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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氏脸虎

看到一幢幢建筑拔地而起，白头硬
尾鸭不得不从美妙的梦境进入了残酷
的现实：或许不久，这里会成为人们休
闲娱乐的水上乐园，或许会成为所谓的
观鸟胜地。

中国的濒危物种都生活在哪里？过得怎么
样？还有多少活着？由于一直以来，缺乏公开、
完整的数据图景，这个疑问始终困扰国内保护
生物学工作者。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民间机构参与到
“自然观察”的行动中，用科学的方法监测、搜
集数据渐成趋势，保护生物学工作者试图联合
他们的力量，去回答那个疑问。

2016 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北京大学自
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猫盟 CFCA、辰
山植物园、荒野新疆和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
平台，共同发起了自然观察项目。今年 5 月，他
们将现阶段找到的答案编写成了《中国自然观
察 2016》，正式向社会发布，一并公开的还有
那些拥有知识产权的原始数据。

多数濒危物种活得不好

根据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然观察”项目
顾问顾垒的介绍，《中国自然观察 2016》评估
的对象是 1085 个濒危物种的保护状况，包括
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 植物名录》中的
全部物种，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
所有受威胁的中国物种，评估的时间段是
2000 年 ~2015 年。整个评估过程是由大量志
愿者阅读已发表的 14788 篇文献，从中提取出
所需的有用信息。

遗憾的是，根据团队设计的四个评价标
准———种群数量变化、栖息地变化、保护地
覆盖、有效信息，在这 16 年里，1085 个濒危
物种的保护状况变好的只有 102 个，而变差
的有 738 个，剩下的 245 个甚至没有足够的
打分信息。

除了一些明星物种、旗舰物种，野马、白鲟
和白鳍豚被认为已经野外灭绝，四川苏铁等物
种的野生个体数量小于 100，但并没有什么有
效的保护行动，还有黄胸鹀，从无危被吃到了
濒危……

顾垒表示，濒危物种所受到最主要的威胁
是生存环境的改变和丧失，尤其是作为生物多
样性水平最高的陆地生态系统的森林。因此，
森林的变化也是观察的对象。

他们采用了德国的一套名为“全球森林观
察”的遥感数据，通过卫星照片可以获取
2000~2014 年间全球各地树木分布的信息，从
而追溯森林的变化情况。

“总的来说，这些年里全国森林面积下降
了 3~4 个百分点，森林变化最剧烈的省份都位
于中国南方。”顾垒介绍说。2000 年前后，中国
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相继启动，
从分析结果来看，这些国家级工程并没有让中
国的森林总量增加，但是也许减缓了森林减少
的速度。

而报告指出，更迫切需要社会关注的是，
现有的濒危物种保护体系存在很多漏洞。

首先，自然保护区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公立
保护地，对濒危物种的分布区覆盖却严重不
足。截至 2015 年，1085 个物种中只有 66 个物
种栖息地被保护区覆盖超过 5%。

由于濒危物种的自然分布并不均匀，在有
些地方格外集中，这样的地方叫做“热点”。《中
国自然观察 2016》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现了一
些新的热点。而在全国水平上，这些热点被保
护区覆盖的比例只有 3.15%，尤其是环渤海黄
海地区，只有 1%左右。

此外，对于大多数的濒危物种，基础信息
都是匮乏的。在 1085 个物种里，只有 454 个有
足够用于计算机模拟的栖息地分布信息。

更重要的是，报告发现，科研对保护实践
的贡献其实相当有限。因为在 1085 个物种里，
只有 556 个物种是被研究过的，另外 529 个物
种完全没有研究论文。被研究过的文献也主要
集中于明星物种或者有经济价值的物种，且大
多数研究是在养殖场和实验室进行的，真正来
自野外的只占少数。

民间力量是重要补充

不过，顾垒指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民间
机构收集的基础数据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补充。

