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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做什么？

近日，Science 发表的多项研究指出，世界各
地的动物因栖息地丧失和全球气候异常而消失
或减少，它们不仅包括长臂猿、猩猩以及各种狐
狸、熊和犀牛这些备受关注的大型物种，还包括
甲虫、蝴蝶、蜘蛛和蠕虫等一些不起眼的无脊椎
动物，并且当前的灭绝速度令人咋舌———至少是
人类出现之前的 1000 倍。由此，《今日美国报》网
站发表题为《地球正处于第六次大灭绝中》的报
道称，人类正处于地球生物第六次大灭绝中。

第六次大灭绝是相对于此前地球史上出现
的 5 大生物集群灭绝事件而言的，根据化石记
录，地球上曾发生过至少 20 次明显的生物灭绝
事件，其中有 5 次大的集群灭绝事件，即奥陶纪
末期、泥盆纪末期、二叠纪末期、三叠纪末期和白
垩纪末期的生物大规模绝灭。可以说，如果这个
概念成立，将意味着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已
经上升到与外星撞击地球、剧烈火山活动、气候
变冷或变暖、海进或海退等最强大的“宇宙蛮力”
同一级别的程度。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
有多方证据显示地球目前的确处于物种快速消
失的阶段，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说法是否成立尚
无法定论，也是在给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敲
响警钟。

警钟敲响

2013 年 10 月，安娜莉·内维茨在《分散、适
应与回忆》一书中写道，在过去 4 年里，蜜蜂蜂群
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变化。在养蜂人无助的注
视之下，这些群居昆虫原本所具有的机器一般的
效率退化成为无法解释的混乱：工蜂飞走后再也
不会回巢，幼蜂在蜂巢中漫无目的地走动，蜂蜜
生产完全停止，蜂卵因为得不到照料而死去。自
从 2007 年以来，这种被称为“蜂群崩溃综合征”

（Colony Collapse Disorder，简称 CCD）的现象每
年冬天都会使蜂群数量减少大约 30%。

“虽然已经快 10 年了（CCD 第一次报道是
在 2006 年冬天），我们还不知道 CCD 的具体原
因。多数科学家认为是多个因素引起的，其中多
数都是人为因素，如人为移动引发的感染新的寄
生虫或病原、土地的失去、喷洒农药等引发的营
养方面的问题等等。”密歇根州立大学副教授黄
智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如果蜜蜂灭绝，多
数的蔬菜水果（蜂媒植物）就都没有收成了，“只
能靠谷物（风媒植物）过活了”。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一旦蜜蜂灭绝，将引发
物种灭绝的多米诺效应，因为从苹果到花椰菜的
各类农作物都依赖蜜蜂为其授粉。仅在美国，一
年因蜜蜂减少传粉造成的损失便近 150 亿美元。

蜜蜂突然成群消失的谜团困扰科学界多年，答案
至今仍扑朔迷离。有人引述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
坦的预言，指蜜蜂一旦消失，人类也就只剩下大
约四年的存活时间。

蜜蜂的不安也许只是给人类提个醒，还有更
多的物种面临灭绝和数量上的大幅减少。在过去
35 年间，全球人口数量大幅增长（根据美国人口
调查局的估计，截至 2013 年 1 月 4 日，全世界约
有 70.57 亿人，而 35 年前的 1980 年这一数字约
为 44.35 亿人，增幅 59%），但无脊椎动物的数量
同期（近 35 年间）减少了 45%。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濒危物
种科学委员会（CITES 公约中国科学机构）常务
副主任蒋志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说：“事实上，在最近的一次中学生夏令营上，我
刚刚跟他们讲到这件事情，第六次大灭绝正在向
人类发出警告”。

“人类没有超越地球生态系统，我们的生存
和发展必须依赖地球其他物种。物种不正常的快
速灭绝已经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若局面得不到
扭转，人类很难独善其身。”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

学顾问孙全辉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如是说。
自从人类出现，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由于

人类只注意到生物源的实用价值而对其肆意开
发，而忽视了生物多样性间接和潜在的价值，使
地球生命维持系统遭到了人类无情的蚕食。自
1500 年至 2006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就列出了
784 个已灭绝物种。不过，有很多实际灭绝的物
种都没有记录，一些科学家估计，现今物种灭绝
的速度是地球演化年代平均灭绝速度的 100 倍。

生存问题已从人类的范畴扩展到地球上相
互依存的所有物种，许多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
题———我们能留给下一代什么？是尽可能丰富的
世界，还是一个生物种类日渐贫乏的地球？

