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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中国 广角

新华社昆明8月 9日电（记者赵
珮然、胡璐）记者从国家林草局北移大
象处置工作指导组了解到，8日 20时
许，云南北移亚洲象群 14头大象已跨
过元江，平安回归适宜栖息地。

据了解，8日 20时许，14头北移亚
洲象经人工引导，通过老 213 国道元
江桥（距元江县城 7公里）跨越元江干
流，抵达元江南岸。这标志着北移亚
洲象群处置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
省级指挥部 8日晚发布消息说，目前
象群在监测范围内，总体情况平稳，距
离普洱市墨江县辖区最近 26 公里。
后续，现场指挥部将继续科学引导，全
力保障象群安全，帮助其尽快回归原
栖息地。

4月 16日，该象群从普洱市墨江
县进入玉溪市元江县，之后一路向北
迁移。各级部门不懈努力，通过适量
投食引导、疏堵结合的方法开展助迁
工作，北移象群逐渐南返。根据专家
研判，由于雨季河流涨水，象群无法自
行跨越元江天险，因此采取人工引导
帮助其跨越元江。

大象 了！
云南北移亚洲象群跨过元江 回归适宜栖息地

家回

象群通过老 213 国道元江桥（无
人机照片，8月8日摄）。新华社 发

新华社昆明 8 月 9 日电（记者赵
家淞）云南北移亚洲象群自今年 4 月
离开传统栖息地，一路逛吃到昆明后
南返，于 8 月 8 日晚跨越最大障碍元
江干流，总共走了多远？云南省林草
局局长万勇说，北移亚洲象群迁移
110 多天，迂回行进 1300 多公里。为
确保人象安全，沿途疏散转移群众 15
万多人次。

在 9 日晚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

省级指挥部指挥长、省林草局局长万
勇介绍，2020 年 3 月，北移亚洲象群离
开原栖息地——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2020 年 7 月进入普洱，今
年 4月 16日从普洱市墨江县进入玉溪
市元江县，离开其传统栖息地。

4 月 16 日以来，北移亚洲象群迁
移 110 多天，迂回行进 1300 多公里，途
经玉溪、红河、昆明 3个州市、8个县市
区。8 月 8 日 20 时零 8分，14头北移亚
洲象安全过桥渡过元江干流继续南

返。加上 7月 7日已送返西双版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雄性亚成体独象，北移
的 15头亚洲象全部安全南返。

“象群总体情况平稳，沿途未造成
人、象伤亡，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
范和应急处置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万勇说，这次亚洲象群迁移成为一次科
学之旅、探索之旅、保护之旅，引起国内
外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应对处置野象北移中，云南采取
“盯象、管人、助迁、理赔”八字方针，千

方百计确保人象安全。截至 8月 8日，
全省共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 2.5万多人
次，无人机 973架次，布控应急车辆 1.5
万多台次，疏散转移群众 15万多人次，
投放象食近 180吨。

万勇表示，目前象群虽已安全通过
元江，但相关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
还将持续，直至象群进入普洱市墨江县
适宜栖息地后，转由普洱市、西双版纳
州实施常态化管理。

云南北移象群逛吃1300多公里
逾15万人次疏散 投放象食近180吨

新华社昆明8月9日电（记者
严勇、何春好）在位于云南省普洱
市的云南糯扎渡省级自然保护区，
红外相机近日首次拍摄到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动物印度野牛幼崽活
动的珍贵画面。

这是糯扎渡省级自然保护区
管护局工作人员在整理安放在野
外的红外相机时发现的。画面显
示，一头体型壮硕的成年印度野
牛正穿过一片林子，其后紧跟着
一头毛发呈黄色的幼崽。该保护

区管护局资源保护科科长钱寿文
介绍，红外相机画面显示，7 月 20
日该头母牛臀部有血迹，且警觉
性较高，次日发现了这头小牛，由
此推断幼崽出生日期在 7月 20日
左右。

“我们将对这头幼崽开展长期
跟踪监测，掌握它的成长规律，为
科学有效保护印度野牛提供资
料。”钱寿文说。

据悉，印度野牛栖息于热带、
亚热带原始阔叶林中，为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云南糯扎渡省级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境内印度野牛
的主要栖息地之一，2018年的调查
数据显示，该区域约有 27 头印度
野牛活动。

云南糯扎渡省级自然保护区
管护局局长卢文介绍，目前保护
区已为印度野牛建设了 1000 余
亩食物源基地，主要种植棕叶
芦、玉米等，并在保护区内修建
人工硝塘，满足其对栖息地的要
求。

