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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

“近20年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最暖时
期，在1901年以来的10个最暖年份中，除
1998年，其余9个均出现在21世纪。”国家
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在8月4日的《中国
气候变化蓝皮书 （2021）》 发布会上介绍
说，据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
表明，气候系统变暖仍在持续，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风险进一步加剧。

我国升温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我国地处东亚季风区，气候类型复杂多
样、区域差异较大，且气候波动性强，容易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记者从《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
中了解到，1951—2020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
温增速是每10年0.26℃，这个时期全球平均
的增速大概是每10年0.15℃。20世纪中期以
来，中国地表平均气温快速变暖。中国观测

到的变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也比
全球陆地平均变暖快了约三分之一。从现在
全球升温的地域分布来说，中高纬度的升温
速度明显高于低纬度地区，而中国基本上处
于中高纬度的区域里。

“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可以分为自然原
因和人为原因两大类。”巢清尘介绍说，自
然因素包括了太阳活动的变化、火山活动，
以及气候系统内部变率等；人为原因包括人
类燃烧化石燃料以及毁林引起的大气中温室
气体浓度的增加，大气中气溶胶浓度的变
化，土地利用和陆面覆盖的变化等。

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现有的一系列证
据都表明，人类活动在气候变化中起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近百
年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全球气候变
化，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巢清尘
说。

气候变化给我国带来了哪些影响

气候变化影响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其
带来的风险已经从自然物理系统不断地向社
会经济系统蔓延，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
展都会构成重大的威胁。

“比如在海洋、陆地、冰冻圈、生物圈
多个圈层，都可以监测到气候变化及其影
响，特别是中国的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指
数。”巢清尘称，总体来说，增暖和降水的
波动会使我国水资源的脆弱性明显上升，风
险更为突出，而且增温与干旱化会使陆地生
态系统的生产力进一步下降，海洋热浪对海
岸带和海洋的负面影响也会将进一步持续。

近些年，高温热浪事件明显趋多、趋
强，会对人体健康、电力交通系统等带来重
大的影响。

此外，增暖和天气气候极端事件还会给

重大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带来更大的风险。

为何极端天气事件频发

“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气候系统不稳
定，平均气温的升高就使极端高温等事件发
生概率明显增加。”巢清尘表示，从理论上
讲，气温每升高1℃，基本上大气的持水能
力会增加7%，所以会导致强降水事件。我
国近 60 年总的降水量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增
加趋势，但强降水事件呈非常明显的增加趋
势。

近年我国暴雨洪涝、台风、干旱、强对
流、高温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刚刚过
去的7月，河南经历罕见的极端强降水，西
欧也遭遇特大暴雨。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和强发、水资源
变化、冰川退缩、积雪消融、海平面上升，
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这些大部分是物理

方面的影响。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 （2021）》 中提

到，过去 60 年，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增加
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5.1毫米，尤其是江
南东部、青藏高原中北部、新疆北部和西部
降水增加趋势尤为显著。

同时，高温、强降水等极端事件增多增
强，中国气候风险水平趋于上升。在1961—
2020年，中国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
极端低温事件减少，极端高温事件自 20 世
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明显增多。

“现有科学研究表明，高温热浪、强
降水、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冰川缩
减、积雪消融都与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
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巢清尘称，更好地
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的发展之路，
有助于进一步减少未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发生。

极 端 天 气 气 候 事 件 风 险 进 一 步 加 剧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
著名海水鱼类养殖专家雷霁霖
院士的不断努力下，200 尾多
宝鱼苗由英国专家Howell博士
携带，远渡重洋，来到了中
国。它们就是我们如今餐桌上
多宝鱼的“祖先”。这大概是
比目鱼里最有名的一种了。

多宝鱼，也就是大菱鲆，
是辐鳍鱼纲鲽形目鲆科菱鲆属
的一种海洋底栖鱼类。它们原
产大西洋，不仅生长迅速、肉
嫩味鲜，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
值。所以，多宝鱼被多国作为
重要的养殖对象。虽然引进和
培育多宝鱼，颇费了包括雷霁
霖院士在内的科学家的一番周
折，但如今，它们已经成为我
们餐桌上的常客了。

