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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生灵

蓝 鲸 ： 每 天 增 重 100 公 斤
□□ 王谦妮

蓝鲸不但是最大
的鲸类，也是现存体
积最大的动物，更是
迄今为止最大的哺乳
动物。年幼的蓝鲸刚
出生时体重大概为两
吨，出生后每天要喝
0.4吨左右的母乳，体
重每天增加 100 公斤
左右。所以“小蓝”
的体重增长完全属于
正常现象，春节表示
不背这个锅！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以及人口结构的
变化，慢性病、亚健康等社会问题
日渐显现。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
亿。预计“十四五”时期这一数字
突破3亿，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进
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
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2019年，《国务院关于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正式
印发。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森林康养
大有可为。

所谓的森林康养，是以森林生
态环境为基础，以促进大众健康为
目的，利用森林生态资源、景观资
源、食药资源和文化资源，并与医
学、养生学有机融合，开展保健养
生、康复疗养、健康养老的服务
活动。

从林草行业来看，提供更丰富
的优质生态产品、满足社会需求，
要靠具体产业来支撑，森林康养应
运而生。

“森林康养产业是林草行业与
国家战略的完美结合。”北京林业
大学前校长宋维明认为，目前，我
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对森林提供的
与健康养生相关的优质生态产品的
需求日益增加。森林不仅拥有良好
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有机绿色食品
和药材，还拥有丰富的负氧离子、
植物精气等，对人体健康、减轻压
力、舒缓心情、提高免疫力等功效
显著。

国际上，森林康养历史悠久，
但不同国家 （地区） 对此称呼不
一，如森林疗法、森林休养、森林
调养等。我国首个森林康养实践基
地，于2012年由湖南行政、企业、
医院等各部门共同合作率先建立。

“以前，林草产业发展基本上
都是基于资源消耗甚至破坏，而森
林康养不仅促进人类健康，也促进
森林健康，彻底打破了以前森林资源保护与利用
此消彼长的旧定律，产业兴盛不再以资源消耗破
坏为代价。”宋维明说，森林康养产业是对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完美诠释。

宋维明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必然决定森
林康养产业发展水平，但自然地理条件的确很重
要，整体来看，我国南方比北方更有利于发展森
林康养。“南方森林类型丰富多样，一年四季森林
葱郁，散发出植物精气，宜于开展森林康养，完
全满足产业发展相关技术指标要求，如负氧离
子、芬多精等。同时，南方气候条件也好，北方
冬天景色单调，户外活动受限。”

以湖南青羊湖国家森林公园为例，森林康养
发展起步较早，除了地势平缓、地理环境优越，
宋维明更为推崇其特色康养活动。“这里建有香料
植物苗圃，而香料植物对森林康养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另外，基地还建有芬多精睡眠实验舱，
可以进行睡眠科学监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森林
康养内涵。”宋维明说。

森林康养不等同于森林旅游，更不是把体验
中心搬到森林里那么简单。

一般的旅游观光提供吃喝游购娱等生存层面
的初级服务。森林康养结合传统医学，在美好、
健康、安全的森林环境中，为消费者提供身心健
康等安全层面的服务，是高层次的供给。

不可否认，现在各地发展森林康养热情高，但
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宋维明看来，必须把森林经
营、森林健康放在首位，人类健康与森林健康完全
统一才能可持续经营。

“森林是康养基地的底色、亮色，也是林草
特征鲜明的具体体现。没有健康美丽的森林，
那就不叫森林康养基地。”宋维明说。

森林康养产业科学、合理利用林草资源，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实施健
康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满足了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宋维明称，森林康养产业的兴起，让资源利
用与保护实现同步发展，是真正富有鲜明林草特
征的新业态。

天空中看不到它飞翔的身影，树梢
上听不到它的鸣叫或歌唱，而在林地之
中，它的“吃住行”不仅颇具特色，还
充满智慧。这就是我国特有鸟类、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四川山鹧鸪，
被誉为“鸟类大熊猫”。

从四川山鹧鸪名前冠以四川二字，
就已说明其家乡在“天府之国”四川
省，但并非四川全域都是它的家，只有
在5个县的区域内才能见到其踪影。

颜值不高，好像农家散养鸡善
于在土里刨食

在世界山鹧鸪属的 21 个物种中，四
川山鹧鸪属中等体型，雄鸟体长 303—
320 毫米，体重 410—470 克，雌鸟体长
285—295 毫米，体重 350—380 克。在形
态方面，雄雌鸟虽有差异，但基本特征
相同，比如头顶褐色、眉纹白色、胸部
具有宽阔的栗色环带和喉近白色等。

四川山鹧鸪最为理想的栖息地是海
拔 1000—2000 米之间的常绿阔叶林，尤
以喜欢林下植被丰富的地带。它们的活
动通常是单独或组成小群体，每一群体
的个体数量一般是5—6只。

