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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嘴鸟以大嘴而得名。
但是论绝对长度，巨嘴鸟的嘴在鸟

类里排不上第一，犀鸟和鹈鹕都有更大
的嘴。

在巨嘴鸟科里，最常见、个头最大
的是鞭笞巨嘴鸟。它的嘴长20厘米左
右，也就跟A4纸的短边差不多长，但却
占到了身体的1/3，占比堪称鸟界之最。
如果放在人身上，相当于上臂加前臂占
身体的比例。

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巨嘴鸟的
大嘴实际十分精巧，曲线柔和、颜色绚
丽、尖端微微弯曲、边缘有精致的锯
齿，配合着长长的羽毛状的舌头、蓝色
的眼眶和又黑又大的圆眼睛，呆萌可爱。

巨嘴鸟虽然顶着大嘴，却不会脖子
酸。大嘴实际上非常轻盈，它的内部是
中空的，由海绵状角质支撑。这样的强
度没办法上阵打斗，最多吓唬吓唬敌人。

大嘴真正的功能都是精细活，比如
找食、控温、交流感情。

巨嘴鸟的食谱以浆果为主，却不限
于素食，小昆虫、鸟蛋，甚至小动物都有
可能成为美餐。巨嘴鸟经常在树枝间蹦跶
寻找食物，大大的嘴能拨开树叶，够着那
些不能支撑它体重的树枝上的果子。找到
果子以后，它们会娴熟地把果子抛向空
中，再直接吞下。

大嘴不但能大吃四方，还是重要的
控温器。研究表明，巨嘴鸟通过调节血
液的流动，控制体内和嘴部的热量分
布，因此可以将嘴用作热辐射器。通
常，大嘴需要承担30%~60%的散热。在
巨嘴鸟生活的南美洲，能给自己装上这
样一个高性能“空调”，真是太舒服了。

当睡觉的时候，巨嘴鸟会把嘴放在翅膀
下面，减少热量流失。

巨嘴鸟的嘴还有一项技能——表达
爱意，但这可不是靠甜言蜜语，而是以
实际行动打动对方。交配仪式中，双方
都会用嘴叼住美味的食物，向爱人传
递。此外，因为嘴太大，巨嘴鸟很难梳
理到自己身上的羽毛。这时，巨嘴鸟伴
侣间就会互相梳理羽毛，顺便交流感情。

巨嘴鸟的嘴也不是生下来就这么大
的，刚孵出的巨嘴鸟的嘴很正常，但在几个
月内，它们的嘴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鲜艳。

当然，嘴大也不全是好处。由于五
短身材，巨嘴鸟不善于飞行，需要奋力
扇动小翅膀才能飞很短的距离，所以它
们通常步行。好在巨嘴鸟有强壮的腿和
脚趾。它们的脚趾与常见的麻雀、鸡不
一样，是第一和第四趾向后，第二和第
三趾向前，可以环绕树枝，形成可靠的
抓握，以便轻松沿着树冠上的树枝行走
和跳跃。善于爬树的啄木鸟和鹦鹉也有
这样实用的脚。

巨嘴鸟找房子也只能捡现成的。因
为它们虽然爱在树洞里筑巢，但脆弱的嘴
并不能帮它们挖树洞，只能找其他动物留
下的洞了。比如它们的亲戚啄木鸟啄出的
洞就不错。巨嘴鸟通常每次在树洞里生2
到4个蛋，双亲都会照料幼鸟成长。

（作者系复旦大学生物学博士，上海
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公众号“顾小姐的百
草园”创始人）

嘴 大 是 一 种 什 么 样 的 体 验 ？
□ 顾卓雅

图 1：来源：Wikipedia。图 2：抛接动作一气呵成。来源：WorldPress。图
3：灵活的大嘴。来源：10000birds。图 4：秀恩爱。来源：Worldwidemann。图
5：拼命扇动小翅膀。来源：Steve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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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嘴鸟科约有 50 个种，分布在中美至南美洲北部，以亚马逊河下游最为丰
富，主要栖息在热带的雨林、林地和草原。其中，最大最常见的是鞭笞巨嘴鸟
（Ramphastos toco），简称巨嘴鸟，其他成员还有厚嘴巨嘴鸟（Ramphastos sulfura⁃
tus）、栗嘴巨嘴鸟（Ramphastos swainsonii）等。

物 种 小 档 案

嘉兴南湖，位于浙江省嘉兴市东
南 ， 风 景 秀 丽 ， 历 史 悠 久 ， 有 两 湖
区，其东南古称彪湖，其西南古称鸳
鸯湖，史上水利工程修缮、更迭，使
得两湖区相连，如今统称南湖。南湖
湖体南北长，东西狭，湖泊面积 1.12
平方千米，水深 3~5 米。