《中国自然观察 2016》用于物种评估和热
点分析的数据里，小部分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和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
积累，大部分则是在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收集到

的、由民间自然爱好者记录的分布点信息。
比如以栖息地模拟效果最好的濒危鸟类

为例，用于模拟的 13000 个分布点中，只有 300
个来自科研文献，其余全部来自民间收集。

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朱雀会）在
2016 年以“濒危鸟种通缉令”形式展开全国范
围的重点关注鸟种的记录收集。共开展了 15
次濒危鸟种调查，共有 541 人在 2124 个观测
点发布记录，覆盖了所有省市，记录了 1197 种
鸟，还发现了极危鸟类青头潜鸭新的繁殖地。

猫盟 CFCA 的工作弥补了中国野生猫科
动物，尤其是豹的分布信息空缺；荒野新疆关注
着乌鲁木齐周边和天山地区的雪豹种群，还获
得了近些年来国内首个亚洲野猫活体的记录。

除此之外，民间建立和管理的保护地也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包括自然保护小区、公益保
护地、私人保护地和其他类型的社区保护地，
等等。比如，江西婺源县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
护小区，由于顺应了当地群众保护周边自然环
境的要求，很快在婺源县乃至全国得到推广。
现在，全国已经有超过 5 万个自然保护小区。

在民间机构的协助下，通过社区和政府机
构之间签订保护协议形式而确定的社区保护地，
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模式实
践，也对本地环境的保护起到了显著的成效。

保护的世界因参与而不同

就在《中国自然观察 2016》报告发布的时
候，自然观察平台已经将自己拥有知识产权的
原始数据一并公开；来自合作伙伴的数据，也在
获得授权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公开。公众可
以在遵循相应使用原则的基础上，看到它们。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
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吕植说，关于搜集数据、共享、分
析，进而回答保护的问题，这个想法由来已久。

“在保护生物学中，我们通常很难回答一个问
题：某个物种的生存状态究竟怎样？保护是否
有成效？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完整的数据图景。
而这项工作光靠官方科研机构、科学家个人去
完成，是非常遥远的事。”

而近年来，全球各
地蓬勃兴起了公民科
学家队伍，其中一些人
利用业余爱好，掌握了严格的科学方法，投入精
力和时间，搜集并分享数据，用于研究和政策制
定。在吕植看来，至少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工作
并不逊于科学家。

在国内，吕植更习惯于称他们为自然观察
家。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中国自然观察报告
的发布才得以实现。

“不过，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决定公开这
些原始数据的确是经过一些挣扎的。”吕植在
回应中说，如何让这些科学数据更有力量才是
最重要的。“我们只有拿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进
而思考保护的策略，才能让数据真正转化为保
护的成效。”

“事实上，一个物种分布点的信息，也许远
不足以使科学家发表一篇论文，但是仅仅让更
多人知道它们在那里，就有可能给一个物种争
取生存的时间和空间！”吕植表示。

今年 3 月，野性中国在红河上游的河
谷———绿孔雀的最后一片完整的栖息地里找到
了它们的身影。因为那里处于戛洒江一级水电
站的淹没区，民间机构和大量公众都参与到了
呼吁拯救最后的绿孔雀的行动中。

绿孔雀的结局至今仍然难料，但至少它们
一定不会像更多濒危物种那样，在公众毫无知
觉的情况下就消失殆尽。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垒一直
从事的是鸟类的宏观生物学研究，她告诉《中国
科学报》记者，物种保护从来就不是靠科学家的
一己之力可以实现的，它必定是科学家和民间
力量深度结合的产物。未来的趋势是，全民参
与数据搜集，科学家来提供方法和指导，分析数
据，共同探讨制定保护的策略，回馈社会。

“保护的世界会因你们的参与而不同，这也
是我们希望更多人了解自然观察这项行动最重
要的意义。”曹垒说道。

同时，《中国自然观察 2016》发布机构也呼
吁，其他持有类似信息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
民间组织也向社会公开，让这些信息在自然保
护实践中发挥真正的价值。

