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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海海豹是唯一生活在里海的海洋
哺乳动物，自 2008 年起，它被国际自
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物种。然
而近日，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里海
沿岸发现约 2500 只死亡的海豹，引起
各界关注。那么，作为海洋哺乳动
物，海豹有多少种？分布在我国的海
豹有哪些？目前保护现状如何？

善游泳，和狗是远亲

海豹是对鳍足亚目海豹科动物的统
称，全世界共有 19 种。从亲缘关系上
看，海豹和狗的关系较近。

我国有 3 种海豹，分别为斑海豹、
环斑海豹、髯海豹。其中斑海豹，亦
称为大齿海豹，是一种分布于西北太
平洋的海豹，也是唯一在中国繁殖的
海豹，主要分布于渤海和黄海北部，
偶见于东海、南海。其主要繁殖区集
中在辽东半岛渤海一侧及山东半岛北
侧。它们有洄游的繁殖习性，每年它
们从西北太平洋的寒冷水域洄游到辽
东湾和烟台长岛海域。2021 年，斑海
豹升级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斑海豹身体粗圆，呈纺锤形，出生
时体重 7—12 千克，体长 80—90 厘米，
成年雄性体长约 1.8 米，体重约 140 千
克，成年雌性约 1.6 米左右，体重约
120 千克。全身为短毛，背部灰黑色，
分布有不规则的棕灰色或棕黑色的斑
点，腹面乳白色，斑点稀少。头圆而
平滑，眼大而圆，吻短而宽，唇部触
口须长而硬，无外耳廓，吻短而宽。

斑海豹的四肢均具五趾，趾间有
蹼，形成鳍状，后鳍肢大而呈扇形，
向后延伸，尾短小而扁平，这使得其
适宜在大海中游泳，泳姿就像人伸开
手脚俯卧的样子。

关于斑海豹，我国古时早就有记
载。其中，在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
中有明确记载：“其状非狗非兽，亦非
鱼也。但前即似兽而尾即鱼，身有短

密淡青白毛，毛上有深青黑点，久则
亦淡。腹胁下全白色……”这与斑海
豹的形态基本吻合。

靠声音交流，一生多在海中
度过

斑海豹在水中主要依靠后肢和身
体的后部左右摆动前进，前肢起控制
身体平衡和改变运动方向的作用，其
运动速度通常约为每小时 30 千米，最
快能达到每小时90千米左右。

斑海豹的潜水能力也很强，通常
可下潜60—100米，有时甚至可以下潜
300米，每天潜水可达40次，每次持续
20 分钟以上。它们对声音极度敏感，
在海中主要依靠声音进行交流，尤其
是在求偶期和繁殖期。

科学家发现，水下打桩及船舶噪
声的主要能量分布频段，与斑海豹听
阈敏感频段相重叠，且产生的噪声大
大超出斑海豹的承受能力。因此，海
洋工程所产生的水下噪声能够对斑海
豹的听力和交流能够造成不良影响，
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永久性听力丧失。

斑海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海洋
中度过的，仅在生殖、哺乳、休息和
换毛时，才爬到岸上或者冰块上。它
们是广食性动物，食物选择主要取决
于季节、海域及栖息地的环境，在黄
海、渤海，它们春季主要捕食鲱鱼、
玉筋鱼、小黄鱼等，秋冬季节则多以
梭鱼为食。斑海豹的其他食物包括各
种海洋甲壳类、头足类。

每 年 的 1—3 月 是 斑 海 豹 的 繁 殖
期，这时候它们不集结成群而成对伴
居，孕期约 11 个月，在冰上产仔，每
胎 1 仔，产仔高峰期为 1 月下旬，初生
仔全身披白色绒毛，被称作“白色的
小海豹”。而这种白色的胎毛，也是它
们在冰雪环境中的一种保护色，以躲
避天敌。等1个月左右的哺乳期后胎毛
脱换，幼仔待冰融化后就能独立生

