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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只面部长着惹眼胡须的小猫，如
果不是那条短而粗的尾巴，它和家养的宠物
猫似乎没什么区别，而正因为有这条尾巴，
它才被称为短尾猫。

无论是从“外貌”，还是“服装”，短尾猫
和宠物猫都让人难以辨别。那么，它到底是
不是宠物猫呢？

性格凶悍，是一种猞猁

若识破其真相，不妨变换一下视线。我
们先将目光从“服装”及胡须上，转向体型，
仔细观看就会发现，短尾猫与宠物猫至少有
两个不同之处：一是尾巴不同。短尾猫的尾
巴短而粗，宠物猫的尾巴细而长，尤其是短
尾猫那最长不超过15 厘米的粗尾巴，则最
具标志性，其名也是由此而得。二是身高体
重不同。短尾猫比宠物猫个儿大，雄性的身
长可达 1.2 米，体重约 15 千克，雌性的略小
些。宠物猫不仅是身高，就连体重，通常都
比短尾猫相差一半。

除此之外，在性格上，宠物猫温柔，而短
尾猫相当凶悍。它能在人群相对集中的地
方生存，家畜家禽常常是其口中美食，更凶
悍的表现是会主动攻击人。

从分类学而言，短尾猫与猫均为猫科，
但属却不同，短尾猫是猞猁属，猫则是猫属，
这才是两者的本质区别。

“天生猎手”，伏击和跟踪灵活转换

作为野兽，短尾猫拥有高超的捕猎手法
与捕猎技能，因此被称之“天生猎手”。伏击
法和跟踪法是其常用的捕猎手法，这两种方
法在使用时可灵活转换。

通常，短尾猫在捕猎啮齿目、鸟类、鱼
类、昆虫等细小动物时采用伏击法。它先是
找个猎物经常出没的地方，静静地躺在树旁

“假睡”，实则耳朵和眼睛却时刻工作着。只
见，一只松鼠蹦蹦跳跳地进入了伏击圈，短
尾猫做好捕捉准备，当松鼠逐渐靠近，短尾
猫突然出击，在松鼠来不及反应、正懵圈的
情况下，已成了短尾猫的猎物。

当捕捉大猎物时，短尾猫一般实施跟踪
法，距离猎物6—20米时，它会选准时机，进
行追捕。一天，短尾猫发现一只野兔，就悄
悄地跟在后边，慢慢地缩短双方的距离。直
到距离野兔只有七八米，这是短尾猫发起进
攻的最佳范围，只见它后腿一蹬，箭一般地
冲到野兔面前，将其扑倒，并狠狠地咬住不
松口。还来不及挣扎的野兔，就此一命呜
呼了。

在民间，还流传着短尾猫的一些神话传
说。比如在美洲的摩哈维族中，短尾猫与美
洲狮并列为超自然神灵的象征，人们认为如
果梦见它们，将会获得比其他部落更多的狩
猎技能。对于欧洲人来讲，喜爱短尾猫的原
因是，它凶猛而优美。

如今，由于人类猎杀等因素的影响，短
尾猫种群数量锐减。现已被列入《国际动植
物种贸易公约》附录Ⅱ中，禁止捕杀和进行
国际贸易。

短尾猫不是宠物猫
——揭秘“似是而非”的动物（四）

□ 许焕岗

短尾猫。（作者供图）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全球
变暖，对海洋珊瑚的生存带来巨大的
挑战。造礁珊瑚对水温非常敏感，如
果海水温度超过一定范围，珊瑚虫就
会抛弃体内的虫黄藻，失去了虫黄藻
提供的能量，珊瑚虫也难以为继，不
久会死去，形成白化珊瑚。这对整个
海洋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基于此，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林强研究员团队聚焦珊瑚礁关
键生物类群的多样性形成与演化问
题，将物种分布模型与物种相互作用
进行耦合解析，创新性地发现珊瑚礁
物种的生物地理分布演化规律，及其
对未来气候变化响应的模式。近日，
相关成果发表于《生物地理学》。

互惠共生，助力珊瑚种群
的生长和繁殖

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所
和复杂的生境，蕴藏着丰富而微妙的
共生、共栖关系，许多形态各样的物
种生活在珊瑚礁搭建的温床中。如
同山一般的珊瑚礁其实是由成千上
万珊瑚虫死亡后堆积而成的。由于

珊瑚虫依靠体内共生的单细胞虫黄
藻进行光合作用提供能量，因此它生
活在海洋透光层中。

生活在珊瑚礁的物种可以达到海
洋物种数的四分之一，包括鱼类、蠕
虫、软体动物、海绵、棘皮动物、甲壳动
物，以及一些其他的无脊椎动物。在
众多的珊瑚礁和生活其中的万千物种
里，梯形蟹和造礁石珊瑚是典型代表。

梯形蟹栖息于珊瑚中，和珊瑚形
成稳定的互惠共生关系，即珊瑚为梯
形蟹提供赖以生存的庇护所，而梯形
蟹充当珊瑚的“保镖”，负责驱赶侵害
珊瑚虫的天敌。对比有梯形蟹栖息的
珊瑚和没有梯形蟹蟹栖息的珊瑚，不
含蟹类栖息的珊瑚受“魔鬼海星”侵害
的可能性是有蟹栖息珊瑚的三倍。此
外，这些螃蟹生活于珊瑚的分枝间隙
之中，还能帮助清洁珊瑚身上的沉淀
物，促使“新鲜”的海水可以冲洗到珊
瑚中的那些狭窄角落。这对珊瑚种群
的生长和繁殖具有极大的帮助。

