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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行走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中，终日与野

生动植物打交道；他们跨越冬夏，不惜用数年时间去观察鸟类的飞

行轨迹；他们攀岩走壁，只为了寻找一种独特苔藓……

探寻生物学奥秘、保护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和生态环境、拯救大千

世界丰富多样的物种及人类自身，这群人以解码与护卫自然为使命。

■相关

他只想带
华北豹“回家”

野生动植物的野生动植物的““解码者解码者””
□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揭开动植物的秘密揭开动植物的秘密
每年，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博士生导师赵建成教授，都要
组织学生到小五台山进行野外实
习。草木葱茏的季节，小五台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杨家坪管理区被掩
映在山林之间。

这里位于华北植物区系的中心
地带，野生植物资源丰富，有维管植
物（指具有维管组织的植物。现存
的维管植物包括极少部分苔藓植
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
物）106 科 486 属 1350 种，约占河北
全省总数的50%。

在小五台，赵建成和学生们，经
常会在行走中突然停下来，将岩石
间的一块块苔藓小心收集起来。

“这是反纽藓，多生于阴湿环境
下的岩石缝隙中。河北省的苔藓植
物有394种。”赵建成对学生讲解，千
万不要小看苔藓，许多苔藓植物都
能够分泌一种液体，这种液体可以
缓慢地溶解岩石表面，加速岩石风
化，促成土壤的形成，所以苔藓植物
也是其他植物生长的开路先锋，也
被称为“地表塑型师”。而且，苔藓
不仅具有良好的保持土壤和储蓄水
分的作用，许多种苔藓植物还可以

作为土壤酸碱度，甚至是空气污染
程度的指示植物。

不起眼的苔藓，是赵建成最重
要的研究对象。

他从事植物学专业研究二十多
年来，主要在苔藓植物生物学、植物
区系地理、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研究领域开展工作，尤其对苔藓
植物（真藓科、大帽藓科等）分类、华
北植物区系分布和保护及资源开发
利用有较系统的研究。他曾发现命
名中华大帽藓、亚洲大帽藓等植物新
种，这也奠定了他在国内苔藓植物生
物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相比赵建成的冷门研究，河北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侯建华的研究
对象，似乎更容易为普通人所认知。

“鸟类在迁徙过程中，最远能飞
多远？”“家养的大鹅祖先是谁？”“为
什么黑琴鸡那么傻，打斗起来连偷
猎者走到跟前都不知道？”侯建华喜
欢在讲课的时候，抛出一连串“为什
么”，而这种教学方式，吸引了大批
学生，经常让他的公共课爆满。

“黑尾塍鹬在迁徙过程中，能够
连续飞行1万公里。”

“以后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家鹅

的祖先是大天鹅，家鹅是由鸿雁、豆
雁驯化而来的。”

“黑琴鸡的行为的确让人迷惑，
它们好勇斗狠，打斗起来非常忘我，
可以完全不顾周边环境。这也是它
们容易被猎杀的重要原因。而这种
打斗，只是为了在求偶过程中展示
实力。”

……
侯建华列举的一系列“动物迷

惑行为大赏”，令讲台下学生们啧啧
惊叹。而在侯建华看来，这种惊叹
是最重要的事情，它能够勾起学生
对生物学奥秘的极大兴趣。

“我们对其他物种的了解还远
远不够。”侯建华说，目前，地球上究
竟有多少物种，恐怕还难以最终确
定。一般认为，人类已经发现并记
录了约180万种生物，估计仍有一千
万到一亿种生物尚未被发现。

“了解我们的地球上究竟有多
少个物种，在当今具有极为迫切的
意义，因为环境变化和全球气候变
化已经实实在在地危害到了一些物
种的生存。”侯建华表示，“每个物种
都是地球上不可或缺的成员，它们
或许是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也许

具有潜在的医药和科学应用潜力，
物种的锐减对人类来说将是无法估
量的损失。”

发现并命名全新的物种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更多生物学家则致
力于探究已知物种的生物学奥秘。

侯建华一直潜心于鸟类研究。
河北东临渤海，西接太行，中南

部是华北平原，北部与内蒙古高原接
壤，具备复杂的地质条件和多样化地
貌类型，是华北地区植物多样性最为
丰富的地区之一，因此境内的野生高
等动物特别是鸟类资源十分丰富。
目前在河北有鸟类487种，鸟类种数
约占全国鸟类总数的36.6%。