有些像农家散养的鸡那样，四川山鹧
鸪善于在地上刨食，它们靠着脚上坚硬的
爪刨开地面上的泥土、落叶，寻找藏于其
中的食物，主要包括栎、胡颓子、悬钩子
等。白天，四川山鹧鸪基本上都是在地面
上刨食，到了夜晚，才躲到竹枝或灌丛上
过夜。

四川山鹧鸪建巢最适宜的地方，是
海拔 1300—1500 米之间的山地森林中的
地面上，大多数都建在这里的枯树椿基

部，巢近似球状，有枯枝、树叶和竹叶
搭建而成，进出口设在侧面，看上去就
像似一堆枯枝干叶，极具隐蔽性，很难
被发现。有研究人员风趣地说：其颜值
不高，但营巢的智慧很高。

性情机警、善于藏匿，且奔跑速度
快，这说的就是四川山鹧鸪。在遭遇敌
害时，它们往往采取静伏不动、奔跑逃
避两种方式应对，只有在非常危急的紧
迫时刻，才会起飞。但是飞不出多远，
就又落回地上，迅速钻进草丛、灌木或
竹丛中躲避或是逃跑。

3种鸣声，虽有区别但使用时
会相互交叉

四川山鹧鸪在繁殖期，雄鸟会经常
发出不同音节的鸣声。

每年的 4—6 月，是四川山鹧鸪的繁
殖期，成年雌鸟一窝产卵 3—7 枚。孵卵
主要由雌鸟承担，雄鸟主要负责警戒，
破壳而出的雏鸟很快就可跟着亲鸟活动。

研究人员通过对繁殖期雄鸟鸣声的
录音研究分析，发现雄鸟常见的鸣声基
本有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3种。从鸣
声的持续时间上划分，单音节持续时间
长，双音节次之，多音节较短。3种鸣声
虽有区别，但在发挥作用时会有交叉。

雄鸟繁殖期的鸣叫，始于繁殖领域
的确定。每年一旦繁殖领域确定，雄鸟
就开始在领域内鸣叫，鸣声的作用主要
有两种。

一 是 用 于 警 戒 和 保 护 领 域 不 受 干
扰，防御竞争者进入其地盘，以保证繁
殖空间和食物资源的充足与安全。用以
这类情形的鸣声，持续时间长短不一，
是由外界干扰和天敌压力的不同而决定
的。

二是用于求偶。雄鸟发出的求偶鸣
声，是对雌鸟的呼唤，可以使雌鸟定位

雄鸟的位置，以便雌鸟顺利地找过来，
谈情说爱，结成伴侣。研究人员曾在不
同领域回放雄鸟的一种频次较快的求偶
鸣声，每次都发现有雌鸟寻声而来。

保护结硕果，种群数量20年增
长1.2倍

四 川 山 鹧 鸪 为 单 一 种 ， 无 亚 种 分
化，分布区域极为狭窄，迄今仅发现于
四川省屏山、甘洛、马边、峨边和沐川
等县有其活动踪影，种群数量非常稀
少。据 2000 年的调查统计，四川山鹧鸪
总共约有 1000 只。它已被 《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等
级，我国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

为了拯救四川山鹧鸪，各相关地区进
一步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尤其自2000年以

来，在部分山地大面积播种了本地的阔叶
树树种，使阔叶树次生林在山坡上重新生
成。同时，自然保护区建设力度加大。比
如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四川山
鹧鸪之乡”的沐川县，所建立的芹菜坪四
川山鹧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36.6平方公
里。还有始建于2000年的四川山鹧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宜宾市屏山县，总面
积35平方公里。

多年来，研究人员通过对四川山鹧
鸪的种群数量、分布情况、栖息繁衍、
保护管理等，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工
作。经过 20 年坚持不懈地努力，如今保
护拯救已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2020 年
底，四川山鹧鸪的种群数量已由 2000 年
的 1000 只左右增至 2200 多只。照此坚持
下去，四川山鹧鸪家族定会逐步兴旺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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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 类 “ 大 熊 猫 ” 营 巢 智 慧 高
□□ 许焕岗

（（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今年的北京冬奥会上，一跃成为最
“顶流”网红的，可不是运动员，而是吉祥
物“冰墩墩”。

“冰墩墩”有普通版和限量版两款，
限量版是用来典藏的，为获奖运动员的专
属定制纪念品。两款最大的区别在于：限
量版的底座上围着一圈被称为“金色传
说”的植物花环。这圈植物可不是大家以
为的橄榄枝，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岁
寒三友”——松、竹、梅三种植物。

据典籍文献所述，最早关于“岁寒三
友”的文字记录出自宋代的林景熙，他在

《王云梅舍记》 中写道：“即其居累土为
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修
篁指的就是长长的竹子。在适应自然的生
长历程中，松、竹作为常绿植物，历经寒
冬不凋谢。而梅花是早春花卉，在春寒料
峭的时节迎风绽放，这样坚韧、顽强、旺
盛的生命力，正好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高
尚品格的形象，故而松竹梅在人们眼中志
同道合，可结伴成为好朋友。

