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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竹艺既不是常见的编织， 也不是传统的雕
刻，而是把竹片一点点打磨，最后拼装成一只只活灵
活现的昆虫，包括蜻蜓、蚂蚱、蛐蛐、螳螂、蝉……它
们是日本一位酷爱昆虫的竹艺大师———斋藤德幸的
作品。

这些姿态各异的昆虫模型，看上去栩栩如生，个
个都好似真正的昆虫标本。

斋藤德幸说，他最享受的就是制作细节，哪里需
要加强，哪里可以简略，这个过程都由他一手把握。
他最擅长的则是利用竹子本身的纹理， 将它们巧妙
地用到所制作的作品当中，以增添作品的真实感。 他
的所有作品都是严格按照 1:1 的比例制作的，每做一
只之前，他都会细心地测量昆虫的大小，查阅相关的
资料，了解昆虫的特征。 但他也承认，为了让作品更加
美观，他会在某些细节的比例上略加美化，从而在视
觉效果上给人更好的感受和想象空间。

相比其他匠人的昆虫作品， 他的昆虫模型还有
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将同一种昆虫的不同品种特
点也一一呈现。 比如蜻蜓中有主要分布在亚洲的团
扇蜻蜓，它的腹部第八节呈团扇状蔓延；有日本田
间最常见的莜麦蜻蜓，复眼有深度的水色；有生活
在中南美的世界上最大的蜻蜓， 翅膀是半透明，顶
端有白色的斑点；还有一种被称之为“羽毛精灵”的
蜻蜓，它的翅膀是黑色的……它们在斋藤德幸的作
品中都能找到。

组装这些竹制的小零件确实不容易， 它们薄而
且脆， 稍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 但在斋藤德幸的手
中， 它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精确位置， 呈现出更多精
致。 � � � （BOBO 文/供图）

这 种 树 名 为“Pycnandra�
acuminata”， 中文名也称“喜
树”。它原产于新喀里多尼亚，不
过现在随着热带雨林的日渐减
少， 它的身影也在慢慢消失中。
据称目前全世界仅有不到几百
棵喜树。

喜树的最特别之处，是会流
出蓝绿色的汁液———略懂化学
知识的人就会立刻想到，这与重
金属有关———没错，这种汁液中
含有 25%的镍。

喜树为什么会出“蓝血”，自
然是因为它通过自然的生态吸
收， 在体内积累了大量的重金
属———镍。 可能还不止是镍，在
新喀里多尼亚的土壤环境中，已
查明含有铬、镍、锰等多种重金
属。 这里其实已不适合很多生物
的生存。 但奇怪的是，这里的热
带雨林依旧一片郁郁葱葱。 研究
人员发现， 这里至少有 65 种以
上的植物都可以直接从土壤当
中吸收镍金属， 它们被统称为
“重金属高累积性植物”———它
们的根部能直接吸收土壤中的
重金属，并将这些重金属储存在
茎、叶或种子当中。 而喜树是其
中镍浓度积累最高的一个树种。
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植物学家恩
特表示，喜树也是仅存于新喀里
多尼亚的热带雨林且最高可长到
达 20 米的大型又罕见的树种。

但这些植物是如何轻松“消
化”重金属的过程，对研究人员
来说仍是个谜。 有科学家分析，
过量积累的镍对大多数食草昆
虫来说确实是有毒的，所以镍的
浓度高，可以保护植物不受啃树
叶的昆虫和其它食草动物的伤
害，这可能是这些植物进化的原
因。 另一个说法则认为，镍具有
抗真菌作用，可以减少喜树附近
其它竞争性植物的发芽和生长。
不过，这些说法还没有被证实。

人们除了对这个树种的“蓝
血”兴趣浓厚，更有兴趣的似乎
还是如何利用喜树的这一特性。

一些矿物学家认为，或许可以利
用这些植物来净化一些已经被
重金属严重污染的土壤，又或许
可以通过这些植物来收集重金
属，再从另一种途径轻松提取。

有趣的是，一些采矿公司开
始尝试种植喜树，却发现想在新
喀里多尼亚的重污染土地上挖
个坑其实都不那么容易，当地土
壤硬得像钢板，而且夏天时的气
温可高达 60℃-70℃，如何让树
种发芽、 树苗长大就已是个问
题。 更何况，这些植物要长多久
才能长到可收割的规模，一株植
物究竟可以在每平方单位的土
壤里吸收多少重金属，收割的植
物体内又能浓缩出多少重金属，
这些都是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好在，当地的农业研究所已经在
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试了，这或
许也会是一个“炼金” 的好办
法。 � � � � � （小绿）

科罗拉多蓝杉原产北美，是
一种常绿树种， 树形十分美观。
因为种植方法简单且病虫害少，
又耐寒， 因此移栽成活率非常
高，如今已成为颇受欢迎的园林
树种，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
地都有栽种。

与周遭绿油油的树木小草
相映成趣的是，蓝杉看上去是蓝
色的，甚至有的呈深蓝色，有的
呈浅蓝色。 其实植物界极少有树
叶的颜色会出现蓝色，就算是这
些美丽的科罗拉多蓝杉，其实树
叶也并不是蓝色，而同样是绿色
的。 之所以看上去它们是蓝色

的，只是因为蓝杉灰绿色的松针
表面覆盖着一层表皮蜡质层。 这
层蜡质层反射光线就表现为蓝
色或淡蓝色。 松针表面蜡质层越
多，松针表现得越蓝；反之，也会
表现为绿色。

