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誉为“世界屋脊”“第三极”的青
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因
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
源，成为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地。

今年7月29日至8月2日，由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组成的第二次青藏高原
科学考察“高原湿地水鸟调查科考分
队”，在西藏自治区尼玛县停留了 5 天，
对这里的湖泊湿地和高山草甸生境中的
鸟类开展了观测记录，相关样本及数据
信息的采集也同期进行。此举为鸟类种
群数量评价、病原微生物检测、环境生
态评估等方面提供基础资料。除鸟类调
查外，藏羚羊、藏野驴、藏原羚等其他
高原物种的种群活动及栖息环境，也引
起了大家的兴趣和关注。

平坦开阔，夷平面让高原失去
雄峰

尼玛藏语意为“太阳”。在尼玛县境
内虽然有藏色岗日、江爱达日那、角木
日、岗日伯鲁等山峰，但这里的地形却
多开阔平坦，山峰形态并不典型。

没去过高原的人可能在想，青藏高
原海拔 5000 多米、6000 多米，乃至珠
穆拉玛峰 8848.86 米的山峰，是如何从
大陆地面向上隆升形成为几千米的高
山？这是地球构造与板块运动相结合的
缘故。

众所周知，地球运动在不同地质时
期的节律不同，有时是大运动有时是小
运动，有时运动停歇有时运动频发，不
同节律的板块运动与之后的侵蚀作用此
消彼长，在地球表面留下印痕，最终表
现为平面、坡面、塌陷、隆升等不同形
态。又由于地球构造的多样性，大体可

分为海洋、大陆和湖盆。
而在尼玛县境内，可以明显见到两

级古夷平面。其中，低一级夷平面，由
现在高原上的宽谷、湖盆及其间的低缓
垄岗构成，海拔一般为4500-5000米，保
存较完整，分布最广。高一级夷平面，
一般海拔在5000-5200米，它们以山前平
台、平顶山脊、方山或桌状山状，以及
山顶面、宽坦的山地哑口等形式保存其
古夷平面的特征。

从尼玛县域东西方向的自然地理剖
面图上显示，这里正处在开阔平坦的高
山草原地带。这些特征的广泛地存在，
取代了那些高耸林立的山峰，这就是夷
平面让高原失去雄峰的地理现象。

高原奇迹，湖泊数量众多

湖边绿油油的草丛、溪流、泉涌，
俯身吃草的牦牛，角逐戏耍的羚羊们，
草丛间窜来跳去的鸟儿们……夏季的尼
玛，丰富的水资源让人忘记了这是海拔
4200 米以上的藏北高原，处处呈现出一
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
最多、面积最大的高原湖群区，数量多
达1500个。其中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
的湖泊有 1091 个，合计湖泊总面积达
44993.3平方千米，约占我国湖泊总面积
的49.5%；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湖泊
有 346 个 （西藏有 262 个），合计面积达
42816.1平方千米，占西藏自治区湖泊总
面积的95.2%。

西藏是我国最大的高原湖泊密集区，
而尼玛县是西藏高原湖泊密集区排名第一
的县域。湖泊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有
1个，100平方公里以上有5个，10平方公

里以上有 73 个，2 平方公里以上有 112
个，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有166个。这
些湖泊平均海拔4773.68米。在这些湖泊
中咸湖占58.9％，盐湖占32.88％，淡水湖
占比最小，仅有8.22％，这是高原构造的
突出体现。这些湖泊面积约为6532.6平方
公里，约占县域总面积的9％。这里湖泊
数量之多、湖泊面积之大可谓是世界高原
上的奇迹。

气候变暖，色林错湖水面积40
年增加47％

尼玛县有一些极具典型地域特色的
高原湖泊。

比如阿木错盐湖，藏语称为“达
尔岗许错查”，冬天不结冰，“错查”
意为一块块浅滩，表示湖水较浅，由
于这里分布着优质广布的草场，大批
野驴、藏羚羊和野牦牛等在此栖息。

依布茶卡属硫酸钠亚型盐湖，湖区矿
物丰富，其中芒硝储量约有百吨。寒
布错属碳酸盐亚型微咸水湖，湖区周
边密集着泉眼多达 80 余眼，单眼泉水
出水量也极为可观，约有百升/小时。
得雨湖，入湖河流为 28 条之多的时令
河，水系呈向心状。

