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烈鸟，学名红鹳。优雅的长脖
子，迷人的大长腿，粉色的羽毛，堪称
鸟界的颜值担当。

“吃”出来的美丽

火烈鸟的名字来源于它们火焰般
的羽毛。鲜艳的羽毛颜色来源于它们
食物中的类胡萝卜素。刚出生的小火
烈鸟羽毛是白色的，之后逐渐变为灰
白，要经过三年的累积才能吃出一身
粉红。如果食物中的类胡萝卜素不
够，火烈鸟可能会变成灰白色，或者
吃成橘色。

当然，许多火烈鸟的翅膀上还有黑
色的部分，许多鸟类翅尖的黑色部分可
以增加飞行时翅膀的强度，不知道火烈
鸟是否也有这一考虑。

尽管火烈鸟游泳水平不错，但它们
似乎更喜欢涉水，不轻易沾湿漂亮的羽
毛。好在它们也有涉水的条件，长长的
腿可以让它们轻易在深水处觅食，而腿
上没有羽毛，这样就不用担心涉水时会
被打湿。火烈鸟独特下弯的喙，可帮助
它们筛出食物。用餐前，将弯弯的喙浸

泡在水里，用强有力的舌头吸入水和污
泥，再用嘴边的滤瓣筛出食物，将多余
的水排出，连吃饭都身姿优雅。

只有当喂养幼鸟的时候，“爱惜羽
毛”才显得不那么重要。火烈鸟通常有
较为稳固和平等的夫妻关系，它们一起
筑巢、孵蛋、养育后代。火烈鸟是为数
不多的喂给下一代嗉囊乳的鸟。在此期
间，父母常常因为“哺乳”而白了毛。
真可谓“前日十里红妆，带娃洗尽铅
华”。

单腿站立的平衡大师

在不走路的时候，火烈鸟经常单腿
站着。科学家认为这可以减少腿泡在水
里的面积以防止体温散失。许多人好奇
火烈鸟是否会偏向用某一条腿站着，就
像我们习惯使用左手或右手一样。不过
科学家观察发现，火烈鸟经常交替使用
左右腿，并没有特别的偏好，这可能也
是防止一条腿太冷吧。

但也有其他研究认为，火烈鸟用一
条腿站着，是让一半大脑“睡”一会
儿，而另一半脑维持平衡和警觉。如果
是这样的话，当它们的一半大脑想睡觉
时就会下意识的缩腿。

不管缩腿的原因是什么，火烈鸟绝
对称得上“平衡大师”。即便在狂风大
作时，保持几个小时单腿站立也没问

题。它们特殊的肌肉和韧带可以让单腿
站立毫不费力。

集体生活欢乐多

火烈鸟虽然风姿绰约，却不孤
芳自赏，它们喜欢集体生活，一个
鸟群的规模可达近两万个成员。这
样的生活方式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聚集在一起可以提升防御
力，成千上万只眼睛可以高效的发现
潜在捕食者的威胁。有了同伴帮忙

“站岗”，还可以低头安心就餐，大大

提升了取食效率。此外，集体生活不
仅有助于充分利用有限的筑巢空间和
材料，连成为“单身狗”的概率也大
大降低了。

小火烈鸟一两周大的时候，就离开
父母搭建的泥墩子，加入幼儿园。几只
成鸟会负责一同看管幼儿园，让其他的
父母有机会去猎食。它们的幼儿园还会
继续并入拥有数千只幼鸟的巨型幼儿
园，开始集体生活。成年后，火烈鸟们
还会集体跳舞求偶，合力展现鸟界颜值
担当的华美气场。

火烈鸟属红鹳科，目前现存六种火烈鸟，它们的体型，喙的颜色和腿的颜色各
有不同。火烈鸟识别法：

第一种大红鹳，最大的火烈鸟，毛色发白，喙基部粉嫩。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中东沿海、亚洲西北部和南欧。

