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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动物”之
台湾云豹

■ 余 裕

台湾云豹属于台湾特
有 的 亚 种 猫 科 动 物。
1972年，由于人类的过度
捕杀与栖息地被破坏，台
湾云豹再未见踪迹，2013
年4月，台湾学者宣布，其
可能已经灭绝。

彭水县科协开展
“迎新春·送科普”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龚鑫）1月11日，彭水
县科协科技扶贫——“迎新春·送科普”活
动走进润溪乡麻池村，将寄托美好祝愿的
新春对联和科普年画送给村民，为他们送
去科普知识和节日的问候。

在活动现场，县科协邀请4位科技志愿
者——书法专家为村民们义务书写春联。
县科协工作人员还为村民发放了科普大礼
包、《科普惠农》杂志、反邪教宣传资料等。
同时为村民发放了牙膏、牙刷等日常生活
用品，引导他们注重日常生活健康，树立良
好的生活习惯。活动既增强了广大村民的
幸福感，营造了良好的节日氛围，又增加了
广大村民的科普知识，助推科技扶贫工作
的深入开展。

璧山区科协举行
反邪教科普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反邪教警示教育，增强
广大居民群众自觉抵御邪教侵蚀的能力，
近日，璧山区科协在来凤街道东街社区举
行了反邪教科普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摆放展板和设立咨询台等多
种方式，向参与群众详细地介绍邪教的特
征、本质和危害，引导人们崇尚科学、反对邪
教。此次反邪教科普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
资料、环保袋共计1300余份。通过反邪宣
传，让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了邪教组织的
危害性，切实增强了自觉抵御邪教侵蚀的能
力，进一步清除邪教生存的土壤，更好地营
造出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镇域环境。

（重庆市反邪教协会办公室 璧山区
科协供稿）

武隆区科协老干部
共谋科普事业

本报讯（通讯员 郑雪）近日，武隆区
科协召开了退休老干部座谈会，共谋科普
事业。座谈会上，区科协相关负责人汇报
了2019年工作开展情况，特别是在第二届
重庆市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总决赛中荣获团
体二等奖，全区2019年度公民科学素质比
例达到7.9%，位列渝东南第一位。

在座谈会上退休老干部们各抒己见，
他们指出，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时刻关
心、关注科协事业的发展，对科协工作取得
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退休老干部还针
对如何更好地发挥科协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表示将继
续发扬优良传统，全力支持科协的工作。

程天民院士人文艺术作品展

截止时间：2020年2月9日
地点：A区二楼序厅
活动对象：全年龄段人群
参与方式：现场参与

“程天民院士人文艺术作品展”弘扬科学
家精神，传承科学梦想，展览共展出作品90余
幅，分为书法、绘画及摄影三个部分。通过展
览，让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感受老一代科学家艰
苦奋斗、科学报国的优秀品质，勇于创新、无私
奉献的科学精神和深厚的人文艺术造诣，进一
步营造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良好社会氛围。

台湾云豹外形特别

台湾云豹又名乌云豹、荷叶豹、龟纹豹，它主要栖息
在亚热带茂密的丛林和沼泽地区。台湾云豹身长60～
100厘米，尾长50～90厘米，身体与豹尾长度相差无几。
它们全身呈淡灰褐色，额头至肩部有数条黑色纵带，身体
两侧约有6个云状的暗色斑纹，远远望去就像云朵故名
云豹。而身体两侧的深色的云纹正是很好的伪装。因
此，它们在丛林里生活很难被人发现。清代《福建通志》
描述台湾云豹为“色黄而间以黑色”。

台湾云豹是晨昏活动频繁而偏夜行性的动物，经常
单独活动。它们白天栖息在树干上或断崖的岩石下面，
到夜晚才现身伏击行进中的动物。但它并非完全是树
栖性，也常在地上行走或是追捕动物。

