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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吴彪
2012年 3月，两会期间，《中国科学报》收到

一封联名信。百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
合呼吁全社会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升科普工
作地位。这个呼吁不仅在两会会场引起热议，也
令“科普与科研并举”成为一个社会命题。
事实上，长久以来，在我国各科研领域，总有

一些为科普而奔忙的身影，总有一些为科普而呼
吁的声音。在一个信息化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
“科盲”意味着愚昧和落后。他们的出现，让科学
不再等同于高深艰涩，而是越发向“亲民”靠近，
拉近了科学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也激发了来自民
间的一定程度的共鸣。如果说普及科学知识、提
高全民科学素质是一个宏大的目标，那么，他们
已经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史海涛教授也是“科普

族”中的一分子。从事龟类保护研究二十余年来，
他不遗余力地投身到龟类科研的科普工作中，希
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力量来拯救这些濒危的生命。
在他心目中，苦心钻研是为了保护，全力科普同
样是为了保护。这，是一位科研工作者的慈心，也
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对生命的敬畏。

初衷：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自古以来，龟在我国文化中就有吉祥、长寿
及和平的象征，甚至被视为瑞兽、神兽。国人一则
认为龟是最长寿的动物，长期食用可强身增寿；
二则视龟如“吉祥物”，养以辟邪。再加上龟类攻
击、逃避和防卫能力极弱，易于捕捉，不论种类和
大小，所有龟类都有成为宠物、食物和药材从而
被贸易的可能。
然而，龟真能如传说中一般百病不侵、逢凶

化吉吗？
可悲的是，从古至今，身为“万物之灵”的人

类似乎对这个问题的真伪并不甚关心。据统计，
每年仅通过国家濒危物种管理办公室核准进出
口的龟类就超过 1千吨，在国内贸易的数量达 7
亿多只。龟类成为被贸易范围最广、种类最多和
数量最大的野生动物类群。原本，即使不包括学
术上已被否定和存在严重质疑的种类，我国的龟
类也有 31种，占世界总种类的 9.5%。由于利用
过度，保护不力，其中 3种龟野外灭绝、7种极度
濒危、14 种濒危，即便是曾经分布广泛、数量众
多的乌龟和中华鳖的自然（非养殖）种群数量也
急剧下降，野外几乎绝迹，我国龟类的野生种群
面临整体灭绝的危险。国内资源的枯竭并没有阻
挡国人对于龟类的需求，近年来我国大量从世界
各地进口龟类，导致全球龟类数量锐减，引起国
外学者和媒体的谴责，认为“中国人只吃龟，不保
护”，将中国看做是“世界龟类的死亡之地”，严重
损害着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形象。
万物有灵。我国的《礼记·礼运》中也曾说“麟

凤龙龟，谓之四灵”。无论是早先的迷信，还是如
今的商业炒作，人类都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龟类
濒危的“刽子手”。关心自身安危当然无可厚非，
但如果因为根深蒂固的误解将之建立在过度扼
杀其他物种生命的基础上，就显得自私而愚昧
了。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可当走私濒危动植
物贸易成为继毒品贩运和军火走私之后的全球
第三大非法贸易时，如何去阻止？当务之急，就是
要提高海关、工商、林业和渔业这支数量庞大的
管理和执法人员的鉴别能力！
目前，龟类图书的 98%以上为英文或其他非

中文语言的书籍，中文图书的绝大多数又是专业
书籍，包括了很多骨骼等体内的解剖特征、口腔
内部的形态特征、缺乏图解的专业性术语，以及
分类细节的文字描述过多，非专业人员很难读
懂。已有的极少数非专业的龟类图鉴要么没有检
索内容，要么沿用了专业性很强的检索方法。由
于大多数龟类非常相似，没有简洁明了的检索引
导，只能盲目翻图，无法准确识别物种。这直接造
成了“非专业”的管理和执法人员不得不面对大
量专业分类知识，导致管理、执法鉴别很难操作
并有效实施。“非专业”，所以才大量外来有害龟
类，如世界最危险的 100个外来入侵物种之一的
红耳（巴西）龟，当做保护物种罚没后放生到我国
自然环境中，埋下生态隐患，也干扰正常的经济
活动；“非专业”，所以很多珍稀濒危的种类被夹
杂在某些非保护物种之中，获得了合法的出口、
进口和养殖等许可证；“非专业”，所以会出现对
珍稀濒危保护物种进行消费或者对外来有害物
种进行救护和放生的错误报道和宣传；“非专
业”，所以混淆物种，以低价物种冒充高价物种销
售的贸易欺诈和纠纷不断……
《中国贸易龟类检索图鉴》，凝聚了史海涛及

