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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武是一个
远近闻名的“兰花
情人”，他爱兰花，
寻找兰花，欣赏兰
花，也长期致力于
兰科植物的分类学
研究。

“

多年来，张晓平和他的团队在推广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值
得庆幸的是，他们的呼声正日渐得到社
会各界的重视。

团队

“兰花情人”李剑武
姻本报记者王晨绯

云南历来有“植物王国”的称号，植物资
源相当丰富，其中兰科植物达到中国兰科种
类的近二分之一。西双版纳地处云南南部，为
中国少有的热带雨林，在这片湿热的土地上，
滋润了极其丰富的兰科植物资源。作为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的青年科技人员，李
剑武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兰花情人”，他爱兰
花，寻找兰花，欣赏兰花，也长期致力于兰科
植物的分类学研究。

粗犷的兰花使者

李剑武是个典型的云南汉子，皮肤黝黑、
性格粗犷、不拘小节，很难把他和幽香清远、
雅洁脱俗的兰花关联起来。不过，他确实是西
双版纳地区最熟悉兰花的人之一。

李剑武从事植物分类研究。在被问及宏
观分类日渐式微的今天，为什么还选择从事
该方面研究时，他的回答诚恳、朴实：“分类学
是其他研究的基础，虽然目前潮流都在做微
观研究，但基础总得有人做。”

兰科，作为世界上的大科之一，约 800
属超 25000 种，在 2009 年出版的 Flora of
China, Volume 25 中提到中国有 194 属 1388
种，不包含之后发现的丹霞兰属等。而在
2014 年出版的《西双版纳的兰科植物多样性
和保护》一书中提到西双版纳具有兰科植物
115 属 428 种。

在近期刊出的 《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
上，李剑武发表了 2 个新记录属（固唇兰属
及栖林兰属）和 6 个新记录种（滇南固唇兰、
栖林兰、泰国牛角兰、景洪白蝶兰、三脉贝母
兰及浮萍毛兰）。这代表着中国兰科植物属
增加到 198 属，西双版纳的兰科也增加到
117 属 434 种。

做兰科植物的分类学研究，常常需要出
野外。野外工作很辛苦而且危险，长期野外考
察，李剑武晒出一身健康的黝黑色。

“我们有次在中缅边境进行野外科考，共
采集标本 300 多号，种子 50 余份，其中部分
为新种或新记录，收获颇丰。”那次科学考察，
李剑武等人昼夜兼程、克服了艰苦的食宿条

件，整整走了 11 天。

和袋距兰的奇缘

2008 年底，李剑武和朋友一起去云南西
双版纳曼点瀑布游玩时，在河边的一株榕树
上，发现有十几株像蝴蝶兰的兰花。

“当时发现这些兰花已经有了很多种子，
只是种子还很嫩，估计刚过花期不久。”他拍
了几张照片，就没有再理会。游玩回来鉴定照
片的时候，他发现和国内记载的蝴蝶兰属及
尖囊兰属里竟然没有能够对得上的。

“当时感觉非常遗憾，怎么就没有采一
株回来呢！也好等开花了再鉴定，也许这是

个新记录或者新种，甚至新属呢？！”李剑武
捶胸顿足。

2009 年 5 月份，应西双版纳纳板河流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朋友的邀请，他又一次到
曼点瀑布附近做科研样方布置。午餐时，正好
就在之前那棵榕树下用餐，他突然想起那株
曾经查不到的兰花。征得保护区的同意后，他
采了一株回来用碎砖、碎木屑、水苔栽种，每
天喷水，悉心照料。

“6 月中旬，我看到根部发出了一个花序，
从此每天晚上都把它放到卧室里，白天又拿
出来晒太阳，生怕被蜗牛吃了，就这样天天看
着一个个的花苞长大。”一直到 8 月份，李剑
武才终于迎来了第一朵花———果然，国内资

