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敌返家园 “虫虫”大不同
□□ 科普时报记者 张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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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热带雨林，了解动植物，感悟
生命的奥秘，解锁一个不一样的大自
然。”“来一场森林徒步，用双脚丈量
大地的宽度，爱上自然，只在一瞬
间。”……记者发现，营地教育机构
2018年的夏季自然研学旅行，现已在
各大营地网站开始火热报名中。

近几年，自然教育在我国迅速
“火”了起来，越来越多的营地教育机
构推出自然体验、自然探索、野外生
存等一系列自然教育类主打款，自然
教育正成为森林旅游的新业态。

到大自然中去观察

2013年以来，我国自然教育在短
时间内呈现出井喷式发展趋势，每年
成立的自然教育机构数量迅速递
增。自然教育一经出现，就立刻吸引
了公众的目光并被各类机构所接受。

在营地教育机构自然探索类产
品中，“营地”大多以自然地为场所，
而“教育”可以通过与自然环境的接
触，让孩子直接到自然界去观察和探

索，从而激发对自然界周围事物的好
奇心和探究欲望。

那么，为何自然教育如此备受追
捧？自然教育究竟是什么？

自然教育的概念出现在100多年
前，但未被正式定义。北京林业大学
自然保护区学院王清春认为，自然教
育是对特定自然环境资源的分析与
利用，遵循合理的方案引导人们在自
然中体验学习，领悟自然的美丽与奥
秘，建立人与自然的深度联结，激发
人们了解自然的动力，培养人们尊重
自然的态度，促进人们保护自然的行
动。

王清春说，虽然“自然教育”一词
在我国近几年来才被提出，但实际有
关自然教育的工作早已在民间开展
多年，包括官方一直倡导的环境教
育、动植物园内的环境解说、民间团
体组织开展的自然观察等。更可贵
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和机构开始从事

“自然教育”这一领域的工作，并开始
形成一种巨大的产业链，从这几年颇

为流行的异地“游学”就可看出端
倪。“自然教育”的推广，已经无形中
对生态旅游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大量的机构选择去自然教育较为成
熟的香港、台湾乃至日本游学，国内
也开发出了接待能力较为成熟的云
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科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重庆缙云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上海崇明东滩湿
地等多处自然体验教育基地。

自然类产品需求大

营地教育，一种在户外以团队生
活为形式，并能够达到创造性、娱乐
性和教育意义的持续体验。通过领
导力培训以及自然环境的熏陶帮助
每一位营员达到生理、心理、社交能
力以及精神方面的成长。而这正与
眼下所说的自然教育如出一辙。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总经理赵兰
菊告诉记者，2015 年，松花湖邀请专
家对松花湖度假区青山植物进行了
调查梳理，野生植物资源乔木、灌木、

草本共计 55 科 120 余种。结合青山
自然资源，度假区给自然营地的孩子
们开展了自然认识、森林探秘等体验
式的课程内容。

青青部落自然营营长杜红玉告
诉记者，2017 年，森林探秘营投放是
在青青部落自然类的第一个营种。
森林探秘营在开始研发的过程中，虽
然自然课程产品很好，但基于新产品
的成长周期，他们对市场预估还没有
太大的自信，本着试一试的姿态。但
自推出以来，森林探秘去年就成为新
老产品中增长率最快的一个，也是最
先满营的一个。所以说客户对自然
类产品是有倾向性的，需求量是非常
大的。今年，会在北京以外的杭州、
成都、云南等地进行自然营种的投
放，预计自然营种的接待量会有3-5
倍的增长。

王清春认为，营地教育重点强

调在户外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而自
然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复杂的生
态规律对久居都市、自然缺失的城
市居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自然
界的丰富多彩和万千生灵的奥秘是
户外运动、自然探索活动的主题，将
受到大家的追捧。

自然保护地是最佳场所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保护
地是我国开展自然教育的最佳场所，
需要引领我国自然教育的发展。”王
清春如是说。

截至2016年底，我国已建立各级
各类自然保护区2729个，其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428个。到2017年底，我
国初步设立了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区。可以说，目前我国最好的自然
资源基本都处于各种形式的保护区
域内，并初步取得了一定的保护成