其团队的智慧，是在他二十余年对龟类保护研究
的基础上，历时十一载，呕心沥血，应时顺势而
生。与看似专业性极强的书名不同，该图鉴并非
专为专业人士所著，而是力图以最直观的方式将
龟类的生态、生理、分类、鉴定等知识展示给每个
打开这本书的人，以提高人们对于龟类的正确认
识，尊重并改善龟类的生存状态，是一部实用性
和针对性很强的技术性科普读物。

检索：科普是科技的“镜子”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同样的，以科普为镜，是为了能够简洁准确、

生动直观地“照出”科技知识和科研精神。以此而
论，《中国贸易龟类检索图鉴》显然充分发挥了科
普的“镜子”功能。在编著《中国贸易龟类检索图
鉴》的过程中，史海涛就打破了传统的动物检索
模式，创建出形象检索法，使分类知识变得形象、

直观，便于公众掌握知识、参与物种保护。
检索表是物种鉴别得以实施的具体手段，但

大部分的龟类图书是没有检索表的，如近年来流
传甚广、被译成多种文字的 Turtles of the World
及《陆龟全纪录》和《常见龟鳖类识别手册》。少数
附有检索表的图书所使用的分类方法和知识过
于专业化。

200多年以来，分阶元、二元和对应检索物
种的传统方法，一直被应用于蛙、蛇、鸟、兽等野
生动物类群的检索。“分阶元”即指按照目、科、
属、种的分类阶元分别制作多层次检索表，对于
一个非专业人员来说，要检索一个物种，首先要
依次查阅分目、分科和分属检索表，然后才能进
入分种检索的过程；“二元和对应”是指检索特征
每条两列，必须相互对应。“两列”意味着很多类
似的特征不能同排比较，所含的信息较少，因此，
检索表的篇幅会大幅度加长；“对应”是指“两列”
中所描述的特征必须相互对应，如一物种的典型
特征在头部，另一与之对比的物种的典型特征即
使在尾部，也要对应着描述头部，这种“对应”会
牺牲很多典型的鉴别特征，使得检索过程变得冗
长和复杂，效率不高。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最需
要的，不过是如何快速检索出物种名，至于物种
究竟属于哪个门类反而无关紧要。此外，已有的
动物分类方法大量使用并主要依赖动物的解剖
特征，这种需要解剖动物才能识别物种的做法有
悖于物种保护的现代理念；或者使用很难看到、
看到也难以理解和准确判断的口腔内部的特征，
如以毒牙来鉴定毒蛇，以犬牙和臼齿鉴定虎、狼
等猛兽，使用这类识别特征鉴别物种不仅会对动
物造成伤害，也给鉴定人员带来潜在的危险。
《中国贸易龟类检索图鉴》涉及龟类 126种，

除国内的 31种外，其余的 95种来自除南极大陆
以外的各洲，贸易的种类与物种的分类系统和分
布区域相比，随机性很大，相关性很小。将这些来
源各不相同的种类组合在一起进行分类比较和
鉴别，史海涛团队绝对是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这般海量的检索，他们更加无法忍心以内部
解剖特征来进行鉴别，为了识别物种而杀生，岂
不是有违保护的初衷？在文明环保的理念下，他
们选择了采用形象检索的方法，只用外部形态特
征来鉴别。如此一来，那些没有标本对比难以明
确判断的特征、鉴定操作麻烦、不易记忆的特征
和动物形体以外的生态（如生活环境）和行为特
征就被摒除在外。而要为那些来源随机性很强、
平时较少见到且资料缺乏的种类编制检索表，有
时花几天的工夫参阅十几本书、几十张照片都不
能确定一个种的准确摆位，之后不得不在国际范
围内搜寻该物种研究的权威专家，向其索要文
献、照片及咨询，制作难度极大。国际同行们甚至
都泼出了“不可行”的冷水。史海涛他们却没有放
弃，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他们
突破了阶元的束缚，不再区分不同的目、科、属检
索表，而是直接鉴定到种，采用中国民间最熟悉
的“乌龟和甲鱼”即“龟和鳖”的检索入手，对占
85%以上种类的检索采取以腹中盾数量鉴别的
方法，使得检索一开始便如计数般简单。其后的
另三大分支是以腹甲是否有枢纽这一显著特征
开始，对经常遇到大批以龟壳作为药材或滋补品
原料的贸易来说，有利于检查人员仅凭龟壳就判
断出龟的来源和是否属于禁止贸易的类群。

