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存竞争中，动物进化出了伪
装本领。那么植物会不会伪装？什
么情况下会伪装？

科普中国
APP

科普中国
微博

科普中国
微信

科技服务·科普
2020年12月15日 星期二

主编：苏伶俐 编辑：张郁馨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10

■ 赵汉斌

渝北区科协参加“国际志
愿者日”志愿服务活动

重庆市2020年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

植物化身“变色龙”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提提
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动动

北碚区科协开展“拾垃圾
倡环保”志愿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为培养市民的
环保意识、树立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近日，
北碚区科协科技志愿者支队在北碚区滨江路
开展了“拾垃圾 倡环保”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在科技志愿者的带领下，参与
活动的市民拿着垃圾袋，在滨江路沿途捡拾
路人随手丢弃的垃圾。活动的最后，科技志
愿者还向参加此次活动的市民讲解了垃圾
分类科普知识，发放了环保科普读物等。

此次活动是北碚区科协联合碚城义工
协会开展的环保科普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接下来，北碚区科协还将继续联合碚城义工
协会通过“拾垃圾 倡环保”系列活动的开
展，让大家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北碚文明城
市的创建。

璧山区科协
开展法治专题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江丽）近日，璧山区科
协开展法治专题讲座，区科协负责人作“深
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
精神”主题报告。

璧山区科协负责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
要讲话精神，重点对“十一个坚持”的基本内
容、重大意义、核心要义等进行了深入解读，
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实
践指导。

璧山区科协负责人强调，要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法律法规的重大意义。要用学习
武装思想，用思想指导行动。要结合工作实
际，推进普法工作深入开展，利用科普阵地进
行线下普及，教育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守法。

巫山县科协调研青少年科
技教育及柑橘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肖靖）近日，巫山县
科协一行到大昌镇大昌高中、柑橘产业基
地开展调研，了解乡镇科技教育及产业发
展情况。

县科协一行到大昌高中参观实验室、
学生活动中心、图书室等场地。巫山县科
协负责人指出，科技馆建成后，要积极发挥
其作用，结合学校课程安排合理开放科技
馆，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体验科技的魅力，激
发学生对科技的兴趣。

针对硕果累累的大昌柑橘基地，巫山县
科协负责人提出建议：一是抓品质保证，实
行分级销售；二是抓销售渠道，借助网络直
播、消费扶贫等机会，主动对接大型经销商；
三是抓设施设备，柑橘规模大，需引进设备
进行洗果、分级。

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来源——“自然选择”理论
提出者、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和生物学家华莱士，
曾认为植物几乎不会“隐藏自己的需求”。但近年
来，随着色彩测量技术、动物感官和其他相关领域的
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人们重新燃起了对生物色彩这
一经典进化生物学话题的热情。在动物研究之外，
科学家们发现的不少证据显示，植物也可能利用各
种伪装策略来防御天敌。

植物伪装为“骗”谁

我们对生物色彩在防御
功能方面的认识几乎都来自
动物，被写入教科书的经典概
念如伪装、警戒、拟态等，几乎
都以动物为案例。不过，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
令人着迷的概念并不是动物
的专利。

从 2012 年起，研究人员
在做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植
物多样性形成与演变研究
时，开始关注伪装植物。他
们从高山上的紫堇属植物着
手研究，注意到很多当地人
采挖贝母，有时甚至会向游
客推销刚采挖的鳞茎。它的
鳞茎含植物碱贝母素丁，是
药材贝母的来源。

在一些群体中，梭砂贝母呈现常见的绿色，而在另
一些群体中，它们则与背景融为一体，大多显出灰褐色，
非常隐蔽。研究人员起初推测，与囊距紫堇相似，这种
伪装可能也是在应对食草动物的防御策略。但在多地
经过长达数年的观察，他们并没有发现动物取食梭砂贝
母的明显证据。

由于体内富含生物碱，贝母属植物具有很强的化
学防御，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动物取食，那梭砂贝母
为何要伪装？后来，他们才意识到，梭砂贝母的地下
鳞茎长期遭到大量采挖，而这种采挖本身，有可能对
梭砂贝母产生强烈的选择压力。这也意味着梭砂贝母
的伪装，可能与人类有关。

