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耳鹎是我国南方常见的一种鸟类，但在北方则很少。曾
于圆明园散步，偶然相遇，赶紧拍摄留念。今日画下来，查

《北京鸟鉴》得知，红耳鹎属于逃逸鸟（留鸟）。
关于逃逸鸟是这样解释的：“逃逸鸟是指根本不是本地自然

分布、不应有的鸟种，而是在饲养、运输、贩卖过程中逃逸或被
放生的鸟。它们有可能因不适应环境而消失，也有可能生存下去
并建立起稳定的种群，成为外来入侵物种 。这也是人类对环境的
一种影响方式。”

红耳鹎很有特色，头顶有耸立的黑色羽冠，眼下后方是红
色的羽簇，因而得名。耳后一红斑，尤为明显。与耳后红斑相
呼应的臀部，也是红色。从画上来看，以为红耳鹎的尾巴短，
其实还是比较长的。

红耳鹎也有一些俗名，称之为高鸡冠、高冠鸟、高髻冠、
黑头公 、高髻郎等。在分类学上隶属于雀形目、鹎科 、鹎
属。分布于我国西藏东南部、云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南
部、广东，以及印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等国和中南半岛
等地。所以，在北京偶尔
遇到，实属幸运。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
哲学与科学史教授，博士
生导师，曾兼任中国自然
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对于陆地上的蜗牛，人们并不陌生：
肉嘟嘟的腹足背着一个螺旋形的小房子，虽
然有着万千的舌牙，却害怕阳光，喜欢在阴
雨绵绵的时候出来东游西逛。然而，还有另
一种蜗牛，它们身披“铁铠甲”，守护在印
度洋深海“热泉”附近，面对2000多米深
的水压和400摄氏度的高温却毫不畏惧。

这种蜗牛叫鳞角腹足蜗牛。其腹足布
满数以百计的含铁鳞片，还拥有三层外
壳，其中最外面是一层厚度约 30 微米的

“镀铁”物质，由铁的硫化物组成；最内侧
由钙化的碳酸盐矿物霰石组成，厚度约250
微米；而中间则为柔软的有机层，厚度约
150 微米。这种像夹心饼干似的“铠甲”，
就是子弹也打不穿它！

鳞角腹足蜗牛之所以能成为“铁蜗
牛”，其实与它有许多好伙伴有关。

一类伙伴是鳞角腹足蜗牛腹足外表附

生着的ε-变形菌和δ-变形菌两类细菌，
促进它们生长的是鳞角腹足蜗牛分泌的一
些有机化合物，而这些细菌在新陈代谢时
产生的矿物质就成了蜗牛的鳞片。

另一类伙伴则生活在鳞角腹足蜗牛体
内，主要分布在食管腺体中。鳞角腹足蜗
牛的食管腺体积比其他蜗牛体内的腺体大
1000倍。正是这些腺体内的共生细菌为其
提供了充足能量，使它能长到4.5厘米，而
那些没有这样共生菌的蜗牛却只能长到1.5
厘米，甚至更小。

更奇怪的是，当年，生物学家在类似
环境的三个地点发现了鳞角腹足蜗牛，其
中两个地点的个体呈深色 （外壳还具有磁
性），另外一个地点的个体则呈白色（外壳
没有磁性）。根据遗传学分析的结果，这些
蜗牛都属于同一个物种。经过研究，出现
这种情况的原因同样与鳞角腹足蜗牛的共

生菌有关，黑色变种的蜗牛体内具有一些
白色变种所没有的细菌。

由此可见，鳞角腹足蜗牛的生长与它
的共生细菌，关系密切。

其实，共生关系是自然界中最普遍的
一种关系，可以实现双赢，对彼此都有益
处。就像海洋中的海葵和小丑鱼，小丑鱼
因为体色艳丽经常惹来杀身之祸，而海葵
属腔肠动物，由于行动缓慢捕食困难，经
常要饿肚子。于是，二者在生活中就形成
了一种共生关系，小丑鱼每天都会带来食
物与海葵共享，而当小丑鱼遇到危险时，
海葵会用触手向攻击者射出毒液或用自己
的身体来保护小丑鱼。它们彼此互相帮
助，互惠互利。