翻开这部图鉴，你会发现，所有会对龟类特

征或版面美观有所影响的背景都被做过精心处
理。对每个物种的描述分为保护级别、鉴别特征
和与相似种的比较等 8~10个条目（有些种少
1~2条，是因为那些条目没有特别之处，与识别
无关）。龟类的鉴别特征通常被用平均不到八个
字来表述，并且贴心地为每个鉴别特征附带上一
张照片，方便识别。在鉴别特征下又区分为量度、
头颈和背腹甲等条目。总计 100余字的特征描述
均经过字斟句酌的推敲和提炼，易于快速找到最
有价值的信息和准确地把握关键知识。而由于图
鉴在分类时将特征区别显著的多元对应和非对应
性状混排，使得大量抽象、专业的分类鉴别特征变
得直观形象，检索环节、步骤和排版的篇幅大大缩
减，识别过程变得简单、有趣和易于普及，可满足
绝大多数非专业人员简明快速检索的需求，对其
他动物类群的科普读物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图鉴：进驻龟类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国龟类的种类一直存在争议，从 29种到
41种，学术界各执一词；同时，对于外来龟种的
研究也参差不齐。更令人纠结的是，很多龟类的
中文名来源于民间五花八门的俗名，各省叫法不
同，甚至同一个县的不同乡镇叫法都不同，缺乏
科学性和严谨性，有时与物种的任何特征都不相
关，甚至相反。

人们习惯于顾名思义，也就容易出现一些认
识误区，比如有种平胸龟，就被人反诘：“难道有
哪种龟的胸是凸或凹的吗”；地龟的名称面对的
质疑更多：“有叫天龟或空龟的吗”。为了进行严
密的整理，史海涛团队通过问卷调查了 684个龟
类养殖场，实地调查全国 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
区的 90余个龟类养殖场，370余个农贸、花鸟市
场及博物馆、动物园和水族馆，首次确定了国内
分布的龟类为 31种，并查明我国共出现 95种外
来龟，将其种类、来源等等一一收录其中。经过观
察研究，史海涛发现平胸龟最显著的特点是头大
身体扁平，因此更名为大头扁龟；地龟的体型和
颜色都像树叶，英文名称也叫叶龟，加之该种背
甲前、后缘锯齿状突出，因此，将其名称改为锯缘
叶龟；再如黑颈乌龟的典型特征是雄性颈部红
色，雌性颈部也非黑色，而颈部黑色的其他种类
则很多，因此，将其更名为红颈乌龟。这些更改过
的名称，包含物种关键的形态特征，容易记忆和
联想，更具科学性，更易于名称的规范和统一，也
更易于普及和交流，已得到《动物分类学报》等权
威刊物的认可和运用。
“图鉴”，当然离不开“图”。作为特色，本书的

816张高清晰生态照片均具有展示特征的针对
性，以头部特写、整体外形及背甲和腹甲的正投
影照片对物种分部位展示，让读者最大限度地看
清楚物种的全部外形特征；同时，视鉴别的需要，
对于雌雄之间、成体与幼体之间，以及同年龄同
性别的不同种群之间有明显差异的物种予以特别
说明并附以图示。摄影是一门艺术，没有人会否认
这句话，可是对史海涛来说，拍摄不同龟类的特
征，需要的更多是对科学的认真坚持和严谨细致。
龟类检索书籍少，专门拍摄龟类的照片更

少，按照本书设定的四个部位去拍摄龟类的照片
则是罕中之罕了。“要照顾到指定部位，可是书又
不能过厚，所以需要在不增加照片数量和篇幅的
情况下，对很多龟类调整拍摄角度，以做到兼顾。

像黄头侧颈龟这种个别种类，所选用的三张照片
就能满足四个部位的展示需求；但也有不少种类
的关键鉴别特征在爪、尾和股部，以往几乎没有
人从这些角度拍摄。”史海涛介绍说。国外绝大多
数同行的第一反应或许更能表明其艰难，“上帝，
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专门对着龟的屁股和脚趾
拍照”。
为了全面展示龟类特征，史海涛在近 11年

