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秘长江流域最后一片“净土”
姻本报记者 胡珉琦

化学反应之美

看点

一部改编自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同
名电视剧热播，也带动了这部文学作品的热销。但
同时，各种路遥作品的网络侵权行为亦愈演愈烈。

近日，路遥之女路茗茗正式委托律师，针对近
年来未经授权即在互联网与移动终端等平台上使
用路遥作品的相关机构的侵权行为，发表严正声
明，呼吁停止此类不法侵权行为，否则将坚决诉诸
法律，追究其侵权行为。

1982 年到 1988 年，路遥用 6 年时间创作了《平凡
的世界》这部百万字三卷本的长篇巨著，小说以恢宏的
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转型期中国城乡
社会生活，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称为“茅盾文学
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

《平凡的世界》热播引发网络侵权

很多人在中学就接触过化学反应，但很少从美
学的角度去观察它们。在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
技术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出版社联合制作的科普项
目 《美丽化学》 中 （网址：BeautifulChemistry.
net/cn），我们使用最新的 4K 摄像机和微距镜头拍
摄化学反应，并排除了烧杯、试管等玻璃仪器产生
的视觉干扰，将化学反应独有的美丽呈现在大众眼
前。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特任副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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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将在全国推出由专家
创编、适合不同人群、编排科学合理、群众简单易学
的 12 套广场健身操。之前风靡大江南北的《小苹果》

《最炫民族风》等广场舞曲，不再是一个社区一个跳
法，而成为全国统一、编排科学、带给人正能量的规
范动作。

但有观察人士指出，广场舞是一种民间自发娱
乐健身方式，体育总局可以顺势而为，但没必要制定
统一标准。倘若统一标准，规范动作，就意味着目前
社会上流行的个性化舞蹈将逐渐消失，广场舞也失
去了自由发挥的乐趣。

同时，推行广场舞不比推行长跑、乒乓球等形式
简单的运动。场地问题、扰民问题如何解决也是推行
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广场舞变身规范操反应不一

连日来，正在欧洲巡展的“肉身坐佛”因来源问
题闹得沸沸扬扬。经福建文物部门初步确认，“肉身
坐佛”为 1995 年被盗的章公六全祖师像。因此国家
文物局接受福建阳春村村民的联合委托申请，启动
追讨程序。

曾参与追索圆明园兽首的律师刘洋认为，相关
国际公约很难迫使匈牙利博物馆或荷兰收藏者归还

“肉身坐佛”，不如先以盗窃立案申请国际刑警组织
协助追讨，或对收藏者提起民事诉讼。

近年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屡屡被送入拍卖场，
国家出面追索、收藏家天价购买也日趋频繁。实际
上，海外文物追讨远比想象中艰难。

国家文物局追讨“肉身坐佛”

中国著名作家阎连科日前获得由日本读者评选
的 twitter 文学奖，这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

Twitter 文学奖完全由读者投票评选，阎连科的
作品《受活》日文版（日文版翻译为《愉乐》）于去年底
在日上市，创造了中国作家作品在日销售的奇迹，四
个月之内再版三次。有评论认为，除了与当下中国现
实的连接，阎连科小说的结构和虚构能力，以及他的
语言都具有创造性。

阎连科表示，他高兴的不只是《受活》在日本畅
销，而是让日本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他们想
象的那么沉寂，在语言和结构上能给他们带来新鲜感。

阎连科获日本文学奖

近日，作家阿乙在北京花家地一家书店当上了驻
店作家。在国内，阿乙成为驻店作家第一人。当驻店作
家并不轻松，他要在书店写作，要和读者面对面聊天，
还在店里举办了一次沙龙活动、一次对话和一次讲座。

“驻店计划”诞生于上世纪初，如今在世界范围
内，在纽约公立图书馆、《巴黎评论》、加州大学系统
等文化机构均设有驻店项目，成为作家、社会公众一
种独特的介入文化的创作和生活方式。

作家驻店的创意者认为，邀请作家来到书店能
在创作者与读者间建立更紧密的社区感，让作家能
更直接地与读者建立联系，也能持续地彼此激发。

实体书店邀作家进驻

中国国家博物馆 25 日正式发布公告对自拍杆
说“不”。事实上，国家博物馆对自拍杆的公告代表
了中国绝大多数博物馆的态度。

此前，故宫博物院方面曾表示，建议游客最好不
要使用自拍杆。工作人员发现类似现象，也会视情况
予以制止。因为故宫既有开阔的广场，也有狭窄的甬
道，各宫殿上下台阶又多，使用自拍杆存在安全隐
患，可能碰触到其他游客或碰到玻璃展柜伤害文物，
尤其是在人员密集、空间狭窄的展厅和区域。

首都博物馆也明确表示，不允许在博物馆内使
用自拍杆，相关规定正在研究中。安徽、江苏、陕西、
广东等地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也纷纷发出“禁令”。此
外，英、美、法、韩等多国的博物馆已明令禁止参观者
带自拍杆进入。 栏目主持：扈中平

