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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北内陆常年干旱少雨，
天生一个荒漠区。然而近年来，塔
克拉玛干沙漠，甚至西亚和南亚的
沙漠，频频发生洪水。干旱与洪
水，看似矛盾的双方自古以来就在
干旱区结亲，塑造了千沟万壑——
冲洪沟。

在冲洪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
千百年来静静矗立着甘肃莫高窟、
西千佛洞，以及陕西榆林窟等著名
文化遗址，它们见证着丝路文明的
诞生、灿烂、波折与重生。然而一
到汛期，这些文化遗址就要经受洪
水的洗礼，如何保护好它们，成为
摆在科研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冲洪沟中天然植被长势最好

干旱区茫茫沙山、戈壁荒滩上
一片荒芜，长势最好的天然植被，
就位于冲洪沟之中。在西千佛洞遗
址，高大乔木可生长到数十米高。

干旱区的冲洪沟，提供了人们
生产生活、动物迁徙、植物生长最
紧缺的水源。以甘肃敦煌地区为
例，冲洪沟一方面带来了上游阿尔
金山的冰雪融水、冲洪积扇的地下
潜水，另一方面又汇集了雨季的降
水。在这里，洪水偶有爆发。干旱
区的洪水不发则已，一发就不可收
拾，威胁巨大，其不仅威胁着人们
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威胁着崖壁上
的文化遗址。

2007 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牵头开展了库姆塔格沙漠综合科
考，对贯穿沙漠南北的多条冲洪沟
进行调查，在下游尾闾发现了多个
巨大的古湖面。科考队的一号大本
营就驻扎于其中一个面积曾达 38 万
平方米、水深曾经达到 2 米的干涸
湖盆上。遥感影像显示，30 年前该
湖盆仍然有水体存在。

16年后，依托甘肃敦煌/库姆塔
格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
站，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考察队
再次穿越库姆塔格沙漠最长的一条
冲洪沟——梭梭沟。由于多年未有
洪水来犯，下游河床有数十处已被
岸线上倾泻的“沙龙”阻挡，车辆
难以通行……

有洪水，冲洪沟就持续扩张；
没有洪水，冲洪沟就进入休眠。

剥蚀物循环往复孕育地貌

一 条 冲 洪 沟 的 形 成 、 演 化 历
程，放在地质历史视野中，属于山
前冲洪积扇系统中的“侵蚀—堆
积”体系的其中一环。青藏高原隆
升带来了充沛的剥蚀碎屑物质，向
高原四周输送，孕育了西北干旱盆
地和黄土高原。

进 入 第 四 纪 以 后 ， 冰 期 — 间
冰 期 的 旋 回 ， 又 增 加 了 特 殊 韵
律。当冰期结束、间冰期到来之
际，冰川融化产生大量融水，加
速碎屑剥蚀、输送过程，形成了
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典型的冲洪积
扇体系。

此后，随着上游剥蚀物质输入
减少，洪水开始向下侵蚀，形成冲
洪沟、大峡谷。在天山北麓，同样
发育这种地貌。科学家认为，在长
时间尺度上来看，这是一个剥蚀物
循环往复的过程。

防范极端风险，做好科学研究和应急预案

在干旱区“山地—荒漠—绿洲”三元系统中，
如果说流水是三者的媒介，比作人体的血液，那么
冲洪沟就是动脉静脉血管。冲洪沟血管时刻面临着

“血栓”和“血管破裂”的极端风险，从而威胁其他
“生命组织”。突发性极端天气是对干旱区文化遗址
安澜永续的重大挑战。一旦大型洪水来袭，冲洪沟
将被洪水侵蚀拓宽，两岸洞窟荡然无存并非耸人
听闻。