据 考 证 ， 嘉 兴 南 湖 形 成 于 汉 代 ，
湖区四周地势低平，河港纵横，比现
在的湖面大 2~3 倍，这里一直以来芦蒿
丛生，尚无景观。直至唐代，南北大
运河的开挖给江南水运带来了极大便
利，嘉兴凭借其地理位置及大运河的
便利交通，成为中国东南重要的粮食
产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有“嘉禾
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
为之俭”的说法。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南湖风光的开
发也逐渐兴盛起来，历史上大名鼎鼎
的烟雨楼便建于此，烟雨楼为广陵王
钱元镣任中吴节度使时所筑，为南湖
风光绝佳的“登眺之所”，千百年来，
南湖以其“轻烟拂渚，微风欲来”的
迷人景色成为江南著名的旅游胜地，
历代文人学士为南湖留下了无数诗篇
和画卷。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写南湖的
诗，是来自于盛唐嘉兴诗人丘为的 《湖
中寄王侍御》，诗中“日日湖水上，好
登 湖 上 楼 。 终 年 不 向 郭 ， 过 午 始 梳
头。”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湖泊的热
爱和夸耀，也留下了唐代时嘉兴南湖的
记载。宋代嘉兴地方诗人张尧同在 《嘉
禾百咏》 诗集中也高度赞誉湖上烟霭似
纱，雨丝如雾的迷人景色：

嘉禾百咏·滮湖
［宋］张尧同

四境由相接，烟澜自渺弥。
客来吟此景，无或比滮池。

北宋以后，南湖湖畔陆续兴建园
林，建有潘师旦园、高氏圃、南湖草
堂、列岫亭、水心亭、乐郊亭、勺园、
颜家园、瓣香阁、秋水阁等，园林游览
之风极盛，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并称
浙江三大名湖。嘉定年间烟雨楼在原址
得以重新扩建，南宋著名文学家杨万里
以《烟雨楼》题诗称颂湖上绝妙风光：

烟雨楼
［宋］杨万里

轻烟漠漠雨疏疏，碧瓦朱甍照水隅。
幸有园林依燕第，不妨蓑笠钓鸳湖。
渔歌欸乃声高下，远树溟蒙色有无。
徒倚阑干衫袖冷，令人归兴忆莼鲈。

声名远扬的南湖烟雨令诗人兴致勃
勃，在初春阴雨时节游园、赏湖、垂
钓，水气氤氲中的嘉兴南湖醉美了多少
游人呵！

明代江南商品经济繁荣，嘉兴被誉
为“东南一都会”由于湖滨泥沙淤积和
历代城市的发展，南湖水域面积日渐缩
小。嘉靖年间，嘉兴知府赵瀛主持修浚
城内市河，运河泥填于南湖中，成厚五
丈广二址丈的湖心小岛，并于次年迁建
烟雨楼于岛上，烟雨楼以同名重建。据
史料记载，明代时外地有不少人都知道
嘉兴有“烟雨楼”，南湖游览之风兴盛。

《嘉兴县志》 记述：“滮湖亦称南湖，西
侧灯含窣渚，北则虹饮濠梁。倚水千
家，背城百雉，蒹霞杨柳，菱叶荷花，
绿漫波光，碧开天影，雕舷笙瑟，靡间

凉燠，此一方最胜处也。”明代著名诗人
陈履邀友登烟雨楼后吟诗凭吊：“秀州城
南烟水多，当年此地频经过。同游俱是
高阳侣，临风呼酒还悲歌。湖上高楼锁
烟雨，岁久荒凉已非故。周遭雨浦只菰
蒲，来往烟汀但鸥鹭”。

清代著名诗人吴伟业的古体长诗《鸳
湖曲》中，在首段就写道：“鸳鸯湖畔草
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
雨，桃花斜带一溪烟。”将“轻烟拂渚，
微风欲来”的典型南湖风光勾勒的淋漓尽
致，也被后世作为描绘南湖风光最漂亮的
诗句，留在了嘉兴的历史文献上。

嘉兴南湖不仅以其秀丽的风光享有
盛名，还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这里胜利闭幕而备受世人瞩目，
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秘密召开，会议进行中途遭法租界巡捕
的袭扰而被迫停会。根据上海代表李达

的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一大”会议转移
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
行，代表们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停
泊在烟雨楼东南僻静水域继续开会。在
南湖上，“一大”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
议，中国的历史从此书写出全新的篇章。

南湖是幸运的，历史的选择让其他
闻名遐迩的湖泊都无法与它相提并论，
是历史赋予了它特殊的时代精神与内
涵，成为人们心驰神往的红色圣地。每
年数十万游客来到嘉兴南湖，登烟雨
楼，赏南湖景，瞻仰“红船”，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如今“水乡禾城秀色里，革
命红船烟雨中”是嘉兴南湖风貌更具时
代感的写照。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
湖泊研究所）

嘉 兴 南 湖 湖 上 高 楼 锁 烟 雨
□ 郭 娅 薛 滨

诗画湖泊

《新发现》杂志 2019年第 6期聚焦微生物
全科医生。科学家早先发现，人体健康在很
大程度上与遍布肠道的亿万细菌息息相关。
如今，他们更进一步，利用细菌和益生元开
发新型疗法，用以治疗糖尿病、癌症、过敏
甚至抑郁症。这对微生物群的认识无疑开启
了医学新领域。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
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
华、生物多样性最富聚的区域。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中明
确，“建成中国特色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自然生态系统
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的战略目
标，特别是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公园的功
能定位、主体地位的内涵和实现路径。

