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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气候
孕育察隅原始森林群落

察隅县位于喜马拉雅山脉

与横断山脉过渡地带的藏东南

高山峡谷区，地势由西北向东

南倾斜，平均海拔2800米。气

候独特而复杂多样，年降水量

大、气候温和、日照适中。县域

内有雅鲁藏布江支流察隅河、

怒江为主体的河系，形成了纵

横切割的复杂地貌。而孕育

了巨树的原始森林位于察隅

河支流岗日嘎布曲流经的上

察隅区域。

今年5月，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郭柯研究员团队对上察

隅镇布宗村巨树群落进行植被

调查，连续发现多棵高75米以

上的巨树。其中一棵云南黄果

冷杉经过无人机初步测量达到

了83.2米，超过了分布于云南

省贡山县的72米秃杉、西藏自

治区墨脱县的76.8米不丹松，

以及台湾南投县的81米秃杉的

测量记录，作为“第二次青藏科

考”重要成果被媒体广泛报道。

今年8月，中国巨树科考队

赴上察隅镇，对5月发现的这棵

云南黄果冷杉进行了人工攀树

测量和区域调查，并结合无人

机辅助测量，最终将这棵树的

准确树高定格在83.4米。这也

是中国第一次对80米高以上的

巨树树冠层进行攀测、摄影和

种质资源采集的综合科考，是

第二次青藏科考“森林和灌丛

生态系统与资源管理”专题的

重要组成，也是国家重要野生

植物种质资源库野外种质资源

采集工作的重要内容。这是继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对高黎贡山72米秃杉攀登采集

之后，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

资源库进行种质资源收集的第

二棵创纪录巨树。

50余种高等植物
组成“空中花园”