金色花海
姻图 文余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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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乌鲁木齐市的郊
区有一个小的湖泊，当地人
称为白湖。有一种叫白头硬
尾鸭的鸟儿每年不远万里
来此繁殖。很多人对于白头
硬尾鸭感到陌生，但它另一
个身份就广为人知了———
白头硬尾鸭就是大名鼎鼎
的唐老鸭的原型。这是距乌
鲁木齐市西南 10 千米左
右，在雅玛里克山下的一个
小小的湖泊。严格说来，它
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湖泊，面
积很小，也没有外来的河流
注入，不过，“水不在深，有
龙则灵”，这里栖居着鼎鼎
大名的白头硬尾鸭，和其他
150 多种鸟类！

白头硬尾鸭极为珍稀，
全球数量仅有 7000～13100
只。在世界范围内，白头硬
尾鸭主要分布在西班牙、俄罗斯、土耳其、伊
朗、蒙古等国，起初中国境内并没有其分布。
对于中国而言，白头硬尾鸭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移民。

最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湖北洪湖，以
及新疆南部的克州和博斯腾湖附近以及北疆
的天山、昌吉有人见到白头硬尾鸭的踪影，但
是种群数量不详，也没有后续的观察发现。这
些出现一时的白头硬尾鸭被当作迁徙途中偶
尔路过的迷鸟。

到了 2006 年 10～11 月，国外观鸟者保
罗·霍尔特（Paul Holt）在新疆的石河子地区和
五家渠八一水库发现 10 余只白头硬尾鸭。随
后 2007 年 4 月 27 日，马鸣等在吉木萨尔县
境内记录到 2 只白头硬尾鸭。最大的一次发
现是 2007 年 6 月 9 日，张耀东和苟军在距乌
鲁木齐附近的白湖发现白头硬尾鸭 28 只，其
中成年雌性 8 只，成年雄性 11 只，亚成体雄
性 3 只，幼鸟 6 只。

至此，白头硬尾鸭在新疆境内建立稳定
种群，并可繁衍后代，这预示着它们在中国境
内移民成功。新疆是目前中国唯一记录到白
头硬尾鸭的分布区和繁殖地（湖北洪湖、内蒙
古鄂尔多斯见零星报道，属于迷鸟），境内数
量为 83～104 只，十分稀少，几乎濒临灭绝。

白头硬尾鸭现在过得如何呢？不久前，我
匆匆来到白湖一探究竟。

只见雨燕往来穿梭，几只黑水鸡和一些
绿头鸭正在水面上游弋。用望远镜观察，还能
看到一些幼鸭在苇丛中嬉闹。一切都和往常
一样，禽鸟们也在享受它们最后的天堂。突然
间，一只矮胖型褐色鸭进入我的镜筒中，背灰
棕，头部洁白带暗顶，尾束直竖，善潜水，最突
出的是蔚蓝色的嘴部，像极了屏幕上经常出
现的唐老鸭。

通过仔细对比野外鸟类手册，我发现它
就是我期待中的白头硬尾鸭。继续观察，我发
现白头硬尾鸭多栖息于白湖东北部中小水域
的苇丛中。雌鸟在观察期内很少出现，我仅仅
在下午初看到过一次。比起雄鸟，雌鸟要小得
多、低调得多，全身褐色，头部深灰。当时它正
在潜水觅食，每次在水下待上 20 秒～30 秒，
大概 30 分钟后，回到芦苇丛中。雄鸟多数时
间都在靠近苇丛边的水域活动, 有时会将尾
巴竖起来。群内头部饰羽最白的雄鸟会对其
他低等级的亚成体雄鸟进行驱逐, 不让它们
靠近雌鸟。它们很少鸣叫，遇到湖边的干扰时
就游入苇丛中。

