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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山 之 花 火 绒 草
□□ 文/图 陈敢清

火绒草是美丽的高山花卉。观赏它，人们心
里似乎能感受到一丝温暖，大家也喜欢将其称为
雪绒花。

雪绒花作为一种珍贵且具有观赏性的花卉，
其花叶并美，株形小巧玲珑，叶片银灰绚靓，白
色花序如雪，朴实大方。

雪绒花的花瓣和花茎上均长有雪白的绒毛，
如同冬日里身穿白色毛领大氅的少女，娇柔
美丽。

雪绒花属于耐寒野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
2300米—4500米的高原上，广泛分布于我国新疆
东部、青海东部和北部、甘肃、陕西北部、山
西，以及内蒙古南部和北部、河北、辽宁、吉
林、黑龙江和山东半岛，也分布于蒙古、朝鲜、
日本和俄罗斯、瑞士、奥地利等地。

雪绒花耐寒，象征着勇敢，是藏族古老文化
中的神圣之花，在瑞士、奥地利还把火绒草定为
国花。

用完的洗衣液外包装、吃完的零食包装
应该算什么垃圾？如果把他们收集起来重新
高值利用，您愿不愿意加入其中？

12月22日，旨在建立软塑包装全链条循
环体系的“软塑新生”项目正式启动。根据
项目设定目标，2025年将实现年回收塑料软
包装5万吨。该项目由绿色再生塑料供应链
联合工作组和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
会牵头，有望为塑料循环经济发展探索出崭
新的模式。

种类繁多特性复杂，回收利用亟
须突破

我国是全球塑料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
每年产生废弃塑料6000多万吨，其中30%左
右被物理回收利用，其余的70%中，有2760
万吨随生活垃圾被焚烧，有1540万吨随生活
垃圾被填埋。

“如果要生产出这些被焚烧或填埋的4300
万吨塑料，则需要消耗 7600 多万吨优质原
油，相当于2.5个大庆油田年产量。”生态环
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总工程
师韦洪莲介绍说，我国每年有大量软塑包装
被填埋或焚烧，某种意义上说，既是资源的
极大浪费，也是重要降碳潜力的浪费。

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聚苯乙烯
……生活中看似差不多的塑料其实有上百
种，与硬塑料相比，软塑料因其重量轻、成

本低、功能多样的特点，被迅速应用到了各
种各样的产品中。比如薯片袋、糖果包装
纸、面包包装纸和各种类型的塑料薄膜。韦
洪莲说，每种软塑料都有不同的回收利用方
法，工序繁杂，回收利用已成为全球难题。

“原则上每种塑料都能回收利用，但相对
于传统包装，单一材料的塑料在保障包装必
要功能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利用阶段的流
程复杂度，从而提高利用率。单一材质是易
回收易再生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物资再生
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绿色再生塑料供
应链联合工作组副组长王永刚说。

实际上，早在2020年，财政部、生态环
境部、国家邮政局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商品
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行）》提出，商
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 3 层，空隙率不大于
40%；商品包装尽可能使用单一材质的包装
材料，如因功能需求必需使用不同材质，不
同材质间应便于分离；塑料材质商品包装上
呈现的印刷颜色不得超过6色。

王永刚介绍说，所谓单一材质，就是整
个塑料只有一种材质制成的，或是聚乙烯，
或是聚丙烯等，这样有利于回收。以前塑料
包装上有很多种材质组成，比如包装的不同
颜色，可能就是添加的不同塑料材质，在回
收时，针对不同颜色分类剔除比较麻烦。

也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我国的塑料回收
率一直徘徊在 30%左右，虽然已居世界前

列，但也陷入了增长“瓶颈”，塑料软包装回
收利用亟须突破。

变废为宝，构建全链条管理体系

尽管肩负着回收利用重任的单一材质的
软塑包装被业内普遍看好，但回收情况却颇为
尴尬：绝大多数包装袋都“走”向了垃圾填埋
场或焚烧炉，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

“塑料软包装可以回收？这个我真的不知
道，没有注意过这些包装的材质，只知道塑
料瓶要单独收集。”记者在北京丰台一个小区
的垃圾站旁，看见市民正将一包混合着塑料
包装的垃圾丢弃。

“目前，软塑包装回收价值尚未被有效挖
掘，消费者对其回收的意识不强烈，同时也
很难辨别，它们是否为易回收易再生的单一
材质软包装。”王永刚坦言。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呼
吁，为塑料废弃物设立专门的分拣机构，让
这些资源尽快实现变废为宝。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
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德元此前表示：“塑料
污染防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
广泛动员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力量，构
建覆盖塑料设计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
置的全链条管理体系。”

政策有支持、市场有需求、企业有动
力，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软塑新生”