效。
王清春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

展，各种自然资源保护地在重点强调
严格保护的基础上，还需要突出其全
民公益性特征，为公众提供优质的科
普教育游憩的机会是各类自然保护
地的重要社会责任之一。

目前，国内自然教育机构服务
对象中亲子儿童占 86%。王清春认
为，自然教育是一个典型的终身学
习服务型产品，无论是何种类型的
自然教育机构，都应该设计多样的
课程来服务学校学生与普通公众等
各种对象。在全世界注重终身学习
的风潮下，各国环境学习中心的成
年人与家庭的使用者比例也有逐年
渐增的趋势。未来，社会推动自然
教育空间会越来越大，需求也会越
来越大。

（作者单位:中国绿色时报社）

自然教育自然教育：：研学旅行成为主打款研学旅行成为主打款
□□ 冯 璐

“施用Agri-star松土促根剂的西瓜叶面，叶色浓绿、厚、
健壮。”6月6日，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李口镇五里杨西瓜
种植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杨富先告诉记者，4月份观察西
瓜生长期时呈现出波浪起伏状分布。

这个大棚西瓜苗今年 3 月 9 日移栽的时候做了三个
对照与三个重复，分段安排。记者看到，当前，正值西瓜
进入生殖生长期，施用 Agri-star 松土促根剂的西瓜膨大
快、个头大；成熟早，成熟期一般提前 7 天左右；含糖度高
达 12 至 13，没有施用的含糖度约 10 至 11；施用后每亩可
增产1000 斤左右。

Agri-star松土促根剂是什么？为何能如此神奇？
“Agri-star松土促进剂的有效成分进入土壤后，可以打

破土壤粘粒的表面张力，使土壤粘粒的稳定性降低，再通过
氢键、范德华力形成土壤团聚体，增加土壤的孔隙度，降低土
壤容量，使土壤疏松。”Agri-star土壤调理剂发明人、河南省
土壤调理与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传忠向记
者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Agri-star松土促根剂中的多种营养元素改
善了作物的营养环境，使作物根系容易生长健康，容易下扎。
并且其有效成分对根系又有一定的活性促进作用，可以促使
根系的发育、扎多、扎深，作物生长健壮。此外，Agri-star松土
促根剂中的一部分活性剂，在作用土壤中与一部分残留的农
药反应后分解，一定程度保护了土壤的健康性。

在商丘市柘城县洪恩乡齐大庄无公害葡萄生态园，
记者发现，施用过 Agri-star松土促根剂的作物普遍表现出
作物叶面叶色浓绿、厚、健壮等，普遍座果率高、果大、品
质好。

如诗无公害葡萄园种植户齐广阁说：“这 7 亩葡萄园，
2017年10月份，当时施用Agri-star松土促根剂的时候，从东
面开始撒到第5行时就撒完了，西边是没有撒。今年4月7
号晚上有一股寒流，很多果树受冻，如梨、苹果、葡萄等，而我
这个葡萄园施用的受冻较轻，未影响葡萄的正常生长发育；
没有施用的对照田，受冻害现象普遍，个别基本绝收。施用
后的葡萄每亩约可增产300-400斤。”

早在2007年，张传忠根据土壤板结状况，先后与中国农
业科学院等专家联合，分别在河南、内蒙古、新疆等22个省
份的不同区域、不同土壤类型、不同作物的土壤上，采取室内
分析和田间试验相结合，边试验研究、边示范应用的技术路
线，通过应用、对比，验证了Agri-star松土促根剂松土、促根
和显著的增产效果及土壤修护功能。

这种土壤调理剂不仅解决了土壤板结等障碍性土壤难题，进一步的研究发
现还能有效降低农药残留、钝化土壤重金属离子活性、净化土壤。2016年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发文，要求在粮、棉、油、糖、果、菜、茶等作物上示范应用
Agri-star松土促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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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许兰霞）为积极引导大学生参与到培育生态文化的行动
中来，自即日起至9月15日，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将面向全国高校在校大学
生开展以“生态·文化·家园”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征文要求大学生围绕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弘扬
与传承、新时代生态文化的培育与创新、国外优秀生态文化的借鉴与交流
等内容展开。

