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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队近期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在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的长江源区开展科考。

长江源区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响应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 全球气候变暖将对
江源生态环境产生哪些影响？

盛夏时节，来自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等单位的 20 余位科考队
员聚焦“水土气沙冰”五大重点领域，对长江源区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进行
全方位“体检”，摸清江源生态本底，找寻江源变化规律，为长江大保护提供更多
科学支撑。

暖湿化带来的挑战受关注

记者与科考队员一行驱车行驶在江源腹地，只见层层云雾裹住两侧延绵的
山峦，突然化作一场骤雨，令人猝不及防；冰川脚下，融水自高处向下倾泻，发出
巨大的轰隆声；浅谷里，溪流似乎失去了束缚，夹杂着大量泥沙，卷起层层黄褐
色的波浪，向着远方奔涌。

长江科学院总工程师徐平介绍，今年的科考进一步掌握长江源的生态环境
现状，是对江源健康状况的全方位“体检”。

科考队员在长江南源当曲、长江干流通天河流域等地监测发现，受气候暖
湿化等因素影响，近年来这些河流径流量明显增加，水位上涨。

参加此次科考的专家认为，当前长江源地区水生态环境整体向好，同时能
持续稳定向下游地区输送大量水资源。

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的科考队员时璐介绍，长江源地区自产水资源
从 2005 年以后总体转丰，特别是 2017 年以来增幅明显，过去 5 年长江源地区年
平均自产水资源量达到 261.7 亿立方米， 较 1956 至 2016 年多年平均值偏多
40%以上。

长江科学院流域水环境研究所工程师乔强龙与同事一起观测发现，江源科
考 13 年间，江源地区水生生物种类呈缓慢增长趋势，这和青藏高原暖湿化导致
温度上升、水量增加等因素有关。

与此同时，暖湿化带来的挑战也令科学家们分外关注。 资料显示，长江流域
近 60 年来气温显著升高，长江源区气候变化更加明显，极端降水发生频次和强
度增加。

在海拔 5200 多米的冬克玛底冰川脚下，长江科学院水利部岩土力学与工程
重点实验室工程师范越和景旭等队友，携带 30 多公斤的雷达设备，向着冰川进
发。 他们穿过冰川消融形成的河流，在冰川上铺设测量线，连续记录探地雷达接
收到的电磁信号，依据反演数据探测冰川厚度。

范越说，从近年在格拉丹东雪山主峰冰川、冬克玛底冰川科考的情况看，两
大冰川都有逐步萎缩的趋势。

研究显示，全球山地冰川整体处于退缩状态。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有将近
6000 条小冰川消失，大多数冰川在萎缩。 长江源区冰川普遍处于末端退缩、面积
减小和厚度减薄状态。 此次科考的重点冬克玛底冰川近年来持续消融，2009
年退缩分解为大、小冬克玛底两条冰川后，目前冰川前沿冰舌仍在退缩。

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副所长周银军密切关注气候变化对长江源区河流
的影响。他说，从 2000 年左右开始，长江源区河流的沙量也开始增加。 2016 年以
后，长江源区的直门达水文站沙量较过去多年均值增加约 50%，沱沱河水文站的
沙量则几乎翻倍。

江源“体检”将持续深化

长江流域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秦鹏程介绍，与长江流域整体相比，长江源
区气候变化更加显著，升温速率约是全流域的两倍。 未来长江源区暖湿化趋势
仍将持续，预计 21 世纪末，在中等排放情景下，长江源区平均气温较当前将升高
2 至 4 摄氏度，降水量可能增加 10%至 30%。

秦鹏程说，长江源区暖湿化趋势持续，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水资源增加，然
而气候变暖将导致江源地区冰川加速退缩。

“水资源总量增加将带动三江源及下游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向好， 但也会
增加泥沙输移、带来河势演变，影响涉河工程和枢纽工程的稳定运行。 ”周银军
说，掌握气候变化下江源河流的水文过程变化规律及机制，有助科学判断未来
水量沙量变化和灾害风险。

