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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河狸并不是在北极地区生存的动
物，这里大多数地方都结着冰，“水利工程师”
们无法施展自己的水坝技术，也找不到地方
修建自己的“小木屋”。苔原上那一层薄得可
怜的植被，也让它们无法找到修水坝的“建
材”，而且食物还少得可怜。

不过，随着全球变暖，自19世纪末以来，
北极地区平均气温升高了1 . 8℃。温度持续上
升，流水结冰时间缩短，更多灌木甚至乔木长了
起来。环境渐渐改变，从前不愿来的客人现在
欣然来访，河狸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美国阿拉斯加州北极苔原70年间
(1949-2019)遥感数据，科学家发现河狸最早
在1980年来到北极修建水坝并形成“河狸水
塘”，之后水坝数量持续增多，仅在2003-2017
这十多年间，大部分地区“河狸水塘”的数量
都翻了一番。一直到2019年，他们一共发现了
11377个“河狸水塘”。

“从天上看河狸改造北极地貌的规模和速
度，就如同在北极烧了一场大火一样”，美国阿
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的生态学家说。

河狸的“水利工程”，毫无疑问让它们在北极
苔原以南的森林中，成为显著影响生态系统和物
种组成的关键物种。这些年来，北极地区的河狸
越来越多，正不知不觉改造这里的环境和气候。

在上世纪80年代，北极地区还没有河狸，
当时河流面积并不大；但是河狸来了之后，在
河流上修建了太多的“河狸水坝”，密密麻麻
的水坝改变了河流走向，扩大了水域面积。

河狸刚开始只是在北极边缘的森林区域活
动，随着全球持续变暖，导致灌木带北移，河狸
也跟着灌木北移，创造出更多的河狸水坝。

结冰的水环境和低温，曾让很多生物对北极
苔原都望而止步。而“河狸水塘”的出现，增加了
地表水面积和深度，使其更能保持热量而不易结
冰，很可能会吸引许多新的水生物种迁移至此。

河狸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圆和憨，它体长1
米，体重可达30千克。世界上现存两种河狸，北美
河狸主要生活在北美地区，另外一种是欧亚河狸，
主要分布在欧洲的森林，在我国新疆北部也有其
活跃的足迹。河狸善于用锋利的门齿咬断树枝，在
河流中修筑水坝，被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它们
改变地貌的能力仅次于人类。

河狸胆小怕事，而且自卫能力很差。在陆地上，
它们天敌众多，狼、狐狸、熊甚至猛禽，很轻易就能把
河狸变成腹中之食。不过，河狸也有应对高招，发现
天敌之后，它们会迅速钻入水中，敌人只能“望洋兴
叹”。河狸是潜水高手，游泳速度非常快。一只成年
河狸在水中深潜时间可长达12-15分钟，这种高
超的潜水本领，能让它有效躲避虎视眈眈的敌人。

河狸还有一个非常憨的操作，那就是它们喜欢
搓澡，而且搓澡次数每天至少五六次。研究发现，河
狸尾腺能分泌防水油脂，每次搓澡前，总会往尾巴
上抹一抹，目的就是把防水油脂涂抹在身上，以便
在水下自由活动，同时毛发还不会被打湿。

河狸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对外来入侵的同类，
会发出警告甚至武力冲突，在繁育季节，对误入其
中的人类也会发起攻击。它们通过肛门腺分泌的
气味来辨识家庭成员，同样也会用此方式识别其
他河狸。研究显示，领土接近的河狸家族间会互相
视为“邻居”，在对方领域活动时不会被驱逐。

在欧洲，欧亚河狸受到保护，在中国，河狸被
列为一级保护动物，并设有新疆布尔根河狸自然
保护区。

记者 于梅君


河狸在陆地上动作迟缓，视力也不太好，但是

水性良好，所以会选择在水里筑巢，以躲避捕食者
攻击。河狸对栖息地的要求非常高：要有充足的水
域，以便能到更远的地方活动；水位要足够高，避
免巢穴入口暴露在空气中；河水流速要尽可能缓
慢，这样水温才会升高；河狸的食物是木头，运输
木头时需要借助水的浮力，所以水域面积也非常
重要。

自然界很难找到这样“十全十美”的地方，不
过没关系，河狸会自己改造环境，这是它们刻在骨
子里的“基因”，打小就会。如果枯水期水面下降，
河狸的家就会失去天然庇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聪明的河狸学会了筑大坝，保持水面相对稳定，从
而保护自己的小家不被袭击。

小小的河狸是怎么修建水坝的呢？第一步，得
有足够的建筑材料。河狸修水坝的主要材料是木
材，这个好办，本身就在森林里，就地取材就行了。
河狸除了是天生的土木工程师，还是优秀的伐木
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啃倒碗口粗的大树。

