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动物世界中，珍稀少见的它，看似
威猛凶悍，其实有段黑暗的童年。它除
了体型硕大、嘴下吊着一撮黑色胡须之
外，飞行能力与飞行技巧也超强，尤为
特别的是它喜欢吃食新鲜骨头，有将大
骨头破碎的独创方法和吞咽及消化的特
殊功能，它就是世界上唯一嗜食骨头的
鸟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胡
兀鹫。

胡兀鹫，俗名又叫胡秃鹫、大胡子
雕、胡子雕、髭兀鹫，不管是学名还是俗
名的得来，都源于它嘴下吊着的那一撮乌
黑的胡须。它体型硕大，体长达 1—1.4
米，体重约3.5—5.6千克，主要栖息在海拔
500—4000米的山地裸岩地区，最理想的栖
息地是草原、冻原、高地和石楠荒地等开
阔地域，海边和内陆的岩石或悬崖之中也
是其喜欢的栖息之地。其分布广泛，最为
常见的是西藏及其附近地区。

碎骨独技，90%食物来自骨髓

胡兀鹫的食物主要以大型动物尸体为
主，尤其喜欢吃食新鲜的尸体和骨头，也吃
腐尸。水禽、雉鸡、鹑类和野兔等小型动物
有时也会成为它的捕食对象。然而，它最喜
欢、也是最主要的食物是裸骨。

胡兀鹫具有特殊和富有弹性的食道，可
一次吞下长25厘米、粗4厘米的骨头。对于
更大的骨头，它有着独创的高空抛碎技术，
即叼着大骨头飞到50—100米的高度，找到
悬崖上的斜坡或岩石区，瞅准机会将骨头抛
落下去，碎成可以吞咽的大小骨头进行享
用。当然，它们最喜欢享用的是“粉身碎
骨”的骨髓。研究显示，骨髓是胡兀鹫90%
的食物来源。

吞下去的骨头如何消化？这要从胡兀鹫
的胃功能说起。一方面，胃里有一种细胞，能
够分泌释放大量的盐酸，在胃液中形成酸性物
质，可以轻而易举地溶解骨头，并将其转化为
蛋白质，这就如同汽车蓄电池中的电解质，但
它的功能更强大。另一方面，胃在24小时不
停地工作。许多其他猛禽的胃通常每天工作

3—6小时，而胡兀鹫的胃却是24小时都在工
作，如此不停地消化吸收，保障了它吃尸骨比
吃同等数量的肉获得的营养还充足。

飞行出众，善于利用上升气流

胡兀鹫的翼展为2.3—2.8米左右，飞行
在空中犹如一架小型航模。

胡兀鹫的飞翔能力与技巧尤为出众，既
能高飞，又能低飞，还能进行长时间的飞
行，有趣的是飞行时常能发出一种笛哨声。
高飞通常指的是飞行高度超 7000 米，但在
喜马拉雅山，它甚至能够飞越超过 8000 米
的山峰。低飞则是贴着地面快速飞行，离地
面的高度仅为 3—5 米。长时间飞行说的是
一天飞行9—10小时。

之所以如此出色的飞行，一个重要原因
是，胡兀鹫善于利用上升气流。在它飞行
时，能巧妙地进入气流中，随之持续升高，
翱翔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并借用上升气流
这一自然能量，可以轻松飞行，持续几小时
的飞行也不会体力透支。那种笛哨声，是由
于翅形尖鼓动两翼时与空气摩擦而发出的。
贴着地面飞行，是借助尾羽的活动和初级飞

羽的微微颤动来实现。

黑暗童年，实为自相残杀

在世界鸟类繁衍史中，绝大多数鸟类是
春季或夏季发情交配，而胡兀鹫的繁殖期却是
在冬季，通常是在12月到翌年的5月，孵化约
需55—60天，一般是由雌鸟承担，1月份是雏
鸟破壳而出的高峰期，雏鸟4个月后离巢，但
不会离开太远，还要雌鸟继续再喂2个月。

雌胡兀鹫一窝产卵多是两枚，破壳而出
的雏鸟，童年并不那么美好快乐，所面临的
是难以预测和避免的生存淘汰，这种危险的
造成并非是外界的强悍者所为，而来源于自
己兄弟姐妹中的强者。

