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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植物听说过吗？太空芦竹了解一下

菌菇菌菇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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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流量是如何测的？

青藏高原的礼物

在我国，大雁自古

以来就被视为有灵性

的鸟。它不仅姿态优

美、鸣声清脆，而且长

幼有序、夫妻恩爱、依

时而动、从不误期。正

因如此，先民很早就驯

雁为鹅，留在身边。

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特别是云南西北
部、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在降雨丰沛、海拔
3400米至3700米的区域，分布有云杉或冷杉
林。在这类森林中，夏天常常能够见到多种
大型真菌，其中一种牛肝菌就是当地特产的
物种，即中华美味牛肝菌。

中华美味牛肝菌的菌盖直径 10 厘米至
12 厘米，近半球形至平展，表面干燥，平滑。
幼时呈淡黄褐色至深褐色，成熟后呈淡黄褐
色至浅橄榄褐色，边缘色稍淡。它的菌肉呈
白色，受伤不变色。它的子实层体幼时表面
被一层白色菌丝覆盖，成熟后白色菌丝消失，
子实层体表面呈淡黄色至淡黄褐色。其菌管
与子实层体表面同色，管口直径不足1毫米，
常呈多角形，受伤后不变色。菌柄长 5 厘米
至10厘米，直径1厘米至3厘米，呈棒状至近
圆柱形，常为白色、浅灰色至浅黄色，表面有淡
白色或淡黄色网纹。菌柄顶部通常网纹较密，
向下逐渐变稀疏。其担孢子长14微米至17.5
微米，宽5微米至6.5微米，近梭形。菌盖表皮
由直立、近棒状、梭形至近球形的细胞组成。

中华美味牛肝菌分布于中国西南亚高山
地区的云杉或冷杉林下，它酷似美味牛肝
菌。美味牛肝菌主要分布于欧亚大陆的温带
地区，在我国东北也有其踪迹，其菌盖表皮由
直立、丝状的细胞组成。

杨祝良来源：《菌物学报》

9月11日，第十八届世界水资源大会在
北京开幕。从讨论“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水循
环演变规律与机理”到探究“利用综合手段
提高用水效率”，从研究“河湖健康”到共商

“大江大河大湖保护与治理”，一项项课题，
离不开“流量”这个基本概念。认识水、研究
水，往往从流量入手。那么，什么是河流流
量？

追根溯源，“流量”一词很早就用来形容
水。从严格学术定义看，流量就是在单位时
间内通过河渠或管道某一过水断面的水体
体积，单位为立方米每秒。通俗地讲，如果
把河流想象成自来水管，把“某一过水断面”
想象成水龙头，那么流量就是每秒从水龙头
放出的水量。

算出流量能干啥？其实，流量是了解江
河湖库的重要指标。每月流量相加，可以算
出河流全年径流量，我们就知道了河流一年
有多少水，水利部门可以开展水量配置、调
度，实施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
水定产。每月流量比照，就能清晰了解流量
大小变化，推断出河流丰季和枯季，为防汛
抗旱工作提供重要依据。此外，水利工程建
设也离不开流量。在规划设计阶段，设计师
要翻阅大量的流量历史资料，进而确定工程
的规模、防洪标准等。在建设阶段，施工单
位需要依据流量制定施工措施。进入运行
阶段，流量又成为工程调度的依据。比如长
江上游梯级水库群，在遇到大流量洪水时，
可以相互配合，依次减少下泄流量，有效降
低长江下游水位。

流量如何测？根据概念可知，只要获取
过水断面面积和流速，两者相乘就是流量，
这就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流速面积法。
其实，流量的测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战国时期，慎到曾在黄河龙门用“流浮竹”测
定河水流速，形成浮标法测量的雏形。浮标
法测量精度稍差，但它简单、快速、易实施，
遇到洪水暴涨暴落、漂浮物多等特殊情况
时，仍可作为应急测量方法。

