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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美眼蛱蝶
海曙横街镇的四明山里，1月温暖的午后，一只有着

美丽眼斑的蛱蝶从藏身处飞了出来，享受一下冬日暖阳。
美眼蛱蝶是本地极少数能以成虫越冬的蝴蝶。天冷的时
候它还会换上“秋冬装”，即翅膀反面拟态枯叶。

●2月，单叶铁线莲
2月的雪后，在海曙龙观乡的溪流边，单叶铁线莲悄

然绽放。这种清丽的野花俗名“雪里开”，其圆柱形的茎呈
暗红色，很像生锈的铁丝，其花朵的形状像是一个个小铃
铛，或者说，像一串洁白的风铃。

●3月，小竹叶蛙
3月中旬，天气还比较寒凉，没想到在四明山溪流边

就已见到不少小竹叶蛙，而且还拍到了雄蛙与雌蛙抱对繁
殖的照片。小竹叶蛙是由我首先发现的宁波蛙类新分布
记录，它们生活于山区森林茂密的溪流内，种群数量稀少。

●4月，黄肩华综蟌
4月上旬，在四明山溪流边，一只黄肩华综蟌（cōng，

俗称豆娘）在吃小飞虫。这种不常见的豆娘的成虫主要出
现在春季，其雌虫尤为好看：腹部背面的基调为蓝色，同时
泛出绿色的金属光泽，每一节腹部侧面都有显著的黄色斑
纹。

●5月，噪鹃
5月的一个傍晚，在海曙鄞江镇的山脚，我听到噪鹃

在大声地叫：“喔哦！喔哦！”试着去找，这次运气很好，居
然看到了它！噪鹃是杜鹃的一种，这种鸟的鸣叫声非常响

亮、吵闹，而且持续不断。但它们通常是在茂密的树冠
里鸣叫，通常很难找到，故我以前未曾拍到过噪鹃。
●6月，天台铁线莲
6月中旬，我原本去奉化溪口镇里村的四明山里寻找

丽星鹩鹛（liáo méi），后来鸟没有找到，倒是意外拍到
一种盛开的铁线莲。事后确认，这是本地最稀有的铁线
莲，即天台铁线莲！它属于浙江特有种，早年认为其产地
并不包括宁波，近两年才确认在宁波也有分布。

●7月，斑丽翅蝉
7月底，我到奉化溪口镇的山里寻花，拍到了一种原先未

见过的蝉。它叫斑丽翅蝉，又叫鸣鸣蝉，在国内分布广泛。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在宁波境内见到。它的鸣声很独特：先
是持续的“呜嘤呜嘤呜嘤……”，末了会来一声“哇……”。

●8月，斑丽翅蜻
8月29日，在东钱湖边拍蜻蜓时，偶遇斑丽翅蜻。这

种蜻蜓有个好听的俗名，叫做“彩裳蜻蜓”，国内主要分布
于华南地区，在浙江极少见到。我作为一个蜻蜓初级爱好
者，居然在无意中拍到了属于宁波分布新记录种类的蜻
蜓，着实喜出望外。

●9月，普通燕鸥
9月，我两次跟在台风后面，去东钱湖畔观鸟，虽然没

有发现罕见鸟种，但还是得以尽情欣赏了燕鸥之美。这种
燕鸥的名字叫做“普通燕鸥”，是一种体形中等的燕鸥，翅
膀狭长，身体轻盈，尾部像燕子一样呈深叉形，以强大的飞
行能力著称。

●10月，银环蛇
10月1日晚上，在鄞州东吴镇的山区溪流边，我第一次

拍到了“完整”而鲜活的银环蛇——这是中国陆地上单位毒
性最强的毒蛇。我在2013年就在野外见到过银环蛇，以后
也见过多次，但不是受伤的，就是只拍到后半条蛇——因为
它溜得很快，迅速进入草丛，故当我按下快门时，就只拍到尾
巴了。

●11月，月全食
11月8日晚上，月全食这种美丽的天象再次在天宇出

现，那天宁波天气晴朗，非常适合观赏、拍摄。月全食我以
前拍过好多次，本不足为奇，但这次的月全食与往年都不
同，即同时还伴有“月掩天王星”这种极罕见的天象。请注
意红月亮下面边缘的那个即将被“吞没”的白点，就是天王
星。

●12月，湖北海棠
12月初，到宁波植物园拍鸟，看到不少鸟儿在吃湖北

海棠的果实（图中鸟儿为白头鹎）。湖北海棠在宁波既有
野生也有栽培，是一种非常好的乡土植物，春天花儿娇艳，
秋冬果实累累，成为很多雀鸟的“大食堂”。

张
海
华

文/

摄

眨眼间，2022年也到了
尾声。对于我来说，在出行
方面，今年是很特别的一
年：前些年，我总会到云南、
青海等远方去博物旅行，无
非次数多少问题；而 2022
年，别说去远方，我连浙江
省以外都没有出去过，“最
远”是到老家海宁探望父
母。因此，这一年的博物探
索，我全部放在了宁波。

不过，正所谓诗意未必
在远方，在乡土大地上行走
一样会大有收获。比如说，
2022年是我的“蜻蜓元年”，
我开始寻找、拍摄宁波本地
的蜻蜓，收获颇丰；同时，在
这一年里，我还拍到了不少
以前从未见过的特色野花，
如野百合、荞麦叶大百合、
苦苣苔、天台铁线莲等；另
外在鸟类、两栖爬行类、天
文摄影等方面也有新的收
获。这里，不妨作一简单回
顾，可惜限于篇幅，我在每
一个月只能选一个物种（或
自然现象）作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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