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维激光扫描仪：扫描半径为 6 公里，精度

达毫米级，能快速获取详尽、高精度的三维数

据，在江源科考中主要用于观测冰川表面地形

地貌等。

痕量气体在线分析仪：可对特定波长的二

氧化碳、甲烷等气体的吸收谱线进行扫描分

析，现场获取水体、土壤、植被等不同下垫面的

碳通量信息。

积雪特性分析系统：可对雪水当量、雪密

度、雪深度等连续监测。

无人机低空航拍遥感系统：具有机动灵

活、续航时间长、影像实时传输、大比例尺精度

高等特点，成为在小区域和飞行困难地区快速

获取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的重要工具之一，解决

了在江源一些地区车船无法到达、受天气影响

无法获取数据等诸多困难。

多波束水下地形探测技术：能精确、快速

地测出沿航线一定宽度内水下目标的大小、形

状和高低变化，有望实现江源区河湖水下地形

数据的精细化探测。

科考设备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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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27日电 （记者赵永新）记者从第二

次青藏科考系列学术交流女科学家专题交流会上获悉：

第二次青藏科考实施以来，共有 1900 余位女科研人员

参与，约占科考队员总数的 32%；其中高级职称以上的

女科研人员 450余人，18人担任任务和专题负责人。

2017 年启动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简称“第二次青藏科考”），旨在揭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

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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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流会上，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杨晓燕研究

员围绕“史前农业跨青藏高原传播”，中科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白玲研究员围绕“喜马拉雅山脉深部结构与大

地震机理”，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王建萍研究员围绕

“青藏高原盐湖资源环境变化及控制机制研究”，中科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卢宏玮研究员围绕“青藏高

原微塑料赋存及归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

部程杨副教授围绕“基于综合地理要素的西藏医疗资

源地域分异与空间优化”等分别介绍了各自的研究进

展和取得的成果。

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萌表示，广大女科学家

发挥女性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独特优势，克服青藏高

原极端环境和困难挑战，瞄准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开

展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区域考察研究，取得系列阶段性

重大成果，以专业和实力诠释不平凡的女性力量，展现

了青藏科考女科学家的风采。

第二次青藏科考
女科研人员占比超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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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涌苍穹，雪盖千峰。大江之源，源源不绝

的涓流，奔淌、汇合，襟江带湖，终成滚滚大江。

近日，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水利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牵头组织的 2022
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启动。此次科考范围为

长江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北源楚玛尔河和

澜沧江源区，对冰川、河流水文、泥沙、河道河

势、水环境、水生态等全面“体检”，其中冰储量

和湿地碳储量观测是科考重点。

探寻冰川、湖泊间变动规律

在长江源支流布曲的源头，冬克玛底冰川

高耸。5000 多米的冰川脚下，科考队员安装设

备、检修仪器、遥控无人机……忙个不停。

“此次我们将采用探地雷达，开展冰川厚

度观测，再结合前期积累的高度等数据，匡算

冰储量及变化，解析出冰川消融水资源量。”长

江科学院总工程师徐平介绍。

监测设备不断升级。长江科学院水资源

综合利用研究所水资源管理研究室副主任洪晓

峰参与过多次冰川考察：“就拿三维激光扫描仪

来说，其扫描半径为 6 公里，精确度达毫米级，

可准确记录冰川表面地形地貌。把不同时段测

量结果叠加，即可分析出冰川运动变化等。”

无人值守气象站、积雪特性分析系统定时

传输温度、湿度、辐射、降水等数据，冰川前缘

变化观测系统全面记录冰川前缘状态……“基

于‘空天地’一体化立体观测技术已经建立，有

效克服了无人区难进入、冬季数据缺失等问

题。”洪晓峰介绍。

此次科考以冰川融水湖泊为切入点，探寻

冰川变化和湖泊水量间的关系。徐平说：“冰

川储存大量水资源，是江源众多河湖补给水源

之一。特别是冰川一旦达到消融‘拐点’，其退

缩趋势将不可逆转，并导致河湖来水减少，进

而带来草地沙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只有

及时观测，才能为江源区生态风险预防和管理

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对策。”

“高原湖泊主要水源是降水还是冰川融水；

冰、湖、地层、大气间水循环如何进行；冰川和湖

泊变化对未来气候变化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

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解释机理。”洪晓峰说。

力争实现对江源区碳汇
潜力精准“画像”

