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红树林滩涂深处，周海超正带
领学生展开生态“侦察”。他手持采
样器，对这片“海上森林”如数家珍，

“这才是真正的‘生态铁人三项’——
野外采样、文献调研、数据分析，每个
环节都是考验。”周海超打趣地说。

当被问及为何坚持实地研究，周
海超说：“卫星云图或许会失真，数
据可能会说谎，唯有肌肤接触的盐
分、耳际掠过的鸟鸣，能告诉你红树
林真实的脉搏。只有到现场接触，
才能感受到红树林的生命力和韧
性。”他示意学生们看泥滩上豌豆大
小的蟹洞：“招潮蟹在涨潮前半小时
就会封门，这是比天气预报更准的潮
汐表。”正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周

海超和他的学生获得了最真实、最宝
贵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常年与红树林打交道的
人，雨靴雨裤出行是我们的‘铠甲’，
采样记录本是‘武器’。”生态学专业
2024级研究生孙平女说，在生态环境
监测项目执行过程中，他们每月定点
采集土壤、水样和植物标本，布置监
测设备记录环境数据；定期清除入侵
物种，在电子地图上实时更新标记处
理区域；持续五年跟踪本土植物生长
趋势与监测指标，确保每个参数都可
溯源验证……“研究红树林生物多样
性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课题，生态保护
既要耐心观察自然规律，也要坚守科
研标准。”

在观察鸟类的过程中，孙平女发
现，每年在红树林区域越冬的黑脸琵
鹭、鸬鹚候鸟非常多，平均每天观测
到的达数万只，不同物种的候鸟数量
也在持续走高。

“用脚丈量生态，用心感知自
然。”这也是周海超做科研的门道。
近二十年来，周海超从红树林“新兵”
成长为红树林生态保护的“智慧领航
人”。他带领团队监测和清除外来红
树植物，为迁徙候鸟腾出栖息空间；
建立全方位的监测系统，捕捉红树林
最细微的生态脉动，为生态修复工作
奠定坚实基础，也为红树林的科学管
理提供重要数据。

周海超认为，将课堂延伸至红
树林深处这一教学模式，不仅能让
学生们敬畏自然、更直观地认识生
态系统的运行规律，也能激发学生
探索生态奥秘的热情。

周海超的生态学课堂，没有枯
燥的理论灌输，只有生动的自然实
践探索。周海超在课上最常说的一
句话是，走进大自然，不要只在电脑
面前学习生态学。“如果不了解自
然，没有足够的观察，没有谨慎的方
案，那就是一厢情愿。”

这种教学模式，源自他骨子里
对自然与生态的热爱。博士后研究
工作结束后，周海超独自驾车横穿
阿拉斯加感受极光；前往西藏体验
高原的生态环境；在青海湖畔支起
帐篷观测野生动物的迁徙轨迹……

在这些能够最直接感受自然、亲近
自然的地方，他学到很多技能，与大
自然和生命产生了更加深刻的联
结。在周海超看来，生态学其实是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让人变得“谦
卑”一点、“渺小”一点，从而敬畏自
然。“生态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如
何相处的永恒命题。”这些经历化作
他教案里的鲜活案例，让课堂始终
萦绕着自然生态的气息。

“在我们的专业领域，有价值的
知识和技能，也常常诞生在户外。”
周海超深信生态学的本质在于“去
课本化”：“知识不是长在 PPT 里的
蘑菇，而是扎根在大地褶皱中的种
子。开放思考、实地研究尤其重
要。”

周海超的课程充满创新与实践

挑战，吸引了很多学生慕名选课。
在周海超设计的“红树林探秘”

课程中，学生们要完成生态调查、记
录任务，在潮汐间隙采集底栖生物，
用DNA条形码技术鉴定物种；通过
红树林树干年轮推算气候变化和海
平面上升；甚至要琢磨生态技术设
备开发商、环保者等多重角色。这
些课程内容，不仅能让学生们掌握
科学知识，更能培养他们的观察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要培养
的，不仅是实验室里的标本制作师，
更是能听见海洋生物诉求、读懂季
风语言、在钢筋水泥间播种绿色的
生态诗人。”周海超这样定义他的教
育理想。他鼓励学生“天马行空”，
敢于提出新问题、探索新领域。

