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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鱼了：“丹凤”上线

与鱼相伴15年，乔溪对于金鱼的热爱不减，那些与金鱼共度的
悠闲时光，早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你在棚里看着这一池池的鱼，
从游着的状态能看出它们生活环境很舒服，身姿优美，舒缓惬意，看
着就会莫名地开心。再想到这些都是我保种培育的金鱼，就会小有
成就感。”看着池中金鱼乔溪轻喟。每年开春，从选育种鱼、幼苗孵
化、孵化正品率……保种的过程就像过关，一道一道闯下来，等到繁
殖打籽时，这一批籽里边正品率够高，就是金鱼保种最开心的事。

按照计划，今年鱼场里又新增了一个保种品种——丹凤金鱼，
这也是老北京特有的宫廷金鱼品种之一。

丹凤，鱼如其名。从俯视角度观看，头部尖窄，背部微弧，身形
婀娜，鳞片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出迷人的光芒，尾部有明显凹陷造
型，为四开尾，游曳时尾部展开，如绸缎般飘逸璀璨。“1960年 6月 1
日，国家发行过一套《金鱼》特种邮票，收录了 12种中国金鱼的名贵
品种，其中就有丹凤。”乔溪说，丹凤的欣赏点主要是观其颜色、身
形、尾形以及尾形的粘合度，相较于鹅头红，正品率会略高一些。

“培育保种出的瑕疵鱼越来越少，就说明保种纯度越来越高。”
乔溪坦言，其实所谓的瑕疵鱼，也并不影响平时观赏。提纯或参加
比赛的宫廷金鱼相当于教科书级别，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不过像
鳞片稍微错一点、头红稍微过一两毫米等接近完美、瑕疵很小的金
鱼，也可以作为商品对外出售，品相是外面市场的普通金鱼不能比
拟的，对于喜爱宫廷金鱼的市民来说，也极具观赏性。

金鱼自问世起就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吉祥寓意，“金玉满堂”
“年年有余”“吉庆有余”“金玉同贺”都彰显出金鱼的美好象征与幸
福祥瑞。长期从事金鱼文化研究的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研究员
何川表示，北京的金鱼品种很多，龙睛、狮头、望天、珍珠、绒球、水泡
等家喻户晓，已经成为北京的文化符号。2021年，北京市农业农村
局在朝阳、顺义、通州、丰台等区建立了6家宫廷金鱼保种场，开展对
蛋种绒球、鹅头红、王字虎头三种北京特色金鱼的保育工作。目前，
共保存宫廷金鱼亲本3930尾，繁育苗种41.2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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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兆玉

国粹金鱼一直被人们称为“人工雕琢有鲜活生命的艺术品”，历经千年发展演变，成就了“东方圣鱼”的美誉。明清时
期，宫廷金鱼是采撷于民间的奇珍异品；现代意义上的宫廷金鱼是“不失文化底蕴的金鱼精品”。

北京有多少种宫廷金鱼？延续至今的又有哪些？近日，记者走访了位于通州区的宫廷金鱼保种场，听宫廷金鱼守护
者乔溪讲述宫廷金鱼“鹅头红”的保种秘籍，聊一聊他和宫廷金鱼的故事。

北京俚语中，宫廷里四尾的珍贵金鱼称
为“金鱼”，而将各色的草种金鱼称为“小金鱼
儿”。因为对金鱼的喜爱，不少北京人都喜欢
在庭院、居室中摆上鱼缸瓦盆，一汪碧水中，
数尾色彩斑斓的金鱼游弋其间，赏心悦目。

其实早在明代，京城已有多处豢养金
鱼。郎瑛《七修类稿》载：“金鱼始于宋，生于
杭。今南北二京内臣有畜者，又异于杭。其
红真如血色。”新奇的金鱼品种博得宫廷喜
爱。皇宫、王府为能培育出良种金鱼，聘请

“鱼把式”，提供丰厚的待遇及物料保障。得
天独厚的水文气候优势，精益求精的匠心精
神，使北京地区培育出了众多“宫廷金鱼”优
良品种。

“80 后”乔溪是老北京天桥人，刚过 43
岁，长相精神，一口地道的京腔，提起宫廷金
鱼更是滔滔不绝。“多漂亮！这可是我们努力
了好几年的成果。”这位渔业从业者自谦为一
名“鱼把式”，其实他所在的保种场承担着北
京市水产种质资源保护的任务，乔溪可谓是
北京特有的农业文化遗产守护者。