矛盾依然突出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一直
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推进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立
法建设。她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目前在动物
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工作中，仍有重重困难，人
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自然保护区内本不
允许耕种、偷猎，但这种现象却在多数保护区内
非常普遍。”解焱说，他们每次都能从保护区内清
理出大量捕捉有蹄类动物的套子，而最可气的
是，明明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保护区的主管部
门对此并没有足够的重视，甚至睁只眼闭只眼，
默许类似的事情发生。

解焱告诉记者，多数时候执法人员或者环保
官员都不愿意因为环境问题去“得罪”人，致使保
护区内实际上处于无序监管的状态。“当前对环
保部门官员、工作人员的评价机制亟须多元化。”
她说，“只有当‘保护区内种群数量是否有所提
升’‘物种是否保持丰富’等作为官员是否合格的
评判标准之一的时候，政府保护自然环境的决心
才能释放出强大的动力。”

不过，让解焱感到无奈的是，当前社会发展
阶段下，各国仍然以经济建设为重，纷纷设立更
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而对环境、资源、物种的保护
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蒋志刚告诉记者，全国各地的矿物开采给生
态环境带来的压力仍然很大。“有矿还是要开，各
地方政府很积极，业主也很积极。”

此外，修路是另外一大威胁。在“村村通”目
标的指引下，交通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规划路网，

“只要不通公路的地方，都规划上一条公路。”蒋
志刚说，曾经的“死亡之海”罗布泊都通上铁路
了，“遍布的路网确实给人的交通带来了方便，但
对动物栖息地是一种破坏，给它们的日常活动带
来障碍。”

“现在就是一部分人讲保护，一部分人讲发
展。讲保护的还强调可持续发展，讲发展的只管
发展，好像环保不是他们的责任。”蒋志刚说，近
年来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
力物力，但“保护给自然环境带来的贡献，永远赶
不上破坏的脚步”。

“人类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到底要什么

样的现代化？一味发展经济，空气、水、土地的质
量却一直在下降，物种在消失。”解焱说。

人类角色

英国生物学家珍·古道尔在她的《希望———
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中写道：“如果想要与其
他物种继续共享地球，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的
物种需要我们人类施以援手。”“唯有帮助，它们
才能被拯救。不，唯有帮助，我们才能都被拯救！”
蒋志刚告诉记者，我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顶层设计上拥有改善的决心，但在具体的落地
方面，仍待进一步的探索。

“比如划生态红线，具体怎么做还需进一
步实践。”蒋志刚说，有的地方到处是“红线”，
划了和没划一样；有的地方干脆直接把某个区
域用“红线”圈起来，这也有问题：里面的人怎
么办？

“生态红线落到地面上是最重要的。现在还
是在理论研究阶段，很难落实。”蒋志刚说。

受访专家认为，并非发展与保护不可兼得，
但前提是是否人人都有保护意识、是否愿意承担
保护责任。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目前正在积极推动联合
国把动物友好型发展方式纳入世界各国的基本
政策，提高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推动更多人践
行动物友好型的生活方式。”孙全辉说，“我们坚
信，保护动物就是帮助人类。”

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
在读珍·古道尔《希望》一书后写道：“与生活在这
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和谐相处是人类的必修课，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是不合格的学生。人类努力
帮助濒临灭绝的动物种群恢复，既是亡羊补牢，
也让我们心存希望。然而，人类自律自己的消费
和扩张，给野生动物留有一席生存空间，仍然是
自然保护的首要任务。”

生物快速灭绝敲响警钟
姻本报见习记者 赵广立

在我环游世界时，我遇到了许多因为地球
上发生的一切而深感悲哀的人们。媒体不断报
道令人震惊的新闻：致命的污染事件，冰冠正在
消融，景观遭到破坏，物种灭绝，淡水供应减少
……在这些糟糕的消息面前，人们往往感到无
助和无望。

“你怎么还能保持乐观？”
我知道，消除这种绝望想法的最好方法就

是，每天尽我所能去作一些改变，即使只是最
微小的改变。至少要为目前正在蔓延的糟糕
状况做些什么。其实当人们无私地努力工作，
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时，也有许多真正美
好的事情发生。

