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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路 ， 别 找 后 颌 鱼 爸 爸
□□ 高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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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口孵的鱼，你知道吗？其中，后颌鱼爸爸堪称海洋里的责任
担当，主动承担了孵化受精卵的责任，其孵卵方式很特别——是用
嘴巴孵化。在孵化期间，后颌鱼爸爸一般深居浅出，不吃不喝。

还有慈鲷科的鱼，也是由雌鱼口孵的，它们产下卵后就把卵
含到嘴里，不吃也不喝，直到卵孵化。有的慈鲷幼鱼感觉到危

险时，会迅速游进鱼妈妈口中寻求庇护，不知道的，还以为它
们被大鱼吃掉了呢！另外，天竺鲷科的鱼也会口孵，雄鱼含住
鱼卵直到它们成功孵化。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普研究所海洋科普研究中心和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海洋科普专业委员会供稿）

12 月 4 日 凌 晨 ，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
部塞梅鲁火山开始喷
发；12 月 7 日，世界
最大活火山——美国
冒纳罗亚火山喷发的
熔岩流，沿山坡向下
快速行进，时速可达
30公里……

近日，全球多地
火 山 活 动 不 断 ， 美
国、智利、印度尼西
亚、意大利等多国的
火山，相继进入喷发
模式。尤其是环太平
洋火山地震带上较活
跃的火山之一塞梅鲁
火 山 ， 自 1818 年 以
来，已有55次火山爆
发的记录。

多国火山在同一
时期喷发，有人不禁
产生疑问，它们为何
要扎堆“发怒”呢？
火山喷发对气候有影
响吗？

虽有一定周期
性，但规律不易
把握

气象专家表示，
地球的火山和地震活
动的确有一定的周期
性，但其具体规律仍
不易把握。

最近喷发的火山
中，夏威夷、印尼及
智利的火山，均处于
环 太 平 洋 火 山 带 附
近。这是一个围绕太
平洋经常发生地震和
火山爆发的地区，全
长 4 万公里，呈马蹄
形。环太平洋火山带
上有一连串海沟、列
岛和火山，板块移动
剧烈。这里共有活火
山 512 座，占全球活
火山数量的 80%。其
中地处环太平洋火山
带的印尼，全国约有
130 座活火山，地震
和火山活动频繁。

为何环太平洋火
山带会如此特殊？气
象专家介绍说，这是
因为环太平洋火山带
是由板块构造成的，
这些板块经常在彼此
旁边滑动、碰撞，一
方压住另一方。而太
平洋板块本身就非常
大，因此它与许多大
小板块接壤并相互作
用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能
量 ， 这 些 能 量 积 聚
后，又很容易将岩石
熔化成岩浆，接着岩
浆就会以熔岩的形式
上升到地表并形成火山。

强火山活动会引起全球平均
温度降低

“火山喷发的直接影响是易引发地
震，从而导致海啸。”自然资源部海
啸预警中心副研究员王培涛说。

日本气象厅近日发布了海啸预
警，但日本与印尼相隔数千公里，海
啸的影响为何会如此之远？

王培涛表示，海啸波的传播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 700 公里以上。长周
期的重力波使它具有长途奔袭的能
力，所以，越洋海啸会对数千公里以
外的地区产生影响。

另外，火山喷发后产生的火山碎
屑流，是一种夹杂着岩石碎屑的，高
密度、高温、高速的气流，具有极大
的破坏性和致命性，它能击碎和烧毁
在它流经路径上的任何生命。

“尤其是火山灰，会对人和动物的
呼吸系统产生一定影响，这种细颗粒
物可能引发心脏病、肺病、呼吸道疾
病，降低肺功能等。”王培涛提醒，
火山灰还可能会污染当地的水源或农
作物。

网上有一种说法是，火山大量喷
发后，火山灰遮天蔽日，会缓解气候
变暖。对此，王培涛称，这有些言过
其实。不过，通常来说，火山爆发强
度越大，对气候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就
越大。强火山活动的确会引起全球平
均温度降低。

据了解，1815 年印尼坦博拉火山
爆发后，在美国新英格兰，1816 年
6、7月均出现了少有的降雪天气，整
个夏天都有霜冻；1816 至 1817 年夏
季，我国云南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出
现了极端低温，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
成非常不利的影响。1991 年菲律宾皮
纳图博火山爆发。1992 年，我国北方
大部分地区夏秋气温持续偏低，造成
棉花、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普遍
减产。

