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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锤树开花了，远远望去，满树繁
花，洁白雅致，花梗柔弱而下垂，像娇
滴滴的小女孩。大家不免好奇，这么纯
洁无瑕的花儿，怎么起了个沉甸甸的的
名字呢？

其实，秤锤树是因为它的果实形似
秤锤而得名。秤锤树枝繁叶茂，色泽青
翠，花色洁白，圣洁高雅。更加有趣的
是，每当清风徐来，秤锤般下垂的果
实，宛如奏响了秋天的华美乐章。

秤锤树 （Sinojackia xylocarpa Hu），
安息香科，秤锤树属，别名秤陀树、捷
克木。乔木，高达 7 米；胸径达 10 厘
米。叶纸质。总状聚伞花序生于侧枝顶
端，有花 3~5 朵。果实卵形，顶端具圆
锥状的喙，外果皮木质，不开裂，栗褐
色。花期 3~4 月，果期 7~9 月。秤锤树
为北亚热带树种。分布区的年平均温
15.4℃，最热月平均温约 27℃，最冷月
平均温 3℃左右，能忍受-16℃的短暂极
端最低温。喜生于深厚、肥沃、湿润、
排水良好的土壤上，不耐干旱瘠薄。

那么，秤锤树是怎么被科学家发现
并命名的呢？它是我国植物学家胡先骕
先生根据秦仁昌先生于 1927 年在南京幕
府山采集的模式标本而定名。 胡先骕
先生写道：“对于南京这样一个大都
市，在仅数英里之外的开阔郊区就发现
了一个新属是非常罕见的。目前为止也
仅找到了这一棵小树。4 月末，这棵树
开满了显眼的有柄白花。第一眼看上去
更像是一种蔷薇类，而不是安息香属植
物，但是仔细观察花的细节后，这棵植
物的归属就非常明显了。下位子房、无
翅的不裂果实排除了安息香属，白辛树
属，银钟花属或者赤杨叶属，我只能想
到 它 从 属 于 Handel-Mazzetti 的 陀 螺 果
属，但是仍有数个特征不符。成熟果实
的外果皮会发生不规则的纵向缝隙，这
也是一个在安息香科其他属中看不到的
有趣特征。”

根据花果特征，胡先骕先生认为这

种植物与安息香科现有各属特征均不相
同，遂于 1929 年新立一属 Sinojackia，属
名用以纪念哈佛大学 Arnold 树木园的
John George Jack教授 （捷克木的名字由
此而来，现在 Jack 多翻译为杰克），并
将这种新发现的植物命名为 Sinojackia
xylocarpa，种加词形容木质的果皮。它
的发现对于研究安息香科的系统发育具
有重要科学意义。

秤锤树自然分布中心为江苏省，生
于海拔 500~800 米林缘或疏林中，为我
国特有种。由于生境片段化、植株不
高，生长缓慢，常被用作樵材，因自身
的种子生理特性(外果皮木质，坚硬，
种子极难萌芽)导致自然繁殖率低，为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国务院
1999 年 8 月 4 日批准）。现在，江苏省句
容县宝华山已建立自然保护区，对其进
行调查、保护，严禁砍伐母树，并采种
育苗，扩大繁殖。南京、杭州等植物园
已引种栽培。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
首次引种秤锤树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现种植在珍稀濒危区。在北京，秤锤树
花期是谷雨前后，大家感兴趣可以到植
物园来寻找它的芳迹。

通过长期的引种驯化，秤锤树不仅
在北京可以露地越冬，并且能够正常开
花结实。如今，我们从园区收集的种子
经过沙藏处理后，萌发率达到 90%，这
为秤锤树资源的迁地保育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秤锤树为喜光树种，因此幼苗、
幼树不耐庇荫，在育苗过程中要注意这
一点。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北京植物园）

这 娇 小 的 花 儿 咋 有 个 沉 甸 甸 的 名 字 ？
□□ 姚 涓

随着植物分类学家们的不断发现，目前，秤锤树属这个小家族已经有6个兄弟姐
妹，最新发现的种类是2007年产自湖北的黄梅秤锤树Sinojackia huangmeiensis，在奋
斗的道路上，秤锤树不已再孤单。

然而，不单单秤锤树已经在它的最初发现地灭绝，最晚发现的黄梅秤锤树也仅分布于
湖北省黄梅县下新镇钱林村的原始次生林中。虽然它们位于龙感湖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内，但也仅有400多株，该种已经被列入中国第一批120种极小种群植物的名单中。在植
物奋斗的道路上，有很多艰难险阻，需要我们人类能成为它们永远的朋友。

