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植物界中，有很多以
月亮命名的物种。今天，就
让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与月
有关的植物。

桂花：天香桂子“九
里香”

桂花又叫木犀，人们习
惯根据花朵的不同颜色，将
它们分为金桂 （黄色）、银桂
（白色） 和丹桂 （橙红色），
或以叶子形状划分，则有柳
叶桂、金扇桂、滴水黄、葵
花叶、柴柄黄等，若以花期
划分，有四季桂、八月桂、
月月桂之分。

不管是何种桂花，其花
瓣很小簇生状，但素有“九
里香”的美誉。有学者曾从
桂花样品中分离出包括烯、
酮、醇等在内的十几种香气
成分，因桂花通过新陈代谢
不断分泌芳香油，这些芳香
油随着空气中的水分一同散
发，在很远的地方也能闻到
桂花浓郁的香味。

自古以来，桂花就受人
喜爱。许多诗词和神话中都
把桂花与月亮联系起来。如
杨万里的“不是人间种，移
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
得满山开。”还有白居易的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
落纷纷”，都把桂花香誉为从
月 亮 上 飘 落 人 间 的 香 。 在

“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
神话传说中，桂花是生长在
月亮上的神树，人们将桂花
视为与天上月亮共生共存、
彼此呼应的美好事物。天上
月圆，人间花好，成就“花
好月圆”之境。

月桂：调味料中占一
席之地

虽 然 与 桂 花 仅 一 字 之
差，月桂实际上与“土生土
长”的桂花没有半点关系，
它 们 来 自 遥 远 的 地 中 海 区
域，是樟科常绿乔木。

为了适应干燥的地中海
气候，减少水分挥发，月桂
的叶子呈革质，表面附有厚
厚的蜡质层，即使脱水也不
会 迅 速 萎 蔫 。 因 此 在 古 希
腊，人们常以月桂树叶编成
冠冕，奉献给英雄或诗人表
示崇敬。

月桂也有香味，源自它的叶。月桂叶中含
有芳樟醇和丁香油酚，这些芳香的化学成分，
让月桂在香辛料大家庭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轻
轻一揉叶子，香气就弥漫开来。此外，它也是
欧洲人常用的调味料和餐点装饰，广泛用于酱
汁、汤、炖煮食物等。

昙花：月下一现只为生存

昙花又名琼花、韦陀花，隶属于仙人掌科，
原产于中南美洲的热带地区。那里气候干热，但
在晚上则凉快许多，昙花只能在晚上开放才能避
免强烈阳光的灼烤。而且昙花是通过昆虫授粉
的，热带地区晚上正是昆虫活动频繁的时候，所
以晚上开花有利于昙花授粉。昙花为了生存，缩
短开花时间，这样不仅能够避开强烈的阳光暴
晒，又可以减少水分损失和能量消耗。

昙花开放时，先是花筒慢慢翘起，再把紫
色“外衣”打开，最后是 20 多片花瓣组成、
洁白如雪的大花朵绚烂绽放。开放时花瓣和花
蕊都在颤动，艳丽动人。可是三四个小时后，
花冠闭合，花朵凋谢，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珍贵
的“昙花一现”。

月见草：油料药用植物资源

作为柳叶菜科月见草属植物的通称，月见
草在我国通常包括 10 种植物，常见的有月见
草、美丽月见草、海滨月见草、粉花月见草
等。月见草属的植物，大多夜晚开放，白天闭
合，有见月方放之意，故而得名月见草。

月见草原产于美洲。得益于它们娇艳的外
表，许多地方都引种栽培，其美丽的花朵会吸
引很多昆虫，飞蛾是它们最常见的顾客，有可
能是因为帮助传粉的昆虫常常在夜间活动，所
以，月见草在夜间开花。

此外，月见草香气宜人，轻盈娇艳，适于
点缀夜景，提取芳香化合物-芳樟醇，是香
料、化妆品、肥皂、日用品的良好植物，种子
也可以榨油食用，是亟待开发的重要花卉、油
料、药用植物资源。

