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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GDP万亿俱乐部增至12个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 年南京和青
岛的 GDP 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我国城市 GDP
万亿俱乐部增至 12 个。在万亿俱乐部中，除 3 座
城市来自中西部地区外，其余均来自东部，东部
和中西部城市 GDP 总量差距达到 15.64 万亿元。

从 2016 年万亿俱乐部各城市的增幅来看，
重庆的 GDP 增幅达 10.7%，是唯一一个达到两位
数的城市，杭州、深圳和天津的增幅均超过了
9%，12 座城市中增幅最小的北京也达到了同期
全国 GDP 增速的 6.7%。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
庆 4 座直辖市外，其余 8 座 GDP 万亿城市对全
省 GDP 总量的贡献率平均达到了 24.51%。

2017 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公布

近日，人社部印发《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
版）〉的通知》，正式公布了 2017 年版国家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此次药
品目录调整由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近四千名
临床医生、药师以及医保管理专家通过多轮评审
产生。据悉，这也是我国医保药品目录自 2009 年
以来，时隔 8 年的首次调整。

西药和中成药部分共收载药品 2535 个，较
2009 年版目录增加了 339 个，增幅约 15.4%。其
中西药部分 1297 个，中成药部分 1238 个（含民
族药 88 个）。

支付宝可异地续签港澳通行证

2 月 21 日，支付宝宣布，109 个城市接入支
付宝系统，可实现异地办理港澳通行证续签业
务。支付宝方面表示，未来将继续携手中国邮政
速递物流，将这项便民服务覆盖到更多的城市。

目前，异地续签覆盖的地区有广东、贵州、广
西、福建、重庆、河南、安徽等地。办理时，用户可
以登录支付宝—全部—城市服务—港澳通行证续
签，按照指引填写个人相关信息，完成在线缴费即
可，整个申请续签过程不到两分钟。此外，通过支
付宝底部的朋友 tab，搜索“邮政速递便民通”，也
可以进入同样页面流程。港澳通行证异地续签解
决了用户必须返回原籍办理的困扰。

环保部调整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环境保护部日前印发通知，为推动地方政府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将在开展城市空气质量客观
状况排名的基础上，对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程度进
行排名。

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
化程度排名方案》，适用于国家对全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半年度和年度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程
度的排名，以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变化率作为指
标。国家将公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程度排
名情况，包括改善程度相对较大的前 10 个城市
名单和恶化程度相对较大的前 10 个城市名单。

（周天整理）

看点

一百年前，美国的一支探险队在高黎贡山地区采集了一个成年雄性长臂猿标本。这只长臂
猿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两条白白的眉毛，这么多年来，没人知道它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2017年初，“它是谁”这个问题终于被中国科学家领衔的国际科研团队终结了。

故事的开始是在 1916 年 3 月，美国自然历
史博物馆派出了一支探险队，从香港经福建进入
云南，一路往西，采集动植物标本。1917 年 4 月 8
日，Roy Chapman Andrews 和 他的夫 人 Yvette
Borup Andrews 在高黎贡山红毛树（地名）采集到
一只成年雄性长臂猿标本。这只长臂猿最特别的
地方，就是那两条白白的眉毛，他们将其鉴定为
白眉长臂猿。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只长臂猿有了新的身
份，它被确定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新种———“高黎
贡白眉长臂猿”，也叫天行长臂猿。

但是，让科学家担忧的是，人类才刚刚认识
它们，就有可能很快失去它们。因为，目前它们在
高黎贡山的种群数量只有 100 多只，片段化分布
又非常严重，完全处于濒危状态。

万年前，它已成了它

在生物学界，普遍认为对人类的表亲———灵长
类动物的认知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水平，任
何一个全新的发现，无疑都是激动人心的。这也意
味着，发现过程本身非常艰难。

1967 年，澳大利亚分类学家科林·格罗夫斯第
一次提出，白眉长臂猿拥有两个不同的亚种。他把
伊洛瓦底江的最大支流亲敦江作为这两个亚种的
地理区隔，以东的是东白眉长臂猿，以西的是西白
眉长臂猿。

从外观特征看，东白眉长臂猿的成年雄性具有
两条明显分开的白色眉毛，下颚上经常有白毛，阴
毛为白色，成年雌性四肢颜色比身体其他部位颜色
偏淡。而西白眉长臂猿的成年雄性白色眉毛不能截
然分开，中间有白色毛发相连，下颚上白毛较少，阴
毛为黑色或灰色，成年雌性四肢颜色与体色相近。
2006 年，IUCN 灵长类专家组会议认定它们之间
的差异已经达到了两个独立物种之间的水平。

