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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口 难 调 蝴 蝶 不 只 为 花 来
□□ 文／图 王彦春

取食花蜜、汲食树汁、嗜食发酵水果、吮吸动物尸
体……蝴蝶的口味，因蝶种不同，取食也大相径庭，或
是单一口味，或是五味俱全。

闻臭而动，嗅腐而飞。部分蛱蝶、眼蝶、灰蝶、弄蝶都
有这一习性。最典型的蝶种为大紫蛱蝶、箭环蝶。

在大山里，果农丢弃的一堆堆腐烂瓜果，正是箭环蝶的
饕餮大餐。当你走过去用手慢慢触摸时，它们会欢欣鼓舞地
展翅高飞。“中国·红河蝴蝶谷”发现这一秘密后，研制出一
种酒味浓浓的发酵型蝴蝶营养液，喷洒于旅游景区的竹林、
栈道、巨石上，使数以亿计的箭环蝶纷纷而至，营造出蝶舞
人潮的特色景区。

花为蝶开，蝶为花来。蝴蝶大都有觅食花卉的习性，一
般来说，大型蝶种喜欢花朵大的花卉，而小型蝶种则喜欢低
矮草质茎植物的花卉。巴黎翠凤蝶、蓝凤蝶喜欢觅食百合科
植物的花卉。菜粉蝶、红襟粉蝶等喜欢觅食十字花科植物的
花卉。小豹蛱蝶、伊诺小豹蛱蝶喜欢在菊花科植物的花卉觅
食，它们也会偶尔换个口味，吸食发酵性食物。

另外，蝴蝶也会从水中觅食，吸收自己所需“营养”。
在一条条小溪两侧的沙滩处，在雨后路面上形成的一处处浅
水滩，人们总会看到一片片、一堆堆蝴蝶在吸水、喷水。

“冠军”当属绿带燕凤蝶，它就像一台马力强大的抽水机，
一边吸水一边从尾部喷水。

在陕西秦岭南坡，笔者
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鸽子树，
栖息着无数翩翩“白鸽”。

几十上百粒紫红的雄
蕊，从一个点飞溅出来，每
一个花药，都尽力向上向外
伸展。淡黄的蕊柱高低错
落，合围成半个圆球，像节
日天空里绽放的烟花。雌蕊
兴趣盎然地端坐在密密麻麻
的雄蕊中间，或安静沉思，
或浅吟低唱。烟花般的雄蕊
或与一枚雌蕊组成一个头状
花序球，藏匿在一对手掌大
小的白色“花瓣”下方，打
眼一看，这对“花瓣”，分
明是鸽子轻盈的双翅。

1869 年，一位名叫戴
维 （David） 的法国人踏上
了我国神秘的西南山地，在
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上，当
他与一棵绽放“白花”的乔
木相遇时，戴维与珙桐的缘
分，从此徐徐拉开，彼此
成全。

在四川宝兴的穆坪林
区，既是传教士又是博物学
家的戴维，发现了一种当地
人称为“水梨子”的植物。
戴维的这一发现，被载入全
球植物界大纪事。从此，

“中国鸽子树”——珙桐，
振动着美丽的翅膀漂洋过
海，飞往北美和亚欧，让中
国特有种植物的美，遍布全
球。珙桐的属名便是 Da-
vidia，这是植物命名史上，
对发现者最高规格的礼遇。

时光倒退 1000 万年，
地球历史上，新生代第三纪
生物如被子植物、哺乳动
物、鸟类、真骨鱼类、双壳
类、腹足类等，和谐相处，
画面美好祥和。珙桐，就是
这个时期最繁荣茂盛的被子
植物。

噩梦，是随第四纪冰川
而开始的。分布于全球的珙
桐，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的冰川纪相继灭绝。人们一
度认为珙桐和恐龙一样，从
地球上销声匿迹了。幸运的
是，我国中部及西南多崇山
峻岭、高山峡谷，独特的地
理构造，成为各种动植物的
天然避难所。珙桐就是在这里幸存了下
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植物活化石”。后被

《中国植物红皮书》和《中国珍稀濒危保护
植物名录》收录，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

历经地球千万年变迁的植物元老，在
被发现之前，珙桐只在我国湖北、湖南、
贵州、云南、四川、重庆、陕西这七个省
（市）的小范围山川上隐居落脚，陕西陕南
的镇坪和岚皋是珙桐野生家园的最北线。