月光花：形似满月，大而美丽

月光花又名嫦娥奔月，原产于美洲热带地
区，在我国多为栽培。月光花的白色花朵形似
满月，大而美丽，且在夜间开放，故得名。

20 世纪 70 年代，厦门大学王再生教授从
月光花的茎叶中提取到一种天然植物生长调节
物质——月光花素，在促进作物生产方面有良
好的应用前景。

除上述植物之外，可爱的多肉植物中也有
不少与月有关，如菊科的新月、上弦月、银月
及蓝月亮，景天科的胧月、铭月、月影，龙舌
兰科的月下童子等，都是具有上乘观赏价值的
多肉品种。

（来源：中科院之声；作者单位：中国科
学院武汉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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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杂谈
一百多年前，德国科学家阿尔弗雷

德·魏格纳以穿越历史的睿智眼光，大胆
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魏格纳认为，全世
界的大陆在中生代之前曾是一个统一的整
体，叫盘古大陆，在它的周围是辽阔的海
洋。这块原始大陆在天体引潮力和地球自
转所产生的离心力作用下，破裂成若干
块，逐渐形成了今日世界上大洲和大洋的
分布格局。

大陆漂移学说一经推出，震惊了学术
界。人类第一次以疑惑的目光投向了脚底
下那一片坚硬的岩石。

如此刚硬无比的大陆真能移动吗？板
块是地球形成中与生俱来的，还是在地球
演化到某个阶段孕育而生的？

随着古气候、古生物、古矿物和其他
地质学证据的不断积累，特别是海底扩张
理论的提出和全球板块构造的建立，一场
地质学的革命，真正打开了人类对于地球
的认知。

长期以来，深受科学家关注和探究的
这一真相，正在逐渐披露出来。

地壳最初并不刚硬

地球表层坚硬的岩石圈并非整体一
块，而是由紧密连接的板块拼合而成。整
个岩石圈由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印度
洋(或印度澳大利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
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六大板块组成，大板块
又由一系列中小板块组成。

作为板块诞生之地，大洋中脊喷涌而出
的岩浆冷却后，形成的板块向两侧离散开
来，随着上地幔软流层流动而移动，并在大
陆边缘的“俯冲带”处下沉，隐没于地幔

中。这在太阳系的行星中是独一无二的。
地球最初的地壳并不刚硬，只有地核

冷却至一定的温度，才使地壳硬化成板
块，然后开始移动、分裂、碰撞和俯冲。
那么，这一关键性的转变何时发生的呢，
势必将影响我们对地球如何演变成当今模
样的理解。

科学家力图找到表明这种转变的证
据。有关地球化学示踪研究显示，氧气、
二氧化碳和水在板块出现之后开始在大气
和地幔之间交换，稳定的大陆地壳的体积
也在大幅增加。

有关研究发现，板块产生后钻石才含
有榴辉岩杂质，这是一种从地球表面矿物
侵入地壳深部或地幔而形成的岩石。另一
方面，一种被称为科马提岩的超镁铁质熔
岩开始从岩石记录中消失，这种在澳大利
亚皮尔布拉发现的科马提岩，其年代为距
今32.7亿年前。

钨同位素锁定板块起源时间

科马提岩是古老岩石，被认为是地幔温
度显著升高的证据。这种喷出岩在喷发时非

常灼热，岩石中细长的晶体就是在超热岩浆
喷发并迅速冷却时形成的。它的消失进一步
表明地幔物质已经开始循环移动了。

2020 年，有科研团队研究表明，板块
构造运动始于约32亿年前。也就是说这种
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约32亿年前
的太古宙中期。地球表面正是在那时发生
了破裂。为了佐证这个结论，科学家研究
了被称之为“化学指纹”的钨同位素。

钨-182同位素在地球早期的岩石中是
相对丰富的。然而，一旦板块构造运动开
始，地幔的对流搅动就会使钨-182与其他
4 种钨同位素混合，使岩石中的钨-182 含
量均匀降低。

