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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圣诞节到了，你看我买了什么？”女
儿手里举着的，是一个小小的塑料袋，包装纸上
赫然写着：魔幻圣诞树。

打开塑料袋，里面有两张圣诞树形状的硬板
纸，纸板上点染着红橙黄绿，还有一个小塑料盒
和一包无色透明的液体。按照说明，临睡前，我
和女儿一起，将两张纸板对插成树的形状，

“栽”进塑料盒中，然后往盒子里注入附带的液
体，被濡湿的纸板，也渗透着我和女儿的好奇，
慢慢地沉入夜色。

第二天一大早，那个小小的塑料盒里，真出
现了一棵别样的“圣诞树”——无数细小的白色
晶体，密密麻麻的从纸板上“长”了出来，挤挤
挨挨，像一堆堆兴致勃勃的雪花。纸板上涂抹颜
料的地方，色彩透过雪堆溢了出来，像是给雪堆
穿上了霓虹衫。此时，圣诞树的“枝干”——那
个硬纸板，几乎看不见了，活脱脱一个彩色雪花
圣诞树。

女儿乐得手舞足蹈，围着它叽叽喳喳，不肯
离去。

我也感觉到有趣，只是这愉悦持续的时间太
短。几天后，一则报道让我心有余悸，说是一些
孩子出于好奇，将鼻子凑上去闻甚至去用嘴巴尝
那神奇的液体——磷酸二氢钾，结果很悲催：有
人头晕、恶心，还有的孩子肚子疼……

唉！这些无良商家，抓住小孩的猎奇心理，
仅仅利用毛细现象让高浓度的化学溶液重新结
晶，就能够轻松赚钱，也不考虑这种化学试剂是否会伤害孩子。

脚步匆匆中，又一个圣诞节临近了，去年圣诞节前这一幕，
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既然，圣诞节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圣诞树上七彩的礼物和童话，也能够带给孩子们快乐，还有上帝
和一些人，需要我们去感恩。那么，我是没理由不郑重对待它了。

一周前，去花市转，在一盆南洋杉前，我不由驻足停留，仔
细查看，这—整棵植物是上小下大的自然塔型。纤细的、翠绿色
的针叶，螺旋状缀满从主干烟花般绽开的小枝上，那一层层、整
整齐齐轮生的枝干，在一群观叶植物中，显得器宇轩昂。嗯，今
年的圣诞树就是它了。当我喜滋滋抱着南洋杉回家时，感觉春天
离我是那样近。待完成悬挂彩灯、铃铛、雪花和小礼品这一系列
工作时，我似乎已经听到了女儿欢快的歌声——苍白平凡的日
子，因了这棵小小的圣诞树，变得多彩起来。

在这个最寒冷的季节里，如果你愿意，家里的地方也允许，
松、杉类这些不知寒冷和疲倦的美丽身影，都可以搬回家充当圣
诞树的。比起商场里随处可见的仿真植物，这些傲霜又有傲骨的
生命，让身处北方的我们，能透过它们的绿叶，感觉生命的坚强
和美好。

松、杉类植物，是我们熟悉的圣诞树种子选手。不知从何时
起，老家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枸骨，摇身一变，成为欧洲人
节日里悬挂欢乐的圣诞树。大家或多或少从圣诞节的明信片中，
从商场里布置的圣诞花环中，已经看到过那个有着艳丽红果和叶
子上长满尖刺的特别身影吧？

枸骨在我国陕西西安也很常见。细看枸骨，是一种非常有意
思的植物呢。

听听它的俗名：老虎刺、猫儿刺、鸟不宿等等，没见过它的
人也该知道枸骨是不好惹的。的确，枸骨让全身上下的每片叶
子，都从边缘伸出6到8枚硬刺，还让叶尖最大的一枚刺齿，反翘
起来。呵呵，剑拔弩张的枸骨，意思明摆着：不愿意和动物们友
好往来——在这个户外绿色稀缺、果实稀缺的冬日，枸骨在用身
上密密麻麻的尖刺，来驱赶贪嘴的鸟儿和四处觅食的小动物呢。

枸骨没有想到，人类也相中了它的红果和绿叶，它的尖刺无法
阻挡人类，反而在圣诞节时为人类悬挂起了快乐和愿望，西方人开
始叫它“圣诞冬青”——哦，多好听的名字。这样的结局，其实也
挺好！大概从此，枸骨一门心思地让红果更艳、绿叶更翠了。

