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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鸟类中，活动范围最广的可
算得上漂泊信天翁了，几乎整个南
冰洋都是它的领地，领地之中都有
它的活动踪迹，其名之所以冠以漂
泊二字，缘由也在于此。

一生十分之九的时间在海上
在海上漂泊是漂泊信天翁的一

种生活习惯，每只漂泊信天翁都有
连续六七年不离开海洋的经历，还
有的年头更长，可达10年之久。因
为漂泊信天翁出生地是在南极苔原
周围的岛屿上，出生后的幼鸟一旦
羽毛丰满，获得了飞行能力，就会
飞向海洋，而且会一直飞下去，通
常情况要飞六七个年头，直到它成
年之后准备产卵繁殖时，才返回出
生地，否则它们完全不需要陆地。

这样从总体算来，漂泊信天翁的一
生，大约有十分之九的时间漂泊在
海上。

如此喜欢在海上漂泊，就必须
具备高强的飞翔能力。在这方面，
漂泊信天翁确实具有超群的先天优
势，它在飞行中，可以做到用很少
的气力，就能飞出数千千米，一般
情况下，一个月可以轻松地飞行
15200千米。

那么，这其中的秘密在哪里呢？
就在于它的身体结构和飞行技

巧。
漂泊信天翁身体结构最突出的

优势是它具有现存鸟类中最长的
翼。据研究人员考察，漂泊信天翁
的平均翼展达3.1米，最大的漂泊信
天翁的翼展达到了 3.7 米。不仅如
此，它的翅膀上还长有25至34枚次
级飞翔。相比之下，海燕就只有10
至 12 枚。正因为这样特殊的结构，
其翅膀就如同是高效的机翼一样，

将它们下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成
就了它们高超的滑翔本领。另外，
漂泊信天翁身上的一些特别肌腱能
将它们的翅膀拉直固定，不需要肌
肉用力来举起和挥动，只有在转弯
时才需要动一动，这样它们的肌肉
就用不着太多的使劲了，因此在长
时间、长距离的飞行中就可保持足
够的体力，轻易不会有疲惫感。

漂泊信天翁的滑翔技巧在鸟类
可堪称第一，最令人叫绝的是它能
够巧妙地利用海浪上方的气流。比
如，它常常利用西风从西向东做长
距离的飞行，10个月飞1.5万千米。
研究人员利用高清追踪器和特别的
电脑软件发现，漂泊信天翁在海面
飞翔时，是一次又一次地以弧线形
方式前进，即：先攀升，再转弯，
后滑翔。它们每当飞到最高点，从
逆风转向顺风时，都能利用风的能
量低消空气阻力，因此连续飞行很
久也不用煽动翅膀。

奇妙的导航神器
在广阔无垠的茫茫大海上，漂

泊信天翁是如何发现它们所寻找的
食物呢？如何找回到它们的巢区
呢？通常人们可能认为，它们有千
里眼，有顺风耳，有超乎寻常的记
忆力，它们依靠这些或许依靠地球
磁场来导航。

其实不然。它们的导航神器是
——管状鼻。

作为鹱形目的漂泊信天翁，从
前称为管鼻类，这是因为它生有管
状鼻。管状鼻的构造精密复杂，简
单地说，是它的鼻管沿着它巨大的
钩状鸟喙与其发育良好的嗅腺相
连。正是如此构造，使得它们具备
了极强的嗅觉能力。因此，它们利
用嗅觉可以在千米之外发现要寻找
的目标，比如食物和它们的巢区。

它们的管状鼻还有另外一种功
能，就是能够排除其体内多余的盐
分。排盐时是由一个鼻管负责，另

一个鼻管保持正常呼吸。
一旦相爱就终生相伴
漂泊信天翁是一夫一妻制，通

常情况下，它们五六岁开始选择
“意中人”，一般要“考察”一两
年，才能认定这门“婚事”。它们六
七岁时正式婚配，生儿育女，在今
后的 20 年左右旅途中，一生相伴，
被传为爱情佳话。

漂泊信天翁天长地久的爱情从
一开始就充满了浪漫与温馨。它们
在选择“意中人”时从翩翩起舞开
始，双方展翅，边叫边触喙，并发

出噼啪的响声，通过这种精巧舞蹈
的求爱表达，如果双方“中意”，就
将关系确定下来。而且在这同时，
彼此将这种“舞蹈”形成其独特的
肢体语言，当一段较长的分离后，
再相逢时，双方便用这种语言进行
相互问候。

漂泊信天翁两年才产 1 枚卵，
而且还不一定能孵化成功。有研究
资料指出，基于繁殖速度非常缓慢
和人类大量捕杀的原因，如不加紧
保护，漂泊信天翁在21世纪将有灭
绝的危险。

