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生态 2023年 1月 5日 星期四1414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至 20 日成功举办。第二阶

段会议期间，云南“短鼻家族”亚洲象

群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历时 124 天，行程 1400 多公里，北

上 又 南 归 ……2021 年 ，云 南“ 短 鼻 家

族 ”亚 洲 象 群 的 特 别 之 旅 引 人 注 目 。

2021 年 8 月 8 日，北上的象群回到了它

们的传统栖息地。一年多过去了，它

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亚洲象群体间交流
频繁，种群不断壮大

象群南归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的亚洲象监测团队对它们开展

了持续监测。据介绍，云南是我国野

生亚洲象栖息地，在全球大象数量不

断下降的背景下，过去几十年间，云南

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 150 头左右增至

300 多头。

“象群在不断壮大，在北上途中生

下的两头小象已经健康长大。去年 1
月，象群又生下了象宝宝。”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主任

王斌颇为欣喜。不久前的监测发现，

新生的小象已经长到了约 200 公斤，可

以跟着妈妈在野外喝水玩耍，采食鲜

嫩草叶。

不仅如此，原有的象群开始寻找

自己的伴侣，组建新的家庭。当初那

只被单独送回西双版纳的小公象现在

身强体壮，长大了很多，已完全融入其

他象群。王斌介绍，象群一分为二，一

群在勐养子保护区野象谷至关坪片区

附近活动，还有一群在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附近活动，它们

时常互相“串门”。

“ 象 群 很 年 轻 ，其 中 最 大 的 个 体

也不超过 30 岁，而且都很健康。”王斌

说 ，“象 群 间 的 分 分 合 合 说 明 亚 洲 象

群体之间交流频繁，种群还在不断发

展壮大。”

上世纪 80 年代，西双版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正高级工程师沈庆仲刚刚

参与亚洲象研究与保护的工作时，在

连续 3 年的调查研究中，他甚至无法拍

摄到一张亚洲象的清晰照片。让沈庆

仲欣慰的是，经过多方努力，亚洲象的

数量不断增加。

“现在亚洲象数量比当时翻了一

倍。近十年来更是多了近 100 头。”沈

庆仲说，“在象群中基本上都能监测到

小象，并且每年都有小象出生。”

救助保护、繁育和
专项科学考察持续加强

扇着耳朵在小河里戏水，摇着尾

巴在泥地里打滚，偶尔还踢踢足球秀

秀球技……在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救

护 与 繁 育 中 心 ，伴 着 绿 树 青 草 ，小 象

“龙龙”生龙活虎。

2021 年 7 月，在景洪市，一头约 2
个 月 大 的 亚 洲 象 因 左 前 腿 受 伤 溃 烂

感染、无法跟上象群而被遗弃。在西

双版纳多部门的联合施救下，这头幼

象 被 送 到 西 双 版 纳 亚 洲 象 救 护 与 繁

育 中 心 安 置 治 疗 ，人 们 给 它 起 名 为

“龙龙”。

洗澡、清粪便、测体温、量身高、野

外 遛 弯 …… 除 了 照 顾 大 象 的 饮 食 起

居、进行康复治疗，救护与繁育中心工

作人员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对大

象进行野外放养。在专职驯养员悉心

照料下，“龙龙”受伤的左腿恢复良好，

开始野外活动，它快乐地在森林中奔

跑，恢复了野外生活的能力。

救护与繁育中心管护员陈继铭每

天 的 工 作 都 是 围 着 野 象 转 ，救 象 、育

象、研究象。为了照顾好亚洲象，救护

与繁育中心工作人员每天和象在一起

的时间超过 10 个小时。在中心里，不

少野象都是从死亡边缘被人们拉回来

的 。 在 野 外 严 重 受 伤 的“ 然 然 ”“ 平

平”，失去母亲照顾的孤儿象“羊妞”

“龙龙”，都是被救助到救护与繁育中

心的。

据介绍，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

繁 育 中 心 是 我 国 目 前 唯 一 以 亚 洲 象

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主要任务的

科研基地。自 2008 年成立以来，该中

心积极开展亚洲象野外救护、辅助象

繁育研究等工作，迄今已经救治了 20
多头野象。除了救助收容，中心还在

亚 洲 象 繁 育 、遗 传 、栖 息 地 保 护 等 方

面 开 展 专 项 科 学 考 察 ，为 亚 洲 象 野

化、野放和相关研学活动提供了种源

和平台。

在保护中不断探索
人象和谐共处之路

大象离不开森林，森林离不开大

象。被誉为“雨林工程师”的亚洲象，

是森林生态系统的“伞护种”。保护亚

洲象及其栖息地，也为生态系统里的

其他物种提供了“保护伞”。

“我国亚洲象数量持续增长，表明

这一物种及其伴生种和生态系统都得

到了良好保护，亚洲象群的北上南归、

发展壮大是我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

生动写照。”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

心工程师杨子诚说。

亚洲象已被列入我国“十四五”时

期抢救性保护的 48 种极度濒危野生动

物。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保护好亚洲象及其栖息地，并在保护

中不断探索、实现人象和谐共生，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通过加强亚洲象栖息地保护和

