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望生灵

作为我国特有物种的云南闭壳龟，在世
界龟科爬行类动物中，分布区域最为狭小，
且种群数量极稀少。它曾经一度被认为已经
灭绝，但是最终却又神奇般地出现在人们的
视野中，并成功实现了人工繁殖。如今，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IUCN） 已重新将其由灭绝划分到极危。

分布狭窄，独产于云南

以省名命名的云南闭壳龟，一般就会被
认为它的家乡在云南。的确不错，目前仅知
它分布于云南昆明，广西与云南交界处可能
有分布，但没有被发现的文献记载。

云南闭壳龟是龟科、闭壳龟属、云南闭
壳龟种，为单一种，无亚种分化，是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生活在云南海拔
2000 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喜欢隐身在湖泊、
沼泽、河流、浅滩处的乱石堆或者杂草丛
中，人们要想发现它，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云南闭壳龟是杂食性动物，主要以小
鱼、虾、蚯蚓、水果、蔬菜等为食。

龟壳能闭合，防御敌害进攻

云南闭壳龟成体壳长一般为 14 厘米左
右，其形态特征主要是头背皮肤光滑，上颚
不钩曲，眼大。趾间满蹼，前后肢分别为5爪
和4爪。尾巴较长，露出腹甲和背甲的长度。
尤为特别的是，身体颜色丰富多彩，头部呈
橄榄绿，头侧有黄线纹，咽和颈均为黄色且
斑纹对称，背部是棕橄榄色或奶栗色，腹部
为棕色或浅黄橄榄色，腹盾上则是浅红棕色
污斑。

云南闭壳龟的壳能够闭合，这是它最为
显著的特征，又是它自我保护和防御敌害的
重要功能。通常情况下，它一旦遇到敌害，
则会立刻将头、尾及四肢缩入甲壳内，背甲
和腹甲均关闭，形成一个盒状，一般敌害是
攻不破甲壳的。

种类稀少，数十年难见踪迹

云南闭壳龟的种群数量极为稀少，几十
年在野外都难以见到一只。

从 1906 年命名时算起，整整过了 40 年，
才有报道称，在云南昆明西山发现1只云南闭
壳龟。此后，它又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半
个多世纪，并且一度被 IUCN 列为灭绝，直
至在 2000 年后，其又重新在野外露出身影，
在2010年，又被改为极危。

云南闭壳龟在野外难见踪迹，那么在民
间呢？数量也是极为有限。目前已知的仅有4
只。其中，3只是2014年6月在无锡一龟友家
中发现的，另外1只是2015年10月，在广东
东莞举办的龟展上发现的。当时，这只云南
闭壳龟的标价高达1400万元，由此可以想象
它的稀有程度。

多措并举，成功进行人工繁育

正因为其高昂的价值，这对存活数量稀
少的云南闭壳龟来说，造成的伤害极大。另
外，由于环境气候以及地形的变化、山林的
开发等，使其野外种群不断减少几近灭绝。
保护云南闭壳龟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在科研人员的精心驯养

下，2004 年和 2005 年发现的一对云南闭壳
龟，已生育了 3 只后代。在 2009 年，云南又
发现的三雌一雄云南闭壳龟，也成功繁育了
下一代。

这无疑增加了研究人员的信心，并提出
多项保护措施。首先，加大宣传力度，增强
保护意识，严禁捕捉和销售该物种。

其次，深入调查其分布、栖息地以及生
态环境，划定自然保护区，并制定具体的保
护方案。

最后，收集民间留存的云南闭壳龟，由
专业科研机构进行驯养和人工繁殖。

相信随着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能够使这
一濒临灭绝的物种得以保存，让大家有机会
见到活的云南闭壳龟，不至于只是仅仅存活
在文字以及图片记载当中。

云 南 闭 壳 龟 为 何 以 省 命 名
□□ 许焕岗

近日，第二批“国际湿地城市”颁证仪
式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日内
瓦分会场举办，来自 13 个国家的 25 个新晋

“国际湿地城市”中，包括安徽合肥、山东济
宁、重庆梁平、江西南昌、辽宁盘锦、湖北
武汉和江苏盐城7个中国城市。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唯一的“国际湿地城
市”，重庆市梁平区这座三面环山、一面是平
坝，也没有大江大河和大型湖泊的城市，靠
什么获此殊荣？

