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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达尔文惊讶的鸭嘴兽是种什
么样的生物呢？它的嘴和脚像鸭
子，而且靠下蛋繁殖后代，但却不
属于鸟类，因为它有很典型的哺乳
动物特征。哺乳动物是我们最熟悉
的动物，比如猫、狗、老虎、大象
等，还有我们人类。它们的典型特
征包括胎生，也就是由妈妈生下胎
儿，而不是下蛋；还有哺乳，也就
是用乳汁养育后代；还有身上覆盖
着皮毛，等等。

鸭嘴兽虽然不是胎生，但却有
哺乳、皮毛等哺乳动物的特征，它其
实是一种非常古老和原始的哺乳动
物。最早的鸭嘴兽出现在一亿多年
前，比如1.1亿年前生活在澳大利亚
的硬齿鸭嘴兽 （Steropodon）。哺乳
类则早在2亿多年前就出现了，比如
大约 2 亿年前生活在云南的巨颅兽
（Hadrocodium）， 虽 然 体 重 只 有 2
克，但却有一个相对很大的头颅，完
全不同于当时的恐龙等爬行动物。

哺乳动物与恐龙出现的时间其
实相差不多，都是 2 亿多年前。恐
龙一出现，就开始向大型化发展，
很快就以巨大的体型和运动能力方
面的优势，占据了当时陆地生态系

统里的统治地位。恐龙时代的哺乳
动物们，体型则要小得多，大多数
接近于现在的松鼠、老鼠，还是一
群毫不起眼的“鼠辈”。因为还处于
演化的早期，它们与现在的哺乳动
物还有比较大的差别，可以说还是
一个“非主流”的哺乳动物世界。

那么弱小的哺乳动物们，在长
达一亿多年的恐龙时代里，是怎么
成功地生存下来的呢？

早期的哺乳动物由于体型很
小，确实是活在恐龙的阴影和淫威
之下。但恐龙主要是在地面上称
霸，哺乳类的老祖宗们则依靠着比
较发达的大脑，与恐龙斗智斗勇，
在生态系统中寻找和拓展各自的生
存空间，在大约1.6亿年前的侏罗纪
中晚期，已经演化出可以上树、上
天、打洞、下水的种类，可以说是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比如说飞行，通常被认为是鸟
儿们的专长。其实现生哺乳类里也
有一大类飞行高手，那就是翼手
目，也就是各种各样的蝙蝠，种类
有 900 多种，是哺乳动物里的第二
大类群。只不过它们大都生活在一
些偏僻的山林里，造成了我们认为
它们比较稀有的错觉。当然，蝙蝠
的老祖宗直到 5000 多万年前才出
现，但与现代的鼯鼠类似的能够滑
翔的哺乳动物，在侏罗纪中晚期就
已经出现了。

2017年8月9日，北京自然博物

馆的研究人员与国内外合作者们一
起，在英国 《自然》杂志上同时报
道了两种1.6亿年前的滑翔飞兽：似
叉骨祖翼兽和双钵翔齿兽，是迄今
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会滑翔的哺乳动
物。凭什么说它们会滑翔呢？因为
我们发现化石上保存了皮翼结构，
它们的骨骼特征也与现代的鼯鼠及
鸟类有相似之处，它们应该具有与
鼯鼠类似的皮翼，可用于滑翔。

当然，地上才是早期哺乳动物
演化的根据地。它们的体型比当时
占绝对优势的恐龙小很多，自然会
去寻找那些犄角旮旯藏身。由于体
型实在太小了，地面上的任何一个
小土堆、小裂隙，或者一根枯枝，
对它们来说都是一道障碍，所以它
们多少都会有一些攀爬能力。

比如已知最古老的真兽类——
中华侏罗兽，它平常生活在地上，
紧急情况下应该能爬上树。真兽类
又叫有胎盘类，幼体的早期发育在
妈妈的胎盘上进行，发育成胎儿，
通过胎生方式生下来。现在全世界
的5000多种哺乳动物，除了鸭嘴兽
和针鼹组成的单孔类，以及袋鼠、
考拉等 200 多种有袋类，就全属于
真兽类了。中华侏罗兽是包括我们
人类在内的所有真兽类的始祖。