作为比目鱼“家族”的一
员，最令人记忆深刻的莫过于
它们不对称的身体了。“东方
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因
为比目鱼两只眼睛均长在身体
的同一侧，所以古人误认为它
们只能夫妻并行、相依为命才
能生存。那么，它们是从小就

“长歪”了吗？所有比目鱼的
眼睛都是往左“歪”的吗？总
是趴在海底的它们，在危险来
临时来得及逃跑吗？

事实上，通称比目鱼的鲽
形目鱼类，包括鳒、鲆、鲽、
鳎、舌鳎等。通常，同一科的
鱼的眼睛位置都是相同的，但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科——鳒
科的鱼，在左侧和右侧的鱼的
个体数量是差不多的。

在 鱼 类 分 类 学 中 ， 有 着
“左鲆右鲽，左舌鳎右鳎”的
说法。这是说，眼睛长在左侧
的通常称为鲆 （如菱鲆科、牙
鲆科等） 或舌鳎 （舌鳎科）；
而长在右侧的为鲽 （如鲽科及
冠鲽科等） 或鳎 （鳎科）。据
此，我们可以很快地根据眼睛
的位置来判断比目鱼的种类。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比
目鱼并非生来就是“歪瓜裂
枣”，眼睛都是长在身体同侧
的。但是，在它们刚刚孵出化
时，其实与其他的鱼类一样，
身体对称，两只眼睛也是分别长在身体两侧的。但
是，出生后不久，它们开始变态，颅骨开始不对称
繁育，随着身体的不断发育，它们变得越来越不对
称，其中一只眼睛也不断地向着另一侧移动，最终
出现了“比目”的效果。

比目鱼可谓是伪装大师。作为底栖鱼类，比目
鱼静止在海床上的时候，都是身体的一侧紧贴海
底。它们贴着海底的一侧，就像其他鱼的腹部肚皮
一样，呈现出均匀的灰白色；而面向海水的一侧，
则布满用以伪装自己的花纹和斑点。一般来说，大
多数比目鱼通过伪装，将自己与隐藏的环境融为一
体，隐藏自己，躲避捕食者。但有些比目鱼却另辟
蹊径，具有明显的眼斑(如睛斑短臂鳎)，而另外还有
一些小型的热带鱼类，则含有剧毒，例如，豹鳎属
的物种就含有豹鳎毒素。

比目鱼的活动能力很差，因此，有的种类，如
斑点长鼻鳎会拟态成剧毒的伪角涡虫来迷惑天敌。
不过，豹鳎毒素的存在也让豹鳎成了别的生物拟态
的目标，比如章鱼会将腕合并、拖到身体后方，上
下摆动身体游动来拟态剧
毒的豹鳎，以此逃避捕食
者的追杀。

看了比目鱼如此奇特
的“鱼生”经历，下次面
对餐桌上的多宝鱼，你会
不会多一分感想呢？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海洋科普专业委员会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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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省保山市龙陵
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技术人
员在整理野生动物照片时，意
外发现一种罕见的鸟。经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技术人员曾卫鉴定，确定为翠
鸟科鱼狗属的斑鱼狗。

这只羽色奇特的斑鱼狗，是
龙陵县摄影爱好者李发芳在龙陵
小黑山保护区周边区首次拍到，
是当地新记录的野生动物。这也
是2021年以来，龙陵县发现的第
9 个县域野生动物新记录物种。
至此，龙陵县已知野生鸟类已达
299 种、占云南省 945 种鸟类的
31.64%。同时，龙陵县小黑山保
护区野生脊椎动物种类，由2006
年的468种增至如今的543种。

据了解，斑鱼狗对繁衍、
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要求很高，
在 云 南 省 大 多 数 区 域 都 很 罕
见。其主要栖息于低山和平原
溪流、河流、湖泊等开阔水域
岸边，有时出现在水塘和路边
水渠岸上，常在水面以小鱼为

主，也吃甲壳类动物和多种水
生昆虫及其幼虫等。斑鱼狗在
我 国 主 要 分 布 于 长 江 以 南 地
区，已被列入 《中国脊椎动物
红色名录》。

此外，斑鱼狗虽然常活动
于水域岸边，但它并不在树上
或草丛筑巢，通常成鸟会用细
长的喙，在水域岸边的陡峭土
壁上掏穴做窝，巢穴深度可达1
米左右。这样筑巢，是为尽量
避免天敌袭扰。

