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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名人说，科学的界限像地平线一样，你越接近它，它就挪得越远。不过，应该再加一句，这种不断的接近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芦荟产业专业委员会
完 美（中 国）有 限 公 司 联 合 特 约

文·任 天

■ 探 索

■ 说 谜

文·实习生 李 婕

■ 将新闻进行到底

10月27日，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长江当涂水域鱼类监测站
在检测中发现：安徽马鞍山江段出现多种外来物种，这些外来“洋生物”
不少是被人们放生进入长江的。专家呼吁：外来物种不能随意放生，否
则会对长江水生生态系统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

■ 新闻缘起

■ 简 讯

从全球芦荟种植分布情况看，2006 年，全球库拉

索芦荟种植面积约为 23589 公顷，其中美洲大陆的种

植面积最为广阔，约为 19119公顷，占全球种植面积的

81%；澳大拉西亚（指亚洲和大洋洲的地区），如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邻近的太平洋岛屿）的种植面积为 4170

公顷，占世界种植面积的 18%；非洲大陆由于受地理和

芦荟生长技术等因素的限制，芦荟种植面积仅为 300

公顷，占世界种植面积的 1%。

纵观世界各国库拉索芦荟种植分布情况，种植面

积最大的地区是墨西哥，占 18%,其次是多米尼亚共和

国，占 10%,再次是中国，占 7%。而作为芦荟产业大国

的美国，其芦荟种植面积只占世界种植面积的 3%，主

要原因是美国土地日益升值，迫于成本压力，美国芦荟

企业纷纷将芦荟种植基地移出美国。2007 年后，美国

除保留少许研发用芦荟种植基地外，本土已没有生产

用芦荟种植基地。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芦荟的天然活

性，美国芦荟公司在种植基地外迁的同时，将原料加工

厂也同步外迁，在种植基地附近建原料厂或生产工厂。

从全球芦荟原料销售市场分布情况看，全球芦荟

原料的销售产值每年可达 1.3亿美元左右，其中美洲和

澳大拉西亚分别占 62%和 38%。芦荟原料销售市场主

要是泰国、墨西哥、多米尼亚、美国、哥斯达黎加、中国、

危地马拉、澳大利亚和委内瑞拉等。此外，欧洲芦荟销

售市场的销售额约为 2470万美元，占全球的 20%。

从全球芦荟原料产值和潜在产值的对比看，墨西

哥、多米尼亚和中国的芦荟原料潜在产值名列前茅；美

洲芦荟凝胶的年产值可达 7640 万美元，其中墨西哥、

多米尼亚和美国名列前三，分别贡献 3548 万美元，

2158万美元和 929万美元，对比印度、泰国、马来西亚、

中国、澳大利亚等国芦荟凝胶的年产值情况，澳大拉西

亚芦荟凝胶的产值达到 4700万美元，其次是中国和泰

国，分别占 443.5万美元和 158.4万美元，中国库拉索芦

荟凝胶获批为新食品原料后对芦荟凝胶的需求量增

加，中国芦荟凝胶市场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国际芦荟产业现状

近日，一位英国科学家对被认为是雪人毛发

的样品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其与一种古代北极

熊关系密切。布莱恩·赛克斯是英国牛津大学的

资深遗传学家，他于本周公布了一项为期一年的

研究项目结果。在以往的报道中，雪人有多种不

同的形态,一个是较小体型的，一个是与人体型相

近的，另一个体型较大，被称为“Dzu-Teh”。如果

正如赛克斯所提出的，Dzu-Teh 真的是一种曾经

