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界的小角度，孩子们的大视野！
7 月 20 日—25 日，2023 年“环球自

然日”——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
动总决赛在上海成功举办。经过层层选
拔，来自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等全
国 16 个赛区的 764 支优秀队伍云集于
此，角逐中英文展览、表演、科学展
演、科普绘画、故事播讲等各个版块的
国赛奖项。

“环球自然日”，聚焦“自然”，乃题
中应有之义。2023 年的主题是“见微知
著——自然界的小角度与大视野”，即选
择一个角度“见微知著”，通过小角度与
大视野两个维度，去探究自然的奇妙。选
题要求需同时体现“视野”和“角度”两
项信息，且要结合常识型信息与可赋予解
释的信息，体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兼顾
好在内容呈现上的比例。对于此一年度主
题，这样的诠释再清楚不过——

宇宙、地球，这些视野的角度足够
大。从 46 亿年前地球诞生那一刻起，各
种类型的事件，就和这颗星球的命运伴随
且相互影响着。38亿年前，最初的生命形
态是如何在地球上出现的？海洋又给它们
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6600万年前，大部
分恐龙是如何灭绝的？小行星在墨西哥尤
卡坦半岛撞击造成了哪些连锁反应？气候
变化？地球磁场转变？氧气在这场大事件
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800 万年
前，草是如何迅速发展并夺占了森林的地
盘，使得众多动物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巨大
的变化？这和人类的诞生有什么渊源？

每年春季，太平洋海域5亿多条大马
哈鱼就开始近 5000 千米的旅程，回到它
们的出生地繁衍生命。它们从海洋里获
得，并保存于体内的氮元素、碳元素和
磷元素，最终都分解在了从加拿大不列
颠哥伦比亚一直到美国阿拉斯加的温带
丛林。这不仅为数百万动物提供了食

物，还建立了一条联系森林和海洋的链
条。是哪些因素让它们的洄游之路艰险
重重？又是哪些百万年的演化造就的

“本领”让它们能逆流而上？从这个发生
在北美洲西海岸的自然事件这一小角度
出发，会让你更好地了解动物、植物与
环境之间的联系，了解地球生态系统这
些大视野……

在总决赛现场，我见到了前来“冲
刺”的小小研究者们，听他们讲述并展
现了自己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

身处上海市中心的两个初中生，自3
月起就在“嗡嗡”声里看到了蚊子身影，
顿生好奇之心。多方调研后他们知悉，这
是因为秋天的蚊子飞到室内“越冬”了。
蚊子是变温动物，最活跃的温度是 28—
30℃，达到15℃以上时，成虫蚊子就开始
苏醒。原来市区 3 月份的天气已经这么
热，这让他们联想到地理书上的一个课外
知识：城市热岛效应。于是就想从“越冬
蚊”早苏醒入手，看看城市化进程对气候
影响进而带来的生物习性的改变。

在确定课题“从‘越冬蚊’早苏醒
看热岛效应”后，两个初中生在老师指
导下展开了研究，他们的成果呈现在3块
展板上：第一块为越冬蚊的生存习性，
以“越冬蚊”早苏醒引出热岛效应；第
二块为热岛效应的成因和对生物的影
响；第三块提出如何通过自身的行动来
降低“热岛效应”的影响。

两个孩子勤于思考，动手能力也很
强。废旧牛奶盒、纸板等被巧妙制作成上
海市区标志性建筑和热岛效应热力环流模
型，或勾勒成城市剪影。他们说，通过运
用科学知识对身边生物习性变化进行解
读，表达出他们对于“自然界的小角度与
大视野”的思考，希望引导公众更加关注
生态环境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这一议题。

无独有偶，另外两个初中生关注的课
题 “ ‘ 樱 ’ 飞 草 长 春 来 早 春 江 水 暖

‘花’先知”，则从全球气候变暖这个更宏
大的视野，挖掘其对樱花花期的影响，再
从樱花花期这个小角度研究其对全球变暖
的响应。据他们讲，研究的起因，缘自他
们近年来关注到世界各地樱花花期提早来

临的一系列新闻。如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樱
花、日本多个城市的樱花，其“樱花季”
来得比往年都要早；而根据观测记录，我
国武汉大学的樱花在过去 72 年里花期也
越来越早。