活。雌海豹一般 3—5 年性成熟，雄兽
为3—4年。

栖息繁衍环境受到威胁，多
措并举建造“安乐窝”

20 世纪以来，由于过度捕杀，我
国野生斑海豹数量减少了80%。随着我
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等系列措施的实
施，猎捕斑海豹的行为受到有效遏
制，但近年来的海洋工程噪声、航运
量迅速增加、海水污染等因素，又严
重影响了其繁殖栖息环境，使得食物
减少或者受到污染，对斑海豹生存构
成了极大威胁。

尽管国家和地方相继立法禁止捕杀
斑海豹，但是斑海豹幼崽盗猎案件依
然时有发生，建议有关部门应进一步
加强水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
规范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行为，严
厉打击涉及水生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同时，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修复力
度，开展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建设，提
高黄渤海渔业资源的种类与产量，满足
生物链上端斑海豹的觅食需求，为斑海
豹种群恢复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

另外，还要加强斑海豹自然保护区
环境治理和保护，改善保护区海水水
质，减少港口建设、海上运输以及人
为活动的影响。大力开展科普宣传，
提高公众保护斑海豹的意识和热情，
为斑海豹的生存繁衍提供理想的自然
环境和人文环境。

（作 者 系
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黄海水
产研究所副研
究员，海洋哺
乳动物科普工
作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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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海豹斑海豹：：唯一在中国繁殖的唯一在中国繁殖的““海中大熊猫海中大熊猫””
□□ 刘 滨

火红的枫叶是北京秋天里的一道
亮丽风景。进入 10 月以来，两场达
寒潮级别的冷空气促使红叶逐渐变
红，但是综合各种影响因素分析，今
年红叶的最佳观赏期与去年相比略
偏晚。

近期，美国 《国家地理》 杂志
的专栏作家在该杂志网站撰文，引
用美国有关研究成果及数据显示，
由人类生产生活造成的全球气候变
暖，不仅威胁到了人类本身，还殃

及到自然万物的生长生存，红叶即
是其中之一。

在人类开启的地球温暖化模式
中，1970 年以来的 50 年是过去 2000
年来最暖的 50 年，尤其近年更是在
提速。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指
出，2014 年至 2021 年，以红叶闻名
的美国东北部比北美其他地区变暖速
度更快。一项对枫树新的调查显示，
19世纪以后，红叶开始的时间推迟了
一个月以上。另有研究也发现，1880

年以后，红叶开始的时间每年平均相
差约 6 个小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里，它的延迟甚至超过了一个月。

为什么会是这样？研究人员认
为，和人类一样，树木也要为寒冷而
又黑暗的冬天作准备。从春天到夏
天，树叶生成叶绿素以吸收阳光，获
得生长和生存所需要的能量。进入秋
天后，随着气温下降，日照缩短，生
长期结束，树木开始停止叶绿素的生
成，并吸收残留在叶子上的营养成
分，储备起来以过冬。而在叶绿素下
面还潜藏着橙色和黄色物质，当树木
进入休眠状态时，就能看到这些颜
色。此外，一些树木在天气变短变冷
时，还会生成红色的花青素，这种花
青素就像叶子的防寒服，有助于叶子
在因寒冷而枯萎之前吸收最后的营养
成分。

但是，发生在四季的全球气候变
暖，使气温升高的时期变长，春天到
来得更早，树木的生长期从而延长，
秋天平均气温上升，时间缩短，甚至
逐渐消失。在这种气候影响下，由于
天气迟迟不冷，秋霜迟迟不降，红叶
深受其累，就会出现迟到现象，以致
开始的时间向后推延。另据研究人员
推测，对气候适应能力差的树木很可
能会从风景中消失，秋天的颜色也会
随之改变，产生红色素的树木倾向于
分布在北方，而南方则以树叶发黄的
树木占据优势。