一个小小的白湖，竟然能请到这么一个
“大腕”，我再次感叹！虽然出身名门贵族，可
是白头硬尾鸭的生活依旧那么朴实。和普通
的鸭子一样，它们主要的时间都用于觅食。其
食物种类丰富，从植物嫩叶、藻类到水生昆虫
等都是它们的食物。由于白湖是咸水湖，湖里
没有鱼类，但它们兴致勃勃，似乎也没什么遗
憾。白头硬尾鸭是多配偶动物，在芦苇地筑
巢，一次产卵 4～9 枚，孵化期为 22～24 天。
8～9 周后，雏鸭开始长出羽毛。虽然这次没有
见到它们的孩子，不过基本可以确定，雄鸟和
雌鸟经常穿梭的湖东北部芦苇丛，就是它们
的巢区。今年已经错过，明年一定仔细观察。

白头硬尾鸭栖息于湿地、河流、湖泊、沼
泽等淡水流域中，比其他鸭子更依赖水，在陆
地上显得笨拙。遗憾的是，唐老鸭的栖居地，
这片神圣的地方正在逐渐地消失！白湖的西
侧成了一片采石场，一辆辆卡车呼啸而过，它
们的隆隆声震起了白湖不小的涟漪。湖面尚
未平静，东侧又响起一阵阵嘹亮的号角，那是
南侧朝牛魔湖方向的武警部队在进行拓展训
练。基地的西南两侧已经没有出路，而东侧还
有石料加工厂在高速运转，还有废物处理厂
在蓄势待发。

看到一幢幢建筑拔地而起，白头硬尾鸭
不得不从美妙的梦境进入了残酷的现实：或
许不久，这里会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水上乐
园，或许会成为所谓的观鸟胜地。白湖还能存
在多久？白湖的出路在何方？唐老鸭不会申
辩，唯有离开。

据马鸣老师调查，2007 年白湖白头硬尾
鸭的种群数量为 45 只，2014 年不足 10 只。

辣可致命的“龙之呼吸”
凡是辣味十足的红辣椒都有个霸气的名字，

似乎在给那些尝试吃掉它们的人发出警告：想吃
我？那可要小心了！比如卡罗莱纳死神辣椒，曾是
世界上最辣的红辣椒纪录保持者。如今，霸气如它
也要让位了。刚登顶世界最辣排行榜榜首的红辣
椒，同样有个吓人的名字———“龙之呼吸”。

“龙之呼吸”到底辣到什么程度？目前还不好
说，因为确切地说，现在还没有人敢尝它。被吃掉
之后，它可能会让你感觉整个呼吸道如吞了火般
燃烧起来，甚至可能丧命。

培育出这样的辣椒之王，其实是“无心插柳”
的结果。它的培育者麦克·史密斯是个来自英国威
尔士登比郡的果农。他原本计划着培植一棵好看
的辣椒树来参加英国著名的切尔西花展，没想到

培育出的辣椒这么辣。
“这完全是个意外，但我很开心，它毕竟还是

棵很好看的树。”史密斯说。
这种红辣椒是史密斯与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

科学家合作完成的，科学家的目的则是研究红辣
椒作为麻醉剂的药用价值。这些科学家证实，“龙
之呼吸”红辣椒的斯科威尔辣度指数达到了破纪
录的 248 万 SHU，打败了竞争对手卡罗莱纳死神
辣椒的 220 万 SHU。

斯科威尔辣度指数是用来测量辣椒辣度的方
法，原理是把辣椒制备成一定量的辣椒素提取物，
通过不断稀释该提取物至尝不出辣味，稀释的倍
数就为该种辣椒的辣度单位。需要越多的水稀释
的辣椒，代表它越辣，表达为斯科威尔辣度单位

