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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至4日晚，在湖南省常
德市汉寿县沅水大桥上，突然出现
大量飞虫，它们如下雪般附着在桥
梁上，预估数量“至少有10亿只”。路
面上更是堆了几厘米厚的虫尸，许
多车辆因道路打滑导致追尾。

汉寿县卫健局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飞虫为蜉蝣，是一种中性偏有
益的昆虫，对人体、农作物无伤害，
不用过于担心。

那么，蜉蝣为什么会扎堆聚集
在大桥上？专家解释，蜉蝣需要将
卵产在水中，在漆黑的夜里，它们
怎么分辨水面和陆地呢？原来，蜉
蝣具有趋光性，大桥和汽车的灯光
非常明亮，这些光打在路面和汽车
表面，经过反射，在蜉蝣眼里像极
了水面，它们就会大量奔赴而来，
然而这里不能产卵，蜉蝣体力耗尽
后便会死亡，桥面的虫尸也会逐渐
堆积成山，像“积雪”一般。

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博士詹
志鸿介绍，沅江流域曾多次在9月
初出现大量蜉蝣扎堆飞舞的现象。
不光在我国，在美国中西部如伊利
诺伊州、印第安纳州等靠近湖泊或
河道的地方，蜉蝣也会大批量出
现，多到在卫星图上都能看到，像

乌云一样，影响人们和车辆通行。
如何解决飞虫扰民问题？有关

蜉蝣趋光性的研究，或许能提供一
些解决思路。某些特定波长的灯
光，对蜉蝣有显著吸引力，比如波
长较短的蓝光和绿光，在桥梁上游
放置蓝绿灯光设备，可能会使蜉蝣
定向聚集，相对远离桥梁。

除了波长，蜉蝣还对白光LED
灯的色温表现出明显趋性。蜉蝣更
喜欢4800K高色温，而讨厌2200K低
色温。将桥梁照明设施替换为低色
温LED光源，或许也是个不错办法。
未来通过改良光照设备，或许能够
降低蜉蝣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蜉蝣为啥集体“袭击”大桥

这朝生暮死的一生，只为轰轰烈烈爱一场

蜉蝣：做虫嘛，最重要的是开心喽
成语“蚍

蜉撼大树”，
讲述了一个
蚍蜉自命不
凡，企图撼动
一棵大树，最
终被大树轻
而易举压死
的故事。

这个故
事形象地描
绘了蚍蜉与
大树之间的
力量对比，形
容力量微小
的人或事物
企图动摇或
改变强大的
人或事物，是
一种自不量
力的行为。唐
代韩愈在其

《调张籍》一
诗 中 ，也 有

“ 蚍 蜉 撼 大
树，可笑不自
量”的描述。

汉代焦
延寿在其著
作《易林》第

十三卷中也描述：“蚍蜉戴
盆，不能上山”，这是关于
蚂蚁自不量力较早的文字
表述了。

实际上，从科学角度
来看，这是一种对蚍蜉的
污名化，源于文学家对蚍
蜉严重的认知不足。那么，
蚍蜉到底是一种什么生
物？

最早记载蚍蜉这个名
词的是《尔雅·释虫》，《尔
雅》是世界上第一部百科
全书式的辞典。《尔雅·释
虫》中载录：“在蚁有君臣
义，故字从蚁。大者为蚍
蜉，亦曰马蚁。”可以看出，
蚍蜉是一种大蚂蚁，是蚂
蚁这种昆虫中体型较大的
种类。

蚂蚁虽然不能撼动大
树，但可以将树干蛀空，使
大树折倒。不过这种蚂蚁
不是黑蚂蚁，而是属于等
翅目的白蚁。科学家根据
化石判断，白蚁可能由古
直翅目昆虫发展而来，最
早出现于2亿年前的二叠
纪，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昆
虫始祖。

蚂蚁发展出了等级森
严的社会结构，让这个昆
虫的大家族，在复杂的进
化中，延续到了现在。

之所以说文学家对
“蚍蜉撼大树”是一种污名
化的描述，那是他们不知
道，这个世界上几乎全部
的枯木，它们之所以倒下
腐烂，都有蚂蚁的功劳。蚂
蚁中的白蚁，更是佼佼者。

白蚁以木为食，其强
大的消化能力，能将吞噬
下去的木质素分解成乙
酸、二氧化碳和氢气。所
以，若是没有“蚍蜉撼大
树”，这个世界上恐怕早已
无法容人类下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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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生暮死，它们是最短命的动物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
粟 ”“ 人 生 如 蜉 蝣 ，一 去 不 可
攀”……蜉蝣曾是我国古代许多文
人骚客诗词中的主角。

其实，蜉蝣并不是指某一种昆
虫，而是蜉蝣目昆虫的统称。截至
2024年8月29日，《全球生物物种名
录(COL)》收录的蜉蝣种类，包括
42科442属3341种，截至2002年，我
国记录共有17科60属220种。

蜉蝣身材纤薄细小，处于稚虫
期的蜉蝣体长仅有3毫米，成虫期
的蜉蝣也不过2厘米左右，看起来
有点弱不禁风。

蜉蝣一生要经历卵、稚虫、亚成
虫和成虫4个时期。蜉蝣交配后，将卵
产在水中，一段时间后孵化成稚虫。
蜉蝣的稚虫期时间较长，可达数月或
1年以上，最长可蛰伏3年。稚虫长年
生活在水下，主要在淡水湖或溪流
中，食物主要是水中草类、藻类和孑
孓(蚊子的幼虫)等。所以，就某种程
度来说，蜉蝣还是一种有益的昆虫。

