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荔宫”，火了！
10 月 15 日，为期五天的 《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 （COP15）
圆满落幕，但是以“扶荔宫”温室群为核心
的 COP15 生物多样性体验园，却成了来自
各国嘉宾心中独具特色的一道靓丽风景，令
人称奇不已，恋恋不舍。

“扶荔宫”究竟有什么来历？缘何被称
为世界植物王国的浓缩精华园？这里都有哪
些神奇植物？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
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昆明植物园科普宣传主管陈智发，带
领大家一起踏上植物世界的奇妙之旅。

世界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温室

“扶荔宫”以种有荔枝而得名，是世界
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温室。汉武帝时期（公
元前111年） 曾建于上林苑中，用于栽种南
方佳果和奇花异木。1986年，我国著名植物
学家吴征镒院士，借用此典故命名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新建的这所温室群为“扶
荔宫”。

“扶荔宫”总占地面积约35亩，包含了
主体温室、隐花植物馆、兰花馆、食虫植物
馆和草木百兼馆。目前，已保存特色植物达
2500余种。

“温暖潮湿的适宜环境，再加上充分的
光照，让植物在这里肆意生长。”孙卫邦介
绍说，扶荔宫内集纳了全球多种珍稀植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 31 米的主体温室，
为世界上最高的透明温室，拥有多种高山热

带珍稀植物，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也通过此处
展现的淋漓尽致。

呈螺旋状设计的主体温室，是扶荔宫的
核心体验区，收藏植物达 1800 多种，和扶
荔宫得名有关的荔枝就栽种于此。

另外，热带水生植物、热带水果、热带
雨林植物和热带荒漠区植物也跨地域“齐聚
一堂”。不容错过的扶荔宫镇馆之宝，王莲
就生活在此。

陈智发介绍说，王莲的莲叶直径可达3
米，强大的浮力能把一名体重为 70 公斤的
人承载其上。

作为美洲雨林的主要代表之一，王莲
是荷花和睡莲的近亲，一只只浮在水面上
的翠绿色大玉盘，因为有了散架状的叶
脉，而拥有巨大的浮力。“由于王莲叶背
面带刺，连鱼儿都怕它”。陈智发说。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神奇的味觉“魔术
师”——神秘果。陈智发称，神秘果之所以
神秘，关键在于果实内含有一种特殊的蛋
白，能抑制舌头对酸味的感觉。

需要注意的是，假如你吃了神秘果，再
去挑战吃苦瓜、辣椒，魔法则会失灵。

生态系统最开始的地方始于石头

你知道生态系统最开始的地方在哪？最
早登上陆地的拓荒者又是谁？与恐龙齐名的
活化石呢？滇金丝猴最爱吃哪种植物？答案
就在隐花植物馆。

陈智发解释，所谓隐花植物，其实就是
没有花的植物，包括藻类、地衣、苔藓和蕨

类植物。
其中蕨类植物，不仅有高大的，也有矮

小的，既能在地生长，还可在树上存活，尽
管它们形态各异，但都是植物界千奇百怪和
丰富多彩的一个体现。

陈智发指着一块长有浅斑色植物的石头
称，这就是生态系统最开始的地方。其上是
地衣类，旁边点缀着绿色的“星星”，则是
苔藓，它可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第一批从海洋
成功登陆的先驱，那时陆地还都是由岩石组
成，并没有土壤，地衣和苔藓就成了大自然
的拓荒者。

在地衣中的“明星”叫长松萝，呈枝
状。陈智发指出，严格上来说，长松萝并不
是一种植物，它是属于真菌和藻类的一个共
生体，为滇金丝猴最爱吃的植物。

而在苔藓里，最有名的当属泥炭藓，它
在沼泽地带非常潮湿的环境下，会形成很厚
很厚的苔藓层。

“在二战的时候，由于缺乏棉花和纱布
来止血，所以很多时候士兵会用这个泥炭癣
敷伤口。”陈智发说。

嫩叶卷曲、看似拳头的植物，名为桫
椤，是一种木本的蕨类植物，在我国有的
地方称拳菜，比如在云南，其嫩叶叫龙爪
菜。

“桫椤最早出现在3.6亿年前，和恐龙出
现在同一时期，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陈
智发介绍说，新西兰人非常热爱桫椤科植
物，就算是不开花不结果，依然把桫椤科植
物银蕨列为国花。

