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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桂交界处的广西乐业县，当地群众

称为“大石围”的天坑群内部，生长着茂密的

植物。

位于乐业县花坪镇的神木天坑是大石围

天坑群中的一个。近日，记者来到这里时，只

见密林湿滑，石头上的苔藓和缠绕树上的藤

蔓娇翠欲滴。这里闷热潮湿，置身其中仿佛

置身热带雨林。

“这些只有我们胳膊粗细的树木，实际上

至少有一二百年树龄。”乐业县户外运动管理

中心副主任禤琼飞停下了脚步，让记者观察

在石头上扎根的一丛树——这块顶部不大的

石灰岩上，生长着 4 棵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其中 2 棵为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掌叶木，另外 2 棵是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香木莲。

岩溶地貌孕育出特殊的
小气候与生态系统

位于云贵高原向丘陵地带过渡处的乐业

县，属于典型的岩溶地区，仅花坪镇周边，百

朗地下河就孕育出了 29 个四周峭壁环绕的

特大型漏斗。

神木天坑底部面积不到 1 万平方米，生

长着茂密的植物，其中不少是珍稀物种。在

其他地方罕见的掌叶木、香木莲等，这里随处

可见。2010 年，这里被纳入乐业—凤山世界

地质公园范围。

天坑是特殊的岩溶地貌奇观——由溶洞

大厅崩塌、或落水洞侵蚀扩大形成的峭壁环

绕、规模可达数百米的岩溶负地形。中国地

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张远海认为，天坑的形成是个非常复杂、漫长

的过程，简言之，就是雨水降落地面，侵蚀石

灰岩的裂隙形成洞，洞穴渐渐扩大形成地下

河，地下河溶蚀搬运，在合适的地方，形成了

洞穴厅堂；随着溶蚀搬运的持续，大厅不断扩

大，直到有一天，洞顶岩石的重量支撑不住，

彻底崩塌，形成一个天窗，天窗不断扩大，变

成四周绝壁环绕的天坑。天坑形成后，空间

相对封闭孤立，不充分的阳光加上地下河的

水汽，孕育出特殊的小气候与生态系统，为一

些物种的生长提供了环境。

扎根在那块石灰岩上的掌叶木，就是一

个例子。掌叶木是我国特有物种，属于单种

属 植 物 ，主 要 分 布 在 贵 州 南 部 和 广 西 西 北

部。由于材质坚硬、种子富含油脂，掌叶木曾

被大量砍伐，加之种子含油丰富易被动物觅

食、萌发率低等原因，其天然更新极为困难，

种群数量越来越少。1999 年，掌叶木被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保

护级别为国家一级。

出人意料的是，这些物种在乐业县大石

围天坑群内都有健康的野生种群。大石围天

坑群生长的掌叶木，一二百年树龄的老树往

往不及坑外 10 年树龄的粗壮。但坑里的掌

叶木树叶特别绿，根系发达，能在石缝里延伸

几十米，裸露在外的根甚至比树干还粗。

大石围区域成为我国野生
兰科植物的重要基因库

“我们 2017—2018 年调查发现，大石围

天坑群保育了 82 种珍稀濒危植物，包括 30 属

67 种野生兰科植物。”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

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沈利娜说。

天坑属于岩溶负地形，半封闭的地质构

造导致其内部生存环境恶劣，几万年时间还

来不及形成足够的土壤。为了获得阳光，坑

里的乔木都笔直往上生长，叶子光合能力很

