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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发生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北京、河北、
江苏、河南等地均有震感。与此同时，网
上流传的一段所谓“地震云”视频引发公
众关注和热议。那么，“地震云”到底是什
么云？

“实际上，云和地震之间并没有任何
直接的联系。”中国气象局华风气象传媒
集团气象服务高级工程师戴云伟告诉记
者，网上所谓的“地震云”，大部分是我
们常见的高积云或层积云，这两种云经常
表现为波状、鱼鳞状、絮状，以及放射状
等“怪异”的形状。再加上，它们的出现
对于天气变化有一定的预兆意义。其中，
高积云的出现说明天气很好，层积云的出

现代表会有降雨。
戴云伟解释，这两种云时常会出现在

傍晚或早晨，染上了晚霞或朝霞的颜色，
就更被疑为“天有异象”了。其实，被疑
为“地震云”的云，在云的科学分类中都
有其对应的属种，其成因也有科学解释。

“地震云”是地震的前兆吗？“
“‘地震云’不是地震前兆。”戴云

伟介绍说，中外科学界、地震局和气象局
等机构曾多次对此进行辟谣，强调没有有
效证据表明云可以用于预测地震。

首先，地震是地球上板块与板块之间
相互挤压碰撞，而产生的能量释放造成的
震动，并以地震波的形式向四周传播。而
云只是反应了大气中存在着上升运动，并

不具备预测地震的能力。
另外，在大气中，也存在着和水波一

样的运动。因此经常存在着波动的此起彼
伏，一旦水汽含量达标，这些波动的上升
区域就会形成条状分布的云。如果不同波
动之间还会彼此干涉，形成鱼鳞状的云。
这些用《流体力学》中的基本物理常识就
能进行科学解释。

“地震云”是地震征兆的说法由来已
久。明朝的 《地震解》 一书中曾记载过

“地震云”的征兆：“昼中或日落后，天际
晴朗，而有云细如一线甚长，震兆也。”

戴云伟认为，“地震云”就是人们对
一些形状奇怪少见、平时不太注意的云，
所赋予的寄托和想象，特别是，它正好巧

遇某地发生地震，就会被冠以“地震云”
的名号而广为传播。

“地震与云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戴
云伟强调，大家需要明辨真假，不信谣，
不传谣。对于地震的预测，我们仍需要依
靠科学和专业机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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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杭州动物园里的马来熊火
了。网上视频里，被质疑为人穿熊皮装扮
的它，能站立起来，频频与游客互动打招
呼。杭州动物园随即辟谣称：确实是真
熊。那么，马来熊到底是什么熊？为何能
像人一样双脚站立？

舌头特长，适合取食蜂蜜

熊属于食肉目熊科家族，主要有棕
熊、美洲黑熊、北极熊、亚洲黑熊、马来
熊等。而马来熊是世界上最小的熊，体型
大小和一条大型狗差不多，一般体长110—
150厘米，平均体重55公斤。

马来熊的眼睛和耳朵都很小，全身
毛发主要是乌黑色的短绒毛，胸前点缀
着一块显眼的标志性“U”形斑纹，多
呈现为浅棕黄色和黄白色。它的舌头特
长，最长可达 30 厘米，很适合取食蜂蜜
和蚂蚁。

生活在森林里的马来熊，有很强的爬
树能力，它们白天爱睡觉晒太阳。由于马
来熊的老家在温暖的热带和亚热带，所
以，它没有冬眠习性，是唯一不冬眠的熊。

身体“特殊”，后肢长且肌肉
发达

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运动方式都是靠
四肢行走或奔跑，比如，狗、老虎、鹿及
大象等。这种运动方式就决定了它们的脊
背是与地面平行的。而熊的身体结构比较
特殊，大多数熊的后肢比前肢长，也比较
粗大，且肌肉很发达，因此，熊这样的身
体结构是可以后腿站立的。

棕熊和北极熊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会

直立行走的熊。需要注意的是，熊是四足
行走的动物，它们在直立行走时会显得不
太稳定，由于身体结构和机能原因，它们
不能像人类那样长时间保持站立姿势。

动物一般是四肢着地行走，这是自然
选择的结果，但是动物直立行走并不少
见，比如，大猩猩、猴、宠物狗、宠物
猫，以及野外的獴、野兔、黄鼠狼、土拨
鼠等。它们为什么要直立呢？

