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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红鸟北长尾山雀大量来京，
它们不仅出现在各大公园里，还在街头巷
尾露面。

北长尾山雀属于雀形目长尾山雀科，
是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
值的“三有”保护动物。这种鸟身材小
巧，有着白色、毛茸茸的头部，乌黑的眼
睛，短且粗厚的嘴巴，缩成一团的时候圆
滚滚的，就像个“糯米团子”，十分可
爱，被许多观鸟爱好者亲切地称为“小肥
啾”、“会飞的汤圆”。

北长尾山雀是部分迁徙的鸟类，在它
的常见分布繁殖区，如果冬天相对比较温
暖、有食物，它就从高海拔区域到气温稍
高的平原区。如果某一年，它经常分布的
区域气温骤降或有大面积积雪，取食困
难，它们也会南迁过冬。北京、河北一带
正是它们的临近越冬区。今年北京出现较
多数量的北长尾山雀，可能跟气候变化有
一定关系。目前飞到北京的这些北长尾山
雀，大概率会在京过冬。

北 长 尾 山北 长 尾 山 雀雀 ：： 会 飞 的会 飞 的 ““ 汤 圆汤 圆 ””
□□ 文/图 何建勇

秋冬季里我们惯常所见的枯枝落
叶，会在哪儿落脚？园林绿化伴随的诸
多废弃物，最终去向何方？

在北京，这些年产逾 520 万吨的所
谓“绿废”，经过多种处置利用模式加工
后变身“绿肥”，派上了新的用场。

譬如，对于山区、林区和公园留野
区里的落叶，少量浇水，使其自然腐烂
缓慢分解，融入土中，可起到保水保墒
的作用；或者，将落叶和枯枝经专用处
置车粉碎压缩后，再运送至集中处理中
心进行二次粉碎、发酵堆肥，做成有机
基质施回土壤。

有报道说，北京目前已在全国范围
内率先使用一体化粉碎运输车辆，它们
穿行在街道、胡同，一边收集绿废，一
边进行粉碎作业。未来，全市将适时启
动首都园林绿化“沃土工程”，加大园林
绿化废弃物产品应用，全面提升土壤质
量和生态承载力。

这些“落土”的好事儿，让我想到
了两年前还在农村工作时所见识的农事。

2021 年 11 月 6 日，我到重庆垫江县
砚台镇参加黄精种植示范基地合作签约
仪式。一位从北京返乡创业的企业家谭
伦，领着我在他创设的生态李子园基地
里转悠，一路上都在宣讲他的生态种植
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
由于过去穷怕了，乡亲们种啥都特别讲
求“量”大、产量高，鲜少考虑品质和
可持续发展问题。他倡导生态种植，提
出要注意选择合适品种，不打农药，不

用除草剂。
这样能行吗？谭伦说行！他种植的

生态李子树，用的是物理除虫法 （粘虫
板），效果很好。而杂草经过人工处置，
直接铺在树下土上，既能当作肥料，又
能保湿土地，相当于回归自然对土地进
行了生态改良。他还设想在生态农业园
自我实现农家有机肥发酵生产，实行林
下生态散养、生态立体种养，以此带动
当地农村以及“三农”产业的有序转型。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其实，
早在20世纪初，有机运动的先驱者就进
行了相关探索，并在1940年创造了“有
机农业”一词。其后，“有机”从一个表
示与生物有关或源自生物的中性词，渐
渐转变为一种特殊标签，所指代的是一
种“赋予生命”的食品，其生产过程几
乎摒弃了工厂制造的化学品。当然，这

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不管怎样，有机理念与简单的、基

本的自然法则是相契合的。1943年，英
国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华德出版了《农业
圣典》。在这部有机运动的创始文献中，
霍华德不仅对过度使用合成肥料进行了
谴责，而且还富有远见地指出：“人造肥
料对土壤生命的缓慢毒害，是农业和人
类所遭受的最大灾难之一。”在他看来，

“所有大自然耕作的基础”是回归法则。
也就是说，所有可用的植物、动物和人
类排泄物都应该毫无保留地回归土壤。
细菌、虫子和鸟类死亡后，会回归土壤
之中，为其他生命提供营养。它们的排
泄物同样如此。人类也必须将自己生活
中产生的残余物归还给地球。

回归法则体现了一种洞见：每一件
事都会影响其他任何一件事。如我们所
知，土壤、植物和动物的健康是相互关
联的，肥沃的土壤是提高作物产量的关
键，而肥料则是土壤肥力的关键。霍华
德对腐烂的植物和动物 （称其为“壮丽
的森林腐殖质”） 赞不绝口，认为那是