国家博物馆对自拍杆说“不”
姻图/文 梁琰

①鸡蛋壳与盐酸反应生成二氧
化碳。

②硝酸银溶液滴入硫代硫酸钠
溶液中产生黄色的硫代硫酸银沉淀。

③氯化钴在硅酸钠溶液中的渗
透压生长。

④金属锌可以将金属铜从硫酸
铜溶液中置换出来。在重力的作用
下，铜从金属锌表面滑落。

它，被称为长江流域的最后一片“净土”。
山峰耸入云端，河流蜿蜒曲折，由石灰岩、

火山岩、砾岩构成的巨石林立，再加上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资源。它就是长江上的第一个大峡
谷———烟瘴挂。

烟瘴挂位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距沱沱
河、当曲汇合处的通天河起始处约 100 公里。近
30 年来，它一直保有自己的神秘，了解它的人
也从不声张。

直到一项原本已经在当地考察中的水电项
目，环保组织联合专家和志愿者用科学调查的
方式，才首次公开了它的“真身”，寄希望用更多
的社会关注来达到更好的保护。

从未听闻“烟瘴挂”

29 年前，现任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会
长杨欣跟随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从长
江源头漂流而下，在距通天河起始点 100 多公
里处，遇到了一个险滩。两岸地势陡峭，巨石林
立，河水湍急。好不容易来到峡谷出口，一位随
队记者恍然大悟，告诉大家，那应该就是探险家
尧茂书命名的长江上的第一个峡谷———烟瘴
挂。

直到 2014 年的冬天，烟瘴挂都像是“秘境”
一样的存在。那里云雾缭绕，人迹罕至，植被丰
富，堪称野生动物的天堂。

在那之后，杨欣又组织过几次考察队伍，经
过烟瘴挂，主要是进行摄影。每一次，都能见到
棕熊、野牦牛、藏野驴、狼、旱獭。

不过，杨欣从未向外界透露过这片奇特生
境的存在。知道的人越少，它越不会受到打扰。
2013 年 6 月，他在回访烟瘴挂时，从当地牧民
口中得知，那里可能要修建一座水电站，前期已
进行了近两年的考察。当地的公益人士希望组
织一次专业的科考，对那里的生物多样性进行
全面普查，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于是，“长江第一大峡谷———烟瘴挂生物多
样性调查”项目紧急启动。作为承办方，绿色江
河招募了 67 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在去年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10 公里长的峡谷两侧建起
了两个野外考察营地，架设了 39 台红外相机和
8 台云台摄像机，调查范围近 40 平方公里。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副教授连新明

和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教授唐亚分别担任
了野生动物调查队和植物调查队的主持人。

出发前，他们都不曾听闻“烟瘴挂”这个名
字，对杨欣的描述也多是半信半疑。直到身临其
境，才感到惊叹，甚至舍不得离开。

邂逅“雪山之王”

过去，连新明主要关注的是青藏铁路、公路
对沿线野生动物的影响，他也曾是穿越可可西
里科考队的一员，研究藏羚羊等有蹄类动物。

作为一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连新明在野
外自然也是见多识广。可没想到，刚进烟瘴挂，
就着实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200 多只带着粗壮大角的岩羊，浩浩荡荡伫
立在巨大的裸岩上。在他的脑海中，过去常在昆仑
山口见到岩羊，几十只的规模已然是很大了。

“简直太壮观、太难得了！”
不过，连新明知道，此次考察的主要对象并

不是岩羊。杨欣找他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雪
豹———自 1986 年至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
UCN）已经连续 7 次将雪豹列入《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

雪豹有“雪山之王”之称，大部分栖息在海
拔 3000~5000 米的地区，是食肉动物中栖息海
拔最高的物种。他们喜欢裸岩，在青海、西藏地
区，主要以在裸岩上攀爬的岩羊为食。

那里完全符合雪豹对栖息地的需求。连新
明肯定，雪豹就藏在烟瘴挂中。

不久之后，考察队就发现了疑似雪豹的粪
便，因为掰开粪便后，里面有大量消化不了的岩
羊毛。一般情况下，狼想要攻击岩羊并吃掉它们
的难度比较大。当地牧民还告诉了考察队如何
区分狼粪和雪豹粪。狼粪里面嚼碎的骨头渣滓
比较多，而雪豹则不怎么嚼骨头。

这个发现让连新明有些小小的激动。不过，
毕竟没有亲眼见到。直到去年 11 月，在回收了
小半年来所有红外相机、云台摄像机记录的数
据之后，神秘雪豹的行踪才真正清晰起来。

只要它们路过并触发红外相机，机器就会
连续拍摄 3 张照片再接 30 秒视频。连新明说，
辨别雪豹个体主要是根据其身体上的花纹，每
一只雪豹的花纹都是不同的。因此，他根据影像
资料，在尾巴根部同一部位找到标志性的点进