料从未记载！
他把照片发给同行叶德平看。叶德平提

示他，在 Seidenfaden 编写的 Opera botanica 里
的 Lesliea 属和这个有些像。

“他把书复印了一本送我，我根据书里拉
丁文特征描写，断定我手上的这个种就是
Lesliea，一个新记录属。”李剑武心里一阵兴
奋，准备材料想把它压成凭证标本，可转念一
想，现在才开第一朵花，压了怪可惜的，应该
等它多开点花，好好欣赏一番再压。

接下来需要出差 10 多天，临走前担心兰
花怕缺水干死，李剑武小心翼翼地把娇贵的
兰花放在一个阴凉的、能接收到露水的地
方。没想到出差回来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
一个噩耗：植株不见了，只剩下一点点的根，
边上还有几只蜗牛，花盆里满是蜗牛爬过的
痕迹。

“气得我抓起那几只蜗牛狠狠地摔在地
上———辛辛苦苦照料了 3 个月，最终还是没
能逃脱恶运。”李剑武惋惜极了。

到了年底，再次应保护区的邀请去做样
方的时候，李剑武满心欢喜地跑到那个地方，
发现那棵榕树已经不在原地了，被洪水冲到
了几十米外的河边，树上什么都没有了，就连
树皮都被洪水刮走大半。

“我马上找遍了周围的树，除了太高的看
不到外，都没有找见 Lesliea 的影子。我心想可
能这个种永远也不会记载在中国国土上了
吧。”他失望至极。

2010 年 9 月份，他和朋友再次来到曼点
瀑布玩，就在瀑布边的一棵树上，发现一枝条
上面有株正在开花的兰，用单反相机镜头拉
近一看，竟然就是苦苦寻找的 Lesliea！欣喜若
狂的他马上拍照，并采集了凭证标本。

2011 年底，这个种终于在国内有了一个
名份———袋距兰。相关文章发表在《植物分类
与资源学报》2011 年第 6 期，中国兰科一新记
录属———袋距兰属。

这样曲折的故事，在李剑武的寻兰途中
常常发生。虽然别人认为他的工作辛苦又危
险，但他们其实不懂他也在享受着这样一个
艰辛又充满惊喜的过程。

雾霾肆虐，东北也不能“幸免”。
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

制”专项研究组发布的监测结果显
示，机动车、采暖、餐饮排放和秸秆
焚烧对强霾污染的贡献最大。已有
的研究表明，吉林省雾霾事件与秸
秆焚烧密不可分。

“与传统的耕作方法相比，保
护性耕作的核心技术就是秸秆还
田。要防治雾霾，保护性耕作技术
是减少秸秆焚烧的有效途径。”中
科院东北地理所研究员张晓平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多年来，张晓平和他的团队在
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道路上不
遗余力。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呼
声正日渐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传统耕作急需改变

吉林省是产粮大省，耕地面积近 400 万公顷，其主要
作物为玉米。2013 年玉米产量为 500 多亿斤，秸秆量在
600 亿斤左右。近年来，吉林的玉米单产和总量在逐年上
升，秸秆的生物量也在逐年提高。

尽管近年来秸秆发电，做生物燃料、建材制品等产业
发展迅速，但由于受制于高成本，一直没有大范围展开。目
前，吉林大约有 30％～50%的秸秆，即近 200 亿 ~300 亿斤
的秸秆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那么，这么多秸秆最终都去了哪里呢？大部分被直接
烧了。

在张晓平看来，根源还是在于传统的、粗放的耕作方
式———其长期以来造成农田土壤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生产力
下降、沙尘暴和雾霾天气频率和强度增加、生态环境恶化。

“一方面使土壤退化，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了吉林省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严重破坏了吉林省的生态环境。”

“从长远来看，要发展现代农业，应优先推广保护性耕
作技术。”张晓平说。

保护性耕作优势明显

张晓平介绍，保护性耕作是北美科学家发明的一种新
型耕作方法，是以保护和持续利用农田土壤为目标的耕作
技术体系，它有别于传统的耕作方法，主要包括免耕播种、
施肥、化学除草、秸秆还田以及秸秆处理等技术。与传统的
耕作方法相比，保护性耕作的核心技术就是秸秆还田。

秸秆还田具有明显的保水固土效果，可减少风蚀和
水蚀，同时还可增加有机质含量和土壤肥力，提高粮食
产量，以达到保护和持续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由于保
护性耕作的先进性，这项技术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之为