项目应运而生。

多方携手，为“无废城市”建设
添砖加瓦

“我是资源，‘袋’我回家”。近日，杭州
舞环科技、爱分类爱回收、田强环保三家合
作伙伴分别在杭州桐庐、上海杨浦和奉贤开
展了线下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来往居民详细介
绍了软塑回收利用的科普，并发放了塑料软
包装专用回收袋。“以前真不知道零食包装
袋、快递袋等这些可以回收利用，以后我不
仅会收集起来分类处理，也会将这个理念传
递给更多的人。”当地居民如是表示。

“希望通过项目的宣传和引导，让消费者
关注消费品塑料软包装回收再利用，促进单
一材质塑料软包装在日常生活中的正确回收
分类、投放和再利用，探索社会化普及和回
收规范的建立，从而实现物尽其用，助力绿
色循环经济。”王永刚说。

王永刚介绍，“软塑新生”项目是通过集
合产业链各环节力量，以塑料制品易回收易
再生设计标准为指导，旨在建立塑料软包装
由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再生—高值化
应用体系。根据项目设定的工作计划和目
标，项目分为 4 个阶段，通过开展专项试
点、示范、复制推广等工作，预期到 2025
年，范围扩展到全国一、二、三线城市。

“软塑新生”项目正式启动

我 是 资 源 ， “ 袋 ” 我 回 家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经过 10 多年的
努力，极危物种五小
叶槭人工繁育取得成
效。”近日，甘肃省
天水市五小叶植物保
护研究所所长鲁成代
欣喜地同笔者说，保
护 地 面 积 已 达 30
亩，繁育、栽培不同
苗龄的五小叶槭苗木
达 3 万多株，其中结
种大苗1000多株。

据了解，落叶乔
木五小叶槭是槭树科
槭属植物，高可达10
米，为分布范围极为
狭窄的我国特有的珍
稀物种。其叶形、翅
果独特，因掌状叶片
大部分分裂为五片小
叶片而得名，叶色随
着季节的变化而由绿
变黄，再由黄渐变为
鲜红色而极具观赏
性，被誉为世界上最
具观赏价值的槭树
之一。

鲁 成 代 介 绍 ，
1929 年 ， 奥 地 利 博
物 学 家 约 瑟 夫·洛
克，在四川凉山的木
里县采集到五小叶槭
野生标本。随后，他
将这种从来没有见过
的美丽植物，作为观
赏树引种到了国外。
1931 年 ， 德 国 的 迪
尔斯教授正式将其命
名为五小叶槭。目
前，国外现存的极少
量五小叶槭，都是由
约瑟夫·洛克引种后
存留在美国的母树繁
殖的，但该株母树已
于1991年寿终正寝。

许多学者一度认
为，五小叶槭在原产
地很可能已经灭绝。
直到 1987 年，中国
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
所进行横断山植物考
察，在雅砻江流域贡
嘎山西坡九龙县发现
了 166 株五小叶槭的
野生居群。

目前，国内已知的五小叶槭仅残存
分布于四川省康定市、九龙县、雅江县
和木里县雅砻江河谷地带的部分区域，
野外居群仅约 500 余株，其中雅江县的
各西沟自然保护区的种群数量最多，有
262株。

2013年，五小叶槭在《中国生物多
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中被列
为极危物种，2019年，又被《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 （IUCN） 红色名录》 列为极
危物种，2021 年 9 月，入选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正式成为国家二级保
护植物。此后，五小叶槭的保护工作受
到越来越多人和机构的关注。

鲁成代早在2008年就开始关注五小
叶槭的命运。他认为，种子产量少、发
芽率极低的自身特性和生境的人为破坏
严重，是导致五小叶槭野外种群急剧减
少的主要原因。此外，五小叶槭对土
壤、海拔、气候、空气湿度等生长环境
要 求 极 高 ， 只 有 在 特 定 环 境 下 才 能
存活。

“五小叶槭种子对温度、湿度的要
求很高，苗子育出来后容易受到病菌感
染及虫害，形成木质后反而要求很一
般，只要冬天不低于零下15摄氏度，基
本都可以栽植，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
但是怕积水。”鲁成代说。

2014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成立抢救五小叶槭专项小
组，目前在甘肃天水和兰州、内蒙古兴
安盟等地建立中华五小叶槭保护地，迁
地保护、人工繁育、栽培五小叶槭。

鲁成代表示，经过10多年的不懈努
力，已经攻克了五小叶槭繁育难题，不
仅将五小叶槭推广种植到河北、湖北等
省植物园，还在2019年与北京植物园联
合送展了 10 株五小叶槭盆栽展品，在
2019北京世园会高校科研院所室内展品
竞赛中获得铜奖。