在深入分析导致樱花花期提早的因素
后，他们发现，包括日照、气温、降水在
内的多种气象要素都会对植物物候产生影
响，但气温是主要因素。他们还通过归纳
推理思维法，探究樱花花期提早对蜜蜂的
影响后果。得出的结论是：生态系统的变
化影响着单一植物或昆虫的生活环境和习
性，这种互动关系尽管微小，但却是持续
不断地在改变。樱花提早开花的趋势会使
其更容易受到春季冰冻的影响。冻坏了花
蕾，会导致花期大大缩短，甚至不再开
花。最终，蜜蜂与樱花间的依存关系或将
被打破。这就回到了“环球自然日”年度
主题之问——

在花丛中起舞的蜜蜂，它们的生存
这个小小的角度，可是自然界许多大视
野的因造成的果？

泥炭藓：湿地植物中的“海绵宝宝”
□□ 文/图 韩国营

动画片 《海绵宝宝》，讲述了生活
在太平洋海底黄色长方形海绵的故事。
在苔藓植物中也存在这样一类可爱的

“海绵宝宝”，它便是泥炭藓。
泥炭藓是泥炭藓属植物的统称，园

艺商品名为水苔，能快速吸收和储存大
量水分，因此具有超强的吸水储水生态
功能。

分布广，面积不大且有退化
趋势

湿地是多数泥炭藓物种的主要栖
息地，高海拔的云雾林也为泥炭藓的
生活提供场所。泥炭藓沼泽是由泥炭
藓属植物为绝对优势种所组成的群
落，泥炭藓的盖度为 100%，有的形成
高出地表的藓丘，伴生有少量灌木和
草本植物。

在我国，大小兴安岭、江西西山、
四川峨眉山、云贵高原等地，均有泥炭
藓沼泽的分布，虽然分布广，但面积不
大且有退化趋势。

泥炭藓属植物的生长，能够维持泥

炭藓沼泽湿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因
此泥炭藓沼泽保护开始引起人们关注。
例如，2013年建立的贵州都柳江源湿地
省级自然保护区，就是以原生性泥炭藓
沼泽湿地生物资源、森林资源与生态环
境为主要保护对象。

目前，全球约有 250—450 种泥炭
藓。2022年，《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收
录我国泥炭藓属 47 种。2023 年国际生
物多样性日全球主场宣传活动中发布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
物卷 （2020）》，其中假泥炭藓列为易
危等级，阔边泥炭藓列为近危等级，拟
尖叶泥炭藓等31种（亚种）列为略需关

注等级。此外，还有截叶泥炭藓等14种
数据不足，因此我国泥炭藓生物学研究
仍然比较薄弱。

吸水能力强，可达自身重量
18倍

泥炭藓的吸水能力有多强？试验结
果表明，10棵长度10—20厘米不等的泥
炭藓，干重为4克，饱和吸水量67.5克，
平均下来一棵泥炭藓约吸水6.75克。一瓶
普通瓶装的矿泉水约550毫升，只需要80
余棵泥炭藓就可以轻松吸收。

选择一小块自然状态下泥炭藓群落
称重，饱和吸水量812.39克，泥炭藓干

重 45 克，泥炭藓群落吸水量可达自身
重的18倍。

泥炭藓植物体粗细、强枝和弱枝的
大小和数量，叶间、枝间和植物体间空
隙，叶片中透明细胞的形状、大小和数
量，决定着其吸收和储存的水量，因
此，不同物种的泥炭藓，吸水储水能力
也存在较大差异。

“蓄水库”，持水量可达
2000%

植物残体沉积可形成泥炭，根据植
物不同可分为草本泥炭、木本泥炭和藓
类泥炭。泥炭藓正常生长高度能达到
20—30厘米，基部的植物体逐渐死亡堆
积，在气候、地质地貌和水文条件适宜
的情况下，会形成泥炭藓泥炭，这便是
重要的一种藓类泥炭。

泥炭的孔原度大，呈海绵状，同样
具有强大的持水能力。草本泥炭的持水
量一般为 300%—600%，而泥炭藓泥炭
的持水量惊人，可达2000%，故涵蓄有
大量水资源。

泥炭藓及泥炭藓泥炭资源被赋予
“超级海绵”“蓄水库”的美名，确实是
实至名归。

（作者系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
员会委员）

图为泥炭藓群落。

探 究 自 然 的 小 角 度 与 大 视 野
□□ 文文//图图 尹传红

夏 日 的 草 原 上 ， 蓝 天 白
云，成群的牦牛与茵茵绿草和
随意绽放的各色鲜花，构成了
一幅美丽的草原风情画。

“走进红色草原，传承红
色基因，回望革命历史，欣赏
草原美景，保护草原生态，推
动 乡 村 振 兴 ， 实 现 绿 色 发
展。”7月21日，在当年红军走
过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红原县日干乔草原上，一群
前来研学的中学生正大声朗读
倡议书。

