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1日 多云转晴 17℃~27℃
11月1日 阴 20℃~26℃
11月2日 阴转多云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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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梁展豪） 秋凉的味道一
天浓过一天，福州也迎来
了一年之中最舒服的季
节。最近几天，福州的天
气主打一个舒适，真正的

“秋高气爽”来了！
10月 30日清晨 6点，

阳光灿烂，气温舒适。退
伍军人陈先生来到了西湖
畔的木栈道，多年来，在福
州西湖公园晨跑已经成了
他的习惯。

在陈先生眼中，这时
候的福州天气最为舒适：

“夏天跑步太热，冬天又冷
风扑面。这个时候桂花也
开了，跑步时不时有桂花
香袭来，很是惬意。”

早上 8时 30分，西湖
公园里的游人渐渐多了起
来，碧绿的湖面搭配上蓝
天白云，形成了一幅美不
胜收的秋日游园图。

这样的舒适天气，还
将持续一段时间。

记者了解到，福州未
来三天雨水稀少，天气较
好。31日天气晴好，11月
1—2日天空云系增多，福
州全市多云到阴，局部有
阵雨。

眼下冷空气影响减
弱，未来三天，福州气温有
所升降但幅度较小，市区
最高气温维持在 25℃~
27℃之间，夜晨的气温较
低，请适当增减衣物。

福州最舒适的季节来了

“翘嘴娘子”反嘴鹬现身永安

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文
受访者供图） 10 月 30
日，记者从福州欧潭生考
古工作室了解到，在福州
南公河口街区工地旁的岩
石上，发现疑似古代牡蛎
海蚀地貌遗迹。

上周日，工作室志愿
者程慧去新修复开放的南
公河口街区古厝游玩时，
发现街区在建工地外面路
边的一堆岩石上附有很多
牡蛎壳。这堆石头下方有
淤泥痕迹，看样子是从工
地底下挖出来的。

程慧用手摸了摸牡蛎
壳的边缘，原本应很锋利
的蛎壳却没划伤手，反而
感觉很光，这应该是经过
岁月长久侵蚀后的古代海
岸岩石遗迹。之后，程慧
在河口万寿桥的河边仔细
搜寻，在十多块大岩石上
也发现成片疑似牡蛎海蚀
地貌遗迹。

南公“河口”的淡水河

岸边，为何会有大量海洋贝
壳寄生在岩石上？程慧说，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福
州在远古时期曾是一个大
海湾，只有较高的山峰露出
海面，地质史上称为“福州
湾”。直到两千多年前的汉
代，福州城还只是一个半
岛，周边有众多海湾。五代
以后，海水再次后退，南台
的沙洲相继露出水面，福州
城向南扩展，但茶亭之南仍
是一片汪洋和沼泽。

而福州“海上丝绸之
路”始于汉代、盛于唐五
代，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
间，福州与广州、扬州并列
为三大贸易港口。据《闽
都记》记载，南公“河口”于
宋代形成商港，并设有“临
河务”管理与收税。

因此，程慧大胆地推
测，这些大岩石在五代以
前是浸泡于福州海湾边的
礁石，被牡蛎寄生多年后
因海水退去才露出水面，

至今已经过一千多年的岁
月侵蚀。

“但可能是公园方面
出于园林美观方面的考
虑，不少岩石上的牡蛎壳
都被当作垃圾清除了，只
留下一些白色壳痕，非常
可惜。”程慧建议，公园管
理方应将“牡蛎海蚀地貌
遗迹”这一福州滨海特色
的历史风貌，更好地保护
起来。

福州南公河口街区工地旁，发现附有牡蛎壳的岩石

疑似古代牡蛎海蚀地貌遗迹

鹬蚌相争里
被“冤枉”的反嘴鹬

□知多一点

资料显示，反嘴鹬，中型涉禽，体长
42～45 厘米。嘴黑色，细长而向上翘。
脚亦较长，青灰色。头顶从前额至后颈
黑色，翼尖和翼上及肩部两条带斑黑色，
其余体羽白色。反嘴鹬栖息于平原和半
荒漠地区的湖泊、水塘和沼泽地带，有时
也栖息于海边水塘和盐碱沼泽地，迁徙
期间亦常出现于水稻田和鱼塘。在中国
分布于新疆、内蒙古、吉林等省区，越冬
于西藏南部、广东、福建和香港等地。

反嘴鹬的喙造型别致，是一个又长
又带有一定弧度向上翘的喙。不过，这滑
稽的喙可不是为了逗谁笑或者标新立异，
而是为适应特殊食谱特别演化出来的。

与大多数水栖禽类捕捉鱼虾不同，
反嘴鹬以藏匿于水底泥沙中的甲壳类、
水生昆虫及其幼虫、蠕虫和软体动物等
无脊椎动物为主要食物。为了捕捉这些
食物，它的嘴巴演化出来的弧度，使其可
以像挖沙船一样挖掘泥沙中的食物。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有个成语叫“鹬
蚌相争”，这则故事讲述了鹬要吃蚌的
肉，而蚌为了活命则夹住了鹬的喙，而渔
翁借机撒网将其双双捕获。该成语生动
地比喻了两相争执必会造成两败俱伤，

而让第三者获利的局面。
其实，这可能是千百年

来鹬被“冤枉”得最惨
的一次了。鹬本来
就是以无脊椎动物
为食，其食谱中就
包含了蚌，所以真
实的情况很可能
是，它在捕食的过

程中因大意而被
渔翁抓到了。

（澎湃新闻）

海都讯（记者 周字艺 通讯员 廖金朋） 生气
爱噘嘴的小孩总会被家长调侃，你这小嘴翘的，都能

挂油壶了。动物界也有嘴能挂油壶的“翘嘴娘
子”，不过它要为自己正名：“我可不是爱生气，
只是天生长了这样一张翘嘴。”它就是国家保
护珍稀鸟类反嘴鹬（yù）。

近日，永安市一名观鸟爱好者在洛溪村一
口放水的鱼塘观察到一只反嘴鹬，这是洛溪村
有影像记录的第 231种野生鸟类。据介绍，今年
秋迁期间，在永安洛溪村观察到的候鸟有黄鹡（jí）

鸰（líng）、戴胜、环颈鸻（héng）、黑眉苇莺、理氏鹨（liù）、
红喉鹨、黑卷尾等，以及多年才得一见的小田鸡，还有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胸鹀（wú）。
记者了解到，该观鸟爱好者观察到这只反嘴鹬时，它正活动在鱼塘

浅水处，步履缓慢而稳健，常将嘴伸入水中或稀泥里面，左右来回扫动觅食。
此外，在今年的秋季鸟类迁徙过程中，永安市的鸟友们在市域内的天宝岩保护区、龟山

公园、桃源洞风景区等地还见到了鸳鸯、普通鸬鹚、鹤鹬、凤头 鸟辟 虒鸟（pì tī）、黑翅长脚鹬、绿
翅鸭、赤颈鸭，以及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胸翡翠、水雉等候鸟。国庆前后，以牛背鹭和白
鹭为主，并混有中白鹭和大白鹭、苍鹭等的鹭鸟群，更是经常集体出现在洛溪村或大洲后的
沙溪河中央小岛上，形成百鸟齐飞、千鸟蔽日的壮观景象。

南公河口街区工地旁，发现附有牡蛎壳的岩石

万寿桥边的岩石，发现
疑似牡蛎海蚀地貌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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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迁期间，永安洛溪村观察到多种珍稀候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