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钦文赢了！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8 月 3 日，21 岁的郑钦文 2∶0 战胜克罗地

亚选手维基奇，为中国网球赢得史上首枚奥

运女单金牌，同时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

运会上的第 16 枚金牌。巴黎奥运会至此赛程

过半，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新 4 日上午在

奥运村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前半程的表现：获

得 16 金 12 银 9 铜共 37 枚奖牌，绝大部分项目

都有出色发挥，整体表现符合赛前预期。

场 上 ，中 国 健 儿 不 畏 强 手 ，不 断 超 越 自

我，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场下，他们自信从

容，勇于表达自我，展现了中国青年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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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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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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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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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西宁 8月 4日电）

“赶快叫人，赶紧撤离！”8 月 3 日凌晨 3 时许，四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姑咱镇日地村暴雨如注。当
地干部密切关注雨情，发现沟水愈发浑浊、山体轻微震
动，立即发出警讯，并组织群众转移。

3 时 30 分左右，日地村突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
附近的雅康高速公路隧道间桥梁被冲垮、有车辆坠落，
国道 318 线断道，日地村有房屋被毁，有人员失联……
接报后，当地紧急行动，生命救援由此展开。

警讯：紧急转移群众

巨大的山洪泥石流在日地沟上游形成，沿着沟道直
泄而下，首当其冲的是雅康高速公路康定至泸定段日地
1号隧道至 2号隧道间的桥梁。

目击者看到，随着泥石流猛烈撞击，隧道间腾起烟
雾，桥梁垮塌，有车辆坠落。后方司机赶紧刹车掉头，逆
行停车示警，拦住后续来车。凌晨 4 时左右，高速公路
关闭，疏散和救援行动火速进行。

泥石流加速向沟底的日地村冲去。65 岁的村民李
成福被咆哮声惊醒，到窗口一看，裹挟着巨石的泥石流
正朝这边奔涌。“快出来，跟我们转移到安全地方！”这
时，村干部在大声疾呼。

据了解，日地沟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区，近期持续降
雨，当地干部保持高度警惕。 3 日凌晨发现情况不妙，
他们立即组织群众转移。

“我活了 79岁，这么大的泥石流从来没见过！”村民
钟木林想起当时情景还后怕不已。 58 岁村民谢继才
说，多亏村干部“搞得快”，逐个打电话、挨家挨户拍门
让大家转移，才让更多的人得以逃生。

截至 4日 14时 30分，四川康定山洪泥石流灾害已造
成姑咱镇日地村 6人遇难、11人失联；隧间桥梁垮塌 4辆
车共 11人坠落，其中 1人获救送医，2人遇难、8人失联。

为何这起山洪泥石流灾害来势如此凶猛？
“本次灾害是因持续降雨叠加冰雪融化引发的特大

型沟谷山洪泥石流自然灾害。”在现场踏勘的成都理工
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教
授王运生说。

王运生介绍，日地沟沟域临近鲜水河断裂带，强震
多次叠加致使山体震裂，同时其高差达到约 4000米，且
呈树叶状易于汇水。本次山洪泥石流冲出固体物源约
58 万立方米，所携孤石直径最大达 6 米，流速估计大于
8米每秒，流通区冲击力可达百吨以上，破坏力巨大。

近期当地气温偏高，山上冰雪消融加快，加之持续
降雨，导致沟道堵溃引发山洪泥石流。由于上游属于无
人区，没有有效的监测手段，也不排除沟道上游因高程
效应引起的局地强降雨影响。

搜救：抢抓黄金救援期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
急响应，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四川省立

即启动应急救援机制，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赶赴
灾区一线指挥部署。

截 至 目 前 ，当 地 已 累 计 出 动 各 类 抢 险 救 援 人 员
1554人，搜救犬 8只，车辆及工程装备 311台套，通信设
备 68 台套、救援器材 1500 余件，轻型直升机 1 架、大型
无人机 1架，深入现场开展人员搜救和各类保障工作。

“抢抓黄金救援期，充分利用人、犬、专业装备、信
息技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尽最大努力搜救人员。”
甘孜州应急管理局局长康斌说，已成立 10 支搜救小分
队，开展拉网式排查搜救；已救出 16 人并及时转运救
治，其中 4人已出院，其他就治人员没有生命危险。

3 日上午，记者从成都赶赴救援现场时，通向灾区
的道路已采取分类管制措施，救援车辆通行顺畅。据了
解，四川交通部门灾后立即在 177 个收费站开通 312 条
应急救援绿色通道，并通过公路可变情报板信息提示，
引导救援车辆顺利通行。

