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国特有物种，仅分布在青海省龙
羊峡以上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白河和黑河，
其体表几乎完全裸露无鳞，喜欢以着生硅藻
和昆虫为食——它就是钟情于黄河的土著鱼
类之一的骨唇黄河鱼，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貌似无鳞却有鳞

骨唇黄河鱼，又俗称大嘴鳇鱼、鳇精、
小花鱼、黄河鱼，在动物分类学中，被划属
为鲤形目、鲤科、裂腹鱼亚科、黄河鱼属。

骨唇黄河鱼为小型经济鱼类，个头比较
小，体长一般为15—25厘米，最大个体只有
200 克左右。在形态特征上，较为突出的特
点是“体延长，稍侧扁，头锥形，吻突出”。
从其外衣的色彩而言，灰褐色或青灰色披在
身体背侧，腹侧则为银白色，杂有黑色点状
或环状斑纹点缀于体侧，鳍上配的是浅灰色。

骨唇黄河鱼乍一看，身体貌似完全裸
露，很自然地让人打上无鳞鱼的感知。然而
细看时，才发现肩带部分有2—4行的鳞片，
且不规则，但毕竟是鳞。再看臀鳍，两侧亦
有鳞，还比肩带部分的鳞发达，不过每侧也
只是18—24枚。到这时才明白，原来它是貌
似无鳞却有鳞。

高原鱼类吃藻类主要靠“刮”

骨唇黄河鱼最适宜的栖息环境，是高原
的宽谷河段和湖泊之中，海拔在3000—4300
米。它们通常活动于河流干支流清冷水域缓
流区的上层，有时也能进入附属水体静水环
境中生活。除冬季外，它们常常活动于淡水
水域上层，到了冬季便进入深水处过冬。

由于高原水域的水体冷凉，其内的有机
质和饵料生物十分稀少，在营养贫乏的情况
下，鱼类普遍生长缓慢，性成熟较晚。骨唇
黄河鱼也不例外，长到4龄左右才开始性成
熟，且怀卵量不高，繁殖力低。每年5月是
它们的产卵期，一尾体长200 毫米左右的雌
鱼，可产卵2700粒，卵呈黄色，具有粘性。

骨唇黄河鱼的吃食主要以着生硅藻为
主，当然昆虫也是它们的美味佳肴。鱼类中
吃藻的不在少数，要说吃浮游藻类倒不觉新
鲜，而着生硅藻它是怎样获取的呢？是靠

“刮”而得。刮的武器是下颌前缘那发达的角
质，河床底部的藻类，只要它想吃，角质就
能帮它刮下来。

增殖放流或是恢复种群的有效方法

近几十年来，由于受气候变化、人为活
动等影响，造成骨唇黄河鱼分布范围明显萎
缩，加之过度捕捞，以及自身生长缓慢、成
熟年龄迟、繁殖力低等因素，使其种群数量
显著减少，境况堪忧。

为了加强保护，骨唇黄河鱼已列入《中
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和 《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为易危等级。此外，它还被列入《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等级为二级。

在开展保护工作中，各相关地区、单位
加强协作，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并
积极推进实施。近年来，重点进行了栖息地
保护研究工作。首先对骨唇黄河鱼的重要栖

息地进行全面调查，详细掌握资源状况。其
次与当地有关部门详细研究现有栖息地的保
护问题，避免盲目性，对黄河青海段建成的
多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进行优化研
究，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

另外，还加强了骨唇黄河鱼增殖放流前
期的基础生物学研究，为早日开展增殖放流
打下基础。这也是世界公认的恢复骨唇黄河
鱼种群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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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生灵

阳春三月，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全市
公园开展多种体验活动，为广大市民带来首
份春日科普盛宴。

