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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法则是自然界生物学方面物竞天择、优胜劣
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具有规律性的生存法则。在大
自然中，弱小的昆虫稍不留神便会成为其他动物的美味
佳肴。因此，昆虫就利用拟态、警戒色和保护色来伪
装，从而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

所谓拟态，是昆虫模拟其他生物形态特征使其适应
外界环境。例如，长得像一节细长枝条一样的白带足刺
竹节虫，它不仅拟态，还裹着保护色，虫体上生有腐朽
斑痕，无论是行走在灌木丛中，还是落在地面上，都不
容易被发现。

更有妙招的是斑凤蝶幼虫化蛹时，把自己演变成被
折断的枝桠，还有形象逼真的枯叶蛱蝶，即使你走到它
的身边也未必能识别其真伪。真不知道它迷惑了多少天

敌的眼睛。它们似乎告诉人们：“虽然我很丑，但我很聪
明，我们知道生命比美丽更重要！”

警戒色则是昆虫利用鲜艳体色和美丽斑纹来装饰自
己，使其他生物望而生畏，产生恐惧，不敢过来伤害自
己的方法。我国最大的蝴蝶、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陆生野
生动物裳凤蝶和金斑蝶鳞片斑纹颜色都十分艳丽醒目，
由于它们幼虫期以有毒的植物为食，植物毒素被积聚在
蝴蝶体内，如果鸟儿吃了有毒的蝴蝶可导致死亡。蝴蝶
身上鲜艳的色彩和斑纹，就是要告诫欲侵害自己的捕猎
者：“我有毒，别碰！”

而保护色，是昆虫的身体颜色接近环境色，使其不
易被天敌发现或者是自己捕食时不易被猎物发觉。例
如，密纹波灰蝶在近似自己的蝶翅斑纹色彩的地方饮

水，一对宽碧蝽着绿装，在绿色的环境下欢度美好的浪
漫时光，共奏美妙温馨的“爱情小夜曲”。

由此可见，昆虫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栖生方式各有
千秋。所以说，它们身在何处，那里就是最适宜它们生
活的地方，包括那里的气候温度、环境湿度、土壤条
件、植被状况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其实，通过昆虫的体征和装扮，使人类在军事和其
他防卫方面产生了许多灵感，研究生产了迷彩服、航天
器散热装置等各种防护装备。因此，我们千万不要低估
了大自然精灵，在生态环境中表现出来自本能的栖息行
为和它们在自然界存在的意义。我们应该保护自然，与
自然和谐相处。毕竟，大自然可以不需要人类，但人类
却离不开大自然。

一大早，山姜花的明艳和
芬芳，唤醒了沉睡的木蜂。在
木蜂嗡嗡嗡的合唱声中，山姜
花精神抖擞，它们要进入这一
季最激动人心的“合欢”了。
四周，无数山姜花陆续掀开红
色的“面纱”（花苞），纷纷把
自己化妆成木蜂眼里高雅迷人
的“餐厅”。

山姜花究竟经过怎样的培
训与努力，最终把自己的柱头
练就得如先知般灵活的？没有
人能说得清楚。但这不妨碍我
们可以观赏到它那令人惊叹的
小小智慧：山姜花的柱头懂得
在自己的花粉洒落前，高高上
举，而在花儿抖落净花粉后，
屈身下垂，接受来自另一朵花
儿的亲吻。这种在一天之内可
以灵活自如、上下弯曲的运
动，似乎已经越过了植物同动
物区分的神秘分水岭！

山姜花仰起美丽的笑脸，
它的香味飘荡在空气里，黎明
被它的甜香充溢，也指引着晨
起觅食的木蜂，花香是花儿醒
目的“广告牌”。山姜花沿着
高高的花葶，一圈圈长上去，
远看像一个色彩艳丽的圆锥。
在每一朵小花里，艳黄色相对
巨大的唇瓣，恰到好处地为木蜂搭建了“停
机坪”，花瓣上醒目的红色脉纹，仿佛在对木
蜂说：沿着我所指的方向走，肯定能找到好
吃的。