看秤锤树那细细的子叶顶着重重的种壳，像不像在告诉我们，哪个成长没有压力？
看它们那股子倔强劲儿，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奋斗！

不 再 孤 单 的 秤 锤 树

那 些 藏 在 岩 石 中 的 古 老 秘 密
□□ 徐洪河

达尔文看到地层里有许多奇特的古生物
化石，为什么会特别兴奋呢？因为在他那个
时代，科学家们发现的化石还不多。即使在
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里，人们能见到的化石
陈列品也少得可怜。比如现在各大博物馆里
都有很多的恐龙化石，但在达尔文进行环球
考察的时候，恐龙才刚刚被发现十来年，种
类和标本都很少。当时英国著名博物学家爱
德华·福布斯就曾说过，许多化石物种都是
根据某个地点的少数标本，甚至是单个的、
而且常常是破损的标本而被命名的。

化石是保存在地层中的远古生物的遗
体。我们生活的地球已经有 46 亿年的历史
了，在每个时期，都有泥沙等物质缓慢沉积
下来。在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
形成的沉积物一层叠一层，就像一本记载地
球历史的书，所以地层这个词也是非常形象
的。

如果有生物体一起沉积，被沉积物埋起
来，在缺氧环境下没有全部腐烂，周围的矿

质元素就会渗入生物的遗体，替代掉有机物
质，就有可能变成化石。它们还保留着生物
体的结构，实际上已经变成石头了。但绝大
多数生物死后都很快腐烂掉了，成为化石的
比例是很低的。英国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理
查德·道金斯曾经说过：只有极少数的生物
能够成为化石，那是一种无上的荣光。而
且，化石要历经亿万年的地质变化以及地下
水的侵蚀等，才能保存到今天，非常的不容
易。

那么，化石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有一首
歌中有这样两句：“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
美的石头会唱歌”。古生物学家们会说，每
一块化石都会讲故事，都保存着生命的故
事，只要对它进行正确的解读，你就能读懂
这些远古的生命故事。

那么，古生物化石都讲了些什么样的故
事呢？

比如在辽宁省古生物博物馆，有这样一
块化石，几十条一亿多年前的鹦鹉嘴龙宝宝

一起死亡，被埋在一起变成了化石。从埋藏
情况和岩石的成分，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发生
了火山爆发和地震，把它们瞬间掩埋在一
起，变成了化石。更精彩的故事是，科学家
据此猜测鹦鹉嘴龙不但是群居动物，还可能
有集体抚育幼崽的行为，甚至有分工，有专

“龙”负责养育这些恐龙宝宝，因为这些鹦
鹉嘴龙宝宝的体型有较大的差距，明显不是
同一批孵化的，而且一个龙妈妈一批蛋也不
大可能下这么多。所以，这可能是世界上最
早的“幼儿园”。

除了远古生物的生存故事，化石上当然
还有更重要的科学内涵和生命演化信息。比
如，除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遗体化石，还有一
类化石叫做遗迹化石，比如恐龙足迹等。遗
迹化石可能隐含着遗体化石反映不了的科学
信息，诸如遗迹的主人是怎么运动的，能够
跑多快，是群居动物还是独行侠，等等，让
我们可以更深入和更生动地认识那些远古生
物。

更重要的，是化石里隐藏着许多生命演
化的信息。不同时代的地层里有不同的化
石，比如寒武纪地层里的三叶虫化石，侏罗
纪地层里的恐龙化石，等等，它们共同组成
了一幅生命演化的壮美画卷。如果我们把从
几百万年前到几万年前的人类化石放在一
起，就能拼凑出人类起源演化的整个序列。
当然，由于化石是不断被发现的，对这个演
化历程的认识就有一个从粗略到详细的过
程，有时候由于化石的缺乏甚至还会形成一
些错误的认识，或者出现一些争论。

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生命演化
上的“过渡类型”，在它们被发现之前，演
化故事往往是残缺不全的，也就是演化历程
的“缺环”。比如，始祖鸟被发现后，因全
身披满羽毛被认定为最早的鸟类。它身上残
留的爬行动物特征，比如长长的尾巴，发达
的前肢爪子、牙齿等，让科学家认识到鸟类
是从爬行动物起源的。