“ 对 鸟 类 进 行 研 究 非 常 有 意
义。鸟类是大自然的‘医生’，如果
鸟类消失了，人类可能会陷入全是
无脊椎动物的世界而无法自拔。”侯
建华介绍，有研究表明，鸟类每年能
吃掉4亿—5亿吨昆虫。在美洲各地
的森林中，黄昏锡嘴雀是控制云杉
虫大爆发的超级英雄，为每平方公
里的生物防治节约了1820美元的资
金。正是因为鸟类带来的巨大经济
和生态效益，欧洲普遍采取为鸟类
制作人工鸟巢箱进而招引鸟类的方

式开展虫害防治。
“现代安全帽的发明跟啄木鸟有

关，科学家根据啄木鸟的生理结构升
级了安全帽的设计。”侯建华说，人们
在研究鸟类行为的过程中发现，为什
么啄木鸟如此高频率、高强度地敲击
树木，头部却不受损伤呢？

研究发现，啄木鸟的头部结构
非常特殊，经观察发现，它的颅骨非
常坚硬，还有一层像海绵样的骨骼，
窄窄的缝隙存在于颅骨和大脑之
间，稀松的骨质间夹杂着少量的液
体。包裹头部的是非常强劲的肌肉，
它的舌骨非常特殊，哺乳动物一般
都是短短的顶多到脸颊的舌骨，但
啄木鸟的舌骨是分开两边从后脑绕
回，最后在眼中汇合结束。以上因素
都起到了重要的防震作用。从啄木
鸟身上得到的启示，帮助人们发明
了安全帽：外壳坚固，里层松软。帽
子与头部中间留有空隙，中间一般
填充上轻而有弹性的海绵状物体，
帽子下部有一个保护领圈。

“在仿生学领域还有很多经典
案例，比如从鲨鱼身上学习鲨鱼皮
泳衣的设计、从长颈鹿身上找到抗
荷服的灵感。”侯建华说，“揭秘生物
学的奥秘，不仅能够实现对自然界
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从其他
生物身上学习并获得灵感，更好为
人类服务。”

□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对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创始
人宋大昭的采访，还是以华北豹为
话题开始的。

2019年，记者采写《大河之北》
系列报道时，曾就他2012年在小五
台山地区拍到野生华北豹的话题进
行过采访。这之后，记者经常会收到
他发来的信息：“河北平泉发现华北
豹”“河北青龙疑似野生华北豹咬死
牛羊”……

这一次，宋大昭专门发来一段
视频。

“视频上看得很清楚，一只豹潜
入羊圈，挑选了目标并袭击（一只大
羊和两只小羊）。这个豹的体型并不
大，但这无疑是华北豹保护史上的
一个重要发现：这是首次在北京以
北的燕山山地发现华北豹，这把华
北豹已知的分布点向东北方向推进
了 300多公里，而上一个最北的华
北豹分布点是 2012年我们在小五
台山保护区拍到的那个豹子。”

宋大昭对华北豹一直有执念。
他曾设计带豹回家工程，要以豹之
名，修复生态：改善太行山环境，恢
复生物多样性；重新连通被割裂的
生态廊道，帮助华北豹避开盗猎者，
让豹从山西、河北沿着太行山脉和
燕山山脉自然扩散，重回阔别十二
年之久的北京老家，并在这个过程
中，重新建立人与自然荒野的紧密
联结。

他把这次在承德发现华北豹的
事件，归结为“信念的力量”。“这也
代表着目前华北豹在除了已知的子
午岭、六盘山、太行山、吕梁山等山
脉的主要栖息地外，可能潜在一个
新的大尺度栖息地：燕山。”

甚至从屏幕背后，也能想象他
雀跃的表情。

其实，宋大昭不是一个专业的
生物学家，他是个志愿者。

十几年前，宋大昭在北京从事
互联网工作，收入不错，但他觉得

“非常无聊”，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
在上班路上看鸟。

2008年，他认识了被称作中国
民间保护华北豹的第一人的王卜
平。那年五一，他作为一名志愿者来
到山西，跟着王卜平一起进山，顿时
觉得世界一下就变了。

有媒体曾报道他说，宋大昭见
过一次豹子：当时他一个人上山，走
进山沟，突然看见前方有一个灵动
的躯体，那流畅的身形，漂亮的花
纹，曾在他脑海里闪现过无数次。那
是一只成年豹子，离他只有三四十
米远。

