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末，朋友圈里美景的主
角，非银杏莫属。

银杏，不仅美，还是树木
的活化石，具有经济和药用价
值，全身是“宝”。

扇叶不仅美，还可驱
蠹虫

在陕西秦岭终南山脚下的
古观音禅寺里，有棵千年的古
银杏，相传这棵银杏树是唐太
宗李世民亲手栽植，距今已有
1400多年的历史，已列入国家
古树名木保护名录。

这株阅尽人世间沧桑的千
年银杏，枝干依然轩昂，金灿
灿的叶子笼满树冠，远看没有
一点杂色和杂质，在黛青的山
峦和纯蓝天空的背景下，美艳
得叫人睁不开眼睛，肃穆得让
人心宁神静。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
连波，波上寒烟翠。”这些
天，无论走在大雁塔广场，还
是走在西安植物园里，只要一
瞥见那抹明艳的金黄，再阴郁
的心，也会折射出明亮温暖的
阳光。

随手捡起一片银杏叶，也
像捡起了一件艺术品。精致小
巧的叶子，像一把小扇子，或
者，像一把打开了的降落伞。
叶子上的叶脉也很别致，无数
纤细的叶脉，从叶柄基部出
发，辐射状排满叶面，丝丝分
明。顺手夹进书里，会变身一
枚漂亮的书签，还可驱蠹虫。

大量结实需要40年，
又别名“公孙树”

如同人分男女，一些树也
分雌雄。雌雄异株就是雌花与
雄花分别生长在不同的株体
上，雄树开雄花，负责传授花
粉，雌树开雌花，负责结果。
所以，想要得到果实，二者缺
一不可。银杏，就是雌雄异株
的植物，是植物界的鸳鸯树。

如何区分银杏树的雌雄？
首先，看外形，雌株的树姿开
张，枝条与主干的夹角大，看
上去稍稍平展甚至有时下垂，
树枝乱而且向四方扩展；雄株
树姿直立、不开张，枝条与主
干的夹角小，有的几近平行于主干生长，挺而
向上的枝条看起来很紧凑。其次，生态习性
上，雄株的生长期相对较长，和雌株比起来，
发芽早、落叶晚。

另外，银杏雌花和雄花在形态上也大不相
同。雄花花药集生成串，像个大号的蚕，植物
学上叫“葇荑花序”，初期绿色，成熟的花药
呈黄色并能散出大量花粉；雌花生于短枝顶端
鳞片状叶腋内，成簇生长。

银杏是风媒花，依靠风力传粉。现在，很
多园艺品种把雌雄枝嫁接在一棵树上，人工造
就了雌雄同株。

银杏树生长缓慢。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
结果需要 20 多年，40 年后，才能大量结实。
因此又别名“公孙树”，是“公公栽种，孙子
得食”的意思。

树中“老寿星”，已存世1.7亿年

作为树中的“老寿星”，银杏树被列为中
国四大长寿观赏树种（松、柏、槐、银杏）之
一，不仅是世界上十分珍贵的树种，还是第四
纪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的最古老的裸子植物。
野生银杏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植物界中的

“活化石”。
在我国河南义马发现的义马银杏化石，是

全世界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银杏化石。 从义
马银杏一直到现在的银杏，历经1.7亿年，但
是，这两者之间的形态差别非常小，只不过是
叶子裂得浅了、种子结得少而长得大了。也就
是说，从侏罗纪以来，银杏演化得非常缓慢。

银杏所属的银杏目里，如今只剩下它一个
种，成为逝去大家族中最后的遗老。现生银杏
的原生种群分布区非常小，只分布在我国浙江
的天目山中。但在恐龙时代，银杏和它的亲戚
们的身影，几乎遍及全球。

银杏类植物的衰落，始于1.3亿年前的早
白垩纪，随着被子植物的兴起，它们步步退
缩。大约200多万年前，发生了第四纪冰川运
动，地球突然变冷，欧洲、北美和亚洲绝大部
分地区的银杏惨遭灭绝，只有我国的横断山脉
阻挡了冰川的移动，才使银杏奇迹般地保存
下来。

在银杏树身上，还保留着许多较为原始的
特征。它的叶脉是二歧状分叉叶脉，这在裸子
植物中绝无仅有，但在较原始的蕨类植物中却
十分常见。银杏雄花花粉萌发时，仅产生两个
有纤毛会游动的精子。这一特征，在裸子植物
中只有苏铁才有，而在蕨类植物中却很普遍。

