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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找到一朵蘑菇，往往要翻越
一座座山岭，用脚步丈量土地，仔细
寻觅；为研究得更透彻，20多年来争
分夺秒地采集标本，和时间竞速。
这是曾念开的工作常态，也是他与
真菌“相伴”的真实写照。

曾念开是海南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的教授，专注于大型真菌
物种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被学生
们亲切地称呼为“蘑菇教授”。20
多年来，他带着学生走遍海南的大
山、雨林，已发现并命名105种大
型真菌新物种。

2001年，刚到海南工作不久的
曾念开在尖峰岭第一次接触热带雨
林。可他发现，大家对雨林里的动
植物研究较多，对真菌却是知之甚
少。“我拿着一些蘑菇的照片请教别
人叫啥名字，几乎都答不上来。”于
是，曾念开决心自己研究，这座雨林

“宝库”也总能带给他无限惊喜。
2013年，曾念开迎来了自己参

与命名的第一个真菌新物种。回忆
起早期做研究的场景，他也直言，当
时还没有条件自驾或租车，就先坐
中巴车到市县，再转车到山脚下，最
后搭乘当地的三轮车、摩托车或拖
拉机上山。“独自到山里考察还是有
些害怕的，手机经常没信号，有时还
会被鸟忽然飞起的声音吓到。”

曾念开介绍，真菌标本采集大
致分为三类情况，一是发现未知物
种，需要给它命名；二是看到自己
之前命名的或已认识的，“就像偶
遇了一位老友”；三是采到“一号标
本”，“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公开发
表，而是再多采集一些标本进行深
入研究，以更多地了解物种特征、
生态学特性等。”

由于真菌只有盖和柄，研究起
来需要细之又细。为此，手绘真菌的
显微结构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

“手绘可以帮助我们更精准地
记录‘孢子’‘囊状体’这些重要的
结构，为下一步的物种鉴定打好基
础。”曾念开说，对着显微镜去量孢
子，有时要量100多个，大小都是
几微米，要非常细心，浮躁的话往
往容易量不准。

如今，曾念开的“老友们”越来
越多，大果鸡油菌、海滨红菇、盘状
红菇、海南红菇等等一串串新名
字，被添至他和团队所发现的大型
真菌新物种名单中。

为了加深公众对真菌的认识
和了解，曾念开还尝试带着团队拍
摄制作科普视频。“雨林中还有很
多我想研究的大型真菌类群，好多
新物种有待发现，时间不够用，我
希望自己再加快脚步。”

简单吃过午饭后，薛美丽带着“长
枪短炮”来到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
（以下简称海尾湿地公园）。只要一有
时间，她就往湿地里“钻”，“期待收获不
一样的惊喜”。

4月27日，12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彩鹮现身海尾湿地公园，海南监测
到的彩鹮数量再创新高，这也是昌江首
次记录到彩鹮。薛美丽正是此次的记
录者。

作为海尾湿地公园管理中心负责
人，薛美丽并非“科班出身”，从事生态
监测工作也是“半路出家”，“可我好奇
心强，看到各种鸟从眼前飞过，就想知
道它们叫什么。”

自2019年来到海尾湿地公园，为
了更快地适应工作，薛美丽反复研读湿
地专业书籍，上网学习其他湿地公园的
工作经验，向同行“取经”……经过10
个多月的“恶补”，她的心里逐渐有了
底，还自费购买了鸟类专业图鉴、专业
相机，按图识别和拍摄记录湿地公园中
的野生鸟类。

薛美丽的手机相册里装满了她的
“宝贝”，既有经常光顾湿地公园的“熟
客”，也有远道而来的“贵宾”。“这就是
彩鹮，12只同时出现，太难得了！”指着
彩鹮的图片，她激动地说。

按照以往的经验，“五一”前后，海
尾湿地公园会有一些鸟儿过境，特别是
一些珍稀鸟类。薛美丽原本打算去监
测黑脸琵鹭过境，却意外地与彩鹮来了
一场美丽邂逅。

4月27日一早，薛美丽如往常一样
来到湿地公园。靠近水域后，她先用望
远镜眺望，看是否有目标出没。突然，
草地里的一串黑影引起了她的注意
——远远望去，大概有十几只，但距离
太远，看不清具体形态。

