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中战斗机”燕隼在天坛公园“落户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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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生灵

近日，北京天坛公园传来好消息，顶级掠食性鸟类
燕隼在此安家落户，并成功繁殖后代，这标志着天坛公
园具备了比较健康完备的生态系统。

“内坛苍璧，外坛郊园”，说的就是天坛公园，其内
古树苍劲，新树茂美的环境，正适于鸟儿栖息生存。
据调查报告显示，天坛公园鸟类已达127种，隶属13目
38 科。其中，国家保护的“三有”，即有益、有重要经
济、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为 92 种，包括乌
雕、猎隼两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燕隼、长
耳鸮、苍鹰等1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如今，燕隼雏鸟从这里飞出巢窝，专家认为，除了
天坛公园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之外，人们的爱鸟意识不断
增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翅膀像燕子，飞行快如闪电

作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燕隼，有着极强
的飞行能力和高超的空中捕食能力。

燕隼又叫青条子、土鹘、儿隼、蚂蚱鹰、虫隼、青
尖等，属于隼形目、隼科、隼属，体长一般为28—35厘
米，体重在120—294克，与猎隼、游隼等鸟类相比，燕
隼个子小，因而被列为小型猛禽。

在形态特征上，燕隼的翅膀最为典型，飞翔时，其
翅膀狭长而尖似镰刀，翼下呈白色，其间密布有黑褐色
的横斑；翅膀折合后，翅尖几乎能到达尾羽端部，看上
去如燕子一般，燕隼之名由此而得。

也正是源于这双翅膀，造就了燕隼非同一般的飞行
能力与技巧，不仅飞行速度快，如同闪电般，而且还可
以在短暂的鼓翼飞翔后又可接着滑翔，另外，也能在飞
行中做短暂停留。

燕隼在全球分布较广，欧洲、非洲西北部、俄罗斯
等是它的繁殖地，日本、印度、老挝、缅甸等是它的越
冬地。在中国，各省区几乎均有分布。

燕隼通常是单独或成对活动，只有在迁徙时才组成
小群，其最理想的栖息环境是生有稀疏树木的开阔平
原、旷野、耕地、海岸、疏林和林缘地带，但有时候它
也喜欢栖息于村庄附近。

不过，燕隼不喜欢栖息于浓密的森林之处，当然它
也不喜欢栖息于没有树木的裸露荒原。所以，在这两种

自然环境中，一般是见不到它的身影。

三招灵活使用，飞天落地捕捉空间大

燕隼主要以麻雀、山雀等雀形目小鸟为食，有时也
捕食蝙蝠，而更大量的则是捕食昆虫，如蜻蜓、蟋蟀、
蝗虫、天牛、金龟子等。

不管是小鸟，还是昆虫，都是能飞善动的，要将它
们变为美食，实则不易。然而，燕隼的捕猎招数多，且
能灵活使用，多措并举，也就由难变易。那么，它通常
使用的招数有哪些？

一是飞行技巧与捕食技巧相结合。在空中，燕隼依
靠快速而敏捷的飞行，能够轻而易举地捕获麻雀和山
雀，甚至是飞行速度极快的家燕和雨燕等。

二是白天活动与黄昏活动相结合。与其他隼类一
样，燕隼也是白天活动，但不同的是，它在黄昏这一时
段也活动，且更活跃、频繁，因而捕食的收获也更大。

三是空中捕食与地上捕食相结合。燕隼通常是在空
中捕食，但为了捕到更多种类和数量的食物，它有时也
到地面上捕食，如此飞天落地，使捕食空间大增，收获
丰硕。

“结婚”礼仪讲究，处处展现浪漫

5 月到 7 月间，是燕隼的繁殖期。结成夫妻的燕隼，
在这期间很是讲究礼仪，相互间常常进行一种鞠躬仪
式。进行如此仪式，都是丈夫采取主动，率先登场，每
次都用嘴衔食物，像踩高跷那样走近妻子，一边点头示
意，一边分开双腿，露出内侧羽毛，然后便将食物交给
妻子，双方完成鞠躬仪式，接着便飞向空中，共同起
舞。同时，还伴有单调且柔和的特殊鸣叫，显得恩爱与
浪漫。