行走在高寒奇绝的江源地区，记者看到，河谷滩地、山野沙砾中长有迎风冒
雪而立的牧草，荒野中的花朵顽强绽放。

长江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任斐鹏长期关注气候变化背景
下江源地区高寒植被的退化情况。 任斐鹏通过实验发现， 当增温达到或超过 3
摄氏度时，江源原位实验点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会出现临界点变化特征；增温
幅度高于 3 摄氏度越多，样方内植物的生物多样性下降就越明显。

“江源地区高寒缺氧，太阳辐射强烈，生命在极端严酷环境下缓慢演化，因
此植物对环境骤然变化也会更加敏感。 ”他说，“增温幅度越高则生物量越大，但
增温后，不同植物间对于水、肥、光的竞争也会加剧。 ”

秦鹏程等专家表示，目前对江源地区的研究多采用有限的气象、水文监测
数据和卫星遥感数据产品，结合数值模式进行预测。 因此深入江源进行实地调
查，可以弥补常规观测系统在高原上密度不足的问题，并为数值模式参数优化
和改进提供重要依据。 同时，在江源科考中，来自不同科研机构、专业学科的
科研人员相互探讨交流，可以促进多学科交叉研究。

“长江大保护，从江源开始。 ”徐平说，江源科考坚持流域视角和问
题导向，对江源生态演变规律研究逐步深入，相关论文将为长江保护
提供科研基础。

“科考精神”薪火相传

徐平带着科考队员向冬克玛底冰川攀爬， 到可以站
住脚的地方，他经常提醒大家歇一会，“慢慢走，把握节
奏”。 这是他第 13 次来到江源进行科学考察。

马不停蹄地攀登，持之以恒地研究，一代代“科
考精神”薪火相传。

受限于交通和测量手段，人们对长江的认识
经历了长久而艰难的过程。

1976 年，新中国首次组织对长江源头展开
科考，参与队员签名写下“生死状”，决心找到
长江的源头。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科
考队历尽艰辛终于将长江源追溯到唐古拉
山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脚下。 那次考察还修
正了长江的长度，长江取代密西西比河，成
为世界第三长河。

如果说寻找长江源回答了千百年来
中国人对于母亲河源头的苦苦追问 ，那
么江源科考则体现了在全球气候变化背
景下，中国人深入认识、切实保护“中华
水塔”的不懈努力。

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是全球对气
候变化响应最敏感的区域之一， 作为青
藏高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源
地区的生态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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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了解人类活动对江河源头生
态环境状况的影响，2012 年长江科学院等
机构的科研人员走进江源， 拉开了江源科
考常态化的序幕。

最令徐平骄傲的，是科考团队咬紧牙关，
逆江而上，在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的江源地
区克服高寒缺氧、舟车劳顿、雨雪天气等不利
影响，一次次闯入江源核心区，一次次带着科研
成果满载而归……

江源科考，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也是一场艰
辛的“接力赛”。 随着科考的不断深入，一批“90 后”
队员正以实际行动，展现责任和担当。

十年如一日，一批批科考队员“把脉”江源，解答疑
惑。

翻开厚厚的江源科考论文集，100 多篇涉及长江源水
环境、水生态、水土保持等领域的科研论文收录其中。“过半论
文是近些年发表的，说明江源科考成果正加速涌现。 ”徐平说，
“多项科研成果属于‘首次’”。

“对江源的探索仍将持续，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我们将坚
持把江源科考做下去，以科学的态度、探索的精神努力永葆长江的健康
澄澈！ ”周银军说。

本报讯（通讯员 赵军）8 月 10 日至 11 日，由汉滨区
教体局主办、汉滨区乒乓球协会承办的“全民健身·运动
三秦”陕西省群众体育赛事五级联赛“汉水春杯”汉滨区
第二届金州广场户外乒乓球擂台赛成功举办， 通过搭建
相互学习交流、展示球技水平的平台，推动了全民健身运
动火热开展。