冲洪沟的“脾性”和“命运”捉摸不定，只有
加强对冲洪沟形成演化、生态过程机制与机理的研
究，才能更好地了解冲洪沟，利用冲洪沟。

极端干旱的沙漠都能频频发生洪水，纵观地质
历史时期以来的干旱区洪水历程，发生更大规模的
洪水应不是意外，一千年时间的安澜只是“须臾之
间”。冲洪沟的未来“走向”事关干旱区文化遗址的
安澜、社会稳定、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应对随时
可能到来的突发性天气，做好充分的科学研究和应
急预案，仍然迫在眉睫。

（作者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保护与修复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第四纪地质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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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记者从2023年全国林草
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上获悉，三江源国家
公园、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木工所木材科普中心等被授予
首批国家林草科普基地。首批57个国家
林草科普基地中，有场馆类23个、教育
科研类12个、自然保护地类22个。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国家特色科普基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国家林草科普基地是依托森林、
草原、湿地、荒漠、野生动植物等林草
资源，开展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活动、
展示林草科技成果和生态文明实践成
就、进行科普作品创作的重要场所，由
国家林草局、科技部共同命名和管理。

按照国家林草局和科技部要求，各
科普基地依托单位将整合科普资源、保
障科普投入、加强队伍建设、发挥自身
特色，不断提升林草科普服务能力，充
分发挥科普基地作用，积极加以培育建
设，提升科普工作水平。

林草科技活动周是全国科技活动周
的特色活动之一，至今已连续开展 13
年。今年全国林草科技活动周的主题为

“走进林草科技 共享绿色福祉”，其间将
举办一系列林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林
草科普互动体验等活动，推动林草科技
成果加速转化和科学普及，提高社会公
众的生态意识和科学素养。

2023年全国林草科技活动周启动

首 批 57 个 国 家 林 草 科 普 基 地 公 布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近日，北京首场“无痕徒步 生态共生”
自然友好型徒步活动，在延庆松山林场和西
山国家森林公园同步举行。活动旨在让大家
在运动健身、畅享山林美景的同时，通过互
动活动和科普讲解，了解自然无痕、共治共
享的文明理念。

近年来，作为一种旅行成本低、强度适
宜、释放压力的健康运动方式，徒步得到了
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开展无痕徒步、生态共
生活动，就是让大家进入山林时，尽可能地
不去改变、毁坏这里的生态环境，让它们保
持我们到达时的那个样子。”徒步爱好者赵铁
柱说。

“该活动搭建了政府和广大‘驴友’沟
通的桥梁。”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院长贾黎
明告诉记者，此举不仅可以普及保护生态和
自然友好型林区共治理念，同时还能收集和
反馈参与者对开展自然友好型徒步的意见和
建议，让徒步者参与到林区的共治里来，并
围绕山林的安全，及时发现林区出现的问
题。比如，有一些地方出现土壤侵蚀等，能
够尽快给政府提出来，以便引起相关部门的
关注。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现正在
开展对山区生态林保护管理基本情况、徒步
爱好者相关情况的调研，通过掌握第一手资
料，了解群众诉求，分析国内外先进经验，
总结徒步活动存在的多维度问题，并通过对
北京市浅山步道基础设施、运维及安全措施
等现状进行调查梳理，总结山区生态林保护
管理发展趋势，从而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林区
共建、共享、共治。

截至2022年，北京市公园总数达到1050
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63平方米，全
市绿道总长度达到1365公里，国家级森林步
道总长度超过100公里，市区级森林步道正在
加快推进中。

据悉，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计划将在门
头沟区、房山区、朝阳区和密云区，分别
启动不同长度的森林步道建设，现正在积
极推进立项，预计今年能够开工，预期建
成森林步道 100 公里。此外，还将举办以

“徒步与自然友好型林区共治”为主题的论
坛，邀请徒步爱好者代表、高校专家等，
共同为提高林区治理能力建言献策，相关
政策建议将应用于今后的生态修复、廊道
联通、绿道及森林步道建设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当中。

活动当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牵头开发
的“自然北京·发现”微信小程序也正式对
外发布，徒步爱好者可以通过小程序，及时
向园林绿化管理部门沟通咨询、提出建
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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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化动物：奇特而神秘的“另类”
□□ 钟震宇

