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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18 日电 （记者李红

梅）18 日，中央气象台将寒潮预警提升

至最高等级橙色预警。预计 18 日至 22
日，我国大部地区将自西向东、自北向

南 先 后 出 现 剧 烈 降 温 ，平 均 气 温 普 遍

下 降 8—12 摄 氏 度 ，新 疆 南 疆 盆 地 、内

蒙 古 大 部 、西 北 地 区 东 部 、华 北 大 部 、

东 北 地 区 、黄 淮 、江 淮 、江 汉 、江 南 、华

南中北部及贵州等地气温将下降 12—

18 摄 氏 度 ，部 分 地 区 累 计 降 温 幅 度 可

达 20 摄 氏 度 以 上 。 23 日 前 后 ，最 低 温

度 0 摄 氏 度 线 将 南 压 到 苏 皖 中 南 部 至

湖 南 南 部 、贵 州 南 部 一 带 。 中 国 气 象

局 已 于 17 日 8 时 启 动（寒 潮 、雨 雪）三

级应急响应。

气象监测显示，17 日，新疆中南部

和东部、青海、西藏中西部、甘肃西部、宁

夏、内蒙古中西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

等地部分地区出现 7—9 级阵风。18 日

早晨，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出现

8—16 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超过 20 摄

氏度。

18 日，在寒潮影响前，中东部大部

地 区 的 气 温 继 续 升 高 。 19 日 开 始 ，气

温将急转直下。另外，18 日开始，中东

部大范围雨雪天气准时上线。预计 18
日 至 23 日 ，内 蒙 古、东 北 地 区、西 北 地

区 东 部 、华 北 大 部 、黄 淮 、江 淮 、江 汉 、

江南北部和西部及贵州等地将先后出

现 雨 转 雨 夹 雪 或 雪 ，东 北 、华 北 、黄 淮

等 地 的 部 分 地 区 有 大 到 暴 雪 ，局 地 大

暴 雪 ；黄 淮 南 部 、江 淮 、江 南 中 北 部 等

地 有 中 到 大 雨 ，局 地 暴 雨 ，并 伴 有 雷

暴 、短 时 强 降 水 等 强 对 流 天 气 。 20 日

至 23 日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贵 州 等 地

的 部 分 地 区 将 先 后 出 现 冻 雨 或 冰 粒 。 中 东 部 雨 雪 最 强 时

段在 20 日至 23 日，23 日后，南方地区多阴雨，低温状态还

将维持一段时间。

为何会发生如此显著的降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

芳华介绍，此次剧烈降温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来自西伯利亚地

区的冷空气本身势力强大，同时，由于寒潮到来之前，我国中

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显著回升，寒潮来临后会造成气温剧烈下

降，气温起伏较大。

本轮寒潮天气过程影响时间恰逢春节假期后返程高峰

期，对交通出行影响较大。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高

级工程师李筱竹介绍，需高度关注剧烈降温和大范围明显雨

雪、部分地区冰冻，南方强对流天气及北方大风、沙尘天气对

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的影响，做好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其

中，20 日至 22 日，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局地电线覆冰厚度

可能超过 20 毫米，需提前做好能源储备和调配、电力设施检

修及融冰准备等工作。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

天气预报，尤其是老人、儿童、孕妇等人群应注意及时增添衣

物，加强健康防护。

农业方面，据中央气象台生态和农业气象室副主任何

亮介绍，降温对北方大部冬小麦影响不大；建议降雪的区域

加固蔬菜大棚、畜禽棚舍等设施，合理调控温湿度、补光追

肥防病害；及时清除农业设施积雪积冰；南方油菜有冻害风

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林果、养殖的水产物和家禽家畜

等可能遭受低温冻害，建议做好油菜和露地蔬菜、经济林果

等的防寒保暖工作。

中
央
气
象
台
发
布
寒
潮
橙
色
预
警

中
东
部
地
区
将
有
降
温
和
大
范
围
雨
雪

本版责编：程 晨 张 晔 董泽扬

版式设计：汪哲平

“ 妈 妈 ，动 物 百 科 的 书 在 这 里 ，我 找 到

了。”春节假期，陕西西安小学生庄子睿在妈

妈李女士的陪同下来到曲江书城寻找自己喜

欢的书籍。

每逢节假日，位于曲江新区的曲江书城

就格外热闹。走进书城，犹如打开一本包罗

万象的百科全书，巨型时光廊桥将书城三层

巧妙连接起来，让读者能自由穿行。在二楼

通往三楼的电梯旁，各类科普图书有序陈列

在展台和书架上。

“通道位置人流量较大，把科普类图书

布置在这里，人们经过的时候，很容易看到

展台上摆放的畅销书。”曲江书城经营管理

部文学部组长任钢介绍，“一楼主要是文创

产品，二楼是书店主体售书区，三楼主要是

少儿图书区。”

