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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梅花”走了，“神话之鸟”来了。昨天，在

世纪公园，“鸟友”们惊喜地发现，一只中华凤

头燕鸥在镜天湖上小憩。要知道它可是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鸥科鸟类中最稀少的一种，全

世界仅存100余只。爱好观鸟的“鸟友”们纷

纷从各方赶来，欣赏这难得的相遇。

“鸟友”新发现
“昨天早上起床，‘梅花’台风基本已经

过了。我马上联想到台风天，一些鸟类往往

喜欢在海边、水边避风，这时正是观鸟的好

时机。”70多岁的陆阳有多年的观鸟经验，上

午8时多，他带着一个相机，来到世纪公园

的镜天湖畔。他远远望去，此时湖面波澜不

惊，鸥群翔集，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在湖

里，或许是为了圈住游船，有一些绳索和木

桩。鸥群正悠闲地在绳索和木桩上歇脚，有

些绳子上就站了十几只。

这时，陆阳突然发现一只“鹤立”鸥群的

水鸟。和普通的燕鸥不同，它的发型很

“酷”，不是平头，而是有点像“凤凰头”，怒发

冲冠、根根竖起来；长长的鸟嘴不像普通燕

鸥是黑色的，大部分是橘色的，前面一小段

是黑色的，最尖的则是白色的“点绛唇”。“看

到这只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

道是中华凤头燕鸥吗？它可是世界最濒危

的100个物种之一，全世界也不过百余只！”

陆阳将相机镜头变焦对准这只鸟，端详

每一个细节和特征，最终确定就是中华凤头

燕鸥。他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在“鸟友群”里发

出，马上有人响应，有人还驱车从南汇赶来。

台风“带进城”
中华凤头燕鸥为什么被称为“神话之

鸟”？上海自然博物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何鑫博士告诉记者，中华凤头燕鸥原名

黑嘴端凤头燕鸥，在世界鸟类红色名录上被

列为极危物种，1861年首次被发现记录，但

一直很罕见，1937年之后就消失在人类的视

野中，所以被称为“神话之鸟”。直到2000

年，在马祖列岛重新发现其繁殖纪录，这是

世界第一次发现其有繁殖纪录的地方。后

来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它们的种群数量有

所回升。但毕竟整体仍然稀少，濒临绝种，

且经常混杂在普通燕鸥鸟群中，不易观察，

所以中华凤头燕鸥一直都是观鸟者和科研

人员眼中的“明星”物种。

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海岸

和海岛，虽然它也曾有过“魔都之旅”，但也

是偶尔出现在南汇嘴的东海之滨，这次为什

么破天荒“进城”了？何鑫分析，台风来临，

鸟类在大风裹挟下面临危险。为了躲避台

风，它们往往藏在台风眼附近，伴随台风眼

大范围转移。此次“梅花”游历了上海市区

许多地方，它们估计也是被台风带“进城”

的。加上世纪公园有湖面，台风过后，适合

它们在水面休息觅食。

记者了解到，昨天光临世纪公园的“贵

客”不仅有中华凤头燕鸥，还有褐翅燕鸥，也

很罕见。顾名思义，它的翅膀是褐色的，飞

翔姿态十分优美。“褐翅燕鸥也属于海洋燕

鸥，在上海看到的概率不高。”何鑫说，近年

来随着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城市公园

绿地的设计也更加注重人和自然的融合。

伴随着公民科学素养的不断提高和自然教

育的普及，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观鸟爱好者的

群体，也有越来越多的观鸟者关注着城市中

的鸟类。

昨天下午1时左右，鸥群陆续翩然离

去，回归海洋，观鸟者依然流连徘徊，回味许

久……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世纪公园喜现“神话之鸟”
台风“梅花”吹来世界濒危鸟类中华凤头燕鸥

前晚在奉贤熬了一宿，体验了

一把12级“梅超风”直接“打脸”的

感受。正在风中凌乱之时，突然意

识到，我已经忘记了上次台风直击

上海是在什么时候，好像每次都以

“擦身而过”“突然转向”结束。有人

哀叹“魔都‘结界’失灵了！”但我不

这么认为，“结界”还在，而且越来越

强大。

第一次报道台风是2005年的

“麦莎”，那时我刚入行不久。“麦莎”

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上海，但其恐怖

的破坏力至今依然让我不寒而栗。

我记得当时乘坐着一辆旧采访车直

奔重灾区，狂风暴雨之下感觉小车

随时都要“上天”，雨刮器开到最大

也无济于事，几乎一路盲开；而且外

面下大雨，车里面下小雨，我拿着一

个饭碗接雨水，心想这回小命要没了。

最后统计损失，仅上海直接损失就达1

亿元，3人死亡，地铁被雨水倒灌，农作物大

片绝收，惨景令人不忍直视。自此之后，我与

台风似乎就杠上了，基本上每年抗台报道一

次不落。但奇怪的是，之后的台风似乎再也

没有对上海造成过“麦莎”这样的破坏，几乎

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以至于出现了魔都“结

界”这个说法，觉得冥冥之中似有天助。

当然，这只是一种幽默调侃。作为“抗台

专业户”的我，更是明白背后怎么回事。十几

年来，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不管台风如何走

位，威力几何，上海都会把它当成“麦莎”来对

待。该做的事情一件不少，要求标准越来越

严，台风来不来、怎么来是大自然在摆布，我

们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全面准备好。

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也早已今非昔

比。举个例子，奉贤区这次应对“梅花”，启用

了105个内涝监测感应器，安装的点位都是

往年容易出现积水的地方，积水超过警戒水

位就会报警，有的点位还装有摄像头。现在

只需几个人操作智能防汛系统，就能超过以

往几十、上百人巡查的效果。用最少的人办

最大的事，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所以现在你问我，魔都“结界”失灵了

吗？我的回答肯定是没有，因为真正的“结

界”是全力以赴的态度、团结一心的应对、经

验教训的总结，以及科学技术的助力。人定

胜天，不现实，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每一次

都比上一次好。

梦里拳打脚踢 可能是“梦动症”
专家提醒：若未经治疗，近四成会引发帕金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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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凤头燕鸥 陆阳 摄