这棵云南黄果冷杉，矗立

于察隅河支流岗日嘎布曲边的

河谷漫滩森林之中。孟加拉湾

暖湿气流被察隅县东北部的伯

舒拉岭和西部的岗日嘎布阻挡

形成了充沛降水。这片针阔混

交林以云南黄果冷杉为建群

种，其他主要树种还有曼青冈、

油麦吊云杉、华山松等。巨树

群落地形平缓，整体林层在70

米左右，森林完整度极高。有

成片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西

藏红豆杉、地表生长的二级保

护植物云南黄连、虎头兰、西

藏八角莲等。经攀树采集调

查，目前中国最高树上共发现

有高等植物50余种，包括攀缘

植物、附生植物、寄生植物等

多种类型，显示了独特的生物

多样性。

本次科考使用了国际测量

巨树的“金标准”——攀树直接

测量法，即人工攀爬到巨树顶

端，确定最高树梢之后，将金属

卷尺从树梢放下至地面测量。

由于树体庞大，且处在一个斜

坡，树干中心最低点无法触达，

考察队员使用两种方法进行多

次测量，并同时测得倾斜树桩

出露部分上下高差为 0.8米。

在确定树桩中心点位置后，最

终得出树干中心最低点到树梢

高度差为 83.4 米。树高超过

70米以上的树，科学家称之为

巨树。目前全世界最高的树是

一棵生长于美国加州的北美红

杉“亥伯龙神”，高度是115.85

米，相当于40层楼高。中国巨

树 83.4 米，则相当于 28 层楼

高，科考队也创造了中国巨树

新的攀测和采集纪录。

通过胸径环测和实地倒木

树轮调查，测得该巨树胸径达

207厘米，树龄在380岁上下。

巨树目前处于寿命周期中期，

树梢有新芽萌发，结实正常，仍

处于健康生长阶段。

在巨树群落的科考过程

中，中国巨树科考队同期对察

隅县岗日嘎布曲流域的原始森

林植被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基

本摸清该巨树森林的分布格

局、群落结构及其物种组成。

调查期间发现中国新分布属2

个、新种2个，采集了200余份

标本及 50 号种子及活体材

料。目前所有已获取材料保藏

于中国国家标本馆和上海辰山

植物园-国家野生植物种质资

源库辰山中心，后续研究正在

进行。

据央视新闻

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有人因

地震受困废墟之下，首先定位到

他们的可能是一群背负太阳能电

池膜和电子器件的蟑螂。

据路透社报道，日本理化学

研究所近期开发出一种柔性太

阳能电池膜，厚4微米，约为头

发宽度的25分之一，可贴在蟑

螂腹部且不妨碍其自由移动。

3月16日晚间，日本福岛县

附近海域发生地震。

太阳能电池能产生足够电

力处理转向信号并传向蟑螂后

腿感觉器官。研究人员给蟑螂

贴上太阳能电池膜并背上电子

器件，远程控制蟑螂移动。

研究人员福田健次郎（音

译）和他的团队选择马达加斯加

发声蟑螂为实验对象，因为它们

个头大，可背负电子器件，且没

有可能妨碍行动的翅膀。这种

蟑螂在“贴膜”“背包”后可穿过小

型障碍物，翻倒时也能自己调正。

马达加斯加发声蟑螂发育

为成虫需要4个月，圈养下寿命

最长可达5年。拆掉“贴膜”和

“背包”后，这种蟑螂可以在实验

室玻璃容器内正常活动。

福田说，相比用于地震搜救

工作的小型机器人，机械蟑螂

的关键优势在于它“本身就会

移动，耗电量远比机器人小”。

研究人员笕右二郎（音）说，下

一个挑战是将电子器件小型化，使

蟑螂移动更便捷，让它们背上传感

器甚至摄像头。 据新华社

大闸蟹
为何能断肢再生？

记者从上海海洋

大学获悉，由该校科研

团队牵头的中华绒螯

蟹基因组与断肢再生

研究取得突破，相关成

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

术期刊《科学进展》。

中华绒螯蟹俗名

大闸蟹，是我国高经济

价值的水产甲壳动物，

产业规模庞大。科研

人员介绍，断肢现象在

中华绒螯蟹养殖过程

中较为普遍，尽管这一

蟹种具有断肢再生能

力，但再生的肢体与正

常生长的相比有显著

差异，断肢再生后的成

蟹大多售价低廉，给养

殖者造成损失。因此，

揭开中华绒螯蟹断肢

再生的基因秘密，对其

科学育种、优化养殖技

术等均有重要意义。

中华绒螯蟹染色

体数目多、基因组重复

序列高，长期以来存在

基因组组装难题，而这

又是下一阶段研究工

作的基础。上海海洋

大学科研团队联合中

外研究人员，利用第三

代测序、高通量染色体

构象捕获等技术，进行

了长江水系中华绒螯

蟹的全基因组测序和

组装，最终获得染色体

水平的精细基因组图

谱，共鉴定出20286个

蛋白编码基因。

在此基础上，科研

人员进行比较基因组

学分析，通过对断肢再

生不同发育时期的比

较转录组和基因共表

达分析发现，Innexin

基因家族在中华绒螯

蟹断肢再生的早期发

挥了重要的分子信号

传 导 作 用 ，其 中

Innexin2 基因通过引

导下游基因发挥作用，

介导了中华绒螯蟹的

断肢再生过程。

研究还发现，在中

华绒螯蟹变态、再生的

生物学过程中，SMYDA

基因家族发挥着重要

的表观修饰作用。

据介绍，我国水产

养殖已从传统的表型

育种发展到分子育种，

该研究为中华绒螯蟹

的分子育种提供了重

要的基因组资源和平

台。“一方面，通过后续

品种改良，减少断肢现

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可

以帮助提升中华绒螯

蟹养殖技术，使养殖者

在面对断肢现象时采

取更及时、科学的干

预。”上海海洋大学科

研团队负责人王成辉

教授说。

据新华社

科考队员、巨树攀爬技术指导刘团玺在树
顶测量，此次采用的是无痕型国际攀树法。

科考队员、巨树攀爬技术指导蒋俊文
在为攀树打弹弓抛绳。

日本研究用蟑螂搜寻地震幸存者

相当于28层楼高
中国最高树木高达

2022年10月9日上午，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辰山中
心-上海辰山植物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野性中国”工作室、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林
业和草原局等组成的中国巨树科考队发布目前“中国第一高树”云南黄果冷杉的准确高度为
83.4米，同时发布了巨树等身照。

83.4米

中国巨树云南黄果冷杉等身照，高度83.4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