在两枚卵中，其中一枚先孵出雏鸟，另
一枚要晚于7天左右才孵化。与晚出生的雏
鸟相比，早出生的雏鸟不仅个大强壮，又有
力量。因此，早出生的雏鸟靠这种天生优
势，不断排挤打压另一个小雏鸟，包括争夺
食物、生活空间等。特别是在食物极度短缺
时，早出生雏鸟就要杀害另外一只小雏鸟，
并以此为己充饥，这就是雏鸟的童年，实际
上小雏鸟只是大雏鸟出现意外时的替补。

进化杂谈

在世界各地发现的50多处寒武纪大爆发的化石产地，无一例外都分布在华南板
块和劳伦大陆，那么，在其他大陆板块，是否也可以发现寒武纪演化生物群？

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赵方丞等科研人员新发现了距今约5.04亿
年的“临沂动物群”，这为研究寒武纪大爆
发之后，动物早期辐射分异、迁徙扩散、群
落结构和生物古地理分布提供了大量依据，
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
发表。

我国走在寒武纪大爆发研究前沿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地球生命演化史上
里程碑式的事件，现代动物门类的祖先几乎
在不到地球百分之一的时间涌现了出来，一
举奠定了五亿多年来生物多样性演化的
基础。

自 20 世纪初在加拿大发现布尔吉斯页
岩生物群以来，已在世界各地发现了 50 多
处寒武纪大爆发的化石产地，其中特异埋藏
化石库就有 16 处，但是，这些化石产地无
一例外都分布在华南板块和劳伦大陆。因
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学家对于寒武

纪演化生物群面貌和分布格局的全面认识。
那么，在华南板块和劳伦大陆以外的

其他大陆板块，是否也可以发现寒武纪演
化生物群。

寒武纪时期，地球大陆的板块主要分
布在南半球，与现代大陆主要分布在北半球
的格局完全不同。那时，我国的华北板块与
长江流域的扬子地台和华南地区的褶皱区处
于分离状态。但是，作为我国传统“中寒武
统”的标准地区，华北板块的寒武纪中期地
层序列完整、化石丰富，是寻找该时期特异
埋藏化石库的潜在产地。

近四十年来，我国在华南地区先后发现
了澄江生物群、凯里杷榔生物群、清江生物
群、范店生物群等，为寒武纪大爆发提供了
大量详实证据，使我国走在了寒武纪大爆发
研究的前沿。

在泥岩中发现寒武纪化石是一次
新突破

临沂动物群来自山东省临沂市西郊的寺
口剖面，软躯体化石集中产出于寒武系张夏
组盘车沟段下部的黑色与黄绿色页岩中。

临沂动物群的时代是距今约5.04亿年寒
武纪苗岭世鼓山期的早期，稍晚于加拿大布

尔吉斯页岩生物群。在比临沂特异埋藏化石
库时代更古老的馒头组上、下页岩段中，该
研究团队也发现有保存良好的软躯体化石。
这表明，此类化石在华北板块东部寒武纪中
期地层中的连续分布。

研究团队已采集了临沂动物群数千枚精
美的化石标本，并发现了超过 35 个化石类
群，至少 8 个门类和多种生态类型。其中，
多样性最高的类群为非三叶虫节肢动物，最
引人注目的是奇虾类和莫里森虫类。此外，
多样的海绵动物和蠕虫状动物也让人印象深
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显然，临沂动物
群极大丰富了这一时期海洋生物与群落的多
样性面貌。

之前，科学家在华北地区也采集过大量
寒武纪化石，但是多数都保存在硬质碳酸岩
中，化石也大多为三叶虫的骨片，而对泥岩
的采集鲜有涉足。此次发现的临沂动物群则
是在该地区细腻的泥岩挖掘中发现，无疑是
一次新突破。

与其他经典的布尔吉斯页岩型特异埋藏
化石库相类似，临沂动物群大部分软躯体化
石多以碳膜形式保存。尤其珍贵的是，软躯
体化石多保存了精细的解剖结构，如附肢、
眼睛、消化系统和刚毛等，为进一步了解这

些生物的解剖结构提供了新信息。

华北板块与北美板块联系密切

华北板块在寒武纪时期是一个独立的大
陆，具有独特的构造演化历史。当时华北板
块中临沂所在的位置，大概位于华南和加拿
大中间，是茫茫大洋中的一块孤岛，而华南
板块远在数千公里之外。因此，在华北板块
发现临沂动物群，为研究寒武纪中期的生物
地理学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与临沂动物群同期的加拿大布尔杰斯页
岩特异埋藏化石群，早在一百年前就已发
现，第一次让世人见识了寒武纪丰富多彩的
生物面貌。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我国云南
东部澄江动物群的发现，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的研究拉开了帷幕，这比布尔吉斯页岩生物
群早1000多万年。