一系列高技术仪器的应用，让流量测定
更快捷更准确。比如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
仪，它利用多普勒效应，通过测量过水断面的
水流声波频率改变，推算流量。在高流速、大
含沙量等复杂环境下，电波流速仪、雷达流速
仪等非接触式仪器可大显身手。特别是近些
年来，卫星、无人机、无人船等纷纷加入流量
测定队伍，测量实现了“天—空—地”一体立
体化监测，可更好地为流域规划、河流治理、
防汛抗旱、工程建管、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
坚实支撑。 王浩 来源：《人民日报》

作为上过天的“天选之种”，芦竹有何特别之处？它有哪
些发展前景？今天，我们一同了解。

能源植物，芦竹知多少

芦竹作为一种古老的植物，在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均
有分布，我国芦竹种植主要分布在华东、西南和华南地区。

作为能源植物，芦竹环境适应能力强，耐旱耐涝、耐热耐
寒；无论是沼泽地、河滩地，还是荒地、沙地、盐碱地、矿尾废
弃土地都可耕种。芦竹多年生、产量高，其根系盘根错节，可
防水土流失，对土壤中的汞、镍、铬、铅、砷等多种重金属污染
物有很强的富集能力，能改善土质，并且用途广泛，可应用于
燃烧、发电、化工、肥料、板材等。

太空“出差”成就新种质

2013年6月，神舟十号载人飞船搭载了芦竹丛生芽材料

开展空间诱变实验。
芦竹丛生芽材料返回地面后，神舟绿鹏组培中心建立太

空芦竹组培快繁技术体系，并开展太空芦竹的研发、配方、试
验、试种等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并已选育出新的芦竹品
种。2018年4月，“太空芦竹”项目通过科技成果评价，达国
内领先水平。2023年年初已获得北京市草品种证书。

2023年5月30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搭载芦竹丛生芽
材料到太空“二次出差”。这次的芦竹丛生芽材料就来自神
舟十号搭载后选育的太空芦竹品种。通过再次搭载，希望能
进一步提升芦竹品种性能，例如品种抗性、产量等。

太空芦竹前景广阔

小芦竹，带动产业化应用。芦竹在燃料、生态修复、板
材、造纸、饲料等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芦竹作为环境友好型燃料，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
少，生态效益较高，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芦竹是高抗

逆性植物，生命力顽强，能够承受盐、碱性土壤的生产条件，
根系不仅能改良土壤的物理特性，而且可产生大量有机物使
土壤变得肥沃。

芦竹茎秆综合纤维素含量高，易加工性超过强度相同的
竹材，是很好的板材原料，且芦竹板材的质量更轻、成本更
低、强度更大，可用于集装箱底板或轿车底板。芦竹纤维长
度优于芦苇，长纤维的纸张拉力更强，抗撕裂，是造纸的优质
原料。芦竹年产量高，每年可收割2到3次，粗蛋白含量高，
是很好的青贮饲料。

小小芦竹带动产业发展，两次“飞天”孕育丰硕成果。科
技成就未来，航天助力发展，期待更多“天选之种”结出希望
的果实

绿鹏来源：中国载人航天公众号

南来北往

大雁，是雁属鸟类的统称，共同特点是
体形较大，嘴的基部较高，嘴的长度和头部
的长度几乎相等；上嘴的边缘有强大的齿
突，嘴甲强大，占了上嘴端的全部；颈部相
对较长，翅膀长而尖，尾羽一般为 16 至 18
根；胸部和腹部比较宽，身上的羽毛大多为
棕色、黑色、灰色和白色，有些种群的颈部
有明显的白色斑块，脚为粉红色或橘色。
常见的有鸿雁、豆雁、白额雁、斑头雁、灰雁
等，在民间通称为“大雁”。

大雁体形高大，翅膀宽大优美，非常适
合观赏。它们通常几十只到上百只为一个
群体，栖息在湖泊、旷野、稻田之中。集体
起飞时，雁群纷纷伸长脖颈，奋力扇翅，盘
旋升空，鸣声清脆响亮，远远望去十分壮
观。

