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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天傍晚，福建省
福清市江阴镇东宵村渔民严春兴
在该村海域一孤岛上捕鱼时，突
然见到海面上漂浮着一块金黄色
的物体，将其打捞起来一看，原
来是只大海龟，在另外 2 位渔民
的协助下将海龟抬上岸。

当时，大家仔细看着这只体
型扁平的大海龟，发现其头部较
大，背甲呈红棕色，腹甲呈柠檬
黄 色 ， 四 肢 背 面 亦 为 棕 红 色 ，
上、下颌均具极强的钩状喙，背
上还长着一些贝壳，但是谁也说
不出它的“姓甚名谁”。最后，
还是接到报告立即赶来的福建省
海洋渔业局专家，经过鉴定才揭
开谜底。

这 是 现 存 最 古 老 的 爬 行 动
物，与恐龙同时代生活，在地球
生存 2 亿年，被称为“活化石”
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蠵龟。

善游泳，原因在于多长
一只“手”

蠵龟别名又称红蠵龟、红海
龟、灵蠵、灵龟，为海龟科蠵龟
属蠵龟种，是濒危动物。

据记载，蠵龟的体长通常是
1—2 米，体重能达 100 千克。在
形态特征方面，突出的特点为头
大、眼大，而尾短，头的宽度可
达 12.7—18.0 厘米。它的四肢扁
平呈鳍足状，前后肢大小不同，
前肢前缘长约 43—85 厘米，后肢
前缘长约 27—35 厘米。四肢内侧
各有 2 爪，比绿海龟多 1 个爪，
这更适于游泳。

经专家检查，这只蠵龟身体
健康，于是放归大海。福建沿海
是蠵龟的分布地，在我国，还有
广东、广西、台湾、浙江、江
苏、山东等沿海，也见于上海长
江口外海域，甚至黄浦江内。在
世界范围内，蠵龟分布于大西
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内温水海
域，主要包括美国、巴西、墨西
哥、中国、日本、菲律宾等 150
多个国家。

蠵龟最理想的栖息环境是温
水海域，喜欢活动于珊瑚礁中和
海湾、河口、咸水湖等地。食物
主要以底栖或漂浮的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头足类动物、水母和
其他无脊椎动物为主，偶尔吃鱼
卵，也吃海藻等植物性食物。

破纪录，潜水时间最长
超10小时

在海洋脊椎动物中，蠵龟的
外表有红、黄、棕等色彩组成，
既漂亮，又具神奇感。但最令人
感到神奇的则是它那超强的憋气
能力。据科学家跟踪观测到的最
新数据显示，蠵龟以 10 小时 14
分钟创造了最新的潜水世界纪
录。

这一纪录是由一只从塞浦路
斯出发进行长途迁移的蠵龟创造的。它从潜游开
始，一直未出水面换气，当浮出水面换气时，已
经在水下过去了 10 小时 14 分钟，这就诞生了潜水
时长的新纪录，也是海洋脊椎动物潜水时间最长
的纪录。之前的潜水最长纪录，也是由一只蠵龟
创造的，时长为 7 小时 25 分，比新纪录整整短了 2
小时49分。

然而，这也远远超过其他海洋脊椎动物的记
录，排在第二位的潜水高手黄唇青斑海蛇，科学
家观测到的最好成绩也才 3 小时 33 分，与蠵龟第
一次的纪录相比都少了一半有余。哺乳类海洋脊
椎动物的憋气能力，相比之下就更显得弱了，纪
录到的其最长潜水者是一头古氏剑吻鲸创下的，
时间仅是1小时25分。

为什么蠵龟的潜水能力如此超强？科学研究给
出的答案是，这源于它的内部循环系统。由于其内
部循环系统运行较慢、耗氧量少，所以它们能长时
间地潜于水下，甚至可以在水下休息或睡觉。

建立四角形保护圈，逐步恢复种群数量

然而，近些年来，因掠夺性乱捕滥杀、滥挖
龟卵等，导致蠵龟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已陷入
濒危漩涡，生存状况令人担忧。以我国海南岛为
例，那里也曾有过较多的海龟，但是由于人们大
肆捕龟挖蛋，造成海龟在这一区域消失，近 20 年
已不见其踪影。

