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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虎“完达山1号”从栖息的
山林到老百姓家里，云南亚洲象一
路北上进入昆明市域，野生“貉”
在上海一些小区“落户”……面对
野生动物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的频
率变高的现象，我们不禁思考：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野生动物频
繁出没的区域，当地人的安全、生
产生活是否会更容易受到影响？应
该如何平衡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当地
的经济发展？

过度开发导致野生动物栖
息地“破碎化”

“这些年保护野生动物的成绩
是非常大的，种群数量的增加就是
一个很好的体现。”8 月 20 日，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
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十四
五”规划编制组组长陈嘉文称，然
而最近，一些野生动物频繁出现在
人类活动的区域，出境率很高，主
要原因有三点。

陈嘉文介绍说，一是野生动物
野外种群的数量在不断增长。正常
情况下，野生动物的家族或者种群

都有依赖原有栖息地生存繁衍的习
性，但是随着个体数量的增加，有
的个体就需要寻找新的领地，有的
家族需要更大范围的觅食，这样就
会导致野生动物种群向外游荡和扩
散。

二是目前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质
量还有待提高。与完全自然演替形
成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相比，目前
的栖息地很多是经过森林采伐、农
业开垦或者人工造林的，不是纯自
然的，就导致这种栖息地承载野生
动物种群的数量不像纯天然的承载
力高。

三 是 栖 息 地 完 整 性 也 不 够 。
由于现在工农业的开发建设，导
致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割裂，破
碎化比较严重，很容易造成野生
动物的扩散，它正常扩散迁徙，
由于栖息地的不连续，出现在了
人类活动的区域。

近自然改造提高野生动物
种群承载力

就如何更好地处理人与野生动
物和谐相处的问题。陈嘉文表示，

首先要科学划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边界。针对一些大型、凶猛的野生
动物，要设置防护设施和缓冲带，
防止野生动物种群侵入人类的集中
居住和活动区域。采取的一些措施
主要是建设一些围网，种植一些隔
离植物，或者设置一些缓冲地带。
而对鸟类、蛇类这种小型动物，有
时候也会对生产生活产生影响，主
要侧重于做好安全防护的知识教
育，适当开发一些防护器材。

其次，对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进
行近自然的改造。妥善解决栖息地
破碎化的问题，以改善野生动物栖
息地的生境，提高野生动物种群的
承载力。目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有很多人工因素在里面，我们要根
据主要保护对象的生物学特征采取
一些具体措施，比如清理栖息地内
的非原生植物，像大熊猫的栖息
地，过去里面种植了一些人工林，
不是大熊猫栖息地原生植被，近自
然改造就要改造一些适合大熊猫栖
息的树种，包括大熊猫吃的竹子。
此外，还要完善野生动物的食物链
结构，做好水源管理。

最后，要发挥政策的多渠道
保障作用。主要是发挥补偿、保
险、救济的作用，维护群众的切
身利益。依法建立野生动物致害
补偿制度，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和
方式，并引进保险机制，把野生
动 物 伤 人 的 情 况 纳 入 到 保 险 范
围。同时，还要发挥民政救济的
兜底保障作用，防止因为野生动
物损害致贫返贫的现象。

加大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
地建设

“十四五”期间，我国在推进
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上，又将
有哪些新措施？

科普时报记者了解到，在实施
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和野生
动植物保护工程上，对大熊猫、亚
洲象、海南长臂猿、东北虎、中华
穿山甲等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及
其栖息地继续实施抢救性保护，划
定并严格保护重要栖息地，联通生
态 廊 道 ， 重 要 栖 息 地 面 积 增 长
10%。开展大熊猫、普氏野马、麋
鹿等野生动物野化放归，加强野外

救护基地和遗传资源基因库建设。
加强野生动物资源管理方面，

实施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制修订分类管理、人工繁育
等管理办法和标准规范。建立多部
门信息交流与联合执法机制，加强
互联网犯罪监管执法。依托《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严
格野生动物进出口管理，强化与国
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联盟成员单
位合作。依法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和
非法交易，严厉打击非法交易野生

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加强野生
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预警防控。

在构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保护监测评估体系上，除了开展
物种专项调查外，还将建立“天
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特别是
在 鸟 类 迁 徙 路 线 要 设 立 保 护 站
点，开展鸟类环志和志愿者护飞
行动。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防
范和降低亚洲象、熊、野猪等野
生动物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致
害风险。