色林错和当惹雍错是尼玛县内最
大、最著名的湖泊。当惹雍错不仅湖
美，历史上的象雄文化与其相伴，其水
深可达230米，成为我国第二深的湖泊。
在20世纪中后期，色林错的湖水面积为
1628 平方公里，2014 年测量的湖面积为
2391平方公里，约40年的时间，湖水面
积增加了 47％，这是因为近年来气候变
暖发生的变化。

（第一作者系北京动物园动物科普馆
原馆长；第二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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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群的鸳鸯聚集到北
京玉渊潭公园的樱花湖面上，它
们或将头扎向水中找寻食物，或
在冰面上嬉戏打闹，成为冬日玉
渊潭公园里的一道亮丽风景。

在薄薄的冰面上起飞，也是
需要胆量和勇气的，因为薄冰经
常会有塌陷，锋利的冰碴子可能
会刺伤鸳鸯，但这仍然阻挡不住
它们想要空中飞舞的脚步。只见
两对胆子略大的鸳鸯，漫步到冰

面上停下，似乎在交流，或者在
观望。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看它们到底能不能从薄冰上起
飞。

20 分钟后，它们最终于想
明白了，只见个头大一点的雄性
鸳鸯突然回头向反方向起飞，另
外两只也紧随其后飞走了，虽然
飞行时间不长，但它们演绎了第
一次从冰面上起飞的动作，给拍
摄者和游人们留下了一个美好。

科普时报讯（记者胡利娟） 12 月13
日，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获
悉，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开展 40 周年。
40 年来，全民义务植树以其特有的法定
性、全民性、义务性和公益性在中华大
地蓬勃展开。截至目前，全国适龄公民
累计 175 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累计植
树781亿株 （含折算）。义务植树已成为
世界上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
成就最显著的群众性绿化运动。

1981 年 12 月 13 日，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使植
树造林、绿化祖国成为每一位适龄公
民的法定义务。40 年来，全民义务植
树坚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

会共同参与”，发挥上下一心、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展现出强大的
动员力、组织力和执行力，为全球生
态治理树立了“绿色样板”，产生了积
极广泛影响。

从消灭荒山荒地，到融入林草重点
生态工程建设，再到开展大规模国土绿
化行动，全民义务植树有力推进了国土
绿化和美丽中国建设进程。40 年来，党
和国家领导人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各
大机关、各部门带头履“植”尽责，各
地植纪念树、种纪念林蔚然成风。随着
义务植树运动的深入开展，“尊重自然、
爱护自然”理念厚植人心，生态文明理
念得到广泛认同，公众爱绿植绿护绿意
识明显提高，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凝聚

了共识和合力。
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由80年代

初 12%提高到 23.04%，森林蓄积量由
90.28亿立方米提高到175.6亿立方米，全
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上世纪80年
代初的10.1%提高到41.11%，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由 3.45 平方米提高到 14.8 平方
米，我国森林资源持续增长，城乡人居
环境不断改善，总体上实现了由黄到
绿、由绿到美的转变。

经过40年的发展，义务植树尽责形
式也在不断丰富，已拓展为造林绿化、
抚育管护、认种认养、捐资捐物、志愿
服务等八大类50多种，极大拓宽了公众
的尽责渠道。特别是通过在15个省份开
展“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试点，建立

一批“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打
通了义务植树尽责“最后一公里”，让

“云端植树”“码上尽责”成为现实，全
民义务植树进入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新阶
段。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推进全民义
务植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创
新全民义务植树管理方式，建立全民
义务植树综合服务平台体系，加快建
设各级各类义务植树基地，积极推进
多种尽责形式落实落地，让“全年尽
责、多样尽责、方便尽责”成为新常
态，持续凝聚国土绿化的全民力量，
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养犬者与他人的纠纷时有发生，最近
更有两则矛盾升级的新闻事件：一则是河
南安阳狗咬人事件，另一则是“武汉女子
拿命和不牵狗绳的人抗争”。在令人唏嘘
不已之余，我们不妨从科学的角度理性看
待遛犬不牵绳引发的问题。