恢复，持续提升栖息地质量，同时强化

监测预警、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体系

建设，云南正竭尽全力破解人象冲突

难题。”云南省林草局动植物保护处副

处长杨华说。

杨 华 介 绍 ，云 南 自 2010 年 探 索

建立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以来，全

省累计投入资金超 61757 万元，亚洲

象 造 成 农 作 物 损 失 补 偿 标 准 明 显

提高。

在普洱的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

当地分时段、分季节种植亚洲象喜食

的玉米、芭蕉、红薯等作物，并配套建

设野外硝塘，通过在重点区域、重要时

段定点投食，探索建立“大象食源地”；

在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当地建立

起监测预警系统，通过红外相机、无人

机 和 护 象 队 ，实 现 了 监 测 预 警 全 覆

盖。为了更好保护亚洲象并促进人象

和谐，实现保护与发展共同推进，以亚

洲象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亚洲象国家公

园也在提速建设。

“守护亚洲象的故事，是中国努力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案例。

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将在保护旗舰物

种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的基础上实现热

带雨林等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杨

子诚说。

云南北上南归象群发展壮大，监测、救助、繁育等工作稳步推进

多方守护 和谐共处
本报记者 李茂颖 杨文明 刘 毅

■把自然讲给你听R

零摄氏度等温线
指的是我国 1 月份平
均气温为零摄氏度的
地点所连成的线。因
为温度、降水等方面的
差异，在此线的南北，
无论是自然条件、农业
生产方式，还是地理风
貌以及人们的生活习
俗，都呈现出明显不同

1 月 5 日 是 今 年 的 小 寒 节 气 。 小

寒，意味着已经进入一年中的寒冷季

节。此时冷气积久而寒，但还没有达到

最冷的程度，因而称小寒。

随着降温天气的到来，很多地方可

能会下雪。不过，我国幅员辽阔，各地

气候不同。冬季，当一次降水过程来临

时 ，往 往 有 些 地 方 下 雪 ，有 些 地 方 下

雨。这就要说到一条无形的线——零

摄氏度等温线。

在地图上将气温值相同的点连接

成线，便是等温线。这里的零摄氏度，

是 指 距 地 面 约 1.5 米 处 的 空 气 温 度 。

零摄氏度等温线指的是我国 1 月份平

均 气 温 为 零 摄 氏 度 的 地 点 所 连 成 的

线。根据气象资料，1 月份是我国每年

最冷的月份，零摄氏度等温线一般是

用 近 30 年 1 月 份 的 平 均 气 温 来 确 定

的。在这条等温线以北的地区，1 月份

平均气温低于零摄氏度，以南则高于

零摄氏度。

我国的零摄氏度等温线，大致沿秦

淮一线向西延伸至青藏高原东南部边

缘。它还与我国 800 毫米等降水量线

基本一致，被认为是我国亚热带与暖温

带、湿润与半湿润气候的分界线。因为

温度、降水等方面的差异，在此线的南

北，无论是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方式，还

是地理风貌以及人们的生活习俗，都呈

现出明显不同。比如，零摄氏度等温线

以南的河流冬季基本不结冰，以北则一

般会结冰；以南的森林多为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以北则主要为温带落叶阔叶

林；以南主要种植水稻和油菜，以北则

以小麦和花生为主。

那么，是不是零摄氏度等温线以北

冬季就会下雪，以南就不会下雪呢？答

案是不一定。

这是因为，这里的零摄氏度指的是

1 月份平均气温，表示一段较长时间内

气候的平均状态，而一次降水过程最终

的雨雪相态，与整层大气的层结状态密

切相关。如果整层大气都低于零摄氏

度，只有地面附近气温略高于零摄氏

度，下落的雪花在地面附近来不及融化

就降落到地面，就会出现地面气温高于

零摄氏度却下雪的情况；如果地面上空

存在一个较深厚的暖层，下落的雪花经

过暖层时会完全融化成雨滴，这些雨滴

来到气温低于零摄氏度的地面附近时

来不及冻结就会降落到地面，这时就会

出现地面气温低于零摄氏度却在下雨

或冻雨的情况。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零摄氏度等

温线以南虽然平均气温高于零摄氏度，

但仍然有可能出现零摄氏度以下的日

子。现实中，我们对温度的感受还会受

到湿度、风速等影响，因此，还是应该及

时 关 注 当 地 天 气 预 报 来 决 定 衣 物 的

增减。

（作者为国家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

本报记者李红梅采访整理）

零摄氏度等温线是条什么线？
张 峰

核心阅读

近年来，云南亚洲象
群持续引发关注。建设
大象监测预警平台、建立
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推
动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建
设……人象和谐的故事，
展现着我国野生动物保
护的成果。这背后，是当
地长期以来为保护亚洲
象及其栖息地付出的不
懈努力。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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