听到动静，豹子转过头来，与他
对视了两三秒，然后踱着步子，淡定
地离开，消失在山林里。

两三秒的时间，虽然如惊鸿一
瞥，但这次对视，让他有了新的人生
选择。

“有点夸张了，但不得不说，我
人生的转折和选择遵从的是内心。”

他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大猫，
经常去野外考察。后来，王卜平的钱
用完了，正需要有人接棒。在命运的
分岔口，宋大昭决定辞掉工作，接过
旗帜，专职做保护。

他成立了猫盟（中国猫科动物
保护联盟），主要在太行山地区对华
北豹及其所代表的生态系统进行研
究和保护。

自发做动物保护，资金是一大
难题。最开始三年，猫盟成员都没领
过工资，还得自己投钱。宋大昭想了
很多办法，他尝试接商业动物调查、
商业拍摄，以保护的名义发起募捐
等。后来，阿拉善SEE基金会伸出橄
榄枝，给予资金支持，宋大昭和猫盟
同事们总算可以放开手脚去做。

“虽然很多人在质疑‘带豹回
家’项目的可行性，觉得这是异想天
开，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曾经怀疑过
这个工程的现实性，但豹在用实际
行动告诉我们：要对它们充满信心，
要相信自然的力量。”宋大昭说。

在中国，还有成千上万像宋大
昭这样的志愿者，为野生动植物保
护贡献力量。

采访结束最后的几句话，宋大
昭好像是对华北豹说的，也好像是
对自己说的——“家就在那里，只要
我们坚定地走下去，它们就会回来。
有些事情，只有你真的相信了，才会
坚持，只要坚持，就可能会成功。”

2019年8月，兴隆县南天门村南山。
早8点，侯建华嘱咐学生范俊工

把绑腿系好。这个季节，山林灌草里
的蛇异常活跃，是野外考察中需要
格外防范的风险。

这一次，范俊工和几组同学们
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维护分布
在山里的野外相机，二是完成对冀
北山地鸟类分布的样线调查。

“对野生动物的调查难度很大，
首先是它们栖息地往往远离人类，
多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与此同
时，大部分野生动物警戒性很强，会
主动与人类保持距离。”侯建华说，
人类窥探、研究野生动物，需要一系
列科学的方法。

比如在鸟类生态学研究中，对研
究地区鸟类的数量调查通常是必不
可少的基础性工作。它对鸟类的资源
评价、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都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早期鸟类的数量调查
多采用简单的路线调查法，所获得的

往往是鸟类的相对数量。
侯建华介绍，近年来，国内越来

越多的研究采用绝对数量的方法。
其中，常用的数量调查方法有标图
法、样线法和样点法。由于样线法不
受季节限制，灵活多样，已经成为目
前鸟类生态学中被广泛使用的数量
调查方法之一。

“种群密度是通过绝对数量调
查或者取样调查某特定研究地区的
个体数量得到的。样线法正是基于
统计学中样本反映总体的思想，通
过对样线条带内的个体进行绝对数
量调查，来反映整个地区的种群数
量或密度。”侯建华解释说，样线调
查一般包括样线布设、数量调查和
密度计算三个方面的内容。

“嘘……”在几株山梨树前，范俊
工示意大家噤声，“是棕头鸦雀的叫
声，大概有三四十只。”范俊工叫随行
的学弟拿出制式记录本，将时间、地
点、气候和发现情况仔细记录下来。

在野生动物可能活动的区域内
设置相机，也是目前最常用的研究
方法。

在一处山体岩石凹陷地，范俊
工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处红外相机设置点。不稍
加注意，很难发现这个小小的装置。

一个迷彩色小盒子被固定在一
棵手臂粗的树干上，离地面半米左
右。盒子正面为摄像头留有一个小
口，镜头正对着岩壁下几棵低矮乔
木的林空地带——这是典型的兽
径，是野生动物活动的路径。

范俊工介绍说，野外相机布设
不是完全随机的，它应尽可能选择
动物经常行走的兽径和水源附近。

“一般红外相机的灵敏度比较
高，夏天温度较高时，镜头前晃动的
大叶片植物也有可能触发相机。因此
一个观察周期内，有效的照片可能并
不多。”侯建华说，因此在研究鸟类的
过程中，野外相机效果并不好，科学

家们会采用更为有效的方式。
比如鸟类环志。鸟类环志，简单

说就是给鸟腿上戴一个金属环作为
标记，放出去之后如果在其他地点发
现该鸟，就可以获得其迁移路线和生
物学特征等信息。“这是一个研究候
鸟迁徙的传统方法。”侯建华说。