可以看出，自然状态下，珙桐的分布
地域和大熊猫的栖息地几乎吻合。换个说
法即是，孑遗植物珙桐是植物中的 “大熊
猫”。所谓的孑遗植物，就是和它同科同
属、亲缘关系相近类群的植物，多数已经
灭绝而它有幸存活了下来，并且保留了可
以在化石中发现的已灭绝同类祖先的原始
特征的植物。

一千万年何其漫长，难以想象珙桐在
冰川期经历了什么样的挣扎。徜徉在白色
的翅膀下，不由得对鸽子树肃然起敬。

珙桐之美，美在其“花”。但此“花”
非彼“花”。

说珙桐花像白鸽，只是人类的脑洞。珙
桐花可不这么想，珙桐把花序的苞片长成类
似于鸟翅的形状，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
了飞翔，它有自己的想法。

较真起来，珙桐花其实是没有花瓣
的。大家看到的那两片一大一小白色的

“花瓣”，在植物学上，叫作苞片，初为淡
绿，继而乳白，雌蕊受精或是雄蕊完成授
粉任务后，苞片便失色变得暗淡发褐，之
后脱落，关门大吉。

在珙桐看来，洁白美丽的苞片，可以
代替缺席的花瓣，吸引媒婆昆虫前来传
粉。珙桐花在绽放前，总苞片和叶子的颜
色不相上下，绿色、狭小且坚硬，访花昆
虫对此毫无兴趣；待到雌蕊雄蕊成熟时，
总苞片变得乳白、轻盈又柔软。一时间，
这魅力让访花昆虫难以抗拒。

另外，珙桐把花苞片长成这样的形状，
它的原意其实是想让苞片充当雨伞。

珙桐的分布区域大多位于华西的雨屏
带，珙桐开花期难免遭遇大量的雨水。而
珙桐知道，自己的花粉非常脆弱，若是吸
收了过多的水分，花粉就会炸裂而死，还
怎么传粉受精、繁衍后代？所以，或许得
益于珙桐的一个脑筋急转弯，我们便看到
了像雨伞一样，覆盖在花序外面的苞片，
在雨季里，显示出它可贵的护卫作用。

保护花粉不被雨水淋湿炸裂，兼具吸
引媒婆昆虫传粉。这才是珙桐“白鸽翅
膀”存在的真实意义。

科普时报讯（记者胡利娟）近日，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对外发布的第六次全国荒漠化
和沙化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面积持续减少。截至2019年，我国荒漠化
土地面积257.37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
168.78万平方公里，与2014年相比分别净减
少37880平方公里、33352平方公里。这是我
国首次实现所有调查省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双逆转”，面积持续“双缩减”，程度持续
“双减轻”。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
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长期
以来，我国扎实推进荒漠化治理工作，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打造了中国靓丽的“绿
色名片”。

为掌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现状及动态变
化情况，我国每5年组织开展一次全国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调查工作。去年又新增年度动
态监测。2019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开
展了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工作。

不过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我国荒漠
化防治形势依然严峻。监测数据显示：全国
现有沙化土地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7.58%，分
布于 30 个省 （区、市） 920 个县 （旗、市、
区），影响近4亿人口的生产生活，严重影响
国家生态安全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另
外，荒漠生态系统修复处于初级阶段，稳定
性较差，已治理的沙化土地中初步、中等治
理的面积占 93%；加上区域水资源矛盾突
出，不合理的人为活动仍然存在，气候变化

风险不容忽视。
对此，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农
业农村部七部门联合印发《全国防沙治沙规划
（2021—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作
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

《规划》强调分类保护沙化土地。在统筹
考虑了沙化土地空间分布、治理方向的相似
性及地域上相对集中连片等因素后，将沙化
土地划分为干旱沙漠及绿洲、半干旱、青藏
高原高寒、黄淮海平原半湿润湿润、沿海沿
江湿润 5 大沙化土地类型区、23 个防治区
域。根据沙化土地分布特点和水资源承载能
力等，确定7个重点建设区域，其中优先治理
区3个，优先预防区4个。

