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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是立秋节气，但

仍处于三伏天的中伏，天气

依然炎热。俗话说“热在三

伏”，三伏为初伏、中伏、末伏

的统称，往往是一年中最热

的时期。

为什么“三伏天”是最热

的时候？

这是因为地球被浓密的

大气层所包裹，太阳光首先

加热地面，地面再通过红外

辐射、空气对流和水分蒸发

把热带给空气。每平方米的

地表上面，有大约 10 吨的空

气可以储存大量的热，这就

使地表的温度不会太高。到

了晚上，这些热量又使地表

的温度不致过低。入伏后，

地表每天吸收的热量多、散

发的热量少，地表层的热量

不断累积，因此一天比一天

热。在三伏天，35 摄氏度的

高温司空见惯，40 摄氏度的

酷热也时常出现，高温日数

较多。

今年中伏长达 20 天，天

气会更热吗？事实上并不

一定。这是因为中伏处在

大暑节气前后，代表一年中

最热的时期，但是伏天天数

并 不 等 同 于 实 际 高 温 天

数。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

的 加 剧 ，我 国 高 温 日 数 增

多。统计显示，全国区域高

温过程累计日数平均每 10
年增加 4.8 天。高温日数增

多的主要原因是在全球气

候变暖的背景下，一些区域

大气环流出现异常造成的，

与当年“中伏有 20 天”没有

对应关系。

很 多 地 方 特 别 是 南 方

地 区 在 三 伏 时 ，经 常 出 现

“桑拿天”。这主要与空气

中水汽含量有关。入伏后，

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都很

热，但北方的热多是干热，

南方是闷热，空气中水汽含

量足，气温高湿度大，容易

出现“桑拿天”。

北 方 的 干 热 主 要 与 北

方大陆暖脊控制下的大陆

变性高压有关。但是，一旦

大气环流有暖湿的气流输

送到北方地区时，北方同样

会出现高温高湿的天气，让人汗流浃背。比如在

“七下八上”时期，北方地区降水增多，一定程度上

缓解此前的干热天气，但是在水汽的加持下，空气

中的相对湿度会显著增加，此时北方的热也变成了

闷热。

南方地区的高温天气一般与副热带高压紧密

相关。副热带高压内部下沉气流抑制了云雨发展，

伴有下沉增温作用，加上湿度大，因此人们感受到

的是闷热。气象要素上的反映就是日最高和最低

温 度 差 较 小 ，一 般 在 5 摄 氏 度 以 内 ，湿 度 在 60%
以上。

应对三伏天的高温天气，首先要做到尽量避免

在高温时段外出，特别是每天 11 时到 16 时期间。出

差、旅游时可适当携带人丹、十滴水、清凉油等，遇有

身体不适时使用。饮食宜清淡，适当多吃些水果、蔬

菜，补充维生素和水分。室内空调温度也不宜开得

过低。“心静自然凉”，平心静气，规律睡眠，不要熬

夜，一定能够安然度过三伏天。

（作者为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本报记者李红

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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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为鸟

类 生 存 繁 衍 提 供 了 得 天 独 厚 的 条

件。据统计，我国现有鸟类 1500 余

种，是世界上鸟类多样性最为丰富

的国家之一。

在高原草原地区，猎隼等珍稀

猛禽喜欢择高而居，但这些地区通

常缺乏高大树木，又高又稳的输电

杆塔便成为筑巢首选。然而，鸟儿

衔来的铁丝、木棍等筑巢材料，却容

易引发线路跳闸。

如何在维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的 同 时 ，保 障 鸟 类 安 全 繁 衍 生 息 ？