野 生 动 物 为 何野 生 动 物 为 何 ““ 出 境 率出 境 率 ”” 变 高变 高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胡利娟

立秋以来，秋粮生
产形势引人关注。农家
谚语说，“七月十五定
旱涝，八月十五定收
成”，当前既是防汛抗
旱关键期，也正值秋粮
作物产量形成的重要节
点。

秋粮占全年粮食产
量的四分之三，是实现
全年粮食丰收的“重头
戏”。放眼我国粮食主
产区，从北方的东北、
西北、华北、黄淮到南
方的长江中下游和西南
地区东部等秋粮“重
头”产地，从玉米、大
豆等主要旱地作物到一
季稻、晚稻等水田作
物，要实现丰产丰收，
都离不开对天气这根敏
感“神经”的精准把
握。今年秋粮生产天气
形势如何？怎样分类施
策将不利影响降到最
低？中央气象台正研级
高级工程师赵秀兰对这
些问题作出详细解答。

天气总体“友
好”，前期部分地区
灾害影响偏轻

我国大部分地区秋
粮生长发育的关键时
期 ， 集 中 在 6 月 至 9
月。在这四个月期间，
从作物孕穗、抽穗开花
到灌浆乳熟及成熟，每
一环节都影响着秋粮产
量的多与少。

“今年的这四个月
关键时期，气象条件总
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发
育和产量形成。”赵秀
兰表示，秋收作物播种以来，我国大部农区
光温正常，降水量接近常年或偏多，农田墒
情为近五年偏好，农业蓄水充足。

然而，天气复杂多变，尽管总体利好，
仍有少部分地区前期出现了不利条件。

在秋粮的“主阵地”东北地区，前期尤
其是7月份温高光足，对玉米、一季稻、大豆
等作物的旺盛生长十分“友好”；然而进入8
月份，出现了连续10天的气温偏低，作物生
长发育速度放缓，吉林东部稻区少部分正处
于开花期水稻遭受轻到中度冷害，水稻开花
受阻，三江平原北部正处于灌浆初期的水稻
灌浆速度明显放缓。

“除了阴雨寡照，少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干
旱、高温等不利于秋粮生产的农业气象灾
害，但总体来看影响偏轻。”赵秀兰说。陕甘
宁偏北部分地区当前存在农业干旱，导致当
地玉米、马铃薯等作物生长缓慢。而在长江
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东部等地，8月以来降
水偏多1倍至4倍，部分农田被淹。

保障粮食丰收，分区分类精准施策

放眼未来，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
个半月，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仍是气象灾害
影响。总体来看，这段时间水热条件总体较
好，有利于农户们“秋收万颗子”，但局地灾
害可能带来的风险仍然不容小觑。

“不同粮食产区作物不同，气象气候情况
也各具特点，保障粮食丰收，离不开分区分
类精细研判、精准施策。”赵秀兰表示。

具体来看，8月下旬，东北地区气温较为
稳定，降水偏多地区应及时排涝，发育期偏
晚地区需促进作物正常成熟，降低遭遇早霜
风险；而陕甘宁旱区8月下旬将有明显降水过
程，旱区大部农业干旱有望缓解，但降水分
布不均，陕西东北部、宁夏东部部分地区农
业干旱仍持续，建议有条件地区及时灌溉，
抓住时机积极开展人工增雨。

8 月下旬黄淮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
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前期受灾的河南等地
尤其注意防范暴雨洪涝灾害叠加对农业的不
利影响，强降雨过后及时整地改种补种，尽
快恢复农业生产。

对于南方地区而言，西南地区东部至长
江中下游沿江地区降水仍偏多，需防范农田
遭受湿渍害或暴雨洪涝灾害；东南沿海地区
农林渔业生产需防范南海及西北太平洋上生
成的台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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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记者从云南省林业和
草原科学院了解到，近日，该院云
南珍稀濒特森林植物保护和繁育国
家 林 业 局 重 点 实 验 室 兰 花 保 育 团
队，在开展云南省兰科植物资源调
查、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
项目采集和滇西北杓兰监测时，在
滇西北香格里拉哈巴雪山首次发现
了雅致杓兰新居群。这是 25 年后云
南再次记录到该物种的相关信息，
而最近的一次记录是 1996 年采自丽
江玉龙雪山的一份标本。