枸骨，肯定也不计较我剪下它缀满红果的枝叶，插在盛水的
花瓶中，然后挂在我家的圣诞树上。

在这个阴霾多于晴天的冬日，枸骨鲜红色的球形果实，在革
质绿叶的衬托下，如同一个个小暖阳，让看到它的人心情豁然开
朗。更难得的，这红润润的果实，会在圣诞、元旦和春节期间，
一直陪伴我们。这大概也是欧洲人选择枸骨做圣诞树的首要原因。

这些天，总想起传说中，天使关于圣诞节的那句话：“年年今
日，礼物满枝。”其实，不用等到圣诞节，也不用等待那个长着白
胡子、穿着大红色衣裤的圣诞老人，在平安夜骑驯鹿悄悄赶来。
从我抱回南洋杉那天开始，我家的圣诞树上，就已经“长”出了
满满的快乐、恩典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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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胡利娟） 12月
18日，中国气象局发布我国第一份国
家温室气体观测网名录，这标志着经
过近40年建设，我国首个温室气体观
测网基本建成，将进一步丰富我国地
面气象观测站布局，提升气候变化监
测评估能力，持续为我国碳达峰、碳
中和行动成效科学评估与碳排放核算
提供数据支撑。

温室气体是引起气候恶化最主要
的大气成分。本次发布的观测网名录
包含 60 个覆盖全国主要气候关键区，
并以高精度观测为主的站点，由国家
大气本底站、国家气候观象台、国家
及省级应用气象观测站 （温室气体）
等组成。其观测要素涵盖《京都议定

书》中规定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
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
化硫和三氟化氮7类温室气体。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温室气体
本底观测的国家之一。中国气象局
综合观测司司长曹晓钟介绍，这张

“网”背后是中国气象局代表中国长
期持续参与世界气象组织大气成分
观测计划近 40 年探索积淀形成的观
测、标校、产品、应用、服务完整
业务体系。

1982年，国内第一个区域大气本
底监测站在北京上甸子投入使用。
1994年，青海瓦里关国家大气本底站
作为欧亚大陆腹地唯一的全球大气本
底站，在海拔3816米的青藏高原上建

立，其监测数据在国际上久负盛名，
我国温室气体观测迈入世界第一阵
营。经过近40年，一系列完整的大气
成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得以建立，
一支院士专家和台站专业技术团队于
一体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在温室气体监测领域，定标尤为
重要。中国气象局还建立了国内第一
家具备 7 类温室气体标校能力的温室
气体实验室，其定标结果已成为国内
各类温室气体观测溯源的“标准尺”，
辐射气象、环境、海洋等多个部门。
标定后，温室气体的研究成果成为联
合 国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PCC） 评估报告、《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UNFCCC） 等联合国文

件出台的重要依据。
“这将是一张影响深远的观测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张小曳介绍，依托长序列数据和
专业人才队伍，2021年以来中国气象局
成立了国家级温室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
估中心，在多个省份设立分中心，建成
我国碳中和行动有效性评估系统，准确
区分全球、区域、城市等不同尺度的自
然碳通量和人为碳通量，为实现“双
碳”目标贡献力量。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
口期。中国气象局将积极对接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促进高精度温室气体监
测仪器国产化，持续推进构建地空天
立体化温室气体监测网。

我国首个温室气体观测网基本建成

水 滴 鱼 ：“ 全 世 界 最 忧 伤 的 鱼 ”
□□ 王谦妮

竹子是极具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
文化价值的自然资源。其枝繁叶茂、四
季常青，毛竹3—5年就可成材，在固
碳减排、水土保持、美化环境等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

根据国土“三调”发布的数据，我
国竹林地面积超过700万公顷。

“多年来，我国竹产业发展取得了
重大成就，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推动
地方经济增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建
设美丽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仍存在
创新能力不强、质量效益不高、资源利
用不充分、政策保障不到位等问题。”
12月16日，《关于加快推进竹产业创新
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专
家组组长、国际竹藤中心常务副主任费
本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目前，我国
竹林地有效利用率仅为40%，还有60%
被“束之高阁”闲置在地里，没有充分
有效利用。

已形成100多个系列，竹产
品成为林业四大朝阳产业

我国竹资源品种丰富、竹产品生产
历史悠久、竹文化底蕴深厚。现有竹子
品种800余种，主要集中分布于福建、
江西、浙江、云南、四川、贵州等20
个省区。

“特别是在我国南方地区，竹子在
人们的生活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费本华介绍说，其不仅广泛应用
在建筑、饮食、装饰、造纸、乐器等各
种领域，也诞生了如竹编、竹刻、竹纸
等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贵州赤水为例，拥有竹林面积
132.8万亩，是“全国十大竹乡”。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在