据了解，此次征文活动由中国生态文化协会主办，征文对象为全国各
高校的在校学生，文章要求：题目自拟，篇幅不超过3000字；内容紧扣主
题，语言流畅；形式包括散文、诗歌、纪实文学、调研报告、理论文章等（戏剧
和学术论文除外）；提供与文章内容相关的原创配图（分辨率在2M以上），
并标明版权所有者；来稿须为原创，严禁抄袭，一经发现，取消参评资格。
本次活动将评出一等奖5名，奖金2000元/篇；二等奖10名，奖金1000元/
篇；三等奖20名，奖金500元/篇；优秀奖若干名。评审时间为9月16日至
10月底，评选结果将于11月份在协会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公布。具体详情
了解请登录中国生态文化协会网站。

科普时报讯（王丽玢）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既承载着人类
的精神文化价值，又关乎着地球生态安全。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履行公约，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加快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则是去年经国务院批
准设立的，时间为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第二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大会于6月9日在北京举行，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龙介绍说，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建
立了中央、地方和遗产地三级管理机构和队伍，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规划、建
设、管护、监测、执法等综合管理体系。目前，全国已拥有52项世界遗产。其
中，自然遗产12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数量均居世界第一，总面积达6.8
万平方公里，有效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的独特的自然文化遗产资源。

据了解，“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通过多种形
式，深入开展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公众关心、
支持和参与遗产保护与发展，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生活和生态文明建设。
除了《百家讲坛》《地理中国》《自然的魅力》等一系列专题节目亮相外，各地
还将在本地区的世界遗产地和自然保护地内，采取游客门票减免、科普讲
座、有奖知识竞赛、公益展览等方式，开展世界遗产进校园、“我的世遗我的
家”等遗产日特色活动，弘扬绿色发展理念，促进公众对自然文化遗产的认
知。

中国生态文化协会面向大学生征文

世界遗产关乎地球生态安全

在藏语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云南省唯一
的藏族自治州，迪庆州因其“一山有四季、十里不
同天”的特殊气侯，以及独特的自然条件，形成了
生物、水能、畜牧、旅游、矿产等优势资源。

特别是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有童话世界的
代名词“香格里拉”、中国的“黄石国家公园”普达
措国家公园等。

位于滇西北“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中心
地带的普达措国家公园，由国际重要湿地碧塔海
自然保护区和“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哈巴片
区之属都湖景区两部分构成，碧塔海、属都湖和
弥里塘亚高山牧场是其三大景点。

然而，就在这美丽的森林风景区内，却深藏
着很多珍贵的植物，有白桦、高山松、冷杉、云杉
等，令人惊叹的是，它们的树干上被一些颜色为
灰黄绿，长长的絮状植物缠绕着，远远望去，仿佛
是长长的胡须在风中飘荡。

这是为何？
经过多方打探仔细了解后得知，原来挂在树

上缠绕的絮状植物名字叫松萝，又名女萝、松落、
龙须草、金钱草、关公须、天蓬草、树挂、松毛、海
风藤、金丝藤、云雾草、老君须、过山龙等，它对生
长环境要求很高，耐寒，生于深山的老树枝干或
高山岩石上，成悬垂条丝状。尤其在阴暗潮湿的
环境中，喜欢附生于云杉、冷杉的树枝上，主要分
布在海拔高、环境质量好的地方，更为关键的是，
这还是金丝猴的食物哦。

不仅如此，松萝还能清热解毒、止咳化痰，但
含有小毒，所以来这里游玩的大家，请不要轻易
采摘呀。然而，在这里疯长的可不单单只是松
萝，其他的植物在这个地方长得也非常好。

在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的二十年间，普
达措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森林修复效果更加显
著。站在蓝天白云下，眺望着远方的高山草甸、
成群的牛羊藏香猪，真是美不胜收，一年四季，景
色不一。走在属都湖路边，萌态的小松鼠，各种
跳跃，投食喂之，丝毫不怕，这里处处都能看到人
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