有些养犬者出户遛犬时，总认为自家
养的属于小型犬或驯化程度高，总是以

“我们家的犬不咬人”为由，不佩戴牵引
绳。

犬适应性强，经调教可与人为伴，能
理解人的旨意，但有时仍表现出异常的攻
击性行为。这种看似犬的反常行为，其实
是犬的正常反应。养犬人对自己的爱犬再
了解，也不可能完全知道当时犬怎么想
的，不可能知道当时犬的心理感受状态，
比如紧张、压抑和痛苦等。

为了让人与犬和谐共处、避免伤害，
我们需要更多地从科学的角度了解、认
识、理解动物行为学以及犬的特性。

1895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
对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人类的由来》比较了人和动物的本
能行为。

人类对动物行为的观察、关心以及应
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但用科学的方法
加以观察和研究使之成为独立的学科，则
是20世纪后期的事。

20世纪60年代以来，动物行为学的研
究受到各国科学家的关注。特别是奥地利
的康拉德·劳伦兹和卡尔·冯·弗利，以及荷
兰出身的牛津大学教授尼可拉斯·丁伯根，
这三位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家因此获得了
1973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犬有不同的神经类型，因此形成不同
的性格。巴甫洛夫将犬分兴奋型、活泼
型、安静型和抑制型等四种神经活动类
型。动物的动作有些是反应，有些是本
能，有些是冲动，有些是反射，是在不同
的动机、不同的刺激下表现出不同的行
为。动物行为非常复杂，与生存环境、种
群间相互作用、种群内生存竞争、进化地
位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单纯的科学问
题就已经很复杂了，再加上环境等多方面
因素，可能导致伴侣动物行为异常，这正
是遛犬佩戴牵引绳的科学依据。

那么，遛犬不佩戴牵引绳这种不文明
养犬行为，到底有何危害？

对于伴侣动物来说，无佩戴牵引绳习
惯会导致宠物犬乱走、乱跑、追逐，很容
易发生意外，比如走失、撞到人、被车撞
等。此外，容易产生不良的室外行为，比
如捡食行为、乱吃东西、随意排便、随意
繁殖增加流浪犬数量、咬伤他人等。

对于路人来说，伴侣动物的各项过激
反应甚至攻击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使他
人失去安全感，产生恐慌。他人因恐慌造
成的反应则进一步引起伴侣动物的过激反应甚至攻击行
为，形成恶性循环。

动物和人类一样是有生命的生物，可以感受到不同
程度的疼痛、痛苦，因此它们更值得人类去关注、爱护
和保护。

针对犬的不同异常行为，养犬人需要采取科学的解
决措施。

反常行为。当饲养管理不能满足犬的生理、社会需
要时可导致异常行为产生。养犬人应密切关注犬的行
为，如出现有踱步、转圈之类的异常刻板行为，应全面
排查饲养管理情况，确保饲养及管理符合犬的习性要
求，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犬的身心健康。

攻击行为。攻击行为除了伤害人以外还破坏犬的健
康和生活的安宁。养犬人要仔细查看其诱因是否可以避
免或改变喂养方式。例如，在饲养管理中遇到喂养及清
洗会刺激犬的兴奋性；在饲养过程中，与其他圈中的犬
有接触；缺乏可见度，尤其在犬能听到但却看不到外界
发生的事件时；犬之间争夺各自空间及资源、分离原配
对或群体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将相近年龄、大小及
相同性别的犬养在一起时，由于犬之间条件过于均等未
能形成等级差别，将会持续长期争斗，喂养者应在不引
起严重伤害前提下，让犬自行解决等级分配则会带来长
期的和谐、安宁，不可过早干预、人为扶弱抑强、扰乱
群体中的等级秩序。

为爱犬、为他人、为社会环境、为避免意外伤害，
请养犬人士遛犬时为自己的爱犬佩戴牵引绳。当然，考
虑到犬的舒适度以及耐用程度，宜选择背带款牵引绳，
而不是伸缩犬绳。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学院比较医学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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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义务植树已成为世界上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显著的群众性绿化运动——

我 国 175 亿 人 次 义 务 植 树 781 亿 株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许多地方野猪泛滥
成灾，地方组织民间捕猎队计划性捕杀野猪
的消息也不断登上热搜，人与野猪冲突问题
备受关注。

目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对《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调整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
曾于 2000 年被列入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
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名录》的野猪已被删除。