“靠的是全域湿地、‘城市湿地连绵体’
和‘小微湿地+’这三张生态牌”。北京林业
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副院长张明祥教授
介绍说，尤其是“小微湿地+”，是梁平因地
制宜在全国率先探索推广的“小微湿地”保
护与利用模式。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400个
各具特色的小微湿地。

小微湿地面积虽小，但数量众多，蕴含
着巨大的潜能。如何善加保护和利用，让其
潜能充分释放？近日，在湖北武汉举办的小
微湿地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论坛上，来自中
外专家共同围绕各种类型小微湿地的科研方
向，分享典型案例和真知灼见。

所谓小微湿地，是指自然界在长期演变
过程中形成的小型、微型湿地，乡村小微湿
地多以塘、田、沟、渠、堰、井、溪等形态
出现，面积在8公顷以下所形成的较稳定的小

型湖泊、水库、坑塘、人工湿地，以及宽度
小于 10 米、长度在 5 公里以内的小型河道、
沟渠等。

“保护一定要与利用有机结合，才能激发
人们保护小微湿地的积极性。”重庆大学建筑
城规学院袁兴中教授补充说，梁平还环湖建
设了不少像水泡似的“泡泡小微湿地群”，将

流经小微湿地的地表水层净化后流入湖中，
既保护了湖泊水质，也成为市民游憩的景观。

张明祥进一步解释，由于这些小微湿地
与生态保育、环境整治、乡村民宿等多种功
能相结合，不仅拉动了旅游热，也促进农民
增收，所以当地农民格外珍惜和保护身边的
这些“小微湿地”。

如今的梁平，成了一座湿地与城市交融
的生态之城，境内408条河流、78座湖库、80
万亩稻田串珠成链，与临水而建的城区和逐
水而居的百姓相融相依、和谐共生。

不只是梁平，小微湿地的多种保护创新
措施正在全国各地延伸。

江苏省淮安市将24个小微湿地划分为生
境恢复主导型、水质净化主导型、景观营造
主导型，打造湿地乡村 （社区） 17处，推广
基于湿地产业与生境恢复融合发展、湿地生
态净化、湿地景观休闲 3 种小微湿地建设
模式。

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林业局）
副局长籍荣生介绍说，近年来，淮安市积
极争创“国际湿地城市”，依托优良的湿地
自然禀赋与发展潜力，强化全市生态环境
综 合 治 理 ， 不 断 加 大 湿 地 保 护 和 修 复 力
度，并与乡村 （社区） 紧密结合，在全域
开 展 小 微 湿 地 网 络 建 设 ， 促 进 乡 村 振 兴
发展。

针对乡村小微湿地保护修复与合理利用
模式，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张轩波说，我国的小微湿地大量分布在乡村
区域，且具有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蕴含着

“三生融合”模式，保护修复与合理利用小微
湿地模式，在创新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同
时，让湿地保护与乡村振兴达到“双赢”。

小 微 湿 地 不 只 是 扮 靓 乡 村
□□ 耿国彪

减畜是我国草原生
态保护政策的基本目标
之一，被认为是实现草
畜平衡、遏制草原退化
的根本之策。为此，我
国实施了包括草原生态
补奖机制在内的一系列
草原保护政策，各地也
改变了草畜平衡标准，
并随着实际情况适时调
整，而行业专家学者也
陆续提出了很多有助于
实现草畜平衡的技术和
模式。

但 实 际 生 产 过 程
中，牧户牲畜超载过牧
仍然严重，实际载畜率
始终很难降低，进而转
化为生态优化载畜率，
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

近日，在调查牧户
为何不减畜时，听到最
多 、 最 直 接 的 回 答 ：

“我知道自己家的草场
能养多少畜”，这也是
难以实现草畜平衡的最
直接原因。

牧户为什么不愿意
减畜？早在2010年，山
西农业大学侯向阳教授
团队在内蒙古苏尼特右
旗调研时就发现，牧户
心里似乎有杆“草畜平
衡秤”，其两端分别是
牧户自己拥有的草场面
积和牲畜头数。这杆秤
平不平、怎么平，则掌
握 在 牧 户 自 己 手 里 。
2013年，侯向阳团队正
式提出牧户心理载畜率
概念，不仅是牧户对自
己家草场能养多少头牲
畜的判断，也是他们认
为的“合理载畜率标
准”。

作为实际指导牧户
的畜牧业生产实践、草
业经济研究领域最具创
新性成果之一的心理载
畜率，是《草原牧户经
济与牧区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部分，其荣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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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奖一等奖。