记者 3日下午在救援现场看到，途经日地村的国道
318 线路面上水流湍急，淹没到人的小腿，消防、电力、
安能集团等抢险救援队伍蹚水进村搜救，几辆挖掘机正
在将堆积于路面的石头推到路边，溅起很大的水花。

4 日上午，记者再次进入搜救现场，大石头随处可
见，挖掘机、破碎机等大型机械正有序作业，覆盖很深的
泥石流堆积体被一铲铲挖开，冰冷的沟水不断从石头缝
里涌出，通道逐渐显露出来。一组组救援人员成队出
动、各司其职，仔细寻找失联人员线索。

记者跟随一支消防队伍蹚水突进日地村深处，看到
许多房屋已被堆积物掩埋或被巨石冲毁。队员们手持
专业设备，深一脚浅一脚地进入掩埋区域搜寻。

为强化救援保障，5 名省级专家已赶到灾区开展医
疗救治。甘孜州还设置 202 处咨询服务点，已为 6400

余名游客提供咨询和引导服务。

安置：保障供水、供电、住宿、吃饭

据介绍，灾害发生时，日地村党支部、村委会按照

“喊醒叫应”机制，及时转移灾害直接威胁区域内 308人。
随后，乡镇干部、派出所、消防等救援力量突破几处

山洪断道，在天亮前陆续赶到村里参与救援和疏散。据
了解，截至 3 日 23 时，当地已累计转移灾害发生地及周
边群众 939 人，并通过入住集中安置点、投亲靠友等方
式妥善安置。

记者 3 日晚间在日地村 18 公里外的郎鼓村安置点
看到，经过紧急抢通电源，16 顶应急救灾帐篷里已接通
了明亮的电灯。折叠床上铺着整齐的被褥，一些老人在
床头盘腿而坐，当地干部和志愿者在有序开展各种服务。

“早上我被救援人员送到安全地带时，包子、牛奶就
递到我手里了。”李成福说，到郎鼓村安置点时，帐篷已
经搭好，厨师支起锅灶正在炒菜。

据了解，各集中安置点均设点长负责群众工作，供
水、供电、住宿、吃饭等服务都有保障。过渡期间，当地
将按照国家标准对受灾群众给予生活救助。

由于此次山洪泥石流坡度陡、来势猛，已导致国道
318线和雅康高速公路这两条进出甘孜州的主要通道中
断，目前仅有省道 434线榆磨路经海螺沟至泸定一条通
道可通行。气象部门预计，受灾区域近期仍有暴雨预警，
多种因素叠加给搜救和道路抢通等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目前，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已调集力量携带专业设备
进入现场作业，通过激光雷达、正射相机、五拼相机等航
摄装备开展应急测绘，为受灾区域的地质安全提供科学
评估依据。

同时，指挥部已在各救援队设立安全员 15人、观察
哨 17 人，采取分区责任、预警联动等方式，落实安全责
任体系，并前置通信保障车，通过无人机等排查险情，确
保不因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道路抢通方面主要围绕 3 个点位开展：一是大河
沟点位已抢通便道 500 米，二是宋家沟点位清障 100 米
已保通，三是国道 318 线二道水点位双向掘进 230 米。”
康斌表示，将尽快安全抢通受损道路。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新华社四川康定 8月 4日电）

突 破

46秒 40！巴黎奥运会游泳项目开赛以来的首个世界
纪录诞生了。

7 月 31 日，在男子 100 米自由泳决赛中，潘展乐游出
惊人成绩，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夺得金牌，将连日来
笼罩在中国游泳队上空的阴霾一扫而空。

这是一枚含金量极高的金牌。在潘展乐之前，中国队
还从未有选手晋级过奥运会百米“飞鱼大战”的决赛。潘
展乐不仅做到了，还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方式站上了奥运会
最高领奖台。

游泳项目上的突破远不止于此。在拉德芳斯体育馆的
碧波泳池里，不断被改写的还有接力项目的历史。由杨浚
瑄、程玉洁、张雨霏、吴卿风组成的中国队在女子 4×100米
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摘得铜牌，这
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奥运会奖牌。在男子 4×100

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上，中国队历史上首次晋级决赛、最终

排名第四，与奖牌擦肩而过，但同样改写了中国游泳接力
的历史。

在潘展乐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同一天，18 岁的邓雅文
为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赢得奥运会历史上的首枚金牌。

在罗兰·加洛斯球场，中国队同样捷报频传。初征奥
运的王欣瑜/张之臻在混双决赛中摘银，帮助中国队首夺
奥运混双奖牌。历史性闯入女单决赛的郑钦文，在决赛中
更进一步，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夺得奥运会网球单打金牌的
第一人。