一是站得高看得远。直立除了让动物
观察更大范围的环境之外，还很容易收集

到环境中的气味信息，及时发现危险或者
猎物。有时动物表现好奇时也常直立。

二是展现自身的强大和威慑。其能够
以居高临下的方式扑向猎物。

三是获取高处的食物。比如，熊的直
立可以获取高处的蜂巢和蜂蜜，就连不善
于直立的鹿、大象，也会为了采食高处的
食物，利用两后肢来支撑身体直立。

另外，饲养动物受人的影响也常表
现 直 立 行 为 。 以 家 养 的 宠 物 狗 和 猫 为
例，它们常常以直立表演来讨好主人。

动物园的熊则因为直立时特别吸引游客
关注，引发投喂食物，建立了稳定的条
件反射，所以，熊看见游客就展现直立
甚 至 招 手 等 互 动 行 为 ， 以 获 取 更 多
食物。

由于马来熊的皮肤松弛，直立时腰臀
部的皮肤产生褶皱，因此，很像是人穿着
熊皮站立。

保护种群，建立保护区、森林
廊道

马来熊寿命大概有 20 多岁，由于栖息
地丧失、偷猎，以及其自身繁育能力低等
原因，目前，其野外种群数量比较稀少，
全世界可能有几百只。在我国，马来熊作
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人工饲养数量
不超过 120 只，野生马来熊更是稀少，仅
分布在云南和西藏的小部分区域内。

受人为活动和生境的丧失影响，很多
地区的马来熊种群已经破碎化成隔离的小
种群，甚至在一些区域的马来熊种群已经
灭绝。为抢救性保护马来熊，亟需建立保
护区、森林廊道，为该物种提供较高的食
物、隐蔽场所等，以提高它们的生存力和
繁殖率。

同时，还要加强科学研究，丰富马来
熊的生物学信息、种群和分布的科学资
料，制定科学的生境保护和管理措施，并
加强立法，严厉打击非法捕猎和贸易。广
泛开展科普宣传，提升公众对生态环境保
护意识，号召当地居民积极参与马来熊的
保护和管理工作。

（作者系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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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晋“顶流”的它，被质疑为人假扮，这就是世界上最小的
熊，也是唯一不冬眠的熊——

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
治州的桑科大草原上，我
们遇见了一大片异常美艳
的花朵。成片开花的草
原，有点像明信片里的熏
衣草田，花儿随风招摇，
柔美地卷起层层花浪。

我们停下来，与花儿
合影。一位爱美的女生，
甚至采了一大捧，把一朵
花插在发辫里。

花真美，一朵花，就
像是一个人工精心雕琢的
胸花，或者是一枚发卡。

一圈雪白或是粉红的
五瓣花，顶在细长的花被
筒上，参差不齐地合围在
玫红的花苞外侧，组成一
个美丽的半球。每朵花儿
的姿态不尽相同，有的红
色居多，有的白色居多。
细看，火柴头一样玫红色
的花苞从外圈一点点绽
开，白涨红消，直到变成
一个白色的花球。最娇艳
的姿态，是玫红色的花苞
外绽开一圈最多两圈白色
的花朵，像蕾丝花边，又
皎洁又艳丽。

正拍得起劲，一位当
地人走了过来，说这花叫
狼毒花，千万别采。那位
女生听罢赶紧把手里的捧
花扔掉，又手忙脚乱地取
下发辫里的花朵。

为 何 这 么 美 丽 的 花
朵 ， 却 有 个 凶 巴 巴 的
名字？

“它毒死过狼吗？”
“这个不知道。”他告

诉我们，这花身体里有
毒，毒性很强，草原上的
牛羊见到它，都会绕道走
开，不会去吃一口。人吃
了更不得了，会内出血而
死 ， 也 有 人 称 它 为 断
肠草。

我 们 一 个 个 面 面 相
觑，眼前，美丽的花儿，
一下子大打折扣，仿佛它
们是一群蛇心美人，恨不
得立刻逃离。

同行的植物学老师这
才发言：狼毒虽毒，也
是一味药材，算是以毒
攻毒，可破积杀虫；狼
毒还成就过狼毒纸，高
品质的经书都是写在狼
毒 纸 上 ， 可 防 虫 蚁 鼠
蛀，千年不坏；古时，狼毒曾是蒙古铁
骑的生化武器——将它晒干，点燃之后
顺风播散，就是毒气。