漂 泊 信 天 翁 的 漂 泊 生 活
□ 许焕岗

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成立90周年之
际，12月1日大气所举办了主题为“中国大气科
学90年”的科普公众日活动。活动内容有中国气
象史海博览、科氏力转椅、AR玩转气象、VR探
秘“地球模拟器”以及《气候怎么了——被悄然
改变的世界》的科普讲座。该活动科米直播进行
全程独家直播，让未到现场的观众有了如临其境
的学习体验，得到学生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此次活动，主要是向大家介绍我国气象90
年发展的历史，尤其希望大家了解我们现在面
对的各种挑战：像暴雨、寒潮、雾霾、干旱、
台风等天气事件，以及更为严重的全球变暖问
题，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关注极端天
气、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科表示，大气所致力于研
究和探索地球大气中和大气与周边环境相互作
用中的物理、化学、生物、人文过程的新规
律；提供天气、气候和环境监测、预测和调控
的先进理论、方法和技术；造就本领域的一流
人才；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
安全。

虚拟现实（VR）——带你畅游“寰寰”
“ 这 是 让 同 学 们 体 验 一 下 ‘ 寰 寰 ’

（Earthlab）——超级计算机长什么样？它的功能
是什么？”志愿者介绍，寰寰的大名叫“地球系
统数值模拟装置”，位于北京怀柔的综合性国家
科学城，目前还在建设中。参观者通过虚拟现
实（VR）技术，可以俯视以七大圈层为主题设
计的寰寰园区，也可以深入内部，体验庞大复
杂的立方式高性能机房，还可以交互式观察海
洋流场的变化、珠三角地区大气污染物分布情
况等。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球模拟器”，46米
（长）×46米（宽）×23米（高）的大家伙，规
模和计算能力位于世界前列。这样的超级计算
机，只做一件事情，即利用数值计算模拟地球系
统，包含了地球系统的所有圈层，可以用来模拟
天气和气候、洋流、风暴潮、植被、南北极冰
雪、大气污染、气溶胶-云-辐射相互作用、太阳
风暴和大陆冰盖等的变化，也可以模拟地震、海
啸、滑坡、水库地震等自然过程，是我们探秘地
球、为我国进行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大气

环境治理提供科学依据的“神器”。
科氏力转椅——理解旋转的天气系统
在旋转的转椅上，明明是直线扔出去的

球，怎么出手之后，看着就拐弯了呢？“孩子们
坐在转椅上，相当于在模拟地球旋转运动，在
扔东西时，不会扔到对方的手里，而往右偏
了，只有往左扔时，才可能扔到对方手里。”志
愿者向科普时报记者解释，在现实生活中涡旋
运动无处不在，尘卷风、龙卷风、台风、“爆
炸”气旋等，甚至在浴缸排水时，都能产生涡
旋运动。

1835年，法国物理学家科里奥利提出，为
了描述旋转系 （比如地球） 上的运动，需要在
运动方程中引入一个假想的力，后来人们把这
个力叫做科里奥利力，简称科氏力，也被称为
地转偏向力，凡是在旋转系中运动的物体，都
会受到科氏力的影响。引入科氏力之后，人们
可以像处理惯性系中的运动方程一样简单地处
理旋转体系中的运动方程，由于地球从西向东
旋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旋转体，因此凡是
在地球上的运动物体，都受到科氏力的影响，
在科氏力的作用下，运动物体在北半球向右
偏，南半球向北偏，从而形成涡旋。

在公众开放日里，科普达人魏科带来了一场《气候怎么了——被悄然改变的世界》科普主题讲
座。他认为，这是一个与未来世界的变革者与领导者的讨论会。

魏科表示，我把小朋友看成是未来世界的领导者和未来世界的拥有者，所以我的讲座是想告诉
小朋友们：未来你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世界？未来你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挑战？未来你们将会有什么
样的责任？有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在等着你们去发现、去认识、去领导、去承担起责任、去把前辈变
坏的世界变好，而变好的世界变得更好。

魏科通过气候变化的3个故事“核冬天”“臭氧洞”“全球变暖”，向现场小朋友和科米直播的观
看者，讲述了核战争发生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远在万里之遥的人能否躲过核战争的影响；了解了
为什么关于臭氧洞的研究促使了全球最成功的国际协议的签署与实施；探讨了关于全球变暖的研究
如何重塑我们的社会面貌。