临沂动物群与同期的北美地区特异埋藏
化石库之间有许多相同的生物类型，其中一
些珍稀节肢动物，如迷音虫和莫里森虫，这
些即使在原产地北美也十分少见，这暗示了
华北板块与北美板块软躯体动物群在这一时
期存在密切联系。同时，通过聚类分析、非
度量性多维标度变换和网络分析等定量分析
手段，表明华北可能充当着东冈瓦纳与北美
之间的生物地理纽带，尽管这一地理纽带关
系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资料来佐证。

总之，如果说澄江动物群代表了寒武纪
生命大爆发的高峰期，临沂动物群则是延续
了寒武纪大爆发的辉煌，展现了生命演化的
连续性。同时，也为后来史上最大的奥陶纪
生命大辐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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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生物群复原图 杨定华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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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兀 鹫 ： 唯 一 以 骨 为 食 的 鸟 类
□□ 许焕岗

世 界 首 位 ！ 我 国 人 工 种 植 沙 棘 1058 万 亩
科普时报讯（记者胡利娟） 6月10日，

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沙棘专业委员会对外发
布了《全国沙棘资源本底调查报告》，这是
我国林草系统首次对全国14个省 （区） 沙
棘资源状况进行摸底调查并形成的报告。

报告显示，我国是世界上天然沙棘资源
最丰富的国家，也是人工种植沙棘面积最大
的国家，全国沙棘林面积总计 1910.44 万
亩，年加工利用沙棘果实8—10万吨，各类
沙棘产业年总产值 240—260 亿元。沙棘已
成为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和西南等地区改
善生态环境、促进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
的优良树种资源。

沙棘是胡颓子科、沙棘属落叶性乔木或灌

木，具有生长快、耐寒、耐旱、耐瘠薄等特
点，在年降水250—300毫米和土壤侵蚀严重、
肥力低下的荒山陡坡、砒砂岩及河滩地，仍然
能生长并形成灌丛林地，其在保障地区生态效
益的同时，还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新的资源。

报告指出，我国沙棘资源分布具有三个
特点。一是人工沙棘林在沙棘资源中占主体
地位。全国人工沙棘林面积1058.35 万亩，
占沙棘林总面积的55%，其中83%的人工沙
棘林分布于内蒙古、山西、甘肃、青海、陕
西 5 省 （区），面积达 873.28 万亩；全国天
然沙棘林面积852.09万亩，其中84%的天然
林分布于山西、甘肃、青海、陕西4省，面
积总计717.29 万亩。在本次沙棘资源调查

的14个省 （区） 中，除山西、四川、新疆
外，有11个省 （区） 的人工沙棘林面积大
于天然沙棘林面积。

二是沙棘优势区主要位于西北和华北。
在全国范围内，沙棘林面积排名前6位的省
区分别是华北地区的山西、内蒙古、河北和
西北地区的青海、甘肃、陕西，沙棘面积达
1695.8万亩，占全国沙棘总面积的88.76%。

三是中国沙棘 （亚种） 在全国分布最
广。中国沙棘是面积最大、生态经济利用程
度最高的中国特有沙棘种类，广泛分布于青
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内蒙古、西
藏和四川等地。

近年来，我国对沙棘果汁、油脂、黄酮

等成分的研究和利用不断加强，沙棘新产品
陆续投入市场，沙棘相关产业持续壮大，为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开辟了一
条新路。以沙棘提取物产品为例，2016—
2019年，我国仅此类产品的销售收入由5.6
亿元增长到21亿元，其中沙棘籽油和沙棘
果油市场需求旺盛，产品供不应求，沙棘果
粉作为新兴功能产品添加剂或原辅料，市场
需求量增长迅速。

此外，在食品加工方面，沙棘是多种食
品和酒类的原料之一。在医药保健方面，沙
棘制剂具有养胃健脾、祛痰利肺、活血化瘀
等功效，被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烧烫
伤、刀伤及冻伤等。

18 处 世 界 自 然 遗 产 和 双 遗 产 保 护 良 好
科普时报讯（记者胡利娟） 6月11日是我国第六个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协同保护世界自然遗产 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国
世界自然遗产数量达到14项，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项，数量均
居世界第一，总体保护状况良好。