同样，人类与一些生物也有共生关
系。据了解，人类身体内的细菌数量多达
100万亿个，比人体细胞要多得多。它们大

多数是有益菌，存在于消化系统，尤其是
在大肠里，原因在于一方面，温暖湿润的
脏器为它们提供相对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
以及丰富的营养物质；另一方面，这些细
菌会参与食物的消化代谢，抵御有害菌
种，有助于人体健康。

鳞角腹足蜗牛和共生菌的合作将共生
关系发展到一个新境界。之前，人们已发
现许多会“吃”金属的细菌，它们可以吃
铜、吃锰、吃金……于是人们开始研究如
何利用这些细菌来开采一些贫矿。而现在
鳞角腹足蜗牛的发现和研究显示：共生菌
不仅能共生共存，而且还能创造新物种、
新形态。所以，顽强的生命不仅要会“以
柔克刚”，还应该有一颗包容的心，选好伙
伴，与其共生，相得益彰，这样，再柔弱
的生命也有可能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钢
铁侠”！

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预计今年冬
季会发展成一次弱到中等强度的拉尼娜事件。

“拉尼娜”到底是什么？拉尼娜事件是
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异常出现大范
围偏冷、且强度和持续时间达到一定条件的
冷水现象。

从历史数据分析来看，在多数拉尼娜事
件达到盛期的冬季，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动
比常年更加频繁，且强度偏强，我国中东部
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概率较大。
那么，今年冬季会不会发展成冷冬？

气温偏冷并不是冷冬

11 月 4 日，在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副主任赵会强称，今
年受拉尼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偏冷，预
计今年冬季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2 月），
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动频繁，势力偏强，中

东部地区气温总体以偏冷为主，季节内冷暖
波动大；降水总体呈北多南少分布，其中黑
龙江东部、黄河流域中部及华北西部、新疆
北部等地偏多2～5成。

具体来讲，从气温角度看，预计 11
月，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北部、西
藏、西南地区西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其中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西藏
南部等地气温偏高 1～2℃；全国其余大部
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低，其中新疆
北部和东部、内蒙古中西部、江南中部和
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甘肃北部等地气温
偏低1～2℃。

而降水方面，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
北部和中部、江南大部、华南西北部、西南
地区大部、西藏东部、青海南部、新疆北部
等地降水偏多，其中江南中部和西部、西南
地区南部等地偏多 2～5 成；全国其余地区

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其中黄淮大部、
新疆西部和南部等地偏少2～5成。

今年究竟是不是冷冬？对此，国家气候
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解释说，偏冷跟冷冬概念是
不一样的。偏冷是讲气候平均而言气温偏低还
是偏高，但是冷冬则有一些严格的阈值标准。

贾小龙介绍，判定冷冬的基本要素为冬
季三个月的平均气温，在空间上分为单站、区
域和全国三个等级。其中，单站平均气温距平
小于等于标准差的-0.43倍就定义为单站冷
冬，如果冷冬站数超过区域总站数的50%，则
定义为区域性冷冬，如果冷冬面积超过全国有
效面积的50%，则定义为全国性冷冬。

“冷冬的标准与气温偏低的程度和范围均
有关系。”贾小龙称，冷冬更多是对于冬季气
候状况或者是气温状况的综合评估和判断，
预计今年气温偏低的可能性比较大，但能不
能达到冷冬的标准还是要根据标准来看。

影响气候变化的不仅仅是拉尼娜

拉尼娜年的确存在偏冷的概率比较多，
约是偏暖概率的两倍。但不是每个拉尼娜年
的冬季平均气温都偏低。

令人记忆深刻的 2008 年南方低温雨雪
天气，就与复杂的气候因素有关系。

“一方面是由于冷空气比较频繁，另一
方面是水汽输送条件非常好，所以 2008 年
出现了持续比较长时间的雨雪冰冻天气。”
贾小龙说，从今年的预测来看，我国南方的
水汽条件不如 2008 年，发生大范围、持续
性低温雨雪冰冻的可能性较小，但在西南地
区东部和江南西部可能出现阶段性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过程，需针对可能出现的阶段性集
中用电需求等做好应对准备。

拉尼娜事件是否是形成目前“北涝南
旱”的原因？对此，贾小龙解释说，今年

“北涝南旱”的原因是受到比较活跃的冷空
气活动和偏强偏北的水汽输送共同影响。

他说，2021年夏季以来，欧亚中高纬大
气环流分布导致西北路径冷空气活跃。同
时，来自西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汽输送均
明显偏强，且能输送到我国北方地区，强盛
且持续的南方暖湿气流与北方活跃的冷空气
频繁在北方地区交汇，导致黄河流域和海河
流域降水明显偏多；而长江中下游、江南及
华南等地则在副高的控制下，高温少雨，累
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少，部分地区甚
至发生中到重度气象干旱。