问题远远不止这些。研究人员表
示，随着冷暖交替时间的变短，即秋
天的缩短，在霜降到来之前，树木也
许还不能吸收完绿叶中残留的糖分和
碳水化合物，如果天气突然变冷，就
可能无法适应，在吸收所有养分之
前，树叶可能会掉落下来，这样就会
影响第二年春天树木的生长。对树木
来讲，红叶展现的过程，就如同去食
品店购买来年必需的所有食物，如果
做不到，就会影响寿命。研究人员还
发现，气候变化使一些树木会比以前
更快落叶，特别是遇到严重干旱和极
端天气，树木会更快停止自身功能运
行，如果过于干燥，甚至 8 月份就会
叶落于地。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指出，
红叶迟到的原因，不仅是气温，还
与雨水过多或过少、气候异常、虫
害发生等多种因素有关。由于气候
变化会对所有这些因素产生影响，
因此使得预测红叶最佳观赏期变得
越来越困难，尤其是气候变化导致
的红叶延迟，扰乱了树木的生长和
休息周期。在这种情况下，今后树
木能生长多久和长到什么程度，能
在什么地方栖息和生存，能否继续
按以前的速度储存碳等，都存在着
种种未知数。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第二人民
医院副主任医师，编译自美国《国家
地理》杂志）

红 叶 为 什 么 会 迟 到
□□ 宁蔚夏

在南美洲西海岸海面以下 7000 多米深
处的一条海沟里，一条亮蓝色的鱼在无边无
际的黑暗中游弋，进入到由一个英国科学家
团队安设的摄像装置视野。它被认定是来自
地球上栖息位置最深的鱼类——狮子鱼谱系
一个截然不同的分支：蓝色阿塔卡马狮
子鱼。

研究人员发现，这一新物种适应生活在
超深海域环境的过程，跟与它存在亲缘关系
的鱼类没有任何关系，且“缺失”其他许多
狮子鱼都有的吸盘结构。这可能意味着，在
难以想象的海底深处，狮子鱼家族的生命完
成了不止一次的进化，而且是独立进行的。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蓝色阿塔卡马狮子
鱼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亮蓝色，因为大多数
生活在深海的鱼类都是白色、乌黑或鲜红等
颜色，而另外两种也栖息在超深海底的阿塔
卡马狮子鱼则是通体苍白。科学家推测，蓝
色狮子鱼身上少见的色彩也许是它从生活在
较浅水域的祖先那里进化过程中遗留下来
的；另一种可能是，这种绚丽的蓝色会以一
种目前尚不为人知的方式，帮助狮子鱼在深
海中生存，进化出适合极端环境的生活
方式。

关于海洋生物应对深海压力的适应机

制，早前有科学家研究认为，深海生物和浅
海生物其实本身有着“亲戚关系”，后者应
该是在浅海环境恶化的某个时候，迁移到深
海，慢慢地就变成了深海生物。我觉得这种
解释似乎有些牵强，至少不具普遍性吧。毕
竟，深海世界本身实则就是一个典型的极端
环境：高压、无光、水温低、盐度高，不比
浅海更难熬？

“观察与琢磨”是理解生命及生命进程
的开始，荷兰裔英国动物行为学家、1973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尼可拉斯·廷
伯根这样说。他认为动物的外观与行为方式
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比照来看，
在陆地热带雨林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栖息地
不同的动物会根据需要融合的背景展现出独
特的色彩模式，嘴部的形态则取决于食物类
型。当种群被分散到各方，需适应不同环境
时，它们就会各自改变，从而呈现出多种形
态，多样的物种便随之出现。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伊迪斯·威德，自小
就着迷于海洋深处神秘的光芒。她曾多次潜
入深海，探寻生物发光之谜。她认为海洋生
物发光也是一个类似的成功进化故事，其中
亦关涉深海生物对光和颜色的感知。生物发
光可谓五彩缤纷，赤、橙、黄、绿、蓝、紫
应有尽有。蓝色是海洋的主色调，这可以从
视觉交流效果角度得到解释。水下世界看起
来蔚蓝一片，因为那是水中传播距离最远的
颜色，其他颜色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分散、吸
收，并逐渐消失。