燕隼在繁殖期，通常不自己营巢，而是侵占乌鸦或
喜鹊的巢，每窝产卵2—4枚，孵化由夫妻轮流进行，但
以妻子为主。孵化28天后，小鸟便破壳而出。出壳后的
小鸟，再由父母抚养 28—32 天左右，就能离巢独立
飞行。

夏日荷花盛开，清香怡人，美景如画。6
月28日，2022北京（首届）荷花文化节拉开
帷幕。

北京种荷、赏荷历史悠久，自辽代就已
开始种植荷花，明清时期的皇家园林中就常
见荷花身影，游园赏荷早已成为广大市民夏
日生活中最具标志性的活动之一。

本次活动共设国家植物园 （南园）、玉
渊潭公园、紫竹院公园、圆明园遗址公
园、莲花池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6大展
区，荷花观赏面积 1300 亩，共展出古莲、
中国传统荷花及北京自育荷花品种 200 余
个，以及睡莲、王莲、香蒲等 100 多种水生
植物。

其中，圆明园遗址公园内赏花面积1000
余亩，荷花品种达 200 余个。圆明园拥有集
科研、生产、观赏于一体的荷花科研基地与
种子资源圃，园内开辟了水上观荷路线，游
客可乘船泛舟湖上，近距离观赏荷花美景，
体验“莲叶何田田”的美妙意境。

国家植物园 （南园） 的古莲，是莲科植
物种重要的种质资源。多姿多彩的荷花、睡
莲等水生植物与景区文化融为一体，在炎炎
夏日为市民朋友平添一丝清凉、一份浪漫。

玉渊潭公园荷花种植面积约占水面的三
分之一，品种以白洋淀红莲为主，还有少量
黔灵白荷、舞妃莲和大紫玉等。

荷花文化节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
市公园管理中心、北京花卉协会联合主办。
除了荷花特色品种展示外，还将开展摄影大
赛、文创产品竞赛、乘船赏荷体验、科普宣
传等文化活动。

盛 夏 赏 荷 意 趣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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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
的国家之一，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副
司长张志锋近日在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中趋
好，海洋生物多样性显著提高，海洋生态系
统健康状况总体改善。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基本消除“不
健康”状态

海洋生物多样性提高只是我国海洋生
态环境改善的一个方面。《2021年中国海洋
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显示，2021 年，我国
海洋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中趋好。其中，
海水水质整体持续向好，符合一类海水水
质 标 准 的 海 域 面 积 占 管 辖 海 域 面 积 的
97.7%，同比上升 0.9 个百分点；近岸海域
水质优良面积比例为 81.3%，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总体改
善，监测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均处于健康
或亚健康状态，基本消除“不健康”状
态；主要用海区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在
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的同时，为海洋经济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不过，监测的大部分典型海洋生态系
统仍处于亚健康状态，占比达75%，这说明

‘十四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仍需要持续
加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不断提升海洋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张志锋说，下一
步，将持续加强海洋生物生态保护，配合有

关部门加快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
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珍稀
濒危海洋生物及栖息地、重要生态廊道等系
统性保护，指导督促沿海地方加强受损海洋
生态系统修复恢复，加强海洋生物生态监测
监管等。

32个海水浴场水质总体处于优良
水平

海水浴场是公众临海亲海的重要空间，
也是公众直观体验和感受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的一面镜子。

近年来，每到夏天游泳季节和旅游时
段，生态环境部在官方网站等平台发布沿海
城市 32 个海水浴场的水质周报，为社会公
众亲海戏水提供及时有效的环境信息服务。
从历年监测结果来看，目前监测的 32 个海
水浴场水质总体处于优良水平，但也有个别
浴场在部分时段出现海水中粪大肠菌群数量
超标等问题，影响了公众的亲海体验。