第二种小红鹳，最小的火烈鸟，喙部几乎全黑，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印
度西部。

第三种美洲红鹳，也叫加勒比红鹳，颜色通常比较红，体型比大红鹳稍小，分
布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东北部。

第四种智利红鹳，在“膝盖”和“脚”的部分特别红，分布在南美洲的西面。
第五种安第斯红鹳，整条腿都是黄色，分布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
第六种秘鲁红鹳，也叫詹姆斯红鹳，喙部黄色，腿粉色，分布在南美洲安第斯

山脉。

44 55 66

图1为大红鹳，图2为小红鹳，图3为美洲红鹳，图
4为智利红鹳，图5为安第斯红鹳，图6为秘鲁红鹳。

（顾卓雅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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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通过认建
认养、树木抚育等形式进行植树尽责，形成
了北京义务植树的新风尚。日前，“以废换
绿 爱心认养 共筑碧水蓝天”树木认养活动
在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举办。小学生和市民
代表一起悬挂认养树牌，清扫绿地，开展养
绿护绿和树木抚育活动。

皇城根遗址公园沿北京皇城墙遗址修
建，是京城中心区一处“绿色长廊”，位于历
史上明、清皇城根东墙的位置，皇城根遗址
公园长2.8公里、宽约30米，种植了数千棵各
种树木、3万多株花卉和灌木，现已成为周边
居民日常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公园东西两
侧有多处历史人文纪念地，例如“军调部
1946年中共代表团驻地”翠明庄宾馆、中法
大学旧址、五四运动策源地北大红楼等，是
近代中国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见证。

据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相关人员介
绍，通过打造多层级的“互联网+义务植
树”基地、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等形
式，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参与绿化美化的
需求。

北京市东城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是“以废换绿 爱心认养”活动
举办的第五年。皇城根遗址公园就在认养市民
的家门口，在这儿开展树木认养活动，便于附
近市民就近履行植树义务。这种家门口的“捐
资助绿”“认建认养”的义务植树尽责方式深
受欢迎，打通了植绿、爱绿、护绿的便民车
道。

图为小学生为自己认养的树木悬挂认养
树牌、浇水，开展养绿护绿和树木抚育活
动。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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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识辨到行为观察，
从记录鸣声到破解声频，从觅
食到繁育……追踪大翅鲸遨游
在海洋世界中、探索大翅鲸的
生活轨迹，这是几代科学家的
梦想。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
纪，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
类对大翅鲸的各种行为研究达
到了顶峰。

大翅鲸属于须鲸科动物，
只有须板而没有牙齿。鲸须在
须鲸类的口腔内层层相叠，上
面长着坚硬的刚毛，能够过滤
海水，留下水中的食物。每侧
270～400 片，个体差异很大，
须的颜色一般呈浅灰、黑色或
褐色，在前部的黑灰色中通常
间有若干白色板。须列长210
厘米，鲸须短而坚韧，须板高
40 厘米，灰黑色，前端为灰
白色，须毛较长须鲸粗硬，呈
淡黄色，近吻端为白色。成年
鲸最大须板间隔 15 毫米，基
部须板厚 4.3 毫米，须毛直径
0.47～0.82毫米。

大翅鲸的喷气是从头部
背上的呼吸孔喷出的，其行
为一般认为有三个意义：一
是起呼吸作用；二是向同伴
传递信息；三是制作诱捕鱼
的气泡网。

大翅鲸喷起的雾柱顶端散
开如球形，雾柱可达高 4—5
米。通常连续呼吸 5—7 次，
每一次间隔 6—7 秒。大潜水
时间 4—6 分钟，有时可长达
15—20分钟。第一次呼吸时力
量和动作较强较大，上升到水
的表层，露出头顶部、呼吸
孔、同时露出吻端、带有背鳍
的背前部，然后是后部和尾柄
的尾部。最后一次呼气喷出的
雾柱最小，随后行大潜水。它
可以有意识地控制每一次呼
吸，是主动呼吸者，每呼吸一
次，就能将肺里80%的浑浊空
气替换成新鲜空气，而人类属
于无意识的呼吸，是被动呼吸
者，只能替换掉25%。由于大
翅鲸对二氧化碳具有高度的耐
受性，因而，可以长时间潜
游。它利用吸入空气中的氧气
之效率约是一般陆生哺乳类的
二至三倍。