2016 年 起 ，国 家 电 网 开 展“ 生 命 鸟

巢”项目，在输电线路周围安装适合

不同种类猛禽的人工鸟巢，促进电

网与鸟类和谐共生。

护鸟——

在人工鸟巢孵化
哺育幼鸟，维系草原生
态系统平衡

四川若尔盖草原，天空碧蓝如

洗。110 千伏若真线杆塔上，猎隼绕

杆塔盘旋，稳稳停在了巢穴边缘，几

只毛茸茸的猎隼宝宝探出脑袋、嗷

嗷待哺。当地电网工作人员用金沙

藤编织而成的人工鸟巢，成为猎隼

的温馨小家。

“鼠兔啃食牧草、掘洞翻土，容易

让草原退化沙化。”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鸟类保护专家黄建介绍，以前没有输

电杆塔时，会专门设置招鹰架吸引猛

禽捕食鼠类。在输电杆塔上搭建人工

鸟巢，不仅可以避免鸟类影响电网安

全，还能维系草原生态系统平衡。

鸟类活动为何会给电网安全带

来影响？专家表示，筑巢用的木棍、

铁丝、草秆等可能导致电线短路；鸟

粪也是引发鸟线矛盾的常见原因，约

占输电线路涉鸟故障的八成左右。

“鸟类的直肠非常短，不能储存

大量粪便，随时随地排泄出的粪便具

有腐蚀性，掉落在绝缘子上会影响电

网安全。”国网阿坝供电公司电力专

家刘勇告诉记者，不仅如此，有些鸟

类有啄绝缘子的习惯，破坏杆塔绝缘

功能；鸟类起飞和降落过程中动作幅

度较大，身体接触线路也可能影响供

电安全。相关统计显示，输电线路涉

鸟故障是除雷击和外力破坏外，引发

线路跳闸的第三大原因。

过去，电网工作人员会在杆塔

上设置防鸟驱鸟装置，比如旋转式

风车、反光镜等，避免鸟类停留。但

随着时间推移，设备老化、掉落，难

以提供长期防护。有时，鸟类适应

设备后便不再害怕，效果并不好。

“堵不如疏，输电杆塔并非所有

区域都危险，不如主动将鸟巢搭建

在 非 防 护 区 ，为 鸟 类 提 供 栖 息 空

间。”刘勇介绍。

筑巢——

大小和材料升级
优化，结合技术手段提
升安装精准度

穿戴好安全帽和安全绳索，背

上工具包，国网玉树供电公司员工

江永巴丁和尕松亚培，向 15 米高的

输电杆塔攀登。到达杆塔合适位置

后，他们将绳索缓缓抛投至地面。

在杆塔下方指挥的扎西科供电

服务中心班长当周，用绳索将人工

鸟 巢 和 铁 丝 附 件 绑 好 ，向 上 传 递 。

“我们结合线路停电检修工作，通常

选择在鸟类繁殖季节前安装鸟巢，

位置大概在距离带电部位 90 厘米处

的安全区域。”当周告诉记者。

为了让鸟儿住得舒适，电网工

作人员下了不少功夫研究鸟巢的大

小和材料。先看大小，通过与行业

专家沟通，根据成年猛禽体长特点，

设计直径约 100 厘米、深约 40 厘米

的圆形碗状鸟巢。再看材料，刚开

始他们用竹筐铺上稻草做鸟巢，但

当地风沙大，稻草容易被刮飞，竹筐

也容易风化破损。后来，他们试着

将稻草换成椰棕垫，将竹条改为柳

条，用铁丝牢牢绑扎在一起。再往

后，又将材料升级为藤条，并提前用

防腐药水浸泡，增强鸟巢的耐用性，

变身“精装房”。

截 至 2023 年 底 ，我 国 220 千 伏

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约 92 万公里。

输电线路距离长、杆塔位置分散，尤

其是高原草原地区，不少分布在交

通不便位置。如何提升安装“生命

鸟巢”的效率和精准度？

一方面，鸟巢会安装在水域、食

物相对充足地区的杆塔上，为鸟类提

供良好的栖息环境。另一方面，大数

据等技术手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勇介绍，在四川，“生命鸟巢”