“从更长尺度来考虑，拉尼娜的持久影
响是重要原因。从全球气候来看，全球变暖
也导致北方地区降水有增加趋势。”贾小龙
表示，影响我国气候的不仅仅是拉尼娜，还
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因素。今后还将密切监视
海洋、积雪变化等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化。

在珊瑚礁的缝隙或洞穴中，生活着
一类美丽而贪婪的捕食者——裸胸鳝。

裸胸鳝属是鳗鲡目中种类最为繁多
的一属，属于海鳝科；也是鳗鱼中体形
较大的一族，有些种类的体长甚至可达3
米。它们的分布非常广泛，在太平洋、
印度洋，以及大西洋温暖的珊瑚礁海
域，均能见到它们的踪影。

裸胸鳝光滑无鳞，一层厚厚的黏液
保护着它们细长而肌肉紧实的身体。它
们一般体色绚丽，犹如披着一件点缀了
漂亮斑带或网纹的绸缎袍子。它们没有
胸鳍和腹鳍，但是背鳍、臀鳍、尾鳍较
发达且相连。猛一看，裸胸鳝不像是鱼
类，而更像是蛇。由于身体细长，它们
可以灵活地钻入岩礁或珊瑚礁缝隙、石
砾堆、甚至沙底，将头探出洞外，伺机
捕捉猎物。

裸胸鳝平时一副懒散羞怯的样子，
可一旦它们张开嘴巴，露出锋利的牙
齿，凶残掠食者的本性便暴露无遗。裸

胸鳝的视力很差，捕猎时主要依赖发达
的嗅觉，因此大多在夜间出没觅食。鱼
类、虾蟹等软甲类，以及章鱼等头足类
动物，都会成为它们的盘中餐，甚至有
时它们还会猎食同类。

包括裸胸鳝在内的海鳝大家族，有
着独一无二的猎杀绝技——它们居然具
有“两张嘴”！在它们的喉咙里，还有第
二副颌骨——咽颌。这副颌骨是曲鳃弓
演化而来的，上面同样长满了锐利的
齿。在发现捕食目标以后，裸胸鳝的两
副颌骨独立活动，首先长满利齿的前颌
会迅速将猎物牢牢咬住，随后有力的咽
颌瞬间从喉咙里弹出，死死地咬住猎
物，将其拖入腹中。

另一种奇特的珊瑚鱼——伸口鱼属
于隆头鱼科伸口鱼属，有着与裸胸鳝相
似的捕食机制。它们没有咽颌，但却演
化出了鱼类家族中伸缩性最强的嘴。其
分布于太平洋以及印度洋的热带海域，
平时主要以小型的鱼类和甲壳动物为食。

伸口鱼的上、下颌具有极强的伸缩
性，能够迅速而精准地捕食远处的猎
物。它们极度延长的上颌骨架在颅骨
上，而下颌骨则后伸到了鳃的下方，其
间由韧带和很多骨骼相连，构成了一个
复杂而灵活的“伸缩支架”，上面覆盖着
有弹性的膜。当伸口鱼捕食猎物时，
上、下颌骨一起伸出，突然增加的体积
所带来的负压会将猎物吸入口中。

无论是裸胸鳝独树一帜的两副颌骨
的构造，还是像伸口鱼那样在自身嘴巴
伸缩性上下功夫，这“长长”的一吻，
最终都将猎物送向了死亡。

（中国海洋大
学-中国科普研究
所海洋科普研究中
心和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海洋科普专业
委员会供稿）

死 亡 之 “ 吻 ”
□□ 续续 展展

左图为裸胸鳝，
右图为伸口鱼。

图片来源：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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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活动频繁，强度大，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拉 尼 娜 来 了 ， 今 年 会 是 冷 冬 吗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风 云 三 号 黎 明 星 （E
星） 又上“新片”！11 月 4
日，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发布
了风云三号黎明星第三次观
测图像，本次主题为“黎明
星看地球”。