蜉蝣成虫的寿命很短，少则几

小时，多则1至2天。蜉蝣一旦变为
成虫，其口器就会退化，失去进食
的功能。因而，成虫期的蜉蝣便会处
于不吃不喝状态，只能靠之前积蓄
在体内的能量来维持生命，生存时
间十分短暂，所以有“朝生暮死”的
说法，蜉蝣成虫也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短命的生物。

不过，虽然渺小如尘埃，蜉蝣
的器官却长得十分齐全。成虫拥有
大大的眼睛与短细的触角，背部长
着一对不能折叠的透明翅膀，精致
而美丽。

平常，蜉蝣的身影难得一见。
但到了繁殖时候，蜉蝣们就会一同
从水中羽化出现，在水上翩翩飞
舞，形成遮天蔽日的庞大种群。

这种渺小脆弱的生物，远比人
类想象的要顽强。早在石炭纪(公
元前3 . 55亿年—公元前2 . 9亿年)，
它们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是最原
始的有翅昆虫，比恐龙还早1亿甚
至2亿年。它们繁衍至今，见证了地
球的无数变迁。

婚飞，为爱而生为爱而死

小小蜉蝣还是鉴定水质的行家

蜉蝣赖水而生，水环境质
量对它们而言至关重要，一旦
水域污染，将会严重威胁它们
的生存。因此，蜉蝣和石蝇、石
蛾一起，被称为水质指标生物

“三巨头”。
蜉蝣稚虫在水下生活时

间较长，由于腐食及杂食的特
性，它们对水中有毒物质的扩
散很敏感，被誉为“天然水环
境晴雨表”。

因此，蜉蝣稚虫从20世
纪50年代开始，在水质监测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据常德市环境保护局汉
寿分局2024年5月发布的数据，
汉寿2023年水质达标率100%，
整体较2022年改善率达16.7%。
加之我国南方省份水系发达，
气候温润，适合蜉蝣生存。这些
生态基础，也为蜉蝣今年的大
爆发奠定了基础。

此外，蜉蝣作为食物链的
一环，滋养着多种动物。幼年

期的蜉蝣，以腐殖质和藻类植
物为食，是河流生态系统的初
级消费者。诸多鱼类鸟类又以
蜉蝣为食，河流生态系统的物
质和能量得以向更高级流动。

每当蜉蝣扎堆出现时，总
有人担心会不会是一些灾害
的预兆。

生态学家表示，蜉蝣周期
性大规模出现，是一种特殊的
演化策略，通过群体掩护来降
低个体被猎杀的可能性。

因此，蜉蝣聚集与地震等
自然灾害发生没有必然联系。
婚飞既是蜉蝣生命的终点也
是起点，千万年来，这样的轮
回周而复始。

有人会问，蜉蝣这样渺小
的生物存在有什么意义？当然
有意义，成年期的它们只用短
短一天便完成了生存、繁衍与
落幕一系列人生大事，“朝生而
暮死而尽其乐”，可谓干劲十
足，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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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说林训》上说：“蜉
蝣朝生而暮死，而尽其乐。”古人
常以蜉蝣来感叹人生短促无常。
虽然生命短暂，蜉蝣却并不愿意
辜负。

在这短短的时光中，蜉蝣一
边躲避天敌，一边抓紧时间完成
繁衍重任。它们不吃不喝，在空
中尽情飞舞，展示自己的美丽风
采，寻找配偶、交配。完成“传宗
接代”的使命后，它们的一生也
就宣告结束，可谓因爱而生，为
爱而死。

蜉蝣的求偶方式非常特
别。每年的春季与夏季，大量

的蜉蝣蜕变为成虫，成群聚集
在一起，进行一场美妙的“婚
飞”，场面蔚为壮观。雌虫会在
一群雄虫里挑选心仪的配偶，
最终与之完成交配。

随后，雌虫会在水中产下
卵，随即与雄虫一起相继而逝，
颇有些悲壮色彩。

每年春夏之交，在匈牙利的
蒂萨河畔，成千上万只蜉蝣会瞬
间出现在水面上，好似这条河流

“盛开”的花朵，这个盛大的场面
又被称为“盛开的蒂萨河”。

蜉蝣成虫的形态，也在朝高
效繁衍的方向变化。一些种类的
雄性，还有发达强健的复眼和前
足，用来寻找和抓握雌性。

蜉蝣、石蛾、石蝇以及双
翅目昆虫等，都有婚飞的习
性。婚飞时，成群结队的雄性
昆虫产生信息素或声音，吸引
远方的雌性，大大提高了找到
配偶的几率。

婚飞行为早在1 . 8亿年前
就已经出现。2022年中科院研究
人员发现了一层1 . 8亿年前的
蜉蝣化石，记录下了远古蜉蝣举
行“飞行婚礼”的珍贵场景。

9月初，在湖南常德沅
江流域，无数飞虫像雪花
一样在空中舞动，导致沅
水大桥出现十厘米厚的

“积雪”。这究竟是什么虫
子？为什么会聚在一起？
原来，这种虫子正是诗词
中经常出现的“蜉蝣”。

“蜉蝣朝生而暮死”和“寄
蜉蝣于天地”，说的就是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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