畅销书展台上，《生物奥秘》《自然百科》

《神秘动物图鉴》《自然笔记》等自然类科普图

书有 20多种，约占所有摆放书籍的 40%。“图书

印刷很精美，配有动植物的图片，非常有趣，文

字也通俗易懂，十分受青少年欢迎。”任钢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儿子对大自然越来

越好奇。我们也比较关注人类健康以及地球

健康相关主题，所以经常阅读人类基因、微生

物等方面的书籍，希望通过阅读走近自然。”

李女士说。

畅销书展台背后的书架上，摆放的是更

为专业的科普类图书，包括《大秦岭蝶类志》

《种业中国》等。“阅读这类书籍的一般是成

年人，他们通常会根据需要在实体书店了解

书 籍 内 容 ，再 通 过 网 上 书 店 购 买 图 书 。”任

钢说。

嘉汇汉唐书城是西安当地一家老牌民营

书店，经营各类图书约 26 万种，书店附近有

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出于增加曝光的

考量，该书城把百科类图书摆放在连接二层

南北厅的通道位置。

“生态百科类图书的销售量近几年一直

在增加。”嘉汇汉唐书城科技生活区区域经理

董美莹说，“科普类图书销量排行榜上，生态

类的常占不少席位。”

董美莹介绍，近几年生态类图书受欢迎

有多方面原因，比如学校开设劳动课、自然

课，学生与大自然接触的机会增多等。包括

自媒体在内的各类媒体平台对生态科普的宣

传也日益加强。“像《海错图笔记·肆》《植物的

战斗》等，都得到了一些自媒体博主的推荐。”

董美莹说。

书店—

“生态百科类图书的销售量近几年一直在增加”
本报记者 张丹华

编者按：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科学普及，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科学文化素质。近年来，以自然科普

为主题的出版物丰富多样、广受欢迎。本版约请记者走访书店、作者、出版社等，

一窥当前我国图书出版行业自然科普读物的现状。

自然科普读物日益多样、广受欢迎

传递生态知识 讲好自然故事

清晨的湖畔，湖北武汉一名观鸟爱好者

站在望远镜前，一边观察远处的鸟，一边和

手上的书作对照。走近细看，这本名为《武汉

鸟类图鉴》的书只有一个手掌宽，封面配有胶

皮，可防水。该书主编、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

颜军介绍，这是为了便于读者野外观鸟时随

身携带、随时取阅。

据了解，2016 年起，武汉市观鸟协会的

观 鸟 爱 好 者 持 续 开 展 鸟 类 动 态 监 测 ，书 中

570 幅照片全部在野外自然状态下拍摄，展

现了武汉地区 419 种野生鸟类的真实生活状

态和环境。

“在武汉，哪种鸟最常见，哪种鸟较‘稀

罕’，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寻找目标鸟种，书

中一目了然。”颜军说，这既是科普书，也是工

具书。全书结构为“一页一鸟”，读者可以按

图索骥，查询鸟类外貌、名称、生活习性等。

生 态 科 普 出 版 物 既 可 在 本 地 发 挥 作

用，又能服务游客。地质科普读物《恩施大

峡 谷 的 故 事》就 是 中 国 地 质 大 学（武 汉）教

授 李 江 风 等 为 湖 北 省 的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恩 施 大 峡 谷 撰 写 的 ，书 中 详 细 介 绍 了 恩

施大峡谷地质遗迹和地质旅游资源的空间

分 布 情 况 ，便 于 各 地 游 客 了 解 大 峡 谷 的 形

成和演化过程。

李江风介绍，为了编写这本书，他和团

队 精 心 搜 集 了 上 百 张 高 清 图 片 和 地 形 图

纸。“文字是必要的，但更要注重视觉体验，

图 文 并 茂 ，才 能 更 好 地 激 发 读 者 的 阅 读 兴

趣。”李江风说，“做科普不是写专著，语言应

通俗易懂，不宜过于深奥。”