5月27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首度公布了全球唯一的白色
大熊猫正脸照，没有“黑眼圈”的变异大熊猫引发网友关注——

今年2月，在天津七里海自然保护区内
拍摄到一只全身白色的麋鹿；北京开展野生
鸟类调查时，也发现有白化喜鹊、白化麻雀
和白化普通鸬鹚等。

自然界中，它们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虽
然罕见，但在各类脊椎动物中却广泛存在，
我国古代史料中早有记录，常被用来象征吉
祥如意，这就是白化动物。那么，白化动物
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们只能是白色吗？

体色异常，白色动物并非白化动物

对于动物园的白虎、白孔雀等白化动
物，人们虽然好奇但并不陌生。白色动物并
非都是白化动物，比如，白天鹅、白鹭，以
及生活在北极的北极熊、北极狐等野生动物
个体都是纯白色的。在野外，同一物种的成
员生存环境相同，自然选择让每个个体彼此
的形态结构也都相似。但在动物群体里，偶
尔会出现体色与同种动物相比，有着明显差

别的个体。而这种体色异常的个体通常呈白
色，所以被称为白化动物。

白化动物可以发生在爬行类、鸟类和哺
乳类等各类脊椎动物中，它们的虹膜大多为
红色，主要为眼底血管的颜色，也有淡蓝
色，其体内结构和各种内脏，与同种的其他
个体并无不同，也具有繁殖后代的能力。目
前在野外，已经记录到的白化动物，包括白
鹿、白化大熊猫、白喜鹊、白乌鸦、白骆
驼、白牦牛、白熊、白考拉等，不胜枚举。

隐性遗传，近亲繁殖出现概率高

白化是脊椎动物中广泛可见的一种基
因突变现象，这种基因突变导致了络氨酸
酶不能正常合成，而络氨酸酶又是产生黑
色素的关键蛋白，所以细胞不能合成黑
色素。

作为影响动物皮肤或毛发 （羽毛） 颜
色的重要因素，黑色素是由一种特殊的黑

素细胞合成。正是因为有它，才使动物皮
肤和毛发 （羽毛） 呈现出不同颜色，一旦
缺乏黑色素，皮肤和毛发 （羽毛） 就会脱
色，动物外观表现为白化。但白化动物有
时看起来并不都是纯白色，也有呈黄白色
或者淡褐色。

大自然中，野生动物白化现象极为罕
见。有资料显示，在哺乳类和鸟类中，大约
每 1 万至 2 万个幼兽幼鸟中会有 1 例白化。
一般来讲，导致动物白化现象是常染色体隐
性遗传的，因此，近亲繁殖会大大提高出现
概率，甚至维持这一性状。当人类在驯养动
物时，由于对白色的这种偏好，通过一代又
一代地选育，培育出纯白色的个体。实验室
的白鼠、动物园的白虎，以及家养的白兔、
白马、白鸡和白猪等，都是经过一代又一代
选育并保持稳定遗传。

也有一些突然变白的动物，虽然身体颜
色变得很浅，其眼睛虹膜的颜色却是正常

的。这类变白的现象一般称之“白变”。

钟爱有加，常用来象征吉祥如意

缺乏黑色素给白化动物带来了一系列的
麻烦。比如，容易晒伤、视力比较差，或者
多个器官异常；而且，白化个体通常还会被
当成异类，受到同伴的排斥。

在野外环境中，由于白化动物失去保护
色，变得过于显眼，容易被发现，导致其被
捕杀，或者不能捕获猎物而饿死。

野生白化动物数量较为罕见，再加上
白色作为最“单纯”的颜色深受大家喜
爱，因此人们对白化动物也是钟爱有加。
白化动物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白虎、白
鹿以及白孔雀常常用来招揽游客。而野外
出现的白色大熊猫等珍稀白化野生动物，
更是无价之宝。