3月5日，主题为“公园志愿学雷锋 生
态保护我先行”的活动在北京颐和园耕织图
景区拉开帷幕。目前，正值颐和园内摇蚊集
中羽化的高发期，植保工程师以此为主题，
除了为颐和园环境保护小志愿者们讲授摇蚊
知识与生物多样性，还通过教具、图片与实
物观察，让他们了解摇蚊的生长环境、摇蚊
与蚊子的生物学特点，以及生物多样性等知
识。小志愿者们还亲自动手组装昆虫信息素
光源诱捕器，并将它们悬挂在树上。

小志愿者在行动
□□ 文/图 吕 钟

骨唇黄河鱼：“柔软无骨”只爱黄河
——黄河里的珍稀濒危鱼类（二）

□□ 许焕岗

工 业 城 市 中 长 出 的 “ 绿 肺 ”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畅想“森”呼吸，感受“林”距离。3
月4日，“木林森”植树计划在广东观音山国
家森林公园里拉开帷幕，其目的是“一人种
一棵树，十年成一片林，百年成为一个森
林”。

“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参加这类绿色环保公
益活动，既能为青山添‘新绿’，让森林越来
越茂盛，又使大家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越来越
美丽。”来自深圳的张女士说，在这里休闲度
假与环境保护可谓一举双得。

保护生态，超70%的区域几乎无
人涉足

周末，走进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满眼
是起伏的山峦和青翠的绿色，空气立即变得
清新起来，城市的喧嚣也消失在身后。游客
们漫步其中，休憩娱乐，自由自在。

作为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观音山国家

森林公园位于东莞市樟木头镇，地处粤港澳
大湾区的中心位置，港、深、莞、广等核心
城市都在其1小时经济圈内，这里拥有城区
内最大最完整的原始次生林，是“世界工
厂”中难得的一片生态绿洲。

“受南亚热带海洋气候影响，这里夏无酷
暑、冬无严寒，属于高温多雨地区，非常适
宜热带和亚热带植物生长，山上郁郁葱葱的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云雾缭绕，溪流纵横。”
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管委会主任陈景玉
告诉记者，建园之初，他们就对18平方公里
的生态资源进行了区域规划，其中很大一部
分属于生态核心区，几乎不受人为干扰，仍
是一片净土，保有最原始的面貌。从生态科
研、自然教育等角度来看，这片森林是一片
待开发的蓝海。

“公园每年投入近 1000 万元进行林相改
造，保护生物多样性，比如粘木、白桂木、

苏铁蕨、土蚕霜、金线莲等特色植物和中华
小鲵、穿山甲、野猪群等野生动物。”陈景玉
介绍说，目前，观音山70%以上的区域几乎
无人涉足，基本保持着原有的地貌和植被。

据专家考证，公园内现有 1000 多种植
物，有兽类、飞鸟类、甲壳类、昆虫类等
300多种动物。

特色研学，打造青少年的自然课堂

守着绿水青山如何发展经济，是全国
自然保护地面临的共性难题。公园给出的
答案是：让自然之美和文化之美交相辉
映，深度呈现两者融合带来的美学价值和
商业价值。

“我们每年都举办各种富有特色的文化旅
游活动，通过森林徒步、森林露营、丛林登
高等形式，吸引游客走进生态自然，体验休
闲自然生活。”陈景玉说，公园还努力打造鲜

明特色的亲子研学旅游品牌，积极开发“旅
游+文化”模式和旅行线路，为学生团体呈
上完美的旅游学习体验、激发青少年爱护自
然情怀的最生动教材，并有效进行科普教育
和科学传播。

不仅如此，公园内景色秀美，森林广
袤，森林覆盖率达92%以上，空气中负氧离
子含量极高，具有独特的森林康养优势。目
前，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年接待游客量已达
100 多万人次，成为全国诸多国家森林公园
争相取经的典范。