一只木蜂飞来了，在唇瓣上安全着陆
后，几乎不用休息，就开始沿红色的脉纹往
里爬，将头伸进花朵的基部，开始了愉快的
早餐。此时的山姜花也很满意，自己只要付
出一点点花蜜，就可以让木蜂将自己的花
粉，传递给另一朵山姜花的柱头，让它受
孕，为种族振兴效力。

在木蜂爬进去进餐时，山姜花会将花粉
囊开裂，将花粉洒在木蜂的背上。而自己的
柱头则高高举起，以规避植物界较为低级的
自花授粉。

一朵山姜花的花蜜显然不足以填饱木蜂
的肚子，不久，木蜂退出，背着这朵花的花
粉，遛了个弯后，又降落到另一朵山姜花
上。这朵山姜花跟刚才的那位稍有些不同，
它的柱头，是弯曲下垂的。可想而知，当木
蜂在这家小小“餐厅”再次进餐时，小餐厅
的主人，已经获得了期盼已久的“爱情”。

整个早上，木蜂和它的小伙伴们都在花
枝招展的山姜花间穿行，协助山姜花完成热
热闹闹的“嫁”和“娶”。临近中午，木蜂们
开始逐渐回家去午休了，山姜花朵却不会入
眠，它的柱头要开始进行奇妙的换位。

还记得晨起木蜂访问的那朵花儿吧？它
把花粉送给了别人，自己的柱头高高昂起，
它是怎么完婚的呢？

从中午开始，这朵花里昂起的柱头，开
始慢慢往下运动，最终垂到了花药的下面。
此时，花药内已经空空如也，被上午来来往
往的木蜂，“背”走得干干净净。

与此相反，上午一些花朵里下垂的柱
头，此时正慢慢向上运动，最后，柱头高高
地翘出花药。好让花药的腹部将成熟的花粉
洒在下午前来就餐的木蜂身上。花朵内柱头
的这一互换过程，大约会持续3个小时。

临近傍晚，经历了“午休”后的木蜂们
又开始多了起来，忙着寻觅它们的晚餐，乐
此不疲地重复着上午的忙碌。它们把山姜花
交给的花粉，背到此时柱头垂下来的那朵花
上，好让它们进入洞房——两种类型的花朵
都获得了来自于“情人”的花粉，开始孕育
新的生命。

在山姜花一天的生命中，能够拥有生存
的奇思妙想，能够与木蜂们愉快合作，它们
的生命是精彩而圆满的。

虾虎，即虾蛄，又叫富贵虾、琵琶虾、
皮皮虾、濑尿虾等，是节肢动物门甲壳亚门
软甲纲口足目生物的统称。这类生物“虾目
蟹足，状如蜈公”。至于虾蛄为何会得名

“虾虎”，笔者猜测原因有二：一方面是
“蛄”字与“虎”发音相近，在长时间、大
范围的民间传播过程中“失真”所致；另一
方面是虾蛄外形上跟甲壳纲十足目的虾相
似，以至清末民初人徐珂在其编撰的《清稗
类钞》中说“虾蛄，为虾类”，其本身又是
一种凶猛的肉食性动物，攻击力强，犹如

“虾中之虎”，因此得名。
我国沿海地区最常见的虾虎是口虾蛄，

其生长在水深 60 米以内的泥质巢穴中，是
一种重要的渔业经济物种。口虾蛄摄食种类
广泛，猎物主要是细螯虾、糠虾、太平洋磷
虾等虾类，还有一些贝类、蟹类和桡足类
等。口虾蛄之间会抢夺地盘，在6月、12月
食物匮乏时有残食同类的现象。它们强大的

“武器”是由第二颚足特化而成的掠肢，掠
肢末端长有6根尖刺，令人望而生畏。口虾
蛄的进攻方式属于“矛刺式”，即用掠肢刺
杀猎物，再用口器将食物撕碎后慢慢吞下。
遇到贝类，它们则用掠肢基部夹碎贝类，连
壳带肉吞下。另外，口虾蛄的尾巴坚硬且带
刺，能轻松划破人的拇指。