德国科学家图什和蒙克开发了一种有
效的新方法，可以从古代岩石中提取微量
的钨。经过近两年的分析，他们发现，所
研究的同位素比率出现了令人惊喜的变
化，钨-182的浓度开始时较高，表明地幔
还没有混合。然后，在2亿多年的时间里，
钨-182数值逐渐下降，直到31亿年前达到
今 天 的 水 平 。 这 种 下 降 反 映 了 古 老 的
钨-182信号出现了稀释，因为皮尔布拉下

面的地幔物质成分开始混合。这种混合表
明板块构造已经开始。

板块运动让地球充满生机

板块构造使地球以其独特的方式运
转，傲立于太阳系群星之中。板块的扩
张、碰撞和俯冲，不仅塑造了地球的地理
地貌特征，形成了许多大陆和岛屿，以及
连绵不断的山脉和各种各样的地表生态系
统，为生物多样性演化提供了丰富多样的
环境。

同时，板块运动还深刻影响了地球的
大气层、磁场和气候等，使地球在数十亿
年里保持适宜居住的气候，尽管太阳在这
段时间里在逐渐变亮。地球的适宜气候主
要是由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与硅酸盐矿物之
间的化学反应造就的，后者通过将二氧化
碳埋在沉积物中，缓慢地降低了大气中温
室气体的水平。大部分的硅酸盐与二氧化
碳的反应发生在板块碰撞所形成的山脉上。

在板块运动过程中，地幔、地壳、海
洋和大气之间的物质循环，确保了对生命
必需元素的持续供应，为生态系统注入了
重要的营养物质。此外，大陆本身也为新
物种提供了充满阳光的环境。

板块运动不仅是地幔对流的结果，而
且还促使了地幔对流中将源自地核的热量
逸出，有利于地核磁场的产生。而地球磁
场的范围可延伸至太空深处，保护大气层
不受太阳风暴的侵蚀。

总之，板块诞生揭开了地球历史重要
一页，板块运动赋予了地球特有的活力。
地球的物质循环、海陆变迁、碳埋藏、氧
气增多，以及生物朝着多样性和复杂生命
体方向发展的过程，无不留下了板块运动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烙印。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研究员、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

“化学指纹”揭开地球板块构造运动之谜
□□ 冯伟民

月桂的花

板块运动 （图片由作者提供）

软流圈热对流

隐没带

火山 中洋脊

前不久，在北京的新城滨河森林公园内，中
白鹭和池鹭一起出现在一个画面中。

中白鹭是一种中型涉禽，大型鹭类，个体大
小介于大白鹭和白鹭之间，略较白鹭为大。全身
白色，嘴黄色，嘴尖黑色，脚和趾黑色。栖息和
活动于河流、湖泊、沼泽、河口、海边和水塘岸
边浅水处及河滩上，也常在沼泽和水稻田中活
动。以水种生物为食，主要以鱼、虾、蛙、蝗
虫、蝼蛄等水生和陆生昆虫及昆虫幼虫，以及其
他小型无脊椎动物或小蛇、蜥蜴等为食。

离开池塘时，编成人字形的鸬鹚从空中掠
过，形成了空中、地面、水上的美好画面。以前
没有拍摄过的小田鸡，此次也成了镜头中的一
景，只见它安心地在草丛中和莲叶上觅食，并不

理会距离自己不足10米的拍摄者，这也给观鸟和
拍鸟的人们提供了良好机会。

随着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提高，生态环境也
不断改观，才让更多的野生动物，为打造美丽生
态城市增添绚丽色彩。

生 态 城 市 中 的 “ 绚 丽 色 彩 ”
□□ 文/图 陈晓东

城市符号

图1为中白鹭和池鹭同在池塘边
图2为可爱的小田鸡
图3为飞行中的苍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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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雪浪与天平，小入曹娥亦有声。”
作为钱塘江最大的支流，曹娥江的惊涛骇
浪、波澜壮阔之景自古引得许多诗人在此留
有屐痕墨韵。而就在这海洋与陆地相交之
处，被誉为“中国第一河口大闸”的浙江曹
娥江大闸枢纽工程，宛如一条凌空的巨龙，
横卧在江口，记录着千百年的奔流不息，描
绘着“上善若水”的水利盛世。