乔溪与金鱼结缘还得从小时候说起。“家
里有长辈是卖金鱼的，去人家串门，就乐意看
金鱼，家里人喜欢金鱼对我是有一定影响的，
从喜欢上金鱼到后来有机会就入了行。”这一
入行，就是15年，如今，乔溪已经从当初的毛
头小子，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宫廷金鱼保
种大师。经他培育的金鱼，拿过北京市的一

等奖、二等奖，在京城宫廷金鱼圈里，乔溪和
他保种的“鹅头红”小有名气，大大小小的赏
鱼活动都会邀请他和小鱼们参加。

三年前，乔溪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支
持和帮助下，将保种场开到了通州区。“市局
帮忙找了一个水产大棚，我们现在能在这里
安心踏实地保种‘鹅头红’。”在他的带领下，
记者走进了神秘的宫廷金鱼保种场。

映入眼帘的是一溜排开的帆布池，“全是
保种繁殖时用的。”乔溪介绍。他顺着池子一
个个走，对池中的宝贝挨个儿检查，“这就是

‘鹅头红’，每天来场里如果不查几遍，心里不
踏实。”

“鹅头红”，顾名思义，金鱼头顶着小红帽
似的头瘤紧实高耸，质地紧密，如红宝石般晶
莹剔透；身体洁白如雪，鳞片细腻有光泽，水
波下尾鳍摆动，仿佛翩翩起舞的水中仙子，极
具雍容华贵之美感。“鹅头红是咱们北京宫廷
金鱼珍贵种质资源，是北京金鱼传统品种之
一，也是通州地区的传统金鱼品种之一，属于
蛋种金鱼，头型变异为鹅头型。”乔溪介绍，

“鹅头红”有着“金鱼皇后”的美誉，早在乾隆
年间就有了，但因缺乏保护，曾一度濒临消
失，历经数十年的品种保育和提纯复壮，种群
慢慢恢复，目前已经成为北京市第一批宫廷
金鱼保护品种。1984年，北京天坛花木公司
培育的鹅头红，就曾作为中国宫廷金鱼代表，
远赴美国纽约展览并引起轰动。

保种还要做好“梯队建设”

在乔溪看来，保种工作内容分几类：其一是为了把珍贵的宫廷
金鱼养育好；其二，是为了能够积累更多养殖经验，为后来人提供参
考资料；其三，就是要建立保种梯队。

“三岁鱼有50条，两岁鱼有150条，一冬龄鱼（所谓‘一岁鱼’）要
至少500条，这就是我们建立梯队的标准。”乔溪说，“鹅头红”成年鱼
在 2岁左右骨架打开，会进入最佳观赏期。要想培育出一条完美的
金鱼，每个生长环节都不能忽略，小鱼要想成为极品，需要经过层层
筛选。“筛选过程就跟选美一样。每次被筛下去的鱼都会有一些小
瑕疵，可能背不够平顺，可能尾张合度不够好，可能头红不够正，过
鳃或者过背了……这些细节可能很多人都看不出来，但如果想培育
出接近完美的宫廷金鱼，就要这样苛刻。”乔溪说，金鱼繁殖需要稳
定的基因，就需要有数量做支撑。“从数十万条鱼到五万条鱼，再到
一万条鱼，再筛选到几千条鱼，最后可能留下那么几百条鱼。用每
年挑选出来的精品再去繁殖，就是为了保种的不断提纯。”

在保种场里，除了50个帆布养鱼池外，还有几个红色、白色的小
池子。“如果有小鱼生病，我们就会进行隔离、消毒，查看具体病因后
再医治。”乔溪说，养金鱼是个娇贵的事，要避免交叉感染，只有严格
要求，才能保证小鱼的健康。

保种出来的极品金鱼，还会外出参加鉴赏大赛。“我们会先挑选
不怯场的，每天捞出来，放到全新的环境中，锻炼它的适应度，只有
貌美胆大的金鱼，才有可能跟着我们去参加大赛。”

通州老品种“鹅头红”提纯复壮

保种场里，几口大缸格外显眼。缸里的
水瞧着绿乎乎的，不过几尾小鱼儿倒是挺欢
实，正甩着尾巴上下游动。“这些绿水，可是
宫廷金鱼过冬休眠的‘秘密武器’。秋季转
冬季的时候，我们会专门养出一些绿水来。”
乔溪介绍。

您知道金鱼也会冬眠吗？乔溪告诉记
者，一般来说，北方地区养鱼，大都会让金鱼
在冬天进入休眠期。室外温度降低到 10°C
以下时，冬眠的水温在4℃左右，这个阶段鱼
将停止进食，身体处于半休眠状态，新陈代
谢降到最低，整个冬天休生养息。“简单说，
金鱼处于微弱呼吸，不游动了，我们也不需
要再喂了，氧气陆续也停了，这时候就需要