新生植物殿堂或将向公众开放

植物看起来安静而被动，其实它们也有
活跃的一面。

来到食虫植物馆，各种奇形怪状的叶
片，竟然是捕捉小动物的有效装置。

“因为它们大多生长于贫瘠的环境，极
度缺乏氮元素等物质，所以进化出了特殊的
捕食和消化结构。”陈智发以猪笼草为例，
讲述了其是怎么捕食昆虫的？

猪笼草，有的身形小如指甲盖儿，有的则
可以达到30厘米。据了解，全世界的猪笼草有
100多种。食虫植物馆里约有50多种原生种。

陈智发介绍说，猪笼草的笼子内壁光
滑，能分泌一些蜜糖，除了吸引小虫子外，

还能捕到老鼠，原因在于蜜糖含有麻醉功效。
在食虫植物中，既有守株待兔的“战略

家”，也有主动出击的“勇士”。捕蝇草就是
其中之一。

陈智发称，捕蝇草的中间有三根刚
毛，一旦猎物触碰到其中两根，捕蝇草会
在 0.1 秒做出反应，之后开始分泌富含盐
酸的消化液，但要完全消化这顿美餐可能
需要十天。

作为科学内涵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研究、
保护与科学教育基地，“扶荔宫”这个新生的
植物殿堂，在两千年后大有不同。

相信未来，科研人员还会将扶荔宫打造
成物种更加富集、特色鲜明、景观多样的现代
化的温室群，今后也将会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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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8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发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的伟大号召，为新时期加强黄河治理和保
护指明了方向。

自古以来，黄河保护和治理是事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
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治理开
发黄河极为重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沿黄军民和黄河建设者开展了大规
模的黄河治理保护工作，在黄河上建立
了多处大坝、电站，一步步将黄河变身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小浪底水利枢纽
就是其中一个。

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河南省济源市、
洛阳市孟津区边界，是黄河治理开发的关
键控制性工程。它控制着黄河92%的流域
面积、91%的径流量和近100%的泥沙，以
防洪、防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
溉、发电，不仅是中华民族治黄史上的丰
碑，也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最具标志性的
杰作之一。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
也是一条桀骜难驯的忧患之河。黄河径流
泥沙含量世界居首，大量泥沙淤积在下游
河床上，形成地上悬河，每当汛期来临或
突发洪水，极易决溢改道。据文献记载，
从先秦到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黄
河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其中
重大改道5次，影响北达天津、侵袭海河
水系，南抵江淮、侵袭淮河水系，纵横25
万平方千米，水患所至，“城郭坏沮，稸
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虽然从
大禹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对治河进行了
不懈探索，但黄河屡治屡决的局面始终没
有得到根本改变，直到这一千古难题历史
性地交到中国共产党手中。

1946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冀鲁豫
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1952年，毛泽东

主席亲自视察黄河，发出了“要把黄河的
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在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沿黄军民和黄河建设者开展了大规
模的黄河治理保护工作，建设了三门峡等
水利工程。就在三门峡大坝建设期间，一
场暴雨让人们意识到，仅靠三门峡不足以
保证黄河下游的安澜。为防御下游特大洪
水，小浪底建设被提上日程。

195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进驻小浪底
坝址开展勘探和测量。历经30多年的勘探
设计和论证研究，1991年9月，小浪底水
利枢纽开始前期工程建设。赶工截流、下
闸蓄水、20万人移民动迁……经过数十年
的奋斗，2009年4月，小浪底水利枢纽工
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多项纪录开创人间奇迹