（简写为 SHU）。
如果对 248 万 SHU 没有概念，那不妨对比

一下，美国军队所用的胡椒喷雾是 200 万 SHU。
“我只是试着用舌尖碰一下它，十秒钟就吐了出
来，就已经辣到烧起来了。”史密斯说。科学家认
为，如果你真的吃了“龙之呼吸”，那你的呼吸道
可能会因太辣而闭合，你则可能会因过敏性休
克而死亡。

但这并不意味着“龙之呼吸”就一无是处。它
的辣椒素由于太过浓烈，会使接触到的皮肤迅速
失去知觉，而这正是作为麻醉剂的绝佳素质。对于
那些对传统麻醉剂过敏的人，或者在麻醉药物获
取困难或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红辣椒有
着广阔的用武之地。 （艾林整理）

奇趣天下

那
些
好
吃
的
柑
橘

姻
付
雷

从春天步入夏天，水果摊上就
变得热闹起来，橘子、橙子、柚子，
更是非常显眼和抢手，它们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叫做“柑橘”。

柑橘属于芸香科柑橘属。说
起来，植物科属的命名也是很有
意思的事情，说到芸香，了解的人
并不多；但说到柑橘，则是广为人
知了。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种植
柑橘，并且知道柑橘适宜生长在
温暖湿润的环境里，“橘生淮南则
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更
是家喻户晓。

水果摊上常见的柑橘有橘子、
橙子和柚子，由于产地不同，又各
自有不同的品种。其实仅就果实而
言，要区分它们也并不难。

橘子个头比较小，一般不会
超过拳头那么大。橘子扁扁圆圆
的，皮是橙红或黄色，比较薄，很
容易剥离。里面的果肉有很多瓣，
这些瓣也很容易分开。橘子的口
感又酸又甜，卖得好的都是比较
甜的。笔者在广西桂林的时候，

非常喜欢一种叫做砂糖橘的，个头比一般的橘子还
要小，却更甜一些。

橙子个头较大，很多都会超过拳头那么大。橙
子比较圆，皮是黄色或橙红色的，也比较薄，但不容
易剥离，一般都是切开吃。里面的果肉没有分瓣，口
感跟橘子差不多。橙子品种多样，比较多见的脐橙，
在顶端有一个明显的“肚脐”。

柚子，又名文旦，是这几种柑橘中个头最大
的，直径超过 10 厘米，一只两三斤的很常见，掂
上去很有分量。成熟的柚子是球形的，有的在一
端略尖，皮橙黄色，比较厚，一般来说还是切开比
较方便吃。里面的果肉也是分瓣的，虽然连接比
较紧密，但也可以分开。柚子果肉的水分不如橘
子多，而且有的柚子还有很明显的种子，比如沙
田柚。市场上的柚子果肉有白的，也有红的，后者
叫做红心柚。

除了常见的这几种外，还有一些柑橘也是比较
好吃的。比如芦柑，就像大号的橘子，跟橙子差不
多，果皮比较松，果肉也是类似橘子分瓣的。还有一
种叫做丑橘（或称丑八怪）的，中文学名叫做不知
火，个头也跟橙子差不多，一端有明显的凸起，从这
个凸起的地方很容易就剥开了，里面则是跟橘子一
样是分瓣的。

上面说的都是好吃的柑橘，还有一些柑橘是不
怎么好吃的，如佛手、香橼、柠檬等，就只能泡水或
入药了。

视觉瞬间

呼伦贝尔草原位于内蒙古东北部，
每到夏季，上百万亩的油菜花浩瀚如
海，特别是种植区域地势起伏、景观多
样，蓝天、白云、碧草、绿树与金灿灿的
油菜花海交相辉映，勾勒出呼伦贝尔独
特的风景线，真可谓“清风吹拂大草原，
遍地油菜见黄花”。

白头硬尾鸭 邢睿拍摄

物语百科

玻甲鱼 闪蓝丽大蜻 老鹳草 草玉梅 冠纹柳莺 花鼠

“自然观察”：让科学数据有力量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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