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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最近，同学们是否刷到

过 这 样 奇 妙 的 视 频

——夜幕下海面泛着盈盈蓝

光，宛如繁星散落其中，随着

海浪翻滚，这些光点汇聚到一

起，发出了更亮的光芒，海面

仿佛是蔚蓝星河……

这样梦幻的场景并非特

效，而是在福建平潭就可以看

到 的 生 态 景 观 ——“ 蓝 眼

泪”。近期，平潭的“蓝眼泪”

吸引了许多“追泪”的游人前

往欣赏拍摄。那么，“蓝眼

泪”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又如

何“追泪”呢？今天，就让我

们 一 起 走 近 神 秘 又 美 丽的

“蓝眼泪”。

有同学可能知道，
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
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
原生动物或细菌爆发性
地增殖或高度聚集会引
起水体变色，引发一种
有害的生态现象——赤
潮。那么，大量夜光藻
聚集而成的“蓝眼泪”景
观，会对海洋环境造成
影响吗？

答案是有可能！如
果每升海水里有 3000
个或更多的夜光藻，

“蓝眼泪”就可以看作
是由夜光藻引发的赤
潮，可能会对当地的海
水质量以及海洋生态
造成不利影响。例如，
夜光藻细胞大量死亡
破裂时，会释放出很多
营养盐到水里，这样会
让水质变差；另一方
面，当微生物分解这些
死亡的夜光藻时，会消
耗氧气，导致水里缺氧，

让鱼虾蟹贝遭殃。不
过，稍微幸运的是，夜光
藻是一种无毒的生物，
所以不会造成危害更大
的有毒赤潮。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谭羽清

综合浙江日报、福
建日报、福州日报、新华
网、东南网、光明网等

平潭“蓝眼泪”绝大

部分是由夜光藻形成

的。它们是一种海洋甲

藻，直径一般只有大约

200 微米到 2 毫米。之

所以会发光，是因为它

们的细胞里有荧光素和

荧光素酶，在受到外界

扰动时会发生反应，并

发出蓝色荧光。

有趣的是，发光其

实是夜光藻保护自己的

一种方法。如果有捕食

者靠近，夜光藻就会发

光，以吸引更大的捕食

者过来。这样，更大的

捕食者就可能吃掉那些

较小的捕食者，夜光藻

也就安全了。

一个夜光藻细胞的

发光时间很短暂，当很

多夜光藻聚在一起时，

才能形成人们看到的

“蓝眼泪”美景。而发光

会消耗能量，所以夜光

藻不会一直发光。

藏着哪些秘密？海上闪亮的“蓝眼泪”

“蓝眼泪”其实是

海洋生物发光现象。

目前，能在海洋中形成

“蓝眼泪”现象的浮游

生物较常见的有两种，

一种是夜光藻，另一种

是希氏弯喉海萤。

其中，夜光藻是单

细胞浮游生物，也是海

洋浮游生物中具有发

光能力的主要类群。

如果海水温度、空气温

度还有盐度都刚刚好，

它们就会快速繁殖，而

风和洋流则会让它们

聚集在一起。当受到

浪花拍打等外界刺激

时，它们就会一起发出

大面积闪亮的蓝光，形

成我们所说的“蓝眼

泪”现象。

而另一种形成“蓝

眼泪”的生物海萤，也

是浮游生物，它就像

“海洋里的萤火虫”，在

受到海浪拍打等刺激

时，体内奇特的发光器

官——发光腺会让它们

呈现漂亮的蓝色荧光。

调查发现，“蓝眼

泪”这种现象，除了很

冷的寒带海域，在世

界各地的海域都能看

到 。 在 我 国 福 建 海

域，每年4月到6月，都

有可能看到美丽的“蓝

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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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平潭的“蓝眼泪”。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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