在拯救濒危物种的战壕里，不仅有很多不
懈努力的生物学家们，也有无数的“一般民众”
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没有获得什么荣誉，在
他们生活的地区以外，他们的名字通常不为人
所知。他们有时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工业或政府
的一些破坏性计划，或者写信给相关部门……
这些行动并不总能成功，所扮演的角色的真正
意义也往往被低估。然而从长远看来，这些人真
的很重要。他们贡献出他们的资金、技术和实
践，帮助其他人提高保护意识，并说服其他人加
入到他们的队伍中。

社会各界，包括作家、摄影师、电影制片
人，都在为提高人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的认
识而不懈努力，使广大民众保护自然的渴望
日益剧增。非政府组织通过他们的教育计划，
鼓励人们充当野外项目的志愿者———了解自
然界并采取措施保护她。土地所有人可能会

在保护濒危物种栖息地的协议上签字，其他
人可能会在保护区地域权协议上签字，为保
护野生动物不开发、不耕作他们的土地，并获
得相应的经济补偿。

还有就是年轻人发挥的作用———如果年轻
人没有成为更优秀的保护者的话，我们拯救动
物以及它们的世界的举动就失去了意义。

曾几何时，悲观的观点无处不在，年轻人很
沮丧、愤怒，或是漠不关心———他们感到未来很
渺茫，但对此又无能为力。

我们确实损害了他们的未来。一句谚语流
传甚广：“这个星球不是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
来的，而是从后代那里借来的。”这句话并不
准确，因为当说到“借”的时候，还有需要偿还
的含义；而我们现在确实一直在“盗取”孩子
们的未来。

我们现在可以改变这种现状。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发挥作用———每天作一点改变，成千
上万的小小成果积累起来，就能产生重大的
变化。

教育、年轻人就是根与芽。当种子发芽，第
一次长出幼根和嫩芽时，看起来是那么微小、脆
弱，很难相信它能长成参天大树。然而，它们具
有顽强的生命力，根能穿过巨石寻找水源，芽能
透过裂缝破墙而出去吸收阳光。最终，巨石和
墙———所有由于我们的贪婪、残忍和缺乏了解
而对环境造成的危害———都将会被推倒。正如
成千上万的根与芽一样，全世界的年轻人能够
解决前人惹下的麻烦。

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做一些事情。当你在报

纸上读到你所喜爱的林地因建造化工厂而被砍
伐时，不要只是叹气或耸耸肩而已，行动起来。
采取一切行动，找出谁在参与？为什么会发生？
如何避免恶化？接着给相关部门写信、出席当地
政府的听证会，发表你的观点。你可能不会成
功，但也有可能会成功。但如果不努力的话，就
绝对不会成功。

在帮助保护我们脆弱地球上的动植物和环
境时，这里有“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份
清单：

了解有关野生动物的知识，参观当地动物
园，享受与动物在一起的快乐，学会如何保护
它们。

安全驾驶，因为许多动物必须穿过马路去
寻找食物；保持道路清洁，因为废弃物会吸引野
生动物，而这可能导致它们被车撞倒。

关注你周围的公共场所（国家公园、国家森
林、土地管理局）内发生的事，以及人们是如何
管理野生动物的。

不要购买野生动植物，也不要购买没有不
良环境记录公司的产品，否则会助长这种不良
行为。

当你身处大自然中时，请友好、谨慎对待动
植物的栖息地。

支持那些主张对海洋，尤其是国际公共水
域实施可持续利用政策的组织。

少吃海鲜，降低你的碳足迹。

（摘编自英国生物学家珍·古道尔 《希
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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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史上 5 次大的集群灭绝事件最早
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古生物学家大卫·骆
普 （David Raup）和杰克·塞科斯基（(Jack
Sepkoski）1982 年发布在《科学》杂志上的论
文所认定的。

第一次大灭绝：
奥陶纪—志留纪灭绝事件

绝灭指数排名：3
时间：奥陶纪晚期或奥陶纪与志留纪
过渡时期（4.50~4.40 亿年前）
可能原因：全球进入“冰河世纪”
特点：地球史上第一次物种灭绝事件
结果：约 27%的科与 57%的属灭种

奥陶纪是古生代的第二纪，开始于距今
5 亿年，约延续了 6500 万年。“奥陶”一词由
英国地质学家拉普沃思于 1879 年提出，取
自古奥陶部族（Ordovices）的居住地名。

灭绝发生于奥陶纪末期或奥陶纪与志
留纪过渡时期，约 85%的物种灭亡。古生物
学家认为这次物种灭绝是由全球气候变冷
造成的。撒哈拉所在的陆地曾经位于南极，
当陆地汇集在极点附近时，容易造成厚的
积冰。大片的冰川使洋流和大气环流变冷，
整个地球的温度下降，冰川锁住水，海平面
大幅降低，原先丰富的沿海生态系统遭到
破坏。