为切实保障海水浴场环境，沿海各地开
展了不少针对性的环境治理工作，起到了很
好的效果。比如，在旅游旺季，河北省秦皇
岛市加强北戴河等岸段的滨海沙滩环境保
护，让市民、游客和管理人员一起行动，共
同维护优美洁净的沙滩环境。广东省汕头市
在青澳湾等持续强化陆海综合治理，合理规
划和调整生态养殖布局，及时清理转运岸滩
垃圾，切实保障海水浴场环境质量。这些工

作让老百姓充分享受到碧海蓝天、洁净沙
滩，切身体验到亲海戏水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打造海洋塑料污染治理“蓝色循
环”新模式

近年来，塑料污染也严重影响海洋生态
环境。据《2021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监测结果显示：我国近岸海域海面漂浮
垃圾平均密度约为3.6千克/平方千米，近海
微塑料平均密度约为 0.44 个/立方米，与近
年来国际同类调查结果相比，均处于中低
水平。

沿海地方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方面积极
探索，形成了一批好的经验做法。比如，浙
江省台州市积极探索，打造海洋塑料污染治
理“蓝色循环”新模式：政府和企业协同发
力，组织渔民等对海洋塑料垃圾进行回收，
回收后的塑料统一转运至相关企业进行批量
再生，并制作成为手机壳等高附加值产品，
产品出售后的收入又反哺参与海洋塑料回收
的渔民等。

张志锋以自己手里拿的手机壳为例介绍
说，这是5位渔民用收集的海洋塑料制作而
成的，通过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溯源，
了解制作这个手机壳的塑料是谁捡的、谁运
的、存哪里、谁转运、谁再生、谁制造等。
通过这样一个“蓝色循环”，形成了政府引
导、企业主体、产业协同、公众参与的海洋

塑料污染治理新模式，对于破解海洋塑料垃
圾收集难、高值利用难、多元共治难等痛点
堵点，做了很有价值的实践探索。

张志锋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严格塑料垃圾的源头管控与入
海防控，进一步加强塑料生产和使用的源头
减量，加快推进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处

置，大幅减少塑料垃圾环境泄漏量，多措并
举减轻海洋垃圾的源头排放压力。

张志锋透露，近期，生态环境部将组织
相关沿海地方在胶州湾等 11 个重点海湾
（湾区） 开展为期一年的拉网式塑料垃圾清
理专项行动，让“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
海和谐”成为滨海常景常态。

科普时报讯 （记 者
胡利娟） 7月5日，记者从
中国气象局获悉，预计今
年盛夏，我国气候状况总
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偏多，旱涝灾害较重。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
南方地区，特别是华南地
区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
广、持续时间长、暴雨落
区重叠度高，华南多地出
现严重的洪灾。

“主要是大气环流异常
直接影响所致。”国家气
候 中 心 副 主 任 肖 潺 介 绍
说，5 月以来，欧亚中高
纬度大气环流经向度大，
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冷空
气活动频繁。尤其是 6 月
上半月，东北冷涡更加活
跃，并且向南发展加强，
一方面引导冷空气南下影
响我国江南南部至华南地
区，另一方面也使得西太
平 洋 副 热 带 高 压 位 置 偏
南，使得来自西北太平洋
的水汽输送主要影响华南
地区。

同时，伴随夏季风的
爆发和建立，季风环流引
导的西南水汽输送也持续
偏强。综上所述，异常的
大气环流导致华南降水偏
多 引 发 部 分 地 区 严 重
洪涝。

据 了 解 ， 今 年 华 南
“龙舟水”期间 （5月21日
至 6 月 21 日），广东、广
西 、 海 南 平 均 降 雨 量 为
472.5毫米，为1951年以来
第二多，仅少于 2008 年同
期；广东连南县大麦山镇
累计雨量达 1689.2 毫米；
广东英德 （292.9毫米） 和
韶关 （286.4 毫米）、广西
环江 （280.3毫米） 等地日
雨量突破历史极值。

肖潺称，与常年同期
相比，降水方面，预计 7
月，东北、内蒙古中部、
华北大部、华东北部局部
和 南 部 、 华 中 南 部 、 华
南、西南地区东南部、西
藏西部降水较常年同期偏
多。其中黑龙江大部、吉
林、辽宁、北京、天津、
河北大部、福建南部、广
东、广西、海南、云南东
南部、西藏西部偏多 2—
5成。