我们每晚互道“晚安”，有时还会加一句“好梦”。但
是，有些人睡觉时噩梦频繁，随着梦境出现喊叫、拳打脚
踢，严重时还会从床上跌落而受伤。这其实是中老年人
群中常见的睡眠疾病。
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提到脑健康，人们首先关注的

是脑血管疾病。而这次记者要带你走进“睡眠”，看看梦
境异常中隐藏着哪些脑疾病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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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搏斗好累
患者刘先生说，约十年前，住在职工宿

舍，工作紧张时，睡觉会说梦话。而刘先生

自己对说梦话的事一点意识都没有，也没加

以重视。2016年，刘先生退休了，生活变得

闲适安逸，但晚上噩梦突然频繁了，而且还

会“动手动脚”。到了2019年，梦境越来越

凶险，常出现稀奇古怪的场景，比如地上突

然出现个大洞、树上掉下蟒蛇，刘先生梦中

惊恐万分，大声呼救、挣扎，有时会打到妻

子，有时还会从床上掉下来。夫妻俩的睡眠

因此受到严重干扰。

有一次，刘先生正巧看到了华山医院神

经内科于欢教授做科普，讲的“梦动症”症状

和他一模一样。在华山医院经过睡眠监测

和服药治疗，刘先生很快摆脱了噩梦的困

扰，生活又回到正轨上。

老年男性多见
华山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复旦大

学睡眠障碍诊治中心主任于欢说，人的睡眠

可以分为快速眼动睡眠期（REM）和非快速

眼动睡眠期（NREM）两部分。REM约占总

睡眠时间的15%-25%，这个时期脑电波活

跃，血压、心律波动，睡眠者会体验到有情节

的、场景清晰的梦境。正常情况下这个时期

人肌肉完全放松，不会因梦境出现动作。但

如果抑制肌肉张力的神经核团和神经环路

受某些神经变性病的影响，肌肉放松机制失

控，患者就会表现出和梦境相关的异常动

作。这种异常行为常带有爆发性、伤害性的

特点，医学上称为快速眼动睡眠期睡眠行为

障碍（RBD），俗称“梦动症”。各国研究者报

道RBD的发病率在0.35%-5%之间，男性占

了80%以上。

RBD的症状通常出现在后半夜，因为后

半夜REM睡眠较多。梦境以恐惧、窘迫、压

抑、愤怒等负面情绪为多。有的人梦到自己

在打架，可能就会在床上大施拳脚。患者的

粗暴动作对自己和床伴构成安全威胁；甚至

拦在床边的椅子、家具、床头饰物也会成为

患者随手抓起的“武器”。

可导致帕金森
“梦动症”不同于我们常说的梦游。梦

游一般发生于非快速眼动期（集中于前半

夜），所以在梦游时，梦境并不那么明显，患

者会做一些平和复杂的动作，如穿衣、开门、

上厕所；而如果是RBD，行为是与梦境相关

的，且大多为暴力行为。梦游患者常不记得

发作，或者只是对发作有模糊印象，RBD患

者不仅能记起梦境，还能记住梦境伴随的强

烈情绪。梦游好发于儿童青少年，随年龄增

长减轻消失；RBD却是老年人的“专利”，症

状随病程越来越严重。

研究证实，“梦动症”是一种神经系统变

性病的早期阶段，病变最早使周围神经系统

受到累及，如果累及嗅球，那么嗅觉就会减

退。比如，有饭烧糊了，或者有些菜不那么

新鲜了，患者会闻不到；如果影响到肠道的

植物神经，会有排便困难；当病理改变累及

调节睡眠期间肌肉放松的中枢神经系统时，

患者出现梦中动作，最后病变累及锥体外

系，病人表现出肢体僵硬颤抖（即出现帕金

森病的症状）；累及大脑皮层则表现出明显

的认知功能下降。

确诊“梦动症”后怎么办？于欢教授介

绍，一般来说，坚持服药，积极配合随访，多

数患者可以维持良好的生活状态。但数据

显示，未经治疗的“梦动症”患者，5年内，约

有38%转变成帕金森病；14年内，可有高达

90%的患者转变为帕金森病。病情的转变

通常在悄无声息中发生，定期门诊随访，每

1-2年复查一次睡眠监测非常必要。

睡眠疾病80多种
复旦大学睡眠障碍诊治中心由华山医

院神经内科牵头设立，是一个多学科合作、

覆盖全病种的综合性睡眠中心。于欢说，神

经变性病合并睡眠障碍的发生率高，不仅影

响当下的生活质量，还会加重加快神经系统

变性病的发展。睡眠疾病的治疗，为神经系

统变性病的治疗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

睡眠疾病不是哪一类人群的专利，每一

个年龄层都有自己的好发病。比如，发作性

睡病好发于青春期男孩。12岁的小雨上课

经常睡觉，严重时在考试中会不由自主睡

着。小雨的妈妈说，“老师总认为孩子晚上

熬夜了，否则白天怎么这么困呢？”经多方打

听，小雨的妈妈找到了于欢。经过睡眠监测

后，孩子被确诊为发作性睡病。

这两天，“深圳女孩拥有48秒睡着的

‘超能力’”上了热搜，其实这也是发作性睡

病，而各种睡眠疾病达80多种。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