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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禾

据江西省政府消息，计划在该省野外放归中

国国宝大熊猫。如该计划实施成功，江西将成为四

川之外，我国第二个实施大熊猫野外放归的省份。

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显示，我国大熊猫主

要分布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约

75%的野生大熊猫分布在四川，无论是种群数量

还是种群密度四川都处于全国最高水平。目前，

我国野生大熊猫共有约 33个孤立的小种群，由于

栖息地趋于“碎片化”，种群间不能很好地进行交

流，因此大熊猫放归被认为是最重要、最快捷的解

决手段。

作为大熊猫野外放归地，要符合哪些要求？

怎样放归，才更利于大熊猫的野外生存和族群

建立？

从 1974年到 2015年，我国先后进行了四次大

熊猫调查。从全国来看，到 2015 年，大熊猫分布

区、栖息面积、自然保护区和种群数量都有较大幅

度增加。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显示，我国大熊

猫主要分布在四川、陕西、甘肃 3 省的部分山区。

约 75%的野生大熊猫分布在四川，无论是种群数

量还是种群密度四川都处于全国最高水平。

尽管如此，据中国科学院 2019 年 9 月正式发

布的《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1976 年—2013 年，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缩小且更加

破碎化。研究表明，从种群数量看，大熊猫从濒危

调整为易危是合理的，但从栖息地的变化来看，结

论并不完全成立。尽管 2001 年以来大熊猫栖息

地有所恢复，但目前大熊猫的栖息地比 1988年大

熊猫被列为濒危物种时面积要小，并且更加破碎，

森林砍伐、人类侵蚀领地、修路以及农业活动共同

导致了大熊猫栖息地被分割成了极小的部分，大

熊猫面临的威胁因素仍然严重。

目前，我国野生大熊猫共有约 33 个孤立的

小种群，由于栖息地趋于“碎片化”，种群间不

能很好地进行交流，因此大熊猫放归被认为是

最重要、最快捷的解决手段。“所谓放归是将大

熊猫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增加其种

群数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放归。”中国科学院

院士魏辅文说。

目前，我国人工圈养大熊猫的种群规模快速

发展，育龄大熊猫占比上升，种群结构更加合理，

并已经启动了野化放归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数据显示，到 2017 年底，我国实施人工繁育大熊

猫放归自然活动 7次，放归野外 9只成活 7只。

打破种群孤立、栖息地破碎
放归是最重要最快捷的解决手段

“大熊猫野外放归，最好是放到‘大熊猫潜在

栖息地’。”四川省大熊猫生态与文化建设促进会

副秘书长李永政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对比全国 4 次大熊猫调查结果可以发现，第

一次调查时，全国大熊猫分布的县有 43 个，第二

次减少到 34 个，第三次上升到 45 个，到第四次调

调查“背景”、进行培训
最好选择潜在栖息地放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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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调 查 ，野 生 大 熊 猫 进 食 时 间 ，每 天 长 达

12—14 小时，一只成年大熊猫一年需要嫩竹和

竹笋等约 6500 公斤。李永政说，调查发现，零星

大熊猫（零散分布于保护区以外的野生大熊猫）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能尽快吃饱，其根源在于

嫩竹分布太稀疏。成年大熊猫每天至少饮水一

次，多时三四次。由于头大嘴宽脖子短，草丛里

的涓涓细流，它们是无法饮用的，又不懂掘地找

水，只能以较大水塘、水坑或溪流为饮水点。对

于 很 多 大 熊 猫 来 说 ，这 需 要 走 很 远 的 路 去 寻

找。此外，雌性大熊猫因产仔，对洞穴要求很

高，如今的野外，适合产仔的洞穴却非常少了。

魏辅文提出，想解决野外大熊猫栖息地碎片化

的问题，除了放归之外还可以通过人工修复的方式

改善生活环境、修建栖息地走廊，加强孤立的大熊猫

小种群之间的连通性，让大熊猫进行自然交流。

2017 年国务院印发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方案》也明确提出，要修复大熊猫栖息地生态

系统，通过生态修复，对受损、退化、碎片化的栖息

地进行恢复改造。“参照方案，我们的解决方案是，

按需改善零星大熊猫生活条件，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李永政说，在四川峨眉山与瓦屋山之间