中走访了 30个国家，按照最大限度展示鉴别特
征的部位和角度拍摄完成了书中 70%的照片。很
多种水龟在池塘中，因难以捕捉到而无法拍到需
要的照片。很多场合下是禁止触摸龟的，更不允
许翻转和按照自己的需求摆弄龟的姿势和角度。
因此，不少照片不得不再费周折，另找时间和更
换地点专门补拍，以使本书用到的每一个关键的
鉴别特征都得以展示。此外，他还向数百位国际
同行发出图片征集请求，精选了书中 11%的图
片，有些甚至是指定部位和角度请求对方专门补
拍和帮助寻找的。
集齐龟类特征图片，史海涛认为他们的工作

并不完整。在龟类保护研究领域行走多年，他对
龟类图书了如指掌。市面上的龟类图书，如
Bonin等的 Turtles of the World、《陆龟全纪录》和
《常见龟鳖类识别手册》等，都没有术语解释，有
术语解释的也大多过于专业化，且仅有少数术语
配有黑白手绘图片。如何让读者明白这些术语，
以方便理解图鉴内容？史海涛下了很大功夫，对
涉及的 52条术语逐一进行推敲，以简练而准确
的文字予以概述，每条术语配照片予以图解，使
偏、难的专业术语变得直观、简单，即便没有生物
学基础知识的非专业人员也容易看懂。同时，增
加和修正了一些鉴别术语，如新增龟类鉴别中很
重要的术语“枢纽”。以往中文书籍只有“韧带”这
一个概念，但韧带的含义很广，就龟类来说，连接
背甲与腹甲、不能自主活动的结缔组织叫“韧
带”，但在腹甲或者背甲范围内可以收缩的铰合
韧带，应叫“枢纽”，不应该笼统地都叫韧带。这一
点对于既有韧带又有枢纽特征的闭壳龟类和摄
龟类等很多种类的鉴定至关重要。
可以说，除了简捷的检索方式，《中国贸易龟

类检索图鉴》还在内容上进行了全方位的诠释，
种类、特征、术语、图片、读者心态……跳出了单
纯的科研工作者的身份，史海涛从读者角度，为
炼就一双双“火眼金睛”作出了周密的部署。

推广：实效是科普最好的折射

在《中国贸易龟类检索图鉴》一书中，可以看
到龟类的鉴别知识，也可以看到龟类的起源、进
化、文化、生活史以及与人类的关系等，从科学知
识到人文知识，将科学知识和人文（法律保护）知
识有机结合，以科学普及为基石，创作的视角很
高，内容触角与贸易范围相连，具有广阔性，并且
时刻不忘“普及龟类知识，保护濒危物种”的初衷。
“特别关注”居于目录之前，将当前龟类非法

贸易及其路线图剖开分析，展示人前，阅之令人
触目惊心。
每个物种名称之后的第一条便是两个保护

级别和一个濒危等级，后还以表格专门汇总了本
书各个种的保护级别，让读者在欣赏多姿多彩的
龟类时，不忘关注它们的生存状况和命运。
“法律条文选摘”，汇总了我国宪法、刑法等

六部与野生动物执法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条文，既
方便执法和保护管理人员查阅，也便于广大读者
了解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知识。
点滴看过，总给人一种“既面向普通大众，又

针对动物保护人员，以龟类为中心，辐射整体动
物保护”的观感。自该图鉴发行后，史海涛项目组
收到广大读者自发的反馈信一千多封，读者普遍
认为该书“很有趣、很好读”、“简单易懂”、“可操
作性强”、“这正是人民群众需要的”。马建章、蒋
有绪等多位院士对该书给予充分肯定，称赞该书
“立意新颖，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并
重”，是一本“十分有特色和实用的优秀科普图
书”，“是对龟类知识科学普及的很好途径和方
法”，“必将对野生龟鳖类保护的执法、资源持续
利用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编写思想和
创新的检索方法对于其他生物物种保护的科普
图书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本书还得到了国家
海关总署、濒管办等机构的高度评价，《动物分类
学报》等核心期刊也对本书作了专门介绍。
据不完全反馈的信息得知，全国有 20多个

