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补了湖泊调查
空白，湖水越来越清，
诸多区域湖泊面积扩
张明显

朱立平是中科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也是第二次

青藏高原科考湖泊演变及气候变

化响应科考分队的队长。2019 年

11 月，他和 27 名队员完成了对青

藏高原可可西里保护区 7 个大中

型湖泊的科学考察，首次获得水

下地形、水质剖面等数据，填补了

该 区 域 湖 泊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的

空白。

科考队还钻取了多支湖泊岩

芯、提取了多个湖泊表层沉积样

品及表土样品。“这些都是非常珍

贵的收获。”朱立平说，湖底各个

年代的沉积物一层层累积，其中

的一些化学或生物指标可以反映

当时的沉积环境和气候条件。通

过这些沉积物，科研人员可以深

入 研 究 过 去 几 万 年 的 气 候 环 境

变化。

在对可可西里区域湖泊的深

入考察过程中，队员们发现近些

年 来 该 区 域 的 湖 泊 面 积 明 显 扩

张，水量增加，多数湖泊扩张 20%
以上。其中，永红—西金乌兰湖

扩张最为明显，面积由第一次科

考 时 的 416.1 平 方 公 里 ，扩 张 到

615 平方公里，增大了近一半。随

着面积的扩张，不少湖泊盐度随

之下降。

“对于整个青藏高原来讲，降

水 增 加 是 2000 年 至 2013 年 高 原

湖泊水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特别

是羌塘东部和可可西里地区，降

水的贡献超过 70%。”朱立平说。

第 二 次 青 藏 高 原 科 考 以 来 ，

朱立平团队已获取 70 多个湖泊超

过 2 万 平 方 公 里 面 积 的 实 测 资

料。“去年底，基于之前和第二次

青藏高原科考采集的 100 多个湖

面水质及反射光谱数据，利用遥

感大数据云数据处理平台，我们

分析发现，2000 年至 2019 年期间，

青藏高原大于 50 平方公里的 152
个湖泊透明度总体呈上升趋势，

变得越来越清澈。”朱立平说。

越来越多的新发现令朱立平

格外欣喜。科考队装备了先进的

水上采样平台：自动声呐设备配有

GPS 定位和轨迹回溯功能，可以精

准测得航行路线的湖水深度；水下

多参数探测设备，可以自动采集水

温、电导率、pH 值、溶解氧等水质

参数，线缆长度达数百米，足以摸

清可可西里各湖的“底细”。

去年 10 月，科考分队又完成

了阿尔金山无人区约 3000 平方公

里的湖泊考察，填补了那里湖泊

调查的空白。今年，科考分队还

将继续在青藏高原进行湖泊实地

考察，累计完成约 3 万平方公里湖

泊的现场调查，占青藏高原湖泊

总面积的 70%左右，这将精确回答

青藏高原湖泊中到底有多少水等

问题。

建立我国最长灌
木年轮宽度年表，为
研究长期气候变化提
供“自然档案”