不过，在此之前，科学家所能依照的分类学证
据只是白眉长臂猿的标本，而且数量非常有限。直
到现任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范朋飞在野外
第一次遇见它们。

过去十几年，范朋飞从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到
大理学院，再去中山大学，却始终没有离开过长臂
猿。他是对分布在中国的所有 3 属 6 种长臂猿全部
进行过野外调查的国内第一人。

分类学并不是范朋飞的主要研究方向，那时候
的他无法想象，自己可能遇上一种全新的长臂猿物
种。对他来说，发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完全是个意
外之喜。

从推测到证实

范朋飞第一次见到东白眉长臂猿是在 2007
年，此后，他一直在高黎贡山持续观察和研究白眉
长臂猿的行为、生活史，他隐约发现高黎贡山的白
眉长臂猿不同于典型的东白眉长臂猿已经是 2010
年以后的事了。

经过不断的积累，团队在高黎贡山地区总共拍
摄到了十几只来自不同种群的东白眉长臂猿的野
生个体照片。他们这才确认，该地区的长臂猿外形
特征与典型的东白眉长臂猿不一样！

范朋飞说，虽然都有着标志性的白色眉毛，但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眉毛并没有东白眉长臂猿那
么厚重。雄性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下巴上没有和眉
色配套的白胡子，而雌性的白眼圈也不像东白眉长
臂猿的那么浓密。

这些普通人眼里无疑会被错过的细节，对科学
家来说却是重磅证据。范朋飞推测，它们可能是一
个新种，只是仅有这些形态学的证据还不足以支持
这个想法。

于是，他开始着手联络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的导
师蒋学龙和师弟何锴，由他们从分子遗传学角度搜
集证据，另一方面，研究团队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寻
现有的白眉长臂猿标本做更为详细的对比。

来自国际同行的帮助，为团队的研究提供了尽
可能多的标本证据，科林·格罗夫斯甚至提供了 50
年前最初描述东白眉长臂猿的所有原始记录。

最终，来自分子遗传学的分析结果让这个推测
彻底变成了可靠的结论。让科学家感到意外的是，
尽管两者之间的外形差异不那么显著，但这个物种
与典型的东白眉长臂猿在大约 49 万年以前就已经
分化了。

“要知道，它已经远远超过了某些亚洲灵长类
类群的分化时间！”范朋飞兴奋地解释，在亚洲的灵
长类中，这个时间尺度也是比较长的了。比如，白头
叶猴和黑叶猴的分化时间是在三十多万年前，怒江
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分化时间不过二十几万年。

研究人员表示，这两种白眉长臂猿的分布很可
能是以伊洛瓦底江的源头之一恩梅开江为界，高黎
贡白眉长臂猿主要分布在恩梅开江以东的高黎贡
山，这也是它模式标本产地。

磨人的“习惯化”过程

关于科学家为什么没能第一时间就发现高黎
贡白眉长臂猿的不同，他们的确很认真地解释过。

范朋飞说，野生动物根本不可能乖乖地让你整
天对着它们观察、拍照，这不难理解。即便是表亲，
聪明又敏感的灵长类也不会给人类任何“优惠”，一
紧张，它们就会迅速逃跑。因此，所有的观察都基于
该动物能够熟悉科研人员的存在，相信他们不会威
胁到自己。这个过程也被称为“习惯化”。

可要想“习惯化”，灵长类是一件非常磨人的
事，长臂猿更难。蒋学龙坦言，这项研究周期很长，
可能很久都没什么成果。

“因为长臂猿种群里的个体数量非常少，而且
它们整天挂在高高的树冠上。”他说，很多针对灵长
类的习惯化过程会采取投食或者半投食的方法，比
如猴群，它们不仅家族庞大，且可以适应地面生活，
食物吸引可以加速它们对科研人员的熟悉，但长臂
猿无法地面活动，根本没有投食的可能性，况且，投
食可能对灵长类的行为产生影响。所以，直接跟踪
是唯一的办法。

说起来，范朋飞对于灵长类的习惯化还是很有
经验的。2003 年，他就跟随导师蒋学龙第一次接触
到长臂猿。

蒋学龙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和国际灵
长类科学家一起在无量山研究黑冠长臂猿。一直以
来，长臂猿被公认为有着特殊的一夫一妻制的社会
结构，但在 90 年代末，蒋学龙研究确认了黑冠长臂
猿是一夫一妻和一夫二妻这两种社会结构共存的
物种。这项研究至今都还没有终止。他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黑冠长臂猿的社会结构比我们过去认
为的还要复杂，且原因尚不清晰。

此后三年里，范朋飞和导师在无量山成功习惯

化了世界上第一群西黑冠长
臂猿。可即便如此，团队刚接
触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前三
年，收获并不大。直到 2010
年，他们才在高黎贡山东坡习惯化了第一个种群。