不仅如此，自提出“建立国家公园
体制”以来，我国又相继启动了若干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关键在于试
‘体制’，将创新体制和完善机制放在优
先位置。”7 月 9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唐小平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我们理解国家公园
的主体地位和功能作用将主要体现在质
量和价值上，而不是简单的数量规模
上。”

唐小平介绍说，首先，代表性更
强。国家公园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
自然生态系统为目标，其保护范围大，
生态过程完整，具有全球价值和国家象
征，国民认同度高。

其次，生态区位最为关键。国家公
园将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关键区域中居
于首要地位，在保护最珍贵、最重要生
物多样性集中分布区中居于主导地位，
在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生态功能中居于主

体地位。
再次，保护管理最严格。国家公园

设立核心保护区和一般管控区两个分
区，原则上核心保护区禁止人为活动，
一般控制区内限制人为活动。

最后，管理事权最高。国家公园属
于国家事权，全部由国家批准设立，中
央直接管理、中央与省级政府共同管
理，或委托省级政府管理，国家公园建
立后不再保留相同区域的其他保护地类
型。

“尤其是机构改革后，明确组建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
子，统一管理国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
地。”唐小平表示，此举标志着自然保护
地领域多头管理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进程。

如今，东北虎豹、祁连山、大熊猫
已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实现了跨省区
的统一管理，同时与有关省分别成立了
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共同推进试点工作。

尤其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将珲
春、汪清、老爷岭等多个自然保护区连
成一个大区域，自然保护地破碎化问题

得到较好解决，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
完整性进一步提升，野生动物数量稳步
增长。

此外，祁连山、东北虎豹、三江
源、神农架、钱江源等试点区初步搭建
了自然资源监测平台，为实现国家公园
立体化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监管格局打
下了基础。国家公园试点区还分别启动
了林 （参） 地清收还林、生态廊道建
设、外来物种清除、茶山专项整治、裸
露山体生态治理等工作。

据了解，目前，全国共有10处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涉及青海、吉林、黑龙
江、四川、陕西、甘肃、湖北、福建、
浙江、湖南、云南、海南等12个省，总
面积约22万平方千米。

唐小平透露，下一步，将加快国家
公园立法进程，推动各类自然保护地整
合，在符合条件的区域优先设立国家公
园，并制定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评估方
案》，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

同时，加强宣传教育与合作交流。
在保护的基础上发挥国家公园科研、教
育、游憩、社区发展等功能，处理好保
护和发展的关系。

根据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到2020
年，我国将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设
立一批国家公园，完成自然保护地勘界
立标并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制定自然
保护地内建设项目负面清单，构建统一
的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管理体制。

国 家 公 园 体 制 试 点 试 什 么 ？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7 月 11 日，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
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将在上
海顺利交付，这标志着我国极地考察现场
保障和支撑能力取得了新的重要突破。

“雪龙 2”号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建造
工程由自然资源部所属的中国极地研究中
心组织实施。该船按照“与国外联合设
计，国内建造”的模式，由芬兰阿克北极
有限公司承担基本设计，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开展详细设计，江
南造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造。

“雪龙 2”号船长 122.5 米，型宽 22.32
米，设计吃水 7.85 米，设计排水量 13996
吨，航速 12~15 节，续航力 2 万海里，自持
力 60 天，定员 90 人，能以 2~3 节的航速在
冰厚 1.5 米+雪厚 0.2 米的条件下连续破冰
航行，具有DP2级动力定位功能。

“雪龙 2”号满足全球航行无限航区
要求，在极区大洋安全航行。该船融合
了国际新一代考察船的技术、功能需求
和绿色环保理念，采用国际先进的船艏
船艉双向破冰船型设计，既可以艏向冲
撞破冰，也可以艉向破极区 20 米当年冰
冰 脊 。 采 用 中 国 和 英 国 劳 氏 双 船 级 检
验，确保建造质量。

“雪龙 2”号装备有国际先进的海洋调
查和观测设备，能实现科考系统的高度集
成和“雪龙 2”号装备有国际先进的海洋
调查和观测设备，能实现科考系统的高度
集成和自洽，可承担极地冰区海洋、大
气、海冰开展综合调查，具有宽敞的后部
调查作业平台，具有针对极区海洋环境的
封闭调查作业车间和月池，国际上最先进
的调查功能一应俱全，进而成为我国开展
极地海洋环境调查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平台。

“雪龙 2”号不仅是一条出色的破冰
船、调査船，它还具备不俗的极地野外和
考察站后勤支持功能，使它成为极地科学
活动必不可少的“瑞士军刀”。相信它未来
一定不辱使命，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应对气
候变化作出贡献。

正应了那句古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雪龙 2”号交付后，将正式加入我国极地考察序列，
计划于下半年和“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共同执行
我国第 36 次南极考察任务，明年还将与德国、俄罗斯
的世界著名上一代极地科学考察船一起支持北极大型
国际计划——“国际漂流浮冰站计划”。

（自然资源部部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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