此次活动是汉滨区教体局依据 《“全民健身·运动三
秦”陕西省群众体育赛事五级联赛实施方案》精心组织的
年度群众性赛事之一。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
项目，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乒乓球竞赛规则》，
采用 3 局 2 胜 11 分制，决胜局采用 7 分制。 现场设置 4
张比赛球台，同时设男女各 4 个擂主，每张球台各两名擂
主。 每个攻擂者只能参加一次比赛， 攻擂成功者为新擂
主， 男女擂主遇到小学生各让 2 分， 以保证比赛的公平

性。 男女单打均录取前四名进行表彰奖励。
在为期两天的赛程里，来自区内外不同行业、不同年

龄段的 167 名选手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精彩激烈
的乒乓球盛宴 。 赛场上 ，参赛运动员们个个精神焕
发 ，奋力拼搏 ，随 着 球 拍 的 挥 动 ，发 球 抢攻 、上步搓
球、反手拧拉、侧身进攻……各种战术轮番上阵。 精彩的
比赛引得观众喝彩声、掌声不断，把擂台赛推向了一个又
一个高潮。

经过紧张有序的角逐， 王祖珍等 4 人荣获女子单打
前四名，罗长安等 4 人获男子单打前四名。同时，向 20 名
同学颁发了“汉滨区乒协小乒将”荣誉证书，向 5 名老年
球友颁发了“银发之星”荣誉证书，向安康市天威商贸有
限公司颁发了“特殊贡献奖”荣誉证书。

本报讯（通讯员 陈剑飞 吴晓）近日，为期四天
的岚皋县 2024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粮油提升单产农
机（植保无人机）操作技能专题培训班圆满结业，来
自全县各镇的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高素质农民企
业骨干共 50 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旨在全面
提升高素质农民人才综合素质、 壮大乡村人才振兴
队伍。

本次培训实行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方式， 重点突
出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理论方面，主要向学员们讲
解无人机的构造、性能、维护保养、农业无人机前沿
技术。同时，还详细讲解了无人机操作规范与作业流
程，确保学员能够构建起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操作
则由大疆农业无人机技术培训团队带领学员在室外
进行飞行演示、实操体验等，这一环节不仅让学员们
亲身体验了无人机的操控乐趣， 更通过实际操作加
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培训结束后通过在
线理论考试和现场实飞考核，合格者予以颁发《农业
植保无人机操作员证》。 此次参与培训的 50 余名学
员成为岚皋县第一批获此技能的专业飞行手， 作为
现代农业发展的先锋队， 将引领广大农户将植保无

人机深入田间地头，通过高效、精准的作业方式，为
岚皋县的粮油作物提升单产注入创新活力与动力。

据悉，岚皋县建立玉米单产提升面积 3.5 万亩，
水稻单产提升面积 0.1 万亩，大面积单产提升百亩田
65 个、千亩方 10 个、万亩片 1 个，落实党政领导包抓
粮油示范点 52 个、面积 1.21 万亩。通过配方施肥、病
虫害绿色防控等高产栽培技术，“样板田”长势良好。
近期，正是秋粮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开展
“一喷三防”“一喷多促” 等高效管理技术的重要时
期，植保无人机的培训与应用，为粮油单产提升插上
“科技翅膀”，为全县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本次培训通过农业科技注入， 有效促进农业高
质量发展，提高农民驾驶操作水平，鼓励农民从体力
型向技能型转变，由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成为
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
新型劳动者。 下一步，岚皋县将紧密围绕本地农业生
产的实际需求与特点， 积极推广农业植保无人机使
用，不断扩大适用范围、使用人群，为岚皋县现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汉滨区举办户外乒乓球擂台赛

探秘江源———来自长江源头的“体检报告”
新华社记者 史卫燕 陈杰 田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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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当曲源，科考队员进行底栖生物监测采样。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②在直门达水文站，科考人员开展鱼类监测。 新华社记者 陈 杰 摄
③科考队员进行植被和水土流失调查。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④在冬克玛底冰川，科考队员在攀爬冰川。 新华社记者 陈 杰 摄
⑤7 月 21 日在江源地区拍摄的微孔草（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潘彬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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