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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蝉，又开始噪鸣了

高温天树上滴水，可能是“知了”尿了
■本报记者 何嫄 图文报道

蝉鸣的时候蝉鸣的时候，，盛夏来临盛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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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树下却会遭遇莫名其妙走在树下却会遭遇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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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侮辱性极强的蝉尿大但侮辱性极强的蝉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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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常州的蝉大致有到常州的蝉大致有77种种，，今天今天

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蝉的其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蝉的其

他故事他故事。。 蝉，别名为知了，是昆虫纲
半翅目蝉科动物。关于这类动
物，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它们在
盛夏时高居大树枝头，一声声声
嘶力竭的“呐喊”。经过我市自
然观察爱好者的调查，常州分布
的蝉科动物大致有蒙古寒蝉、震
旦大马蝉、安徽大马蝉、松寒蝉、
绿草蝉、黑蚱蝉和蟪蛄7种。大
多数的蝉，体型并不大，成虫多
在2厘米至5厘米，由于其外形
保护色的作用，即便站在鸣响正
欢的树下，也较难找出它们在树
上的位置。

“前两天我走在天宁区图书
馆附近的路上，听到有棵无患子
树上很多知了在叫，想起小时候
抓‘知了猴’的经历，就停下来想
看看，不承想，一滴水直砸在了
我的鼻子上！”市民荆先生说，和
他一起去借阅书籍的小女儿，眼
尖地发现树杈位置有只虫子正
在“撒尿”——上演这一幕的主
角，正是黑蚱蝉。

荆先生说：“这事惹得我家
小孩笑着连连叫‘爸爸你被滋了
一脸啊’，一瞬间，我就想起了小
时候曾吃过家人油炸的‘知了
猴’，感觉是跨时空的报复，真是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据悉，近期我国南方一些城
市还出现过大树下“蝉尿如雨”
的场景。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
现象发生呢？

资料显示，作为一种主要以
吸食植物汁液为主的昆虫，蝉在
汁液通过口器进入体内后，会吸
收掉其中的糖分和氨基酸，剩余
的液体会排出体外。通常来说，
我们人类和其他体重超过3千
克的动物在排尿时都会喷射出
一条尿柱，而一些体重较轻、体
型较小的动物（如很多昆虫和小
型哺乳动物）并不会喷出尿柱，
它们的尿液都是一滴一滴的。
但是，蝉是一个例外，这些仅2
克重的昆虫也会像大型哺乳动
物那样——喷射出细长的尿柱。

“蝉的排尿行为研究起来比
较困难，因为它们通常待在高
处。而且，即便人们能够找到它
们，也很容易惊动它们导致其飞
走。”自然观察爱好者“素手拾
遗”说，国外最新科学研究显示，

“昆虫是探索微观尺度流体处理
的完美实验室”——蝉排尿时的
水流其实很强大，它喷射尿液的
速度可高达每秒3米，是这项新
研究中评估的包括大象、马等哺
乳动物在内的所有动物中最快
的。和哺乳动物相比，蝉排尿的
速度是大象和人类的 2倍至 3
倍，而为人们所熟知的实验室小
白鼠体重大约是蝉的100倍，但
排尿时却只能“滴滴答答”。

事实上，蝉每天要喝掉其体
重300倍的木质部汁液，木质部
汁液营养成分非常贫乏，95%都
是水，这意味着蝉必须处理大量
的汁液才能提取出足够的能量
和营养物质，因此也就有大量的
液体废物需要排出。这些喷射
还可以用于自卫，当受到威胁

时，蝉会向入侵者喷射液体废
物。

“我是查找关于蝉的资料时
了解到这项源自于国外的研究
的，最初他们研究动物的排泄只
是偶然情况下产生的好奇，后来
还获得过搞笑诺贝尔物理学
奖。毕竟过去科学家研究的主
要是动物的进食行为，对排泄的
了解目前还不是很透彻。”“素手
拾遗”说，后续研究的相关论文，
记载了蝉拥有一种特殊的肌肉，
可以把液体废物从排泄小孔喷
射出去，毕竟，“一次排一滴尿需
要很长时间，而且效率不高，所
以它们必须把那些液体喷射出
去”。

“这方面的发现，可以应
用于软体机器人和制造领
域，有助于开发出更为先进
的喷嘴，这是用来控制流体
流动的装置。”“素手拾遗”说，
很多时候应用型科学研究会向
大自然“取经”，而这一次，成为
老师的是知了。