红原，这颗镶嵌在青藏高
原上的高原明珠，是全国 2800
多个县中唯一因红军长征走过
而得名的县。近年来，红原县
依托红色基因和草原生态，不
断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促
进牧区人民增收致富。

“抱团”发展，个体优
势转化为规模优势

红原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唯一一个高寒纯牧区县，这
里草原辽阔、水草丰茂，草质
资源丰富。

站在自家草场上，唐日合
作社负责人王青泽朗向记者介
绍说，合作社通过人工草地的
建设，因地制宜地种植老芒
麦、披碱草、燕麦等草种，耕
耙、播种、施肥、除杂、收储
和加工等，全部推行机械化作
业，充分保障牧草生产标准
化。同时，还通过圈舍、粪污
处理、疫病防控、舍饲养殖等
措 施 ， 实 现 牦 牛 养 殖 的 标
准化。

已成立13年的唐日合作社
最初只从事酸奶加工，如今，
通过建基地、搞加工、创品
牌、推科技、抓服务，已成为
红原县首批重点扶持的合作
社，同时也被评为省级示范合
作社。

王青泽朗说，合作社提供
养殖设施和集体草场，牧户提
供适龄健康牦牛，这种创新性

“ 龙 头 企 业 ＋ 合 作 社 ＋ 农
（牧） 户”的“抱团发展”模
式，不仅有效规避了市场风
险，同时把个体优势转化成了
规模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成
了产业优势，进而形成品牌、
赢得市场。

据了解，唐日合作社现有
草 场 6080 亩 ， 社 员 121 户 。
2022 年，实现总收入 60 余万
元 ， 辐 射 带 动 本 地 农 牧 户
1300户。

转型升级，传统畜牧
业走向现代生态旅游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红原
县安曲镇下哈拉玛村，是典型
的高山草甸，紧邻月亮湾风景
区。近年来，下哈拉玛村围绕
草原生态旅游发展露营、摄影和牧家乐业态，将旅
游功能与科技特色、环境特色与文化品位有机结
合，促进牧民群众增收致富，成为远近闻名的小
康村。

从红原县城到这个宁静的村庄，车程不到20分
钟，草原风光就可以尽收眼底。广袤的大草原、蜿
蜒的嘎曲河、静美的月亮湾，一幅幅梦幻般的场景
映入视野。

“我们房车露营地的房间已全部被预订了，价格
也非常理想。”下哈拉玛村房车宿营地负责人对记者
说，由于毗邻月亮湾景区，夏季旅游旺季可以说一
房难求。

下哈拉玛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吴夏原告诉记者，
下哈拉玛村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原则进行规划发展，
正在从传统畜牧业村庄向现代生态旅游村庄转型
升级。

效益凸显，“绿水青山”变为“金山
银山”

现在正值红原大草原最美的季节，天蓝云白、
牧歌悠扬。

来自广东的自驾游游客兴奋地说，红原大草原
丰厚的历史文化、波澜壮阔的红色文化、多元包容
的门户文化，让这里充满了充满魅力。

“从 2016 年起，我们把‘红色草原、江河之
源、牦牛家园、自驾乐园’的旅游名片做靓叫响，
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红原县委书记杨文松
表示，“绿水青山”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日趋凸
显，“绿”已成为这片红色草原最亮眼的色彩，结出
了鼓起牧民群众腰包的“金”果。

俄么塘花海景区开发初期就以“牧民土地资源
入股”方式租赁草场，至今已陆续向牧民群众发放
相关补助资金1001万元。投运后，景区提供了百余
个就业岗位，解决了牧民群众就业问题。

“由于我们发展了生态旅游，吃牧家饭、住牧家
帐篷、享牧家乐、观星空等已经成为游客的首选项
目。”下哈拉玛村党支部书记拿波告诉记者，村民收
入大幅提高，村集体收入也超过了 100 万，这为村
庄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旅融合发展，不仅为红原县域经济带来活
力，更为当地群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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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迎来大暑节气，我国进入
一年中日照最强烈、最炎热的季节。高温
炙烤下，有人感觉气温远不止预报的
38℃，在户外都快被“烤化了”。那么，
气温究竟是如何测量出来的，体感温度又
是怎么回事？

百叶箱监测的温度作为气象标准

中国气象局宣传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
卞赟告诉记者，气象部门监测及公布的气
温，是指在室外环境下距地面1.5米，同
时温湿度计处于阴暗、四面通风的百叶箱
内测出的温度，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测出
成年人直立呼吸区域的流动空气温度。百
叶箱中监测出来的温度，通常会作为一个
气象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气象专家们会
搜集全国的数据，再通过数学模型进行计
算，最后得出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