强；为了收集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养分，它们

发育出特别发达粗壮的根系，能深入到石灰

岩的缝隙内部。

缺土、缺水、光照不足、湿气大，这样的环

境却是兰科植物的最爱。以兰科植物命名并

以其为重点保护对象的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在乐业县大石围天坑

群区域建立的。

“2001 年，地处大石围天坑群范围的国

有雅长林场，划出 33 万亩公益林建设黄猄洞

天坑国家森林公园，建设中发现坑口的崖壁

有一片生长旺盛的野生兰花。随后在周边发

现更多品种的兰花。为了保护这样珍贵的兰

花资源，当地开始着手申报兰花保护区。”广

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宣教科科长黄岚说，2005 年，自治区级的雅

长兰科植物自然保护区获批成立，并于 2009
年晋升为国家级保护区。

据介绍，保护区自成立以来，持续开展兰

科植物调查，发现这一区域的兰科植物物种

多样性持续增加：从 2005 年的 44 属 115 种增

加到目前的 64 属 174 种。大石围天坑群区

域 如 今 成 为 我 国 野 生 兰 科 植 物 的 重 要 基

因库。

加强多学科系统研究，
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专家普遍认为，乐业大石围天坑群的形成

演化历史在距今 2万年到 18.9万年之间。张远

海介绍，天坑见证了岩溶地貌演化的奇迹，记

录了一段由地下到地表的岩溶地质演化证据。

“调查表明，在过去几十万年中，这里的

气候也存在变暖趋势。”沈利娜说。自古近纪

以来，大石围天坑群经历了由半干旱、干旱逐

步向温暖潮湿转换的气候演变，尤其是自第

四纪以来，明显的季风气候、丰沛的降水量和

水热同期的气候为大型地下河和天坑的发育

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条件，并影响了植物区

系的组成与发展。

根据沈利娜团队的研究，乐业大石围天坑

群种子植物丰富，截至 2019 年，有野生种子植

物 137 科 445 属 863 种，裸子植物贫乏，被子植

物丰富。从科级和属级水平看，大石围天坑群

种子植物区系的热带成分比例都低于其周边

的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整体水平，温带成

分比例都高于地质公园整体。“这表明，天坑内

相对封闭的地质构造和特殊负地形维持了更

稳定、持续的温度、湿度环境，更能反映过去该

地区种子植物组成的原貌。”沈利娜说。

“乐业大石围天坑群 1998 年才被发现，

目前我们对这一特殊的岩溶地貌的研究才刚

刚开始，一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初步的、

不系统的。”张远海认为，多学科门类深入系

统的科研，是这种地貌保护和利用的基础性、

前置性条件。因此，在现有乐业—凤山世界

地质公园、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基础上，有关方面正在积极谋划建设西南岩

溶 国 家 公 园 ，以 期 更 好 保 护 乐 业 大 石 围 天

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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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上虞区岭南乡覆卮山上的梯田已开垦并种植千年。近日，灯光由山腰倾泻而下，

