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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林草局、财政部、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的《国家公园空间
布局方案》，明确了我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
的时间表、路线图。按照方案规划目标，到
2025 年，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基本建
立；到2035年，基本完成国家公园空间布局
建设任务，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
体系。

在2022年12月29日举行的 《国家公园
空间布局方案》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副局长李春良强调，建立国家公园体
制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
新。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

《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确定了国家公园
建设的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创建设立、主
要任务和实施保障等主要内容。

李春良介绍说，在空间布局上，把我国
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

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
入国家公园体系，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含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其中包括
陆域44个、陆海统筹2个、海域3个。充分
衔接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生态工程，其中，
青藏高原布局13个候选区，形成青藏高原国
家公园群，占国家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的
70%；长江流域布局11个候选区，黄河流域
布局9个候选区。

为什么说我国的国家公园体系是全世界
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李春良解释说，可以
从四个方面理解和把握。

一是中国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国之重器”。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紧密衔
接以“三区四带”为核心的全国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涵盖了国土生态安全
屏障最关键的区域。在青藏高原布局国家公
园群，总面积约77万平方公里，将系统、整

体保护“地球第三极”；在长江流域、黄河
流域布局的多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将对长江
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起
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是中国国家公园保护规模最大。国家
公园空间布局方案规划布局了49个国家公园
候选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其中陆
域面积约 99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 11 万
平方公里，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0.3%。全部
建成后，中国国家公园保护面积的总规模将
居世界最大。

三是中国国家公园保护生态类型和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覆盖
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
统，以及自然景观、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
等最富集区域，共涉及现有自然保护地700多
个，10项世界自然遗产、2项世界文化和自然
双遗产、19处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分布

着500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和2.9万多种高等植
物，保护了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同时，也保护了众多
大尺度的生态廊道，保护了国际候鸟迁飞、
鲸豚类洄游、兽类跨境迁徙的关键区域。

四是中国国家公园惠及面最广。49个国
家公园候选区直接涉及28个省份，全社会将
共同参与国家公园建设，56个民族共绘国家
公园这一美丽画卷，通过特许经营、志愿服
务、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等形式吸纳原住居
民、社会公众，直接加入到国家公园的保护
建设管理中，共享国家公园带来的生态
福祉。

“ 《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 的出台，
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
对于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建设全世界
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李春良说。

2035 年我国将建成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布局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80%以上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将得到保护——

全世界已发现的
蜘蛛有 5 万多种。其
中 ， 不 仅 有 “ 空
军 ”， 像 园 蛛 、 皿
蛛、漏斗蛛等会在空
中织网捕虫，还有

“陆军”，比如跳蛛、
狼蛛、花皮蛛等在陆
地上捕猎。那么，是
否也有“水军”呢？
回答是肯定的。而捕
鱼蛛就是其中一种。

捕鱼蛛多分布在
我国南方的山溪间，
它们或是水边潜藏，
或像水黾一样漂浮于
水面，以方便随时捕
捉 水 中 的 小 鱼 或
昆虫。

位于广西平乐沙
江河一段的秀溪，其
两岸石壁上，经常可
以看到身体呈灰褐色
或棕黄色的盗蛛，它
们生性凶猛，主要以
水面浮游生物、昆虫
等为食，也是猎杀小
鱼的高手。

盗蛛经常将两只
长脚伸进水里探测小
鱼的动向，就好像

“姜太公”钓鱼静待
它们“自投罗网”。
一旦小鱼游进捕猎范
围，盗蛛就会突然扑
过去，并用两只长脚
将小鱼紧紧抱住，将
其拖入自己的洞穴。

有的盗蛛还会用
后面一对步足紧抓水
面漂浮物，将其余几
对伸出去，随波逐
流，但是，在遇见合
适的目标时，比如
鱼、蝌蚪或昆虫等，
便会迅速扑上去，先
用口器咬住猎物，然
后再将毒液注入其体
内，使猎物中毒昏
迷，这时候，盗蛛会
赶紧将其拖出水面，
并从下颚腺分泌出消
化液注入猎物体内，
以分解溶化它们的内
脏、肌肉，最后，开
始享用大餐，即吸食
鲜美可口的“肉汤”。