一年中的多半时间，大雁栖息于北半
球北部地区。每年秋季，大雁成群结队地
飞往南方温暖地区越冬。它们的迁徙需要
花费一两个月的时间，飞行几千公里，在南
方停留一个冬季后，次年春天又飞回北方
繁衍下一代。大雁的全球迁徙路径主要有
两条：一条是从北美的加拿大北部、阿拉斯
加和西伯利亚等地，飞行至美国中部和墨
西哥的湖泊和河流；另一条是从亚洲的西
伯利亚和蒙古等地，经过中国和朝鲜，飞行
至东南亚。由于大雁每年的“跨国旅行”路

途遥远，途中经常遭遇恶劣天气、缺水少粮
和人类的非法捕杀，近百年来，全球大雁的
总体数量一直在下降。

大雁在迁徙飞行时会排成雁阵，雁阵
有时是“人”字形，有时是“一”字形，这是为
了进行长途迁徙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当飞
在前面的头雁扇动翅膀在空中划过时，翅
膀尖上就会产生一股微弱的上升气流，排
在它后面的雁就可以依次利用这股气流飞
行，从而节省了体力。头雁往往由体力好
又有经验的壮年雁担任，但头雁很容易疲
劳，所以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雁群需要经
常变换队形，更换头雁。迁徙通常在白天
进行，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50公里至60公
里。

由此可见，大雁的团队协作能力很
强。迁徙途中觅食和夜晚休息时，雁群中
总会有几只雁负责站岗放哨。一旦发现危
险，站岗的雁就会“咿啊、咿啊”大声叫着起
飞，其他雁便跟着飞起来，等到危险过去再
降落。

大雁属于杂食性的水禽，通常以水生
植物、牧草以及谷物为食，在水中生活时，
也会寻找螺、虾以及小鱼为食。虽然大雁
在全球的越冬地主要分布在北纬 30°附
近，但它们南迁途中如果遇到气候温暖、水
面不结冰、食物充足的小环境，也会在相对
靠北的地区停留下来。比如，大雁在我国
的越冬地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但在
北京延庆的野鸭湖，河北邯郸市磁县溢泉

湖、白洋淀和河南的部分地区，都可以见到
前来越冬的雁群。

元好问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词歌颂大雁
忠贞的爱情：“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
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
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大雁是一夫一妻动物，非常忠诚于自己的
伴侣。鸟类所面临的生存状况非常严酷，
大雁也是如此。大雁每次产卵4到6枚，孵
化周期30天左右。在产卵之后，需要父母
双方轮流孵化雏雁，孵化之后又需要轮流
捕食养育雏雁。一旦缺少父母其中一方，
必然会导致雏雁的存活率大幅度下降。因
此，维持一夫一妻制，是提高雏雁存活率的
有效方式。

正因大雁具有上述这些特点，自古以
来被中国人视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俱
全之鸟，体现了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所以被国人称为“禽中之冠”。

驯雁为鹅

最新研究显示，在距今7000至6500年
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一处遗址中，
我国的先民们已开始驯雁为鹅。由中、日
两国共同组成的专家组在浙江宁波余姚市
的田螺山遗址中，发现了 232 块雁类的遗
骨，专家认为它们应该是先民的“厨余垃
圾”。

通过组织学分析，学者们发现了4块幼
鸟的遗骨，它们属于4至16周龄的幼鸟，其
中一块属于 4 至 8 周龄的幼鸟。而野生大
雁通常要8周龄后才有能力迁徙，因此，专家
判断，这只幼鸟是在当地孵化的，而当地并
非野生大雁的繁殖地。同时，学者们又分析
了这批幼鸟遗骨中氧、碳、氮的同位素比例，
并与遗址中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进行了对
比，发现有的雁是喝本地水、吃本地食物长
大的。学者们还发现，有几只雁体形大致相
同，应当是圈养繁殖的结果。