蓝杉的蜡质层主要作用是
可以减少松针的水分蒸发，同时
又可以吸收光照， 更利于生长。
这层蜡质层通常形成于早春萌
芽期直到夏季稍早时候。 但随着
环境的变化与松针的成熟，这些
蜡质层会慢慢风化、剥落从而减
少，所以就会呈现出深蓝或浅蓝
甚至是绿色的区别。 （建平）

科学家 11 月 1 日在英国
首都伦敦启动“地球生物基因
组项目”， 准备 10 年内测出
150 万种生物的遗传密码。 英
国《泰晤士报》形容这一项目
为打造一艘“数字诺亚方舟”。

项目主席、美国加利福尼
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生物学家
哈里斯·卢因说， 这是给整个
生物系统的一份保险，“让人
类不至于因为某些物种灭绝
而丢失上亿年的进化史”。

项目预计耗资 47 亿美元
（约合 325 亿元人民币 ），将整
合相关领域的全球研究项目，
包括美国为全部 6.6 万种脊椎
动物做基因组排序的项目和
中国涉及 1 万种植物的基因
组排序项目。

资助这一项目的韦尔科
姆基金会科学指导吉姆·史密
斯说，这一项目像“人类基因
组项目”那样，有望把研究成
果应用到医疗保健，帮助人类
开发治疗传染病的方法、研制
延缓衰老的药物、创造为人类
提供食物的新方法或者创造
新的生物材料。

目前已知基因组排序的
生物不足 3500 种， 仅占地球
生物总数大约 0.2%， 其中只
有不到 100 种生物的排序质
量达到“可供参考”、可供研究
人员使用的水平。

路透社援引卢因的话报
道：“我们迫切需要为地球上
的生命编一份目录。 我们这样
做不是因为这样做容易，而是
因为做这件事重要。 ”

（新华 欧飒）

这里必须再提到一个知
识点：面部识别其实与虹膜识
别并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
遮住眼球部分，可以无法进行
虹膜识别，但还是可以进行面
部识别。

人的眼睛外观由巩膜、虹
膜和瞳孔三部分构成。 虹膜是
位于巩膜和瞳孔之间的环形区
域， 约占眼睛总面积的 65%，
虹膜包含了丰富的生物学特征
信息， 而且在幼年固定下来后
维持终身不变， 可以说是一个

人的终生身份证。 所以虹膜被
作为人体生物识别的重要指标
之一， 比起 DNA 识别取样难
度高、识别慢，虹膜识别确实具
有快速准确等诸多优势， 已成
为了个体识别的重要手段。 但
它与面部识别却不一样。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一个人闭上了眼睛，我们
可以认出来他吗？答案是肯定
的。但如果给整个眼部打上了
马赛克，那么我们就不容易识
别这个人了。 由此可见，人类

对人脸的识别，更多的是依赖
于眼部的信息，而非眼珠的内
容。 马赛克之所以打在眼睛
上，是因为人的眼睛是人面部
具有分辨特征的重要部位，模
糊掉这个部位就会让人们难
以识别对方。 但是，这个识别
主要是眼睛这个总体部位，而
非眼珠。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说的
面部识别是指一个人对于他
人的识别，而不是指如今的智
能手机上的面部识别。

打在眼睛上？
马赛克马马赛赛克克 为什么要

马赛克自从发明以来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当然也许是
不便），因此它的使用是如此之广。 但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马赛克基本
上只打在两个部位：敏感部位、眼睛。

眼睛部位是一种更常见的马赛克打码位置，其实就是打在人脸上。 人
的面部的确是人体的差异化主要特征， 去掉面部基本上难以辨别具体个
人，但是为什么选择打在面部的眼睛位置，而不是面部其他位置呢？

首先，眼睛是面部的关键
性特征部位。 我们的面部结
构， 从上到下依次是额头、眼
睛、鼻子、嘴唇和脸。 这些结
构里，眼睛是最关键的特征部
位。 因为眼睛本身多变，不仅
是瞳孔颜色有差异，还包括眼
的形状以及最关键的眼神变
化。眼睛的一个小动作就可以
传递人体诸多情绪，比如喜悦
和悲伤，所以有人说：眼睛是

心灵的窗户。
其次，眼睛大小保持相对

稳定。小孩子的大眼睛会随着
年龄的增加，越长越小？ 其实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眼睛
是我们人体非常奇怪的一个
器官， 它的大小变化一直较
小。比如婴儿的眼球有 16-17
毫 米 ， 到 了 成 人 也 不 过
22.5-23 毫米，基本上过了 13
岁，我们的眼睛大小就不再变

了，最多也只会产生细微的变
化，这个比例相对于我们的身
体其他部分，比如身高，可说
是极小了。

正是因为眼睛既具有明
显的多样信息， 又可以维持相
对稳定，所以人们在判断他人样
貌时，通常会选择眼睛作为一个
判断标准。 一旦把眼睛遮住了，
我们就很难认出这个人了。这也
是马赛克打在眼睛上的原因。

眼睛既相对稳定，又富含信息量

马赛克必须打在整个眼部

（来源：蝌蚪五线谱）

科学家要建
“数字诺亚方舟”

竹制蜻蜓几可乱真

蓝杉的树叶并不蓝

会流“蓝血”的树 可用来治理重
金属污染

打马赛克后 ， 面部已
基本难以辨识 (资料图片）

“蓝血”会在割开的伤口慢慢渗出
（资料图片）

潮人
美审

蓝杉的松针呈现出漂亮的蓝色（资料图片）

喜树是新喀里多尼亚仅有的树种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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