“耕作革命”。
据张晓平介绍，保护性耕作技术投入低，节省劳动时

间和强度，同常规耕作技术相比，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优
势。如果全省 400 万公顷耕地的一半实行保护性耕作，仅
减少耕作次数一项改革，就可为吉林省的农业生产节约机
耕费用 6 亿元（按每公顷节约 1500 元计算），实现低碳清
洁农业生产。

“免耕就是保护性耕作的一种。”张晓平说。免耕主要
包括以下关键技术：秸秆 100％还田条件下进行播种；采
用联合作业播种机，在不拖移地表残留物的前提下开沟播
种、覆土和镇压，施肥与播种同时进行，一次完成作业；化
学除草和防虫。

张晓平强调，免耕播种机的使用，还有助于水土保持。
大量的秸秆留存在地表，可以为蚯蚓等动物提供食物。蚯
蚓的数量增加后，其在地表活动时形成的孔隙，有助于将
雨水引入地下。此外，玉米本身的根系腐化后可形成更大
的孔隙，也有助于土壤涵养更多水分。

“它完全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不再进行中耕作业，
减少土壤的扰动。这样既可减少作业次数，节省人力物力
和燃料，减少废气的排放，又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保存。”
张晓平说。保护性耕作技术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经是
非常成熟的技术，推广面积已经达到耕地面积的 40%左
右，但在我国还是刚刚起步。

发力关键设备国产化

在多年农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中科院东北地理所在
黑土保护性耕作研究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截至目
前，该所黑土保护性耕作技术已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免耕播种的核心设备是免耕播种机，从 2001 年起，
我们开始在德惠黑土区进行长期的定位实验，已连续进行
了 13 年，关键设备已实现了小型化和国产化。”张晓平介
绍说。为了推广免耕播种机，他们将技术以无偿的方式提
供给协作单位康达农机公司，生产出第一代免耕播种设
备，并进行推广。目前该公司生产的这种免耕播种机，每年
有两三千台的销量。

在研发免耕播种机的同时，张晓平团队还建立了一套
适合吉林省黑土区的技术体系。2007 年他们在梨树县梨
树镇高家村建立黑土保护性耕作技术示范区，截至 2013
年在梨树县推广面积已经达到 300 公顷。

目前，张晓平团队的这套技术在吉林省梨树县、德惠
市、九台市和大安市数十个乡镇进行大面积推广，农田秸
秆覆盖度达到 30%以上，肥料利用率提高 5%，春季土壤含
水量增加 2%~8%，耕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增加 7%~30%，风
蚀和水蚀强度减少了 80%，黑土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
善，农机实现产值超亿元。

“在第一代免耕播种机问世，并不断在东北地区推广
后，我们进行了设备的升级改造，致力于开发更高效、省力
的第二代免耕播种机。”张晓平介绍说。在第一代产品基础
上，经过他和团队近 5 年的生产实践，目前新一代免耕播
种机已经问世。

“我们预计，保护性耕作会在不久的将来大面积取代
传统的耕作方式，免耕播种机也将会全面取代已使用了数
千年的老式三角铧犁播种机。当然，我们也希望地方政府
进一步加大保护性耕作的示范区域，同时给予从事保护性
耕作的农民一定的补贴，让这项技术能够更快地得到推
广。”张晓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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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花园》，它的秘密就在于它展示的
是人最内心深处的情感。它运用的是投射技
术，投射是指与个体的兴趣、愿望、恐惧和期
望一致的知觉客观刺激的过程。读者通过任
意选择颜色来填充图案，依照了自己的喜好
将欢乐的、悲伤的情绪表达出来。而这些绘
画的材料是相对模糊的，读者可以自由进行
创作，无正确错误之分，它主要反映了人格
倾向和情感状态，在不同程度上也反映认知
过程和风格。

那么为什么要表达出来内心的情感呢？
这其实是一种问题外化的形式，只有将内心
积压已久的情绪展示出来，你才会分析问题
的来源及找到解决方法。在绘画治疗上，治
疗师就是通过你的绘画作品看到了你的问
题，从而进一步帮助你解决问题。