《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项目三
期（2017-2021）框架下，与赤水世界
自然遗产管理局及国际竹藤组织合作，
开启了赤水竹手工艺可持续生计试点活
动。2019年，试点活动被纳入“非遗+

扶贫”支持框架内。三年来，试点活动
以竹编为切入点，通过开展竹编技能培
训、培养社区竹编传承人群、加强竹编
工坊能力建设等，推动了遗产地乡村社
区生计提升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从竹笋到藤椅，再从竹盐牙膏到竹
文化旅游。竹产品已形成 100 多个系
列，上万个品种，并与花卉、森林旅
游、森林食品一起，成为林业发展中的
四大朝阳产业。

解决“白色”污染，“以竹代
塑”绿色低碳

“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竹子是
无性繁殖为主，必须年年采伐，才有
利于新生，而且越砍越旺，不破坏生
态环境和森林景观。与木材相比，竹
子还不受采伐限额制度的约束。”费
本华称，其能够替代塑料、木材、混
凝土和钢材等用于制造各种耐用产
品。尤其是在全球禁塑寻求解决“白
色”污染问题上，提供了基于自然的
最佳方案。

竹制日用品、竹制家具、竹纤维服
装……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上，各种以竹子为原材料制作成的
绿色低碳产品，引人关注。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用于包
装、建筑和其他用途的塑料近4亿吨。

“竹子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
40天就可以长预定高度，能在3—5年
内迅速成材，它的根茎、竹竿、竹叶、
种子都能利用，为我们的衣食住行有所
产出，真正的‘吃干榨净’。”费本华建
议，促进竹产业发展，要增加对竹林和
竹材的基础研究，加快形成竹材标准体
系，创新竹原料的仓储技术。同时，还
要倡导“以竹代塑”，在多领域开发塑
料替代品，循环应用。

不管是纸张、包装、吸管、杯子和
餐盘，还是更耐用的产品，包括电脑外
壳、手表、自行车、汽车、管道……如

今，竹产业价值链涵盖生产生活的方方
面面，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拉动地方
经济增长、助推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绿化美化国土，资源优势变
为经济优势

随着科技的进步，竹资源的利用已
不再是停留于传统的竹制品，其他特性
正在被不断开发、利用，特别是竹林的
生态效益更加凸显。

据统计，1公顷毛竹林年均固碳量
达 4.91—5.45 吨，是杉木人工林的 1.5
倍，是热带雨林的1.33倍。

为有效发挥竹资源的生态和经济优
势，因地制宜发展竹产业，《意见》明
确指出，将大力保护和培育优质竹林资
源，构建完备的现代竹产业体系，构筑
美丽乡村竹林风景线。到2025年，全
国竹产业总产值突破7000亿元。

就如何实现上述目标，费本华表
示，此次《意见》出台可谓是“恰逢其
时，正是好时机”。

费本华进一步解释说，因为竹产
业这种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产
品附加值高，是农林复合经营体的绿

色经济形态。所以，科学合理利用竹
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竹产业，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木材
安全的必然要求。培育优质竹资源，
有助于绿化美化国土，培育更多更好
的绿水青山。同时，我国木材对外依
存度超过 50%，木材安全形势严峻。
竹子生长快、成材早、产量高，竹材
物理性能与木材相似。加快发展竹产
业，增强竹材供给，能够有效弥补国
内木材供需缺口。

其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农民
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在浙江安吉、四
川泸州等一些竹产区，竹产业已成为地
方经济支柱产业和农民主要收入来源。
加快发展竹产业，能够有效促进“两
山”转化，让竹产区的资源优势变为经
济优势。

最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举措。依托竹资源开展竹文化、
旅游、康养等活动，不仅是竹产业新的
增长点，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发展。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传统
竹产业，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已经开
启新的征程。

六 成 以 上 竹 林 将 不 再 “ 束 之 高 阁 ”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竹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构
筑美丽乡村竹林风景线，到2025年全国竹产业总产值突破7000亿元。

水滴鱼，看它的脸就知道为什么会被称为“全世界最忧伤的鱼”。水滴鱼全身缺乏肌肉组织，主要由凝胶状
物质组成。这张健身卡估计要二手转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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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0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
划设计院和兰州大学组成的一行6人科学考
察组，圆满结束了在西藏自治区类乌齐马鹿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的为期一周生物多
样性调查监测工作。

此次调查发现了包括马鹿、胡兀鹫、金
雕、岩羊等在内的几十种珍奇异兽。在天寒地
冻、草木凋零的时节，西藏类乌齐马鹿国家级
保护区内却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比翼双飞，胡兀鹫尽情展现飞行
技能