捕鱼蛛大多还有
一项特殊本领，那就
是 水 上 漂 的 “ 轻
功”，它们不仅能够
漂浮于水面，甚至还可以在水面上奔
跑，这主要得益于捕鱼蛛，拥有很轻的
体重和密集疏水毛的足尖，可轻松支撑
水的表面张力。

另外，“水军”中还有许多出色的
“潜水员”，比如生活在稻田里的水狼蛛
和狡蛛。它们能够捕食包括叶蝉、稻飞
虱、螟虫、蚜虫、稻苞虫等多种水稻
害虫。

水狼蛛和狡蛛捕食害虫的方法，各
自不同。有的能在稻株间结网捕食，有
的昼夜巡游于株间地面觅食，有的能纵
身跳跃捕食害虫。

令人惊奇的是，为了躲避捕食者，
这些蜘蛛可潜入水中时长达 60 分钟，
原因在于这类蜘蛛身上，覆盖着一层致
密的疏水毛发，有助于捕获和保留空
气，仿佛随身携带的“氧气瓶”，供其
呼吸使用。不仅如此，毛发还是“防护
服”，就像是一件银色“盔甲”，既可以
防止热量在水下流失，又能够防止水进
入蜘蛛的呼吸器官。

银蜘蛛制造的“潜水艇”，也非常
独特。银蜘蛛又名水蜘蛛，一生都在水
下生活，它虽然没有鱼在水中呼吸的
鳃，却拥有像薄如纸一样在空中呼吸的

“书肺”和气管。
银蜘蛛会在水草间编织像倒扣的茶

杯一样的网，然后游到水面，用两条后
腿在屁股上迅速一刮钻入水中，就将腹
部绒毛间和气孔里的空气携带到水下，
运送到蛛网内，从而形成一个像潜水艇
似的气泡室，在里面生活，养儿育女。
由于这样的“潜水艇”在阳光的映照
下 ， 就 像 一 个 闪 亮 的 银 球 ， 因 此 而
得名。

银蜘蛛的网并不用于捕食。白天，
它们在网中休息，并把前脚伸出蛛网
外，随时感知水中的波动，一旦感知猎
物引起的水波，便出动捕捉。晚上，它
们就拉着蛛丝到较远的距离打猎，之后
再顺着蛛丝回到“潜水艇”中。“潜水
艇”就是它们终生的生活之处。

银蜘蛛在内蒙古、吉林草原上的
“水泡子”里常有发现，主要是这里的
“水泡子”中有一种名叫“水绵”的植
物，细如发丝，最长可达到 2—3 米，
其是银蜘蛛赖以“安家”的主要材料。
然而，由于银蜘蛛对环境的变化比较敏
感，随着土地沙化及水污染等因素，适
合它们生活的地方已越来越少。

蜘蛛“水军”中的真正“海军”是
潮蛛，它们生活在海边的珊瑚礁上，体
长虽然只有 1 厘米左右，但发达的螯
牙，让潮蛛更容易捕捉到弹尾虫、沙蚕
等小型生物。

潮蛛既能在海水中游泳，也会像水
黾一样在水面行走，它们会选择礁石上
的空洞或螺壳建造巢穴。在涨潮前，潮
蛛会钻入巢穴中，用蛛丝织一扇“大
门”阻止海水入侵，并利用巢穴空隙中
储存的氧气，度过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涨
潮期。

蜘蛛世界的“军种”齐全，也可谓
“一方水土养一方蜘蛛”。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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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了，一只野猪闯进了我们店里
……”前不久，江苏南京的公安局时不时会
接到这样一通电话，而这种段子一般的报警
电话却已是很多地方的日常。

近年来，本该生长在野外的野猪，如今
却纷纷涌入了人类生活的区域。它们不仅狂
奔于街头，还闯荡于人们生活的小区、校
园。虽说野猪泛滥的情况并不是全国性的，
而是集中于局部地区，比如四川、陕西、云
南、东北地区的野猪问题就比较严重，但是
人们不禁要问：野猪为何如此大胆妄为，大
摇大摆地与人类混居在同一片区域，这难道
是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吗？