在一些项目上，虽然没有站上领奖台，但他们每向前
迈一步，都是在创造历史。七人制橄榄球女子组比赛，中
国队击败东京奥运会季军斐济队，最终获得第六名，带着
历史最佳奥运成绩昂首离开。

荣 耀

一些项目在创造历史，一些项目则在捍卫荣耀。
40 年前，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实现奥运

金牌“零”的突破。此后，杜丽、易思玲和杨倩曾先后拿到
奥运会首金。

27 日，年轻的黄雨婷/盛李豪击败韩国对手，摘得巴
黎奥运会首枚金牌，将中国射击队的“首金传统”发扬光
大。黄雨婷/盛李豪的“开门红”也为中国射击队开了一个
好头，随后盛李豪、谢瑜、刘宇坤相继在各自项目上再夺
金牌。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已经获得 4金
2银 1铜，继续捍卫着中国队在射击项目上的荣耀。

跳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另一个“王牌”项目，在比赛
中的表现同样不遑多让。在已经结束的四个双人项目中，
昌雅妮/陈艺文、杨昊/练俊杰、陈芋汐/全红婵、王宗源/龙
道一包揽了四枚金牌，中国跳水“梦之队”将继续朝着包
揽全部金牌的目标稳步迈进。

朝着包揽目标前进的还有国球乒乓。30日，王楚钦/孙
颖莎 4∶2 战胜朝鲜组合李正植/金琴英夺得金牌，弥补了
东京奥运会时的遗憾，这也是中国乒乓球历史上的首枚奥
运会混双金牌。女单比赛，陈梦、孙颖莎会师决赛，中国
队将金牌早早收入囊中。

羽毛球比赛，混双头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战胜韩国

组合金元昊/郑娜银，以六战全胜、一局未失的战绩夺得金
牌。女双比赛，陈清晨/贾一凡和刘圣书/谭宁战胜各自对
手会师决赛，为中国队提前锁定了这枚金牌。

女子 20 公里竞走决赛，世界纪录保持者杨家玉一骑
绝尘，时隔 8年为中国竞走再次拿到奥运金牌。

自 信

“这次去肯定是要突破成绩的，不是奔着新的世界纪
录，而是新的个人最佳成绩。”出征巴黎前，谈及首次参加
奥运会的期待，潘展乐自信地说。

和老一辈运动员们相比，以潘展乐为代表的“00”后
更加敢于表达自己，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而这份发
自内心的自信，也让他们在比赛中更加从容。

因为自信，在逐梦的路上，越来越多的中国运动员学
会了宠辱不惊。

张雨霏在女子 100米蝶泳获得铜牌后说：“我觉得这块
铜牌不是代表我失败了，反而我会觉得它证明了我有这个
实力，我会期待在我调整好以后，用我真正的实力再和两位
美国选手一较高下。”14岁滑板“小孩姐”崔宸曦在与铜牌
擦肩而过后表示：“没有遗憾，第四名已经很好了。”

自信，还体现在面对偏见时的直抒胸臆。
“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去相信这些客观事实，不要用有

色眼镜去看待中国游泳队。”27日，巴黎奥运会游泳项目比
赛正式打响，张雨霏呼吁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中国游泳。

巴黎奥运会前，一些西方媒体频繁炒作中国游泳运动
员在 2021 年的食品污染事件，对此世界泳联和世界反兴
奋剂机构已多次作出澄清，但不少外国记者还是就此问题
频繁向中国游泳运动员发难。

本届奥运会上，张雨霏、潘展乐、汪顺、覃海洋、杨浚
瑄等运动员无论是在混合采访区还是在赛后的新闻发布
会上，面对外媒的刁难毫不退缩，敢于用摆事实、讲道理
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正是有了他们的发声，中国游泳
运动员遭遇的不公正对待才被更多的人看见。

巴黎奥运会赛程过半，我们期待更多的中国健儿，在
奥运赛场内外，继续践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
奥林匹克格言，享受比赛，让拼搏成为青春最好的注脚。

新华社记者 夏 亮 （新华社巴黎 8月 4日电）

全 力 以 赴 抢 险全 力 以 赴 抢 险
——四川康定山洪泥石流灾害救援进行时

突破永无止境 荣耀薪火相传
—中国代表团巴黎奥运会半程综述

8 月 4 日，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四川甘孜州康定市姑咱镇日地村受灾区域。新华社记者 刘 坤 摄

8 月 4 日，在四川甘孜州康定市姑咱镇日地村，民警
与村民转移被困车辆。 新华社记者 刘 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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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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