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广东观音
山国家森林公园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
中国森林公园以及森林旅游、生态保护的运
作提供了很好范例，也是东莞这座“世界工
厂”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力军，承载着工
业化进程中生态环境的修复功能，符合现代
林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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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要看僧面
哪里见？僧面要看南美的猴——僧面猴。
最近，这位长相“炸裂”的白脸僧面猴成
了网红，我正好曾于 2013 年在英国伦敦动
物园亲眼见过，并在30 年前出版的 《世界
猿猴一览》书中写到了它。

尾粗如狐，平衡力较强

白脸僧面猴，英文名为 White-faced-
Saki，这个“僧面”是因为它们的长相令人
联想到欧洲中世纪的僧侣。故而最初的英
文名是“monksaki”。

白脸僧面猴又名白面狐尾猴，为灵长
目、卷尾猴科、僧面猴属。近年来，僧面
猴属陆续有些新种被发现，从最早的 5
种，到如今已达16 种。其分布在南美洲东
北部奥里诺科河与内格罗河以东至法属圭

亚那，多栖息于巴西、圭亚那、苏里南和
委内瑞拉的热带雨林中。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白脸僧面猴的体
型不及猕猴之半。其身毛浓密，额部毛
发向前伸突，喉部无毛的裸区为脂肪状
的分泌腺。白脸僧面猴有领地意识，平
时雄性会把此处的分泌物涂抹在树上标
记领地。它们最大的特点是雄雌体态差
异明显，雄性除了黑色口鼻配以乳白色
面环外，浑身均为黑色；而雌性为面色
深暗，鼻侧有条纹，浑身棕红色，胸腹
部苍白。

南美阔鼻猴类的特征在僧面猴身上得
到最充分的体现。那宽阔的鼻部、鼻孔极
度分向两侧，甚至从正面都看不到鼻孔。
在僧面猴亚科中，包括僧面猴、秃猴、丛
尾猴都有这个特征。其门齿和两颚异型的
犬齿间有一个很大的齿隙，即虚位，下门
齿被挤压而斜长，颇像原始猴类的梳齿，
但这种牙齿不用以梳毛，只用以臼食果肉
果汁，齿数为36个。

白脸僧面猴体长约40厘米，体重1.4—
1.8千克，手指细又长，拇指和食指间距离
很远，使它们可以抓牢树枝，轻松攀爬树

干。与其他南美阔鼻猴相比，白脸僧面猴
尾巴的抓握能力相应减弱，平衡能力相对
加强，由于尾长近于体长，且尾无缠卷
性，尾形从粗逐渐变细，因尾粗如狐，有
时也被称为狐尾猴。

很少下地，可在相隔10米的树
间跳跃

作为昼行性动物的白脸僧面猴，为树
栖猴类，虽然属于四足型运动，但双脚站
立跳跃的动作较多，在圭亚那有“飞人”
之称，最远可在相隔10米的树间跳跃。

白脸僧面猴不仅利用腺体标记领地，
也会用叫声来宣告领地主权。其叫声抑扬
顿挫，除了警告外来者不要私闯领地外，
还用于夫妻间的沟通交流。

白脸僧面猴每天大概走出 1 公里觅
食，但很少下地，也很少到树端活动，因
为下有猫科、犬科兽类及蛇蟒的威胁，上
有猛禽的俯冲袭击，只有森林中层既安全
又有大量食物，如水果、树叶及种子。果
实和种子占其全部食物的 90%左右，由于
长期生活在树上，下地取食具有中和毒素
的黏土机会较少，所以演化出新大陆猴子

中较为发达的抗毒素能力和肠道。
白脸僧面猴的牙齿强壮，下门齿向前

倾斜生长，好似一排凿子，同时尖锐的犬
齿和门齿之间有很大空隙，在咬合时起到
分压作用，这样它们便可轻松打开坚硬的
果皮和果壳。随着季节的不同，它们也吃
些花朵、枝芽，以及少量昆虫或其他小型
哺乳动物，棕榈果是其最普遍的食物，但
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内，它们只吃树叶和
蚁类为生。