气象专家表示，火山灰长期飘在
空中，“阳伞”效应能达到制冷效
果，同时，它也会使得蒸发减弱，导
致全球平均降水减少。另外，火山活
动通过改变辐射强迫，还会对海温等
缓变的下垫面异常造成影响，并通过
间接途径影响全球气候。

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区域的火
山爆发对全球不同区域的气候影响存
在差异。

气象专家提示，需持续留意活
跃的火山喷发导致的火山灰、高温
熔岩、二氧化硫污染等问题，以及
后续对航空和航海可能带来的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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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瓜太像一条蛇了。身长 1 米左右，瓜
蒂处圆而略微偏小，酷似蛇头。滚圆光滑的
身上，透着灰白与青绿相间的条纹，通身极
为自然地盘旋扭曲，尾部逐渐尖细……翘头
卷尾，恰似—条条青蛇在棚架间蜿蜒，栩栩
如生。蛇瓜老熟后，表皮由绿转黄再慢慢
呈现出红色，和红花蛇又像了几分，用手
触摸表皮，滑溜冰凉，确实接近冷血动物
的体温。

詹怀臣在《蛇瓜》一文中说：“蛇瓜的原
产地是印度，印度是著名的佛国，那里有蛇
神庙，庙里养着许多蛇，并用牛奶供奉。在
印度的星辉里，蛇瓜园的藤架上，悬挂着众
多银白色的蛇瓜，瓜下，有条条曼妙身材的
蛇，瞪着贼亮的眼睛在厮守。瓜如蛇，蛇似
瓜，植物和动物这般相像，真是天下之谜和
世界奇观！”看来，印度的植物也懂本国的蛇
文化，它们互为模板。

蛇瓜在明朝时传入了我国，但大量引进
是近几十年的事情，目前我国南北均有栽培。

和果实相比，笔者更喜欢蛇瓜花。蛇瓜
花雌雄异株，洁白清丽的花瓣上，线状银丝
若天然流苏，从白色绢质的花瓣边缘伸出
来，丝丝缕缕。开盛后流苏的末梢还烫成了
卷儿，如梦如幻。花儿的飘飘欲仙让人很难
将它和蛇联系起来。风摇花落后，便有许多
浑圆扭动的小“蛇”，垂在藤蔓间，渐渐丰满
成蛇瓜。

打眼一看，蛇瓜花和栝楼花长相一模一
样。没错，蛇瓜就是栝楼的一种，人称长栝
萎。蛇瓜是葫芦科栝楼属的攀援藤本。栝楼
原产中国，我们吃的零食吊瓜子，就是栝楼
肚子里的种子。在两者都尚未结出果实时，

单看花朵的确难分彼此。
蛇瓜可以长得很粗很长。据报道，2018

年，山东寿光展出了一条蛇瓜，长达3.2米，
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根巨无霸蛇瓜，
似乎叫它蟒瓜更合适。

蛇瓜的嫩果、嫩叶和嫩茎都可以食用，
可炒食和做汤。嫩瓜的口感，很像家常豆
角，只是水分和膳食纤维的含量更大，肉质
要松软很多。生吃时蛇瓜皮有一股特殊的臭
味，但煮熟后臭味消失，清香可口，含有丰
富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

养生专家说，蛇瓜从翠绿转为白色时，
营养价值最高，做菜也最香。等到蛇瓜表皮
泛黄甚至出现红色时，就太过老熟了，此时
不仅皮厚肉松，而且味苦，简直无法食用。
在非洲，成熟的红色果肉被用作番茄的经济
替代品。

如今，我们之所以能吃到反季节蔬菜，
整个冬季都有新鲜青翠的温室大棚菜供应，
最应该感谢的，也是蛇瓜。

公元 3 世纪，古罗马帝国有一位酷爱吃
蛇瓜的男人，其狂热程度到了一年四季每天
都离不开它。蛇瓜原产印度，喜欢高温多湿
的环境。在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的古代，要

保证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这种蔬菜，实在是困
难重重。然而，这个男人做到了，因为他是
提比略——古罗马帝国的皇帝。