有一些早期哺乳动物发展了这
种攀爬能力，就具备了爬树和树栖
能力，比如攀援灵巧柱齿兽，从它
的手脚骨节和爪子，我们判断它是

很适合在树上攀爬的，类似于现在
的松鼠。

还有一些则以地面为基础，往
地下或者水下拓展生存空间。比如
短指挖掘柱齿兽，它的前肢和头骨
等特征都显示，它是一个穴居者，
类似于现在的鼹鼠。獭形狸尾兽则
类似于河狸和水獭，是一种半水生
的哺乳动物。它体长可达 40 多厘
米，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大型的哺乳
动物了。

早期的哺乳动物由于个体小，
骨骼细弱，很难保存为化石。刚才
讲到的这些1.6亿年前的标本，都来
自东北地区侏罗纪时期形成的地层
里，非常珍稀，而且在早期哺乳类
演化中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可
以说都是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镇
馆之宝：

中华侏罗兽是已知最古老的真
兽类哺乳动物；

似叉骨祖翼兽和双钵翔齿兽是
已知最原始的能滑翔的哺乳动物；

短指挖掘柱齿兽是已知第一种
适应地穴生活的侏罗纪哺乳动物；

攀援灵巧柱齿兽是已知最早的
也是最原始的攀援树栖型哺乳动物。

仔细想来，长着翅膀的蝙蝠，
海洋中遨游的鲸和海豚，其实都和我
们通常认知中的猫猫狗狗等哺乳动物
相差甚远，它们都是在不同生态位上
适应和演化的结果。在遥远的侏罗
纪，现代小型哺乳动物们的各种生存

策略和行为习性，已经差不多都出现
了。再加上它们当中许多种类可能具
有昼伏夜出的习性，与大多数恐龙错
峰出行，所以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等
到恐龙衰亡那一天，再集体爆发，迎

来哺乳动物的时代。
（作者：孟庆金，北京自然博物

馆馆长；叶剑，中国古脊椎动物学
会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
长）

早 期 哺 乳 动 物 ： 夹 缝 中 求 生 存
□□ 孟庆金 叶 剑

似鸭非鸟的鸭嘴兽 似叉骨祖翼兽复原图和现生鼯鼠

1836年1月12日，贝格尔号驶入了澳大利亚的悉尼湾，下船后
我雇了一位向导和两匹马，一路考察到离海岸约190 公里的村镇巴
特赫斯特。这一路收获颇丰，我非常幸运地看到了鸭嘴兽这种稀有
的卵生哺乳动物。几只鸭嘴兽在水里游戏，时而潜伏水中，时而浮
出水面，但身体在水面上总是只露出很少一部分，让人误以为是一

群水鼠。
凡见过鸭嘴兽的人都说它长得太怪异了。最早是英国移民进入

澳大利亚时，惊呼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动物”。当标本被送到欧洲
的博物馆时，生物分类学家甚至认为这是人为制造出来捉弄人的生
物。 ——达尔文日记

中华侏罗兽、似叉骨祖翼兽、短指挖掘柱齿兽、攀援灵巧柱齿兽标本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秦岭
的山虽然不高，水也不深，却是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
线，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南低北高的地形特征，让南下
的寒流到此止步，北上的暖湿气流可以迎着南面的缓坡
长驱直入，在岭南形成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温暖潮湿
气候。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多样化的气候环境，不仅
让秦岭成为中华物种的基因库，还是许多中国特有濒危
动植物的庇护所，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大熊猫。

在亿万年的沧海桑田里，一切的物什都在大浪淘沙
中演进着。而秦岭温暖舒适的气候和蕴藏丰富的食物，
为大熊猫构建了世外桃源。在独立的地理分布格局中，
坚守下来的大熊猫不仅幸运地跨过了历史长河，还产生
了独立的进化历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体征，成为秦岭
里的活化石。即使它们的饮食习性已由食肉演变成食
竹，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先祖基因的遗传。在外貌上，
秦岭大熊猫更像猫，头圆尾短，毛色黑中透褐，白中带
黄，个体略大，丰腴富态，所以它们又有国宝中的美人
之称，是区别于四川大熊猫的新亚种。而迁徙他处的大
熊猫则与之分道扬镳，在外貌上更像熊。

大自然的物竞天择，给每一个昂扬向上的生物都有
一席天地。层次分明的地理落差，让秦岭呈现出了垂直
分布的气候，每一种动植物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安乐窝。
虽然它们多的有些数不清，却能在高低错落间拓展出自
己的一方空间，共享生存。即使那些从树缝间洒落的阳
光，也会被植物们如老牛舐犊似地吮吸干净，竹子便是
这样见缝插针地疯长在秦岭的林海中。