第二次大灭绝：
长达2000万年的泥盆纪后期大灭绝

绝灭指数排名：5
时间：泥盆纪后期（3.75~3.60 亿年前）
原因：灭绝事件持续近 2000 万年，
根源难辨
特点：海洋生物遭重创
结果：约 19%的科、50%的属灭绝

泥盆纪是古生代第四纪，约开始于4.05 亿年
前，持续约 5000 万年。泥盆纪迎来了脊椎动物的
飞速发展，鱼类繁盛，各种类别的鱼都有出现，故
泥盆纪被称为“鱼类的时代”。

这次大灭绝事件主要是海洋生物的灭绝，陆
生生物受影响不显著。由于灭绝持续了近 2000 万
年，且期间有多次灭绝高峰期，其根源很难辨识。

可能的生物学原因一说为地球进入卡鲁冰河
时期所致。还有研究认为，泥盆纪陆生植物进化出
发达的根系深入地表土之下数米，加速了陆地岩
石土壤的风化，大量铁等元素释放进入地表水，造
成了水系的富营养化大暴发，导致了海底缺氧事
件。此外，海洋表层的繁盛的有机物的沉降，使得全
球碳循环中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大量进入海底沉积
层，也加强了地球冷化。

第三次大灭绝：
二叠纪末期创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绝灭指数排名：1
时间：二叠纪—三叠纪过渡时期

（2.51 亿年前）
可能原因：海平面下降和大陆漂移等

特点：规模最大、涉及生物类群最多、
影响最为深远
结果：约 57%的科、83%的属灭绝

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发生在 2.51
亿年前的二叠纪—三叠纪过渡时期。这是
已知的地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事
件。许多动物门类整个目或亚目在此次事
件中全部灭亡。曾遍布各地的舌羊齿植物
群几乎全部绝灭，早古生代繁盛的三叶虫
全部消失，蜓类原有 40 多个属，该世结束
时完全消失；菊石有 10 个科绝灭，腕足类
之前有 140 个属，在该事件后所剩无几。估
计地球上有 96%的物种灭绝。

这次大灭绝使得占领海洋近 3 亿年的
主要生物从此衰败并消失，让位于新生物
种类，生态系统也获得了一次最彻底的更
新，为恐龙类等爬行类动物的进化铺平了
道路。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大灭绝是地球
历史从古生代向中生代转折的里程碑。其
他各次大灭绝所引起的海洋生物种类的下
降幅度都不及其 1/6，没有使生物演化进程
产生如此重大的转折。

第四次大灭绝：
三叠纪末期大灭绝

绝灭指数排名：4
时间：三叠纪—侏罗纪过渡时期

（2.0 亿年前）
原因：尚无定论
特点：爬行类动物遭重创
结果：约 23%的科与 48%的属灭绝

三叠纪是中生代的第一纪，位于二叠
纪和侏罗纪之间。始于距今 2.5 亿年，延续
了约 5000 万年。在此时期，爬行动物和裸
子植物崛起，三叠纪末期，估计有 76%的物
种（其中主要是海洋生物）灭绝，此次灾难
并无特别明显的标志，只发现海平面下降
之后又上升，出现大面积缺氧的海水。

第五次大灭绝：
白垩纪末期恐龙大灭绝

绝灭指数排名：2
时间：白垩纪晚期（6500 万年前）
可能原因：陨石撞击
特点：恐龙灭绝
结果：75%~80%的物种灭绝

在五次大灭绝中，这次大灭绝事件最为著
名，因长达 1.4 亿年之久的恐龙时代在此终结，
海洋中的菊石类也一同消失。其最大“贡献”在于
消灭了地球上处于霸主地位的恐龙及其同类，为
哺乳动物及人类的登场提供了契机。

这次灭绝事件仅次于二叠纪—三叠纪灭
绝事件。其成因一般认为是墨西哥尤卡坦半岛
的陨石撞击。在白垩纪末期发生的一次或多次
陨星雨造成了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撞击使大
量的气体和灰尘进入大气层，以至于阳光不能
穿透，全球温度急剧下降，黑云在相当长的时
期内遮天蔽日，植物不能从阳光中获得能量，
海洋中的藻类和成片的森林逐渐死亡，食物链
的基础环节被破坏，大批的动物因饥饿而死，
其中就有恐龙。 （赵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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