
有同时结黑色果子的植物吗？

结黑色果子的植物，我知
道的有一个，它是樟树（图1）。

樟树是南方城市里的重要
植物，路的两旁，常会看到成
排的樟树。

秋末冬初，我在江南的嘉
兴路旁，看到樟树上结满了黑
色的小果子。这些小果子呈圆
形，后面还有个绿色的裤角，
果子摸上去有些硬。

樟树还有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江南大户人家生了女儿，
会在宅院种一棵樟树，待到樟
树成材时，女儿也到了该嫁人
的年纪。媒人看到成材的樟树
后，就来这家提亲。

女儿出嫁时，家人便把这
棵樟树砍倒，做成两个大箱
子。箱子里面装上丝绸，给女
儿当嫁妆。两箱丝绸，谐音就
成了两相厮守。这是个美好的
意愿。

浙江的嘉兴，有个三塔公
园，这一带被称为网红路。公
园附近的路边，有成排的银杏
树和槭树。高大的银杏泛黄，
在阳光照耀下泛着金光，看上
去灿烂辉煌。槭树火红一片，
耀眼灼人。它和银杏呈一黄一
红，像是暖阳。两棵树之间挂
满了风筝，有小动物，小卡通
人物，它们迎风飘扬，几个小
孩子欢快地放风筝。

之后，我走向三塔路的湖
边。泛绿的植物比比皆是，有结果的，还有
正开着花的，各自展示着身姿，昭示着一种
美好，诉说它们的曾经过往。

继续往前走，突然我发现了一串串的黑
果子，它们有些灰灰的、发乌，这些黑果子
像一串串小葡萄，呈细长圆形，凑在一起，
叽叽喳喳的。

我马上拿出手机，对准这种植物，拍了
下来，其上显示女贞 （图2）。

在南方的路边，女贞有很多，低矮。我
在去苏州的火车上，发现窗外的铁轨旁全是
成排的女贞树，远远看上去，那些乌乌黑色
小果子，一大团一大团地挤在树的顶尖上。

女贞的花语是永远不变的爱。
女贞在炎热的夏季要早晚浇水，叶面上

也要喷水，这样才能保持叶色鲜绿，生长旺
盛。而樟树浇水时遵循“不干不浇，浇则浇
透”的原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沿湖边接着往前走，我又看到了一处结
黑果子的植物，这种植物是琼花。

冬日的琼花，果子摸上去有些软，且不
饱满。像是失去了水分，皱皱巴巴的（图3）。

琼花象征着美丽、浪漫和完美的爱情。
其叶子摸上去有绒绒的感觉。

回家路上，经过一座小桥，桥边多是樟
树，我拿出手机，想拍个更清晰的图片，结果
发现，手机里竟然拍到有三种结黑色小果子的
植物。

它既不是樟树，也不是琼花，更不是女
贞。而是我心心念念的第四种植物。这个长
着黑果子的植物，它叫乌蔹莓，也叫做五叶
藤，其叶子是五片成一叶 （图4）。

五叶藤是一种野生植物，叶子与根都能
入药。在抗菌、消炎、消肿等许多方面，效
果不错。并且，它的适应性强，不管是在阳
光下还是阴暗处，都能迅速生长。

此次我把结着黑色果子的植物放在一起
来辨认，相信大家都会喜欢，植物让世界变
得更美。

化工行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支柱
产业。它影响着我们喝的每一滴水，呼吸
的每一口新鲜空气，土壤中长出的每一寸
庄稼。然而近年来，受个别重大安全生产
事故和环保部门监督通报的影响，人们却
谈“化”色变，化工行业的发展政策环
境、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遇到了比以往更
加严峻的挑战。作为世界化工大国，我国
化工行业该如何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

10月16日，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专家
学者们在北京，就“化工行业如何实现绿
色发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探
讨，为“十四五”化工行业绿色发展建言
献策。

“在如今网络时代，信息透明，传播迅
速。”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黄国柱强
调，化工行业无论是立项之前还是事故之
后，都要及时做好科普宣传教育，最大限
度地克服群众的误解以及恐惧心理。同

时，还要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以诚相
待，防止信息发布滞后与片面。

绿色发展应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生态防御、空间合理和产品安全的发展。
而化工行业的绿色发展则要多路径、多举
措、多主体。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
忠表示，实行绿色发展要分门类、分地
区、分流域和分时间。比如应该尽量避开
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环境敏感区和人口聚
集区，也尽量不要分布在河流上游，水源
地等生态敏感区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化工行业深入
实施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倒逼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向绿色转型，但同
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环保形势
依然严峻，化工行业绿色发展还存在一些
短板，面临着一些挑战。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参
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朱星表示，治理化
工污染需发展多种技术。尤其是要充分发
挥纳米科技在解决环境污染中的独特作用。

在现代生活中，各种新材料的推出，
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大家
在享受化学带来的各种便利同时，又不得
不承受大量各种类型的化学-化工污染。

“纳米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科技支撑
的基础学科，正在环境治理方面发挥越来
越重要作用。”朱星说，它解决了传统技术
所无法涉及的关键问题。如工业源挥发性
有机硫化物的低温高效转化，低浓度残留
有机硫化物高效清除的高级氧化纳米技
术，极大地降低了有机硫化物浓度。又
如，工业危废处理材料产量巨大、含重金
属的超细颗粒长期积累，对土壤造成不可
恢复的污染，新型纳米技术能彻底分离和
回收重金属。

