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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遇 而 不 可 求 的 同 心 莲可 遇 而 不 可 求 的 同 心 莲
□□ 李 俊

我国是世界上栽培莲花最多的国家之
一。关于荷花的起源地点，学术界一直存在
争议，但其起源时间比人类的诞生要早很
多，没有疑义。荷花也是被子植物中起源最
早的植物之一，被称为“活化石”。

在同一朵花中出现两个及以上莲蓬（雌
蕊），发生的概率约为百万分之一，并且它们
都不属于特定品种，是一种偶发的变异行
为，不具有遗传性，这就是同心莲。

莲花现存活体种类仅有两种

荷花又名莲花，是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
一。因在夏季盛开，也称夏荷，更是与春
兰、秋菊和冬梅并列为我国四季花卉的代表。

目前，尽管全世界已经发现荷花化石数
十种，但现存活体种类仅有两种，即产于亚
洲的亚洲莲和分布在美洲的美洲莲。荷花虽

然仅有两种，但品种资源却非常丰富，有数
千个。

荷花的分类，按主要用途可分成藕莲、
子莲和花莲，甚至出现子花兼用型、藕花兼
用型等类型。藕莲开花很少，更多的养分供
给了莲藕的生长发育，为蔬菜和其他淀粉加
工食品提供原材料。子莲则会长出一个个俏
皮的莲蓬头，其上安坐着圆的莲蓬子，排列
得井然有序，宛如一排排打坐的小和尚。花
莲也叫观赏荷花，不仅可做盆花和切花，更
是旖旎多姿的水生景观不可或缺的重要植物
种类。

按花的形态，可分成杯状、碗状、碟
状、飞舞状、叠球状、球状等，真是花态各
异，各有特色。根据花色，可分为白色、红
色、紫红色、粉红色、粉白色、淡黄色、黄
绿色、橙黄色、洒锦和复色等，花色多样、

色彩纷呈，但与睡莲相比，荷花欠缺蓝色、
橙色、红黑色等颜色，实属美中不足。

偶发变异，不具有遗传性

按照花被片数及雄蕊的瓣化程度，荷花
可分成单瓣、半重瓣、重瓣、千瓣和重台。
其中，千瓣是一种特殊瓣型，一朵花中有多
个发育中心，形成“花中花”的奇特构造，
有记录显示最多可出现1花7芯，而且几乎只
开花不结果。“千瓣莲”开花时间长，外面的
花被片不断掉落，内里的不断发育生长。
2009年发现的新千瓣莲型品种“至尊千瓣”，
其雌、雄蕊完全瓣化，因栽培条件各异，总
花被数为500—1600片，名副其实的千瓣。

重台是指一个荷花品种除了大量雄蕊瓣
化，雌蕊中的心皮也全部泡化或瓣化，同原
有花被形成两层（台），之间由残存的雄蕊隔

开。千瓣和重台花型与众不同，属于比较奇
特的荷花类型，但更为罕见的并蒂莲、同心
莲是不是也被归为此类呢？

并蒂莲是两朵荷花并蒂而开，每朵荷花
各自有一个莲蓬，且都长在同一个荷杆上，
发生概率通常为千分之一。同一朵花出现两
个莲蓬叫双雌莲。除了“并蒂”“双雌”现
象，荷花中还罕见地出现过“三蒂莲”，这种
概率最低，目前仅出现过一次。但不管是并
蒂莲，还是双雌莲，它们都不属于特定的品
种，因为任何品种的荷花都有几率发生这种
现象，是一种偶发的变异行为，不具有遗传
性，而且出现的概率还不确定，因可遇而不
可求，故显得尤为珍贵稀有。