栖息地分布区域发生变化
超五成

种间关系对于物种分布的影响

在陆生动物的研究比较多，对于海洋
物种的研究相对较少。

研究团队以6种造礁石珊瑚及其
9 种共栖梯形蟹为代表性物种，围绕
种间互作关系如何影响物种分布规
律这一热点问题，结合多次南海航次
调查及文献资料分析结果，率先明确
了梯形蟹与石珊瑚之间的共栖选择
与物种互作关系。

与传统模型相比，在模型中纳入
珊瑚礁物种的种间关系后，梯形蟹物
种多样性预测结果在50%以上的分布
区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证实石珊瑚
对梯形蟹地理分布格局具有重要
影响。

同步研究表明，在未来气候变化
下，6种宿主珊瑚适宜生境（栖息地）
将丧失约六分之一。

考虑宿主珊瑚的影响后，珊瑚
共栖梯形蟹在未来全球变化中将丧
失更多适宜生境。该研究特别强调
了从理论证实保护珊瑚礁栖息地，
是 保 护 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重 要
基础。

（作者系兰州大学生态学院研
究员）

1月22日，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
监测与研究中心主副主任冯利民教
授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腹地进行科
考调查时，偶遇一只野生东北虎，人
虎相距不足30米。这是他从事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科研监测18年来，首次
野外近距离与野生东北虎面对面。
就在一周前，龙江森工集团穆棱林业
局有限公司巡护队在和平林场施业
区也发现了东北虎足迹，这是该林业
局有限公司自2016年以来发现的第
五只东北虎。

“18年前，山上的野生动物很少，
一年也就能遇到两三回狍子，现在随
着生态保护修复的加强，野生动物栖
息地质量不断提升，野生动物种群成
倍增长，位于食物链顶端的森林之王
东北虎得以频繁出现。”冯利民表示，
2023 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就拍摄到
东北虎9900余次。

了解活动规律，“天地空”
实时观测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总面积 1.41
万平方公里，横跨吉林、黑龙江两
省。为了更好了解东北虎、东北豹等
野生动物的实时活动规律，掌握人为
活动、栖息地状况，冯利民和他所在
的北京师范大学虎豹研究团队结合
人工智能系统，实时传输红外相机等
终端监测设备，研发了“天地空”实时
观测网络，无人机是“空”，遥感卫星
是“天”。

“红外相机具有实时传输功能，
能每天给我们传输大量的虎豹等野
生动物画面和实时视频数据。管理
部门能够以最快时间了解国家公园
里面发生的事情，第一时间实施相应
措施。”冯利民说，在他们的努力下，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已经建立起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实时监测
系统。

在观测网络下，高大威猛却低调
不张扬的东北虎，有的悠闲漫步、有
的捕食猎物、有的好奇地研究布设的

监控设备。
东北虎属于独居动物且具有很

强的领地意识，它们通过气味对各自
的领地进行标记，除了捕猎和休息，
最主要的日常活动就是维护自己的

“领土”。
2017年，我国成立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管理局，标志着东北虎、东北豹
的保护进入全新阶段。园区内的生
态系统得到整体保护修复，森林蓄积
量增加，东北虎、东北豹的野生种群
也得到了恢复。

如今，野生东北虎已超50只，野
生东北豹数量也超60只。东北虎豹
幼崽的成活率，也从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成立前的33%，提高到现在的50%
以上。2023年，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
豹种群数量出现新增长，监测到新繁
殖幼虎20只以上，幼豹15只以上。

栖息环境向好，活动范围
由9个增至14个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隔壁，龙
江森工集团穆棱林业局有限公司辖
区内有 5 只东北虎、4 只东北豹活

动。龙江森工集团资源管理部副部
长李延宇告诉记者，这些东北虎和东
北豹种群结构健康，正处于快速增长
期。除了最新发现的成年雄性东北
虎，此前发现的4只野生东北虎，它们
的活动区域覆盖穆棱林业局有限公
司辖区全境，且全年不定期出没。

东北虎处于当地食物链的顶端，
它们控制着哺乳动物的群落。它们
向何方迁移，选择在哪里定居，都可
以直观地反映整个地区生态系统的
整体情况。

李延宇介绍：“目前，龙江森工林
区东北虎活动区域不断扩大，由原来9
个林业局有限公司扩散至 14 个。
2021年至今，龙江森工集团穆棱、东方
红、八面通、林口等11个林业局有限
公司（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外）共计监测
到野生东北虎活动踪迹120余次。”

野生东北虎的频繁出现，不仅意
味着东北虎的种群数量正在稳定增
长，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同时也印证
了龙江森工重点国有林区内，自然生
态系统健康完整、野生动物栖息环境
明显向好。

气候变化将使珊瑚与梯形蟹栖息地萎缩
□ 赵序茅

又来了！野生东北虎频繁巡山
□ 科普时报记者 李丽云 实习记者 朱 虹 实习生 何雨竹

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虎。。（（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