据了解，鲁成代因自费保护研究五
小叶槭，在资金投入方面已力不从心。
为帮助鲁成代缓解资金困难，白洋淀湿
地生态野生动植物保护志愿者团队负责
人王晓晔购买五小叶槭苗木，并种植在
河北任丘创业公园和任丘植物园。

“种植五小叶槭，不仅可以缓解鲁
成代的资金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
人们了解保护五小叶槭的重要意义，提
高人们关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
王晓晔说。

鲁成代表示，今后在探索五小叶槭
保护之路上，除了保护、繁育五小叶槭
外，还将建设以五小叶槭为代表的濒危
植物保护志愿者中心，让更多人参与五
小叶槭的保护，让其不仅作为园林植
物、盆景植物、绿化植物，还要开发有
关生物产品，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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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奇特、叶色鲜红的五小叶槭

你知道鲍鱼也会远赴千里北上避暑，南
下越冬吗？近日，一批鲍鱼“旅行”一千多
公里，从山东省荣成市出发“组团”抵达福
建省连江县。

那么，鲍鱼为何“南北转场”？其实，鲍
鱼的养殖对温度要求非常严格，每年11月中
旬到12月，冬季北方低温低至0℃以下，水
温低于 10℃，过低的水温会抑制鲍鱼生长。
而此时，连江地区平均气温为12℃，并且昼
夜温差不大，水温稳定在15℃上下，正是鲍
鱼生长最快的季节，所以，人们会让北方生
长的鲍鱼集体南下“越冬”。

不仅如此，每年4月底至5月初开始，鲍
鱼还会北上避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每年
6月至8月，连江县会出现高温热浪天气，气
温较高 （大于 36℃），更有极端高温可达

39℃，高温天气会间接导致水温较高 （大于
26℃），不利于鲍鱼生长，且水中常溶氧偏
低，会导致鲍鱼抗病力弱易死亡。

与此同时，还易受赤潮灾害及台风天气
的影响，导致养殖设施的破坏，使鲍鱼减
产、损耗。另外，南北方夏季水温相差
4℃，北方夏季水温在22℃左右，适宜鲍鱼生
长，也就有了鲍鱼北上避暑之旅。

眼下，南下越冬的鲍鱼已抵达被誉为
“中国鲍鱼之乡”的连江县。拥有得天独厚海
洋资源的连江县，海域面积为 3112 平方公
里，大陆海岸线长 238 公里，水产总量连续
多年名列全省第一、全国第二。作为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连江鲍鱼产品约占全国市
场的1/3，2021年连江县投放鲍鱼苗约19亿
只，累计养鲍总量超过28亿只，全县已形成

了“育苗—养殖—加工”的完整产业链。
而做好鲍鱼养殖的气象服务，与 5 万养

殖户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为打破传统的
经验养殖，连江县气象局联合该县农村专
业技术协会、福建省标准化研究院等多家
单位，通过大量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整
理，编制完成了首个鲍鱼养殖与气象要素
相关联的气象服务团体标准 《鲍鱼养殖近
岸海域气象服务规范》，并发布实施指导养
殖户科学养殖。

除此之外，气象部门还在鲍鱼育苗基
地，建立了海洋气象服务气象站点，以此收
集相关气象数据支撑鲍鱼养殖指标库，气象
专家依托气象数据不仅打造海产养殖气象服
务示范点，还与当地海产养殖企业联合打造
海洋气象服务平台，展示养殖所需的各类气

象要素数据，以方便养殖户实时查看、科学
养殖。

为了更好地提供精细化气象服务，连江
县气象局制作特色农业气象服务鲍鱼养殖专
题，内容包括鲍鱼生长进程、赤潮监测实
况、过去天气回顾、未来天气预测，以及生
产建议等，通过乡镇气象信息服务站、气象
网站、手机短信、LED电子显示屏等途径第
一时间发布，气象为农服务人员深入养殖
区，为养殖户提供精细化的气象服务。

尤其是在鲍鱼养殖关键期，气象为农服
务人员会与科技特派员一同赶赴养殖海域一
线，开展气象科技助农业务。未来，当地气
象部门还将与保险公司合作，推进鲍鱼高温
指数保险服务的探索与推广，助力鲍鱼全产
业链发展。

鲍 鱼 为 何 “ 组 团 ” 南 下 越 冬
□□ 姜 虹

当地球时钟定格在6600万年前，一个新
时代——新生代宣告诞生。从此，动物界进
入了以哺乳动物为主的演化阶段。

哺乳动物在中生代恐龙诞生后不久就已
出现，但直到恐龙灭绝，哺乳动物才获得了
大发展的机会。新生代伊始，哺乳动物便以
自身生物学的优势，更能适应全新的自然环
境和气候条件，走上了迅猛发展的演化之
路。兔子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孕育而生。