胡兀鹫是高原“一霸”，它和秃鹫、兀
鹫一起承担高原上清道夫的角色。此鸟的喙
下长有一缕长毛，很像老爷爷的胡须，俗称

“大胡子雕”。面对动物的尸体，秃鹫和兀鹫
主食尸体的内脏和肌肉，而胡兀鹫则对骨头
情有独钟。

考察人员发现，两只胡兀鹫在空中进行
“婚飞”，它们一会儿一前一后，一会儿比翼双

飞，一会儿首尾相接在空中形成一个圆圈，将
雕类的飞行技能展现地淋漓尽致。现在正值胡
兀鹫的发情期，这属于它们的求偶行为。

等级严格，并非所有猴都能孕育
生命

路边的山坡，柏丛密布，大概有40-50
只藏猕猴在矮小的灌木丛中“猴声鼎沸”。
它们有的在翻食地面下的种子，有的在树上
扒树皮，有的在为群体警戒。在猴群活动的
外围，一雄一雌两只藏猕猴正在进行生命中
最隆重的事情——交配。

猴群中存在等级，并不是所有的雄猴和
雌猴都拥有交配的机会。孕育生命的机会自
然留给群体中那些高等级的雌猴和雄猴。当
然，也有一些胆子大的猴儿趁着“大哥”不
注意也会偷偷摸摸和年轻的雌猴翻云覆雨。

然而眼前的这对猴，不知道是正大光明
行“周公之礼”，还是偷偷摸摸地赴“巫山
云雨”，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

们正在孕育新的生命！

互不干扰，进食在同一张“桌
子”上

长毛岭乡有一片围起来的草场，一侧靠
着大路，另一侧接着绵延的山坡，里面生活着
100余头马鹿。不要误解，这并不是马鹿养殖
场，而是马鹿救助站。马鹿并非被羁押在此，
它们可以自由出入。每年的冬季草木凋零，对
所有的食草动物来说都是难捱的季节。

据类乌齐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次仁多
吉介绍，在保护区管理人员的积极努力下，
整个保护区的马鹿种群达到几千头，这么大
的群体，在冬季往往会闹饥荒。因此，保护
区的管理人员在此设立救助站，给饥荒的马
鹿一些食物，帮助它们度过难关。

冬日的太阳柔和而温暖，牧民的牦牛早
早登上山坡，开始了一天的觅食。牦牛的旁
边竟然出现6只岩羊。岩羊是高海拔的代表
物种，它们极善于攀岩，可谓是羊界的第一

攀岩高手。岩羊在这里不奇怪，而岩羊旁边
的牦牛却带有一丝违和感。一个是野生动
物，一个是人类驯化的动物，本来不是“一
家人”，且存在食物竞争，然而它们却在一
张“桌子”上觅食，不得不说这也是某种程
度上的和谐。而且这个山坡距离公路很近，
并没有干扰到岩羊的正常生活，说明这些岩
羊并不惧怕人类。

和谐共处，高原上的动物不惧怕
人类

当然，保护区也并非都是和谐一片。你
死我活的争斗每时每刻都在上演。一只藏狐
躲在鼠兔的洞穴旁，眼睛眯成一条缝，一动
也不动。这只狡猾的狐狸以这种方式来迷惑
鼠兔。一旦鼠兔麻痹大意，离开洞穴，藏狐
则立刻展开追逐。正在藏狐守洞待鼠之际，
空中一只巨大的黑翅膀俯冲下来，那是一只
金雕。平日里金雕多在空中翱翔，一旦它出
现在近地面，多半是处于捕猎状态。只见，

那只金雕张开巨大的翅膀，足足有两米宽，
金黄色的利爪如同索命“无常”。眼前的藏
狐也是久经战场，并没有像其他猎物一样，
拼命逃蹿，而是反过来张开嘴，露出锋利的
牙齿，抬起前肢，准备扑向空中的金雕。空
中的金雕，也被这突入其来的架势惊到，开
始退缩，快速收起爪子，暂时离开战场。草
场恢复了平静。

一路走来，高原上的动物并没有把人类
当成敌人。生态文明的尺度在于人与动物的
距离。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局长拉巴次仁说，高原上的藏族牧民对野生
动物非常友善，加上保护区工作人员长期的
努力和宣传，几乎不存在伤害野生动物的事
件。久而久之，它们就不再惧怕人类。

在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我
们找到了生态文明的标尺！

（第一作者系兰州大学研究员；第二作
者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高级
工程师）

生 态 文 明 的 标 尺 在 于 人 与 动 物 的 距 离
□□ 赵序茅 郭克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