“斑鱼狗最明显的识别特征
是通体呈黑白斑杂状，头顶冠
羽较短。尾白色且具宽阔的黑
色亚端斑，翅上有宽阔的白色
翅带，飞翔时更明显；斑鱼狗
拥有超高的捕鱼技术，是名副
其实的捕鱼能手。当它在空中
悬停瞄准捕鱼目标后，头快速
朝下收拢翅膀，以近乎垂直的
角度，然后急速俯冲向水中，
捕鱼成功率极高。”曾卫介绍
说，在民间，斑鱼狗也被称为

“花斑钓鱼郎”。

捕 鱼 能 手 斑 鱼 狗 不 是 “ 狗 ”
□□ 郁云江 蔡双发 科普时报记者 赵汉斌

漳河水库位于湖北荆门、宜昌、襄阳
三市交界处，总库容 21.13 亿立方米，
水域面积105.2 平方千米。水库以灌溉为
主，兼有防洪、供水、发电、水产、旅游
等综合利用功能，是全国少有的集水库和
灌区工程于一体的跨流域大型水利工程。
漳河灌区是湖北省最大的灌区，设计灌溉
面积 260.52 万亩，是全国九大粮食产区
之一——江汉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探缘

漳河是长江中游较大的支流沮漳河的
东支，源于荆山。漳河上游雨量充沛，建
库前每逢暴雨，山洪汹涌，严重影响荆江
大堤安全。史载自 1849 年 （清道光二十
九年） 至 1949 年 100 年间，共发生洪灾
50 次。漳河东岸荆门、荆州、宜昌的大
片丘陵岗地，又年年缺水苦旱。据史料分
析，漳河灌区大旱约为10年两遇，中旱5
年两遇，小旱几乎年年都有。灌区流传着
这样一首民谣 ：“水在河里流，人在岸上
愁，天旱地冒烟，十年九不收。”新中国
成立后，为造福两岸人民，湖北省政府于
1957年11月决定修建漳河水库。

初期建设

漳河水库是20世纪50年代湖北省自
主设计、自主施工的最大水利枢纽工
程。1958年7月1日，伴随着漳河观音寺
大坝导流隧洞工程 28 声爆破声响，漳河
水库建设全面展开。由于新中国成立初

期百废待兴，建材、机械严重不足，漳
河水库建设主要靠人民群众肩挑、背
驮、车推，建设高峰期参建人数达到
13.3 万人。建设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
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工棚，自力更
生、就地取材，大规模革新工具，科学
调整钢筋混凝土大坝建设方案，建成黏
土斜墙多种土料组合坝，极大地提高了
建设效率。工地上比、学、赶、帮、超
劳动竞赛一浪高过一浪，充分发扬了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先后涌
现出吕明英、胡玉珍、雷朝友等特等劳
动模范150多人，有200多位优秀儿女在
建设中献出了宝贵生命。人民群众艰苦
卓绝、改天换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乐
观主义精神和求是创新精神铸就了漳河
水库，谱写了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壮丽
诗篇，成为漳河水库红色教育最亮丽的
底色。

“一自漳河驯伏后，良田万顷保粮
源。”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建设，雄伟宏
阔的漳河工程展现世人眼前。漳河水库枢
纽工程分布在水库东南部 30 千米范围
内，主要包括 ：观音寺、林家港、王家
湾、鸡公尖4座大坝，总长3084米，近10
千米长的副坝，陈家冲、马头砦、崔家
沟、王家湾 4 处溢洪道，总泄洪流量
12903 立方米每秒，以及 6 座引水涵闸。
漳河灌区地跨湖北荆门、荆州、宜昌三市
所辖的 7 个县市区，自然面积 5543.93 平
方千米，设计灌溉面积 260.52 万亩。建
成总干渠、干渠等 9 级渠道共 13990 条，
总长7167.56千米。水库水力发电等综合
利用得到开发，老一辈建设者“擎缨缚旱
龙，五洋捉鳌鳖”的夙愿最终得以实现。