提比略是怎么做到的？据罗马农学家科
拉姆莱和诗人马泰阿记载，古罗马人为了满
足这位皇帝的嗜好，创造性地建造了“温
室”，当天气慢慢变凉时，农人将蛇瓜种在装
有肥土的大木箱子里，然后把木箱子抬进房
间，因为那时还没有发明玻璃，于是他们给
房间装上云母薄片，由于这些薄片，既能使
阳光透进室内，又能维持室内的温度不散
失，再配合上一些加温措施，譬如在房间里
生堆火。就这样，皇帝钟爱的反季节蛇瓜，
四季皆可生产。

改良房间的防寒透光原理，与现代温室
有异曲同工之妙，为这位古罗马帝国皇帝天
天能吃上新鲜的蛇瓜，立下了汗马功劳，也
开创了人工简易温室的先河。

发明人工简易温室，蛇瓜“功不可没”
□□ 文/图 祁云枝

自从寒武纪早期诞生了原始的无颌鱼类
昆明鱼家族外，整个寒武纪再无有关鱼型动
物的报道，就连奥陶纪鱼形动物化石发现也
是寥寥无几，仅是零碎化石而已。究其原
因，可能是寒武纪和奥陶纪乃是无脊椎动物
的天下。其中，寒武纪的奇虾、奥陶纪的直
角石，都是赫赫有名的巨无霸，各类无脊椎
动物，像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笔石动物、
腕足动物、刺胞动物等竞相演化。

然而到了志留纪，海洋生物面貌却发生
显著变化，鱼类突然兴起，成为海洋中最为
耀眼的明星动物。这到底发生了什么？鱼类
为何能够乘势崛起？

遍布各地，“披盔戴甲”风靡海洋

传统的研究认为，志留纪鱼类主要是无
颌鱼类风靡海洋，各类“披盔戴甲”的甲胄
鱼类遍及世界各地海区，辐射演化出了 300
多种异甲鱼类，200 多种骨甲鱼类和近 100
种盔甲鱼类。这些“披盔戴甲”的鱼类体形
大小不一，小的体长几厘米，大的几十厘
米，并且外表形态差异也很大。

其中，异甲鱼类身体呈纺锤形，口周围
有扇形排列的口片，或许可以用来刮取食
物。而骨甲鱼类，头甲呈马蹄形，有成对胸

鳍，头甲上具有特殊的侧区，可用于容纳如
感觉等多个器官。

甲胄鱼类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多数种
类在海底营底栖生活，靠滤食海底有机物为
生。有的种类如杯甲鱼类，虽有厚鳞片但缺
少鳍，只有倒歪尾。较进步的鳍甲鱼类，游
泳能力强，且能在水层表面取食。

那么，有颌类只是在志留纪末才初露锋
芒吗？

种类齐全，最古老的牙齿证据前
推1400万年

科学界长期以来缺乏古生物学证据，有
颌类的早期演化存在一段至少3000万年的巨
大空白。

近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运动与古人类
研究所朱敏院士团队，在重庆、贵州两地化
石库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首次为有颌脊
椎动物的崛起与最早期辐射分化提供了确切
证据，并据此取得一系列新发现，刷新了对
有颌类早期演化历史的传统认知。

其中，“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时代为
早志留世兰多维列世特列奇期，距今约4.36
亿年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存志留纪早期
完整有颌类化石的特异埋藏化石库，该化石
库发现的古鱼化石不仅数量众多、种类齐
全，而且保存十分完整、精美，但鱼的个体
通常都非常小，多为全长3-4厘米。有趣的
是，封存在粉砂岩内的鱼类化石大部分都还

保存着背上腹下的生活姿态，有的鱼躯体扭
曲，仿佛还在做最后的挣扎。这使我们得以
一窥志留纪初期有颌鱼类的全貌，被称为

“有颌鱼类的黎明”。
“贵州石阡化石库”时代为早志留世兰

多维列世埃隆期最晚期，距今约 4.39 亿年
前，含有数量多、保存好的有颌类微体化
石。比如，双列黔齿鱼的齿旋代表最古老的
有颌类牙齿，将牙齿最早化石证据往前推了
1400万年。而新塑梵净山鱼棘刺的发现，表
明那时的原始软骨鱼类已经演化出典型的栅
棘鱼形态，同时具有硬骨鱼类的组织学
特征。