“植物生命的开端，因此也是植物生命和
我们自身存在的开端”。他相信人不可能
逾越自然秩序的限度而不受惩罚。在实
践的层面上，霍华德最重要的贡献可能
是开发了一种堆肥法。在堆肥中，细菌
与真菌分解农业和家庭垃圾，将其中的
氮固定为可用的氨和硝酸盐。

后来，人们又开始探索通过在土壤
中添加生物炭，来摆脱对土壤 （碳氮

比） 平衡的限制。生物炭是一种细粒木
炭，由林业辅料、绿色废弃物、污水和
粪便制成。把它们添加到土壤中，可以
改善一些土壤的质地和肥力。

如今，业已开创的一门新科学——土
壤生态学，对肥力、土壤质量和生态承载
力有了新的认识。肥力不仅是土壤中含有
的营养物质，也是一种功能：一种它们是
否能在适当的时候为植物所用，并在植物
不需要它们的时候安全地固定下来的功
能。换句话说，肥力代表了一个正常运转
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前述霍华德对腐殖质
生命本质的赞赏，其涵义就是土壤生物群
落、植物根系和周围土壤之间的动态关
系，以及腐殖质物理结构之功能。

还有人倡导发展一种新的农艺学，
以比目前更精确的分辨率来绘制地球农
业土壤的地图，了解它们的各种生态，
研究出使用尽可能低的添加剂和尽可能
小的影响来种植大量食物的方法。他们
呼吁科学家与农民合作，根据当地特有
的条件，发展出精确和极简的有机处理
方法，帮助农民摆脱对商业种子和化学
品的依赖，降低成本，并确保他们从自
己生产的粮食中获得更大比例的回报。

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妙哉！

这两天，南京一头野猪耗时12分
钟横渡长江的视频火了。网友热议：

“野猪下水变江豚”“天蓬元帅厉
害”。无独有偶，安徽一网友近日也
拍到野猪横渡长江画面。其实，野猪
出色的游泳展示恰恰体现了它在自然
界中的超强生存力和适应能力。

身穿“软猬甲”，战斗力爆表

野猪，也叫山猪，是一种分布广
泛的大型哺乳动物，其分布范围遍及
欧洲、亚洲和非洲等地区。在自然界
中，野猪是一种适应能力极强的动
物，它们在身体结构形态、食性、环
境适应能力、繁殖力、行为特性等方
面都有着独有的特征。

野猪体型粗壮，体重可以超过
100 公斤，有强大的肩部和颈部肌
肉，四肢粗短且强健有力，很擅长奔
跑和短距离冲刺，且耐力超强。野猪
的 皮 糙 肉 厚 ， 体 表 覆 盖 着 坚 硬 的
刚毛。

野猪还有一个奇特的习惯，经常
摩擦树干，导致皮肤变得更加坚硬，
如同穿了一件“软猬甲”，让野猪在
野外生存中具备了极强的防御力。此
外，野猪的两个外耳廓很大，听力非
常好，能及时发现敌害。

强壮的体格、巨大的蛮力和防御
力，再加上锋利的獠牙，就连老虎、
狮子和熊都对它退避三舍。有句俗话
说“一猪二熊三老虎”，可见野猪之
凶猛。

荤素不挑，一生繁殖后代
超100只

野猪是典型的杂食性动物，在自
然环境中可选择的食物范围广泛，荤
素不挑食，既能吃植物的根、茎、
叶、花和果实，也能吃大型真菌、昆
虫、水生动物、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
等，几乎不放过任何能吃的东西，甚
至捡拾动物尸体。

此外，野猪的鼻吻部长，嗅觉非
常灵敏，能嗅到埋在土里的食物。野
猪鼻吻部的肌肉发达，加上发达的獠
牙，能挖出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等食
物。所以，它能吃到其他动物吃不到
的食物。在食物匮乏的季节，野猪还
会扩大活动范围或增加觅食时间，以
获取足够的食物。这种广泛的食物选
择和觅食能力，使野猪在各种环境条
件下都能找到足够的食物，从而增强
了它们的适应性。

野猪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
从寒冷的北极地区到炎热的沙漠地
带，从半干旱气候到热带雨林，再从山地到平原都有其
踪迹，野猪能根据环境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和习性，以
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