台湾云豹是肉食性动物，会捕食树上的猴子、松鼠
及鸟类等小动物，也会潜伏于树上，伺机捕猎俟羌、鹿等
猎物。爬树时，它那又长又粗的尾巴可起到保持平衡的
作用，身上的斑纹在树上是很好的保护色。台湾云豹生
性胆小，怯懦怕人，所以在野外很难见到。由于它的攀
附技术非同寻常，常以一种优雅又惊险的动作捕食动
物，比如它能以后腿攀住树木像荡秋千般摇晃，偷袭地
上的鹿和野猪。它的爪宽厚、有力，拍打猎物异常管用，
而犬齿特别长，用来撕碎到口的食物。

台湾云豹数量稀少

台湾云豹曾经分布在台湾东部和南部山区，只有
玉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和玉山国家公园的梓仙溪
地区，分别在1990年及1996年有发现疑似台湾云豹足
迹的记录。

考古学者在距今3000多年的台湾卑南遗址当中，
曾经发现过3件陪葬用的人兽形玦。在全世界的考古
发掘中，这种人兽形玦只有在台湾出现过。而在人兽形
玦上面，可以找到类似云豹的图腾。

台湾云豹第一次被列入科学文献的记载是在1862
年，是由第一个踏上台湾的西方国家官员史温侯记载下
来的。那一年，史温侯在英国的《伦敦动物学会集刊》
上，发表了《福尔摩沙岛上的哺乳动物》这篇文章，里面
提到了台湾猕猴、台湾黑熊、台湾石虎、台湾云豹等哺乳
动物，这也是这些动物第一次见诸于正式科学文献的记
录。然而，从1862年以来的150多年里，从来没有研究
者真正看到过台湾云豹的活体，甚至是活体照片。就台
湾的动物园圈养的云豹而言，有记录可查的虽然有15
只，但都不是台湾云豹，而是从别的国家进口的“苏门达
腊亚种”或其他亚种。

台湾云豹踪迹难觅

从2001年开始，为了对台湾云豹做更准确的
记录，相关部门分别在大武山、双鬼湖、南投县丹
大、郡大山区及花莲县等地，在600个以上的观察
点装设了自动照相机，经长期自动照相，一直未
拍到台湾云豹，进山区调查，也未见台湾云豹的
踪迹。

截至2012年台湾唯一能见到的台湾云豹，是
收藏于博物馆内的一只标本，这是上世纪初遗留
下来的。而台湾最后一笔关于野外台湾云豹的资
料，则出现在1983年。当时东海大学环境科学中
心的研究员张万福，在一个原住民猎人的陷阱中
发现了一只已死亡的幼豹。因此台湾学者在2013
年称台湾云豹已经灭绝。尽管此后多次有人宣称
撞见过台湾云豹，但这一说法却一直未得到证实。

塑料狂想曲

截止时间：2020年6月7日
地点：A区一楼临时展厅
活动对象：全年龄段人群
参与方式：现场参与
展览从生活出发，从历史发展、工艺分类、

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环境未来五大角度，划分
为六大主题展区。展览给公众提供一个和塑料

“对话交流”的全新平台，让人们深入了解塑料，
更好地认识塑料，明白塑料与我们的关系，以及
塑料将在人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上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

本报讯（通讯员 代娟）在春节来临之
际，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群众感受节
日的气氛，1月10日，涪陵区科协联合中慧
社区开展了“迎新春，送科普知识猜谜”活
动，普及科学知识，受到群众的好评。

此次科普猜谜活动内容丰富，百余条
谜语挂满了活动现场，涵盖了健康教育、综
合文化、科普、生活知识、5G知识等内容，融
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引得大家争先恐
后竞猜抢答，热议5G为生活带来的便捷和
美好。活动吸引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
现场洋溢着祥和喜庆的气氛。大家纷纷表
示，希望今后多组织这样的活动，在欢声笑
语中既收获了科学知识，又扩充了知识面。

涪陵区科协联合社区
开展迎新春猜谜活动

台湾云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