所以，银杏是一种比松、杉、柏等树木更
为古老的植物。被科学家称为“植物界的活化
石”“植物界的大熊猫”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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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答”……随着一滴水落下，蜿蜒流
动的水，组合成了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
缔约方大会的标志，之后，首先跃出水面
的是“微笑天使”长江江豚，紧跟着奔跑
的是麋鹿，还有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扬子
鳄，以及从濒临灭绝到形成稳定种群的
朱鹮。

11月6日，在湖北武汉揭幕的中国履行
《湿地公约》30周年成就展上，惊艳开场的
这四种生活在中国湿地上的珍稀动物，都是
中国湿地保护事业不断取得突破的象征。

湿地被喻为“地球之肾”，是重要的生态
系统，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
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今年
是中国加入《湿地公约》30周年。30年来，
中国积极履行公约宗旨和义务，加大湿地保
护，为保护全球湿地贡献中国智慧。

缤纷色彩里藏着别出心裁

高颜值的白胸翡翠，是翠鸟科翡翠属
的鸟类，它的下背、腰、尾上覆羽、尾羽
呈亮蓝色，非常美丽，而一种叫“点翠”
的传统工艺，使用的就是它的羽毛。

所谓“点翠”，是中国传统的金属工艺
和羽毛工艺的完美结合，先用金或镏金的
金属做成不同图案的底座，再把翠鸟背部
亮丽的蓝色羽毛镶嵌在座上，以制成各种
首饰器物。

如今，白胸翡翠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已受到法律保护。

这仅是湿地保护理念不断提升的一个
小小缩影。全国各地积极实施湿地保护措
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在武汉东湖国家湿地公园里的湖底，竟
然种出一片超280万平方米的“水下森林”，
繁茂而美丽，令人惊艳。东湖湿地公园工作
人员介绍说，大量的沉水植物，不仅可以吸
收磷，还可以提升生物多样性，促进东湖的
水生态循环。近年来，东湖整体水质已经达
到Ⅲ类，为近40年来最好水平。

“呦呦”声中回归种群复壮

湿地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个体的美，是
属于生态系统不同环节的鸣奏与回响。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二字就
是形容麋鹿的叫声。

因为脸似马、角似鹿、蹄似牛、尾似
驴，麋鹿又称“四不像”。它曾经广泛分布
于长江中下游，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种
群一度衰落。目前在江苏大丰、湖北石

首、北京南海子都有稳定种群。
北京南海子公园麋鹿苑是中国第一座

以散养方式为主的麋鹿自然保护区。在这
里，不仅可以随时偶遇孔雀散步，还能看
见咫尺之外成群的鸿雁在水边嬉戏，曾经
濒临灭绝的麋鹿群，如今已在此繁衍生息。

麋鹿从回归到种群复壮，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称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领域的
成功范例”。

我们的生活与湿地息息相关

在中国，人与湿地和谐共生的理念源
远流长。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千百年来，我们都在用感官感受湿地
的存在，享受湿地的馈赠。

湿地有它独特的气味密码。常见的湿
地植物，如菖蒲、莲花，都是中国古人喜
欢歌颂的对象。有些人也独爱薄荷，鱼腥
草的特殊香味。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每到夏
季，莲叶田田，碧波万顷，荷香清雅，随
风远送，成了水乡人家的独特记忆。

农历五月是菖蒲生长最旺盛的时候，
每到端午节，人们把菖蒲和艾草捆于檐
下，利用气味驱除毒虫，祈福生活平安。

湿地中还留存着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印
迹，比如马家窑文化水波纹彩陶盆中水波
纹、漩涡纹、蛙纹、鱼纹、鸟纹、叶纹等
自然纹饰，体现出古人对于湿地的崇拜；
取材自湿地的纸莎草，被古埃及人制成纸
莎草纸，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图
书和纸质书写媒介；楔形文字泥板是两河
流域古文明的见证，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文字之一。

小微湿地，为世界保护乡村生态
提供借鉴

树皮的粗粝、苔藓的轻柔，在柔软与
坚硬的碰撞中，公众体验着湿地生命的多
样与丰富。

除了大面积湿地，一些小微湿地也在
城市中蔓延开来。

在全国率先推广“乡村小微湿地+”的

重庆梁平，利用浅丘地带中的沟、塘、
渠、堰、井、泉、溪、田等优越湿地资源
基础禀赋，在全区400余个具有典型示范效
应的小微湿地，形成经济作物种植、水产
养殖、湿地康养、湿地旅游四大生态支柱
产业。尤其是围绕“小微湿地+自然教
育”，成立长江上游乡村湿地保护研究中
心、长江三峡自然学校，开展各种自然教
育主题活动。