“碳汇是吸收汇集碳并将其固定的过程，

丰沛的水量、丰富的动植物、沉睡的冻土，都是

固碳储碳的载体。”长江科学院科技交流与国

际合作处副处长赵登忠介绍。

在平均海拔 4800 米左右的长江南源当曲

湿地，钻孔机取样、无人机摄影，前不久，几位

队员先期抵达，采集了 100 多份当曲湿地典型

断面水样、土样与植被样品。

“土壤分层特色鲜明，且不同分层土壤的

碳含量存在差异；水泡子密集区域的草甸地下

根系深度约 20 厘米，根系发达，固水性能和固

碳潜力良好。”赵登忠介绍初步分析结论。

江源区的碳汇情况，是此次科考重点。“研

究评估青藏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机制及

其固碳潜力，对于保护地球第三极生态，助力

‘双碳’目标实现，有重要意义。”徐平说。

“目前对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研究相对较

少。我们着重分析碳储量在不同深度土层的

分布变化，明晰碳储量年际变化规律，实现对

江源区碳汇潜力精准‘画像’。”赵登忠说。

如何摸清碳汇“家底”？赵登忠介绍，一方

面，利用痕量气体在线分析仪，现场获取水与气

界面、土与气界面的二氧化碳、甲烷等含量。另

一方面，利用北斗卫星、低空无人机，组合高光

谱卫星遥感影像，逐步建立起监测网络。

“以冻土为例，近年来，受青藏高原气候暖

湿化影响，部分冻土在消融过程中会释放一定

的碳，但这一过程又促进动植物繁衍生息，进

一步汇碳。释放多还是储存多，需要用长期数

据进一步验证。”赵登忠说。

调查江源区河流水生生
物分布特征

江源区的冰川雪山、湖泊河流、沼泽湿地星

罗棋布，是亚洲乃至世界上孕育大江大河最集

中的地区。“气候变化对流域径流、泥沙、生物多

样性、水循环系统等会产生深刻影响。”长江科

学院流域水环境研究所副所长赵良元介绍。

多年科考交出了一份丰硕的答卷。首次

在长江源发现河流内鱼类越冬场，并揭示了越

冬场形成机制；初步掌握了江源地区主要河湖

水环境现状及水质时空分布规律；揭示了江源

地区主要河湖水化学特征和控制因素等。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叠加人为活动，对江

源区主要河流水化学特征、水环境演变、河流水

生生物分布产生一定影响。”赵良元说，“科考团

队采用现场调查、在线实时监测与室内分析相结

合的方式，全面收集营养盐、主要离子、金属元

素、有机物等水环境指标数据，摸清鱼类、底栖动

物、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等水生物分布。”

据悉，此次科考将进一步掌握长江源和澜

沧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现状，为长江大保护、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长江源和澜沧江源区

“水—生态—环境”演变与适应性保护对策研

究提供基础数据。

图为科考队员在澜沧江源区的青海杂多

县进行科考。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2022 年江源综合科考启动，开展长江源、澜沧
江源野外科学观测

探寻大江源
聚焦冰和碳

本报记者 王 浩

本报北京 7 月 27 日电 （记者李红梅、邱超奕）27
日白天，我国有 10 省份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中央

气象台预计，27 日夜间至 29 日，西南地区东部、内蒙古

东部、京津冀、黄淮、东北地区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

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 27 日 18 时继续发

布暴雨蓝色预警。

未来 10 天，我国南方大部仍将持续高温天气，30
日前后，江南、华南高温范围和强度将有所减小。中央

气象台 27 日 18 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

总决定于 27 日 18 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

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27 日组织防汛专题视频会商调

度，要求相关地区防指高度重视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

京津冀等地将有较强降雨
国家防总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本版责编：陈 娟 申 茜 张文豪

版式设计：蔡华伟

核心阅读

作为青藏高原生态系统
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源和澜沧
江源地区是气候变化敏感区
和生态环境脆弱区，对流域气
候系统稳定、水资源保障、生
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安全
具有重要影响。

日前，2022 年江源综合
科学考察启动。科考内容包
括冰川、河流水文、水环境、水
生态等，并重点关注冰和碳。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