猪丁兴旺，演化史长达5600万年

猪在分类学上被归入偶蹄目中的猪科，
在地质历史上，曾经历至少5600万年演化。
据古生物学家研究，猪科化石最早出现在欧
洲的始新世距今5600至3390万年地层中。历
史上曾出现猪兽亚科、镰齿猪 （又称为利齿
猪） 亚科和猪亚科三个亚科，可谓猪丁兴
旺。但只有猪亚科演化至今，其他二亚科都
灭绝了。如今现生猪的种类遍布非洲、欧亚
及美洲大陆。

在猪演化史上，猪兽亚科是猪科中最古

老原始的类群，猪科的许多种类都起源于这
个亚科。该亚科主要分布在非洲和欧亚大陆
的渐新世到上新世的地层中，在我国的代表
是发现于山东山旺硅藻页岩中的帕氏古猪。

廉齿猪亚科主要分布在非洲和欧亚大陆
的中新世地层中。我国以宁夏同心和甘肃和
政产出的库班猪为代表。库班猪体型庞大，
体重约 800 千克，是现生狮子老虎的 2—3
倍。雄性的前额长着一个相当大的骨质角，
嘴上有獠牙，被称为森林之王，它主要生存
于早中新世至中中新世（距今2300万至1163
万年间）的欧亚大陆。

猪亚科的特征和现生猪相同，以河猪属
和猪属为代表。前者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中新
世至更新世地层中，现生种类分布在非洲。
后者主要见于欧亚大陆，在我国的主要代表
是裴氏猪、李氏野猪、小猪和野猪。

“荤素”不挑的猛兽，力大无比适
应性强

在我国，除了西藏高原和戈壁滩外，各
地均有野猪生存。

野猪的环境适应能力极强。其栖息环境
跨越温带与热带，从半干旱气候至热带雨
林、温带林地、草原等都有其踪迹，也经常
闯入农地觅食，但在极干旱、海拔极高、极
寒冷地区，始终没有发现其出没的踪迹。

野猪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与其食谱相
当宽泛、荤素不挑等有关。野猪是杂食动

物，不挑食，既能吃植物根茎、果子、树
叶，也能吃昆虫、小鸟等肉食，靠着强壮肌
肉还能猎杀小型哺乳类。几乎是不放过任何
能吃的，甚至是腐肉也都来者不拒。

野猪尽管不是食肉动物，但绝对是一种
猛兽。雄性成年野猪能长到200公斤，粗壮
的长鼻能拱动50公斤重的树桩，奔跑起来时
速可达到四五十公里，而且耐力超强。再加
上锋利的獠牙和巨大的蛮力，使得老虎、豹
和熊都对它退避三舍。因此，俗话说“一猪
二熊三老虎”，可见野猪之凶猛。

7000年前，野猪开始被驯化饲养

当新石器时代来临，人类的生活方式由
游猎转向定居，野猪也如牛羊鸡骆驼等那样
成为早期圈养家畜的对象。随着狩猎工具的
进步，人们不仅可以捕获活的野猪，且数量
较多，便逐渐形成了收养动物幼仔的习惯，
将它们驯化饲养，以备食物短缺时享用。在
周口店猿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李氏野猪化
石，在其他旧石器遗址中也有不少李氏野猪
的化石，说明这类猪是古人类的主要狩猎对
象之一。

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中国野猪开始在
黄河流域被驯化饲养。我国河南贾湖遗址至
少在其二期（距今8600—8200年）遗存中已
出现了家猪，是世界上最早的家猪遗骨之
一。欧洲和中东地区也在新石器时代发现了
大量猪骨。在青铜器时代及欧洲民族大迁徙

时期，猪已成为重要的家畜。

城市野生动物管理正成为新课题

被列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野
猪，在我国曾一度销声匿迹，但近些年，野
猪的数量却急剧增加，局部地区呈泛滥之
势，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据
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野猪总数已经超过
了100万头。

野猪的泛滥因素较多。首先，野猪从
祖先继承下来的超级繁殖能力和对环境的
超强适应能力，使得野猪一旦有喘息机会
就会卷土而来。其次，野猪天敌数量减
少，以野猪为猎物的老虎、狼群等肉食性
动物的数量急剧减少，使野猪种群便可以
无限制地增长。最后，生态环境改善的结
果。事实上，野猪的泛滥恰恰说明我国生
态环境变好了。