的原始森林里，大熊猫生活的海拔有苦竹、金竹、

斑竹等 15个竹子品种，而野生大熊猫只吃冷箭竹

和细箭竹两个品种的竹笋和嫩竹。

李永政说，除人类和大熊猫外，小到松鼠、野

鸡，大到野猪、黑熊都非常喜欢吃竹笋，每只野鸡

每天约能啄食 50—60根竹笋。因此，需要通过人

工抚育竹林，提高竹笋产量，将竹笋分一半给村

民，留一半给大熊猫；在林区构筑水坑、水塘，解

决大熊猫远距离寻水喝水问题，为其进食节约时

间；在林区构筑适合大熊猫产仔、过冬的洞穴；在

林地边沿，引进蜜蜂放养项目,协助改善林区生态

系统等。

他指出，遵循自然规律，针对大熊猫生活需

求，建成适合它们生活的良好环境，相邻区域的

大熊猫也会迁入该区域。打造优质放归地，还

能促进野生大熊猫不断繁衍。

抚育竹子、造水塘
按需改善大熊猫野外生活环境

查时，野生大熊猫分布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

17个市（州）、49个县（市、区）、196个乡镇。

从第三次调查情况看，大熊猫尤其喜欢针叶

林。数据显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中有四成是

针叶林，大熊猫在针叶林生境中的相对丰富度

也最高，这一比例高达 63%。成都理工大学资源

与环境遥感专业博士张超研究发现，四川平武

县小河沟保护区内大熊猫生境利用率最高的栖

息地类型除针叶林外，还有针阔混交林，野生大

熊猫集中生存的海拔高度范围为 2300 米至 3300

米；在春夏季，大熊猫对湿度需求约为 80%，这与

大熊猫生物学相对湿度需求基本一致。秋冬季

大熊猫对湿度需求略低，全年湿度需求为 40%—

80%。土壤中的重金属也对大熊猫生境有明显

影响，其中，铬的影响最大。当栖息地土壤中

铬、汞和铅的含量值超过一定限值后，区内大熊

猫偶遇率会下降为 0。

魏辅文指出，选择遗传背景相似的大熊猫进

行放归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如果遗传背景相差很

大，可能会存在遗传间隔等问题。

此外，大熊猫放归自然前还要经过野化培

训，我国从 2003 年开始进行大熊猫野化培训工

作，已先后分 11 批次对 25 只人工繁育的大熊猫

进行了野化培训，探索形成了母兽带仔野化培

训等技术，建立了大熊猫野化培训和放归的技

术体系。

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你有没有剁手买

买买。如今，“双十一”俨然变成了一场全民的购物狂

欢，以至于大家都忘了它最初的意义——光棍节。

单身的网友纷纷表示，单身狗一个人吃饭、一

个人睡觉、生病一个人去医院，连第二支半价的优

惠都无福消受，如果硬要说单身有什么好，估计也

就是“狗粮”吃到饱，不会“恋爱脑”了。

生活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恋爱使人变

傻，催生出无数“幸福而愚蠢的女人和男人”。不过，

恋爱真的会让人智商下降吗？还是这样的说法只是

给单身人士的“安慰奖”？

恋爱确能影响人的判断和行为

“‘恋爱脑’是近些年来的网络流行语，用于形容

那些一谈恋爱就‘上头’的人。”近日，海南大学管理

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傅安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

傅安国介绍，恋爱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它能引起神经内分泌状态、神经功能及外显行为的

广泛变化，对个体的行为和情绪均有影响。从上世

纪 90 年代开始，恋爱就已成为心理学、认知神经科

学、神经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关注的焦点。

“恋爱脑”是存在的，科学家利用功能核磁共振

成像对恋爱者的大脑进行研究发现：恋爱主要激活

人脑的奖赏环路，尤其是腹侧被盖区和尾状核。也

就是说，恋爱类似于一种产生奖赏效应的成瘾物质，

其所激活的脑区与奖励系统有一致性，且高度集中

在与奖赏、成瘾和精神欣快状态有关的神经调节物

质——多巴胺的作用区域。

同时，恋爱能抑制与社会判断、负性情绪有关的

脑区活动，进而导致“情人眼里出西施”。比如，通过

对比恋爱中的人观看爱人和朋友的照片时脑激活模

式的差异，科学家发现，当观看爱人照片时，人脑岛

中部、前扣带皮层、双侧尾状核和壳核激活，而右侧

前额叶、双侧顶叶和颞中回、后扣带皮层、杏仁核激

活受抑制。

此外，除了上述的影响，恋爱还会导致人体内多

种激素和神经递质的变化，包括肾上腺皮质醇、多巴

胺、五羟色胺、后叶催产素和加压素、神经生长因子

等，它们均能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

不仅不会变傻还有诸多好处

“恋爱脑”虽然存在，但是恋爱会不会让人变

傻呢？

“虽然一些脑区活动的减弱，可能使人们对恋爱

对象的判断力减弱，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人们

对事物和他人的判断能力会降低。”傅安国表示，事

实上，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恋爱中的人智力会降

低或受损。相反，我们听说过很多恋爱能促进个体

创造性思维的例子，比如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薛定

谔，为了摆脱家庭和科学上的困扰，和一位女士奔赴

阿尔卑斯山雪场度假。甜蜜的爱情激发了薛定谔无

限的灵感，在随后一年中，他智慧爆棚，推导出了后

来以他名字命名的薛定谔方程。

不光如此，恋爱还能带来很多积极效应，如有研

究发现，恋爱会使人的疼痛感减弱。恋爱使人体的

催产素升高，而催产素能增加信任程度，这就表明恋

爱可能会激发更多的合作行为、做出更为公平的决

策、改变对决策对象的评价等。“脑成像研究的结果

显示，恋爱会导致杏仁核活动受到抑制，进而使人的

警觉性下降，其结果有可能使恋爱中的个体变得无

所畏惧，对于以往恐惧或厌恶的事物也变得能够忍

受等，影视作品中爱情和英雄行为相伴可能也是源

于此。”傅安国说。

或能激发灵感、合作行为和勇气

被鄙视的“恋爱脑”竟有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把海胆状的钛酸钠作为负极，多孔活化石墨烯作为正极，