同时，《规划》 强调了保护优先、重点
修复、适度利用的总体思路。例如，在保
护优先方面，强调对于原生沙漠、戈壁等
自然遗迹，坚持宜沙则沙，充分发挥荒漠
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在重点修复方
面，要求在科学评估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
础上，突出重点建设区域，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在适度利用方面，提出在保护好生态的前
提下，利用光、热、土、生、景等资源，
适度有序地发展沙产业。除了种植业、林
草特色养殖业、精深加工业外，鼓励新能
源开发，积极探索光伏治沙，推动沙漠旅
游发展，提出新时期将重点支持 32 处国家
级沙漠自然公园建设等。

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结果发布

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

2022 年 12 月 3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
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我国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制定
和不断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此次新修订的
主要亮点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作了一一
解读。

加强栖息地保护，衔接好相关法
律法规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 1988 年制
定，2004 年、2009 年和 2018 年三次修正，
2016年进行了修订。岳仲明介绍说，此次修
法主要在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细
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加强外来物种防
控、做好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衔
接、完善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野生动物
管理制度等5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

“近年来，我国设立了三江源、大熊
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
一批国家公园，划定了一批野生动物重要栖

息地，超过7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
群得到有效保护。”岳仲明指出，此次修
法，进一步加强了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
护。“这次修改体现党中央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精神，明确依法
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
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
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
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
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
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进一步完善
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
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
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不具“野性”的人工种群不再作
为野生动物管理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出，人工繁
育技术成熟稳定的种群，其“野性”降低，

遗传性状也发生改变，应当区别情况，实行
与野外种群差别化管理措施。

岳仲明解释说，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对
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管理制度作了规定，这次修法将这一制
度扩展到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根据有关野外种群保护情况，
对不依赖于野外资源、技术成熟稳定、有一
定养殖规模的人工种群可以不再列入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实行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但应
当依法实行备案和专用标识管理。

他表示，这些人工种群的一部分可以依
照畜牧法规定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按照
家畜家禽管理；另一部分可不作为野生动物
进行管理，适当放开其人工种群及其制品用
于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促进相关产业
发展。

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可猎捕调控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物
种群得到有效恢复，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

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
生产。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为此规定：一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
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
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
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对种群调
控猎捕的野生动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和综合利用。同时，明确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
建设隔离防护设施、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等，预
防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

二是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
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
重的陆生野生动物。

三是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
况下，采取措施而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
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另外，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破坏生态平
衡，此次修法也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
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
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5月1日起施行

差 别 化 管 理 ， 人 工 与 野 生 “ 分 家 ”
□□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骆香茹

图1为玉斑凤蝶在野巴蕉花上觅食。
图2为斜带环蝶在腐烂的香蕉上觅食。
图3为绿带燕凤蝶在吸水、喷水。
图4为箭环蝶在食取腐烂的水果。

11 22

33 44

今年是我国农历的生肖兔年，但你了解
兔子吗？

兔子曾一度被认为是啮齿目动物，因为它
们的门齿发达且终生生长，但兔子的上下门齿
各两对，第二对上门齿小，位于第一对的后
方，为双门齿。这有别于单门齿的啮齿目——
上下各一对门齿。鼠兔虽同源，但兔形类与啮
齿类早在新生代之初就分道扬镳了。

那么，家兔与野兔到底有何区别？通常我
们饲养的家兔都是来自穴兔，野外见到的则是
草兔等野生兔类，它们是完全不同种的动物。

全球兔子共有65种

兔子属于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
哺乳纲、兔形目，其下包括两个科：鼠兔科
和兔科。

鼠兔又名啼兔，是一些约拳头大小的、
耳朵很小、很特别的兔，也被称为“非典型
兔子”，包括高山类型、高原类型、草原类
型、荒漠类型、森林类型，全世界鼠兔科动
物有1属36种，中国30余种，特有种14种，
占全球鼠兔种数90%以上。有些鼠兔数量稀
少，被列为濒危物种，包括贺兰山鼠兔、伊
犁鼠兔、柯氏属兔、霍氏鼠兔。