但显然，野猪泛滥并非生态环境得到改
善那么简单来解释。如今，面对越来越猖獗
的野猪活动，城市野生动物管理正成为一个
新生事物，城市相关部门还缺乏相应成熟的
管理方案。捉拿又放归自然野地，不能解决
野猪越来越侵入人类核心居住区——城市的
安全问题。为此，加强数据观测，增强有关
力量，采取猎捕等有效措施，控制野猪野蛮
生长，乃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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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滥成灾难觅天敌，野猪卷土重来？
□□ 冯伟民

“ 繁 星 ” 入 海
□□ 刘 萍

灯笼鱼的发光器是由一群皮肤腺细胞特化而成为发
光细胞的。这种细胞能分泌出一种含有磷的腺液，它在
腺细胞内可以被血液中的氧气所氧化，而氧化反应中放
出的一种荧光，就是灯笼鱼发出的光。全世界有灯笼鱼

上百种，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深海。如东方灯笼鱼、闪光
灯笼鱼、栉棘灯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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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热播剧《回来的女儿》中，梅婷饰演
的“妈妈”因喝下滴水观音煮的汤中毒身
亡，引发热议。食用滴水观音真的可以致人
丧命吗？还有哪些常见植物有毒？

食用滴水观音真的可以致人丧命吗

滴水观音的正式中文名叫海芋，是一种
常见的室内观叶植物。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副研究员刘冰告诉科普时报记者：“海芋
的植株含氰化物和多种生物碱，毒性很
大。”海芋的茎、叶内的汁液接触皮肤会出
现瘙痒，误入眼睛可引起失明；误食茎叶会
引起中毒，严重者可导致窒息、死亡。

“海芋属于天南星科家族，此科的绝大
多数植物都有毒，如天南星、半夏等。即使

是该科可食的芋头，在没有充分煮熟的情况
下也是有微毒的。”刘冰说，“不过，日常碰
触海芋的植株不会引起中毒。”

还有哪些常见植物有毒

“除了滴水观音，还有一些植物也是
‘绝命毒师’。”刘冰表示，常见的有毒植物
还有夹竹桃，它的全株都有毒，主要毒性成
分为强心苷，如果误食，会引起心律不齐，
严重者会致死。曾有人采摘夹竹桃的花含在
嘴里拍照，也引发了中毒。通常情况下，仅
仅用手碰触夹竹桃，不会引起中毒。

刘冰指出，还有一些常见的家养花卉，也
不能食用。如石蒜和春节期间常见的水仙，都
曾有未开花的植株被当作韭菜食用中毒的事

件。百合和郁金香的地下鳞茎有一定毒性，也
不能食用。“不过，市场上出售的食用百合，
是专门培育的种类，鳞茎可以食用。”

“此外，野生植物也是不能随便采摘食
用的。”刘冰特别指出，在我国北方地区每
年中毒事件最多的是乌头，乌头的叶子掌状
分裂，在秋天开蓝紫色的花，但是在春夏季
没开花之前，它的叶子与一些野菜长得相
似，就会被群众采来食用，引起中毒、丧命
事件。

南方地区比例最高的是钩吻中毒。钩吻
是一种木质藤本，在民间俗称“断肠草”，
开花时呈黄色。金银花也是木质藤本，花呈
白色至黄色，因此钩吻会被当成金银花，采
集泡水喝，导致中毒甚至丧命。

春节采购花卉有何忌讳

临近春节，很多家庭都有采购花卉布置
房舍的习惯。花市里，蝴蝶兰已经姹紫嫣
红，各色石斛争奇斗艳，君子兰次第绽放，
五颜六色的郁金香迎风摇曳……

“市场上这些花卉都可以正常选购，一
般没有大的问题。”刘冰提醒，“夜香树、君
子兰可以使个别人过敏，有过敏史的人要注
意。除了容易致人过敏的，还有香味过重的
一些花卉不宜放在家中，尤其卧室，比如米
仔兰、香叶天竺葵等。家里有孩子、有老人
的，尽量不要把花养在室内，可以摆放在阳
台上。尤其要注意不能让小孩随意采摘花叶
来吃。”

《回来的女儿》中有人喝下滴水观音汤中毒身亡

哪 些 常 见 植 物 有 毒 碰 不 得
□□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吴 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