植物伪装竟有“妙招”

为了进一步搞清这一猜想，研究团队作了更深入的
研究，他们比较了动植物伪装策略进化的差异，推测了
影响植物伪装进化的要素，这不仅是一个让人着迷的话
题，更关系到人类与植物未来的关系和命运。

作为一味常用的中药材，人类利用贝母已经有
2000年的历史，当代大规模采挖的历史超过80年。为
了评估每个群体遭受的采挖强度，研究人员从川滇一带
基层药商那里得到了过去6年间梭砂贝母干品总量数
据，并估算出每个群体单粒贝母鳞茎的干重。他们惊讶
地发现，要获得1千克干燥鳞茎，意味着要挖掉3000株
以上的贝母。这样的选择压力非同小可。通过样方统
计和分布面积评估，他们发现采集强度越大的地方，贝
母伪装也越好。

背景匹配是利用自身色彩融入背景，让采挖者难以
发现，实现伪装。从实际经验看，越是难以采集的群体，
植株伪装越好，与周围灰褐色的石头“浑然一体”；越是容

易采挖的植株，越会“大模大样”
地保持通体透绿的本色。

伪装本领在进化

梭砂贝母的体色与生存有显
著的相关性，伪装增加了它们的
生存概率。然而，“变色”的过程，
仍有诸多有趣的自然之谜。

光、眼、物三者之间的关
系 ，影 响 着 人 类 对 色 彩 的 识
别。伪装色由花青素和叶绿素

共同造成，色素变异相对
简单，但不同群居的梭砂

贝母，如何细微调整色素的
比例，保持足以乱真的色调，仍
有待探究。

而伪装植物多个色型在光合
作用以及对昆虫等传粉者的吸引力上却没有显著差别，
但在非光合色素合成等资源消耗成本，以及不同背景下
不同功能间干扰的光合效率和设计成本究竟有哪些变
化，对研究植物的选择进化来说，还值得去细究。

此外，植物的根基不能移动，这意味着即使拥有伪
装，与动物相比其防御效果也要大打折扣，因为天敌将
有更多机会通过其他线索和反复学习来定位这些不能
动的目标。动物主动选择最佳的藏身地点这样的本领，
也难以被植物掌握。

这些研究表明，人类正在以自己都无法预见的活动
方式影响野生生物的进化。至于人类还在其他哪些领
域影响环境，仍有待探索。

近日，以“推动全民智学 助力双战双赢”为主题
的重庆市2020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在市教
委举行。

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就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
学习型社会提出要求。一是认真领会十九届五中全会
新要求，进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统筹、社会广泛参
与、部门联动协作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联动机制，整合各
类资源形成合力；二是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顶层设计，
将终身教育纳入“十四五”教育事业专项规划；三是通过

“互联网+终身学习”模式，发挥在线教育优势，构建灵
活、开放、便捷的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平台；四是研究开发
形式多样的群众化、社会化的学习项目，发挥“百姓学习

之星”“终身学习活动品牌”典型带动作用。
据悉，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活动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学习型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今年活动周在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线作战”形势下，组织有条件的
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成人学校、社区学校、老年大学、科
普学校和其他社会教育机构广泛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讲座、培训、观摩、座谈等教育培训、学习宣传、文化艺
术和学习服务活动，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科技馆、文化
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社会教育功能，满足
了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学习需求。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程小莉）为大力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近
日，渝北区科协派出流动科技馆，积极参加
渝北区“国际志愿者日”志愿服务集中示范
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志愿精神，传播志愿
服务理念。

在仙桃街道空港新城广场，渝北区科协
为群众提供了科普文化大餐和科普知识宣
传志愿服务。体验活动中，科普大篷车在现
场展示科普展品吸引了市民目光，引得不少
市民驻足体验观看。

渝北区科协旨在通过寓教于乐的科普
宣传形式，让广大群众在亲身体验中，增进
对科技的了解，感受科技的神奇，增强群众
的科普意识和科学素养。

梭砂贝母体色会逐渐改变，与周围灰褐色
石头“浑然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