野猪的繁殖能力非常强大，一年可以生1—2胎，每
胎产4-12只幼仔，幼仔的存活率高达90%以上，且成长
速度很快。雌性野猪1周岁就可以参加繁殖，寿命长达
15-20年，因此，一头雌性野猪一生可以繁殖100只以上
的后代。这种强大的繁殖力，让野猪种群能够在短时间
内适应环境变化，使得它们的种群数量能快速增长。

社会等级严格，分工明确相互协作

作为一种群居动物，野猪在野外会组成小群体，由
一头到几头成年雌性野猪和它们的后代组成，雄性野猪
多单独行动，有时也加入队伍中。群体成员之间有严格
的社会等级，分工明确，相互协作，一起寻找获取食
物，共同抵御外敌的侵扰。野猪的领域性也很强，常用
尿液、粪便等标记其领域范围，如果发现敌情，就会快
速逃跑或采取攻击性自卫策略。

猪通常被人类视为懒惰的动物，但野猪并非如此。
它们昼夜活动，范围很大。在食物缺乏的情况下，野猪
为了寻找足够的食物，会进行长距离迁移。在冬季缺乏
食物的季节，野猪四处游荡，它们也经常闯入城市郊区
的公园绿地、荒地、农田等地觅食。它们逢山爬山，遇
水涉水，畅游大江大河等宽阔水域也是很常见的，就像
此次报道的野猪轻松快速横渡长江不足为奇。

野猪凭借其强大的繁殖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在天敌
减少、生态恢复和保护下，数量快速增加，在我国局部
出现泛滥，一些地区将野猪视为害兽。野猪已被移出了
最新的《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名录。

但是，作为生物链的一个重要环节，野猪在自然生
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仍发挥着自己独特的生态
功能。

（作者系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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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于兰花螳螂出色的
“伪装术”，人们猜测它的形态是模拟兰
花花朵而演化。但是近日，发表在期刊

《当代生物学》上的最新研究成果披露：
兰花螳螂具有滑翔能力，这为它的形态
演化补充了一种新的解释。

兰花螳螂被称为“伪装大师”。“昆
虫皇后”“食肉兰花”“美人杀手”，也是
人们赋予它的雅称、别称。作为自然界
中将“伪装术”施展到极致的物种之
一，兰花螳螂是不折不扣的天生掠食者。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程瑾介绍说，兰花螳螂具有高超的

诱捕本领，通过“拟花体色”和“拟花
体型”，吸引着无法抵挡花朵诱惑、一心
寻觅花粉和花蜜的昆虫们。昆虫一旦受
骗，上演了“超级模仿秀”的兰花螳螂
就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行动力，捕
获昆虫就犹如囊中取物，十分轻松。不
仅如此，幼年兰花螳螂的下颚还会释放
出一些化学物质，模仿蜂类信息素的成
分，进而高效地通过“化学拟态”吸引
和捕获猎物。

此次研究还发现，兰花螳螂是一名
优秀的滑翔者。“兰花螳螂具有的滑翔
绝技，归功于它拥有特殊的弧形花状腿

瓣。这个弧度与鸟类翅膀或其他动物的
滑翔结构相近，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基本
原理。”程瑾介绍说，如果将具有完整
腿瓣的兰花螳螂从10米的高空抛下，它
可以滑翔平均 6 米的水平距离，最远达
到14米；若把腿瓣去除，滑翔距离则缩
减三分之一；如果把兰花螳螂麻醉，虫
体就会呈自由落体，失去滑翔能力。由
此可见，花状腿瓣在兰花螳螂的滑翔

“起飞”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据了解，与鼯鼠、飞蜥和树蛙等会
滑翔的脊椎动物相比，兰花螳螂用于滑

翔的外骨骼往往难以收起，导致它活动
能力差、更易被天敌发现，因此兰花螳
螂还需要进化出接近花朵的体色，将自
己伪装成兰花才能生存。

兰 花 螳 螂 竟 身 怀 滑 翔 绝 技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在北京居然也拍到极光了！”
12月1日晚上8时许，我拿到北京极光

图片时，心里也是有些怀疑：这不会是地光
或是远处的城市照明吧。但很快，随着相关
信息的逐渐清晰，北京极光得到确认，并迅
速登上热搜。这是自有现代摄影技术以来，
北京第二次出现极光目击记录，此次更是达
到了肉眼可见的明亮程度。当晚，门头沟
区、怀柔区等多个地方出现北京极光记录。