为保护蠵龟脱离濒危漩涡，我国主要采取以
下措施。一是多种方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
人们保护生物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和自觉性。二是
加强渔政管理，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严惩
知法犯法者。三是加强海龟自然保护区建设，并
在永乐群岛的中建岛和甘泉岛、宣德群岛的东岛
和西沙洲，分别建立了 4 个海龟自然保护区，形
成四角形的保护圈。相信随着一系列保护措施的
落实，蠵龟的种群数量会逐步恢复并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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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
在那青翠的山林里……”这首大家耳熟
能详的欢快歌曲《春天在哪里》，唱出了
美丽的春天。

今年的3月20日是春分，为二十四节
气之一，也是春季的第四个节气，那
么，在一年当中，春季究竟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的？具体来说，又是从哪一月的
哪一天算起呢？

一种说法是，以岁首为春季的开
始。俗话说：“一年一度又一春”“一年
之计在于春”。我国民间正是以阴历 （农
历） 正、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
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
十一、十二月为冬季的。按照这样的划
分，正月初一自然就是春季的第一天
了，农村不是把过春节作为“迎春”吗？

另一种说法是，以立春为春季的开
始。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立春排在二十
四个节气之首，而节气又是古人根据太
阳在天空中运行的路线对地球的光照来
确定，它可以表明四季的变化，所以立

春应该是春季的开始。立春通常于每年2
月3—5日交节。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以春分为春
季的开始。根据我国气温变化，春天的
萌动在每年3月中旬以后，只有在这时，
才真正是鸟语花香，气候适宜，人们脱
去冬装换春装，开始投入春耕大生产。
按照二十四个节气，春分是在每年的3月
19—21 日交节，因此人们又把春分作为
春季的开始。所谓“早春三月”，大概就
是这个意思。

上述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
究竟哪一种说法对呢？我们可以通过历
法和天象知识来揭秘。

现在的阴历，实际上是阴阳历，它
是以朔望月作为一个月，以地球围绕太
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回归年作为一年。众
所 周 知 ， 一 个 朔 望 月 的 时 间 长 度 是
29.53059天。如果把阴历一年定为十二个
朔望月，那么一年便是354.36708天，这
比一回归年的 365.24219879 天少了近 11
天，但是把阴历一年定为13个月，却又

比一回归年多了18天。
为了使阴历的一年同回归年较好地统

一起来，历法学家规定每19年设置7个闰
年，12个平年，闰年是13个月，平年则12
个月。于是在阴历中，一年也可能是354
天，也可能是 384 天，日期相隔竟达 30
天，这样就反映不出春夏秋冬四季变化，
也就不能固定在阴历的哪一月、哪一天，
因此，以岁首为春季的开始不太恰当。

而节气是我们祖先为补救阴历不能
反映自然界季节变迁所创造的，但是由
于我国南北相距几千里，气候千差万
别，立春又恰逢在“五九”和“六九”
期间，天气还相当冷，北方“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南方有时也是冰霜封
冻，白雪皑皑。另外，从太阳的光照情
况来看，立春正是阳光从最南位置向适
中位置过渡阶段，光照虽然由寒转暖，
逐步柔和，但这时地面在冬季积累起来
的寒量还在继续散失，气温并不能很快
回升。况且，我们感觉到的气候冷热，
并不是直接随太阳光的角度变化而变

化，而是随地面受太阳光的照射后，所
释放出的热量多少而变化。所以，立春
还不能表明春天的到来。

如此来看，把春分作为春季的开始
才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太阳光照，正
好直射在赤道上，而我国又处在北半
球，接受的阳光不多不少，气候温和适
中，不冷也不热，所以，天文学家都乐
意把春分作为春季的开始。

