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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是我国保存最完好、分布最集
中、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
是中国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
也是一片处处都在上演生存攻
防战的战场。植物与动物之
间、动物与动物之间，甚至是植
物之间，斗智斗勇、互相厮杀，
这种生存竞赛无处不在。今天
的《新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热带雨林中的“生死战”。

在雨林中，虫生真菌“杀虫不见血”
的名场面同样令人震撼。这是一类能够
寄生在昆虫、蜘蛛等节肢动物的体内，控
制它们的行为，最终致其死亡的真菌。

在五指山昌化江之源栈道上，科研
人员拍摄到一只被真菌寄生的斑络新妇
（名称待确认）。受真菌的控制，它的生
命最终定格在了溪流旁的树枝上。真菌
在斑络新妇体表和体内的大量繁殖，耗
光了它的生命。斑络新妇死后，寄生真
菌得以在这个开阔的环境中向外散播出
更多的孢子，寻找新的寄主。这样的生
态现象展现了真菌在这场生存游戏中的

“暗杀”手段。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
员会被巨大的海芋叶片上密布的圆孔所
震惊，是谁用打孔机打出来的痕迹？其
实这是锚阿波萤叶甲的杰作。为了避免
被天敌啃食，海芋整株都含有毒素。锚
阿波萤叶甲自有它的破解之法，它用身
体当圆规，在海芋叶片上“划”出一个圆
形“结界”，从而阻断了毒素的传输。

在没有新的毒素传输过来的前提
下，它所取食部分的毒素不足以毒死
它。即使偶尔中毒，它也只是短暂昏迷，
很快就能恢复，继续“划”出新的“结界”。

在这场较量中，海芋看似输得“千疮
百孔”，实际上，那些圆孔不足以杀死它
们，反而有助于热带雨林猛烈的风雨穿
透叶片，从而减少巨叶折断的风险。

用手术来救命并不是人
类的专利。一个国际研究团
队日前在美国《当代生物学》
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发现佛罗
里达弓背蚁会诊断负伤同伴
的腿伤，并根据伤情选择不同
的治疗方法，以提高其生存
率。

日本冲绳科学技术大学
院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
该校研究人员和德国维尔茨
堡大学等机构同行分析了佛
罗里达弓背蚁股骨受伤和胫
骨受伤两种情况下，同伴为其

“诊疗”的差异。结果发现，如
果是股骨受伤，同伴会用口器
将伤口清洗干净后再将整条
腿咬断，而如果受伤的是胫
骨，同伴则只用口器清洁伤
口。

数据显示，股骨受伤被截
肢 的 蚂 蚁 生 存 率 达 90% 至
95%，胫骨受伤仅被进行伤口
清 洁 的 蚂 蚁 生 存 率 能 达 到
75%。与此相对照，如果不处
理股骨和胫骨的伤，则生存率
分别只有不到40%和15%。

研究人员推测蚂蚁选择
何种疗法与受伤部位的感染
风险相关。他们利用微型CT
成像技术对蚂蚁腿部结构进
行研究，并分析这一关联性。

研究人员发现，蚂蚁股骨
大部分由肌肉组织构成，如果
股骨受伤，肌肉受损，血液循
环能力下降；而胫骨几乎没有
肌肉组织，受伤后病原体可能
更快侵入体内。观测发现，蚂
蚁给同伴截肢至少要花 40 分
钟。研究人员因此推断，在胫
骨受伤后，蚂蚁因不能迅速帮
同伴截肢以防止病原体扩散，
所以通过清洗胫骨伤口以降
低发生致命感染的几率。

公报说，蚂蚁能诊断伤
口，根据伤口感染情况进行针
对性治疗，这简直能媲美人类
的医疗技术。研究人员表示，
尚不清楚蚂蚁为何能进行如
此精密的治疗。

（新华社）

揭
秘
生
物
之
间
斗
智
斗
勇
的
攻
防
对
决

绞杀现象是植物竞争的极致——竞争
阳光、养分和空间。桑科榕属的植物就是

“绞杀界”鼎鼎有名的杀手。
榕树绞杀的故事往往开始于一只吃下

了榕果的鸟儿。它的粪便随机地落在了一
棵大树上——粪便中藏着未被消化的种
子。其中恰巧有一颗幸运的种子，在高处
发芽并扎根。

最初阶段，幼苗与攀附的大树之间没
有直接的营养联系，这是一种典型的附生
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幼苗向下生长出不
定根，最终到达地面，开始从泥土中吸收养
分，逐渐发展成“抱紧”大树的藤本植物。

最后，不定根相互交织，在攀附的大树
外部形成一张由根系编织而成的网状结
构，犹如“天罗地网”，正式实施对大树的绞
杀。因为大树的生存空间被逐渐压缩，通
常数年之后，大树便会枯死，其“残躯”也成
为榕树的重要养分来源。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五指山昌
化江之源栈道上，有一棵被黄葛榕绞杀的
母生树。尽管母生树被黄葛榕困扰多年，
由于木质异常坚硬，依然顽强地存活，甚至
还萌发出新的枝条，实现了在绝境中的新
生，但大自然的残酷一面在于：母生树终将
无法摆脱这场无声的厮杀。

植物间的残酷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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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 虫生真菌的致命一击

小叶甲与海芋相爱相杀爱杀爱杀

“谍中谍” 雨林植物的情报系统

植物之间也有情报系统。生态学家苏
珊娜·西玛德发现，森林中的树木通过地下

的菌根网络进行交流，她形象地称其为
“树维网”。

通过这个网络，信息和资
源可以在不同物种的植物之
间流动。树木间的交流内容
非常丰富，比如相互告知环境
变化、发出危险警报、害虫预
警，甚至发布“寻树启事”（寻找
亲属）和“闲置交易”（转移剩余

养分）等等。而那些千年古木拥
有最多的连接点，是整个森林的中

心枢纽，它们还帮助年轻的植物扎根
并茁壮成长。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吊罗山山
地雨林生态栈道上，有一棵长了1500多年的
吊罗神树，它可能就是当地山地雨林的“中
心枢纽”之一！

在热带雨林，善于飞翔的动物更容易
获得食物，因为它们可以到达食物丰富的
林冠区。有些动物虽然不能真正地飞翔，
但它们可以利用展开的翼膜来滑翔，比如
飞蜥和鼯鼠。

斑飞蜥便是其中的代表。它们身体两
侧有发达的翼膜，翼膜由肋骨支撑。在需要
时，它们会从树干高处纵身一跃，展开身体
两侧的翼膜滑翔而下。这种快速移动的方
式帮助它们高效地在浓密的热带雨林中穿
梭，躲避天敌或追捕猎物。

热带雨林的每一寸土地都蕴含着生物
们的生存智慧与斗争故事。从植物的绞杀，
到真菌的寄生，再到动物们的飞行与伪装，
这片雨林不只是生物的栖息地，更是一片充
满了攻防战的竞技场。在这里，每一个生命
都在努力争取生存的权利，而我们则在这场

“生物万象”的生存游戏中，感受到了自然的
残酷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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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也能
为同伴“做手术”

植物绞杀现场

锚阿波萤叶甲与海芋

吊罗神树(上海自然博物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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