大翅鲸的性成熟年龄与体
长生长有关，雄鲸在约11.5米
左右达到性成熟，雌鲸则是在
约 12 米左右达到性成熟。婚
配产仔一般在 10 岁以后。大
翅鲸的平均寿命 60—70 岁，
一生大约可产20—22仔。

大翅鲸雌雄之间及母仔间具有强烈爱护和依恋
之情。通常两头鲸中的一头受伤会发出响声，另一
头很快地返回，与伤鲸并排游泳，力求解救被击伤
的鲸。

大翅鲸的大脑沟回与人的脑相似，是智力发
达的海洋哺乳动物。其生育仔鲸通常尾部先出
来。群中有过生育经验的母鲸主动前来“助产”，
先是帮助仔鲸从母体中向外分离，再将之顶向海
面，好让仔鲸呼吸第一口空气。这样的行为与陆
生灵长类的白头叶猴很是相似，从另侧面折射出
大翅鲸社群行为的高智化。

雌性大翅鲸每两年生育一次，每胎一仔。一
只怀孕的雌性大翅鲸航行数千公里，到营养丰富
的温带或极地觅食场，通过密集进食几个月来获
得足够的力量和体重，然后返回繁殖区进行生产
和哺乳幼鲸。怀孕的雌鲸通常比雄性或未怀孕的
先到达繁殖海域。经历恋爱、交配的过程，再经
11—12 个月的妊娠期，它回到繁殖场生下幼鲸。
初生仔鲸体长 4.10—4.80 米，体重约 1.5—2.1 吨。
雌鲸和幼鲸通常留在浅水庇护所中并在这里哺
乳。新生幼鲸仿佛是一只快乐好动的小海豚。它
在母亲身边四窜，经常用两鳍触摸母鲸，有时好
像是附在母鲸身上。母亲需要操心许多，不仅要
喂奶，要教会孩子生存的技巧，还得警惕地用庞
大的身躯保护它的好奇宝宝。令人叹服的是母鲸
为幼鲸的成长提供一切营养，而自己却根本没有
吃东西，几个月以后才开始寻找食物补充能量。

（作者系北京动物园首任科普馆馆长）

在陕西省西安植物园药用植物区的入
口藤架上，葛藤与何首乌、紫藤、青藤和
平共处了50多年，一岁一枯荣。从没有见
过葛藤用密匝匝的绿叶笼盖一切，它甚至
一点儿也不出众。

本性：绿影婆娑与人为善

葛藤的本性，该是与人为善的。
在《诗经》中，葛藤和采葛人相映成

趣，葳蕤了千年——“葛之覃兮，施于中
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
鸣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
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

翻译一下就是：葛藤长得长，蔓延山
谷中，藤叶多茂密。黄雀上下飞，栖落灌
木上，喈喈啭欢声。葛藤长得长，蔓延山
谷中，藤叶多茂密。割藤煮织麻，织成粗
细布，衣裳穿不厌……

轻轻读来，眼前便浮出一幅画，绿油
油长满葛藤的山谷里，男耕女织，处处
充溢着欢喜自在。隔了 2000 年的光阴，
我甚至闻到了采葛人衣衫上散发出的葛
藤清香。

如今，葛藤还像当初那样绿影婆娑，
只是，一些人怎么就“谈葛色变”了呢？
究其原因，是人的行为打破了自然界长期
建立起来的动态平衡。

演变：从“宠儿”到“绿魔”

葛藤身上隐藏的“潘多拉魔盒”，是
怎样被打开的？

那是1876年，当葛藤从故乡之一的日
本，现身美国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时，
葛藤的足迹、名声和命运，从此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这也让从未走出亚洲的葛
藤始料不及。