“岁寒三友”积极向上、乐观前进的精
神，正好与冬奥会坚强不屈、坚韧不拔的
精神相契合，用在“冰墩墩”的底座上，
完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用途广泛，常青不老的松

松树为松科松属植物的统称，是常绿
针叶乔木，常见的有黑松、油松、白皮
松、黄山松、马尾松等。松树适应性很
强，生存范围比较广，是植树造林的良好

树种，同时其根系发达，对涵养水源、保
持水土具有一定功效。

雌雄同株的松树是一种古老的裸子植
物，相较于被子植物来说，其传粉结子需
要历经多重劫难，还不一定能修成正果。
松花粉主要靠风力传播，途中充满了各种
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通常从传粉到受精完
成，需要历时 12—13 个月之久。授粉成功
后，球果开始迅速生长，逐渐由绿色变成
成熟时的黄色，直至浅褐色或暗褐色。球
果成熟之时是种子离开“植物妈妈”独自
旅行，寻找新家的时机。大多数松树会在
球果成熟后不久就张开鳞片，让种子脱
落，开启新一轮的生命繁衍。

成长不易的松树，用途广泛。木材可
做建筑、桥梁、家具、枕木等，也可作为
制浆造纸工业原料，还可作薪炭材。树干
可以割松脂，提取松香和松节油。树皮富
含单宁，可浸水提取栲胶。松针叶中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矿质元素，可加工成
饲料添加剂，用来饲养家禽、家畜，还可
提取挥发油。红松等多种松树的松子富含
油脂和蛋白质，可食用，营养价值高。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松文化中，松
树早已不再是一棵树，而是崇高精神和高
尚品德的象征。冬奥会开幕式上，鸟巢上
空烟花绽放出的“迎客松”，像伸着臂膀的
国人，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们。

资源丰富，君子之风的竹

竹子是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主

要生长在温带、亚热带及热带地区，寒
带也有少量分布。全世界的竹子可分为
亚太竹区、美洲竹区和非洲竹区。我国
是世界竹子资源分布的中心之一，竹类
资源多样性非常丰富，生长着世界上约
四分之一的竹林，其中有许多竹种为我
国特有。不过据研究，由于多年生一次
开花的竹类，遵循集体开花和死亡的生
长 规 律 ， 全 球 的 竹 资 源 也 正 面 临 着 萎
靡、濒危的严重威胁，合理有效保护野
生竹资源同样迫在眉睫。

竹子具有生长快、成材周期短、一次
成林长期利用的特性，很早就被人类利
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野生竹子引种
驯化和人工竹林培育的国家，竹子早已渗
透在人们生活之中，以竹材、竹笋、竹纤
维为生产原料，形成竹产业链，制作成了
竹材建筑、竹制家具、竹炭日用品、笋类
食材、纤维饲料等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苍翠挺拔、中通外直、经冬不凋的竹
子，因其生长特性，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
观念和道德意识，被人们赋予了高风亮
节、虚心谦和、坚贞不屈的君子品格，经
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竹文化。

品种繁多，坚贞刚洁的梅

梅是蔷薇科的落叶小乔木，先开花后
长叶，原产我国南方，至今已有七千多年
的应用历史和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按照
用途分类，梅可分为花梅和果梅。《尚书·

说命下》 中记载：“若作和羹，尔惟盐
梅。”可见梅最初从野生状态到人工种植，
是作为果树应用的。采摘其果实用于烹
调，以代当时还未问世的醋酸。而作为观
赏之用的花梅是从果梅分化变异选种而
来，始于西汉初年。《西京杂记》 记载：

“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明果异树，有朱
梅、胭脂梅。”

梅的品种繁多且复杂，我国梅花品种
的主流分类观点经过几十年的修订更新，
最新的分类系统则将花梅分为单瓣、宫
粉、玉蝶、绿萼、黄香、跳枝 （洒金）、朱
砂、垂枝、龙游、杏梅和美人 11 个品种

群，其中杏梅和美人为杂种梅品种群，无
典型梅香，其余真正纯梅种起源的梅品种
群有其显著的特点。

梅的演化历程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人文情怀造就了独特的中国梅花文化。梅
花在早春里凌寒而开，芳香馥郁，坚贞刚
洁，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崇高的位置，象征
着国人的优秀品格。

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恰逢梅花盛开之
时，看比赛之余，在雪中看松、赏竹、闻
梅，品味“岁寒三友”之韵，惬意满满。

（来源：中科院之声；作者单位：中国
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限 量 版 “ 冰 墩 墩 ” 底 座 花 环 是 啥 植 物
□□ 曹承娥

2 月 13
日，在颁发
纪念品仪式
上拍摄的荣
耀版“冰墩
墩”。

新华社
记者 熊琦 摄

图为四川山鹧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