秦岭的竹子有155个品种，其中的箭竹、巴山木
竹、茶杆竹、唐竹、淡竹等，均是大熊猫喜爱的食物。
一只大熊猫一天要吃43公斤左右的竹子，这样大的食量
不是一般地方可以供养得起的。因为竹子提供的能量
低，所以大熊猫吃饱后是懒于活动的，即使偶尔动一
下，也只不过在树干上蹭个痒痒。大多的时间，它们都
在睡觉。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它们的睡姿可谓是五
花八门，有平躺，侧躺，俯卧，伸展式或蜷成一团，这
些都是它们喜好的睡觉方式。也许是缺乏运动，大熊猫
都长的憨态可掬，敦厚可爱，让人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别看大熊猫长的浑圆娇憨，它的性情可是绵里藏
针，灵性率真的。我曾有幸在佛坪熊猫谷里遇见一只雌
性大熊猫比武招亲。两耳墨黑、头颈白亮的熊猫姑娘稳
坐树杈上，让风拿着大喇叭到处宣传她抛绣球的信息。
灵敏的嗅觉，让充斥着荷尔蒙的熊猫小伙先后赶到。面
对美女的示爱，它们互不相让，打的天翻地覆，对于这场分外眼红的
角逐，树上的熊猫姑娘一点不为所动。直到那些失败者拖着伤体郁郁
离开，胜利者兴奋地狂叫时，矜持的熊猫姑娘才从树上下来，与自己
的“高富帅”携手。我想，大熊猫的这一种求婚方式除了自古美女爱
英雄之外，可能还因为强者的基因更优良吧！面对森林里豺狗、狼、
豹、野猪等众多天敌，以及各种潜藏的自然风险，大熊猫也许只有用
这一种择优的方式，才能保证后代繁衍的生生不息。

虽说大熊猫身形笨拙，但是当它们遇到危险，遇到强敌时，也有
克敌的“三板斧”：第一招，背靠大树挥熊掌。成年大熊猫站起来接近
2米，重达120公斤，遇到天敌它会找棵大树一靠，谁过来都是一巴
掌，不把对方打晕也会打倒的。第二招，哧溜一声树上爬。别瞧熊猫
胖，上树却很敏捷，几秒钟便可攀到树梢上，让敌人鞭长莫及。第三
招同归于尽滚下坡。若对手不死心还是要追上来，大熊猫不是夹着尾
巴逃跑，而是抱着对手一起滚。这可是熊猫的撒手锏，从小滚来滚去
让皮毛厚实的大熊猫，练就了一身硬功夫。抱着敌人，头一缩滚落山
坡，一路的石头啊树杈呀，磕的对手伤痕累累，不死也被撞晕，而熊
猫却毫发无损，足可见熊猫的聪慧与睿智。

作为竹林隐士，秦岭大熊猫自被发现后就光环不断，每一次出场都
让公众迷恋不已。而为了保护秦岭大熊猫，陕西则建成了规模庞大且相
对连片的自然保护区，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区32处，总面积约5591平方公
里，秦岭的生态格局也在不断改善。秦岭是大熊猫的天堂，而大熊猫也
成了秦岭的名片，它们互相成就着对方，让人看到了另样的美。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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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 （记者胡利娟）“老
北京新生活”“归园田居”“科技云
居”……7 月 28 日，北京国际花园节
市民花园竞赛优秀作品展在北京世园
公园的园艺小镇里正式亮相。自即日
起，18个迷你花园作品和10个阳台花
园作品将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展示，并
接受业内专家和市民代表的评选。

作为首届北京国际花园节的重要
活动之一，此次市民花园竞赛形式分
迷你花园 （含容器花园） 和阳台花园
两组。其中，迷你花园每个作品大小
为 35 平方米，阳台花园则是 10 平方
米。

“我们要求参赛者的花园设计要

模拟居家生活场景，营造大众可复
制、可使用的居家花园样本空间，以
此来引导推广园艺生活新方式。”首
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
者，从 5 月初开始，北京国际花园节
组织方向广大市民及园艺爱好者进行
了邀展，经过初步评选，现共有28个
作品入围了此次市民花园竞赛优秀作
品展。

在园艺小镇展示区，一个布置有
大鱼缸的迷你花园，引人驻足流连，
议论纷纷。

“ 该 作 品 名 叫 ‘ 老 北 京 新 生
活’。”设计者袁昕介绍说，天棚鱼缸
石榴树，是老北京人四合院中的“标

配”。我在作品中设置了两个鱼缸，
两棵石榴树，同时又配合现代人的生
活设立了花架、花钵、摇摇马等，就
是想把北京人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理念
融入园艺生活的新方式中。