“目前全球人口的分布大半集中在沿海地区，最著名和最繁华的城市都靠近沿海，这样一个不变的
城市布局要应对长达千年的全球海平面上升，与地质期的变暖过程相比，其风险和损失是完全不同
的。”魏科告诉大家，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也是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并通过政
策的变化悄然间改变了我们置身于期间的世界，也重塑了我们的近现代史和未来历史的走向。“这
就是小朋友们将要面临的故事，未来1000年的故事，现在才刚刚开始。”

如 临 其 境 的 学 习 体 验如 临 其 境 的 学 习 体 验
□ 科普时报记者 李 苹

未来1000年的故事刚刚开始

一拍、二记、三问！欢迎登上“科普· 摄影· 百科”问答大擂台，
入选作品可荣获科普专家“一对一”亲自回答！今天分享一下国家动
物博物馆买国庆老师和北京中学生张艺嘉的精彩问答！

一拍
拍摄时间：2016年10月16日 晴
拍摄地点：北京大兴
作品名称：螳螂：你瞅啥？
摄影作者：张艺嘉（女 16岁 北京第十四中学）
拍摄工具： Canon EOS 600D
二记
螳螂(学名：Mantodea)亦称刀螂，无脊椎动物，属肉食性昆虫。

在古希腊，人们将螳螂视为先知，因螳螂前臂举起的样子像祈祷的修
女，所以又称祷告虫。除极地外，广布世界各地，尤以热带地区种类
最为丰富。世界已知2000种左右。中国已知约51种。其中，中华大
刀螂、狭翅大刀螂、广斧螳、棕静螳、薄翅螳螂、绿静螳等，螳螂是
中国农、林、果树和观赏植物害虫的重要天敌。

三问
雌性螳螂为什么吃掉雄性螳螂？
擂主回复
一、 食性解释？
因为螳螂是捕食性的昆虫，以捕杀和取食其他小型动物（包括同

类）为生。但是螳螂平时都是独立生活的“独行侠”，雌、雄螳螂互
相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很少发生螳螂相互捕食的情况。

二、 观察记录
在求偶交配期间，雌、雄螳螂彼此接近的机会增多，体型比雌螳螂“瘦小”的

雄螳螂被捕食的可能性就增大了。由于雄螳螂一般发育成熟早于雌螳螂，当一只发
育成熟的雄螳螂向未发育成熟的雌螳螂发起求偶、婚配行动时，就很有可能会被不
明其来意的雌螳螂当作猎物送到嘴边享用了。而当雌螳螂发育成熟后释放出性引诱
剂以吸引雄性螳螂前来交配时，会有一些雄螳螂由于动作不当引起雌螳螂的不适，
被雌螳螂用捕捉足抓住并本能的送往口中大快朵颐了。有些雄螳螂在被吞噬的情况
下仍能完成交配，而那些动作正确的雄螳螂则可以成功完成交配安全离去。

三、 实验研究
有些实验报告认为， 雌虫吃掉雄虫的头部后，由于没有了咽下神经节对交配

行动的抑制，会使得交配更有力；还有些实验报告认为，雌螳螂在营养条件较差时
吃掉雄螳螂的频率较高。在营养最差的雌螳螂对照实验中，那些吃掉配偶的雌螳螂
所产的卵鞘明显较大且后代较多。

本期答题擂主：买国庆（昆虫摄影师、国家动物博物馆原艺术总监、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高级实验师、“科普·摄影·百科”专家委员会委员）

说明：以上图文为“科普·摄影·百科”问答大擂台活动征集来稿选登，组委会
邀请科普专家亲自作答。

本活动为北京市科委科普资助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北京市科普基地
联盟主办，《科普时报》协办，详情关注“百科全书不知道”微信公号，或电话
010-88390755，欢迎踊跃投稿！我收藏的这件藏品是鹦鹉螺化石

（见下图）。螺体直径22厘米。因其型态
和原生活动方式，取名“远古盘轮”。

藏品特征：螺硬体全部玛瑙质化，
壳明显外旋，脐宽，腹缘中部具旋脊，
两侧也各具脊。缝合线具简单的v字形侧
叶，有60多个小气房室，被薄的隔壁分
隔。有些小气房室未被黄铁矿填满，为
半空腔。腔壁上缀挂灰黄色硅酸盐小细
粒，住室缺失。生命力、动感性很强。

相关知识和资料：鹦鹉螺类是贝壳
的原始海生头足类，繁盛于4亿年前的
古生代早期，现只残存具珍珠壳层的
属，生活于西南太平洋。壳分为住室和
较小、多数的气室两部分，后者构成气
壳。鹦鹉螺类头部具发达的眼和用于捕
食的触手腕，由腔体喷水游动。生活于
陆架海的海底或 50 一 100 米深的海水
中，以小底栖动物为食。鹦鹉螺为无脊
椎动物鹦鹉螺类鹦鹉螺目。科分为三角
角石目科、鹦鹉螺科、爱图螺科，品名
有囊盖鹦鹉螺、鹦鹉螺、新生鹦鹉螺、
似新生鹦鹉螺、真厚角石和爱图螺等。
但俗名都为鹦鹉螺。化石为石炭纪早
期，产地分布欧洲、美国、南美等。