2006 年以前，由于技术手段限
制，鸟类环志工作的效率并不高。据
侯建华介绍，当时在某个地方放飞带
有标记的鸟，等到下一次这只鸟在其
他地方被发现时，才能了解其迁徙路
径。“国际上鸟类环志工作的平均标
准是万分之六的回收率，当时我们的
回收率在万分之一甚至更低。”

我 国 目 前 有 40 多 个 环 志 站

（点），每到春秋两季定期开展鸟类
环志工作。从 1983 年第一次开展鸟
类环志工作至今，我国已经环志的
鸟类有840多种、370多万只。

“现在的环志手段更加先进。比
如我们的环志器械更小巧，有的鸟
类自身重量才几十克，如果环志器
械太重，对鸟类本身也是干扰。”侯
建华说，如今，新型的环志设备，携
带全球定位芯片，可以随时记录鸟
类位置及迁徙路线。

“东亚—澳大利西亚线路，是世
界几大鸟类迁徙通道之一，它涵盖
了中国的东部地区。河北的秦皇岛、
唐山、沧州等地，是这条迁徙通道上
重要的节点。”侯建华说，凭借观察、
环志等方法，科学家们得以对河北
候鸟的重要栖息地、集群地点，以及
部分重要候鸟类群的迁移路线有更
全面的掌握。

2019年 3月 29日，沧州市南大
港湿地。

沧州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工作
人员打开箱子，一只东方白鹳小心
翼翼地走出来。

在围观人群的注视中，这只被
救助后刚刚恢复起来的东方白鹳有
些蒙，但它努力保持优雅，踱向不
远处的草丛后，突然振翅飞了起
来。

沧州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负责人
孟德荣说，每年大约有 300 多种鸟
迁徙期间来到沧州，其中有30多种
鸟在这里过冬。“俄罗斯远东地
区、蒙古国、美国阿拉斯加地区和
我国东北地区的鸟要想去我国南方
及东南亚沿海过冬，除了白鹤、黑
脸皮鹭等鸟类从渤海海峡直飞外，
大部分鸟类都要从沧州经过”。

“随着候鸟数量、种类的增多，
在长途迁徙途中可能会出现受伤、
力竭等情况。为了保障候鸟顺利安
全迁徙，一旦有候鸟出现情况，我

们就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去救助。”孟
德荣介绍说，近年来，沧州市民保
护野生动物的意识越来越强，发现
有候鸟受伤等情况都会及时打电话
报告。

“我们研究野生动物的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要对物种的多样性
进行保护。”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吴跃峰教授说。

生物多样性有什么意义？
“多样生物为人类提供了食物、

药物、纤维、建筑材料和其他生
活、生产原料，以及科研乃至美学
研究的材料，这是直接使用价值。”
吴跃峰介绍说，在生态系统中，野
生生物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
约关系，它们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
的结构和功能，提供了人类生存的
基本条件，如食物、水和可呼吸的
空气。同时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灾害
和疾病之苦，如调节气候、控制洪
水和病虫害。

“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

网络，就是在保护人类自身。”吴
跃峰表示，有史以来，生物多样性
是人类繁衍和赖以生存最基本的物
质基础。人们在开展自然保护的实
践中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各个物
种之间、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都存
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要保护珍稀
濒危物种，更需要对物种所在的整
个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

让吴跃峰他们欣慰的是，近年
来，全社会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
意识逐渐加强。一大批自然保护
区的建立，和生态环境保护重点
工程的实施，正逐步建立起以自
然 保 护 区 为 主 体 的 野 外 保 护 体
系。与此同时，通过完善立法、
健全执法协调机制、强化管控措
施，各地不断加大野生动植物保
护力度，取得显著成效。比如在
河北，燕山地区连续曝出金钱豹
出没的消息，多年未曾出现的大
型猫科动物重返山林，正是生态
环境持续好转的重要信号。

2018年8月，兴隆六里坪保护区，范俊工（上）和同学一起在野
外考察。 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摄

不断更新探究方法不断更新探究方法

20182018年年77月月，，
小五台山杨家坪小五台山杨家坪
管理区管理区，，吴跃峰吴跃峰
（（左一左一））指导学生指导学生
们制作昆虫标本们制作昆虫标本。。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摄袁伟华摄

2018 年 7
月，吴跃峰和赵
建成带领学生在
小五台山杨家坪
管理区制作的昆
虫标本。
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摄

守护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守护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