而迷你花园“归园田居”，则是
唤 醒 了 大 家 心 中 的 乡 愁 。 记 者 看
到，小花园被呈现出起伏山势的木
格栅半围合，园内小路用不规则青
石 板 踏 步 形 成 ， 篱 下 散 置 竹 编 家
具，花镜选用孔雀草、百日草、凤
滨菊等突出田园主题，整个花园以
清净淡雅为基调，让人感受到重返
自然的宁静。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此次
入围的阳台花园作品，可谓是充分展
示了只要合理设计利用条件，即便在
微小的空间里也可以“种出一个花
园”。阳台花园“科技云居”就是其
中之一。

“其采用立体绿化方式，利用阳
台的墙面打造花卉种植墙，在顶部空
间进行吊挂植物种植，这样可以释放
阳台的地面生活空间。”该作品设计
者称，花卉种植墙还采用了智能灌溉
系统，可以大大提高植物成活率。

参观展示作品时，记者注意到，
几乎每个阳台花园参赛作品里都有用

塑料瓶、旧鞋、旧木板等废旧物制作
的环保手工制品。

“这是为了让市民体会到家庭废旧
物资只要经过简单改造就能打造出独特
的园艺作品，意在鼓励市民积极动手创
新创造居家生活，并履行环保、节能理
念。”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如
是说。

该负责人表示，北京举办国际花
园节，旨在吸引更多市民前往北京世
园公园欣赏花园园艺之美，努力打造

“永不落幕的世园会”。而市民花园竞
赛优秀作品展也是首都生态文明宣传
教育的一项重要活动，大家通过接触
浏览最新的园艺艺术，可感受到园艺
让生活更美好，从而增进对园艺文化
的认知，以更好地尊重自然、保护自
然。

当天，“2020爱绿一起”首都市民
生态体验活动同时启动。据了解，自
2017年来，“爱绿一起”活动作为首都
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明星品牌，已成
为首都市民了解首都生态建设成果，
感受多彩生态文化的重要窗口。今
年，“2020 爱绿一起”将举办不少于
200场的生态体验活动，具体信息可关
注“首都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公众号
报名参加。

“让园艺融入自然，让自然感动心灵”。首届国际花园节在北京举办，28个 “市民花园”
精彩亮相。

园 艺 让 生 活 更 美 好

何建勇 摄左图为“老北京新生活”，右图为“归园田居”。

最是一年好景色，荷开鹤归在鹤游。
7月28日，2020重庆·垫江首届荷莲文化

节在重庆市垫江县鹤游镇“又见鹤游·生态湿
地示范园”内盛装开幕，露营狂欢节、“荷露
尖尖”亲子田园周、“荷间律动”水上运动周
等精彩活动悉数亮相，将持续到今年10月，
带给广大游客一个别样的鹤游之旅。

近年来，鹤游镇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
按照“生态为先、农业为根、文创为魂、民
生为本”的发展思路，紧紧围绕县委、县政
府“一个建成、六个显著”奋斗目标，大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挖掘本地资源，着
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特色小镇。“又见鹤游·
生态湿地园区”项目，作为该镇推进农文旅
融合，实施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载体，乘势
而上、扬帆起航。

据介绍，“又见鹤游·生态湿地示范园”
项目，将努力构建以荷花为主、其他各种水
生植物为辅的人工湿地，通过形成生态驳
岸，拦截、防止面源污染，形成水下森林吸
收氮磷、净化河水；同时，利用湿地产业产
业链长、产业面宽的特色，以湿地旅游业为
基础，逐步发展湿地环保产业、湿地产品深
加工业、湿地文化创意产业、湿地研学教育
产业等。通过湿地产业化推广，构建生态旅
游开发及其深度产业链。

“我们将充分发挥荷莲文化节节会效应，努
力延伸农文旅+等多领域、多层次的产业链
条。”鹤游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进一步
发挥优势，将“又见鹤游·生态湿地示范园”打
造成为都市人闲庭信步的乡村乐园、修身养性
的心灵圣地、都市近郊的旅游精品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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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 荷 映 趣 和 合 之 美
□□ 李思颖

图1：大洒锦，图2：太空飞天，图3：太空飞天，图4：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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