“其实也没什么成功的秘诀，无非就是和它们
共同生活，又不干扰它们。”事实当然没有范朋飞说
的那么轻松，他们每天比森林里的这些家伙起得
早、睡得晚，只要它们开始活动，科研人员就坐在树
下静静地观察，它们到哪儿，科研人员就跟着去哪
儿。日复一日，坚持不懈。

为了搜集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团队还要寻找不
同的种群。这一点，当地老百姓也不得不佩服他们，
因为野生长臂猿个体实在太少见了！

科学家主要依靠的方法是跟踪长臂猿的鸣叫
声。范朋飞解释，长臂猿简直就是哺乳动物里的“歌
唱家”，尤其喜欢清晨鸣叫，叫声响亮，这也是它们
的一种特有行为。“雄性这么做，有的是为了宣示自
己的领地，有的是告诉雌性自己仍然单身，还有的
是为了和伴侣一唱一和，以显示夫妻关系的稳固。”
时间久了，科学家可以判断长臂猿各种叫声代表的
含义。除此之外，他们也会通过定位长臂猿喜欢吃
的食物、过夜的地点寻找它们。

让范朋飞有些遗憾的是，有一个从 2012 年 3
月一直跟踪到现在的种群，整整五年了，依然没能
被彻底习惯化。“这可能是因为这个群体曾经遭遇
过人类的伤害，让它们印象深刻，所以它们对人极
其不信任。后续成功的可能也比较渺茫了。”

其实已处“极危”

就在 1 月 11 日《美国灵长类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Primatology）正式在线刊登了这项重要
的科研成果之后一周，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
灵长类科学家在科学子刊 Science Advances 发表
了一篇长文《迫在眉睫：世界灵长类的灭绝危
机》，农业扩张、森林采伐、交通设施建设、盗猎这
些因素让 60%的灵长类动物直接面临灭绝风险，
75%的灵长类种群数量不断下降。高黎贡白眉长
臂猿当然也不能幸免！

实际上，此前全世界 4 属 16 种长臂猿已经全
部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成为了独立的新种，
生存状况就需要重新评估。

目前，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只有 100
多只，生存状况非常不乐观。

之所以这么说，范朋飞发现，这种长臂猿的栖
息地海拔跨度很大，甚至包括海拔 2700 米的森林。
作为一种热带地区的物种，高海拔的冬天对它们来
说是很严酷的考验。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依赖果实为生，可在海
拔越高的地方，食物的季节性越强。高黎贡山
的冬季甚至会下起雪来，没有果实，它们只能
改吃树叶。

这也直接导致了这个物种的繁殖周期要比其

他生活在热带地区的长臂猿更长。范朋飞指出，一
般而言，雌性长臂猿两到三年就会繁殖一胎，但根
据在高黎贡山的观察，这里的长臂猿四到五年才繁
殖一胎，有的甚至更久。

再加上，长臂猿通常都是一夫一妻制的社会结
构，种群数量增长本身就比较缓慢。综合这些因素，
他认为这个物种特别容易受到环境的威胁。

目前，科学家们并不能确定高黎贡白眉长臂猿
这些特殊的生活习性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除了
主动适应的可能，范朋飞怀疑，这也许是被迫迁移
的结果。由于人类活动的不断干扰，导致高黎贡白
眉长臂猿只得放弃自己所熟悉和习惯的栖息地，退
而求其次。

这也是他目前最主要的研究方向，生态环境因
素如何影响动物的行为、社会结构等等。而这些研
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转化为保护———知道它们最
喜欢生活的地方，才能了解需要保护的栖息地范
围；知道它们最喜欢的食物类型，才能有针对性地
保护森林里关键的食物资源；知道那些隔离的小种
群之间是如何进行基因交流的，才能发现怎样建设
和保护那些关键的廊道……

最让范朋飞感到担忧的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
的一个主要种群分布中缅边境一带，是在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以外，不加控制的人类干扰将严重影响到
它们的生存。

“希望借助这次新物种发现的契机，让更多人
关注这个物种，我们也建议将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
受威胁等级至少从‘易危’提升到‘濒危’。事实上，
仅从中国境内的数量来看，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
处于‘极危’状态。”

范朋飞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高黎贡山地区
的长臂猿研究只是开始，除了持续观察、监测习惯
化的种群，研究团队正在计划对中国境内分布的所
有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重新进行一次普查。此外，
2015 年，他还和几个朋友一起创立了大理白族自
治州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云山保护），开展
各种科普传播工作。他们期待更多大众能够理解，
保护长臂猿这样的濒危旗舰物种，最终是为了保住
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西南原始森林生态系统！