培养绿水来为冬眠的金鱼提供能量补给和保
护。”乔溪解释。

而养绿水，则离不开小杂鱼的助力。
绿水中含有微生物小球藻，而小球藻只

能通过金鱼排出的粪便产生。“一大缸绿水，
只需要三至五条杂鱼，每天喂食两顿，排出的
粪便经过阳光照射，一周时间就可以养成一
缸绿水，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浑水养鱼’。”乔
溪说，养出的绿水再兑到清水里，就可以快速
养成一池绿水了。金鱼冬眠时间一般为十一
月中下旬到来年的二月中旬。生活在老水或
者绿水中，不仅能提供足够的“养料”，还可有
效避免体表病害，比如水霉或白点病等，让金
鱼更加安全地“越冬”。

金鱼冬眠 培养绿水很重要

本报讯（记者 池阳）昨日，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
区泌尿外科一区的住院病区正式启用，中医科、疼痛
科门诊也于12月2日开诊。

“我是 12 月 2 日住进来的，现在在等进一步检
查。这里病房环境好，我很踏实。”家住亦庄，今年 71
岁的朱先生告诉记者，他先前在该医院朝阳院区进行
了初步检查，在了解到通州院区的情况后选择来到城
市副中心继续治疗。像朱先生这样在启用当天或前
一天入住的患者还有不少，启用当日，泌尿外科一区
的床位已经接近满员。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 10 月初就已经开始在门
诊出诊，对患者情况有了一定了解。”北京安贞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张宁介绍，住院病区投用后，不仅可
以满足患者的住院需要，也能提供急诊和危重监护
床位。“病区设有 46 张床位，依托院区的先进手术
条件，可以进行影像尿流动力学检查、双定位的
体外冲击波碎石手术等检查治疗。”

泌尿外科是手术较多的科室之一，北京安贞医院
的泌尿外科在肾上腺高血压方面处于国内第一梯队，
在泌尿系统肿瘤和多学科共病治疗上也颇具优势。
张宁说：“目前科室的10位专家都在城市副中心有出
诊安排，可以为患有泌尿系统结石、前列腺增生、肾上
腺相关疾病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截至目前，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开放的住院病
区既涵盖了成人心脏外科全部专业及成人心脏内科
中的冠心病、心律失常专业等“王牌科室”及配套重症
监护室，也有血管外科、脑血管病科、消化内科等优势
学科。在泌尿外科病区启用的前一日，院区中医科和
疼痛科门诊也已开诊。

“中医科门诊可以为患者提供中医治疗服务，预
计在 1到 2周后陆续开展针灸治疗。疼痛科可以开展
头面部疼痛、骨关节和软组织相关疼痛、神经病理性疼
痛等相关疼痛治疗。”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门诊办公
室主任殷鹏宇介绍，12月2日，医院通州院区门诊人数
超1600人，日门诊就诊量创院区开诊以来新高。

目前，院区门诊共开设 37个科室，每日开放门诊
单元超百余个。“开诊至今，我们一直在收集患者的反
馈建议，同时动态监测各门诊科室的挂号情况，根据
科室的实际接诊情况和患者需求，动态分配调整号源
投放情况。比如最近就在积极筹备增加心内、心外、
脑血管病等门诊需求量较大科室的号源数量。现在，
随着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门诊开放的科室越来越
多，其诊疗范围已基本覆盖居民的日常看诊需求。”殷
鹏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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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近期举办的“考古北京（2024）——
北京市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公布了目前
本市部分考古项目的新发现。其中在通州区路县故城遗址内
的一口汉代水井中发现了人类遗骸。

目前，通州路县故城遗址发掘出200余座汉代水井，其中一
口井内发现多具人类遗骸，为北京地区乃至国内考古所罕见。
经14C测年判定，其年代为东汉中晚期。

考古工作人员研究发现，这批人类遗骸至少8个个体，年龄
从两三岁的幼童直至四五十岁的成年人，涵盖幼年、少年、青
年、壮年等各个阶段；除 2名未成年人性别不详外，其余 6人均
为女性，古DNA分析表明，此 6人相互之间不存在三代以内亲
缘关系。

这些人类骨骼多处有创伤，显示部分个体生前曾遭严重
暴力伤害，结合硅藻实验推断其更有可能为死后被抛入井
中。经比对观察，推测颅骨等多处非致死性伤害可能为钺戟
类的锐器所致；胸椎刺伤、胸椎断肢伤及股骨砍伤或为致死
伤。胸椎断肢伤疑为用铡刀实施腰斩刑罚而致伤；股骨的砍
伤与切割伤推断是磔刑对肢体分解破坏而成。基于上述分
析，井内多个个体的死亡原因极有可能与刑罚或连坐相关，但
也不能排除战乱、祭祀等其他因素。