省的野生动物管理和执法部门在使用该图鉴：福
建省林业系统每年各级各部门需要鉴定的龟鳖
物种在 100批次以上，总数量数万只，已将该图
鉴作为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培训中龟鳖类培训
的必配教材；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认为
“该图鉴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我们找到的最
有效的龟鳖类鉴定图鉴；广东贸易龟类的种类多
达 100种左右，年贸易量达数百万只，该图鉴的
应用使龟鳖类物种鉴定难题迎刃而解；海南省林
业系统每年举办各类培训 150多次，涉及 5~6万
人，均使用该书作为龟鳖类的培训指定参考书
……总之，自 2008年以来，全国应用本书累计培
训野生动物管理和执法人员 130余万人次，被参
与人员认为此图鉴是一个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的典范，改善了非专业人员对龟类的鉴别质量，
提高了他们的管理和执法效力，使非法贸易得到
了减少。
自 2008年出版第一版以来，该图鉴已累计

发行超过 10000册，不仅受到国内各界的好评，
也赢得了来自国际的青睐。以拯救野生生物为使
命的著名国际组织———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
（WCS）连续几年使用本书作为龟类培训的唯一
指定教材，在其网站上撰文道：“该图鉴专门为普
及龟类知识、提高龟类保护意识和龟类执法的快
速检索而设计，在我们的使用过程中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受到执法人员的一致好评，给快速而准
确鉴别龟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全球著名
的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也
发现该图鉴很受欢迎，对野生动物保护很有价
值。目前，这两个国际组织均已申请将该图鉴置
于网站主页，供读者免费下载，以方便公众使用。
如今，该图鉴的读者群已囊括了各级执法部

门、环保组织、科普机构、专家学者、保护志愿者
和普通民众，在传播动物保护理念和知识，提高
执法鉴别效力，遏制龟鳖非法贸易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由于推广应用效果好，受到社会多方关注，
该项目组成员受邀进行龟类知识讲座和鉴别培
训，参加保护区建设、龟类增殖放流和养殖等项
目的论证 400余次，应邀参加全国性会议并作
“生态保护需要分类检索方法的改进和普及”等
学术报告数十次，在中国国家地理大讲堂作外来
龟类物种防治的科普讲座；另外，多家国内外期
刊杂志还发表他人评述本书的文章或该图鉴作
者受邀撰文阐述本书的方法和做法，如该图鉴主
编应邀撰写论文阐述“形象检索法与形象检索
表”的概念和方法，并接受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科技之光”和“科技人生”栏目的专访，对于该图
鉴进一步推广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本著作
的优势在于使用直观手段，形象化普及了烦琐的
龟类鉴定方法，对各种野生动物管理和执法部门
的实际工作以有力的支持和指导，同时也具有国
际意义。所以该书特别强调“检索图鉴”四个字，
是一种特殊的科普手段的体现，不能单纯从字面
理解为纯科学作品。

功泽：拒绝“寂静的春天”

“在蓝色星球面前 /他们握着掠夺的剑 /金
色光 /灼伤了他们的眼 /他们只看到可怜眼前 /
突然一天 /鸟儿懒得出现 /花儿开得疲倦 /多
么寂静 /寂静的春天 /不见蝴蝶舞翩跹 /不闻
鸣虫唱思念 /多么寂静的春天。”

这是一段歌词，取自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
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之主题———人类若
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平衡，终究会在春天感受到
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寂静。

这种荒芜和恐怖，没有谁愿意承受。
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共生共存，只有维护生物

的多样性，保证生态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留住
一个健康的地球。这一切，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
力。史海涛的工作当然也是紧扣其中的一环。当
他为了普及龟类保护知识不辞辛苦地奔走时，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原副理事长汤寿根先
生的一段话，或许立场更为客观：
“作者创作本书的目的，是缘于在我国龟类

的大量基础研究和保护的实践中，发现执法与管
理对龟类保护的重要性，以杜绝任意捕食、杀戮，
以及引进有害物种。而对一般龟类爱好者来说，
有益于对龟类的识别和养护。史海涛向需要该书
的有关执法人员免费赠送，可见其对保护龟类工
作之热诚。
“大自然生态的保护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

提，拯救生物多样性就是拯救人类自己。人类虽
是“万物之灵”，但千万不要忘了自己只是大自然
万物中的一员。史海涛从保护龟类的角度出发，
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功莫大焉！”

科普，也是一种保护
———史海涛教授与他的《中国贸易龟类检索图鉴》

①工作中的史海涛。
②史海涛与俄罗斯动物园园长、欧
亚动物园与水族馆协会主席
Vladimir Spitsin互相交换各自的著
作。
③广东省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物种联合鉴定培训班使用该图鉴
进行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