记者在中国气象局观测场内看到，这
里分布着百叶箱、自动站辐射传感器、自
动站蒸发测量装置等气象观测仪器，能监
测 40 余种气象要素。其中，天气预报所
报的气温，一般都是在百叶箱中监测得
出的。

从外观来看，用于天气预报的百叶箱
内外均为白色，四壁由板条组成，类似居
室的百叶窗。百叶箱里面，则主要装有温
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其作用是防止太
阳对仪器的直接辐射和地面对仪器的反射

辐射，保护仪器免受强风、雨、雪等影
响，并使仪器感应部分有适当的通风，能
真实地感应外界空气温度和湿度的变化。

除了通过百叶箱监测出来的温度来计
算未来天气状况，天气变化也是天气预报
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预报又是怎么
做出来的？

“预报就是要预报空气未来怎么流
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
说，空气流动都存在物理规律，我们会根
据这个物理规律写成数学方程，预报就是
这么产生的。

体感温度受多种因素影响

那么，室外高温与每个人体感温度存
在差异又是怎么回事？卞赟介绍说，每个
人觉得热或冷，指的是个人的体感温度，
它受日晒、地面温度、空气湿度、辐射等
几个方面的影响。

其中，日照辐射是地表升温的主要来
源。当太阳照射人体时自然会感受到热
量，这就是日光的加成作用。在夏季，气
温在 35℃以上时，路面长时间暴晒，温
度升至 60℃以上很正常，当行人从这里
走过时能感受到滚滚热浪，有时甚至可以
看到空气在“舞动”。此时，人体感受会
超过 35℃，这就是地面反射辐射带来的
加成作用，让体感温度升高。

卞赟说，29℃的气温配上85%的相对

湿度，能让人体有 35℃的感觉。所以，
夏季开空调，除了有降温还有降湿作用，
这样人体才会感到舒适。

此外，人们的心情、体质、运动量，以
及局部小环境，也会影响人们的体感温度。

关注高温预警信息

今年以来，我国极端高温天气频发，
中央气象台也频频发布高温预警，那么预
警的标准是什么？

董全解释，预警包括蓝色、黄色、橙
色、红色，它们都有对应的标准，越往上

标准越高。以高温预警为例，连续两天最
高气温在 35℃以上是高温蓝色预警，连
续三天最高气温在 35℃以上的为高温黄
色预警，而高温橙色预警则是 24 小时内
最高气温 37℃以上，高温红色预警是 24
小时内最高气温40℃以上。

董全提醒公众，关于预警信息，除了
关注中央气象台，地方气象台可能更具有
针对性。目前正值暑期，户外天气较为炎
热，公众在外出旅游时仍需做好防暑防晒
措施，高温时段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
动，以防感到闷热、不适，甚至引发中暑。

气 温 是 如 何 测 量 出 来 的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科普时报讯（记者胡
利娟） 眼下正值暑假，北
京各大公园迎来了游园高
峰，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
化局了解到，今年北京市
公园推出了科普展览、文
化活动和线上体验等 151
项游园文化活动，公众可
以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政
务网站及首都园林绿化官
方微博微信查阅详细信
息，合理安排出行。

多种科普展览形式多
样。颐和园将举办“锦色
—— 传 统 建 筑 彩 画 技 艺
展”，通过“构图端庄 等
级分明”“纹饰唯美 祈福
纳祥”“画栋流丹 工艺精
湛”“非遗保护 传承发
展”四个章节，系统讲述
中国传统建筑彩画的类
型、色彩、纹饰、工艺、
保护等方面内容。北京动
物园的“青藏高原野生动
物主题展”，将通过图片和
高清视频展示青藏高原野
生动物科普知识，同时还
能 与 园 中 饲 养 的 岩 羊 、
狼、斑头雁等物种进行互
动。

各类文化活动一直是
北京公园的特色。比如香
山公园的“香山奇妙夜”，
将通过室内教学现场观察
的方法，让大小朋友们深
入了解和体验香山的生态
文化。

另外，部分公园推出
的线上体验活动，让观众
透过屏幕感受文化魅力。
颐和园的“颐和讲堂”线
上讲座，邀请北京建筑大
学教授李沙讲解 《清代官
式建筑彩画艺术研究》。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
醒大家，暑假期间错时、
错峰游览热点公园，避

暑、纳凉可以选择郊野公园、森林公园
以及自然风景区，体验京郊丰富的旅游
资源、生态景观和红色景点，感受生
态、宁静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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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参赛作品《从“越冬蚊”早苏
醒看热岛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