续建加固

受当时条件限制，漳河水利工程未
完全达到设计要求。1976 年至 1978 年、
1987年至1993年、1998年到2009年，湖
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先后 3 次对水库进
行了续建加固，达到设计防洪标准。漳
河灌区推进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
设，至 2019 年实现圆满收官，灌区工程
面貌发生根本改观，生态环境大幅改
善，恢复灌溉面积 20 余万亩，改善灌溉
面积100余万亩，灌区粮食安全得到有效
保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漳河水库坚持科
技兴水，从 1990 年开始推进水利信息化
建设，现已建成漳河水雨工情自动监测系

统、洪水调度自动化系统、灌区闸群实时
监控调度自动化系统、灌区用水管理决策
支持系统、漳河水利通信专网、电子政务
系统等信息化系统，为新时代智慧漳河建
设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漳河水库第
四期除险加固、漳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
化改造，以及智慧漳河水利信息化建设将
全面启动，水库发展将翻开崭新一页。

60 年前的漳河水急滩荒，灾害频
发，60 年后的漳河工程设施完备，利国
利民。经过一代又一代漳河水利人前赴后
继地砥砺奋进、攻坚克难，漳河水库已成
为湖北省水网的重要节点，国家4A级旅
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区域水生态、
水安全的重要屏障。

（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供稿）

漳 河 水 库 ： 万 顷 农 田 瘠 变 腴

走进重大水利工程

秋日村居，书斋闲静。翻翻这本，又
翻翻那本，实在翻不出兴味来。发着呆，
忽然，一只跳蛛从书架上跳了出来，着实
让人惊喜，这无聊的光景，总算有了一丝
生机。

跳蛛，个头豆粒大，体色褐黯，足短
善跳，四处游猎，是我们乡下十分常见的
小蜘蛛。它们或伏趴于墙角垣边，或隐身
于菜畦瓜架。若是夏夜，与好友灯下对弈
正酣时，这小机灵倏地跳入棋盘，跃上棋
子，瞪着大眼，左看看、右瞧瞧，那副唯
我独尊、叱咤将相的威风，定会让棋手分
了神。

村里人称跳蛛为“捕蝇钩”，大概因
为是苍蝇的天敌，加上捕抓神快，宛如垂
钓高手，抛竿即去、收钩即得。这个不结

网的跳蛛，却编织着村娃们的七彩趣事。
男孩们常把跳蛛养在密封的玻璃瓶内，抓
来苍蝇去饲养；有时趁女孩们不注意时，
把跳蛛放入她们的文具盒中，等待惊叫的
场景。

村娃如此喜爱跳蛛，而长辈态度却截
然相反，甚至还流传着不少贬义的民谚。
比如“捕蝇钩，溜个达，不去结网怎成
家”，暗讥跳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又如

“小蛛小蛛，一掌清除”，可事实上要拍打
到又何曾是件容易的事；再如“只会治蝇
不会治蜂”，讽其欺软怕硬，只敢捕蝇不敢
惹蜂。央视《人与自然》曾播过跳蛛捕捉
蜜蜂过程，我想长辈们大概都没亲眼见得
且又错过这个节目，所以才谬传至今。

这些年的暑假，我都要网购一两箱书

籍回村，名曰避暑苦读，其实大多书是束
之高阁的。当然，开卷总归有益。前些
天，读到宋代卫忠武《蝇虎》诗句：“状
有类蛛蝥，见物常勇投。奋身如虎猛，所
得亦蝇头。”此诗“蝇虎”就是指“跳
蛛”，逼真描绘了其形其动，寥寥几字，
意味隽永。我对“蝇虎”这一称呼，甚为
中意，如同壁虎不是“虎”，蜗牛不是

“牛”，但听起来自信满满。
村头老中医告诉我，跳蛛可以入药，

用于跌打损伤，具有活血通脉的功效，在
药典里学名也叫蝇虎，还有蝇狐、蝇豹等
别名。村中有人在外经营宠物店，曾跟我
说过，近年不少城里人把跳蛛当成养宠，
依据品种不同，价格在百十元间不等。噫
嘻，区区跳蛛，用途如此丰实，看来我真

是小觑它了。
回过神来，跳蛛已不知去向了。自踱

书斋，寻寻觅觅，望着窗外浓翠树叶，有
的静蹲，有的游移，有的闪跃，这一蹲一
移一跃，俨如跳蛛，隐现在村子里的每个
角隅。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中国寿山石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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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 蝇 的 天 敌 —— 跳 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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