在 第 二 次 青 藏 高 原 科 考 中 ，

科考队员们建立了青藏高原纳木

错区域 537 年（1479—2015 年）的

灌木年轮宽度年表。这是我国迄

今最长灌木年轮宽度年表，为青

藏高原中南部高山区长时期气候

变化提供了“自然档案”。

通 过 树 木 年 轮 ，我 们 可 以 计

算出树木的年龄和每年的生长变

化。但在科学家眼里，年轮包含

着更多信息。

“树 木 年 轮 是 形 成 层 细 胞 周

期性活动的结果，而形成层是位于

韧皮部和木质部之间的一层活跃

的分生组织，是木本植物维持生长

和发育的关键环节之一。”中科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梁尔源说，

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形成层细胞分

裂的时间和速率，进而影响年轮结

构和宽窄变化。因此，通过树木年

轮的宽窄变化，研究人员可以完整

地分析特定地区的温度、水分、干

旱历史、极端气候、虫害或者地质

灾害等的变化历史。

相较于乔木，灌丛在青藏高原

分布更为广泛，是拓展以乔木为主

的树轮研究网络至高原内部的唯一

途径。纳木错位于青藏高原西风与

季风的过渡区域，属于典型高寒草

原区，香柏灌丛分布于该区域海拔

4740 米至 4920 米的阳坡。在极端

寒冷和干旱环境中，香柏灌木生长

缓 慢 ，平 均 年 轮 宽 度 只 有 约 0.3
毫米。

科考团队围绕纳木错周边香

柏灌丛开展野外调查，发现了死

亡的香柏植株和部分残留茎干。

通过与活的香柏灌木年轮序列之

间的交叉定年，最终建立了 537 年

的灌木年轮宽度年表。基于可靠

的样本量，团队与兰州大学张宝

庆教授等合作重建了该区域过去

406 年（1605—2010 年）来 的 春 季

气候干湿变化状况。

“我们发现，高海拔香柏灌丛

的生长受到生长季早期水分条件

的限制，此期间的极 端 干 旱 会 导

致极窄年轮和缺失轮的形成。”梁

尔源说，研究发现纳木错区域在

小冰期期间，经历了 1637—1683年

和 1708—1785 年两个较长时段的

干旱期，说明极端寒冷条件可能导

致水循环的降低，进而引发干旱。

接 下 来 ，第 二 次 青 藏 高 原 科

学考察将对高原内部灌丛分布进

行系统的调查。梁尔源说，随着

青藏高原高山区灌木年轮网络的

建立，研究人员将对高原内部长

期气候变化历史以及全球变暖背

景下灌丛生态系统结构与格局变

化 ，有 一 个 更 加 全 面 且 系 统 的

认识。

高 原 整 体 暖 湿
化，植被增多，生态系
统总体趋好

青藏高原是亚洲众多大江大

河的发源地，对周边地区人民生

活、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都有重

要影响。今年 1 月，中科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研究员汪涛及合作者利

用科考观测数据，绘制出包括长

江和黄河等在内的主要河流上游

人均水资源量分布图，他们发现，

在全球升温情景下，青藏高原将

持续变湿，供水增加，“这意味着，

长江、黄河上游流域人均可用水

量增加。”汪涛说。

1960 年以来，青藏高原以全

球两倍的升温速率变暖，在异常

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总体变湿，

但区域差异明显，表现为季风区

降水减少和西风区降水增加。高

原整体暖湿化，令植被增多，空气

湿润，生态系统总体趋好。在此

次科考中，科考队员们就发现，阿

里地区河流、湿地周边明显绿意

增多，在公路以及湖泊周围随处

可见藏羚羊、藏野驴、藏原羚等野

生动物。

但 与 此 同 时 ，暖 湿 化 也 使 得

冰川退化和冻土面积缩小，灾害

风险进一步增加。第二次青藏科

考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在气候

变暖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冰川整

体退缩，冰川稳定性降低。

“河湖源”冰川与环境变化考

察队队长、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研究员邬光剑说：“冰川内部温

度快速升高，流动性增强，与此同

时，冰面融水渗透到冰川内部，改

变了冰内相态结构，加剧了冰川

的不稳定性。”

2016 年 7 月和 9 月，阿里阿汝

地区先后发生两次冰崩事件，造

成人员死亡。2018 年我国藏东南

地区发生色东普冰崩，导致堵江、

堰塞湖及溃决洪水等连锁过程，

给 人 民 生 命 财 产 造 成 了 严 重

损失。

为了应对冰川变化和灾害风

险，科考队针对冰川开展了多项

考察研究。通过对冰芯和湖芯的

研究，分析这一地区过去几百年

的气候环境变化，为冰崩现象的

研究提供新线索。目前，科考队

已建立中国冰川强化监测网络，

利用卫星、遥感等现代科技手段，

对近 50 条冰川进行大范围、高精

度的冰川运动监测。

科 考 还 在 继 续 ，相 关 成 果 的

应用已经开始。

邬 光 剑 说 ：“ 在 2018 年 10 月

发生两次冰崩堵江灾害后，又发

生了一次堵江事件。我们前期建

设的雅江冰崩堵江灾害监测预警

体系就发挥了效果，成功预警了

此次灾害的发生，并第一时间报

告了当地政府，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他表示，目前，科考队正在着

手建设次仁玛错冰川灾害链预警

体系。希望通过建立这些预警体

系，能够对冰川进行长期观察和

监测，从而对未来有一个合理的

预判。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实施 3年多，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青藏高原整体暖湿化植被增多
本报记者 吴月辉