“可直觉告诉我，这绝对是好东
西。”于是，她赶紧举起长焦相机，连按
快门。果不其然，放大查看画面中的黑
点后，她对着不远处的丈夫惊呼：“彩鹮
来啦！”

为了能近距离拍摄彩鹮，薛美丽和
丈夫迅速将车掉头，开往一条离鸟群更
近的小路，两步并作一步，沿着一条小
土路往深处走。往里走，彩鹮的姿态逐
渐清晰；再往里走，数量得以确定，1只、
2只、3只……12只！

为了不惊扰彩鹮，薛美丽举着相机
一动不动，汗珠一颗颗地往下掉，还时
不时地被草地里的红火蚁叮咬，可她却
乐此不疲。

“12只彩鹮惊现昌江”的消息传出
后，不少拍鸟爱好者蜂拥而至。接连几
日，薛美丽被各种电话轮番“轰炸”，有
问具体地点的，有问好不好拍的……

“那几天喉咙都喊哑了。”
除了彩鹮之外，薛美丽还观测到黑

鹳、黑脸琵鹭、蛇雕、紫水鸡等多种珍贵
鸟类，“这片沼泽地是鸟儿迁徙过程中
的一个补给站。”有朋友笑称她自带“吸
鸟体质”，可在她看来，“每一次的意外
之喜，都是与鸟儿的有缘相遇，也是一
种缘分吧。”

捕
捉
人
与
自
然
共
生
的
新
景
象—

—

寻
迹
城
市
野

■
本
报
记
者

张
琬
茜

举起相机，瞄准、对焦、按
下快门……一番快速操作之
后，薛美丽仔细翻看着相册。
画面中，12只彩鹮翩跹，羽翼
丰满；

查看四周环境，寻找合适
点位，布设监测相机，卢刚期
待着，将有更多的豹猫闯入红
外相机的视野中，与公众见
面；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
着海南不断上新的新奇物种，
也捕捉到一个又一个城市与
野性交融的美好瞬间，为我们
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
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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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中记录野生动植物活
动，是对自然生态的一种关注和
保护；而在热带雨林中寻找并记
录新物种，则是对生物多样性的
深入探索和认识。海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曾念开就是
这样一位野生植物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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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只全身闪烁着金属般艳丽光
泽的栗喉蜂虎迅速掠过天空，发出如口
哨般清亮的鸣啼……在海口五源河湿
地公益保护区蜂虎观测地，如此景象并
不稀奇。每年4至6月，有着“中国最美
小鸟”之称的蜂虎，会返回海口五源河
筑巢繁殖。

与这片绿地一街之隔，是城市繁忙
的车流和密集的住宅小区。作为海口
西部的一条重要生态廊道，五源河湿地
公园打通了森林、乡村、湿地、城市和海
洋的通道，使得更多物种可以由此迁
移。

这些物种中，有一个小家伙因外表
萌趣而深受人们喜爱——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豹猫。“除了山地林区，
城市郊野或村庄附近也会出现豹猫的
踪迹。”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所长卢刚
说。

2022年2月2日，海口畓榃湿地研
究所公布：2021年9月起，该机构在海
口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设置的兽类监
测项目频繁监测到豹猫活动的踪迹。
这说明有一个豹猫种群生活在五源河
区域，这也是海南首次在城区发现豹猫
的种群。

“豹猫分布范围广，适应能力强，在
海口郊区监测到豹猫是意料之中的
事。”但卢刚不曾料想到，它能出现在如
此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其中一个监测点
距离海口市政府办公区的直线距离不
足500米。

为了拍摄到豹猫出没的珍贵画面，
卢刚和同事在海口五源河国家湿地公
园布设了多台红外相机开展兽类监
测。起初，拍摄并不容易，由于红外相
机长期布设在室外，设备的安全、稳定
等问题无法得到良好保障。后来，他们
给相机上了锁，做了标牌，绑在树上，并
标注“做野生动物监测”，情况得以好
转。

每个月，卢刚和同事会不定期去巡
护、更换相机储存卡，“一开始拍到的鸟
类比较多，比较惊喜的是拍到了红原鸡
在城市里出没。”相机放了大概半年时
间，豹猫的“真容”才得以最终显露，并
在五源河全流域多个点位频繁监测到
了豹猫活动的踪迹。