与“矛刺式”的口虾蛄不同，齿指虾蛄
科的雀尾螳螂虾采用“锤击式”的进攻方

式。螳螂虾的掠肢基部特化成坚硬的“圆
锤”，通过高速重拳将螺类、蟹类等猎物的
外壳击碎，再将肉拖走享用。生物学家推测
虾蛄类祖先采用“锤击式”捕猎，盘踞在珊
瑚礁等硬底质环境中捕食虾蟹，后来演化出
口虾蛄这种“矛刺式”，将生存领地扩展至
更为广阔的软质沙地。

口虾蛄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鲜味足
的美食，人们一般喜欢用清蒸或椒盐等方式
进行烹饪。科学家发现，口虾蛄营养丰富，
肉中含有18种氨基酸，包括8种人类必需氨
基酸，还含有大量饱和及不饱和脂肪酸，其
中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中以EPA和DHA为
主，其总量可占脂类重量的15.59%。

海产品之所以呈现出特有的鲜味，是因
为含有丰富的游离氨基酸、鲜味肽、有机酸
和有机碱等呈鲜物质。每100克干虾蛄肉中
含有183毫克呈味氨基酸 （谷氨酸、天冬氨
酸和甘氨酸等）、8毫克甜菜碱，高于牡蛎等

海鲜，这便是口虾蛄鲜味出众的秘密。
口虾蛄是雌雄异体生物，性成熟时雌性

生殖腺呈杏黄色，味道尤其鲜美，平时也可
通过虾蛄腹部结构来判断虾蛄的性别。其
中，雄性虾蛄的第三对步足底部长有一对约
1.5厘米长的交接棒，而雌性虾蛄的第6—8
胸节长有3条白色中空的带状结构，用来储
存精子、产卵等，被叫作“外生殖器”。

随着人为过度捕捞、野生种质衰退，口
虾蛄的自然产量逐渐减少，难以满足市场需
求。2019年，天津水产
研究所团队首次突破了
口虾蛄人工繁殖技术，
并于2021年6月公益增
殖放流口虾蛄幼体90余
万尾。我们有理由相
信，在人们的共同努力
下，口虾蛄的未来会越
来越美好。

隆冬时节的北京园林，没有了春花秋
叶，苍松翠柏成了名副其实的主角。松树柏
树没有人不知道，但你真的知道松树柏树指
的是什么树吗？

不是名字里有“松”字的都能叫
松树

不是名字里有“松”字的都能叫松树，
也不是名字里有“柏”的都能叫柏树。

一般认为松科植物中名字里有“松”的
可以叫做松树，如雪松属的雪松、落叶松属
的华北落叶松，以及松属的油松、白皮松、
华山松、樟子松等等。柏科植物中名字里有

“柏”的可以叫做柏树，如侧柏属的侧柏和
圆柏属的圆柏。

而有些植物虽然披着“松”的外衣，却
不属于松科，这样的植物就不能叫做松树，
如杉科的水松、金松，以及柏科刺柏属的杜
松。同理有些植物虽然名字里有“柏”，却
不属于柏科，这样的植物就不能叫做柏树，
如罗汉松科的竹柏等。

北京园林中最常见三种乡土松树

松科松属的树种是松树中的正规军，北
京园林中最常见的是油松、白皮松和华山

松。虽然同属，但三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显而
易见的。油松树皮鳞片状裂，白皮松树皮斑
驳如迷彩服，华山松树皮灰绿色平滑无裂。

除了形态上的区别以外，由于油松和白
皮松是华北地区的乡土树种，而华山松产于
我国中部及西南部高山地区，三者的生态习
性也有所不同。如油松为强阳性树种，白皮
松也喜光，而华山松则在阴坡生长较好；油
松、白皮松适应干冷气候，而华山松则喜温
凉湿润气候；油松白皮松相对耐干旱瘠薄和
盐碱土，华山松则喜湿润肥沃而排水良好的
土壤且不耐盐碱。因此，在北京园林建设的
种植设计中选择松树一定要秉持“适地适
树”的原则，不要在地势低洼或长期积水的
区域种植，油松、白皮松应种植在光线较好
的区域，而华山松可以种植在有一定荫蔽的
区域。