既不是晚霞也不是城市照明

从观感上说，北京这次出现的极光为红
色极光，在观测地北方的夜空中贴着地平
线，有一大片红色的光芒，这也难怪有朋友
寻思这会不会是晚霞。

从发生的时间接近晚上8点来看，此时
北京日落已有近3个小时，太阳光已被地球
完全遮挡，无法照射云层，所以肯定不是
晚霞。

那会不会是地面的城市照明反射到天空
的假象呢？从两方面分析，可以肯定不是城
市照明。一方面，从怀柔向北眺望，已基本
没有城市照明了，我们就假设还有些许城市
灯光从天空反射回来，但颜色也应该是比较

丰富的，更不会是单一的红颜色。
另一方面，北京极光的红色光芒是动态

变化的，时强时弱，富有灵动感，而城市照
明在空中的反射是基本不变的，这也从第二
天极光摄影师浦石所发布的极光视频中得到
了证实。

四大原因助力捕获精彩瞬间

从科学角度分析，此次北京出现极光主
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当前处于太阳第 25 活动周的上
升期，太阳爆发活动频率高、等级大，给地
球极光的出现提供了基础条件。

第二，此次的太阳爆发活动足够强，释
放的大量带电粒子注入地球大气，并在与大
气微粒碰撞的过程中形成极光，极光的区域
范围相比以往也更大。同时，极光区域的边
缘或存在较大的不规则齿突结构，进而向低
纬度地区扩展，并恰好与北京的所在位置
对应。

第三，北京当天的空气质量很好，能见
度条件绝佳，站在高山顶端确实可以看到上
千公里之外的极光。

第四，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准确

地预报了此次大地磁暴事件，并在11 月29
日、30日通过微博、微信发布了预警信息，
极光爱好者们孜孜不倦地追求，随时做好的
出发准备，以及相当高超的拍摄技巧，也为
此次成功记录北京极光起到了关键作用。

北京或将再迎极光

根据全球空间天气科学家的预测，当前
太阳活动周的高峰时间预计在2024年到2025
年之间，太阳黑子爆发、耀斑、日冕物质抛
射还将变得更加频繁，极大概率还会有更大
的地磁暴发生。这对于我们足不出国，在家
门口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极光之旅是极大利好。

在冬季，我国北部不少地方，比如黑龙
江、新疆北部，甚至是内蒙古，都有再次看
到极光的可能。

而对于北京来说，不到北纬 40 度的纬
度条件想要观测极光确实有些“先天不
足”，但既然有了前面极光记录的突破，今
年冬天或许还可以再期待一下。具体建议
如下：

首先，要会看空间天气预报。根据极
光活动的特点，一般会提前3天判断其发生
的时间、范围，甚至是强度色彩，大家可

以通过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的官方
网站、微信、微博，获取地磁暴预警和极
光预报。

其次，配备相机。极光的出现从亮度上
分为两种，一个是肉眼可见的，比如漠河的
红绿复合极光，因为绿光的波长容易被人眼
感受到；而另一种就是红色且比较暗淡的极
光，这个时候肉眼看不清，就需要借助相
机，通过调高感光度、开大光圈、延长曝光
时间等多种方法，来让隐藏在夜空中的极光
现身。大家也可以试试手机拍摄极光。

再次，注意安全。极光拍摄相比一般星
空摄影，对人员安全意识、行动装备、拍摄器
材的要求都更高。跋山涉水自不用说，夜晚的
山顶高地，风大温度低，保暖不足很容易失

温，积雪也会遮挡很多地面空洞，比如12月2
日晚就有极光爱好者在尝试拍摄时遇险。拍摄
设备也要面临多重的考验，低温会造成无法开
机，电池工作时间严重缩短，以及雾气遮挡镜
头的问题。

最后，还需要一定的气象条件。比如不
能有云层的遮挡，不能有雾或霾，最好还没
有月亮，因为月光太过明亮的话，也会对极
光观测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对于公众而言，最好的极光观测
方法就是看空间天气极光预报，然后根据预
报地点规划行程，踏踏实实、安安全全地享
受极光之美。

［作者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国家空间
天气监测预警中心）工程师］

12月1日晚，“北京极光”话题冲上热搜。在北京拍
到极光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北京拍到的极光。浦石 摄

且 看 “ 绿 废 ” 变 “ 绿 肥 ”
□□ 文文//图图 尹传红

在重庆垫江县砚台镇谭家嘴的生态
李子园基地，虫子毙命于粘虫板，杂草
也“参与”到土地生态改良。

别去北极了别去北极了，，家家门口就能看极光门口就能看极光
□□ 韩大洋韩大洋

图为兰花螳螂。陈占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