黎明和黄昏，是一天中
地 球 辐 射 变 化 最 快 的 阶
段，容易引发灾害性天气。

“风云三号黎明星微光
云图可在黎明、黄昏和夜
间月光等弱光条件下对全
球进行高分辨率观测，提
供云、地表、海表结构特
征。”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
主任张鹏介绍说，这不仅
方便预报员会商以及数值
天气预报模式使用，还有
助于提高灾害性天气监测
与预报能力。

张鹏称，本次发布的图
像和动画均来自风云三号
黎明星搭载的微光型中分
辨率光谱成像仪观测的图
像和产品。展示了由黎明
和黄昏时段气象卫星 从太
空观测到的云图和城市灯
光。

以黎明星在黄昏时刻拍
摄 到 的 南 美 洲 大 陆 为 例 ，
在南美大陆的西边太阳依
旧照耀大地时，受午后下
垫面加热影响，南美洲北
部亚马逊雨林上空则可见
大 量 的 积 云 和 积 雨 云 发
展 ， 这 些 对 流 云 排 列 密
集 ， 宽 大 的 云 砧 彼 此 相
连，在微光云图上呈白亮
色，云顶高低起伏，局部
区 域 可 见 突 起 的 上 冲 云
顶，表征着这些区域下方
对流仍然在旺盛发展。

与此同时，南美大陆的
东边太阳已经下山，已是
灯火通明，城市的灯光在
夜晚熠熠生辉。里约热内
卢、巴西利亚、圣保罗等
巴西大城市清晰可见。

“东西两侧的光亮度差
异达到百万倍，但黎明星
的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最
大特点就是既能看清白天
的景象，又能看清百万分
之一光照条件下弱光下夜晚的灯光图像。”张
鹏说。

再把目光转向夏季极昼弱光下的北极，在
北极圈附近，黎明星可以观测到微光状态的极
地图像。极地气旋、格陵兰岛的积雪等清晰可
见。极地高空冷性大型涡旋系统，是极区大气
环流的组成部分。其位置、强度以及移动不仅
对极区，而且对中高纬地区的天气都有明显影
响。

与北极极昼不同，相同季节，南极处于光
照条件变少的区域，处于极夜状态。南半球处
于冬季，昼短夜长，此时黎明星能观测星星点
点的城市灯光。

“这也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业务气象卫星发
布城市灯光产品。”张鹏称，这是黎明星微光型
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遥看地球的典型成果，结合
前两批“黎明星看太阳”“黎明星大气”首图发
布，已经展现出黎明星观测手段丰富、观测时段
独特的应用潜力。

张鹏透露，随着黎明星年底交付使用，将
会有更丰富的遥感产品对外公布。期待黎明星
在填补极轨气象卫星观测空白、提升数值天气
预报等核心业务中实现独特作用，真正成为我
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排头兵”。

共 生 菌 ： 以 “ 柔 ” 成 “ 钢 ”
□□ 张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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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城 偶 遇 红 耳 鹎
□□ 文文//图图 吴 彤

图1：红耳鹎，摄于圆明园。
图2：水彩彩铅画红耳鹎。 吴彤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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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极可见光图像。
（中国气象局供图）

科普时报讯 （记者胡利娟）
11月8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了解到，《湿地公约》 第十
四届缔约方大会将于 2022 年 11
月 21—29 日在湖北武汉举办，
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该国际会议。
此次会议主题为“珍爱湿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会议将落实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审议公约发展战略等重大
事项。

《湿地公约》于1971年2月2
日签署，1975 年 12 月 21 日正式
生效，现有 172 个缔约方。公约
的宗旨是通过地方和国家层面的
行动及国际合作，推动湿地保护
修复与合理利用，为实现全球可
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湿地公
约》 缔约方大会每 3 年召开一
次，由公约秘书处主办，东道国
承办。

我国于1992年加入《湿地公
约》，成为公约第67个缔约方。加
入公约以来，我国与国际社会共
同努力，在应对湿地面积减少、
生态功能退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
采取了积极行动，通过推进湿地
立法、实施《湿地保护修复制度
方案》、指定国际重要湿地、发布
国家重要湿地名录、开展湿地调
查监测和保护修复工程等措施，
全面强化湿地保护管理，不断拓
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全社会
湿地保护意识，获得国际社会的
普遍认可和广泛赞誉。

目前，我国已建立64处国际
重要湿地（其中含香港1处）、29
处国家重要湿地、602 处湿地自
然保护区、1693处湿地公园，全
国湿地保护体系初步建立，湿地
生态状况总体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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