雪松气候适应力较差

雪松是松科雪松属常绿乔木，因其独特
的圆锥塔形树形，在北京园林中广泛栽培，
但雪松并不是北京的乡土树种，它原产于喜
马拉雅山脉西部，喜光，稍耐荫，喜温和凉
润气候，有一定的耐寒性，对过于湿热的气
候适应力较差，不耐烟尘，幼叶对二氧化硫

和氟化氢极为敏感。且不耐水湿，较耐干旱
瘠薄，以深厚肥沃且排水良好的酸性土壤为
佳。

雪松引入北京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但
近年来部分雪松出现了衰弱甚至死亡的现
象，考虑与空气污染及融雪剂的使用有关。
也有些雪松在遇到不利环境时会全株落叶，
出现假死现象，有时一年都不再长叶，当不
利环境解除时又会重新长叶，因此看到雪松
出现“枯枝”时不要急于重修剪或伐除，以
免树形遭到破坏，失去观赏价值，此时应该
积极对树木采取复壮措施，如挖辐射沟换土
施肥等，观察树势变化一段时间再做处理。

虽然我们说“岁寒知松柏”，但不代表
松柏在冬季就不需要养护了。比如说雪松不
抗风，那么雪松幼树或在冬季风大处种植的
雪松就应搭设风障，当然最好在背风向阳处
种植雪松。另外如遇强降雪天气，还应在雪
后及时清除松柏枝干上的覆雪，避免压折枝
条。正所谓“大雪压青松，青松不轻松”。

侧柏与国槐并称为北京市树

侧柏与圆柏是北京园林中最常见的两种
柏树，二者均为华北地区的乡土树种，其中
侧柏与国槐并称为北京的市树。圆柏又名桧

柏，“桧”字的读音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论，
但根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规定，在
此处应读作ɡuì。

侧柏和圆柏在形态上很容易区分：在叶
型上，圆柏叶二型，有刺叶和鳞叶，而侧柏
的叶片全部都是鳞叶。在外形上，圆柏呈长
尖塔形，而侧柏呈圆锥形；在枝条分布上，
圆柏枝条向各个方向均匀分布，侧柏枝条几
乎呈一个平面。在果型上，圆柏孢子果较
大，圆球形，侧柏成熟后完全开裂。在生态
习性上，侧柏与圆柏大体相近，均喜光，耐
寒，耐干旱瘠薄，能在石灰岩山地上生长，
但侧柏不耐涝，而圆柏相对耐湿。另外，由
于侧柏含大量挥发油，极易燃烧，故不适宜
在防火需求较高的区域种植，可以选择圆柏
代之。

杜松是柏科刺柏属常绿小乔木。为什么
明明是柏科植物，却名为杜松呢？原因很简
单，杜松全为针形刺叶，且坚硬而长，与松
针相似。杜松产于我国东北、华北、内蒙古
及西北地区，朝鲜、日本也有分布。其耐
寒，耐干旱瘠薄，适应性强，但生长较慢。
而杜松树形优美，还可提炼精油，观赏价值
与经济价值均十分可观，但在北京园林中并
不多见，未来可逐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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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北京和张家口都大雪纷飞，
受天气影响，北京冬奥会相关赛事进行了延
期调整。

“对冬奥会雪上项目来说，气象至关重
要。”2月15日，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延庆赛区新闻通气会上，北京市延庆
区气象局局长闫巍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
强调，风速、降雪、气温、能见度等气象要
素，不仅对运动员人身安全、赛程安排、比
赛成绩、雪务工作有直接的影响，也和空中
救援、电视转播、交通运输等外围保障工作
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在冬奥会所有比赛项目中，
占七成的雪上项目受天气影响因素较多，特
别是延庆赛区的高山滑雪项目，一直被认为
是“看天吃饭”的比赛，对气象预报的要求
更为严苛。

“人背肩扛”，确保每个站点数据
分毫不差

雪后的海坨山上阵风高达十二级，风打
在脸上仿佛刀割……2月15日早上八点，冬
奥会延庆区气象服务组外围气象服务团队副

队长高猛和他的队员冒着低温，兵分两组，
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核心赛区，利用手持气
象观测设备对指定区域进行现场观测。

坐落于延庆小海坨山的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是我国第一个符合奥运办赛标准、拥有
我国最高等级赛道的高山滑雪场馆。