最初，葛藤是以凉棚植物的身份，爬
上美国南部城市里的凉亭和藤架的，它用

“三出叶”快速织就了片片绿荫，人们投
向它的眼神，是温和的，甚至充满了感
激。葛藤没有想到的是，20世纪，经过当
地一位植物学家的试种推荐后，自己突然
间就“飞黄腾达”起来，成为美国联邦政
府重点推广的植物。

在亚热带季风的吹拂下，葛藤欣喜地
发现，这里没有天敌，一年四季温暖如
春，太适宜自己居住了。再也不用在冬季
里缩手缩脚，每天都可以撒着欢地生长！

葛藤不仅向植物学家显示了自己神奇
的生长速度，还殷勤展示了自己全方位的
优点：不择土壤、根深叶茂，是水土保持
的好材料；花、枝、茎、叶样样有用，花
可醒酒，叶子牛羊爱吃，藤是绿肥，还可
以编织工艺品，葛藤的块根，可以加工成
芡粉和类似于豆腐的食品……

于是，当美国南部惊现虫灾和经济大

萧条、农田大面积撂荒而导致水土流失
时，葛藤顺理成章地成为“救荒”植物、

“大地的医生”。美国农业部用奖金鼓励种
植，建立苗圃重点培育。到1940年，仅仅
在得克萨斯一州，就种植了超过50万英亩
的葛藤。

在这场不受大自然约束的“旅途”
上，葛藤将自己夸张的生长天赋，展露得
淋漓尽致——一株葛藤可以分出 60 个枝
杈，呈放射状泼辣辣地伸胳膊伸腿。每个
分杈每天赛跑似地爬出 5 到 10 厘米开外，
一个生长季节攀爬近 50 米，总长度接近
3000米！

换个说法，50 万亩的葛藤，十年后，
已经翻了个儿，把一百万亩的土地，以及
土地上的一切，用自己的绿荫，遮盖得密
不透风。

葛藤的生长速度到底有多快？幽默的
美国人这样调侃：栽种葛藤的人，封土之
后必须跑步离开，否则，葛藤的藤卷，会
缠绕上园艺师的腿，迅速把园艺师变成它
的藤架。

葛藤撒腿撂欢，长得是真尽兴。可它
笼盖下的其他植物，却遭了殃——没有了
阳光，没有了立锥之地。

似乎是一眨眼的功夫，人们惊恐地发
现：原本恩泽大地的藤蔓，突然间变成了

“绿魔”，它的胃口超强，轻而易举地吞下
了森林、山石以及它所触及的一切。目力
所及，只剩下一个个“绿茧”。

到上世纪70年代，葛藤占领了密西西
比、佐治亚、亚拉巴马等州283万公顷的
土地，演变成“美丽的”灾难。而此刻，
人们已经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力。1954年，
美国联邦农业部已经把葛藤从推荐植物的
名单上划掉，开始转向研究如何控制和消
灭葛藤了，然而结果却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人 类 有 意 无 意 打 开 的 “ 潘 多 拉 魔
盒”，不是轻易就能够关上的！

改观：花枝茎叶样样有用

和葛藤的情况类似，原产于南美的仙
人掌，当初被当作观赏植物引进澳大利亚
后，没料到它们迅速蔓延开来，飞快占领
了澳大利亚2500万公顷的牧场和田地，人
们用刀切、锄挖、车轧，均无济于事；
200年前，澳大利亚从欧洲引进了几只家
兔供人观赏，在一次突发的火灾中，家兔
逃出木笼变成了野兔，不到100年，野兔
的身影已经遍布澳大利亚，成了破坏庄
稼、与牛羊争食牧草、影响交通安全的祸
害……