特别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白化动物
更为神秘，它的出现被认为是某种吉祥预

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白色动物视为
“瑞兽”，白鹿、白虎、白马、白鹤等白色动
物，常被用来象征吉祥如意。

（作者系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
副主任）

图1：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 （图片由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提供）
图2：重庆梁平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 余先怀摄
图3：三江源国家公园 新华社发

生活在黄河入海口的朱鹮已
进入繁殖期，目前，共有 3 对朱
鹮“夫妻”产下 7 枚卵，正在孵
化中。这30只朱鹮是在2022年12
月中旬，从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来到山东黄河三角洲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安家落户”
的。由此可见，无论从生活环境
还是食物方面，朱鹮已经适应了
黄河三角洲的环境。

“我们盼望着迎来黄河口土生
土长的朱鹮。”山东黄河三角洲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口站高级工
程师张希涛说。

这仅是建设美丽中国，保护
生态的一个缩影。

“东方宝石”朱鹮在黄河
入海口繁育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位于黄河入海口，是以保护
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
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湿地类型
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鸟类的
天堂。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
“东方宝石”之称，1981年全球仅
在陕西汉中发现7只朱鹮，如今全
球数量恢复到 9000 余只，其中陕
西境内有7000 多只。2022 年，山
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
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商
定引入朱鹮种源，在黄河口湿地开
展野化放归科学研究。

记者通过监控画面看到，面
积达 3300 平方米的野化训练基地
里，设置了盐沼、芦苇、灌木
等，模拟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
境。朱鹮或在横杠上站立休息，
或在低空追逐嬉戏，或在水畔取
食泥鳅和面包虫。

鸟类对环境、气候变化较为
敏感，被喻为检验生态环境的指

标之一。在世界 9 条鸟类迁徙路
线中，黄河口横跨东亚—澳大利
西亚、环西太平洋 2 条，是候鸟
重要的迁徙中转站、越冬地和繁
殖地，被誉为“鸟类的国际机
场”。近年来，通过生态修复和保
护，黄河三角洲的鸟类已由 1992
年187种增加到373种，其中国家
一级、二级保护鸟类分别有 26
种、65 种，占我国重点保护鸟类
的24%。

我国已实现生态环境质
量监测全覆盖

如今，俯瞰黄河入海口，草
木茂盛，万鸟翔集，生态和谐。
鸟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通
过科技手段监测可一目了然。比
如，近年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运用互联网、大数
据、物联网、遥感、雷达、无人
机等信息技术手段，建设了“天
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了
资源的生态智感，打造全方位的
保护区监管体系。其中，“感知+
5G+边缘 AI+华为云”的生物多
样性智慧监测试点，助力保护区
进行物种智能识别、数据统计、
智慧分析、实时监控，有效提升
了保护管理及智能决策效率，为
科研、监测、保护等方面提供了
新思路和新方法。

科技应用为生态环境保护提
供了巨大的支撑。“生态环境监测
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生态环境
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副司长蒋火华
说，我国已建成陆海统筹、天地
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基本实现环境
质量、生态质量、污染源监测的
全覆盖。

据统计，国家直接组织开展

监测的大气、地表水、地下水、
土壤、海洋等环境监测点位达1.1
万余个，实现了地级及以上城市
全覆盖、重点流域全覆盖、省市
交界全覆盖、管辖海域全覆盖。

目前，我国空气、地表水常
规指标已实现了大规模、自动化
监测，高精尖实验分析仪器和便
携式、快速化应急监测仪器大量
配置，卫星遥感、激光雷达、移
动走航等先进监测装备得到越来
越广泛的应用。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提升生
态环境监测现代化水平，以监测
高质量发展助力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护，服务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
活，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更有
力的支撑。”蒋火华说。

上图为全球唯一的白色大熊猫正脸
照，下图为大熊猫。 （图片由四川卧龙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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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生态，鸟儿幸福指数飙升
□□ 科普时报记者 李 禾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朱鹮生
态园内的朱鹮。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