近年来，李江风已陆续主编 10 多本地质

科普出版物，并受聘为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

传播专家”。他的作品中既有适合大人阅读

的地质旅游指南，也有专为孩子编制的画册

绘本，市场反响超出预期。

“楝花，一头亲情，一头爱情”“绶草，美女

的披肩发”……翻开《身边的草木》一书，除了

四季常见植物的介绍，书中还融合了植物意

象、文学诗词及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与见闻

故事。图书作者、武汉大学植物标本馆副馆

长杜巍长期从事植物分布调查与分类学研

究，同时热心于植物科普活动。

“植物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植物多样

性与人类生存、文化传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但很多人对于这些生活中的‘朋友’却了

解不多。”杜巍认为，生态科普不仅要传递科

学价值，还应体现出美学和人文价值，“仅是

信息介绍，难免显得‘干巴巴’。要以科学知

识 为‘ 骨 ’，保 证 内 容 准 确 ；以 人 文 生 活 为

‘肉’，让图书更可读，实现科学性与趣味性

兼备。”

作者—

“做科普不是写专著，语言应通俗易懂”
本报记者 强郁文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图书展览

室内，两本书摆放得格外显眼——《嘉卉：百

年中国植物科学画》《山川纪行——臧穆野

外日记》。前者曾获得 2019 年度“中国好

书”、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等

荣誉；后者曾获得 2021 年度“中国好书”、第

七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图书类特别奖

等荣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书都属于该出版

社的“青鸟新知”系列。2006 年至 2016 年，

“青鸟新知”的前身“青鸟文丛”共推出 39 种

图书，主要聚焦生态文化领域，以关爱生命、

绿色环保为主题。此后，江苏凤凰科学技术

出版社推出旨在使科学与人文交汇的科普

文库“青鸟新知”。

这一次融合创新，还得从一场植物科学

画的展览说起。

2016 年，广东深圳仙湖植物园举行“丹

青芊卉——华南植物科学画展”，展出了华南

植物园几位画师的代表作。江苏凤凰科学技

术出版社的编辑周远政第一次了解到中国的

植物科学画师有如此精美且丰富的画作，颇

受震撼。得知主办方想把植物科学画展作为

国际植物学大会的正式展览单元并准备结集

出版后，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努力拿下

了出版合同。2017年，《芳华修远：第 19届国

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画集》出版。

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在该书序言中

提出，与一般艺术绘画不同的是，植物科学

画带有明显的科学目的——记录植物物种

或局部的形态特征。周远政说：“植物科学画

的内核是科学，但兼具了艺术之美，它的每一

片叶子、每一片花瓣、每一粒果实都有植物学

的依据，这是与艺术创作的极大差异。”

《芳华修远：第 19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

物艺术画展画集》被评选为 2017 年度“中国

最美的书”，在业界获得诸多赞誉，这些都让

出版社有了底气，决定循着这条路试一试。

后来，《嘉卉：百年中国植物科学画》出版。

这本首部以中国植物科学画为主题的人文

科普图书选用 680 余幅植物科学画精品，涉

及 860 余种代表性植物，系统梳理了中国植

物科学画的百年历史，并由编辑团队对画作

做了点评，方便大众阅读。

进入自然科学画领域，江苏凤凰科学技

术 出 版 社 又 顺 藤 摸 瓜 找 到 了 另 一 个 选 题

——臧穆的野外考察日记。臧穆是国际著

名的真菌学家。2021 年，《山川纪行——臧

穆野外日记》出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

在序言中写道：“我个人认为，《山川纪行》可

称当代植物学界乃至生物学界图文版的《徐

霞客游记》。”

周远政坦言，自然生态科普原创虽然

相对小众，却是个宝库，需要培养既有专业

知识又适合大众传播写作的作者，“要持续

耕耘，也需要一代代的编辑去传承”。

出版社—

“要持续耕耘，也需要一代代的编辑去传承”
本报记者 尹晓宇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洋北街道文体中心图书室内，小朋友在阅读自然科普书籍。

陈少帅摄（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2月 18日电 （记者李红梅）中国气象局近日发

布《2023 年中国气候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指出，

2023 年全国平均气温为 1951 年以来最高，降水量为 2012 年

以来第二少。

在气温方面，2023 年全国平均气温为 10.71 摄氏度，较常

年偏高 0.82 摄氏度，为 1951 年以来最高。全国平均高温日数

较常年偏多 4.4 天，为 1961 年以来第二多。

在降水方面，2023 年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615 毫米，比常年

偏少 3.9%，为 2012 年以来第二少。在六大区域中，华北、东北

和西北降水量偏多，长江中下游、西南和华南降水量偏少；在

七大江河流域中，除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降水量偏

少外，其他流域降水量均偏多。

《公报》由国家气候中心完成。

中国气象局发布《2023年中国气候公报》

去年全国平均气温偏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