老师还给我们科普了狼毒花的地理分布
与花色，他说，除了北方的草原，我国西南
地区也分布有狼毒，狼毒的花色会随分布区
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西藏有开紫花的狼
毒，云南香格里拉的狼毒多是黄色，还有纯
白色的狼毒花……

博学的老师给我们道出一个比美丽更深
邃宽广的狼毒世界，让我对它印象深刻。从
大草原上回去后，我专门去了校图书馆，查
阅了狼毒的相关资料。

狼毒的确全身有毒，它的根、茎、叶里
均含有毒素，狼毒最毒的部分是根，含毒素

“狼毒苷”最多。根系越粗壮发达，毒性越
大。有些地方干脆称其为断肠草。

这有毒的根茎，可以造纸。《中华造纸
两千年》一书里记载：公元650年，吐蕃开
始生产纸张。这种纸张，就是狼毒纸。

公元 641 年，造纸术随着文成公主进
藏。一开始，公主带去的造纸匠人在雪域高
原找不到合适的可造纸植物，如构树、稻草
或者竹子。纸匠人只好就地取材，但选什么
植物也颇费周折，历时9年，才将材料定为
狼毒根部夹层中的淡黄色韧皮。经过采料、
泡洗、锤捣、去皮、撕料、煮料、捶打、打
浆、浇造、日光晾干、揭纸等 11 道工序，
一张狼毒纸才得以面世。

狼毒根的毒性对造纸人的伤害极大，有
毒的汁液经常让造纸匠的脸和眼睛过敏、皮
肤溃烂，关节变形。正是这些面目模糊、名
字永不可考的造纸匠们超越万难地付出，才
使狼毒纸成为身怀绝技的经书“保镖”。

网上有观点说，狼毒的根茎粗大，储水
能力超强，周围的草本植物无力竞争，继而
一步步枯萎，草原的腐殖层消失，生态陷入
失衡，草场逐渐恶化成荒漠。

对此，我请教了专门研究草原生态的同
学，他认为，将狼毒看成是荒漠化的原因，
对狼毒花是不公平的。狼毒的泛滥，其实是
植物发出的警示。一片草场，一旦牛马能吃
的草种单薄，土地出现了荒漠化的情况后，
狼毒就会侵占过来。所以，不是狼毒造成了
荒漠化，而是过度放牧在先，给狼毒造成了
可乘之机。

其实，狼毒是草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
的一种伴生物种。它的存在，提高了草原植
物的多样性，让草原的美多了一层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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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震 云 ” 并 非 地 震 的 前 兆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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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襄阳下了高铁，驱车不多时，
便 到 了 三 道 河 水 电 工 程 局 所 辖 的 长 渠
（白起渠） 国家水情教育基地。这长渠又
名白起渠，西起南漳县的谢家台村，东
至宜城市的赤湖入汉江，全长 49.3 公里。
该渠始建于公元前 279 年，是战国时期秦
将白起攻楚国鄢城 （即楚皇城，今宜城
市郑集镇地域） 时，在武安镇蛮河引水
围城而开凿的。秦灭楚后，白起渠成为
引水灌溉渠。

听介绍说，当年白起“以水代兵”是
先将水引入陂塘蓄势，再将蓄满水的陂塘
统一掘口与渠水汇合，水从几面多方，冲
向鄢城，而至城毁人亡。

白起所开水工战渠，整个工程起初只
以“拦河坝、引水口、干渠”三大工程为
主体。为实现引水攻城的目的，古长渠最
初的渠线沿着岗梁走，通过“立碣”（即筑
拦河坝，“以竹笼石”而为碣） 来“壅水”
（即抬高水位），逼水进入高处的渠道。郦
道元 《水经注》 将其记载为“以竹筱石，
葺土而为碣”，另还记述：“水从城西灌
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陂是也。”这是我
国水利史上关于“陂渠串联”这一水利工
程形式的最早记载。后人因渠流以结陂
田，把旧有的陂塘联结，同时开挖新的陂
塘，渠塘连通，形成了“长藤结瓜式”灌
溉体系：渠道来水多时在陂塘里先蓄起
来，灌溉供水不足时再将陂塘里的水引入
渠道进行灌溉。

特别是，东汉以后，长渠和木渠逐渐
演变成一个大的灌溉体系，优势互补，形
成合力。由于灌区地处丘陵和平原过渡之
带，田地有高有低，有远有近，为实现最
大灌溉保证率，古人在渠道上修建斗门
（现代农田水利工程上称为节制闸） 以起到
分水和控制水量、水位的作用。供水时通
过斗门抬高水位可直接灌溉。