吉祥喜庆，善良美丽的化身

奇特的花型在不同朝代都能引起大家的

关注，自古以来人们便视并蒂莲、同心莲为
吉祥、喜庆的征兆，更是善良、美丽的
化身。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江南荷花被人工扩
大种植规模，并蒂莲、同心莲等特殊开花现
象出现的几率变高，文人墨客则通过诗词歌
赋等形式表达喜爱之情，其中《玉台新咏·近
代杂歌·青阳歌曲》中有记载：青荷盖绿水，
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同心莲。明
朝的胡侍在《真珠船·双头莲》中提到：双头
莲，即合欢莲，一名嘉莲，一名同心莲。唐
代的徐彦伯在《采莲曲》中记录：既觅同心
侣，复采同心莲。各朝各代文化的繁荣发展
与交流，让同心莲、并蒂莲的美流传至今，
传承着幸福与美好。

（作者系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正高
级工程师）

当我们俯瞰地球家园，蔚
蓝的大海、绿色的森林，令人
沉醉，但黄色的沙漠却不禁让
人揪心。6 月 17 日是世界防治
荒漠化和干旱日，每年的这一
天，“荒漠化”问题，备受关
注，被大家广泛谈起。

干 旱 ， 不 仅 仅 是 没 有 降
雨，它往往是由土地退化和气
候变化造成的。荒漠化，被称
为“地球癌症”，是一种人为因
素叠加自然因素造成的最严重
的土地退化现象。

防治荒漠化是全人类共同
携 手 的 一 项 伟 大 正 义 的 “ 战
争”，中国是参与荒漠化防治全
球协作最早的一批国家。1994
年 6 月 17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
了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的正式文本。为了纪念国际社
会达成荒漠化防治共识之日，
第 49 届联大通过决议，宣布从
1995 年开始，每年的 6 月 17 日
为 “ 世 界 防 治 荒 漠 化 和 干 旱
日”。

积 极 参 加 国 际 履 约 的 背
后 ， 是 中 国 荒 漠 化 防 治 工 作

“全国一盘棋”的大国担当。做
好“保”“治”“防”“用”四字
文章，荒漠化防治工作才能在
科学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社会公众需要科学认识荒
漠与荒漠化。有人说“治沙就
是消灭沙漠”，这种认识是错误
的。治沙讲究有所为，有所不
为。我们姑且将沙漠分为“原
生沙漠”和“人造沙漠”两大
类。原生沙漠是自然演变产生
的，有的沙漠的形成年代高达
数百万年，彼时人类还没有出
现 。 对 待 “ 天 然 ” 沙 漠 ， 要

“保”字当先，目的是保护天然
的荒漠生态系统，方式是建立
多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如荒漠类型国家公园、国家沙
漠公园、封禁保护区等。

人造沙漠则是由于人为土
地退化造成的，这部分“沙”
才突出一个“治”字，应该予
以 治 理 、 修 复 。 在 治 理 的 技
术、模式方面，中国已经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白芨滩模式、
右玉模式、柯柯牙模式、磴口
模式、光伏治沙模式等享誉海
内外。

此外，针对生态环境相对
脆弱、荒漠化沙化风险比较高
的地区，如原生沙漠周边地区
的绿洲、农田等，应注重一个

“防”字，即积极预防土地荒漠
化和沙化。

不论是原生沙漠还是人造
沙漠，对人类来说都有“用”
的价值，应该合理有序开发利
用。原生沙漠是可以成为开展
自然教育、科普的基地，如巴丹吉林沙漠的高大沙
山、库姆塔格沙漠的雅丹和羽毛状沙丘、罗布泊的

“大耳朵”等。人造沙漠可以在被有效治理后，综合
开发利用，发展多种沙产业。

因此，在荒漠化防治实践时要做到四点：一是
要科学认知荒漠和荒漠化，了解荒漠化发生的机
制、荒漠形成演化的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二是
要擦亮双眼，认真识别哪些是真治沙、哪些是假治
沙，哪些是借治沙之名、行破坏生态借机敛财之
实。三是要以当地的自然立地条件、天然的植被承
载力为基准，实施近自然修复，恢复原貌和底色。
四是要保护荒漠、爱护荒漠，为子孙后代留存一些
干净的、纯洁的沙海。