小浪底工程规模宏大，工期紧迫，
地质条件复杂，运用要求严格。尤其是
存在着工程泥沙问题，以及坝址软弱泥
化夹层、左岸单薄分水岭、顺河大断
裂、右岸倾倒变形体等工程地质难题，
更加大了工程的施工难度。面对前所未
有的困难，施工人员积极引进、应用、
创造了新的设计、施工技术，成功完成
了这一工程的建设，创造了多项世界纪
录。最值得称道的是，在不足 1 平方千
米的单面山体内，上下左右、纵横交错
地开挖出了 108 个洞室，构建了当时世
界上地下洞群最密集的水利工程。

人工“清洗”黄河，是小浪底凝聚
中国智慧的创举。黄河调水调沙从 2002
年开始，借助自然的力量，依靠大型水
库的人工调节，通过调控水库泄水，把
淤积在黄河河道和水库中的泥沙随河水
一起，适时送入大海、冲刷河床，从而
减少库区和河床的淤积，让地上悬河不
再抬高，增大黄河干流主槽的行洪能
力。这项“黄河调水调沙理论与实践”
技术，获得了 201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建成至今，小浪底水利枢纽已先后有
效应对 2003 年黄河“华西秋汛”洪水，
2005年和2011年秋季黄河中游洪水，2012
年、2018年和2019年全汛期流域洪水等，
黄河下游已连续20年安全度过伏汛期。

“北国山水好风光”

小浪底水利枢纽打破了“河淤堤高，
人沙赛跑”的险局。小浪底与黄河干支流
水库群联合调度，能有效缓解黄河下游洪
水威胁，将黄河下游防洪标准从60年一遇
提高到千年一遇；可滞拦上游泥沙 78 亿
吨，使黄河下游河道的河床在近20年时间
里，都不会因为堆积的泥沙而抬高，从而
为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和下游河道治理创造
了20年的宝贵时间；利用人造洪峰，冲击
下游河道的泥沙，起到稳定河道作用，黄
河也变得越来越安全。

不仅如此，工程投入运营以来，在流
域机构的科学调度下，基本保证了黄河下
游不再发生断流现象，有效改善了下游供
水条件和生态环境。小浪底水库利用调蓄
水量实施引黄济津、引黄济青、引黄济
淀，实现黄河跨流域调水，提高了北京、
天津、河北等地区的用水保障率。水库可
多年平均增加下游年调节水量17.9亿立方

米，从而提高了下游4000万亩耕地的灌溉
保证率，也改善了下游城市的供水条件。
地下厂房内安装6台30万千瓦混流式水轮
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80万千瓦，多年
平均年发电量51亿千瓦时，是河南电网中
理想的调峰电站。

以往谈之色变的汛期，如今已成为这
里的一张“金名片”。小浪底调水调沙
时，黄河激流从坝上的洞群喷涌而出，大
浪滔天，巨瀑飞泻，生动呈现了“黄河之
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丽景
观，由此应运而生的中原看海——黄河小
浪底观瀑活动也盛况空前，吸引着不远万
里而来的游客。水库蓄水后在大坝上游所
形成的浩渺水面、曲折河巷与雄伟山势竞
相生辉，构成了“北国山水好风光”，并
借此开发建设了大坝区、柏崖山、红崖
山、黄鹿山等20多个观光风景点，带动了
新的旅游产业的发展。

（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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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重大水利工程

航拍乌东德枢纽区施工全景 许健 摄

小浪底全景小浪底全景

陈列于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马门溪龙
（化石骨骼） 曾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吃
货”。它全长26米，光脖子就有13米，加
上嘴巴较小，每次吃到嘴里的食物要经过
好长时间才能到达胃。因此，它一天中有
20个小时都是在不停吃东西，活着的时候
体重超过60吨。