当它们结合时会产生怎样的“火花”？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吴忠帅研究员团队与包信和

院士团队合作，让“海胆”与石墨烯结合，开发出具有高能量密

度、高耐热性能的柔性钠离子微型超级电容器。

微型传感器、微型机器人、自供电微系统等都离不开微型

电化学储能器件，该器件主要是指一类电极尺寸在微米范围

内的小型化电源，被认为是柔性化、微型化、智能化集成电子

产品的关键电源，目前主要分为微型电池和微型超级电容器，

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杂化微型超级电容器。

据介绍，微型电池具有较高的能量密度，但其功率密度较

低；微型超级电容器具有较高的功率密度，但能量密度又较

低。而杂化微型超级电容器则结合了微型电池的高能量密度

以及微型超级电容器的高功率密度的优点，成为一种新型的

微型电化学储能器件，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锂离子微

型超级电容器。

锂离子微型超级电容器具有较高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

但其大规模应用受制于金属锂的资源限制和较高的开发成本

（锂的地壳丰度为 0.006%）。与此相反，钠的地壳资源丰富，占

比达 2.74%，开发成本较为低廉，与锂的电化学性能也较为相

似，开发出钠离子微型超级电容器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发团队将海胆状的钛酸钠作为电池

型的负极，多孔活化石墨烯为电容型的正极，结合高压离子液

体凝胶电解液，成功构建出柔性化钠离子微型超级电容器。

他们通过电池型负极和电容型正极的有效耦合，使钠离子微

型超级电容器能够在 3.5伏的高压下稳定工作，高能量密度达

到 37.1毫瓦时/立方厘米，并形成超低的自放电速率。

研发人员介绍，该钠离子微型超级电容器具有多方向快

速离子扩散通道，极大地降低了电荷转移电阻，并显著提高了

功率密度。同时，由于器件的平面几何结构和离子凝胶电解

液的不可燃性，该微型器件具有良好的机械柔韧性和 80℃的

高温稳定性。 （记者郝晓明）

钛酸钠牵手石墨烯
打造高能量、高功率微型电容器

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

科研团队于本年度植物多样性和藏药材资源调查过程中，新

发现白蓝翠雀花分布的新形式——蔚为壮观的白蓝翠雀花

（Delphinium albocoeruleum）群落，其以带状分布于青海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辖高寒荒漠区，分布平均海拔

4300米，分布面积约 5000公顷。大规模白蓝翠雀花群落的发

现，对于研究该物种的群落演变与消长、藏药材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乃至高寒荒漠区生态系统发展极具重要意义。

白蓝翠雀花分布于中国四川西北部、西藏东北部、青海

东部和甘肃。该种全草可供药用，能治疗肠炎。中科院西

北高原所副研究员周玉碧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课题组在

今年 8 月下旬的本年度植物多样性和藏药材资源调查过程

中，新发现了白蓝翠雀花群落。“白蓝翠雀为耐寒植物，生长

于阴湿草甸生物环境下，喜冷爽湿润的气候，不耐夏季炎热

高温，常零星分布于海拔 3600 米至 4700 米的高山草甸或林

下，此前亦在青海有零星分布，但如此大规模在高原高寒荒

漠区生长确属首次发现。这是青海生态环境逐步向好的指

征之一。”周玉碧说。

他同时介绍，白蓝翠雀花期较长，每年盛开一个月左右，

且据《藏药志》记载，白蓝翠雀花是重要的藏药材“逮木萨”的

基源植物之一。故而以白蓝翠雀为建群种的群落的发现，打

破了以往对该物种分布形式的认识，对于研究该物种群落的

形成、演变与消长，乃至高寒荒漠区生态系统发展等具有重要

意义，同时也增加了该区域景观丰富度与旅游价值。

（记者张蕴）

青海首次发现
大规模白蓝翠雀花群落

新知

柔性钠离子微型超级电容器示意图 受访单位供图

青海海西高寒荒漠区的白蓝翠雀花
受访者供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将大熊猫放归自然将大熊猫放归自然
不是打开笼子那么简单不是打开笼子那么简单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放归被认为是解决目前大熊猫栖息地“碎片化”最
快捷的手段。

●将遗传背景相似的大熊猫野化培训后放归到潜在
栖息地。

●通过人工修复改善大熊猫生活环境，加强孤立小
种群间连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