相关信息：1.鹦鹉螺是化石界的名

星，常被印刷在有关书籍的封面。《化
石》一书就是这样。2.据传，19世纪20
年代，欧洲因为出土鹦鹉螺化石全社会
被震动了。英国皇家还为此将制造最豪
华的客轮，命名为“鹦鹉螺号”。3.《海
底两万里》是“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
尔纳1870年的名著，书中虚构驰骋海底
的潜艇名字叫鹦鹉螺，这是第一次在文
学作品中描写潜艇。4.美国总统杜鲁门
1950年8月签署了建造世界第一艘核潜
艇的文件，并命名为“鹦鹉螺号”，
1954 年 12 月 30 日服役后首次启动核反
应堆。在水下连续航行的能力无可比
拟，是当时最先进的潜艇。

我收藏这件鹦鹉螺化石，缘起2003
年夏天的一次广西考察。有一天在北海
市水产展览馆参观，展览馆大厦一层大
堂，有一个单独展柜，摆放着一件鹦鹉
螺化石切面，直径18厘米左右，被玻璃
罩罩着。V字形气室隔壁清晰可见，流
畅的旋纹线条美不胜收。完全玛瑙质
化，使其瞬间定格。一下使我感受到生
物的灵动，大地的鬼斧神工。我问保安
人员“多少钱？”他说:“大概 5000 多
元，不过是展品，是镇馆之宝，不能
卖。”我进馆时看了几分钟，出馆时又

看了几次，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回北京以后，我去过好几个古玩之地，
也出差过外地省市，都留意过，但沒有
见到过那样的鹦鹉螺化石。

2005年秋季的一个周末，我和夫人
去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转悠。忽然一位
相识的摊主拦住要我看个货。他从箱柜
中取出用旧报纸和草纸包裹了许多层的
一件东西，打开一看，我惊呆了。“这
不就是我梦寐一求的宝贝嘛！”我急不
可奈地问:“多少钱？”“一对 5000 元”
他回答。“能少吗？”“沒有赚头了”。这
时我的夫人过来，不由分说拉着我便
走。回家了，那情景却久久挥之不去。

从那时起，我好象同它结下了更深
的情缘。白天上班做事，有时走神想
它；晚上睡觉做梦，常常会看见它。相
思之苦在心头，与谁话说？！

终于机会来了。2005年的初冬，夫
人随单位组织去京外秋游。星期六一大
早，我便揣着钱去潘家园旧货市场，径
直走到那个摊位前，焦急地问：“那件
东西还在吗？”他说：“别人买沒有卖，

专门给你留着，咱们是老相识老朋友
嘛！”将货又粗略看了几眼，就讨价还
价起来。最后，他看在几次我买过他的
货是老主顾的份上，打折让价成交。

我急匆匆回到了家，谨慎小心地将
其放在书案上，凝神静气、翻来覆去又
欣赏了多遍。为了安全保险，又将其包
裹好，偷偷地藏在箱柜中。大约过了3
个多月，岳父大人来京。一天我趁机拿
出给他看，被连连夸好。夫人也只好不
说什么。我又将其拿给文化名人沈左尧
老先生和许多同事、朋友看，都称赞

“奇妙”。
据藏友们交流，大都有这样的经

历：为了减少发生家庭矛盾和弱化“冲
突”强度，一是将购买的藏品先偷偷藏
起来；二是将购买的价钱大大报低；三
是编造为朋友所送谎言，等等。这是人
所共知的秘密，也是“经验”所谈。搞
收藏，也真是不易啊！不过，还得是首
先必须考虑过日子，应以此为大。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

住在山区的你或经常去山区游玩的
你是不是经常看到这样的警示牌呢？你
是否真的注意过呢？

据统计，2017 年全国共发生地质灾
害 7122 起，造成 327 人死亡、25 人失
踪、173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35.4 亿
元。与此同时，2017 年全国成功预报地
质灾害1016起，避免人员伤亡39869人，
避免直接经济损失12.5亿元。

由此可见，地质灾害虽然破坏力巨
大，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但科
学认识地质灾害，提高避险意识和能
力，也是可以避免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的。

那么，什么是地质灾害，如何认识地
质灾害发生的前兆，如何避险逃生？扫描
上方二维码，让工作在地质灾害调查和应
急一线的地质工程师们告诉你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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