此时将野猪调出“三有”名录，主要有
哪些考虑？这是否意味着可以随意猎杀、处
置野猪？会不会导致该物种濒危？对群众遭
受的损失，是否只能由群众自己承担？

12 月 14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猪防
控专家组成员，来自中国林科院自然保护地
研究所所长金崑研究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副会长兼种群调控委员会主任王洪杰，
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为什么将野猪调出“三有”名录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名录》是由原《国家保护的有益的
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名录》 更名而来。这份名录也被称为

“三有”动物名录。
“本次‘三有’名录调整，以科学评估

陆生野生动物物种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为
核心，充分考虑种群变化动态、面临威胁、
社会关注等多方因素，专家组制定了坚持生
态优先、维护科研需要、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三条基本原则。”金崑介绍说，按照上述原
则，专家组建议将野猪调出“三有”名录。

金崑进一步解释说，目前在“三有”名
录征求意见草案中没有将野猪列入其中，主
要考虑如下：一是根据调查数据，该物种不
存在生存威胁，且很多区域种群数量过高，
可能对自然生态存在不利的影响，有必要调
出“三有”名录；二是目前全国 31 省份中
28 省份有野猪分布，其中有 26 省份 857 县
（区） 存在野猪致害，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
活已经造成了不利影响，并显示出日益严重
的趋势，从有利于社会发展角度看，有必要
将其调出“三有”名录；三是将野猪调出

“三有”名录，便于当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猎捕或其他防控措施，对解决野猪致害问题
更为有效。

一旦数量过度下降，不排除再次
调升保护级别

野猪调出“三有”名录后，是否意味着
野猪可以被随意猎杀、处置？会不会导致该
物种濒危甚至灭绝？

“即使野猪正式调出‘三有’名录，林
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仍然继续对野猪及其栖息
地加强监测和预警。”王洪杰告诉记者，一
旦发现该物种种群数量过度下降，还将再次
考虑调升其保护级别，避免因过度猎杀导致
该物种进入濒危状态。

据了解，野猪正式调出“三有”名录
后，开展野猪猎捕活动不需要申请、核发狩
猎证，也不再实行限额管理，但是仍然还要
遵守国家枪支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同
时，捕猎工具和猎捕方法，也不能违反《野
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或
猎捕方法。

“因为采取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
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铳
等工具以及网捕等方法，不仅严重威胁该区
域的所有野生动物安全，甚至危及人身安
全，必须予以禁止。”王洪杰称，按照自然
保护区管理条例等规定，不得在自然保护区
开展野猪等野生动物猎捕活动，对扩散出自
然保护区范围进入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野
猪，才可以猎捕；探索猎获物用于科研、异
地放归、养殖种源等非食用性利用方式，严
防滥食及非法交易猎获物。

危害防控，试点探索多种方法有
序开展种群调控

近年来，野猪种群快速增长、活动范围
扩大，在局部区域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
其他财产损失，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就野猪调出“三有”名录后造成的损失
谁来承担问题，王洪杰答复，野猪造成的损
失虽不属于《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致害
补偿范围，但可以采取相关措施来解决野猪
致害的部分损失。比如，由当地政府按规定

将符合条件人员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建立伤
人致害救济补助渠道。另外，鼓励地方政府
开展致害综合保险，将野生动物致害纳入林
业、农业政策保险范围。

据悉，今年以来，国家林草局积极采取
系列措施防控野猪危害。目前各试点省区已
成立117支狩猎队，探索使用了笼捕、围栏
诱捕等多种方法，有序开展种群调控，并建
设阻隔设施、加强宣传教育，积极主动预
防。同时，还积极探索野生动物致害综合保
险业务，多渠道筹措补偿资金，完善野生动
物伤人救济补助政策。

金崑表示，下一步，还将坚持保护优
先，统筹兼顾野生动物保护和人民群众利
益，建立健全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完善
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监测预警能力、加强
预防控制、建立健全致害补偿制度、加强野
生动物致害严重区域群众安全教育、强化工
作保障等试点工作中经验的总结，完成成效
评估，互相借鉴有效措施和好方法好做法，
完善危害防控工作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

野猪将调出“三有”名录，可以随意猎杀？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发布《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中，曾于2000年被
列入“三有”名录的野猪已被删除。这是否意味着野猪可以随意猎杀、处置？会不会导致该物种濒危甚至灭绝？

图1：整齐划一，齐步走。
图2：一只独“秀”。
图3图4：冰面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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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错鄂湖畔的斑头雁。 肖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