曾经大肆的鼠害防治，投毒草原，大量
鼠兔也受到殃及。但科学家发现，鼠兔不仅
能疏松土壤，传播种子、为植物传授花粉，
更为众多食肉动物提供食物，为高原生命共

同体生态平衡的“关键物种”。
全球兔科下有11个属65种兔子。其中，

穴兔属仅1种，即穴兔，亦称欧洲穴兔、家
兔、饲兔、野家兔和野化家兔。全世界的家
兔均由穴兔驯化而来，原生种体型中等，耳
中等，尾较长，体灰褐色，颈部红褐色，原
分布范围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西南部、非
洲北部或沿地中海区域，后逐渐引入欧洲其
他地区，乃至全球。野生种群为近危级。

作为兔科最大的一个类群，兔属原有32
种，但2022年1月，墨西哥的塔州杰克兔确
定为独立种，故最新的兔属纪录为33种。

兔属是最典型的兔子，它们体型中等或
大型，四肢修长，耳长或特长，耳尖端或多
或少都有黑斑，其体色主要为红褐色、黄褐
色、灰褐色、黑褐色，它们本身并不挖洞，
有的种类在灌丛或草丛内隐蔽产仔。该类群
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

我国的野生兔子主要为兔属 10 种。其
中，我国特有的兔包括东南兔、海南兔、塔
里木兔等。此外，我国还有另外一个属的兔
子，即分布在藏南的粗毛兔属，粗毛兔1种，
为国家二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由此看来，
我国共有11种野生兔子。

野兔“变色”助隐身，家兔善挖
洞会游泳

我国兔类大都属于兔科兔属成员，草兔

又是其中的“大户”，又名野兔、蒙古兔、托
氏兔等。

草兔体型通常大于野生穴兔并有更长的
后肢，耳长，具黑斑，体长36—70厘米，尾
长5—10厘米，体重1000—5000克，怀孕时
间约为45天，每产2—8仔，新生小兔眼已睁
开，身已覆毛，产下几分钟就能跳跃。雌兔
几乎不必育幼。

草兔季节性脱毛，一年两次，夏毛短而
暗，冬毛厚而长，一些北方种类如北美草
兔、雪靴兔，夏季灰棕，秋季毛色变白，这
有助于冬天隐身于冰雪世界里。

草兔不挖掘巢穴，在地面栖息，有时利
用狐、鼠等动物的弃巢或选择岩石之下藏
身。在家域附近活动，以嗅迹划分势力范
围，也可使雄雌之间进行联络和情报沟通。
为自我保护，草兔的嗅觉、听觉、视觉都很
发达，危险出现时会压低双耳，伏身于地，
一旦敌人逼近，纵身逃窜，能短距离游泳，
其生活空间危机四伏，郊狼、猞猁、狐狸、
鹰、隼、枭等都是天敌。

我们最熟悉的、品种多样、大量饲养的
家兔，在分类上则为兔科穴兔属下的成员，
其下仅此一种，我国野外没有任何穴兔，连
化石种也不存在。

家兔即穴兔，善于挖穴，前后爪并用，挖
出形成体系的地下通道，白天躲避其中。其体
长约40厘米，重1千克，耳大而厚，穴兔繁殖

力强盛，所到之处迅速蔓延，会吃光青草、树
根、种子、果实、农作物，甚至毁坏树木。

穴兔交配频繁，数量众多，趋利避害的
能力强，能游泳，甚至个别的兔类还能爬
树，如沙漠绵尾兔。

天敌多，繁殖力超强但不成灾

农耕年代强调“六畜兴旺”，兔子并未列
入其中。兔，为何在民俗中还有吉祥含义，
为什么会在我们的十二生肖中占有一席之
地？笔者认为，在人口作为劳动力战斗力的
古代，人们期盼繁荣昌盛，而兔子的繁殖力
超强，自然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兔子又是
常见的猎物和食物，与人的共生关系很强，
并且还是古代的祭祀品。

兔子在自然界不会成灾的原因是天敌众
多，比如狐、鼬、狼、郊狼、猞猁、浣熊、
鹰，以及狗、猫。

穴兔喜群居，肯花气力在地下构筑一个
安全舒适的庇护所，入洞逃避天敌，也是它
们护身的法宝。

另外，家兔食粪是正常现象，其夜晚排泄
的覆膜之软便，富含B族维生素和蛋白质，家
兔经常直接从自己肛门处吃掉全部粪便，只有
生病的兔子才不吃。看来，我们常说“狗改不
了吃屎”，应换为“兔改不了吃屎”更科学。

（作者系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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