白脸僧面猴通常每胎只产 1 仔，幼猴
不具备成年雄性的大白脸。雄雌成年猴照
顾幼猴至成年，期间，亚成体猴也会承担
一些照顾弟妹的责任，这样也能为日后自
己养娃积累一定经验，一举两得。

有趣的是，前不久，一只被称作“国
字脸”的卷尾猴也在网上亮相，那也是我
有过饲养经历的聪明伶俐、会砸坚果的南
美猴子。总之，南美洲是一个猴子种类非
常丰富的灵长类王国。

（作者系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
研究员，北京经开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生态专委会副主任）

栏标设计：孙英宝
上图为英国伦敦动物园的雄性白脸僧

面猴，下图为雄与雌幼白脸僧面猴。

不看僧面看佛面，僧面要看南美猴

白 脸 僧 面 猴 ： 戴 面 具 的 “ 飞 人 ”
□□ 文文//图图 郭 耕

科 普 公 园 行

近年来，科技
馆、博物馆、动物
园、地质公园、森
林公园、植物园等
专业场馆建设成为
参观者学习科普知
识和提高科学素质
的 重 要 场 所 。 但
是，家门口的公园
科 普 却 往 往 被 忽
视。3月8日，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地
质大学 （北京） 教
授刘俊来接受科普
时报记者采访时建
议，加强公园科普
建设，挖掘普通公
园的科学内涵，不
仅能够让人们在休
闲、娱乐中轻松快
乐 地 接 受 科 学 知
识，还在“游山玩
水”中增长科学知
识，唤醒人们特别
是青少年对科学的
好奇心。

《全民科学素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 》
（2021-2035） 明 确
提出，推动科普内
容、形式和手段等
创新提升，提高科
普的知识含量，满
足全社会对高质量
科普的需求。“目
前，科普环境的有
效供给仍然不足，
贴近大众、贴近生
活 的 科 普 活 动 薄
弱，科学发展与科
学普及之间存在鸿
沟。”刘俊来表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越来
越多的人在闲暇之
余游园赏景。大众
身边的公园科普是
满足公众需求的重
要途径之一，公园
的科学内涵还有待
于进一步挖掘。

在 刘 俊 来 看
来，公园提供的游
园观光内容，很多
注重人文景观、历
史 文 化 、 建 筑 风
貌、风土人情等，
游人了解更多的是
神话、传奇故事。
对于公园隐藏着的
关于地球演化、生
命演变及生态环境等相关的科学知识
却无法获知，只在那些专业地质公
园、植物园才有详尽介绍。“比如，承
德避暑山庄是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化遗
产，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园林。但人们
在浏览历史名胜的同时，却未曾想
过，这里曾是一个侏罗纪公园。公园
内的山体岩石、墙壁的石块上，有不
少恐龙化石碎片或印记，甚至游客漫
步于公园蹊径，都有可能一脚踏在恐
龙化石上。”刘俊来说，不仅如此，公
园内每一株花草树木，也都蕴含着丰
富的生物演化故事。

对此，刘俊来建议，首先，要强
化公园标准建设。建立合理的公园科
普产品和服务标准，实施公园科学素
质专项建设标准。加强公园的标识与
说明，尤其是为大众提供正确的科学
解释。同时，设计科普路线，加强导
游培训，尤其注重其科学素质提升。

其次，保障公园建设经费投入。
有关部门统筹考虑和落实科普经费，
各级政府按规定安排经费支持科普事
业发展。大力提倡个人、企业、社会
组织等社会力量设立科普基金，通过
资助科普项目等方式为科学素质建设
投入资金。

最后，构建全国统一公益性公园
科普数据平台，加强通俗易懂的网站
设计建设，挖掘公园里的科学内涵，
向公众开放，传播科学知识。

在这里，城市与森林亲密接触，人与森林“零距离”，每年举办不同主题的文化
活动近百场。这里就是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骨唇黄河鱼 （何德奎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