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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起耳朵，静静聆听，清脆的小鸟声在树上萦绕，好不容易找到鸟儿的踪影，却瞬
间飞走了。耐心等待一阵，它们又重回枝头，循着方向，拿起双筒望远镜追踪行径，仔
细观察它们的大小、毛色、动态，我们会惊讶自然之神奇，鸟类之有趣。

随着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愿意走进大自
然，去认识自然的美好，认识和谐共生的确切内涵。五一期间，西樵山自然生态教育中
心分别开展了“形形色色的鸟，观鸟入门”和“奇妙的植物世界”导赏活动，家长带着孩
子一起聆听鸟类世界欢快的莺歌燕语，揭开身边植物的神秘面纱。集科普与趣味于一
体的自然教育课程，得到家长孩子的一致赞赏。

大多数水鸟吃鱼
林鸟喜食果实和虫子

培养生态环保理念锻炼观察能力

在西樵山，有着多达

2000多种中草药，被誉为

南国宝贵的药库，常见有五

指毛桃、鸭脚木、夏枯草、海

芋、海金沙、紫花地丁等。

据中心工作人员邹斯柔

介绍，在西樵山，经常能发现

可入药的植物。记者在她的

带领下看到一种名为两面针

的植物，造型非常独特。叶

子顶部呈长条状，茎枝及叶

轴均有弯钩锐刺，两面针牙

膏中就使用了两面针的根作

为原料。

她提醒，植物有药用性，

过量使用会有一定毒性，请

遵医嘱使用。市民如果不了

解植物特性的话，最好不要

随便乱摸和服用。她举例，

很多人家里会种有海芋（亦

称滴水观音），虽然很常见，

但海芋有毒，其叶片渗出的

汁液误接触眼、口等敏感部

位，严重的可以引起呕吐、

呼吸困难等症状，一旦发生

误食或中毒要尽快就医。

“海芋伤口分泌有毒的汁

液，是植物的一种自我保

护，千万不要因为觉得有趣

而去玩弄海芋，接触其分泌

的汁液。”

在观察植物过程中，我

们除了用眼睛看之外，还可

以通过触觉、嗅觉等加深对

植物的认识。例如摸摸树

叶，感受树叶的质感，遇到一

些散发气味的植物也可以通

过嗅觉来辨别。“不过不是所

有植物都可以随便触摸或者

闻它的气味，我们在授课过

程中会给大家普及这些专业

知识，倡导大家爱护大自然，

尊重每一种生命。”

对比起观鸟、夜观这些

活动，植物观察似乎比较“乏

味”，但是静静地观察植物，

了解植物的生长过程、欣赏

植物的千姿百态，从而了解

大自然的运作法则，养成爱

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好习惯，也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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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山是佛山的一个旅

游地标，也是南海区唯一一个

国家5A级景区。漫山郁郁

葱葱，蔚然成林，不少禽鸟兽

类，栖息其间，是植物探索、花

卉知识科普、自然科普等研学

活动的重要场所。

根据统计，目前西樵山内

已记录到鸟类有近150种，

其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

有5种，分别为黄嘴角鸮、领

角鸮、领鸺鹠、褐翅鸦鹃、小鸦

鹃，省级重点保护鸟类有 6
种，分别为红嘴相思鸟、白鹭、

池鹭、夜鹭、栗苇鳽、黑水鸡。

沿着白云洞奎光楼往里

走到尽头，在康有为像的旁

边，就是西樵山自然生态教育

中心所在地。环绕着中心四

周，记者听到了丰富多样的鸟

叫声。教育中心负责人郑先

生介绍，这附近就活跃了20
多种鸟类，最常见的是红耳

鹎、暗绿绣眼鸟等“三有”鸟

类。鸟类是否愿意栖息，关键

还是看这里的生态资源，植被

和食物种类是否丰富。

不同鸟类的觅食方式、求

偶方式、筑巢方式均有很大不

同。翠鸟、苍鹭、白鹭等水鸟，

喜欢在水边觅食，吃一些小

鱼，林鸟则喜欢吃树上的果实

和虫子。

鸟类食性不同，喙部的特

征就会有差异。例如，食谷类

鸟的喙呈锥状，底部可以产生

强大的压力，他们用喙打开种

子和谷物的外壳，只吞掉其中

“好吃”的部分。沙秋鸭的喙

边缘是锯齿状的，就像牙齿一

样，这样的喙可以让它抓到光

滑的鱼。

鸟类的种类繁多，特征不

一，无论是聆听鸟鸣还是观察

识别鸟种，都是放松身心，亲

近自然的好方法，此外，观鸟

还是培养自然生态环保理念、

锻炼观察能力的好时机。

“最近的鸟况特别好。”郑

先生向记者传授观鸟技巧时，

时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鸟

况，意指鸟类活动的情况。一

般来说，观鸟的最佳时段是早

上七八点，或者下午四五点的

时候，这些时段小鸟出来觅

食、活动频繁，阳光也没有那

么猛烈，鸟况较好。

小鸟经常飞来飞去，我们

如何才能捕捉到它们？观察

它们的乐趣又在哪里？郑先

生支招，“大家在观鸟时，首先

要听声音，判断鸟类的大概位

置后透过目测找准其定位。

我们再用望远镜观察它，追踪

它。”对于初学者而言，双筒望

远镜轻便灵活，容易操作，是

入门级别的观鸟工具。

找到鸟之后，我们要观

察其体型特征和羽毛颜色。

记者当天就看到了红耳鹎。

黑色的羽冠长窄而前倾，有

红色耳斑，臀部也是红色

的。原来，这种鸟吵嚷好动

而喜群栖。喜栖于突出物

上，常站在小树最高点鸣唱

或唧唧叫，是佛山最为常见

的鸟类。

不同鸟类的不同生活场

景也非常有意思。曾有紫啸

鸫在中心筑巢孵化鸟宝宝，它

们受惊时会藏身于密林之

中。而当它们想求偶时也会

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发出特

别的鸣叫，吸引异性注意。

部分植物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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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鸟通常是在野外进行的活

动，首先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建议

五岁以上的孩子参加，最好是有组

织地结伴而行。应该选择舒适的

衣着，着装上要避免颜色鲜艳，不

要穿高跟鞋，不要喷香水，并保持

安静，不要喧哗。拍摄时应采用自

然光，尽量不使用闪光灯。同时与

鸟类保持距离，不打扰鸟类。初学

者观察时可配备一副8～10倍的双

筒望远镜。

观鸟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眼疾

手快，将双筒望远镜挂在胸前，用

眼睛去观察鸟类的位置，发现后迅

速使用望远镜进行调焦观察。发

现鸟类后要仔细观察它的特征，例

如鸟喙形状、羽毛颜色、眼睛特征、

飞行特点等，如果鸟类跳动太快就

要分几次来观察，之后根据特征在

鸟类图鉴上查找，这样就可以知道

刚刚看到的是哪一种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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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耳鹎。

■褐翅鸦鹃。

■花叶艳山姜。

■暗绿绣眼鸟。

■紫背万年青。

■西樵山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模拟版“雨林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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