相关负责人表示，井内人骨个案的研究为体质人类学中分
析个体异常死亡、判断多种创伤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案例。
针对遗骸的多维分析既可从独特的视角了解汉代女性的社会
状况，亦可对获知汉代司法制度提供帮助，也可探讨汉代社会
中性别、法律、暴力以及战乱的错综复杂关系。

此外，明代万历皇帝女儿的墓葬也重见天日。墓地位
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香山脚下四王府村，北、西、东三
面为寿安山环抱，南有河道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墓地内共
有墓园 3座。

根据出土墓志及墓葬形制，东部墓园（MY1）应为早殇皇
子、皇女合葬园寝，其中一座墓葬（M3）的墓主人为万历皇帝四
女云梦公主，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同园合葬的另一座墓
葬（M2）墓主人卒年应与云梦公主相仿，且其身份较云梦公主
尊贵，据此初步判断M2墓主人应为邠哀王，其母为郑贵妃。中
部墓园（MY2）为嘉靖皇帝裕嫔王氏园寝。西部墓园（MY3）应
为明代妃嫔合葬园寝。

此次考古发掘是北京地区较为系统、完整地对明代皇家墓
园进行的科学揭露。三座墓园布局清晰，形制完整，墓葬及
享堂结构基本完好，出土有珍贵的五供、石几、宝座、梅瓶、木
俑等，对研究明代陵墓制度、营造制度、丧葬礼制、御祭用瓷、
官式建筑及建筑工艺、定烧定制砖瓦琉璃等的产用模式等均
具有重大价值。同时，墓地建筑营造代表着当时最高工艺水
平，对建筑考古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实物标本。三座墓园级别
仅次于明代帝陵，具有重大的历史、考古、科学及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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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候鸟迁徙的余热还未散去，在
北京新晋观鸟热门地——北京城市副中心频频传出观鸟惊
喜。白眉歌鸫、三趾鸥、白喉林莺、黑海番鸭乍现，频频刷新
通州区乃至北京市鸟种记录，截至今年11月底，通州区现有
鸟类记录提升至367种（不含历史记录16种）。

“如今在副中心观鸟就像寻宝一样，总有不经意的惊
喜！”通州区鸟调团队成员齐春宏说。今年，国庆节过后
的第一个周末，就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发现一只白眉歌
鸫，为通州区鸟类新记录。“本来去找宝兴歌鸫的，眼见
中午了，也不见踪影。”齐春宏回忆说，当天就在不抱什
么希望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坡上的小坑里闪过一个深色
的身影。“鸫！是宝兴吗？”他心想，于是举起望远镜扫
描，“它竟再一次探出了头，醒目的白色眉，两胁棕红色，
下嘴基处亮黄色……这好像是从没见过的鸫！”齐春宏
既惊喜又兴奋，赶紧举起了相机来拍。“尽管它仅给了不
到 1分钟的时间就飞走了，但还是让我拍了好几张清晰
的照片。”他回家后，迫不及待翻出图鉴对照，感觉是白
眉歌鸫。为了确保准确性，他又请教了更为资深的老
师，最终确认了，没想到竟然是通州区首次记录。

来到11月份，“稀罕鸟”多了起来。说起来也是别样的缘
分，11月 3日已连续三天大雾，雾气大到前车不打双闪根
本看不到。张辉却在这样的天气里雷打不动地来到潮白
河于辛庄橡胶坝北，并且记录到一只三趾鸥，也是通州区
鸟类新记录。“那是下午一点多，起风了，雾气散了些，一
只苍鹰飞得很低，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我赶紧坐老地方等，
望远镜始终在搜寻着。”张辉说。放眼望去，河面很静，好
一会儿功夫，望远镜里显示在河道下游很远的拐弯处出
现一个小白点，这引起他的注意。“小白点飞得不高，缓缓
地往上游飞。我举起相机怎么拍都对不上焦。渐渐的它
快要经过我眼前时，终于被我拍到了清晰的照片。咦，
这鸥咋没见过？”抱着疑问，他向微信群中的鸟调团队询
问。原来是三趾鸥，新记录就这样诞生了。