雅致杓兰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
种红色名录收录物种，其受威胁等级
为濒危 （EN）。这个物种模式标本于
1879 年采集自我国西藏，国内仅分布
于西藏和云南。目前，该物种在哈巴
雪山保护区境内的分布极为稀少，仅

有80余株。
由于地处高山牧场，随时可能会

受到放牧、人为活动的干扰。为此，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兰花保育团
队将与云南哈巴雪山省级自然保护
区、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合作开展雅
致杓兰的综合保护研究，同时进行人
工繁育、种群重建、野外回归，扩大
其种群数量，以拯救和保护这一珍稀
濒危兰花。

香格里拉是我国杓兰集中分布的
地区之一，已记载的杓兰属植物 14
种，而云南哈巴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因具有独特的地形地貌、典型完整的
植被垂直带谱，就分布有8种杓兰属植
物，分别是西藏杓兰、黄花杓兰、丽
江杓兰、斑叶杓兰、玉龙杓兰、无苞
杓兰、离萼杓兰和雅致杓兰。

雅 致 杓 兰 再 现 云 南 哈 巴 雪 山
□□ 科普时报记者 赵汉斌

走进重大水利工程

黔山巍巍，贵水泱泱。
2018 年 1 月 28 日零时，乌江上游三岔

河水从六盘水的六枝一路向东，穿越普
定、平坝、长顺等 7 座县城，奔流 148 千
米，顺利抵达贵阳市，标志着贵州首个大
型水利枢纽工程——黔中水利枢纽一期工
程总干渠试通水成功，具备投入使用条
件。几代贵州水利人“引乌江上游三岔河
水润泽黔中”的梦想终于成真。

世纪梦圆

贵州降水丰沛，省内河流众多，水资
源总量位居全国第九。但作为全国唯一没
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
貌使这里山高坡陡、土薄易旱、有水难留
——天然的雨水要么顺着山体流进深深的
河谷，要么顺着山的裂缝漏进地下暗河、
溶洞，地面蓄水保水能力差。正如当地人
所说：“地下水滚滚流，地表水贵如油。”
加上水利基础设施薄弱，贵州水资源利用
率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黔中地区位于贵州省中部，包括贵阳
市、安顺市，以及六盘水市的六枝特区，是
贵州省城市最密集、交通最发达、工业基础
最好、人口最集中、耕地资源富集的地区。
然而，由于地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
岭上，贵州几条大江大河都远离这里，人均
水资源远远低于全省人均水平，“缺水”成

为制约黔中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1953 年，贵州水利部门曾提出“引乌

江上游三岔河水润泽黔中”的构想，规划
通过调水来解决黔中地区的用水难题，但
因工程建设难度极高、投资巨大而被长期
搁置下来。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
施，黔中水利枢纽一期工程于2009年11月
30日破土动工，2010年10月主体工程开工
建设，2018年1月28日建成并向贵阳市通
水，贵州水利人65年的“黔中水梦”正式
变成现实。

攻坚克难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黔中水
利枢纽工程既要穿越贵州崇山峻岭长距离
送水，还要尽可能满足沿途的农村饮水和
农田灌溉需求，堪称“异想天开”。水利部
专家曾表示：“在某些方面的施工难度甚至
超过了‘南水北调’工程。”其中，高大跨
渡槽的建设更是难上之难。

水渠、水流不像公路一样能“爬坡上
坎”，下行的坡度也不能太大，必须控制
在二千分之一和五千分之一之间。黔中水
利枢纽输水总干渠长 63.4 千米，渠线所经
之处地形条件复杂，深山峡谷横贯其间，
需要建造一系列大型渡槽架起干渠，形成
水流通行的“空中运河”。这些工程没有
现 成 的 经 验 可 循 ， 只 能 “ 摸 着 石 头 过
河”，工程建设者因地制宜，技术创新，
逐个攻关。

最长的菜子冲渡槽全长1752米，为50
米大跨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渡槽，工程采用