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
东西跨度大，各地的气候相差悬殊，以
春分作为春天的开始并不适合全国各
地。鉴于此，我国气象学家常用候温划
分四季。即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的平均值
≥10℃，这5天中的第一个≥10℃的日期
为春季的开始。同理，连续5天日平均气
温的平均值≥22℃中的第一个日期为夏季
的开始，连续5天日气温在22℃到10℃之
间的第一个日期为秋季的开始，连续5天
日平均气温的平均值≤10℃中的第一个日
期则为冬季的开始。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春 季 从 什 么 时 候 开 始
□□ 谈宜斌

春暖花香，蝴蝶信使
占尽春风。这一组“珍灰
蝶”作品摄于广东省珠海
市，蝴蝶科普专家称，这
属于灰蝶科珍灰蝶类的一
个罕见物种，在珠海地区
拍摄到实属难得。

由于该蝶翅有一对长
尾 突 ， 又 名 “ 长 尾 珍 灰
蝶”，其翅表面具有紫、
蓝 、 绿 等 颜 色 ， 灿 烂 耀
目，丰富多彩，呈现金属
光泽，并且两翅反面的颜
色及斑纹又截然不同，使
斑纹变化多样，它们主要
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州金平
县、思茅地区景东县和西
盟县等地。

罕见！长尾珍灰蝶“现身”珠海
□□ 文文//图图 陈敢清

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根与魂。华夏五千年，中华民族
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历史奇迹，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截至 2021 年，中国
已有 56 项世界遗产，总数世界第一，
类别极为齐全。它们是全人类共同的
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李约瑟说中国曾经是“竹子文明
国度”，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化是“竹
的文化”。诚然，竹文化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
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北京故宫于 1987 年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是我国明清历史文化的见
证。走进其内，精美的园林、豪华的
装饰、珍贵的文物，时不时散发出阵
阵竹的清香。宁寿宫花园是学界公认
的“宫中苑”精品，而竹香馆则是宁
寿宫花园以竹造园的精华。

“竹本宜园亭，非所云宫禁。不
可无此意，数竿植嘉荫。诘曲诡石
间，取疏弗取甚。”“翠筠满小庭，静
香送窗内。”“石径玲珑接曲廊，几枝
修竹静含香。”从乾隆和嘉庆专门题
咏此地之竹的诗句看，竹香馆曾是翠
竹摇曳，竹影纷披。弓背状的围墙上
开辟了许多美丽的琉璃漏窗，也是为
了透视竹景。

可惜北方种竹不容易，但乾隆从
未放弃过，他曾在咏竹香馆诗中说：

“北 地 虽 云 艰 种 竹 ， 条 风 拂 亦 度 筠
香。”竹子再难种也是要种的。以至
于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 规
定 ：“ 宁 寿 宫 等 处 补 种 花 、 树 、 竹
子，由南花园办理。”

“ 镶 斑 竹 ”“ 用 竹 穰 子 做 心 子 ”
“画斑竹色”“镶桃丝竹做”等，是雍
正和乾隆对紫禁城装饰的圣旨。为
此，斑竹纹包镶、攒竹装修、竹丝镶
嵌、竹簧贴簧和竹编天花等五大竹质

工艺，就成为故宫装修的一大特点。倦
勤斋是乾隆当太上皇后的住所，要求必
须有一片竹林。为此，工匠们用楠木做
出竹林的模样，然后在楠木上着色绘
画，细致到把竹节都画上了。工艺上使
用了竹丝镶嵌、竹簧雕刻等，数以万计
的半毫米粗的双色竹丝镶嵌成万字形的
吉祥图案，每条万字边由13根深浅相间
的竹丝拼成。倦勤斋还是紫禁城中竹簧
装饰最多的地方，共30幅。如百鹿图便
运用了4种竹簧雕刻的技法，薄片竹簧
雕刻用于远山、树木之类，黄杨木雕刻
用于近景树木，竹丝技法用于各种线型
装饰，厚竹簧雕刻用竹子横切面为装饰
表面。