说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所看到的事
物其实呈现的是其所拒绝的颜色，也就是不

吸收的颜色。叶绿素呈现为绿色是因为它吸
收了红色与蓝色，从中获取的能量用以进行
光合作用，而无用的绿色，也就是被舍弃的
光子，则反射至我们眼中。人眼接收的大部
分视觉信息都是被拒绝的光子，也就是反
射光。

但生物发光却是例外，它向外发射光
子。太多发光生物产生蓝光，也就说明了为
什么许多深海动物是红色的：在只有蓝光的
环境中，红色就相当于黑色，红色色素会吸
收蓝色光子，捕食者的眼睛不会收到任何光
反射。阳光经海水的过滤呈现为蓝色，而大
多数海洋生物散发的也是蓝光，所以大多数
深海动物已进化出只看得到蓝光的眼睛。

威德的研究表明，大部分深海鱼是单色
视者 （也称全色盲者），只能看到一种颜
色，通常是蓝色。可她发现有一种叫作绿鹦
鲷的鱼，十分神奇。与许多深海鱼一样，它
的眼睛旁边可发出蓝色闪光，但下方还有一
个更大的发光器官，能发出红光。尤为惊人
的是，它不仅能发出红光，也能看见红光。
这意味着它拥有狙击手视角，能够“看见而
不被看见”，也就是既能追踪猎物而不被发
现，又能与伴侣交流而躲过捕食者的目光。

由于绿鹦鲷既能看到蓝光，也能捕捉到
红光，这就相当于自带了一架红外线瞄准
镜。它的常规猎物中有一种红色的虾，红色
光线帮助绿鹦鲷揭穿猎物的保护色，让它拥
有了发现猎物并悄然突袭的超能力。红虾在
蓝光下虽拥有完美的漆黑伪装，但在红光的
照射下，却如灯塔一般明亮，活生生送死
来了。

在陆地上，那些深不见底的洞穴里，
动植物的颜色也令人瞠目结舌。美国生态
学家、全球树冠层研究领域的先驱与权威
玛格丽特·罗曼在她的一部新著中回忆：有
一晚，洞穴地质学家汤姆·米勒邀请他们一
群在地面的工作者到他的洞穴参观。“……
洞穴里不仅漆黑一片，还非常安静。我突

然听见一个微弱的窸窣声，赶紧把头灯打
开，看到一只白化的鞭蝎。一个人安静地
坐在这里还是有收获的，因为这个小家伙
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生物。鞭蝎的旁边有
一株瓜栗种苗，这颗大果实一定是误滚到
洞穴里的，便在岩石间发了芽，这株种苗
也是白化植物，没有任何绿色组织。”

拟屠氏管招潮蟹是一种生活在红树林潮间带的螃蟹，成体为黑红色。与其
他招潮蟹一样，拟屠氏管招潮蟹的雄蟹有着大小悬殊、偏橙色的大螯。有趣的
是，拟屠氏管招潮蟹的幼蟹与成体颜色完全不同，蓝得动人心魄。随着蜕皮和
发育，幼蟹会由最初的全蓝，慢慢变为带有黑色的蓝色，而后变成带蓝斑的黑
色，直至最后蓝色完全消失。目前尚不知道其体色改变的作用机制。

图1为全蓝的幼蟹。图2为黑蓝色的幼蟹。图3为带蓝斑的黑色幼蟹。
图4为黑红色的拟屠氏管招潮蟹。 文/图 严莹

11 22

33 44

提起猫科动物，给人的第一感觉是高
冷、可爱又好看。但在我国还分布着一种
外形与普通猫十分接近，而性情却凶猛的
猫，这就是近日在陕西汉中勉县葱滩国家
湿地公园辖区内，发现不同颜色的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金猫。

此次从红外相机中发现的三种色型金
猫，不仅有金色型、花斑型，还有罕见的黑
色型，这为研究金猫在秦岭南部的分布及生
存状况，提供了具有极高价值的监测数据，
也标志着辖区内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有效
保护。