农工党中央生态环境工作委员会委员
杨卫国称，还要加快智慧环保监管平台建
设，通过环保物联网、环境监测监控智能
化等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实现环境
监管科学化、信息化、精准化。建立覆盖
辖区范围内各项生态环境要素的监测网
络，通过信息数据的动态跟踪，实现对重
大危险源的在线监测监控。加强数字化技
术在违法违规“小化工”精准整治过程中
的应用，通过多部门系统对接和数据共
享，进行智能筛查比对和重点排查。

“绿色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结合这些高
科技，才能把我们绿色发展真正落实到
实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专职监事、巡视员李保民建议，化工行
业在“十四五”期间要实施分类改革，
淘汰一批、替代一批、治理一批，通过
调整、优化，最终实现化工行业整体的
绿色发展。

黑颈鹤的形态特征很容易让人记住，全
身披着灰白色的羽毛，只有头部和前颈及飞
羽为黑色，尾巴上的羽毛为褐黑色。除此，
黑颈鹤还有“一大两长”的突出特点；“一
大”是指体型大，其体长可达 100～120 厘
米，体重达4～6千克，被列为大型涉禽；所
谓“两长”，是指腿、颈细长，鹤立鸡群的
成语来源也在于此，又由于其长颈上部约三
分之二为黑色而得名。

作为我国特有种的黑颈鹤，一生眷恋高
原，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
黑颈鹤最喜欢栖息的高原，是青藏高原、四
川北部、甘肃南部及云贵高原。海拔2500～
5000米的高原的沼泽地、湖泊及河滩地带是
黑颈鹤最适宜的栖息地 。

为适应高原气候的季节变化，黑颈鹤每
年都要进行迁徙，否则不仅难以抵御高原严
寒，而且也会因找不到食物而被饿死。

黑颈鹤的迁徙一年要进行两次，每年3
月中下旬它们要迁徙到繁殖地，10月中旬要
到达越冬地。据观察，黑颈鹤南迁的越冬路
线有3条：一是由若尔盖至草海；二是由隆
宝滩至纳帕海；三是新疆南部、青海西部至
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这3条越冬迁徙
路线直线距离约为700～800千米。

黑颈鹤越冬迁徙时喜欢结群而行，飞行
中表现出很强的团结一致性，其队形变换多
样，且统一整齐，一会儿排成“一”字形，
一会儿换成“V”字形，一会儿变成“人”
字形，像似受过专门队列训练的队伍在接受
检阅，它们一路飞行数百千米，越过高山，
跨过峻岭，来到气候温和的越冬地。

在这里，它们从早到晚将大部分的时间
都用来觅食，只是中午才在沼泽边或湖边浅
滩稍作休息。其间它们是一只脚站立，弯过
长颈，将嘴插于背部的羽毛中，这姿态优雅
怡然，非常优美。

它们在越冬地，一般要生活 150 天左
右。此时已进入春季的3月，黑颈鹤又要开
始迁徙，要飞往繁殖地。

黑颈鹤的繁殖地相对于越冬地比较分散。
主要在青藏高原和甘肃、四川北部等海拔

3500～5000米的沼泽地带。这种高海拔的地带
气候严寒，空气稀薄，人烟稀少，到了五六月
时，这里的气温有时还在零下12℃左右。

黑颈鹤是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黑
颈鹤于3月中下旬到达繁殖地，即开始配对
和求偶。

在选择配偶时双方都很挑剔，经过一番
感情交流，双方如果对上眼，各自会发出

“咕咕咕”的叫声，称为“对呜”，标志着配
上对了。

然而，这只是表明双方愿意在一起生
活，还不一定会交配。如果是这样，那将是
一场“无性婚姻”。

真正情投意合的时候，是双方一前一后
相伴而行时，雌鸟半展双翅，脚腿微曲，并
发出“哆哆哆”的叫声，这时雄鸟也跟着发
出对鸣，并从后面跃到雌鸟背上交尾，如此
才是一场圆满婚姻。

黑颈鹤的繁殖期是5～7月，巢窝建造在
四面环水的草墩上或茂密的芦苇丛中， 不
过它们是先产卵，后营巢。 就近收集一些
枯草，所建成的巢平坦简陋。通常雌黑颈鹤
每窝产卵2枚，从产下第一枚卵，即开始孵
卵。而孵卵并不是黑颈鹤妈妈的专利，爸爸

也参与，在30～33天的孵卵中，只不过是以
妈妈为主。孵出的小黑颈鹤当日就能行走。

黑颈鹤作为单一物种，其发展前景令人
担忧，已成为我国十大濒危动物之一。

为保护黑颈鹤，我国已将其列为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积极实施了一系列保
护措施，特别是在人工繁殖方面取得了重大
突破。

北京动物园的科技人员经过长达5年的
研究，克服了一个个困难，跨过了一道道沟
坎，终于在1987年6月26日诞生了我国第一
只人工受精繁殖的黑颈鹤。之后，随着技术
的不断突破与进步，成功率越来越高。他们
曾创造出一年繁殖14只黑颈鹤的记录，还创
造了繁殖后 3 个月成活率高达 80%的记录。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动物园的黑颈鹤有80%
是来自北京动物园。

可以预见，如此保护、繁殖黑颈鹤，再
有各界的共同努力，协同做好各项保护工
作，黑颈鹤家族完全有可能脱离濒危困境，
逐渐恢复兴旺起来。

破解谈“化”色变，专家为“十四五”绿色发展支招
□□ 王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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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组 竹 结 构 材 发 展 新 方 向
□□ 王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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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重组竹应用于四川成都龙泉山丹景阁。 祝荣先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