行辨别，绘画师再把有差异的图案单独描绘出
来。

据此保守计算，在不到 40 平方公里的范围
内，至少有 9 只不同的雪豹个体出现在镜头前。
当连新明接着用相同部位侧面的图片进行再次
比对后，发现能确定是同一个体的只有 1 只。考
察队最终认为，在这个区域内，雪豹数量为
9~14 只。

更让人欣喜的是，在冬天最新的影像资料
中，红外相机还记录到了母雪豹带着小雪豹的
场景。之前发现的雪豹个体中，显然并没有包括
雪豹幼崽。

可以说，这些数据大大超出了预期。研究
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雪豹分布面积最大、
种群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境内的雪豹数
量为 2000~2400 只，平均密度为每 100 平方公
里 0.5~0.6 只。“尽管还不能简单地从 40 平方公
里的雪豹密度直接扩大推测至 100 平方公里的
范围，但就以考察的这个区域而言，雪豹的种群
密度非常之大。”连新明表示。

当然，烟瘴挂野生动物远不止于此。此次考
察共发现了雪豹、白唇鹿、马麝、野牦牛、藏野
驴、藏羚羊等 6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兔狲、猞
猁、水獭、藏原羚、盘羊、岩羊、石貂和棕熊等 8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种类之丰富，让专业学者
都觉得不可思议。

得天独厚的生境

如果到过烟瘴挂，才会理解，那里何以成为
野生动物的天堂。

唐亚说，首先是因为其食物来源丰富。事实
上，即便推测也可得知，那里的初级生产力应该
很出色，也就是说，植被充足。只有这样，才能为
食草动物提供足够的食物，进而支撑起食肉动
物的生存。

事实上，植物学考察队伍发现，烟瘴挂峡谷
内部草地几乎没有放牧活动干扰，以针茅、嵩
草、苔草为主的草地质量非常高，草地生产力属
于青藏高原草地生产力最高的区域之一。唐亚
甚至看到一处牧草，人躺在里面会被湮没不见。
那里还分布着极其丰富的植被类型，包括草原、
草甸、山谷草甸、谷坡灌丛等，可以满足不同动
物的食物和栖息地需求。

7 月份是植物生长最茂盛的时候，连片的
花开满山野。烟瘴挂峡谷外，一条不足 1 公里长
的溪流两侧生长着数千株四裂红景天，让唐亚
都直呼罕见。

而这一切得益于这个地区特殊的小气候。
根据杨欣的描述，在进烟瘴挂峡谷之前，两

岸分布有大面积的沙丘地带，而且沙化的趋势
还一直在扩大。然而，进去之后，则是完全不同
的一番景象。

整个峡谷云雾缭绕，宛若仙境，出口处的流

水一年四季不结冰。湿润的气候，常常让队员们
一进去就赶上下雨。

在三江源很多地方进行过野外考察的连新
明也表示，在青藏高原地区，这样的气候条件的
确很特别。

除此之外，鲜有人类的生产、生活干预，也
是这片净土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

杨欣介绍，过去，长江源头地区主要生活着
游猎民族，流动性很大。那里海拔高、温度低，相
较于整个长江流域，降水又少，植被生长也相对
较差，因此，向来人烟稀少。烟瘴挂虽然自然条
件特殊，但由于地势原因，交通不便，很可能因
此“躲藏”了起来。

他在 20 年前遇到过曾在那里居住过的牧
民，牧民告诉他，烟瘴挂尽管草场不错，但野生
动物太多，牧区动物很容易受到袭击，这才离
开。直到现在，在峡谷出口两侧居住的两户牧民
家庭都不会到峡谷里面放羊。

而且，杨欣还提到，该区域的藏传佛教氛围
浓厚，即便资源丰富，也没有人肆意利用。

烟瘴挂就像一本古老的教科书，人与自然
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不干预，
就是最好的保护。

发现还在继续

尽管第一阶段的考察已经结束，但在刚刚
过去的冬天，考察队也没有闲着。杨欣说，2 名
队员在冰天雪地中回收数据，每月一次，每次持
续六天。

因为，就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关于“长江第一
大峡谷—烟瘴挂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评审中，
来自环保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所等研究机构的专家还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扩大调查面积，持续调查时间，从而找到更
准确的科学监测数据。

“如果不是第一阶段已有的大量影像资料，
现场的专家恐怕也不认为我们说的是事实。”杨
欣笑言。

这样的烟瘴挂，谁听着都像是童话。
连新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第二阶段

的考察已经开始，他们在现有营地的一侧，根据
天然地势，划定了近 100 平方公里的相对独立
空间，增设红外相机，重新进行数据采集，希望
在今年七八月份得到更为确切的野生动物尤其
是雪豹的种群密度数据。

完成了《烟瘴挂植被与植物调查》报告的唐
亚则表示，过去，青海地区在青藏高原的研究中
并没有得到过多的重视，对烟瘴挂的考察发现，
希望可以带动更多、更完整的关于长江源例如
整个通天河流域的生态调查，也包括当地经济
发展与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的关系，通过模拟，
预测现在的人类活动对该地区未来的影响。

①烟瘴挂大峡谷
②雪豹
③岩羊
④棕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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