然而，我们自己不是已经在头脑中对自
己的问题分析了十次甚至百次了吗？为什么
要通过绘画形式来复制这样的行为呢？因为
绘画的这种形式可以帮助你建立平心静气
的好奇心，将问题从脑中拿出来，以绘画的
方式来客观看待问题，将会看得更清晰明
了。

将我们大脑的思维转换成一个独立的
实体来观察，这对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来
说，是个强有力的策略，而这就是 ACT（思维
的适应性控制）理论中重要的策略———认知
解离。《秘密花园》的读者反馈中，我们看到

有大部分人评价说能让自己平静下来，沉浸
在绘画之中。这就是认知解离功效的体现，
通过绘画将情绪和思维分离开来，更有助于
治疗。

那么，《秘密花园》绘画治愈的魔力，它通
过绘画的图案，具体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绘画治疗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曼陀罗绘画，
最早由荣格发明。他认为，曼陀罗绘画具有整
合心理分裂、增强心理和谐与人格完整的功
能。国外已有较多关于曼陀罗绘画的研究，在
治疗方面的研究表明，Curry 等人发现曼陀罗
与结构性的涂色有助于减少焦虑情绪，而且
曼陀罗绘画比结构性的涂色效果更好。Pisarik
等人采用前后测研究方法，发现被试者在绘
画曼陀罗后，自我觉察及主观幸福感具有显
著提高。而《秘密花园》里面的多种图案中，就
有类似曼陀罗的图案，读者通过给其填充自
己喜欢的颜色，就能够实现自我治愈。

市面上，有很多类似填充图画的书籍，
为什么唯独这本如此出众呢？除了绘画治疗
的功效之外，与此书精美的图案设计、纸张
的高品质，以及绘画后可以拿来当作家中装
饰摆设等等的因素都有关系。当你用彩笔沉
浸在高档艺术品中时，想不画好都难呢，那
么便会更加投入其中，这种艺术创作情境带
来的强大功效便突显出来，所以你怎么会不
想天天都享受这秘密花园之旅呢？

（选自中科院心理所所刊）

所刊

最近 ，有朋 友 从位 于 明 尼苏 达 的
Mayo Clinic（梅奥医学中心）过来，我们几
个教授晚上一起聚餐聊天，话题始终围绕
着梅奥。

梅奥医学中心在美国鼎鼎大名，成立
于 1863 年，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私立医院，
拥有自己的医学院和数十家医疗诊所，在
医疗护理、医学研究和教育领域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2014～2015 年全美最佳医院排
行榜上位列榜首。

在梅奥工作的这位老兄讲了几个他
亲身经历的例子。不久前，有一位从中国
来的富豪，被国内的一家大牌医院诊断出
胃癌，于是来美国寻求治疗。梅奥对这名
病人进行了检查，病理专家进行了细致的
会诊，最终结论排除了胃癌。病人不相信，
拿出国内检查的所有片子和资料给医生
们看，梅奥的医生看完后告诉病人，前面
医院的诊断有误！梅奥的这个结论可把我
们这位“土豪”乐坏了，他老人家立即下餐
馆美美地吃了一通，回国前潇洒地在“美
帝国主义”的领土上旅游了一圈。

还有个例子也有点意思。一个老友多
年肠道不适，他在美国东海岸工作，在一
家名医院治疗了 5 年，毫无改善且每况愈
下。最近他找到梅奥看病，梅奥的一个内
科老医生花了很长时间仔细检查了各张
片子，最后得出结论，这不是一般的肠道
炎症性疾病，而是结肠的某一环节在收缩
蠕动上有功能性紊乱。在明确了病灶后老
医生给予了治疗，而且还别出心裁地提出
了一套简单的训练方法，没过几周就把这
位饱受折磨的病人给治好了。

餐桌上几个教授都是医学背景，在美
国跑过很多“码头”，大伙儿七嘴八舌，把梅
奥跟其他几个美国的顶级医学单位作了
比较，分析它到底牛在什么地方。大家总
结了梅奥的几个长处：