东亚是兔形类动物的起源地

根据化石和现生兔形类的形态学特征数
据与分子生物学数据分析表明，在新生代早
期，兔形类的祖先类型与啮齿类都是从其他
有胎盘类动物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兔
形类与啮齿类的祖先类群直到新生代之初才
姐妹分离，各自走上了独立演化的道路。

但是，有关鼠兔是否存在系统亲缘关
系，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在动物学界争议
不断。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在安
徽潜山发现了距今6200万年前古新世的兔形

类祖先——模鼠兔，才解决了鼠和兔的亲缘
关系。1984年，李传夔先生依据中国的实际
材料，提出了“鼠兔同源”的观点，此后还
提出，东亚是兔形类和啮齿类的起源地。

在我国发现的早期兔化石比较丰富。如
在河南卢氏发现了距今约4600万年前的中始
新世卢氏兔，同时代的还有壮兔、沙漠兔。
内蒙古发现了距今约4000万年的晚始新世沙
漠兔等。

借助白令海峡陆桥实现了跨洲扩张

随着亚洲与北美之间的白令海峡陆桥的
形成，沙漠兔扩散到了北美大陆。此后，兔
科在北美大陆蓬勃发展，出现了古兔、巨
兔、始兔、次兔等新型的种群。之后，虽然
经历了一千万年的沉寂，但在渐新世后期，
北美大陆的古兔类又进化出始兔亚科。

接下来，有趣的一幕出现了。在中新世
晚期，始兔亚科成员沿着祖先跨进北美的路
线，又经白令海峡陆桥进入亚洲。中国上新
世地层中发现的短脚次兔，即属始兔亚科。
虽然，欧洲的兔科化石出现很晚，到六七百
万年前才在东欧发现了翼兔，以后又发现次
兔、三裂齿兔、穴兔等。但据考证研究，家
兔恰是由地中海沿岸的野生穴兔驯化而成，

然后由欧洲引入中国的。
对中国而言，现生的兔属种类，在中国上

新世时有联合翼兔，更新世时有翁氏兔。到第
四纪我国仅有野兔一属，如著名的周口店古人
类遗址发现的大量兔化石与现生华北的野兔为
同种，但我国至今没有发现穴兔化石。

从兔行类动物的演化，可以发现，有许
多因素制约这类动物的演化方向和扩散程
度。最典型的因素如白令海峡陆桥的出现。
这一地质事件，与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南极大
陆及形成大冰盖有密切关系。

南极大陆在新生代早期经过千里漂移，来
到现在的南极极点位置。由于日照最弱，绕南
极大陆的环流又阻止了来自热带暖流的影响。
在大约距今4000万年前，南极大冰盖终于形
成，从而反噬地球环境，地球气候也是从那时
起，总体上呈现趋冷的变化，尽管有起伏，至
第四纪形成了地球史上著名的第四纪大冰期。

晚始新世沙漠兔等也是生活在比较寒冷
的地带，在扩散过程中，借助陆桥实现了跨
洲扩张，谱写了一首亚洲与北美之间生物相
互交流的演化曲。

保护好兔子的生态环境

如今，兔子以亚洲东部、南部和非洲及

北美洲种类最多，少数种类分布于欧洲和南
美洲。其中一些种类分布广泛或者被引入很
多地区，主要栖息于荒漠、荒漠化草原、热
带疏林、干草原和森林。

然而，在国内部分地区，鼠兔常被误以
为是老鼠的一种。有的种类还被当做是“草
原害鼠”而无情扑杀。例如，新疆伊犁鼠兔
目前已不足 1000 只，是世界濒危物种。因
此，正确认识鼠兔，科学保护生态，是我们
爱护兔子的当务之急和最好方式。

兔子是典型的三瓣嘴，非常可爱。兔子
性格温顺，惹人喜爱，是很受欢迎的动物。
在我国十二生肖中，兔子寓意积极、善良、
超越、和平等，是机敏和幸运的象征。

2023年将迎来兔年，人们希望兔年能为中
国人们带来祥和、健康和平安。在此，当我们
了解兔形动物的演化史，感受生命史中许多奇
妙和神秘的演化现象，会更加喜欢活泼可爱的
兔子，会更加重视和保护好兔子的生态环境。

兔年春节的脚步正在逼近，有着远比人
类漫长演化史的鼠兔，将带着历史的荣光，
化身充满现代快乐气息的“兔圆圆”，在辞旧
迎新的除夕之夜向大家敬拜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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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的荣光早在远古时代就已注定
□□ 冯伟民

竖直的长耳朵、可爱的四颗小门齿、萌萌的神态、亮亮的大眼睛……12月22日，
《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发布了吉祥物形象“兔圆圆”，原型来自于我国科学家李传
夔发现并命名的安徽模鼠兔。它们生活在6200万年前，是世界最早的兔形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