整治水患

一条曹娥江，流淌着绍兴几千年的历
史。据文献记载，曹娥江上游源短流急，下
游受钱塘江潮汐顶托，形成“南洪北潮”格

局。每年夏秋，频繁的台风带来强风暴雨，
曹娥江上游滚滚洪水急速向下肆虐，河口的
钱塘江潮水则逆势涌入曹娥江，上下两种势
力激烈交锋，让沿江人民饱受灾难。而遇到
大旱年份，曹娥江水源枯竭，境外来水无处
蓄积，水乡绍兴和浙东其他地区蝉喘雷干，
赤地千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对曹娥江水患的治理，防洪、排涝、筑
堤、建闸等一环紧扣一环。为彻底解决水
患，2005年12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的习近平宣布“浙东引水曹娥江大闸枢纽
工程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2008年12月
18日，曹娥江大闸28扇闸门落下蓄水，由

此大闸功能性建筑全部完工，并进入试运
行阶段。也就从这一天起，曹娥江河口段
告别万古的涌潮历史，开启崭新的河湖兴
利时代。

巧夺天工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
开。”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曹娥江大闸的建
设面临强涌潮冲击、闸下泥沙淤积、近代
沉积层厚软基沉降、海水侵蚀等一系列问
题。针对多种技术难题，水利建设者先后
开展了软土地基基础处理、水工高性能混
凝土及温控防裂、金属结构防腐、双拱空
间网架平面钢闸门、水利枢纽布置等30多
项专题试验研究，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
在确保大闸如期顺利建成的同时，大闸的
技术与工艺达到了国际和国内的领先水
平。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护咸淡水交替
水域的生物多样性，曹娥江大闸两侧还各
设计并建造有一条鱼道，让鲈鱼、鳗鱼等
30多种洄游性鱼类顺利返回淡水产卵，并
洄游大海。此外，大闸还把文化元素融入
工程规划建设之中，以传承当地特色水文
化为主线，将绍兴先贤的治水精神、古代
水利工程建筑风格、治水典故传说与现代
水利工程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除了实用功
能的设施设备之外，还建有浓郁地方文化
特色的碑亭、壁画、石雕，数百块水文化
石刻，形象展示了浙东文化特色和水文化
风格，是一个兼有现代水利科技和文化、

艺术品位的水工建筑精品。

安澜镇流

2011 年 5 月 27 日，曹娥江大闸枢纽工
程通过浙江省发改委组织的竣工验收，先
后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国水利工
程优质 （大禹） 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
奖、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还被授
予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工程、国家水利
风景区和全国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示范工程
等荣誉称号。大闸建成后，曹娥江河口段
由外江变成内河，原来危害严重的钱塘江
风暴潮被挡在曹娥江大闸以外，两岸堤防
的防洪标准可提高到百年一遇以上；萧绍
平原的排涝标准由 10 年一遇提高到 20 年
一遇。大闸上游可形成库容为 1.46 亿立方
米、长度为 90 千米的河道型水库，平均
每年可增加利用水量 6.9 亿立方米，萧绍
平原和姚江平原连成一体，将使浙东地区
的水资源得到更优的配置，缺水形势缓解
的宁波、舟山地区将更具经济发展潜力。
防洪标准提高和水环境的改善也将带来两
岸土地开发价值的提高，为绍兴城市北
进，建设杭州湾工业新城区创造有利条件。

（浙江省绍兴市曹娥江大闸运行管理中
心供稿）

曹娥江大闸：一座水闸带来的海晏河清

走进重大水利工程
曹娥江大闸曹娥江大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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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今日世界上大洲和大洋的分布格局的板块构造运动，始于约32亿
年前的太古宙中期，地球表面正是在那时发生了破裂，为生物多样性演化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环境。

（图片来源：中国植物图像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