当被问到，是什么让他对野外研究如此痴
迷，范朋飞回答，是珍妮·古道尔的《黑猩猩在召
唤》启迪了他。那些树冠上愉快的“歌唱家”仿佛
就在向他召唤，让他永远心存希望！

（绘图 / 李茜 供图 /云山保护）

2 月 21 日中午时分，北
京鸡年的第一场雪姗姗来
临。下雪尽管会造成交通拥
堵、事故增多，但久不下雪
的日子突然降雪还是让人
兴奋，原因固然在于雪实在
是一种能够令人产生许多
情绪的刺激物。看着玉一样
纯、银一样白，飘飘洒洒、纷
纷扬扬，从天而降亲吻久别
的大地的雪，人们除了赏雪
吟雪外，还会有多种有情有
致的生活。

儿童的打雪仗、堆雪人
是必然的，成人的“晚来天欲
雪，能饮一杯无”则是醉人
的。不过，这几年冬天下雪最
让人动心的是，冬天终于有
点像冬天的样子了。月有阴
睛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天有
春夏秋冬。在什么季节就该
有什么季节的样子，也该做
什么季节的工作和干那个季
节的活，正如春种秋收。

不过，北京的下雪也让
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和联系到
全球变暖。北京和华北地区
好几年没有下过痛痛快快的
大雪是不是全球变暖的结果
之一呢？这个事情在中国有
争论，在全球也有争论。

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信息
称，2016 年成为有气象记录
以来最暖年，也成为我国平
均气温为 1951 年以来第三暖年；我国气候
总体上呈现出强降水增强、区域性干旱加
重、台风增强、西北气候暖湿转型等特点。这
个总结当然没有给出北京和北方少雪与全
球变暖的关系，但是世界气象的数据给出了
一些答案。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公报表明，全球表面
平均温度已经连续 3 年创新高。2016 年，全
球表面平均温度比 1961 年至 1990 年平均
值高出 0.83℃以上，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
1.1℃。各国的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其中，俄罗
斯北部的鄂毕河河口和新地岛附近地区的
气温比常年高出 6℃至 7℃；美国阿拉斯加
和加拿大西北部等地的气温偏高 3℃以上。
海洋升温致使南极和北极地区的海冰面积
缩减严重。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已
超过 400ppm（1ppm 为百万分之一）警示线，
甲烷浓度也飙升破纪录。

国际期刊《气候变化》上的一篇最新文
章称，平均而言，2015 年阿尔卑斯山的雪季
开始时间比 1970 年晚了 12 天，并且提前 26
天结束。阿尔卑斯山的雪季全年减少 38 天，
意味着从全球范围看，气候变化不仅正在融
化着从美国犹他州到南美玻利维亚的滑雪
斜坡，现在欧洲也成了另一个“受害者”，因
为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气候变暖速度差不多
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2 倍。

该文的研究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研
究人员都毫不犹豫地认为，雪季和下雪减
少以及 2014 年至 2016 年连续 3 年刷新全
球年平均气温纪录，是人类排放温室气体
造成的气候变化与厄尔尼诺事件共同作
用的结果。

但是，人类要对下雪减少负多少责
任，这个事一直都还在吵架。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定，人类活动对
全球变暖有主要贡献。而最近，美国国家
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主要科学家
之一、约翰·贝茨博士则向英国《星期日邮
报》出示证据，证明过去 NOAA 发表的一
份报告依据的是误导性的、“未经证实的”
数据，该报告称全世界气温升高的速度超
出了科学家的预测，旨在最大可能地影响
出席 2015 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
会的世界领导人，包括巴拉克·奥巴马和
戴维·卡梅伦。

科学的争论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显然也需要时间检验。但是，在中国和世
界好些地方好几年没有看到大雪之时也
应当看到，人类的行为确实对气候变化产
生了影响，减少这种影响，让气候回归自
然之道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人们乐于看到
的。冬天下大雪不仅烘托人们生活的情绪
和产生别致的生活方式，更是潮涨汐落自
然规律的体现，并且在总体上不仅有益于
人类，也有益于生态自身。

冬天的大雪当然体现在大雪兆丰年。大
雪不仅为土壤增添肥料（雪中含有很多氮化
物），还可以保暖土壤，积水利田（积雪层对
越冬作物具有防冻保暖作用，春天雪融后水
留在土壤里也为庄稼浇水），而且还能冻死
害虫，有利农作物。尽管雪盖在土壤上起了
保温作用，对钻到地下过冬的害虫暂时有
利，但化雪会从土壤中吸收许多热量，使得
土壤会变得异常寒冷，从而冻死害虫。

下雪了，不仅人欢歌笑语，就连大地
万物和生态都欢畅扬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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