用脚步丈量科研的广度在深圳湾潮起潮落的滩涂
间，一片片郁郁葱葱的红树林
随风摇曳，宛如绿色的海洋守
护着这片土地。在红树林湿
地，深圳大学生命与海洋科学
学院周海超老师用多年来的坚
守与热爱织就了一张守护生命
的生态之网。他带领学生穿梭
丛林，探寻自然的奥秘，被誉为
红树林的“生态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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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践打造最生动的课堂

“我是红树林中长大的孩子。”说
起与红树林的渊源，周海超感慨颇
多，从研究生到博士后，从厦门到香
港再到深圳，从事红树林的研究工作
对他来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情。怎样用一句话形容红树林？周
海超给出了一个教科书式答案：“红
树林是一个能够提供给各种各样生
物栖息的、海边的、木本植物群落。”

红树科植物体内含大量单宁，
当单宁在空气中氧化，其附着的枝
干和叶柄均呈红褐色，故得名红
树。而红树叶片常绿，红树成林时
常在海陆交界处形成一片海上森
林，因此人们常言的红树林其实是
绿色的。作为最富有生物多样性、
生产力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
红树林里处处蕴含生机。

周海超与红树林的“羁绊”，早
已超越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范畴，凝
结成一场跨越物种的生命对话。

周海超就像红树林湿地生物的
“生命观察员”，实时关注着它们的
动态。“课堂上，周老师总穿着巡林
服，讲起候鸟的环球之旅趣闻轶事
时，他总是兴致勃勃。”生物科学（师
范）专业 2022 级本科生刘秀庆说。
周海超对自然万物的共情力，感染
了这群同样热爱自然的年轻人，他

们自发组建了观鸟社团，将望远镜
对准深圳湾的潮间带。

2022 年那则“两只珍稀鸟类主
动向深圳人‘求救’”的暖心故事，正
是周海超生态理念的生动注脚。

据媒体报道，2022年 8月，在居
民区出现两位“稀客”——深圳少见
的红脚鲣鸟和黑冠鳽。受伤的它们
被转移到深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
心。周海超闻讯后，带领团队赶往现
场，协同救护中心连夜“会诊”，自掏
腰包购买鱼苗给它们补充营养。在
记者的镜头里，周海超小心放飞康复
的鸟儿，其背影与鸟儿跃动的白羽融
成动人剪影。“它们选择向人类求助，
这份信任比任何论文都珍贵。”

这场救护行动撬动了更深远的
生态守护。面对深圳建筑和机场每
年数百起鸟撞事故，周海超团队与
深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相关部门和
执法机关展开合作，通过鸟类环志
卫星追踪、生境动态监测和植被调
整改造等工作，在航空安全与生态
保护之间架起桥梁，既要保护机场
周边自然生态平衡，又要保证机场
的安全运行。“生命无法衡量价值，
所以我们更应该去寻求平衡的解决
办法。”周海超说，“我们不是在经济
或生态当中二选一，而是在寻找两

者共生的密码。”
在红树林候鸟疫源疫病监测防

控的隐秘战线上，周海超团队与深
圳市疾控中心、深圳野生动物救护
中心深度合作，化身“鸟类病毒侦
探”。他们深入福田红树林湿地开
展鸟类环志监测，为迁徙候鸟建立

“健康档案”。这项与疾控中心等多
部门联动的创新项目，不仅守护了
城市公共卫生防线，更让深圳湾红
树林候鸟成为检验生态健康的“活
体指标”。

获自然教育大会最佳成功案
例、科普标本馆、前往学校开展科普
讲座……周海超致力于将科研成果
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科普内容：“当
我和同学们交流时，看到同学们的
眼睛在发光，能够理解我说的内容，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认可，也是我最
大的科普成果。”

“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有多开
放，我们的研究就要延伸到多远。”

从滩涂微生物到水鸟，从化学元
素计量到社区自然科普，周海超用数
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将红树林的生态
密码转化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
因。在他眼中，那些随潮汐摇曳的红
树林不仅是深圳的生态名片，更是人
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永恒契约。

用行动守护生态环境

南外（集团）华侨城小学为周海超（中）颁发科学副校长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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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超参加环保嘉年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