■绿色焦点R

“五一”假期，身边的朋友都

忙着出游，不少家庭结伴奔向田

野、乡村，春风里孩子们的笑脸特

别有感染力。在这美好的季节，

笔者期待有更多家庭走进自然，

让孩子们在户外上一堂生动的自

然教育课。

去网个蜻蜓、捉个蚂蚱，甚至

爬上树摘个桑葚榆钱，这是很多

农村长大的我们这代人对童年的

集体记忆。即便是成长在城市，

也大多有观察小动物的经历：地

面上搬食的蚂蚁队，雨后的蚯蚓

和小蜗牛，谁不能说出一大串故

事呢。应该说，在没有消费电子

产品的那个时候，大自然是每个

孩 子 的 天 然 课 堂 。 在 春 天 感 受

“草色遥看近却无”，在秋日欣赏

“霜叶红于二月花”，对自然的深

厚 感 情 也 伴 随 着 孩 子 们 健 康

成长。

如 今 ，孩 子 们 或 每 天 被 繁

重 的 课 业 学 习 囿 在 室 内 ，或 为

各 种 电 子 产 品 中 缤 纷 而 丰 富 的

内 容 所 吸 引 ，孩 子 们 对 自 然 的

感 知 力 与 热 爱 程 度 明 显 下 降 。

有些家长反映，高呼一声“下雪

了，咱们出去玩吧”也难唤起孩

子的热情。

美 国 作 家 理 查 德·洛 夫 在

《森林中的最后一个孩子》一书

中，用“大自然缺失症”一词描绘

现代社会的孩子们——孩子们处

在物质丰富的时代，与大自然的

联系却越来越缺乏。很多医学专

家认为，自然环境中活动的减少

是幼儿肥胖、注意力紊乱、抑郁的

重要原因。儿童心理神经学研究

者则认为，在自然实景中多感官协作学习，是促进儿童大脑

发育的重要手段。

其实，对孩子们来说，爱自然应该是一种本能，开阔的

自然天地对他们有天然的吸引力。触摸湿润的泥土，捡拾

一片漂亮的花瓣，寻找不同形状的叶子，都会令他们眼界大

开；如果有机会与小动物亲密接触，孩子们收获的快乐更是

无穷。

培 养 孩 子 热 爱 自 然 也 是 社 会 的 需 要 。 从 国 际 视 角

看，气候变化的挑战让全球倍感压力，新一代可能面对更

多极端天气和灾害的困扰。只有更多了解自然，顺应自

然，才能遏制地球“发烧”的进程，更好地减轻气候变化的

影响。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力

倡导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必由之路。孩子是祖国未来的

接班人，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习惯如何，不仅能够深刻影

响家庭，更重要的是决定着未来社会的走向。教育培养热

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新一代公民，是时代的需

要。因此，不仅家长与学校要创造更多条件让孩子们亲近

自然，培养他们对自然的情感、保护的热情，社会各界同样

需要这样的意识。

令人欣慰的是，各地生态建设的脚步正在加快，一大批

湿地公园、郊野公园、森林公园已初见规模，成为休闲的好

去处，也给小朋友们提供了亲近自然的空间。但这些公共

绿色空间大多还缺乏孩子自然教育的针对性设计，这一点

我们必须补足。

其实，在公共绿色空间给孩子们留出天地并不难，一块

小小的场地，更多动植物介绍的标牌指引，一些适合孩子心

理的活动等等，稍用心思，孩子们就能在其中获得知识与

快乐。

书包的重量不代表成长的速度，时光正好，让孩子亲身

探寻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繁花，或聆听黄鹂鸣翠柳的动人声

响，不也是我们成年人的幸福与快乐吗？

让
孩
子
们
走
进
大
自
然

孙
秀
艳

■生态论苑R

教育培养热爱
自然、尊重自然、保
护自然的新时代公
民，家长与学校要为
此创造更多条件，社
会各界同样需要这
样的意识

近日，浙江湖州推出“能源碳效码”，精准服务重点行业率

先实现碳达峰。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行业企业能效水平亟待建立客观、

直观的评价依据及体系。对此，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在主导建

设上线湖州碳排放监测平台的基础上，依托电力大数据平台，

集成区域、企业生产经营的用电、用气、用煤、用油等能耗数

据，转换成碳排放量，结合区域、企业产值，进行精准统计、分

析和赋码，让企业能效水平一“码”可查。

湖州的能源碳效分为 5 级。“企业可通过手机扫码查看能

源碳效码，如显示为 1 级，表示企业某一周期内单位产值碳排

放量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如显示为 3 级，表示接近行业平均

水平。”国网长兴县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对能源碳效码

显示为 4 级、5 级的企业，供电公司将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开展

“供电+能效服务”，帮助企业进行专业技术改造，助力企业节

能降碳。 （杨 晨 汤天承）

浙江湖州推出能源碳效码

企业能效一“码”可查

本版责编：寇江泽

5 月 的 洈 水 碧 波 荡 漾 ，万 物

繁 茂 ，水 面 上 ，白 鹭 时 而 空 中 盘