气温方面，除华南、西南地区东南
部、华东南部局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外，全国其余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
偏高。

台风方面，数量接近常年到偏少。在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可能有 2—4 个热
带气旋 （中心风力8级） 生成，接近常年
同期 （3.8 个） 到偏少，其中 1—2 个热带
气旋登陆或影响我国，登陆个数接近常年
同期（1.8个）。

6—8月是我国主汛期，在此期间，台
风、暴雨、强对流活跃，对秋粮生产有何
影响？对此，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
服务司副司长王亚伟介绍说，预计盛夏
（7—8月），东北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
偏高，热量充足利于作物生长发育，南部
降水偏多，需关注农田渍涝、夏季低温、
干旱的不利影响。华北、黄淮气温正常或
略偏高，大部降水偏多，总体利于作物生
长发育，需防范农田渍涝灾害、阶段性高
温天气的不利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
偏高，降水偏少，需防范高温热害和干旱
对水稻生长发育的不利影响。华南地区气
温接近常年到偏高、降水偏多，注意防范
强降水和暴雨洪涝的不利影响。西南地区
水热条件接近常年，利于作物生长发育和
产量形成，注意防范夏季暴雨洪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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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水 清 滩 净 成 为 滨 海 常 景 常 态
□□ 科普时报记者 李 禾

福建省霞浦县三沙镇东壁村景色（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牛至的抗氧化能力是蓝莓的4倍、橘子的
12 倍、苹果的 42 倍。用牛至提炼加工的牛至
精油，至少含有14种抗氧化组分，比单一抗氧
化剂防止营养物质氧化更有效。”近日，在河
南洛阳举办的牛至发展创新论坛上，国家天然
药物创新计划首席科学家、中科院百人计划专
家、屠呦呦创新团队核心科学家梁剑平说。

梁剑平认为，牛至是一种强力的天然抗生
素。它具有抗细菌、抗真菌、抗病毒、抗氧
化、抗原虫“五抗”功效，不仅在公共卫生、
日用化妆品、食品、畜牧等行业有广阔应用前
景，还在替抗促生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抗生素的耐药性，人所共知。故此，欧盟
许多国家尝试使用牛至精油，替代抗生素。天
然牛至精油中包含大量的酚类、萜类和烯类，
这些物质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能保护细胞
膜和线粒体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防止其被氧
化，维持膜的完整性和功能性，从而提高机体
的抗氧化水平。

早在十多年前，梁剑平和他的团队就开始
了天然牛至研究，积累了大量科研成果。但他
们跑遍江苏、浙江、贵州等地，却发现那些地
方分布的牛至有效成分含量低，成果一直没有
转化。

一直到2017年，他们在河南大别山区和伏
牛山区发现了野生牛至。经多次检测，发现提
取的精油总量很高，尤其是其中的指标性成分
百芹酚和百里香酚含量，在全球最高。

梁剑平说，这主要是因为河南大别山区和
伏牛山区恰巧位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
雨热同期，土壤疏松肥沃，平均海拔1000米，
又有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天然药库”。牛至
作为一种多年生半灌木或草本植物，就生长在
这些地方的向阳山坡草地、路边、林缘及草
地。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在大别山区和伏牛山
区，黄绿色的牛至点缀在荒山野岭之间，一阵
风吹过，随风摇曳，叶片散发出缕缕芳香。

作为一种野菜，山区老百姓最多把它煮水
喝、熬汤喝、拌菜吃，腹泻时也把它作为一种
止痢草。“这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河南省

中药材推广中心主任陈彦亮说，我国传统中医认为牛至味辛，
性凉无毒，全草入药，具有清热解表、理气化湿功效，可用来
抵御真菌、病毒、细菌以及寄生虫，主要用于风热感冒、中
暑、痢疾、麻疹等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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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圆明园的夏日荷花图为圆明园的夏日荷花

7月11日将迎来第18个中国航海日。作为海洋大国，我国近30%的近岸海域和37%的大陆岸线已
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范围，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多个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