2300 多亩、2.3 万余块梯田被“点亮”，气势磅礴，绮丽壮观。

尚玲轩摄（人民视觉）
乡村梯田美如画

■把自然讲给你听R

从植物学角度
来说，玉米、小麦、水
稻等作物的颗粒常
被称为果实；但在农
业上，玉米籽粒又往
往被叫作种子。这
其实跟玉米籽粒本
身特殊的构造有关

玉米自明朝传入我国，历经几

百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的主要粮

食之一。人们难免好奇，作为“餐桌

主力”的玉米，是果实还是种子呢？

其 实 ，从 植 物 学 角 度 来 说 ，玉

米、小麦、水稻等作物的颗粒常被称

为果实；但在农业上，玉米籽粒又往

往被叫作种子。之所以有这样的差

异，其实跟玉米籽粒本身特殊的构

造有关。

一般而言，果实组织包括果皮

和种子。从植物进化角度来说，果

皮是植物进化到一定阶段才出现

的。当裸子植物在地球上占主要地

位时，它们的种子并无果皮包裹，而

是裸露在外面。被子植物的种子被

包裹在果皮内，它的出现时间，要大

大晚于裸子植物。

玉米是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植物，也属被子植物，具

有 完 整 的 果 实 和 种 子 结 构 。 不 少 人 觉 得 玉 米 籽 粒 只

是 种 子 ，而 将 玉 米 棒 外 面 的 苞 叶 误 以 为 果 皮 。 实 际

上 ，玉 米 籽 粒 是 玉 米 的 果 实 。 玉 米 果 实 属 于 颖 果 ，只

含 一 粒 种 子 ，成 熟 时 果 皮 与 种 皮 合 在 一 起 不 能 分 离 ，

呈闭合状态。

实际上，不仅是玉米，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的

果实也都是颖果，三者又都属于禾本科植物。这并不是

单纯的巧合：研究发现，玉米、小麦、水稻等禾本科植物果

实中淀粉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适中，最符合人类营养需

求。其他粮食作物的营养状态不如禾本科完美——大豆

脂肪含量过高，薯类作物蛋白质含量又较低。除营养成

分优势外，禾本科植物产量高、生长快、易于储存，于是在

全世界占据了粮食市场的大半份额。

如今，玉米是产量居世界首位的粮食作物。其实，野

生玉米果穗较小，产量远低于现代栽培玉米。随着人类

的不断驯化选择，玉米不仅实现了高产，其品质、口感也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尽管按照植物学定义来说，玉米籽粒属于果实，但是

在农业上，我们依然习惯性地称玉米籽粒为种子。试想

下，“播种”是不是比“播果”更符合我们传统农业生产的

习惯？说购买“杂交果实”是不是会让人一头雾水？总

之，玉米作为主粮，如何使其高产、质优、抗逆性强，是需

要我们持续研究的课题。

（作者为云南大学资源植物研究院研究员，本报记者

杨文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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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李红梅）4 月 24 日白天，

青海中部和东部、西藏东北部、四川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

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

区出现大到暴雨。气象监测显示，20 日以来，受强冷空气

影响，我国多地出现雨雪天气。随着冷空气影响趋于尾声，

中央气象台预计，25 日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范围进一步缩

小、强度减弱，气温也将继续回升。

预计 25 日至 27 日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

区。受冷空气影响，25 日至 27 日，新疆北疆及沿天山地区、

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中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

（雪）。新疆北部、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等地气

温将下降 4—8 摄氏度；上述地区将有 4—6 级风，阵风 7—9
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部地区有沙尘暴。

气象专家提醒，北方部分地区气温多起伏，相关地区居

民需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换季高发疾病。南

方局地仍有强降雨或强对流天气，居民需及时关注预报预

警信息。

中东部雨雪天气进一步减弱
南方局地仍有强降雨或强对流天气

本报西宁 4月 24日电 （记者贾丰丰）记者从青海省林

业和草原局了解到：2022 年青海省全年完成国土绿化 525.5
万亩，完成目标任务的 118%；完成防沙治沙 127.46 万亩，完

成目标任务的 120%。

通过实施三江源、祁连山、三北防护林等重点生态工程，

青海全年完成营造林 267 万亩、草原修复 258.5 万亩，完成人

工种草 107.88 万亩、草原改良 597 万亩，草原围栏封育 210 万

亩，全省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达到 7 类 87 处。同时，青海设

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草）长 6723 名，落实 14.51 万个生态管

护公益岗位，全年直补群众生态管护报酬和各类生态效益补

偿资金 19.11 亿元，制定各类方案、制度、办法 296 项，成立全

省推进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实施《青海省“十四

五”林草产业发展规划》《青海省枸杞产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新认定有机枸杞基地 7.3 万亩、企业 20 家，新增国家林

业重点龙头企业 3家，生态惠民富民的效益不断显现。

2023 年，青海将以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为引领，以林

（草）长制为抓手，坚持数量质量、存量增量并重，持续科学

开展国土绿化，计划全年完成国土绿化 400 万亩。

去年青海完成国土绿化525.5万亩
完成防沙治沙127.46万亩

天坑鸟瞰。 阮旭日摄（人民视觉）

神木天坑底部一块石灰岩上生长的 4 棵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本报记者 邓建胜摄

核心阅读

广西乐业县是典型的岩
溶地貌，这里有许多四周峭壁
环绕的特大型漏斗，孕育出特
殊的小气候与生态系统。在
这里，生长着茂密的珍稀植
物，附近区域成为我国野生兰
科植物的重要基因库。当地
加强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研究，
让这里成为珍稀物种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