云南普洱首次拍到印度野牛幼崽

新华社天津8月 9日电
（记者周润健）天文专家介
绍，明亮金星与一弯新月将
于 8月 11日相会，上演“金星
合月”天象。届时如果天气
晴好，我国公众凭借肉眼就
可欣赏到这幕浪漫的“星月
童话”。有条件的公众借助
双筒望远镜或者小型天文望
远镜，还可观赏到呈“月牙
状”的金星约会“弯弯月”的
美妙景象。

中国古代称金星为“太
白”，当它早上出现在东方的
微微晨曦中时，被称为“启明
星”或“晨星”；当它傍晚出现
在西方的落日余晖中时，被
称为“长庚星”或“昏星”。金
星视亮度最亮时可达-4.9
等，亮如宝石。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张
云霞介绍，除太阳外，通常情
况下，月球和金星的视亮度
是整个天空中排名第二位和
第三位的自然天体。当二者
相合时，月球和金星在视觉
上很接近，无论对于观赏还
是摄影都是很有特点的天
象，因此也被天文爱好者们
公认为是行星合月当中最美
的一幕“星月童话”。

8月，金星以“长庚星”的
姿态出现在西方天空，视亮
度达-4等，非常容易辨识。

“11日傍晚时分，农历七

月初四的一弯新月挂在西方
低空，弯弯似小舟。在新月
的左下方不远处，很亮的那
颗星就是金星，两者之间的
角距离大约 3度，相当于六个
满月的直径。由于周围没有
其他特别明亮的天体，这幅
星月争辉的画面清晰度很
高。”张云霞说。

金星属内行星，同月球
一样，也具有周期性的圆缺
变化（相位变化），但由于金
星距离地球比较远，肉眼是
无法看出来的，需要借助双
筒望远镜或者小型天文望远
镜来观测。

“在望远镜的视场里，金
星像小月亮一样，闪闪惹人
爱。”张云霞说。

从今年 7月开始，金星开
始作为“昏星”出现在日落后
的西方低空中，日落时的地
平高度逐日上升，观测条件
有所改善。8月至 9月，金星
的视亮度可达-4 等。10 月
30日，金星迎来东大距，日落
时位于西南方天空，视亮度
可达-4.6 等。12 月 4 日，金
星将迎来最亮时刻。

“从眼下开始一直到年
底，都是观测金星的好时机，
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没有高
大建筑遮挡的空旷之处进行
观测或拍照。”张云霞说。

新华社兰州8月9日电（记者
张文静、郭刚）全国防沙治沙标
兵、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
研究院敦煌戈壁荒漠研究站屈建
军研究员，通过对甘肃省敦煌市鸣
沙山鸣沙现象持续考察基础上，近
日成功发现，在鸣沙山区域内都有
鸣沙群分布，且部分沙山恢复了

“鸣叫”。
屈建军介绍，鸣沙山东起莫高

窟，西至党河口，东西连绵约 40公
里，南北宽约 20公里。“这里的沙
子会唱歌？”对此，他解释，鸣沙又
称为响沙、哨沙或音乐沙，常分布
于沙漠和海滩中，而以沙漠中最为
罕见，被认为是一种神奇的自然现
象，并因此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
但包括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等在
内的我国境内著名鸣沙山先后丧

失发声功能。
经过多年研究，屈建军发现，

敦煌市鸣沙山自然沙粒表面由风
蚀、水蚀等多种因素所形成的多孔
（坑）状结构，构成共鸣腔，借助外
力作用，在运动过程中互相摩擦、
碰撞而产生极微弱的振动声响，经
大量的表面空腔共振放大，从而使
人耳接收到运动沙粒的发声频
谱。但环境污染和人类活动的增
加，导致敦煌市鸣沙山沙粒磨损，
继而产生粉尘等杂质。这些杂质
侵入沙粒表面的孔洞时，因其所产
生的阻尼作用，导致鸣沙共鸣机制
丧失变为“哑沙”。他的这一研究
成果曾于 2019年获得第八届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沙产业大赛二等奖。

屈建军告诉记者，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由于人类活动增多，人

为过度踩滑，给鸣沙山生态保护带
来困难，部分鸣沙也逐渐丧失发声
机制。近年来，当地政府启动了鸣
沙山封禁保护项目，划定了沙化封
禁区，开展封禁保护、植被保育工
程，一定程度上助力了敦煌市鸣沙
山部分沙山恢复“鸣叫”，且形成
了罕见的鸣沙群。

“经过多年科学保护，敦煌市
鸣沙山的部分沙山沙粒得到了淘
洗，沙粒表面被净化，沙粒经过踩
压可恢复往日的‘鸣叫’。”屈建军
建议，宜尽快开展鸣沙资源的科学
考察，通过敦煌鸣沙资源的考察与
评价，精准定位鸣沙沙丘，保护这
一神奇的自然现象，进而为敦煌鸣
沙旅游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提供科学依据。

11日“金星合月”
看“小月亮”约会“弯弯月”

敦煌鸣沙山部分恢复“鸣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