（作者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保护与修复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第四纪地质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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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武义开出一朵同心莲，引发关注。同心莲又叫“并雌莲”，比并
蒂莲更为罕见，发生概率为百万分之一——

科研人员在库姆塔格沙漠无人区开展野
外调查。 崔向慧 摄

纵观古今，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择
水而居、依水而兴”的历史。是什么将湿
地和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呢？是充
沛的水资源、丰饶的物产和便利的航运。
湿地不仅为早期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
必需品，也为后续传统农耕文明的兴起，
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强盛，提供了不可替
代的物质基础及生态保障。

世界最著名的大江大河都是孕育人类
文明的“摇篮”：尼罗河文明、两河文
明、印度河文明和华夏文明这四大古代文
明就是在河流湿地的滋养下诞生并繁衍壮
大的，这些湿地也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与历史的演变。

尼罗河造就了古埃及文明。在古埃

及，每年尼罗河洪水泛滥，都会带来厚厚
的淤泥，长年累月逐渐形成了土壤肥沃的
河谷地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
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在他的著
作 《历史》 中记载：“他们要取得收获，
并不需要用犁犁地，不需要用锄掘地，也
不需要做其他人所必须做的工作。那里的
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溢出来，流到田地上
去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
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赶猪上去踏进
这些种子，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河
水泛滥后形成的淤泥型河谷湿地，成为古
埃及人粮食和财富的来源，造就了尼罗河
沿岸农业的辉煌。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孕育了两河

文明，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美索不
达米亚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两河之间的
土地”，也在无形中说明了这片文明沃土
的由来。苏美尔人、阿卡德人、阿摩利人
和亚述人等先后在这里建立了古巴比伦王
国和亚述王国。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水源
主要来自土耳其东部亚美尼亚以及库尔德
斯坦山脉的积雪，每年 4—6 月积雪融化
造成洪泛，为这里带来了充沛的水资源、
沉积物和营养物质。苏美尔人在这里创造
了巨大的灌溉系统，建立了肥沃的农耕区
域；迦勒底人建设了繁华的商业之都，建
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然
而，干燥的气候和长期大规模的灌溉，使
这里的土壤盐碱化和沙化成为一种必然，
也为后续该文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印度河与恒河浇灌了古印度文明。
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4000年，印度河
流域和恒河流域都生长着茂密的热带森
林，流域内湖泊纵横，土地肥沃。生活
在印度河流域的人们，最早聚居于河
边，从事着采集和渔猎活动。丰沛的恒
河水把上游的土壤冲积到下游，形成肥
沃的平原和三角洲，为沿岸人民带来了
舟楫之便和灌溉之利。这片地区农业逐
渐兴起，人口逐渐兴旺，形成了以哈拉
帕文化为代表的丰富多彩的印度河古代
文明。因此恒河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
河”和“印度的母亲”。

我们的祖先依傍黄河和长江，创造了
古老而灿烂的华夏文明。早在旧石器时

代，黄河、长江流域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
迹。《吕氏春秋》曾记载古代中国有“十
薮”，薮即沼泽，大多分布在黄河中下
游。河流充足的水资源和两岸肥沃的土地
为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殷商至
北宋年间，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
济和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这
样伴随着湿地而发源，伴随着汩汩水声缓
缓滋长，润泽而绵长。

不仅是四大文明，几乎所有古文明的
起源都与湿地密切相关，如爱琴海孕育了
古希腊文明，台伯河滋养了古罗马文明，
波斯湾和红海哺育了阿拉伯文明，墨西哥
湾诞生了玛雅文明等。还有欧洲的英国、
法国、德国、芬兰、瑞典和挪威等许多国
家，都是紧邻湿地发展起来的。