河姆渡文化有着发达的稻作农业，拥有
考古发现的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
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先民收割稻田，做
不到颗粒归仓，也就在无意间给大雁提供了
充足的食物，从而为驯雁为鹅提供了机会。
它们的肉能吃，羽毛能用，会下蛋，还能当警
卫，这应该是先民驯雁为鹅的初衷。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家鹅和欧
洲家鹅的起源不同，中国大部分的家鹅起
源于鸿雁，而欧洲大部分的家鹅起源于灰
雁。鸿雁是大型水禽，体长90厘米左右，体
重 2.8 至 5 千克，嘴黑色，上嘴基有疣状突
出，被称为“瘤鼻”，豆雁、灰雁的嘴则没有
这种特征。鸿雁上体浅灰褐色，头顶到后
颈暗棕褐色，前颈近白色，远处看起来头顶
和后颈黑色，前颈近白色，黑白两色分明，
反差强烈。我国常见的家鹅也有“瘤鼻”，
上体大多呈浅灰褐色，头顶至后颈棕褐色，
嘴黑色，这些特征都与鸿雁的外貌特征很
像。我国家鹅的身体大多呈白色，很可能
是从鸿雁的白化种中选育而成的。此外，
鸿雁的雏鸟亲人，性情活跃，无需特殊饲

料，只要有水、草就能正常生长发育，是比
较容易驯养的。

灰雁比鸿雁略小，体长70厘米左右，体
重2.5至4千克，体大而肥胖，嘴、脚肉色，上
体灰褐色，下体灰白色，飞行时双翼拍打用
力，振翅频率比鸿雁高。欧洲大部分的家
鹅与灰雁的外貌特征十分相似，被认为是
由灰雁驯化而来。

翱翔诗坛

早在中国古代，大雁便翱翔于文学的
天空，被诗人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大雁常
与季节更替、羁旅的游子、谪贬的官员等密
切相关，作者借雁表达对故乡和亲人的思
念。也有一些咏雁的名篇佳作展现了豪迈
阔达的胸襟，抒发了凌云壮志。

以鸿雁入诗，源于《诗经》。《小雅·鸿
雁》有：“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
劬（音qú）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鸿雁于飞，哀鸣
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
我宣骄。”鸿雁在我国境内冬去春来年年迁
徙，似乎永无固定栖身之所。这一特征与
成群结队的背井离乡之人相契合，于是流
民以鸿雁哀鸣自比，自叙悲苦，所谓“哀鸿
遍野，民不堪命”。此时的雁，是以流浪漂
泊的意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

雁性喜群飞，通常总是成群结队，集体
迁徙。雁一旦失群便成“孤雁”，在迁徙途
中面临十分艰难的处境。因此，孤雁、孤鸿
也就成为诗人表达自己孤苦漂泊的典型意
象。写孤雁最有名的文学作品莫过于苏轼
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
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
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
寒枝不肯栖，寂寞沙州冷。”此词作于元丰
三年。此前一年，即元丰二年，御史中丞李
定等摘取苏轼讽刺新法的诗句，深文周纳，
将他逮捕下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
案”。出狱后，苏轼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于
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贬所，寓居定慧
院。词中“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州冷”，
既是写孤雁特立独行的性格，也写出了作
者宁肯在寂寞荒凉的地方独处，也不愿攀
附权贵、偷安于高位的志向。

唐宋年间，在很大一部分的诗词作品
中，咏雁主要表现的是忧思怀人的思想感
情。在这里，“忧思怀人”包含着两个方面：
一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之情；二是居家之人对漂泊在外的亲朋好
友的挂念。每当秋风起，天气转寒，大雁便
往南方迁徙。这种景象最易牵动天涯游子
的情感，诗人常常借雁抒怀，寄托自己浓浓
的乡愁。

最脍炙人口的“睹雁思人”之作当属李
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
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
时，月满西楼。”她的《声声慢》“雁过也，正
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更是写出了“见雁思
故”之愁。

敦敏 节选自《北京日报》

——中华美味牛肝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