是葛藤、仙人掌和兔子，错了吗？
不。始终生命力旺盛的葛藤、仙人掌

和兔子，都没有错！
假如，它们没有到过缺乏天敌和寒冬

控制的异国他乡，假如，当地政府没有极
力鼓吹单一种植，“潘多拉魔盒”就不会
打开。

我国也是葛藤的故乡之一。葛藤从
《诗经》 中人们喜爱的麻衣植物，转变成
为我国南方所谓的绿色“杀手”，也仅仅
是近十多年的事情……

在我国苏州、武汉、宜昌、深圳等
地，葛藤的性格突然间变得暴虐，该归
咎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尤其是气候变
暖：冬天不像原来那样寒冷——遏制葛
藤生长的控制因素缺失。加上封山育
林，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进山砍葛藤
（叶子用来喂猪、藤蔓用来编织藤椅） 的
人几乎没有了。繁衍、控制和利用的动
态平衡一旦打破，再美好的东西，也扭
曲变性了……

滤过“绿魔”“杀手”和“潘多拉魔
盒”的碎片，重新审视生命力超强的葛
藤，会不会脑洞大开呢？

城市中的楼房、广场、立交桥，可不
可以穿上葛藤的绿色外衣？

用葛藤治理荒沙、水土流失和雾霾，
可以吗？

既然花、枝、茎、叶样样有用，为何
不逐一开发利用？……

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在我眼里，葛藤依然是《诗经》里那

个葛藤。三片心形叶子组成一枚枚复叶，
在艳阳下圈出片片绿荫。初夏，当紫红色
的花冠像一群群蝴蝶开始翩跹时，空气里
便有甜丝丝的香味弥漫开来。

但愿不要有意无意干涉大自然千百年
来建立起来的生态平衡，哪怕是对待一株
不怎么起眼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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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藤 如 何 成 长 为 绿 色 “ 杀 手 ”
□□ 文/图 祁云枝

科普时报讯（记者李
苹）从展品到环境的全面
创新升级，沉浸式、多感
官的互动体验方式，中国
科技馆历时3年精心打造
的“地球”和“能源”两
个展厅，4月30日同步全
新亮相。其在传播科学知
识的同时，更加注重战略
宣传、精神引领、情感触
动、理性思考。

在茫茫宇宙中，地
球只不过是一粒微尘，
而它却是我们人类唯一
的家园。走进“地球”
展厅，你可以感受到的
是地球生态环境的变化
与 人 类 命 运 的 息 息 相
关。直径 4.5 米球冠屏呈
现的大型展品“蓝色星
球”，带你在须臾间仿佛
穿越浩渺宇宙，感受地
球的壮美、感悟生命的
多 彩 、 领 略 文 明 的 璀
璨；在“自然之力”碗
幕剧场营造的沉浸式环
境中，你可以身临其境
感受地球内部的磅礴力
量，在亿万年间对地球
的塑造，或剧烈、或缓
慢、或壮观、或苍凉；
机器人“优优”组织的

“守护地球我是行动者”
开 放 研 讨 会 正 虚 位 以
待，你可以召集小伙伴
们，针对地球生态环境
等问题畅所欲言……

能源对于人类社会意
味着什么？离开能源我们
能生存多久？能源的未来
该何去何从？自从钻木取
火点燃了人类文明之光，
能源就一直伴随着人类不
断向前发展。

在“能源”展厅，你
即将开启一段探索之旅。
触摸“能源印记”，可以
了解能源伴随人类文明进
程的时代变迁，领悟“碳
达峰”“碳中和”的重大
意义；驾驶“能源与环
境”号时空飞船，沉浸式
感受历史上典型的能源影
响环境事件，知往鉴今；
也可以实时连接我国高分
卫星，近距离触摸自然的
脉 动 ； 踏 入 “ 绿 色 之

家”，追随节能低碳生活的时代风尚；体
验“华龙一号”如何抵御飞机撞击、海
啸和地震，你一定为这张走向世界的

“中国名片”而骄傲；你还可以在“风电
安家”“阻挡射线谁最强”“能源天平”
等展品的探究中，找寻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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