强势崛起，获得进化上的主动权

显然，志留纪是一个无颌类与有颌类竞
相演化的时代，无愧于鱼类时代的美称。尤
其是到了泥盆纪的鱼类时代，更加精彩
纷呈。

一方面，泥盆纪无颌类和有颌类都还处
在繁盛阶段。特别是有颌类，强势崛起，竟
然演化出像邓氏鱼这样的泥盆纪巨无霸。

另一方面，无颌类在与有颌类的竞争
中，甲胄鱼类相形见绌。无颌类后裔演化至
今，也只是海洋中极为小众的一个群体。而
有颌类依靠先进的上下颌，能够主动捕食，
因而获得了进化上的主动权，迅速演化出棘
鱼类、软骨鱼类和硬骨鱼类。其中，硬骨鱼
类中的肉鳍鱼类，开创了陆地脊椎动物演化

的壮阔场景。
志留纪有颌类的出现与崛起，是“从鱼

到人”的脊椎动物演化史上最关键的跃升之
一，人类的很多重要器官与身体构型都可追
溯到有颌类演化之初。

因此，当今地球，包括人类在内的现存
99.8%的有颌类脊椎动物都是4亿多年前鱼类
演化的结果。我们人类所以能叽叽喳喳说个
不停，狼吞虎咽享受各种美食，尽情呼吸新
鲜的空气，都要深深地感恩远古时代海洋中
有一群鱼类在奋力搏击海洋的同时，努力演
化出了令今日人类倍感自豪的颌骨。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研究员、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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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类 为 何 突 然 兴 起鱼 类 为 何 突 然 兴 起
□□ 冯伟民

志留纪早期兰多维列世重庆生物群
生态复原图。

（图片来源：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

“从鱼到人”有了关键证据。距今4.4亿年前的志留纪，多样化的有
颌鱼类属种出现并开始扩散到全球，使得今日我们人类才能叽叽喳喳说
个不停，狼吞虎咽享受各种美食，尽情呼吸新鲜空气。

科普时报讯 （记者马爱平） 12 月 19
日，北京大熊猫科研繁育基地项目在房山区
青龙湖镇开工。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2000
亩，拟建设成为集大熊猫繁育、科学研究、
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保护示范基地，建成后将面向公众开放。

大熊猫被称为我国的“国宝”，已在地
球上生存了至少 800 万年，是生物演化的

“活化石”，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
舰物种，深受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在
我国对外交流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建设北京大熊猫科研繁育基地是北京
落实“四个中心”功能定位，推动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之一。前期经过选址
研究、概念性规划方案设计、行业专家论
证、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编制等工作，目前
该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建成后的北京
大熊猫科研繁育基地将成为全新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示范地、大熊猫国际交往平台、
特色科普与研学目的地。基地建成后，能
够充分发挥首都专业科研资源优势，对推
动大熊猫种群异地保护、促进大熊猫科研
繁育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濒危野生动
物保护的示范窗口。

北京大熊猫科研繁育基地之所以选址
在房山区青龙湖西岸，主要是因为经过专

家的考察和论证，青龙湖镇生态本底优
越、山水林田湖草要素齐备，且已建成万
亩森林公园，适合作为大熊猫种群在北京
地区的繁衍、栖息地。从交通角度看，青
龙湖镇毗邻西六环，距离天安门约 1 小时
车程，便于物资运输、人员交往等相关工
作的开展。

北京大熊猫科研繁育基地充分利用场
地现状地形特征，规划为南、北两个区
域。南区主要包括大熊猫文化交流中心及
科研办公、熊猫嘉年华、熊猫森林、半山
熊居、熊猫大道、绿野寻踪、奇幻森林、
奇遇山丘、研学基地九大主题，北区则包

含大熊猫实训基地、熊猫山谷、熊猫水
苑、熊猫营地四大主题。通过合理布局外
事服务、科研繁育、科普展示、办公等功
能，满足国际交流、大熊猫研究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科普的不同要求，实现基地的高
效运转。

项目建设过程中，将遵循最小化干预
自然环境的原则，通过与现有生态基底有
机融合，结合气候、土壤的变化趋势，同
时根据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原始生境对植
被进行局部改良，提升基地生态系统的多
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确保基地成为首
都特色魅力品牌和低碳发展绿色名片。

发挥首都专业科研资源优势 打造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示范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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