世界遗产包括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世
界文化遗产3类。我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双遗产共18项，总面
积达7.06万平方公里。其中，有3项涉及国家公园，6项位于
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16项属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战略与行动计划》确定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地区，9项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这些遗产有效
保护了中华大地上最具代表性的地质遗迹，最优美的山岳、森
林、湖泊，最珍稀濒危的动植物物种。同时，18项遗产地还
保护了200多个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的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并平均每年为当地带来超过
140亿元的旅游收入。

今年是我国首批世界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5周年。35
年来，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世界遗
产申报、保护、管理和利用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形成
了依托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管理世界遗产的有效机制，有力
推进了自然保护地与自然遗产协同保护，我国世界自然遗产
保护管理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2020 年世界遗产展
望》评估报告显示：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中，全球整体状
况处于“好”和“较好”的比例为 63%，中国比例为 89%；
全球处于危急状况的7%，中国为零。18处世界自然遗产和双
遗产总体保护状况良好，优于国际平均水平。图1：黄山迎客松。李金水 摄 图2：黄龙五彩池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供）

图3：武夷山 刘达友 摄 图4：三清山 陈晓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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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中，全球整体状况处于“好”和“较好”的比例为63%，中国比例为89%—— 鲎是地球上少数存
留的“化石”物种。自
2019 年起，世界自然保
护 联 盟 （IUCN） 物 种
存续委员会鲎专家组将
每年 6 月 20 日定为“国
际鲎保育日”。为加强
对鲎的科普，恢复中国
鲎种群数量，近日，北
海市海洋局、北部湾大
学、广西北海滨海国家
湿 地 公 园 管 理 处 等 单
位，共同开展北部湾海
洋生物科普教育日暨中
国鲎幼鲎放流活动。

鲎是一种古老的海
洋生物，早在 4.5 亿年
前就生活在地球上，至
今仍保持其形态，是海
洋 里 的 远 古 “ 遗 民 ”。
与其他海洋节肢动物一
样，鲎也是蜕皮生长，
自受精卵到孵化要经历
4 次蜕皮，之后每年蜕
皮 1—2 次 ， 经 13—14
年时间才能发育成熟。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鲎
的生长与生活环境条件
息息相关。

科普活动上，北海
市民、中小学生在活动
主办单位之一的北海市
兴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海洋科普教育基地，除
了参观北部湾海洋生物
之外，还了解到中国鲎
进化演变、生态生理特
性、物种的濒危现状、
保护法律法规，以及鲎
为人类健康作贡献等知
识，并在工作人员指导
下，放流4—6龄中国鲎
幼 鲎 共 500 只 。 据 统
计，北海市兴龙公司近
三年已累计组织放流 16
次，向北部湾海域放流
幼鲎20万尾以上。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
拥有丰富鲎资源的国家
之 一 ， 占 世 界 总 量 的
95%以上。现存的中国
鲎资源大多分布在北部
湾广西沿海。广西北部
湾是一个天然的半封闭
生态海湾，内有红树林
生 态 系 、 海 草 床 生 态
系、滨海过渡带生态系
三大典型生态系，适于
各种鱼类繁殖生产，加
之陆上河流携带大量微
生物有机物及营养盐类
到海洋中，北部湾孕育
了 丰 富 的 海 洋 物 种 资
源 ， 成 为 全 球 25 个 生
物 多 样 性 热 点 地 区 之
一，也是我国海洋药用
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
区之一。

然而，随着北部湾近岸海域水质的污
染和海洋过度捕捞，在近 30 年间，中国鲎
种群数量下降了 90%以上，数量逐年锐
减，已被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调整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北部湾大学广
西北部湾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重点实验室
主任、IUCN 鲎专家组鲎亚太区工作组联
合主席关杰耀教授表示，鲎在自然食物链
中处于重要环节，中国鲎可以作为海岸带
生态健康程度的前哨生物。通过放流活动
不仅能迅速补充保护物种数量，还可以加
快生态食物链的恢复，改善生态环境，达
到保护与恢复的效果。

近年来，广西北海地区一直开展中国
鲎的保护工作，尝试从养殖塘、饵料等技
术方面，增加幼鲎成活率，并结合最近研
究成果，建立和落实科学放流模式。关杰
耀教授呼吁，让更多人了解鲎保护知识，
参与到鲎保护工作中来，做到鲎资源可持
续利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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