正式选址前，会详细记录鸟类出现

地点、种类、数量，以及在杆塔上的

活动情况、活动区域等信息，为鸟巢

选址和合理配置提供数据支撑。在

若尔盖草原无网络覆盖的区域，创

新应用新型无线通信技术，实现监

控画面的无网络实时回传，及时掌

握鸟类筑巢的最新数据。

“比如，结合相关数据，我们发

现若真线 39 号杆塔近 3 年均有鸟类

筑巢且发生过 2 次涉鸟故障跳闸，周

围鼠兔活动也特别频繁，满足鸟巢

选址要求，因此今年便将这里定为

安装点位。”刘勇举例。

国 家 电 网 公 司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目前国网“生命鸟巢”项目已推

广至四川若尔盖草原、内蒙古呼伦

贝尔草原、甘肃张掖境内草原、青海

三江源、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西藏

那曲和阿里草原等高原草原地区。

截至 2023 年底，累计安装人工鸟巢

5207 个、招鹰架 16 个，成功引鸟筑巢

2400 余窝，孵化幼鸟近 4000 只。不

少 地 方 还 为 人 工 鸟 巢 设 置“ 门 牌

号”，方便观察监测。

巡线——

巡护线路、观察鸟
巢状态，越来越多电网
工作者加入护线爱鸟
队伍

“大家再检查一下工具有没有

带全，今天要巡视的是 10 千伏若阿

线。”像往常一样，国网阿坝供电公

司 90 后员工抗州甲准备和同事前往

若尔盖黑颈鹤栖息区巡护。

抗州甲是土生土长的藏族小伙，

今天要去的是一条长达 210公里的巡

视路线，来回需一天时间。“这里有黑

颈鹤、大天鹅，雁也比较多。”路上，抗

州甲不时下车，用望远镜观察鸟儿，

准确说出每种鸟儿的种类和习性。

起初，观察这些鸟儿只是抗州

甲工作之余的爱好。 2021 年，他主

动请缨，参与“生命鸟巢”项目。为

了更好掌握鸟类习性，他买来大量

图谱，对比观鸟时拍到的照片和视

频，遇到不懂的则向专家请教。

从最开始的一知半解，到能画出

若尔盖湿地的鸟类分布图谱，抗州甲

为“生命鸟巢”选址安装提供了不少

参考依据。“鸟儿非常警觉，很多时候

拍一张照片需要蹲守好久。”抗州甲

回忆，有一回为了拍到猎隼入住鸟巢

的照片，他在草原待了两天。

“一年之中草原上有一多半时

间都在下雪，但再大的雪也要坚持

巡护，观察有没有鸟巢被大风刮下

来，有没有鸟儿受伤。”抗州甲随身

携带的本子上，密密麻麻记录了鸟

儿入住鸟巢时间、产卵孵化日期、幼

鸟成长情况等信息。

在国网甘肃电力张掖供电公司，

54 岁的输电运检中心巡线工沈阳是

一位资深爱鸟人：“我读初中时救助过

两只鸽子，从那以后就喜欢上了鸟。

巡线时遇到最多的是红隼、斑鸠，偶

尔也能碰上金雕、游隼等猛禽。”

2020 年，沈阳在巡线途中发现一

只受伤的红隼，第一时间将它送往野

生动物保护站进行救治。闲暇之余，

沈阳经常去照顾这只红隼，渐渐地，红

隼也会飞到他的肩膀上“互动”，“那个

时候很兴奋，也很有成就感。”近年来，

沈阳和同事累计救助、孵化幼鸟 53
只，共同守护生物多样性。

像抗州甲、沈阳一样的爱鸟护

鸟 人 ，在 电 网 工 作 者 中 还 有 很 多 。

内蒙古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对线路

巡视工人开展鸟类救助培训，在鸟

类 活 动 频 繁 地 区 安 装 摄 像 头 和 鸟

巢，守护北疆草原生物多样性；西藏

林周，成立一线柔性运检班组，对输

电线路开展绝缘喷涂，助力黑颈鹤

越冬期间零触电；新疆巴州，电力员

工 与 当 地 牧 民 共 同 成 立 义 务 护 鸟

队，利用工作之余开展保护珍稀鸟

类等科普宣传。

“未来，我们将建立常态化‘鸟

线’双安全巡护机制，加强与各大公

益组织、科研机构合作，加大科技创

新应用，科学策划、因地制宜将‘生命

鸟巢’等公益项目推广至更多适宜地

区，助力高原草原地区生态系统保

护，打造‘鸟线’和谐共处的绿色电

网。”国家电网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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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四川若尔盖草原，一只猛

禽飞离“生命鸟巢”觅食。

廖 斌摄

图②：青海三江源地区，国网青

海电力工作人员在登塔安装鸟巢。

王国栋摄

图③：四川若尔盖草原，两只鸟

在输电线路上的人工鸟巢边休息。

安 伟摄

图④：新 疆 巴 音 布 鲁 克 草 原 ，

电力工人在输电铁塔上安装人工

鸟巢。 杨 阳摄

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本报电 （记者寇江泽）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

获 悉 ：“ 十 四 五 ”以 来 全 国 新 增 完 成 6.7 万 个 行 政 村

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 45%以上，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完 成 规 划 任 务 的 80%以 上 ，生 活

垃 圾 收 运 处 置 体 系 覆 盖 自 然 村 比 例 超 过 90%，农 村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农村污水横流状况大幅减少。生态环境部因地制

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分类施策，突出重点，并坚

持建管并重，健全机制。联合有关部门研究出台可操

作、好执行的政策指南和标准规范，不照搬城市经验，

指导各地筛选建立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治理模式和技术

工艺。推动地方加强建设管理，确保建一个成一个，成

一个用一个。

黑臭水体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环境

获 得 感 。 聚焦房前屋后河塘沟渠和群众反映强烈的

农村黑臭水体，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

源 头 治 理 、系 统 治 理 、综 合 治 理 。 推 动 建 立 任 务 清

单、销号清单、问题清单，实行清单化管理。将面积

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 4000 余个水体纳入国家监管

清 单 ，将 其 余 近 万 个 水 体 纳 入 省 级 监 管 清 单 ，实 行

“拉条挂账，逐一销号”。对销号后发现返黑返臭的

水体，取消销号，列入问题清单，确保长治久清。

截 至 2024 年 6 月 底 ，全 国 已 完 成 较 大 面 积 农 村

黑臭水体治理 3400 余个，达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的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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