转眼来到下半月，11月16日，金力又在大运河森林公
园的鸟调中记录到一只白喉林莺。“按往年情况来看，黄
雀应该来了。”16日早晨，金力一进大运河森林公园的大
门，就听到了临街松树上戴菊的叫声。“这小家伙比去年晚
到了半个月，有此收获我已经不虚此行了。”金力满足地
说。随后他继续前进到了动保监测小屋周边，“这里总能
有意外的发现。”金力定了定神儿，期盼着什么。伴随着银
喉长尾山雀滋滋的叫声，突然一个浅色的身影出现在眼
前，因为开始有些遮挡，金力误以为是只北长尾山雀，可当
相机对焦的一瞬间，正确答案揭晓了，是白喉林莺！“这也
是通州鸟类新记录，探索和发现的过程真是其乐无穷！”金

力激动地说。
11月份的尾巴，惊喜仍在继续。张峰沁、金力、羿健

在北运河记录到一只黑海番鸭的消息不胫而走，让观鸟圈
又一次沸腾，因为这回竟是北京市鸟类新记录。“当时，我
正拿望远镜扫描河面，而金力和羿健在讨论下游方向对岸
的一只鸭子，我先猜是传说的赤嘴潜鸭，可羿老师嘀咕着

‘嘴这么大，不会是海番鸭吧？’结果还真是。”张峰沁说。当
时他们三人做了仔细比较，又结合特征和经常翘尾的动
作，初步确认是一只黑海番鸭。

“起初我们也就以为它和斑脸海番鸭一样的地位，不
过是‘通州新’而已，没想到分享出来以后得到了确认，不
仅是通州新鸟种，还是北京新鸟种，全国都比较罕见，我
们真是中了大奖。”张峰沁说。说到北运河，通州鸟调团
队的张辉、金成子等人经常一大早就巡河，近日的中华秋

沙鸭、去年的北极鸥都是他们发现的。
这几年，伴随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城市副中心的壮阔

林海、蜿蜒水系，以及星罗棋布的公园、绿地，成为鸟儿们栖
居的乐园，不少“明星鸟”在这里被发现、被记录。尤其是这
几只新鸟种的记录，直接将通州区现有鸟类记录提升至367
种，在初冬的副中心再次掀起观鸟热潮。

这也让扎根通州观鸟十余年的羿健感到欣慰：“这几
年，有繁殖、育雏的震旦鸦雀，还有极为少见的北极鸥、
赤颈鸊鷉、长尾鸭、黄鹀、北鹰鹃等。迁徙过程中，不少
珍稀候鸟都会在通州栖息补充能量，再继续迁徙，我们也
形成了稳定的观测记录。”近年来，爱鸟汇不仅通过“鸟
调”帮助城市副中心建立了系统的鸟类数据库，也带动了
一批又一批观鸟爱好者到副中心定格这些大自然中的小
精灵。 图片摄影 齐春宏 张辉 金力 张峰沁

北京城市副中心年底了又发现4种稀罕的鸟

好生态引来367种鸟类来当邻居

本报讯（记者 孙云柯 池阳）作为2024“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
年度论坛的配套活动，昨天，来自国内外各领域的20多名杰出青年代
表来到通州区开展研学。大家在燃灯塔下感受大运河的历史底蕴，
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中参观学习、交流思想，亲身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
近年来取得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成就。

“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大成殿，是三庙中代表儒家的标志性建筑。”
青年代表们首先来到通州三庙一塔景区，了解文庙、紫清宫、佑胜教寺、
燃灯塔等古建筑的历史，听取陈列文物讲解，了解其背后的文化渊源。

燃灯塔下，陈列的一根“皇木”吸引了来自津巴布韦、现在浙江大
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米莱注意。“我每年都会来北京，今天是第一次来
到城市副中心。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亲切，因为我的学校在杭州，
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而通州是运河的北首。我就像这根‘皇木’，沿
着运河从南到北，抵达通州。”已经在中国生活了7年的米莱，不仅中
文十分流利，对中国的历史也很感兴趣。

告别了燃灯塔，国际青年代表前往北京城市图书馆，参观了非遗
文献馆、立体书库等多元服务空间，并以“古运河上的通州新貌”为主
题举行座谈会。座谈会上，来自全球的青年们结合研学中的所见所
闻，围绕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与文化传承进行讨论，表达了对北京城市
副中心古今交融图景的赞叹。

“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年度论坛现已成功举办三届，得到多
国政要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的寄语。论坛为不同文明、国家、领域的国
际青年搭建了交流思想、互学互鉴、增进友谊的对话平台，为完善全
球治理汇聚更多国际化、年轻化、多元化力量。

燃灯塔下看通州新貌

国际青年代表研学
北京城市副中心

白眉歌鸫 三趾鸥

白喉林莺普通秋沙鸭群里出现一只黑海番鸭

国际青年代表在燃灯塔下感受大运河历史底蕴。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