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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龙年就要
来了。龙作为神话传说
中的动物，在自然界并不
存在。不过，在宁波野
外，有很多物种的名字中
带有“龙”字。记者查阅
了《宁波植物图鉴》等专
业书籍，并结合自己多年
关注生物多样性的经验，
发现名字中含“龙”的宁
波原生野生动植物至少
有 20 种。其中植物较
多，动物明显偏少。

具体来说，植物有龙
胆、灰绿龙胆、笔龙胆、五
岭龙胆、龙潭荇菜、龙葵、
少花龙葵、龙珠、龙芽草、
托叶龙芽草、走茎龙头
草、龙萆薢（bì xiè）、
龙师草、玉山针蔺（又名

“龙须草”）、龙爪茅、龙须
藤、绶草（俗称“盘龙参”）
等；动物有蓝尾石龙子、
中国石龙子、龙虱、海龙
等。以上物种，有近一半
记者在宁波拍到过。

我 们 先 来 说 说 植
物。龙胆、灰绿龙胆、笔
龙胆、五岭龙胆和龙潭荇
菜，这5种均为龙胆科植
物，其中前 4 种为龙胆
属，后1种为荇菜属。宁
波本地的野生龙胆科植
物种类不多，而且多数不
常见。龙胆为多年生草
本，茎直立，叶对生，蓝紫
色的花近似钟形，单生或
簇生于枝顶或叶腋。在
本地龙胆属植物中，龙胆
的花算是大的，其花冠长
度有4厘米多，而其余龙
胆属的花都比较微小。
龙潭荇菜在国内非常罕
见，在宁波仅生长于个别
浅水湖泊中。

■甬城寻龙记

宁波山野间的

龙葵、少花龙葵和龙珠，这3种均为茄
科植物，比较常见。龙葵与少花龙葵长得非
常像，在全市各地均可见，有时在小区里也
能看到。它们的小花为白色或淡紫色，小小
的黑色浆果直径通常不到10毫米，花果期
几乎贯穿全年。

龙珠为多年生直立草本，其果实可以入
药，被称为“龙珠子”，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
痛之功效。龙珠虽说是草本，但靠近根部的
主干又粗又硬，接近木质。其果期在秋季，
碧绿的枝叶下挂着鲜红的浆果，宛如小小的
红灯笼。

龙芽草与托叶龙芽草，为蔷薇科的多年
生草本，小花黄色。其中，龙芽草分布较广，
见于除市区外的全市各地，花果期在5月-
10月，全草均可药用。

绶草，其本名中虽不含“龙”字，但有个
很有名的俗称，叫“盘龙参”。在花期，一朵
朵粉紫的小花（少数呈白色）呈螺旋形沿花
葶盘旋而上，故名“盘龙”。绶草属于多年生
的地生兰，也是唯一在宁波市区草坪上可以
见到的野生兰花。近几年的春末夏初，在日
湖公园的草坪上就可见到大量开花的绶草。

其余几种含“龙”的植物，记者没有拍到
过。这里按照《宁波植物图鉴》的描述进行
介绍。

走茎龙头草，为唇形科的多年生草本，
花期4月-5月，见于余姚，生于海拔约600
米的阴湿山沟毛竹林下。龙萆薢（bì
xiè），又叫“穿龙薯蓣（yù）”，为薯蓣科的
多年生缠绕藤本（薯蓣，即大家熟悉的山
药）。龙师草与玉山针蔺（又名“龙须草”），
均为莎草科荸荠属的多年生草本。龙爪茅，
为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本地见于奉化、象
山的海滨。龙须藤，豆科羊蹄甲属的常绿木
质藤本，本地见于象山海边，属浙江省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

名字中含有“龙”的宁波野生动物，就明
显少了。记者了解到的，仅蓝尾石龙子、中
国石龙子、龙虱、海龙这么几种（类）。海龙
是海龙科鱼类的总称，在东海有分布；龙虱
是一种水生昆虫，能游善飞，捕食水中的各
种小动物。

在宁波，容易为普通人见到的“小龙”，
当属石龙子这一类的小型蜥蜴，如蓝尾石龙
子和中国石龙子。这两种石龙子的幼体，其
尾部均为蓝色，故彼此易混淆；而它们的成
体，尾部蓝色均会褪去，与幼体截然不同。

另外，大家爱吃的小龙虾在宁波野外也
可见到，但这属于外来物种。出现在野外的
个体或种群，可能是养殖过程中逃逸的，也
可能是被放生后再自然繁衍的。

最后提一下，蜻蜓的英文名是“drag-
onfly”，直译即“龙飞虫”。在宁波，蜻蜓种
类繁多，起码有100多种。比如，碧伟蜓是
一种常见的大型蜻蜓，在国内分布很广。其
雄性的领地意识与战斗力都非常强，白天常
在水面上空巡飞，驱逐其它蜻蜓。

记者 张海华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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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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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花龙葵的果少花龙葵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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绶草绶草

蓝尾龙石子幼年期蓝尾龙石子幼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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