从古至今，湿地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
也在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其已成为居
民享受高品质生活、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
重要生态基础。可以说，没有湿地就没有
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没有湿地也没有现
代生态宜居的城市。湿地不仅承载着人类
文明的过去和现在，也必将在人类未来的
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伴 水 而 生 的 文 明
□□ 崔丽娟

科普时报讯（记者赵汉斌）饼干衣属
是地衣化真菌，全世界约有 300 种。近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获
悉，近期该所研究人员在我国西南地区重
新找到了5种“消失”了110年的饼干衣
属原种，还发现了1个新种。最新一期国
际期刊《多样性》发表了相关研究。

饼干衣属是全球广布的地衣类群，其
中 5 个种由奥地利植物学家汉德尔·马泽
蒂在我国西南横断山区采集，由于当时采
集标本不完整、物种描述简单，缺乏解剖
特征和特征化合物等关键分类信息，该属
地衣物种组成混乱、分类界定不清的问题
突出。

1913年至1916年，汉德尔·马泽蒂在

横断山区开展植物区系研究，并采集了
13000 余号标本，其中包括约 850 余号地
衣，这些标本大部分保存在维也纳的两个
标本馆。1930年亚历山大·扎赫布鲁克纳
研究了这些标本，并发表了81个新种。

“然而，这些物种自采集后百余年
间，除了仅有的一号模式标本外，再无新
的采集记录。”昆明植物研究所王欣宇博
士介绍，这些物种在原产地是否还存在？
分布状况如何？物种界定是否正确？带着
疑问，他们从饼干衣属地衣入手，展开深
入研究。

近年来，研究人员多次重走汉德尔·马
泽蒂的采集路线，并在这些物种的原产地
进行网格化系统采集，获得了大量新材

料，通过借阅相关模式标本，从形态学、
解剖学、化学和生境特征开展深入研究，
并结合多基因分子系统学的方法，对这些
物种进行系统发育分析，明确了其系统位
置，同时也为这些物种作了更为清晰的分
类界定。

研究结果发现，饼干衣属非单系类
群；四川饼干衣隶属于粉衣科黑瘤衣属，
因此将其易名为四川黑瘤衣；在本地区发
现1个新种，命名为横断山饼干衣。研究
不仅澄清了这些百年物种的基础信息，为
后续地衣物种演化等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
数据，也为饼干衣属下物种的分类界定、
物种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分类
基础。

“消失”百年，中国特有地衣种重现青藏高原

以汉德尔·马泽蒂命名的云南特
有种——汉氏饼干衣。
（图片由中国科学院昆明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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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攀雀是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别看
它和麻雀一样大小，却从不在简单的房子里边
居住。

中华攀雀的房子都是自己用衔来的丝线，
一点点地缠绕搭建而成，就像是一个南北或者
东西通透的手提小篮子，看似普通，却浪漫又
温暖。只见它们夫妻不停地忙碌着，从芦苇和
植物的花絮上，选取所需的建筑材料，一根根
的缠绕在自己的房间内外部，进行精装修，而
这甜美的小篮子就是它们哺育后代的最佳
住所。

中华攀雀体长是100—115毫米，体型纤
小，雄鸟顶冠灰，脸罩黑，背棕色，尾凹形。
雌鸟及幼鸟似雄鸟但色暗，脸罩略呈深色，嘴
灰黑色，脚蓝灰色。它们一般栖息于近水的苇
丛和柳、桦、杨等阔叶树间，除繁殖期间单独
或成对活动外，其他季节多成群，主要以昆虫
为食，也吃植物的叶、花、芽、花粉和汁液，
捕获猎物的方式和一般的山雀相同。每年的
4—6月是它们孵化宝宝的最佳时间。

左图为温馨小屋中的中华攀雀。右图为正
在忙碌装修中的“夫妻”。

中 华 攀 雀 自 建中 华 攀 雀 自 建 ““ 温 馨 小 屋温 馨 小 屋 ””
□□ 文文//图图 陈晓东陈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