日前，北京自然博物馆科学研究部王
建艳副研究员给前来参观的内蒙古呼伦贝
尔阿伦山小学的同学们上了一堂关于生物
多样性的科普课。“化石在形成和挖掘过
程中会有一些遗失，眼前这个马门溪龙化
石出土于我国四川省井研县，其真化石率
达到90%以上，可以说是恐龙化石中的精
品。”

动画片《小猪佩奇》中的弟弟乔治是
个恐龙迷，现实中，不少来北京自然博物
馆观展的小朋友们也对“恐龙”情有独
钟。透过一个个化石，人们似乎又看到了
已经灭绝的生物生活在地球上的场景。

“严格来讲，恐龙在今天还没有完全
灭绝。”王建艳微笑解释：“恐龙的一个分
支演化成了鸟类。鸟类是恒温动物，它有
羽毛能够保持身体恒温，对环境的适应性
就更为广泛。”为了让同学们对生物多样
性有更为直观的感受，王建艳带领大家走

进了“动物——人类的朋友”展厅。
王建艳首先给大家介绍了生物多样性

的定义，生物多样性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多
种多样活的有机体 （动物、植物、微生
物） 有规律地结合所构成稳定的生态综合
体。生物多样性可分为三个层次：遗传多
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这是一幅生物进化树吗？”一位同学
指着类似一颗树的示意图问，王建艳解释
道：“这是五界分类系统示意图，即将生
物分成了五大界：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
界、真菌界、植物界、动物界。五界分类
系统由美国生物学家魏泰克 （R.H.Whit-
taker） 在1969年提出，是具有系统进化意
义的分类系统，反映了生物进化的3个阶段
和多细胞阶段的3个分支：原核生物最初级
阶段、原生生物的单细胞、真核多细胞阶
段，以及植物界、动物、真菌界。

接下来，王建艳以“生命的演化”为
主线，结合展厅的标本，给同学们讲解了
动物的物种多样性。从单细胞到多细胞，
从无脊椎动物到有脊椎动物，一个物种的
诞生，看似平淡无奇，却蕴藏着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王建艳告诉大家，生命起源于
海洋。最原始的原生动物是由单个细胞组
成，个体很小，只能在显微镜下观察到。

海绵动物被认为是今天所有动物最直接的
祖先。在茫茫大海中，生活着一种奇特的
多孔海绵生物，叫“偕老同穴”。这个物
种的名字与一种名为俪虾的小虾有关。小
虾幼年时候常一雌一雄地躲到这种海绵的
中央腔里，并在其内的海水里获得食物。
待长大后，身体无法从海绵的孔隙里出
去，便一直生活在海绵中央腔里，直到双
双死去。“生同衾，死同穴”，便是“偕老
同穴”这一浪漫的名字的由来，这也反映
了生物之间的共同栖息现象。

各种各样的动物使我们的地球生机盎
然，富有趣味。人类的进化与发展、生存
环境的改善、文化艺术的创作、饲养动物
的繁育、科学思想的启迪、医疗水平的提
高等等，都离不开动物。然而，世界的生
物多样性正在迅速消失之中。近五十年
来，世界人口猛增，消耗了地球上大约1/
4-1/2的生物生产力，人类成为地球38亿
年生命历史中史无前例的优势物种，人口
的爆炸性增长对大多数物种造成了持续的
威胁，最严重的生态问题就是生物物种的
灭绝。

迄今为止，历史书上已经记载了五次生
命大灭绝，造成了大量物种的消失。目前，
世界上还有1/4的哺乳动物、1200多种鸟类

以及3万多种植物面临灭绝的危险。据统
计，全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每小时有
3个物种灭绝。如今，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
比正常自然灭绝的速度快了100倍到1000
倍。以目前物种的灭绝速度看，科学家们认
为，地球或已面临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每一种动物在生态系统中都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维持着
一种动态平衡。任何物种的灭绝将会带来
无法预料的损失。”王建艳举例称，渡渡
鸟是仅产于印度洋毛里求斯岛上一种不会
飞的鸟。这种鸟在被人类发现后不到 200
年的时间里，由于人类的捕杀和其他人类
活动的影响彻底绝灭。渡渡鸟从发现到消
失，如“昙花一现”令人惋惜。它的灭绝
之殇，值得引起人们对世界物种多样性保
护的重视。