然而一直以来，海陀山是气象探测盲
区，历史观测资料几乎为空白，这给延庆冬
奥气象服务团队的精准天气预报提出了挑
战。

“当时海陀山处于无路、无电、无通讯
的‘三无’阶段，为成功建立气象站，‘人
背肩扛’成了团队成员工作常态。”高猛介
绍说，每天天不亮大家就出发，翻越陡峭的
山路，徒步将设备运输至海陀山各个点位，
等天黑了才回家，尽管如此，在山上有效工
作时间不到5小时。

面对艰苦环境，气象探测保障人员迎难
而上，攻坚克难，建设了23套自动站和1部
海陀山S波段天气雷达。

用脚步丈量赛道，用身心感受天气变
化。气象探测保障人员在小海坨山上建立的
一个个气象观测站，每一刻采集的数据为北

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提供了精准气象预报服务。
随着北京冬奥会如火如荼地进行，高猛

的团队也进入了“赛时状态”。
“除了实时监控延庆赛区观测数据质

量、故障站点应急抢修和定期巡检赛道周边
气象站之外，我们还制定了气象探测设备保
障机制，通过每日监控运行岗的实时监控和
设备运行分析，与监控指挥岗人员进行故障
研判讨论，根据制定的维修计划进行实施，
开展维护和应急抢修工作。”高猛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高猛和他的团
队已累计抢修自动气象站 10 次，维护站点
15站次。

首场降雪“预料之内”，提前8天
预报及时应对

2月12日—15日，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
迎来了自开赛以来的首场降雪，为何立春后
还会降雪，这是否会影响冬奥会各项赛事和
训练？

“事实上，这次雨雪天气在我们的预料
之内”。闫巍告诉记者，延庆气象服务保障
团队提前8天向延庆场馆群、延庆赛区运行

保障指挥部汇报此次降雪过程，以便各部门
调度和应对部署。

闫巍介绍说，前期，我们把整个核心区
场馆、冬奥村和主要道路划分为多个点位，
从 2 月 11 日开始逐点位、逐小时地预报分
析，提前向赛区提供降水量、风向、风速、
气温、体感温度、能见度等天气信息，并适
时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和暴雪黄色预
警信号，以精细的服务为赛事顺利举办打好
基础。降雪期间，又专门为高山场馆、车橇
场馆、阪泉综合服务中心、冬奥村、延庆城
区等不同点位开展滚动预报服务。

降雪是否会影响冬奥会各项赛事和训
练？对此，闫巍表示，由于预报的降雪量
级、特点、影响时段与实况完全一致，加上
各部门赛前提前应对，赛时全力保障，当日
所有比赛均顺利完成。

实时预报预警，“三维、秒级、
多要素”气象监测网络覆盖赛区

北京冬奥会是第一次在大陆性季风气候
区举办的冬奥会，且比赛多在“一山有四
季，十里不同天”的山区举行，有的时候可

能隔着一条沟，风、降雪、能见度都会有很
大的差异。

“海陀山海拔2000多米，具有明显的山
地气候特征，预报难度极大，这对气象服务
保障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闫巍介绍说，
针对本次冬奥会，延庆赛区建成了“三维、
秒级、多要素”的冬奥气象监测网络，通过
自动气象站、天气雷达、微波辐射计等探测
设备，提供了覆盖赛区及周边的天气实时监
测数据，为冬奥赛事和城市运行提供了重要
的监测数据基础。

尤其是“分钟级、百米级”冬奥预报服
务系统，实现了延庆赛区100米分辨率十分
钟跟进循环，可模拟近百个天气形势下延庆
赛场三维气象高清模拟数据集，做到零到十
天无缝隙实时预报预警，这些为精细化的赛
事气象服务保障提供了技术支撑。

另外，“靶向式、跟进式”气象服务工
作机制，则为场馆群及赛事运行、交通运
输、扫雪铲冰、森林防火、大气污染等提供
专项服务，以便于在高影响天气做到“早提
醒、早叫应、早预警”，确保赛事顺利开
展，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降 雪 对 冬 奥 会 赛 事 影 响 有 多 大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着警戒色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裳凤蝶宽碧蝽交尾 密纹波灰蝶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