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古老熊类，那它就不太可能像

大众印象中的雪人那样，具有白色的皮毛，因为它

是从棕熊分化出来的最早的北极熊分支。对此，

国际神秘动物学博物馆的主管科尔曼认为，这更

加证明了赛克斯的发现，即大型雪人正是一种古

代北极熊物种。

罕见熊类或只是雪人的一种？

美国布朗大学和危地马拉文化体育部联合组

成的考古队去年在危地马拉的丛林内发现了一座

神殿，属于玛雅当时最小的城邦之一艾尔托兹。

这座用来纪念太阳神的宫殿有着异常华丽的雕

饰，为研究者了解早期玛雅文化的信仰世界提供

了新线索。在玛雅信仰中，太阳神的地位至高无

上，而且太阳是与新生事物相联系的。在皇家陵

寝旁边的神庙的墙壁上有一种面具很像鲨鱼，可

能跟一个传说有关，认为太阳是从东方的加勒比

海中升起来的。

太阳神形象或与鲨鱼有关？

日前，美国科学家表

示恐龙之所以能够拥有

庞大的身躯是因为它们

的关节比现代陆地哺乳

动物更柔韧。科学家认

为连接恐龙骨骼的软骨

层数超过现代哺乳动物，

允许它们的骨骼承受更

多重量，进而让恐龙得以

生长出巨大的身躯。鲸鱼等很多现代海洋哺乳动

物拥有比恐龙更大的身躯和体重，陆地哺乳动物

则不然，它们无法拥有和恐龙一样的身高。研究

发现恐龙的体重不仅能够均匀分布在关节上，柔

韧度的提高也能让关节承受更多压力。

恐龙为何拥有庞大身躯？

科技日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辖区外来务工人

员精神文化生活，日前，福建公安边防总队泉州支

队东石边防派出所成立“流动图书阅读点”，摆放

各类书籍 200余册，深入辖区码头、工地、田间，为

外来工送知识、送法律、送关爱。

随着驻地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该所辖区外

来务工人员呈现增长趋势。今年以来，该所针对

这一特殊群体，先后开展了“送法进工地”、“关爱

小候鸟”等活动，深受好评。近日，该所民警在走

访中发现，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微薄、工作压力

大，文化生活相对贫乏。对此，该所积极整合社会

资源，并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号召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募捐书籍，成立了“流动图书阅读点”，将内容

丰富、类别多样的图书带到外来工身边，填补了外

来务工人员的文化生活空白，并为留守儿童带去

益智图书，主动关心他人的教育成长。

（黄健 薛志平）

“流动图书阅读点”丰富务工人员生活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3200 年前，地中海东岸多个繁

荣文明的崩溃？数十年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

对这一问题困扰不已。近日，通过对加利利海海底沉

积物中孢粉颗粒化石的研究，或许能为这一有趣的历

史问题提供答案。

特拉维夫大学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同时也

是这一研究的负责人芬克斯坦因说：“在很短的一段

时间内，铜器时代的整个世界毁灭了。”战争、瘟疫和

突然的自然灾害都是考古学家所推测的原因，但现

在，借助先进的孢粉采样和碳同位素测年技术，芬克

斯坦因及其同事认为他们找到了最主要的原因：干

旱。更确切地说，是从大约公元前 1250 年到公元前

1100 年，在一段超过 150 年的时期内发生的一系列严

重的干旱。

通过研究以 40年为间隔采集的孢粉样品，科学家

得以了解植被的变化。“孢粉颗粒就像是植物的‘指纹’，”

科学家说，“它们对重建古代自然植被以及曾经的气候

条件非常有帮助。”