没错，河狸伐木，靠的就是无比强大的门牙。河狸
的牙齿属于终生生长，尤其是一对大门牙更是含铁，有
利于啃咬树木。一旦河狸选择在某一河段安家，它
们就会去周围啃树，一棵周长40厘米的树，河狸只
用2个小时就能啃断。啃断之后，河狸就会分段咬
断树枝，将它们拖到河道里修建水坝。

有了建筑材料，第二步就是把这些木材运到施
工现场。如果伐木的地方离筑坝地方比较近，那还好
办，把木头啃成几截拖过去就行了。如果伐木的地方
比较远怎么办？这当然难不倒聪明的河狸。有时，河狸
会挖一条小运河，从筑坝地点直通伐木场，然后把木
材拖到小运河里，再从水中运到施工点。

材料搬运到位后，就可以着手修建大坝了。大
的树干、树枝作为主框架，小树枝作为次框架，树
枝之间的缝隙用树叶、泥土填充。经过全家的辛勤
劳作，一个像模像样的水坝就会很快完工了。

有了水坝，即使枯水期，水面也不会显著下
降。所以，河狸就可以在这个小水库里放心修筑它
们的“湖心别墅”了。河狸在水库中央修筑的家，里
面非常宽敞，干湿分区，既有日常起居的地方，也
有贮存食物的地方。出入口在水面以下，非常安
全，没有捕猎者能够进入骚扰。

水坝建成，还会造福其他邻居。河水无法直接
流向下游，最终让河流变成一个个湿地，湿地淹没
的植被树木等，会成为鱼儿们躲避天敌、产卵的场
所，鱼儿多了，又吸引了鸟儿，让整个生态链变得
更加丰富和完整，所以河狸成为当地湿地环境的
关键物种。

 胆小怕事的河狸
靠潜水躲避天敌


“基建狂魔”忙碌一生
只为有个安乐窝

河狸是一种呆萌
可爱的小动物，它们身
体圆滚滚，小眼睛、短
脖子、小短腿，却长着
一对极其犀利的大门
牙和一条像船桨一样
的大尾巴。作为大自然
最卓越的“土木工程
师”之一，河狸最强大
的本领就是筑水坝。

不过，谁也没想
到，如今北极正在被河
狸“入侵”并改造，河狸
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北
极的地形地貌，还产生
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
果。

河狸的食谱包含柳树、

百合、桦树、桤木等植

物，河狸将它们堆放在

这里，作为食物储备。

河狸巢穴的两个入口之一，

水下的入口能防止捕食者进

入，同时帮助河狸抵御寒冷。

通气孔

“安乐窝”位于水面以上的位置，

河狸会在这里繁殖、育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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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坝修着修着，就修到了北极

河狸到北极，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可能是
好事。但对全球气候来说，可不一定。

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大学的研究者说，
事实上，河狸们正在北极周围制造危险的绿
洲。河狸用它们出了名的龅牙啃断灌木，还会
使用苔藓、莎草和泥土来筑造堤坝，在冻土区
形成一处又一处的池塘。

河狸会彻底改变地貌，并制造出小型湿
地。“进化使河狸成为近乎完美的水利工程
师。”研究者说，它们知道该把堤坝建在哪里，

“河狸真的是在地表上创造出了这些绿洲，使
得北方物种在北极有了立足之地。”

大部分科学家将河狸的工程视为有益。
苔原上河狸水坝形成的池塘，让周围的一切
更加欣欣向荣，水坝池塘为一系列生物提供
了栖息地，包括昆虫、青蛙和鸣禽。

北极苔原虽然也有几种鲑鱼的身影，但
它们从前更多只是路过，河狸对这里水环境
的改变，给这些鲑鱼提供了在此产卵繁殖的
可能。储存在冻土里的矿物质，也可能会随着
河狸的“水利工程”而暴露出来，促进周围灌
木的生长、灌木的崛起，又会吸引来更多的其

他生物。
对北极苔原的生物多样性来说，河狸的

影响或许是正向的，但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负
面影响，却值得重视。“河狸水塘”带来蓬勃生
机的代价，是融化了的永久冻土层。

河狸水坝使得河流水位升高，形成的池
塘更深，水流速度更慢，创造了温暖水体，这
又融化了周围的永久冻土层，而北极的永久冻
土层中，储存了大量甲烷，永冻层的融化会释放
甲烷，甲烷是强力温室气体，温室效应是二氧
化碳的20多倍，将会进一步导致全球变暖。

“河狸池塘”淹没的区域，会导致下面的永
久冻土层解冻，如果河狸在北极苔原继续大规
模建设水坝，那它们可能真的是在“燃烧北极”，
持续将永久冻土里的温室气体释放出来。

不过，这并不能怪河狸。科学家表示，如
果不是全球变暖导致北极气温升高，河狸是
无法在这里生存的；河狸活动只不过是北极
气温升高后，动物扩散到这里的结果，动物活
动虽然会造成永冻层融化和甲烷释放，但问
题的根本，却是如何遏制全球变暖，而不是将
责任归咎为河狸。

 小小河狸，竟能影响全球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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