湿 地 ： 万 物 共 享 的 生 态 家 园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11月6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副司长鲍达明透露，此次大会后，我国将在深圳市打造全球首个
红树林保护交流合作的“国际红树林中心”，并以此为依托，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红树林保护
培训，同各方交流分享红树林保护修复成功案例和经验。

有着“海岸卫士”“鸟类天堂”“鱼虾粮仓”等美誉的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潮间带
珍贵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系统，它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维持生物多样性、固碳储
碳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55%以上的红树林纳入了自然保护地，红树林
面积已由本世纪初的2.2万公顷恢复到2.7万公顷，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
的国家之一。我国已创建了红树林保护与修复国家创新联盟，成立了红树林监测评估中心。

2020年，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了《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提出
到2025年，营造红树林9050公顷，修复现有红树林9750公顷。

“行动计划实施一年来，红树林分布5省区又新造红树林2878公顷。”鲍达明介绍说，
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坚持保护优先，严格执行《湿地保护法》规
定的红树林保护专门条款，为严格保护红树林保驾护航。

二是纳入林长制考核，将红树林保护修复的任务分解到县，落实到具体地块，将完成
任务情况纳入林长制考核范围。会同自然资源部门，按年度红树林造林合格面积的40%，对
地方给予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

三是强化科学修复，在红树林树种选择方面，都是用当地的乡土树种，防止外来物种
的侵害。制定《红树林生态修复技术规程》国家标准，按照《红树林生态修复技术手册》
《红树林造林合格认定及成果应用规则》等，采用自然恢复和适度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实
施生态修复。

我国将建“国际红树林中心”

时报特稿

11 月 7 日，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在京
召开。在大会上，“竹钢”引人瞩目，它走
南闯北，大显身手，不仅现身北京冬奥会
建筑，还亮相港珠澳大桥等重点工程。那
么，竹钢究竟是竹还是钢？小小“竹子”
为何坚硬如钢？竹钢工艺里又隐藏着哪些
高科技？

“比强度”是普通钢的5倍

木材供需矛盾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我国启动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以来，供不应
求的矛盾愈发凸显，对木材进口的依赖也
愈加严重。如何化解木材供求矛盾，成为

摆在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
课题。

中国是世界上竹资源最丰富、竹产业
规模最大的国家。目前，竹林面积达701万
公顷，有竹类植物 39 属 837 种，占世界竹
子种类的 51%。截至 2020 年底，中国竹产
业总产值近3200亿元，竹产品进出口贸易
总额22亿美元，占世界竹产品贸易总额的
60%以上，居世界首位。

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
所于文吉研究团队，历经20余年研究攻关
的科研成果——竹钢，为中国的竹材高效
利用找到了答案，探索出林业绿色低碳发
展的一条新路径。

竹钢既不是生活中人们常见的钢材，
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竹和钢的组合体，竹钢
是一种新型重组材料。它是以竹材为主
料，树脂为辅料，两者结合，既有竹材的

成分，又有像钢一样的强度，其“比强
度”是普通碳素结构钢材的5倍。

保温效果是混凝土的10倍

竹材的直径小、中空、壁薄，存在容
易虫蛀、腐朽、干裂等缺陷，这制约了工
业化利用的发展。但将竹材制备成竹钢
后，其性能就会发生显著变化。

研究发现，竹钢经过 28 小时水煮干
燥循环后不开裂，在热带自然环境暴露
10 年老化周期内，厚度变化率维持在 2%
范围内，其尺寸稳定性优于红木。达到强
耐腐等级Ⅰ级，可以抗白蚁侵蚀，使用年
限 20 年以上，材料没有甲醛释放，达到
绿色产品标准要求，保温效果是混凝土的
10倍。

目前，已经开发了以毛竹、慈竹、白
夹竹、寿竹、刚竹，以及淡竹、雷竹、绿
竹、红壳竹等22个竹种为原料的竹钢产品。

由竹钢制成的产品外观鲜艳，色泽亮
丽，深受市场的认可，不仅在生活中经常
使用，比如户外地板栈道铺设、城市景观
建筑、室内装修装饰、门窗家具产品等，
也可用于高速交通护栏、城市景观交通护
栏、风电叶片等多个领域。产品先后服务
于北京冬奥会、北京世园会、上海园博会
等重大工程建设。