草 场 上 的 植 被 种
类、降雨情况、草长
势，牧户的观察最为直
接和及时。正因为如
此，牧户较少把草场退化归结为超载
过牧，而是“我们的草场退化主要是
下 雨 少 ， 只 要 有 雨 ， 草 场 立 马 好
了”，这样的想法下，很多牧户并不
认为草场存在超载，那减畜难也自然
成了事实。另外，牧户对畜牧业收入
的 依 赖 ， 将 牲 畜 视 为 “ 存 款 入 银
行”、预防生计风险的手段之一，使
这杆“心理草畜平衡秤”更是难以动
起来。

但这杆秤并非一成不变，相反是
变化的，只不过需要条件。调查研究
发现，如果遇到极端气候事件，如干
旱，牧户心理载畜率则可能出现变
化，但并不是遇到干旱就立即减畜，
而是如果干旱持续几年（如3年），牧
户会出于草场状况和经济成本考虑，
开始调减其心理载畜率。另外，通过
牧户有效合作，辅以新型的放牧管理
技术、增加家庭收入渠道等方式，同
样能起到约束和调整牧户心理载畜率
的效果。

牧户心理载畜率这杆“草畜平衡
秤”，尽管从保护草原生态的角度提
出来的，但这杆秤上有太多牧民的生
计问题必须考虑。因此，要实现减
畜，必须增加家庭收入。

推动牧户自动减畜，全面遏制草
原退化，实现草原牧区生态和经济协
调发展，需要政策、市场、现代的放
牧管理技术和模式，以及生产模式等
协同发力，才能让草原更美好，让牧
民生活更富裕。

（作者系山西农业大学草业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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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曾给全球带来极大震撼的警世之
作——《寂静的春天》，诞生60周年了。

有人说，只要春天还听得到鸟叫，我
们就应该感谢她——蕾切尔·卡逊。这句话
或许有点儿夸张，但今天应该没人会否
认，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当以 1962 年

《寂静的春天》问世为标志。而这部名著的
创作恰恰因由鸟儿遭受滴滴涕 （DDT） 滥
用所害促发。

身为海洋生物学家的卡逊当初是受邀
采写，她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查访谈
工作。起先她为这篇长文 （小册子） 拟定
的题目为《控制自然》，然而，随着调研和
思考的逐渐深入，她改变了想法，意识到
这是一本书的写作素材。书稿杀青后，《纽
约客》 杂志率先从 1962 年 6 月 16 日起以三
期连载，旋即轰动全国。书稿最初的名字
叫《人类与地球对抗》，当出版社编辑读到
书中开篇“明天的寓言”对于“一种奇怪

的寂静”的描述时，大发感慨也突发灵
感，遂把书名改为《寂静的春天》。卡逊对
此予以认同，她的文学经纪人还找到了英
国著名诗人约翰·济慈的诗句作为题词：

湖上的芦苇已经枯萎，
也没有鸟儿歌唱。
1962年9月27日，《寂静的春天》正式

出版，并在两周后登上了 《纽约时报》 畅
销书排行榜的榜首册。在 1962 年的整个秋
季，《寂静的春天》都位居《纽约时报》畅
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人们惊叹于卡逊所设
想的那样一个可怕的情景：假如 DDT不加
控制地继续使用，那么鸟类和其他的野生
动物都会因为这种毒药而灭绝，最后留给
我们人类的就只能是一个“寂静的春天”。

“先知”发出的刺耳之声一开始总是难
以被认同的。不理解、不开窍、不在乎只
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要害其实在于，有些
人感觉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这就难
怪，《寂静的春天》尚未问世便遭遇到许多
阻挠，出版后更招来了诸多围攻和谩骂，
喧嚣一时。有人针对书名写了首打油诗：

“千言万语只为说明，比人命更值钱的是鸟
儿的生命。”还有商家煞有介事地“提醒”
公众说：“如果人类忠实地遵循卡逊小姐的
教导，我们将回到黑暗时代，昆虫和疾病

以及害虫将再次接管地球。”
实际上，卡逊并非偏颇之人。她在书

中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的意
见并不是化学杀虫剂根本不能使用。我所
争论的是我们把有毒的和对生物有效力的
化学药品不加区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
到人们手中，而对它潜在的危害却全然不
知。”这正是当时的人们很难觉察的危险。