“智哥，快去看看吧，怎么麦穗上
有很多虫子。”又到麦收的季节了，北
京市植物保护站科技展示基地一块农
作物病虫观测圃内，何大爷像往常一
样到地里，忽然发现麦子上怎么这么
多虫，有的在麦穗上爬来爬去，有的在
麦穗周围飞个不停，有的则一动不动
……这可让何大爷着了急。

跟随着何大爷来到麦田一看，智
哥乐呵呵地说：“这些虫可是庄稼的好
帮手，它们都是蚜虫的天敌，是专门来
消灭蚜虫的。”

而被称为智哥的则是中国农科院
博士张智，其博学多才，专业是农业昆
虫与害虫防治。同行的植保站副站长
杨建国跟何大爷说：“我们还得好好谢
谢它们呢，现在生态环境好了，天敌的
品种和数量也慢慢多了。”

说起天敌的品种，这些专家如数
家珍：您看这是瓢虫、这是食蚜蝇、这
是草蛉、这是蚜茧蜂……据专家介绍，
小麦蚜虫是生产中的重要害虫，过去
防治主要依赖化学农药，由于长期化
学农药的过量使用，破坏了生物种群
之间的平衡，导致天敌对小麦蚜虫的
控制作用减弱。

然而，令人可喜的是，随着生态环
境的改善，天敌的品种和数量均有所
上升。2018年京津冀联合普查结果显
示，麦田自然天敌种类丰富，数量明显
高于近几年，密度较大的地块每平米
有天敌40余头，部分地块只依靠自然
天敌就可以控制小麦蚜虫的危害。

全国小麦产业系统专家张云慧博
士告诉记者，“除京津冀地区外，2018
年河南、山东、陕西等小麦主产区的自

然天敌数量也多于往年”。
小麦蚜虫天敌的增加，与农田生

态系统普遍转好密不可分。近年来，
国家大力推进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
技术，农田化学农药用量不断减少，
农田生态系统不断向好，有利于天敌
重建家园。保护天敌并科学合理加
以利用，反过来会有利于减少化学农
药的使用，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
民增收。

“农民怎么能够识别这些天敌的
种类呢？”北京市植保站专家谢爱婷
和李恒羽表示，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者
的病虫诊断和天敌识别能力，促进天
敌的保护与利用，近年来，北京市植
物保护站紧跟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
先后组建了北京植物医生、京津冀病
虫测报、北京 3 级测报网等工作交流
微信群，开辟了北京植保信息网预测
预报专栏，设立了北京市植物总医院
等公众号，综合利用这些现代化信息
手段，定期发布或推送指导农民开展
病虫防治的病虫测报信息，科普病虫
害和天敌识别知识，快速响应生产者
提出的各类病虫识别问题。通过共
同努力，农民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和保
护利用天敌的意识不断增强，这些都
有利于自然天敌种群的恢复。今后，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还会加大自然天
敌的监测力度，探索定向服务功能，
及时为天敌保护与利用提供更加可
靠的技术支撑。

今后，随着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
应用，将更加有利于天敌家园的重构，
天敌与害虫将长期保持一种平衡状
态，生态系统将达到良性循环状态。

新闻链接：
瓢虫：捕食性天敌，别称花大姐，常见种类有异色瓢虫、龟纹瓢虫和七星

瓢虫，瓢虫成虫和幼虫都能吃蚜虫，而且食量比较大，一天都能吃掉几十头，
食量大时可达上百头。

食蚜蝇：双翅目捕食性天敌，以幼虫捕食为主，成虫形似蜜蜂善飞，但仅
有1对翅，幼虫蛆状，活动能力差，经常消灭掉一个家族后再挪动一下。

草蛉：脉翅目捕食性天敌，成虫和幼虫均能捕食，卵非常奇特，先拉丝，
再将卵产于丝的端部，幼虫素有蚜狮之称。

蚜茧蜂：寄生性的天敌，蚜茧蜂是把卵产到蚜虫的肚子里，幼虫就在蚜
虫肚子里长大，这样蚜虫最终变成僵蚜。

草蛉成虫 食蚜蝇成虫食蚜蝇成虫

瓢虫蛹 瓢虫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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