“小朋友们，蟪蛄是蝉
科中体型较小的一种，你们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蟪蛄
不知春秋’？”今年7月起，
我市自然教育机构创始人
之一“胡蜂”和他的团队在
新龙生态林、滆湖生态公园
等地陆续开展了多期夜观
活动。由于盛夏的到来，每
次不期而遇的夜间小生灵，
都会有蝉。活动带队时，

“胡蜂”都会向小朋友提出
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蝉的
寿命长短，一个是关于蝉属
于害虫还是益虫。

蝉的种类有3000多种，
可以分为两类：一年生蝉和周
期蝉。一年生蝉每年夏天成
熟，遍布全球，生命周期约为
3至5年。而生命周期更长的
周期蝉属只有7个物种，其中
3种有17年的生命周期，4种
是13年的生命周期。

“胡蜂”介绍说，蝉的幼
虫生活在土中，利用刺吸式
口器刺吸植物根部汁液，通
常会在土中待上几年或者
几十年，如3年、5年……17
年等，这些数都有一个共同
点，都是质数。将要羽化
时，蝉会在黄昏及夜间钻出
泥土爬到树上，然后抓紧树
皮，蜕皮羽化。当蝉蛹的背

上出现一条黑色的裂缝时，
蜕皮的过程就开始了：头会
先出来，紧接着露出绿色的
身体和褶皱的翅膀。倒悬
晾挂之后，蝉会通过体液导
管将双翼平衡展开，停留许
久，翅膀就会变硬，颜色会
变深，蝉就开始起飞。整个
过程大约有一个多小时。

“我们看到这个场景，
都会想到一个成语‘金蝉脱
壳’。”“胡蜂”说，蝉的蜕皮是
将蛹的外壳作为基础，慢慢
爬出就像从一副盔甲中爬出
来一样，如果在一只蝉双翼
展开的过程中受到干扰，这
只蝉将终生残疾，也许无法
飞行，并且无法发声。

他认为，蝉在地下及口
渴饥饿时都会把自己坚硬
的口器插入树干一天到晚
地吮吸，把大量的营养和水
分吸入自己的身体中，用来
延长自己的寿命，这会对树
木造成影响。但从大自然
的生存法则来看，同时也在
帮助树木淘汰病弱个体。
因此他在向青少年们科普
时，会告诉大家，一种昆虫
是害虫还是益虫，都是基于
人类视角进行的争辩。而
对于大自然来说，存在，就
是一种合理。

隶属于市城管局园林
绿化部门的匠心特色花卉
人才工作室专家在听闻“蝉
尿如雨”事件后表示，蝉的成
虫主要靠吸收树的汁液养分
为生。吸吮树汁后，蝉的身
体会变得沉重。一旦受到外
界影响，它们不得不迅速地
把体内获取的树汁排出去，
以减轻“负担”，方便其飞
行。因此，树上喷洒下的液
体，准确来说是蝉吸入体内
的树汁，而非“尿液”，是无毒
的，市民无须担忧。

专家认为，听得到蝉
鸣，说明城市生态环境向
好，理论上来讲，不建议对
蝉做过多的人为干预。“如
果哪个夏天，我们听不到蝉
叫的话，说明周边的生态环

境已经恶劣到一定程度
了。”专家建议，若市民觉得
蝉鸣扰民，可采取物理降噪
措施，如关窗、开空调或戴
耳塞等。可用捕虫网捉蝉，
适当减少小区内蝉的数量。

“素手拾遗”说，10多年
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曾经
为了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发
布了一份报告呼吁“将昆虫
列上菜单”，称昆虫不仅味
道好、营养价值高，还可以
防止肥胖。若将昆虫养殖
化，还能对抗全球饥饿问
题，带动就业。

7月份以来，不少家庭
里，爸爸妈妈带着童年记
忆，会在夜间带着孩子们去
山野、公园甚至自家的小区
寻找蝉。常州的菜场及烧
烤摊上，也出现了蝉的踪
影。毕竟，每到盛夏，“知了
猴”就成了一道风景化的小
食。9日晚，在我市天宁区
一家小餐馆里，餐单上就明
明白白印上了“锡纸类烧
烤”“金蝉”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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