旋 ，时 而 河 面 嬉 戏 ；清 澈 的 河 水

中 ，一 群 群 小 鱼 正 欢 快 地 游 着 。

河 堤 两 岸 ，来 自 湖 南 省 澧 县 、湖

北 省 松 滋 市 水 政监察执法大队的

人员巡回穿梭……

两个县市一起开展联合巡查，

换 来 了 海 晏 河 清 ，这 源 于 一 桩 非

法采砂案的查处。

“我们村被评为全县人居环境

差 村 ，与 村 里 那 条 主 公 路 坑 坑 洼

洼 不 无 关 系 ，农 闲 时 在 河 里 采 点

砂石整修一下。”2019 年 4 月，湖南

省澧县火连坡镇澧淞村干部做出

采砂决定。

村 干 部 口 中 所 指 的 河 就 是

洈 水 河 ，坐 落 于 湖 北 省 松 滋 市 与

湖 南 省 澧 县 交 界 处 ，惠 及 两 地

52 万 亩 粮 田 灌 溉 ，其 日 常 管 理

由 湖 北 省 荆 州 市 洈 水 工 程 管 理

局 负 责 ，水 政 监 察 执 法 由 松 滋 市

水利和湖泊局实施。澧淞村位于

洈水上游。

半 个 月 后 ，村 委 会 安 排 租 用

挖 机 和 运 输 车 开 始 采 砂 。 5 月 10
日 ，接 到 群 众 举 报 的 松 滋 市 水 利

和 湖 泊 局 执 法 人 员 赶 往 采 砂 现

场 。 经 实 地 测 算 ，3 天 非 法 采 砂

75.99 吨。

当年 7 月，松滋市水利和湖泊

局对非法采砂的澧淞村村委会给

予行政处罚，没收非法所得，并处

罚款 4.5 万元，并于 12 月底向当地

纪委监委移送了该问题线索。

“洈水河作为松滋河的支流，

属 长 江 流 域 保 护 范 围 ，为 了 小 团

体 利 益 ，澧 淞 村 不 顾 生 态 环 境 保

护，在河道里滥挖滥采，必须严肃

问 责 。”在 执 纪 监 督 专 题 会 上 ，澧

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

主任江毅说。

随 即 ，澧 县 纪 委 监 委 成 立 的

调 查 组 介 入 调 查 。 2020 年 3 月 ，

村 党 支 部 和 村 委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

“ 长 江 是 我 们 的 母 亲 河 ，保

护 长 江 就 是 保 护 我 们 的 家 园 ，保

护 我 们 自 己 ，必 须 确 保 共 抓 大

保 护 、不 搞 大 开 发 的 重 要 指 示

落 实 落 细 落 地 。”澧 县 县 委 书 记

廖 可 元 表 示 ，要 以 案 为 鉴 、以 案

促 改 。

今 年 4 月 上 旬 ，一 场 特 殊 的

以 案 促 改 会 在 火 连 坡 镇 召 开 ，会

上 ，澧 县 水 利 局 、松 滋 市 水 利 和

湖 泊 局 、荆 州 市 洈 水 工 程 管 理 局

形 成 了 洈 水 水 域 齐 抓 共 管 联 动

机 制 。 联 合 执 法 、携 手 治 理 逐 步

走向常态。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 共 抓 大 保 护 ，不 搞 大 开 发 ”等 大

幅 标 语 在 两 地 非 常 醒 目 ，村 村 响

广播不时宣传着前不久正式实施

的《长 江 保 护 法》…… 如 今 ，洈 水

河 非 法 采 砂 、乱 倒 乱 排 等 现 象 已

不 见 踪 影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河 滩 复

绿，尽显生机。

湖南省澧县与湖北省松滋市携手治水

齐抓共管 换来清水绿岸
何 勇 万传文

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生态环境脆弱敏
感，对我国乃至全球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安全都具有重要
影响。

2017年 8月 19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正式
启动。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
考察研究队的贺信中强调，开展这次科学考察研究，揭示
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对推动
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
生态环境保护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根据计划，本次科考包括西风—季风协同作用及其影
响、亚洲水塔动态变化与影响等十大科考任务，将持续 5至
10年。

如今，时间已过去 3年多，科考进展如何，有哪些重要
发现，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
科考队队员和相关专家学者。

图①：西藏当雄县境内的廓

琼岗日冰川。

新华社记者 孙 非摄

图②：一群藏羚羊在可可西

里地区活动。

新华社记者 吴 刚摄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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