生产能耗是钢材的1/30

竹钢工艺里藏了哪些高科技？
竹钢具有高耐候性、高尺寸稳定性和

高环保性，且具有高强度的特性。这些都
源自其制作工艺中的科技加持。

竹钢研发的过程中，专家重点解决了
几个关键技术难题。首先，通过对竹材表
层青黄面进行点裂微创处理，解决了表面
青黄难以胶合的技术瓶颈，突破了竹材加
工利用的径级限制难题，实现了大径竹和
小径竹都可以工业化加工，一次使用率从
20%—50%提高至90%以上。

其次，通过专用高渗透性环保型酚醛
树脂开发，解决了竹材微观结构上没有横
向组织难以渗透的技术难题，实现了竹材
性能的跨级增强。

另外，整个制造过程具有工艺简单、
性能可控、结构可设计、规格可调特点，
平均生产能耗是钢材的1/30、水泥的1/5。

竹钢的研发形成了包括原料、产品、
设备、工艺的成套完备的专利体系，并在
全球进行了专利布局，其成套装备和相关
产品还出口欧美日等33个国家和地区。

据统计，竹钢于2016年和2017年先后
两次入选重点推广林业科技成果100项，还
入选国家“十二五”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成
就展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首批重点推介5项
成果之一，先后荣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7项。

竹钢还被列入国家发改委重点节能低
碳技术推广目录。同时，国家发展改革
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
部等四部委组织编制的 《绿色技术推广目
录》，将其作为实现减碳固碳的重要解决
方案，为实现“双碳”目标中发挥重要
作用。

（作者系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副
研究员）

竹 钢 究 竟 是 竹 还 是 钢
□□ 张亚慧

竹钢应用于上海花博会“复兴馆”。 （图片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提供）

从创新频现的“水下森林”到成功范例的种群复壮，从气味密码的文化记忆到保护
乡村生态的小微湿地……5635万公顷类型丰富的湿地，成为美丽中国的一张名片。

左图为府河鹭鸟，右图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魏斌 摄

左手抵住黑色石板，右手握住沉沉铜
錾，尖端平放在石板上，伴着细密的敲击
声，一幅黑白相间的山水画出现在花岗
岩上。

“这刻画的是行船划过水面的痕迹。”
日前，在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记者见到
了正在“作画”的河北省级非遗传承人方
士英。她表示，自己从小在运河畔长大，
最大梦想就是用自己的手艺，雕刻家乡版

“清明上河图”。
方士英所说的“手艺”，学名石影雕。

清代石雕工匠依托传统“针黑白”工艺，
将绘画艺术融入其中，石影雕由此而来。
2013年，该技艺入选第五批河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据介绍，起初石影雕是在青石板上创

作，石材表面磨亮后，工匠用钢钎在石板
上敲击，根据点的大小、深浅、粗细、疏
密等进行构图设计，使画面呈现层次感和
立体感。

1987年，16岁的方士英到福建一家石
影雕店铺学徒。学艺初成的方士英大胆创
新，选用质地坚硬的花岗岩石板。“虽然石
板坚硬不好雕琢，但出来的作品更细腻，
光泽度好，超出一般石材。”

随着科技的发展，昔日纯手工创作的
石影雕作品越来越少，电动、激光等现代
工具创作逐渐成为主流。

“我觉得机械创作的作品画面呆板，缺
乏层次。击出的点基本按直线或弧线规律
排列，缺少灵气。”方士英一直坚持使用钢
锥、铜錾等传统工具“作画”。

“最难的是刻画人物，细节处理要把握
力度。画面由亮转暗或由暗转亮时，过渡
区间的力度完全不同。”方士英在继承传统
工艺的基础上，将摄影光学效果与绘画笔
触技法相结合，强化了石影雕的灵动。

“创作中一定要聚精会神，绝不能出
错。”方士英说，石影雕创作是“落笔即永
恒”，不能擦拭、涂改，错了只能毁掉重来。

2006年，方士英回到家乡吴桥。“京杭
大运河从南至北串起多元文化，沿线古镇

古村、古塔古寺、街市码头美不胜收。”方
士英说，用石影雕记录大运河两岸的生活
图景是她多年的梦想。她计划创作 《千里
运河图》系列作品。

凭借精湛技艺，方士英的作品在首届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大展中获金奖，
她先后被授予“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

“2022 年 河 北 大 工 匠 年 度 人 物 ” 荣 誉
称号。

如今，在政府支持下，方士英成立了
非遗传习所，并在石家庄建立传习点。“这
门技艺学起来辛苦，没有耐心、恒心很难
坚持。只要热爱，一定能乐在其中。”方士
英说，希望石影雕技艺能传播得更广。

花 岗 岩 上 “ 绣 ” 芳 华
□□ 新华社记者 冯维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