“连续现浇高大跨混凝土梁移动支承平台施
工技术”，大大加快了施工速度。单跨200
米、跨高120米的龙场渡槽，是世界第一大
跨混凝土拱式渡槽，拱箱采用全断面整体预
制分段吊装的工法属国内首次。采用连续刚
构、单跨长180米的徐家湾渡槽，设计承载
能力是同类公路桥梁的3倍至4倍，在国内
水利行业尚属首例……全程56座各种类型
的渡槽，其建筑形式多样、工程类型复杂，
被誉为“水利渡槽（桥梁）博物馆”。

滋黔润民

作为以灌溉和城市供水为主、兼顾发

电等综合利用的大型调水工程，黔中水利
枢纽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它可以解
决贵阳、安顺市区城市供水，以及黔中 7
县 49 个乡镇的 65.14 万亩农灌用水、5 个
县城和 36 个乡镇供水、农村 41.84 万人的
饮水，从根本上改善了沿线地区缺水问
题，为黔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水资源保障。如今，三岔河的水正欢腾
跳跃，从西向东，宛如一条长长的水龙，
逶迤在黔中大地，奔腾不息，滋润着各族
人民。

（贵州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黔中分公司供稿）

黔 中 水 利 枢 纽 ： 穿 山 越 岭 引 来 乌 江 水

黔中水利枢纽工程平寨水库大坝

雅致杓兰雅致杓兰 蒋宏蒋宏 摄摄

从买菜时少用一个塑料袋，到工作中
节约一张A4纸，再到企业多利用10%的工
业余热……8月25日是全国低碳日，而在群
众生活、城市建设和企业生产中，绿色低
碳成了一种既经济，又时尚的新选择。

“绿政策”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55岁的江西抚州市民华河辉用“运动成
瘾”来形容自己，曾饱受颈椎病困扰的他，
如今每天坚持骑自行车10多公里。“听说骑
自行车对身体有益，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上下班用骑自行车替代开车。”华河辉说。

令华河辉意想不到的是，当地的一项
政策彻底激发了他的运动热情。作为国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试点市，2017
年8月，抚州开始探索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
活的碳普惠制度，市民通过“绿宝”碳普

惠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日常生活节能低碳
行为减碳量的数据收集、记录和量化，并
把减碳量换算成个人“碳币”积分。

据“绿宝”碳普惠大数据平台统计，
截至 2021 年 7 月底，碳普惠制平台共注册
会员 39.3 万人，覆盖抚州城区三分之一以
上人口，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2187吨。

记者了解到，全国多地都探索建立了
为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节能减碳
行为进行量化赋值，并建立引导机制的碳
普惠制。比如在浙江杭州萧山，绿色低碳
走进农村，在“绿色小超市”把可回收物
兑换积分置换成生活用品，将低碳生活转
化成切实可感的身边小事。

绿色建筑永续城市发展

从空中俯瞰杭州东站，宽阔的屋顶上

有序分布着4.4万块太阳能板，该项目装机
容量10兆瓦，是目前全国规模领先的单体
建筑光伏发电系统。

“该项目充分利用杭州火车东站站
房及南、北雨棚屋面空间，每年可发电
超过 1005 万度，可供 5000 户家庭的全年
生活用电。”正泰新能源分布式电站负
责人马忠介绍，与火力发电相比，该项
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3600 吨，对减少
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排放具有显
著效果。

“建筑运行中直接消费的化石能源和电
力、热力两种二次能源，以及施工和建材
生产都会产生碳排放。”四川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能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于忠
表示，推广绿色低碳建筑，对“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意义重大。

2017 年起，建筑专家们对始建于 1985
年的四川省建科院大楼进行绿色节能改造。

改造投用后的四川省建科院大楼“焕
发新生”，不仅成倍扩大了建筑面积，还将
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整座大楼：楼顶的太阳
能光伏板一年能产生1.3万度电，雨水回收
系统收集雨水用于大厦绿化喷灌、道路浇
洒……

“经过改造，大楼与同类建筑相比耗能
降低 50%以上，获得超低能耗建筑认证，
每年可节约 60 万度电。”四川省建筑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绿建中心高级工程师于佳
佳介绍。

“我们将通过科普教育宣传、大型公共
建筑示范、在居住建筑采取绿色建筑措施
等办法，让绿色建筑走进老百姓的生活。”
于忠说。 （据新华社）

绿 建 未 来 ， 今 天 你 降 碳 了 吗

8月9日，象群在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境内的一处高速路桥下短
暂停留。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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