譬如拥有一大批几十年如一日在梅
奥工作的老牌医生，他们医术精湛且精益
求精；

治疗过程中各科医生之间的合作配
合默契、紧密无间；

医院行政和配套服务高效运作，对医
生的支持精准到位、丝丝入扣……

跟别的行业一样，医疗有自己特有
的人文体系和运行规律，一个成功的医
疗机构，多半都是遵循了系统内这些规
律，在重要的路线和节点上把工作做好
了。梅奥的地理位置在明尼苏达州的罗
切斯特小镇，这种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远离都市不说，一年差不多有一半时

间天寒地冻，夏天又热得要命，为什么偏
偏能在这种地方，梅奥医学中心一待就是
150 年，而且越待越红火？

回到了“文化”二字。把一种工作的品质
做到极致，做得天长日久，本身就是一种文
化。梅奥建立的就是一种专业精神为核心构
成的高品质医疗文化，严格地讲，这种文化
不是建立的，而是与生俱来，由漫长的岁月
酿造和完善的。有了这种文化，其他资源都
会来———人才、钱财、技术、市场、发展机会。
事实上美国有不少一流的高校和研究机构
都地处偏僻的小城镇，跟那些车水马龙的大
学府和大机构不同，这些“百年老店”安安静
静地在小地方做学问，做教育，做医疗。它们
产生思想，产生技术，产生机会，因此在哪里
发展都行，哪怕在北面的明尼苏达。

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我们没有
足够的人文资本开展“梅奥医学中心式”的
卓越医疗服务和科研，尽管“追求卓越”一
直是我们所有的医疗机构和大学的愿景。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家
庭必然也是该国中产阶级中的精英部分，
但中国尚未达到这一点。我们大学教授的
生活水平也许超过了一些城市平民，但其
经济收入以及思想境界远未达到真正意义
上的一个“底蕴厚实”的中产阶级阶层。同
样，最容易培养成中产阶级的大学毕业生，
尽管他们中不少人瞄准了比中产阶级更高
的目标在努力，但大部分人集中在机会多
的大城市，在畸形的高房价和高消费的挤
压下，最后还是进入平民阶层。如此循环往
复，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平民化，社会中产

（以上）阶级终究无法产生中国未来高品质
文化的倡导者和守望者。

留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的三四百万
科研人员，以生存为目的的科研工作还是他
们职业的主旋律，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来
说，一项项课题一篇篇文章一场场考核，意
味着房租的支付、职称的晋升、家庭和社会
地位的提高。即便是海归，其中相当一部分
人仍以生存为第一目的。当然我们不是没有
科学家能够苦心孤诣一辈子的，在我们的上
一辈科学家中，很多人在偏远的地方，或者
在大地方的一个冷清的实验室安安静静几
十年如一日，自得其乐地做学问，但这样的
人和氛围在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有了。

当我们的社会中产阶层仅占着人口比
例的百分之几到十几，当我们的知识分子
还无法在中产阶级中成为主流，当我们的
高校中还充斥着等级符号和如何快速上位
的“成功”思维时，我们距离专业精神的生
根发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专业精神从哪里来？
姻贾伟

杂谈

李剑武

近期国外畅销的一本《秘密花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风靡中国大
半个江山。这是一本什么书呢？它是一本黑白画集，读者可以任意挑选颜
色为其着色，这个秘密花园里藏有各种可爱的动物和让人着迷的风景。

《秘密花园》是英国插画家乔汉娜·贝斯福创作的成人版涂色书，上市
不到两年，已销售近 150 万册。在英国《卫报》官网上，有读者称一位被诊断

为癌症的母亲，因
为压力陡 增 而 变
得压抑，后通过成
人涂色书获得了恢
复。另一名网友也
说涂色像“艺术疗
法”一样帮助母亲
走出了亲 人 亡 故
的悲伤情绪，而他
自己接触 涂 色 后
也被吸引，由此开
始了系统 学 习 画
画的历程。

那么，为什么
仅仅通过 给 单 一
颜色的图案涂色，
就产生如 此 好 的
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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