猫中“活雷达”，性情颇似虎豹

金猫，隶属于猫科、金猫属，主要分布
于我国南部、东南亚、苏门答腊岛和南亚东
部。据我国2022年调查，且有影像证据仍有
金猫分布的地区有 5 个，包括西藏东南部、
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甘肃南部和陕
西南部。其中西藏东南部的雅鲁藏布大峡谷
地区，金猫的种群数量还比较多。

金猫最理想的栖息环境是较密的山地丛
林，或是多岩石的地带。虽然多是活动于中
低海拔林区，但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地也
有它们活动的身影。这说明金猫虽是热带亚
热带动物，但又具有相当的耐寒性，因为其
毛皮较厚，并有底绒。

在猫科中，金猫的体型属于中等，约是
普通家猫的两倍大，而又略小于云豹。通常
体长 66—105 厘米，体重 8—16 千克，尾长
40—58厘米，为体长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与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金猫喜欢单独
活动，偏昼行性，以晨昏活动较多，善于攀
爬，但多在地面行动。它的听觉非常灵敏，
可以收听到周围微小的声音，是猫类中外耳
活动最为灵活的一种，仿佛是“活雷达”。

金猫的另一特性是性情凶猛，颇似虎
豹。它们的食物仅为肉类，靠捕食鼠、兔、
鸟和小鹿为主，有时也盗吃家禽，袭击羊、
牛等。在广西民间，曾有金猫跳上虎背咬断
虎脖颈的传说。

其实，金猫的相貌也颇似虎豹，尤其是
面相更为相似，因而在我国民间有“黄虎”

“黄豹”“乌云豹”“红椿豹”等称呼，泰国
等地民间则称之为“火虎”。

自我保护，体毛复杂多样

在猫科动物中，毛色复杂而多样的非金
猫莫属，其毛色包括亮红色、深红色（肉桂
色）、棕色、灰色、黑色等多种纯色型，以
及豹纹型和网纹型两种花斑色型。由于体毛
多变，有几个别名就是因此而得。例如，花
斑色型的称“花金猫”，乌黑色型的为“乌
云豹”，棕红色型的称“红椿豹”，暗棕黄色
为主的则是“狸豹”，其他色型的统称“芝
麻豹”。

金猫各色型虽然差异明显，但也有共同之处。如面部斑
纹基本一致，耳的背面均为黑色，基部周围灰黑色混杂，还
有除少数纯黑色个体之外，其他各色型的尾尖均为白色等。

金猫亚种的划分是不是以色型为标准呢？研究者早期是
以此为标准，而近年来，经过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大
范围地利用自动相机调查发现，各种色型可在同一地域分
布，就连母子的色型也并非完全一致。这在遗传学规律上还
有待于研究。

不过，总体来看，色型与栖息地环境有关。比如，在低
海拔热带森林中，记录的黑色型和深红色型等深色型个体较
多，原因是其体色更易于在昏暗的林下隐藏。而在高海拔疏
林和灌丛中，则是花斑色型的个体较多，这可能是因其斑驳
的体色，更适于茂密的灌草丛和阳光斑驳的林下环境，有益
于自我保护。

性格敏感，繁殖期易引发“家暴”

金猫在繁殖期，可能由于性格敏感的原因，极易引发暴
力行为。

在野外，雌雄双方若是未能达到最佳状态，一般是直接
避免相见，即使相遇，也有足够的空间逃跑躲避。

在动物园中，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因为雌雄合笼时机
的把握，只能靠人为判断，若时机掌握稍有偏差，就很可能
引发“家暴”，甚至发展成命案，一般是雄性将雌性咬死，
但也有大体型雌性咬死雄性的。

因此，金猫在动物园中极难繁殖，虽然已探索了一个世
纪，但取得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试图建立稳定的金猫人工群
的设想基本落空。目前，世界上有金猫的动物园在逐渐减
少，剩余的已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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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上小憩的斑海豹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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