始祖鸟究竟起源于哪一类爬行动物呢？
当时出现了好几种假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两派，一派认为是从恐龙起源的，一派认为
是从槽齿类起源的，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
激烈争论了一百多年，直到上个世纪 90 年
代，在我国东北，开始发现中华龙鸟等一系
列带羽毛恐龙化石，为鸟类的恐龙起源学说
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这场持续一百多年的
争论才基本了结。所以说，化石是古生物学
家的宝贝，是生命演化的铁证。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研究员、科普部副主任）

达尔文日记：1833年8月24日，“贝格尔”号终于抵达了阿根廷的布兰卡港。我趁着在港口逗留的几天，考察了周围的环境。在距离
海岸几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块平原。平原的一部分是由淡红色的黏土构成，另一部分则是富含钙质的泥灰岩。因为陆地缓慢升高的缘故，
在靠近海岸的高地上，我发现了很多只有在海里才会出现的贝壳类软体动物化石；而在阿尔塔角，我又找到了很多非常奇特的巨大的陆生
动物的化石，这些都让我十分兴奋。

图1：地层。图2：一群鹦鹉嘴龙幼体化石。图3：英国自然史博物馆收藏的始祖鸟标本与南京古生物博物馆收藏的中华龙鸟标本。

鸟类为了飞行，进化出了很多与众不
同的解剖结构。他们的一些骨头已经融为
一体，甚至消失不见；沉重的牙齿和嘴变
成了轻巧的喙；大部分骨骼变成了中空轻
巧的结构；消失的膀胱、缩小的心脏、只
剩一个的卵巢，等等。

这所有的改变都使得鸟类变得更加容
易飞行，甚至连它们的大脑体积都明显更
小 。 一 只 鸸 鹋 的 大 脑 质 量 只 占 身 体 的
0.06%，与此同时，人类的大脑质量则要占
身体的2%。

另外，鸟类的大脑结构似乎也更原
始。我们都知道，大脑的最外层有弯弯曲
曲、充满沟壑的结构，这一层结构越弯
曲、复杂，沟壑越深，大脑就越聪明。这
一层最外层的大脑结构，被称作大脑皮
层。鸟类大脑的最外层极其平滑，几乎完
全是由象征着古老而低等的爬行类的一簇
簇神经元组成的。但是，更小的大脑是否
意味着鸟类为了飞行而牺牲了智力呢？

日本仙台市的乌鸦，可以利用人类的

汽车砸开坚果。它们把坚硬的难以啄开的
胡桃坚果放在慢速行驶的汽车轮子前，等
待汽车经过后压碎坚果。为了保证自己的
安全，这些乌鸦们还学会了辨认红绿灯。
这些乌鸦在红灯期间走到汽车前，把坚果
放好，然后跳回路边等待绿灯。当汽车经
过碾压好坚果以后，乌鸦们又回到路上取
回它们的果肉。

如果说，利用人类的红绿灯和汽车为
自己获得一份饕餮盛宴，已经让你开始感
叹鸟类的智力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故
事，更会让你开始钦佩身边那些飞来飞去
的小脑袋了。

美国华盛顿大学野生动植物学家约翰·
梅尔茨卢夫博士惊讶地发现，乌鸦具有识
别人脸的能力。为了测试乌鸦对面孔的识
别能力，梅尔茨卢夫博士和他的学生分别
带上橡胶面具，其中指定某一张人脸面具
是“危险的”，一张面具是“中性的”，带

“危险的”面具的研究员捕捉了 7 只乌鸦，
并在它们身上做记号后放飞。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研究员和志愿者
分别佩戴不同种类的面具，并且只按照规
定的路线行走，不打扰乌鸦。然而在几个
月里，乌鸦还是没有忘记之前“危险的”
面具的那张脸，它们拼命向戴“危险的”
面具的人大叫，即使面具一部分被帽子遮
住也仍然无法让它们镇静下来。而这些朝
他们大叫预警的乌鸦数量高达 47 只，远远
多于之前捕捉的7只。这说明这些乌鸦不单
单具有识别人脸的能力，甚至还能彼此之
间交流这样复杂细致的信息。

其他关于鸟类智商的例子更是数不胜
数。新喀里多尼亚乌鸦能够运用植物枝叶
制作出基本的小棒、带钩棒和带刺棒等工
具；在太平洋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生活的啄
木鸟使用工具捕获的充饥物，占食物总量
的 50%；鸦科和鹦鹉科的鸟除了使用工具
以外，更具有创新和简单的语言理解能
力。甚至有学者认为，某些鸟类可能对过
去、未来和自我都有意识。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鸟类如此聪明，