去年，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还在海
口美舍河国家湿地公园首次发现了稀
有物种露蔸叶山蟌。“这是自1999年首
次在海南万宁被发现后，在海南的第二
次记录，时隔20多年。”卢刚说。

随着近几年外界对生物多样性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卢刚也欣喜地看到，
不少物种新记录是由一些爱好者发现
的，也有不少公众开始关注和了解身边
的新物种，“期待未来将有更多有趣的
发现。”

他记录湿地“精灵”

她自带“吸鸟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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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非遗购物节

解锁非遗
消费新体验

■ 本报记者 刘晓惠

掀开后备箱，支起小桌板，摆上
黎锦、牛皮凳、鹧鸪茶、定安粽……近
日，海南非遗购物节在海口东坡老码
头火热开市。来自各市县的非遗传
承人拿出了看家绝活儿和压箱底的
宝贝，让非遗古韵更加新潮。

一块粗剪牛皮，两圈韧实木框，
林明忠的双手在数根藤条中翻腾，不
一会，木棍交接处已缠绕上了交织有
序的藤条，一个牛皮凳初具雏形。

林明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
牛皮凳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在非遗购
物节现场，他制作牛皮凳引来许多人
的围观。他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制
作黎族牛皮凳的藤条、木框来自黎山
深处。

“这是家传的手艺，从爷爷传到
父亲，现在我又传给儿子。”林明忠
说，虽然祖传的手艺没变，但现在的
牛皮凳已经不同于以往，“以前这是
我们自家使用的‘传家宝’，现在已经
是深受游客喜爱的商品了。”

活动现场，来自湖北的徐女士抬
起一张牛皮凳，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手感真好，很结实，也很有特色。这
个多少钱？”林明忠抬起头来回答：

“这张300元。”徐女士爽快地说道：
“好！我买了。”

在林明忠摊位的对面，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黎族双面绣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符秀英正在推销她的双面绣
摆件。“这绣的是我们海南的坡鹿，寓
意一路平安。”符秀英向围观者们介
绍。

当天下午5时，符秀英刚摆好摊
位，顾客便络绎不绝。她的摊位上摆
放的近百件新潮时尚的黎锦“小玩
意”，有黎锦香囊、黎锦手镯、黎锦耳
环、双面绣摆件，吸引了不少小姑娘
现场试戴。

购物节现场，不时飘来一缕缕茶
香。另一边，鹧鸪茶非遗传承人钟昌
旭现场展示了其独特的冲泡技艺，茶
香四溢，引得游客纷纷驻足。礼盒
装、便携装、家庭装等不同包装的鹧
鸪茶摆满了摊位。

鹧鸪茶，这一源自万宁东山岭及
海南中部山区的野生茶，被当地民众
誉为“灵芝草”。近年来，鹧鸪茶不仅
成为茶店里、水吧里的热销产品，还
是许多游客来海南必带的特产之一。

钟昌旭从2011年开始经营鹧鸪
茶工作坊，见证了鹧鸪茶从深山特产
变为热门旅游商品的变化。如今，他
经营的三家工作坊每年能产出上千
斤的鹧鸪茶，销售额能达到两百多万
元。他说：“非遗项目在得到保护传
承的同时，不断结合市场，创新推出
产品，深受市场欢迎，我们在非遗创
业赛道上信心十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带有“遗产”
二字，却又是一直充满生命力的。近
年来，海南创新推动非遗与旅游、文
化产业的融合发展，让非遗传承保护
更具活力。非遗成为了“飞入寻常百
姓家”的时尚服装、文创产品、生活家
居、美食等，可见可感可体验，真正融
入了现代生活。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公共
文化处（非遗处）相关负责人说，海南
将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遗在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活
态传承，打造非遗之旅线路、培育非
遗旅游品牌、打造“非遗+”特色旅游
产品，让非遗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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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新记录
五源河新记录
五源河新记录
海口新记录
五源河新记录

时间 物种名称 类群

2020.7.29
2021.4.27
2021.11.10
2023.10.8
2024.1.1

红腹异蜻
水雉
豹猫
露蔸叶山蟌
抱茎白点兰

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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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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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刚（左）和同事在安装红外触发照相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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