就此，后来的灌溉形式文献中有“建
斗门、通旧陂、南贯长渠”的高度概括。

建斗门，即修建水门以控制流向，调节流
量；通回陂，即将引水工程与蓄水工程结
合起来，农闲蓄水，农忙灌田；南贯长
渠，即把两个引水工程 （长渠、木渠） 相
互沟通，使两个灌区形成一个整体。由是
形成了梯级开发、分时轮灌等领先时代的
技术创新。

“分时轮灌”这一创新之举，是长渠的
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一直沿用至今，并得
到了革新发展，也是长渠成功“申遗”的
一大优势。“分时轮灌”是一种科学的、行
之有效的灌溉方式。它通过在渠系上设立
节制闸，对渠系上中下游不同区域采取分
段、分片、分时进行轮流放水灌溉。这
样，既避免了上下游、左右岸、高低田争
水、抢水，又降低了高渠高田抽水成本，
同时还能有效地扩大灌溉面积，确保灌区
农业增产丰收。

目前，长渠已在干渠修建四座节制
闸，分四段抬水，分时轮灌。灌溉时先打
开渠首进水闸，关闭一段节制闸抬高水
位，确保这一区域高渠高田有水抽，低渠
低田能自流。待这一区域用水结束后，关
闭下一段节制闸，打开此段节制闸将水引
向下游，按上述方式对这一区域进行灌
溉。以此类推，循环往复。

新中国成立后，结合灌区实际，对这
一先进的灌溉方式不断进行完善，形成了
严格的《灌区灌溉管理制度》，极大地维护
了灌溉秩序，降低了高渠高田抽水成本，
扩大了自流灌溉面积；同时，配合“长藤
结瓜”工程体系，确保了长渠灌溉效益得
到最大发挥。

所谓“长藤结瓜”，是百姓的一种谐趣
说法，指将渠道与水库、堰塘相串联的灌
溉工程体系。因人们形象地将渠道比作

“藤”，将水库、堰塘比作“瓜”，俗称“长
藤结瓜”。如今，长渠已与灌区1座中型水
库，14 座小型水库，2671 口堰塘相连，是
典型的“长藤结瓜”式灌溉工程体系。其

“设计”，精妙而科学。
在非农业用水季节，利用“藤”（渠

道） 的引水功能，把河水引入“瓜”（水
库、堰塘） 存蓄起来；在农业用水季节，
尤其是用水高峰时，渠道中的水与“瓜”
中的水同时进行灌田，以此妥善解决灌区

上下游集中用水时渠道水量不足的矛盾。
如此循环反复，一年之中多者三四次，少
者一两次，可最大限度收集水资源，不让
其白白流走浪费，从而扩大了水源供给，
发挥了互通有无、平衡水量的作用，还可
有效增加灌溉面积，提高灌溉供水保证
率，确保农业丰收。

“长藤结瓜”式灌溉体系，是长渠独有
的工程特点，也是长渠“申遗”成功最显
著的优势。

近年来，长渠灌区发现了多处古文化
遗址和古墓群，这说明历史上此地分布着
人口密集的大型聚落。

长渠，这一战国时期军事水工的战
渠，开凿和应用之初的残酷性毋庸讳言，
尽管只是历史的一瞬间。然而，历经一代

又一代后人的发掘修治，又彰显了灌溉农
田、养育一方之利。其功勋和价值，当永
载史册。

2018 年，长渠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名录。今天，它已成为国家水情教育基
地、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水土保持科技
示范园和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在
这里，“长渠水文化”的历史文脉与思想内
涵得到充分挖掘，构筑了一个融水文化教
育、水知识教育、水生态教育为一体的绿
色功能园区，将基本水情、水利常识、水
利法治、水利科技、治水成就和治水文化
纳入水情教育重要内容，持续向大众宣扬
知水、爱水、保水、护水、节水、亲水的
水情教育理念。历史、科学与文化，在这
里可谓交相辉映，令人感慨系之。

从 水 工 战 渠 到 润 泽 灌 渠
□□ 文文//图图 尹传红尹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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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为长渠渠系引水工程——渠首一角。图2为模拟长渠兴修劳动场景。
图3为灌溉时节的长渠一景。图4为长渠文化园内的白起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