在展览的尽头，有几个惊叹号造型的
显示屏，密密麻麻记载了世界上的濒危物
种，提醒大家保护生物多样性刻不容缓。

一只鸟的远行，一朵花的盛开，一粒
种子的传播，都蕴藏了无数生命的奥秘。
每个人对生命的态度是生物多样性能否持
续的关键。人类不是大地的主人，反省我
们的行为，重新定位我们的角色，从尊重
关怀所有生命开始。

尊 重 所 有 生 命 成 就 地 球 和 合 之 美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2500余种特色植物，31米的世界上最高透明温室，既包含了我国重要的珍稀植物，也有全球各地
的代表性植物种类，还是科学内涵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与科学教育基地。

从 这 里 踏 上 植 物 世 界 的 奇 妙 之 旅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日前，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第
六次评估报告 （AR6） 第
一工作组报告 《气候变化
2021：自然科学基础》（以
下简称报告） 指出，人类
的影响可能增加了复合极
端天气事件发生的概率。

“从第一次评估报告到
本次报告，人类对于气候
系统变化的科学认知在不
断 加 深 。” 10 月 19 日 ，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
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指
出，在全球变暖过程中，
人类活动的影响逐渐被量
化，人类活动的证据在区
域尺度上也在不断进步。
尤 其 是 从 1750 年 左 右 以
来，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
主 要 是 由 人 类 活 动 造 成
的。

报告称，自 1850-1900
年以来的全球温升主要归
因于人类活动，与人类的
影响相比，气候系统内部
的一些变化，以及太阳活
动、火山活动在数百年增
暖当中的贡献，几乎可以
忽略。

“与以往报告相比，本
次报告中极端天气、复合
型极端事件等气候系统其
他变量变化，受到人类活
动影响的归因信度有所提
升。”翟盘茂说，不容置
疑的是，人类活动的影响
使大气、海洋、冰冻圈和
生物圈发生了广泛而迅速
的变化。

目前，全球地表平均
温 度 较 工 业 化 前 高 出 约
1℃。从未来 20 年的平均
温度变化预估来看，全球
升 温 预 计 将 达 到 或 超 过
1.5℃。在考虑所有排放情
景 下 ， 至 少 到 21 世 纪 中
叶，全球地表温度将继续
升高。

由此可见，气候正在
迅速变暖，而且这种增暖
是全球性的。翟盘茂介绍
说，这种增暖相当于全球
每个地方都要升高 1℃左
右，而且陆地上增暖要远
远大于海洋。

升温速度快，不仅限
于温度指标，二氧化碳浓
度已从工业革命前 280ppm
左右达到 2019 年的 410ppm
左右，到 2018 年海平面全
球平均上升约 20 厘米。

与第五次评估报告相
比，此次报告对当今气候
变化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更
早时期，二氧化碳浓度变
化从高于 80 万年前水平追
溯到高于 200 万年前水平，地表平均温度从
1400 年以来的最暖 30 年追溯到 2000 年以来的
最暖 50 年。

也正因如此，所有的证据更加清晰表明
——近 50 年的增暖在过去两千多年来前所未
有。

翟盘茂表示，预计全球持续变暖将进一
步加剧全球水循环，到 2100 年，一半以上的
沿海地区所遭遇的百年一遇极端海平面事件
将会每年都发生，与极端降水叠加，使得洪
水更为频繁。

针对日益加重的极端事件影响需尽早部
署好防灾减灾工作，翟盘茂称，要完善气候
系统综合站网建设，提高对气候变化规律和
机理的认识。此外，还要以积极心态参加国
际气候变化科学活动和气候变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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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捕蝇草，右图为猪笼草。 陈智发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