科学家发现，在公元前 1250年左右，橡树、松树和

角豆树——铜器时代晚期地中海区域的典型植被——的

数量出现了急剧的下降，而一些通常出现在半干旱沙

漠地区的植物则明显增加。此外，橄榄树的数量也

大幅减少，意味着园艺种植也在不断衰落。所有这

些迹象都表明，这一地区都处在定期而且持续的干

旱控制下。

研究者通过孢粉分析所确定的这段时间，与历史

上相关的记载能够很好地吻合。在记载中提到了粮食

短缺、贸易路线受到扰乱、文明的内乱，以及人们开始

抢夺不断减少的资源，城市被洗劫一空。铜器时代晚

期也是所谓的“海上民族”崛起的时期，他们开始了在

地中海东部的入侵和占领。当雨水再次降临的时候，

这段纷乱的时期才宣告结束，而那些流离失所的族群

也开始重新定居下来。

干旱为铜器时代文明崩溃买单

对大多数民众而言，“生物入侵”这四个字似乎非

常遥远，甚至还会联想到《异形》等好莱坞大片。事实

上，生物入侵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当你走在马

路上，施工工地里的一大片随风摇曳的黄色高草，可能

就是杀死上海本土花草的入侵植物“加拿大一枝黄

花”；花鸟市场里比比皆是的小巧可爱的巴西龟，却是

世界最危险的 100 个入侵物种之一，被市民放生后严

重威胁我国本土野生龟的生存……

据悉，目前中国确认的外来入侵物种已达 544

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上海风景园林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邬志星

接受采访时表示，外来入侵生物被称为“不买票的旅

客”，它们通过各种意想不到的渠道进入国门。要防

控生物入侵，在学者和政府部门努力的同时，全民科

普已是当务之急。

生物入侵，是指某种生物通过自然或人类活动被

引入一个陌生地区后成为野生状态，适应当地环境后

扩散生长，给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现象。在

中国，最早引起政府关注的入侵植物就是水葫芦，它原

产南美，上世纪 30年代作为畜禽饲料被引入我国。最

先遭害的是云南滇池，连绵 1000 公顷水面长满水葫

芦，十几种土著水生植物相继灭绝，近 70 种水生动物

消失过半。

上个世纪，美国出动军队，用炸药和火焰喷射器都

没能干掉墨西哥湾内的水葫芦，来年它们更加疯长。

而在 21 世纪的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 19 个省

市都在与水葫芦进行“斗争”。

生物入侵还会直接危害人体健康。中国首批公布

的 16种危害严重的入侵物种之一的豚草，除了吸肥能

力和再生能力极强造成土壤干旱贫瘠，导致农作物减

少甚至颗粒无收外，还可传播病虫害，如甘蓝菌核病

等。同时，豚草花粉还是引发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

喘等变态反应症的主要病原。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生物入侵研究室主任万方浩介

绍，生物入侵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是自然入侵，即入

侵物种随着气候变化，跟着风、水流、动物迁徙等侵入；

二是人为活动，如贸易、旅游等出入境活动带入。“人为

活动是生物入侵的主要途径。”万方浩强调。

邬志星表示，从重视生物入侵的立场看，对外国传

入国内的一切生物都应该严防死守。“上海植物园前两

年办郁金香展，进口了非常漂亮的花朵。但是展览结

束，没有任何人可以带盆花回家，全部都等防疫站的人

过来，把参展的花一把火烧掉。”上海市园林科学研究

所植物保护研究部高级工程师鞠瑞亭表示，目前，除基

础理论研究外，我国启动了一系列专注于外来入侵防

控技术创新的专项研究。政府部门也在强化检验检

疫、预警监测、应急处置等管理体系，并谋求参与建设

全球联防联控。

“防控生物入侵不应是科研人员和部分政府部门

少数人的职责。要尽快将现有的生物入侵研究成果转

化成公众的知识，只有这样，管理活动和政府决策才会

从源头扼制生物入侵。”鞠瑞亭说。 （徐妍斐）

全球最具威胁物种过半已侵入中国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放生”队伍。

有的花钱从水产市场鱼贩手上批发几百斤财鱼、

喜头鱼，用卡车或面包车运到长江边，哗啦啦一次性倒

进江里；有的出于善意，把不再养的水生宠物，放归到

江河。尤其是大批量放生，近两年呈上升趋势。然而，

这样情况的并非只有长江，我国的很多湖泊江河中的

“土著鱼”数量剧减甚至灭绝。那么这样的放生是福？

还是祸？对当地的江河生态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如

何科学放生以保护生态环境？就这些疑问，中科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的专家刘焕章为读者答疑释惑。