此外，故宫内还馆藏有墨竹、竹
刻、文竹、纸、笔、管、扇、盆景等
众多竹主题的国宝。比如元代赵孟頫
和夫人管道升、儿子赵雍共同完成的

《赵氏一门三竹图》，以及元吴镇 《墨
竹坡石图》 轴，元倪瓒 《竹枝图》 卷
纸本，明王绂 《墨竹图》 轴，清郑燮

《墨笔竹石图》 轴，清石涛 《高呼与
可图》 卷等国宝级的墨竹画；清乾隆
的文竹小炕几、清宫造办处制的文竹
嵌竹丝冠架，清中期的文竹嵌石双圈
式三层盒和文竹蕉叶饕餮纹瓶等文竹
器物；唐代的陶彩绘持排箫女俑和持
笙女俑、清康熙的红漆描金云龙纹排
箫、清乾隆的龙箫等竹管乐器；清代
的黑绸绣花蝶竹柄团扇、竹柄纱地堆
绫加绣花蝶扇、竹柄纱地堆绫加绣花
鸟石榴扇、竹股烫花素面折扇；清中
期的木胎海棠式盆翠竹盆景等。

沈阳故宫于 2004 年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也馆藏着墨竹、竹雕、竹
乐器、竹家具等珍贵文物。如郎世宁
的竹荫西狑图，以及竹雕蟹、竹雕人
物臂搁、竹篁八方盒、朱漆云龙箎、
朱漆描金云龙箫等。

（国际竹藤组织供稿）

故宫里不得不说的竹
□□ 蓝晓光

科普时报讯（记者胡利娟）全国绿化委
员会办公室近日发布的《2021年中国国土绿
化状况公报》显示：去年我国完成造林360
万公顷，种草改良草原306.67万公顷，共计
完成造林种草666.67万公顷。治理沙化、石
漠化土地144万公顷。

重点生态工程深入实施，编制印发“三
区四带”生态保护和修复及支撑体系重大工
程建设专项规划。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谋划启动 66 个林草区
域性系统治理项目。完成天然林抚育113.33
万公顷，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分别完成

38.08 万公顷和 2.39 万公顷，长江、珠江、
沿海、太行山等重点防护林工程完成造林
34.26万公顷，三北工程完成造林89.59万公
顷，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完成造林21.25万
公顷，完成石漠化综合治理 33 万公顷，建
设国家储备林40.53万公顷。开展森林质量
精准提升，完成退化林修复 93.33 万公顷。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6.2万平方公里。

城乡绿化美化统筹开展，新增 43 个城
市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全国累计建设

“口袋公园”2 万余个，建设绿道 8 万余公
里。草原和湿地保护修复切实加强。国办印

发 《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
15个省份出台草原保护修复实施意见。开展
草原生态修复156.26万公顷。出台《湿地保
护法》。新增和修复退化湿地 7.27 万公顷。
荒漠化防治稳步推进，在7省区开展荒漠生
态保护补偿试点，续建9个国家沙化土地封
禁保护区。

全国林长制体系基本建立，31 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基本建立组织
体系和制度体系，27个省份建立林长会议、
部门协作、工作督查等配套制度，17个省份
出台林长制考核评价办法。森林草原资源保

护管理全面加强，全国森林火灾次数、受害
森林面积、受害草原面积均呈下降趋势。全
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成效初步显现，扩散
趋势有所放缓。全国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
治面积分别达 966.67 万公顷、1373.33 万
公顷。

同时，绿色富民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全国经济林面积保持在 4000 万公顷以上，
完成油茶林新造改造25.13万公顷。生态旅
游游客量达 20.93 亿人次，同比增长超过
12%。林草碳汇工作扎实推进，开展森林生
态系统增汇潜力评估和关键增汇技术研发。

在浙江安吉建立全国首个县级竹林碳汇收储
交易机制。国土绿化支撑保障能力持续增
强，启动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部署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支持国土绿化关键
技术研发。首次发布我国主要草种目录，28
个省份发布乡土树种名录。

近年来，全国绿化委员会又创新推出了
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护、认种认
养、捐资捐物等8大类50多种义务植树尽责
形式，各级各类义务植树基地体系逐步完
善，“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持续推开，为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1 年 我 国 完 成 造 林 种 草 666.67 万 公 顷
3月12日是我国第44个植树节。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21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