可在争论展开之时，业界乃至政府并
没有真正把卡逊的警示太当回事。负责推
广和规范农药的联邦机构美国农业部，竟
把这场争论看作是一个“公共关系问题”，
并且打算“控制损失”。商务部对农药问题
的担心，则主要是全国性的争论可能会对
农药化学工业产生负面的影响。当时，农
业部和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开展的少量研
究，也主要着眼于农药对人和动物的直接
后果，而不是针对它们的生态影响，且相
互间很少协作。

好在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开始关注
此事，其专门小组约谈卡逊后完成了一份

“有关农药的工作报告”。同时媒体的声音也
渐渐地高涨起来，《纽约时报》 发表社论，
肯定了卡逊著作的积极意义，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播出了“蕾切尔·卡逊的 《寂静的春
天》”电视专题节目。面对同“台”亮相的

反对者，卡逊呼吁公众对技术的承诺保持一
种正常的怀疑态度。她的告诫在相当一部分
公众中产生了共鸣，同时也促使美国总统科
学顾问委员会尽早将其起草的那份关于农药
的报告定稿，而且还把她的书名加进了整个
报告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句子：“公开发表
的文章和小组成员的经验表明，直至蕾切
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人们普
遍没有认识到农药的毒性。”

1964 年 4 月 14 日，卡逊因患癌症与世
长辞。就在去世前不久，她还在一次演讲
中发出警告：合成化学物质的污染已经演

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而人类已经被
迫成为这个特殊实验的对象。

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恐怕已有身陷
其中、进入“角色”之虑了。

蕾切尔·卡逊，这位超前的思想家深刻
洞察了技术和进步背后所隐藏的危险代
价，并通过预言一种灾难性的可能警醒整
个世界。正是由于她艰苦卓绝的奋争和呼
吁，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生命意识与自然意
识，改变了人们看待自然界的方式乃至人
类思维的方向，环境保护事业作为一项公
共政策才逐渐被公众认可和接受。

仿 栗 在 陕 西 消 失 60 年 后 再 次 被 发 现
科普时报讯（林富荣 黎斌 记者胡利娟）11月

25日，记者从中国林科院了解到，中国林科院林
业研究所、陕西省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近期
在陕西省秦岭区，开展第一次全国林草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工作中，于安康市石泉县后柳镇
发现了1处仿栗的野生种群，集中生长着100余
株仿栗野生个体。经专家核实，该仿栗野生种
群结构稳定，植株大多处于成熟阶段，结实量
较大，是杜英科猴欢喜属分布区北缘迄今为止
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野生种群。

据了解，20 世纪 50 年代，陕西省仅在汉
中市南郑区小南海附近采集到仿栗的标本，
后因生境改变，导致该地点未能重新寻找到
仿栗的野生个体。21 世纪初，为了查清陕西
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种类及其分布，陕西
省的植物学家在汉中市的西乡县、镇巴县、
安康市的紫阳县、岚皋县等地多次调查，均
未找到仿栗。

2022年5月，时隔60多年后，陕西省植物
研究所科研人员在汉中市宁强县的陕西青木川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查时，重新发现了1株仿
栗的结实个体。同年7—9月，在安康市石泉县
的后柳镇、喜河镇，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
陕西省植物研究所又发现 2 个新的仿栗分布
点。这一发现再次证实了该物种在陕西秦巴山
区的天然分布，也为深入研究的科研人员该物
种的遗传多样性及其地理谱系分布，提供了优
良的遗传材料，对进一步筛选、培育该物种的
优异种质具有重要意义。

仿栗隶属于杜英科猴欢喜属，因其果实酷
似板栗而得名，通常分布在中亚热带或南亚热
带地区，在我国主要见于云南、浙江、四川、
湖北、湖北等省区。

作为杜英科在陕西省的唯一的野生植物，
仿栗树型高大、叶片常绿、枝叶繁茂，已被列
入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仿栗的木材发
白，纹理直且细嫩，可供建筑、家具等用材，
其种子及假种皮均可榨油，出油率超过 30%，
种油无毒，味美可食，亦可作为观赏植物和油
料植物进行开发利用。

“ 寂 静 ” 引 发 的 “ 喧 嚣 ”
□□ 尹传红

图1为仿栗开花，图2为仿栗的果实。 寻路路 摄

11 22

冬日，重庆梁平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成“候鸟天堂”。华文峰 摄

《寂静的春天》 （（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