会使用工具，使用语言，有学习能力，甚
至可能有更强大的大脑功能的话，那个体
积上更小、结构上看起来又很原始的大脑
究竟是怎么做到更聪明的呢？

原来，鸟类大脑也有类似人类大脑皮
质的复杂神经系统，因此它们可以做出复
杂的行为。这是由于它们已经脱离哺乳动
物，独立进化了3亿年以上了，因此它们的
大脑和哺乳动物不一样。

在鸟类学中，这种类似大脑皮质的系
统被称为背侧室嵴 （DVR），它和哺乳动物
的皮质一样，都是源自胚胎脑部发育过程
中一个叫做大脑皮层的地方，之后才逐渐
成熟，形成和哺乳动物的大脑皮质结构完
全不同的组织。哺乳动物的神经细胞分成6
层，而鸟类中类似皮质的组织直接是一簇
一簇的，就像蒜瓣一样，使得它们表面看
起来形态变得很不一样。

正如图1中所见，绿色部分主要是大脑
皮质，是高级神经活动的地方，因为有了
皮质我们才有复杂的语言功能、学习能

力、想象力、抽象思维、情绪等大脑活
动。粉色部分被称作纹状体，主要负责很
基础的“本能”功能，如调节肌肉、协调
运动，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鸟类大脑
虽然小巧平滑，但仍然具有复杂的高级神经
功能，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
实，它们不仅仅五脏俱全，连大脑都发达得
惊人，是名副其实的“聪明的小脑袋”。

（作者系大连生命奥秘博物馆专职科普
工作人员。指导教师：大连医科大学教授
隋鸿锦）

图1：左测是鸟类大脑，右侧是人类
大脑，同样颜色对应大脑同样的功能。

图2：鸡脑（图片来源大连金石滩生
命奥秘博物馆展品）。

北京市天坛公园内古柏参
天，古树有 3562 株，其中 300
年以上的一级古树1147株。当
我漫步于古柏林中，呼吸着清
新的空气，抚摸着苍老遒劲的
树干，眼前一株株古柏，就好
像一位位严肃的老先生，向我
讲述着过往历史。它们历经了
战火的洗礼，感受了重建的秩
序，无论繁华还是落寞，依然
安详地矗立在这里，守护着古
老的祭坛，记录着岁月的变迁。

我仔细端详它们的容貌，
发现许多树的身上长有凸起结
疤，这些结疤也称为瘿结。
瘿，并非固定专指哪一个树
种，比如，楠木的瘿结称为楠
木瘿、花梨木的瘿结称为花梨
木瘿，公园古树上的内那些瘿
结形态各异，千奇百怪。

细看这些瘿结，不得不赞
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连声赞
叹。畅想着遨游天际，蓄势待
发的傲气小兽；目光如炬严整
待发，时刻守护着树木安全的
啄木鸟；停靠在枝头巡视四周
的猫头鹰；背着重壳一步步向
上爬的蜗牛；口吐金钱、寓意
旺财的三足金蟾；沉思中安静
俊俏的卷发美男子；美味可口
排列整齐的小蘑菇；太上老君
遗落在人间装满仙丹的宝葫芦
……这些都是瘿结在大自然的
孕育下，以时光为刀一笔一笔
刻画出来的，令人忍俊不禁又
赞叹不已。

自然成趣的瘿结呈现出不
同秀妍奇丽的花纹，历来受到
人们的广泛喜爱，成为古代家
具制作装饰中的首选。

那么，它们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万物的生长都需要养分，而

树干里有许多细小的管子会将养分输送到树
木的各个部分。可是，当细胞组织被破坏，
遭到病虫害的侵入或是自然灾害后折断受伤
时，树干里的小管子就被阻断了；当养分再
次输送时，道路不通了，就在伤口堵塞了。
天长日久，就如同人皮肤受伤后的结痂一
样，树皮鼓了起来，树木组织畸形发育而形
成了瘿结。

然而，虽说如此，瘿结想要成为特定形
状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不得不再次感慨大
自然的巧夺天工，用成百上千年的岁月雕
琢，为我们带来了如此赏心悦目的作品。大
自然再次通过常见却不平凡的瘿结，向我们
展示了它的神奇。

读了这些，您难道不想一睹为快吗？朋
友们，来吧，来看看这些阅尽兴亡、饱经劫
难的苍松翠柏，近距离地欣赏古树风姿、感
受古坛的神韵，找一找这些在时光中自愈、
在永恒中结晶的风丽瘿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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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小兽。图2：猫头鹰。图3：宝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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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说 鸟 类 “ 聪 明 的 小 脑 袋 ”
□□ 隋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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