放生？还是杀生？

现在很多人都会在闲暇之余到花鸟鱼虫市场选购

一些水生生物，像小巧可爱的巴西龟、福寿螺等等，既

赏心悦目，又可以把玩，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精心

饲养，因此很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等过一段时间，想要

处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随意放生到附近的江河湖泊

中，那么这种随意放生的行为是否可行呢？又是否被

允许呢？

刘焕章说：“最好不要进行民间的水生生物放生。

有些国家或科研机构，以生物保护为出发点，对一些濒

危或经济物种进行放流，需要遵循严格的科学程序，即

针对需要保护或恢复的物种，要有比较健康的个体，以

及合适的数量规模，但外来的物种绝对不可以放生。”

我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中明确指出用

于增殖放流的亲体、苗种等水生生物应当是本地种，苗

种应当是本地种的原种或者子一代。如果确需放流其

他苗种的，应当通过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专家论证。如长江四大家鱼：草、青、鲢、鳙，它们全部

来自有生产资质的原种繁殖场，经检验检疫合格，无病

害，无禁用药物残留。

规定还明确禁止使用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种

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进行增殖

放流。

放生，是福还是祸？

刘焕章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放生的隐患

在于外来物种与本地物种形成食物竞争。例如引进

的美国鮰鱼、杂交鲟等，就会对本地的鲶鱼和鲟鱼生

存造成危险，因为原本长江里的中华鲟、长江鲟、白

鲟等物种，就已经非常稀少了。现在又面临着外来

物种入侵，长江当中纯正的中华鲟、长江鲟、白鲟等

种群，也就面临变异的风险，拿巴西龟来说，它喜好

吃肉，繁殖力强，存活率高，抢夺食物的能力比任何

中国本土龟种都厉害。”

这些外来物种多产于美洲，有的以食用为目的，

有的因为观赏价值，被引入国内进行人工繁殖，市民

很容易就能买到。但是随意放生可能会带来物种入

侵，对本土物种带来不利的影响。外来物种经过侵

入、定居、适应和拓展等过程，会对当地的生态系统

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导致生态环境变化，使得原有的

生态资源不能支持当地物种繁殖，严重的话会导致

当地生态系统崩溃。

“同时有的物种可以直接摄食本土的物种，例如克

氏原螯虾（小龙虾）对本土莲藕、水稻茎、叶的摄食，南

美吸甲鲇（清道夫）对本地鱼卵的摄食，成年南美吸甲

鲇一天能吃掉 3000 至 5000 粒鱼卵，还能大量吞食鱼

苗，在国内也没有天敌，很容易在江河中大量繁殖，威

胁淡水鱼类的生存。”刘焕章说。

“对本地水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影响巨大，南方的

罗非鱼扩散之后，造成水体中其它鱼类绝迹，水体中只

单一地剩下罗非鱼。另外，有的时候也会带来社会恐

放生如何影响当地生态环境？

市民随意放生，“善意”的放生给生态环境带来严

重危害，而且近年呈增多趋势，须防患于未然。而且市

民放生多是个人行为，没有固定地点，常趁人不备进

行，只能通过劝阻引导教育等方式。对于如何科学放

生，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刘焕章说：“最好不要随意放生水生生物。如果有

些出于宗教的原因，最好是放本地的物种。相关部门

应该做一些科普工作，教育老百姓认识一些常见的外

来种，并且不要放生。也可以做一些宣传工作，发现有

放生外来种时，及时宣传、教育。如果老百姓有家养的

水生生物要处理，最好是转赠他人或水族馆，而不要随

意放生。”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当中对单位和个

人进行放生活动有明确要求，应当提前 15 日向当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增殖

放流的种类、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等事项，接受监

督检查。

由于该规定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所以监管起来

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市民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在

符合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善意的放生活动。

如何科学放生？

慌，例如，广西曾经有人往河里放了观赏的食人鱼，就

造成了很大的恐慌。”

生物入侵对经济、生态与社会的严重影响已引起

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