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2020年 11月 9日 星期一
主编 /肖洁 编辑 /许悦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618 E-mail押news＠stimes.cn4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666 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零售价：1.20元年价：238元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发现·进展研究发现气候变暖迫使越冬鸟类搬家

“北漂”鸟“落户”难题待解
■本报见习记者田瑞颖

原本寒风来袭，便是鸟类南归之际，但随
着气候变暖，众多罕见鸟类可能将北迁，面对
这些突然到来的“北漂族”，许多地方还没划
拨相应的“地皮”，人口稠密、工业化等问题将
与鸟类“落户”形成矛盾。

近日，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然保
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团队与
昆明市朱雀鸟类研究所（以下简称朱雀会）主
持的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合作，利用
近 20多年来中国民间观鸟爱好者的观鸟记
录，绘制了包含 1000多种鸟类的高分辨率分
布地图，并模拟了 2070年这些鸟类的预测分
布图。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
馆·综合》。

该研究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博士生胡若
成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是我国类似研究
中，首次使用高精度、大规模的公民科学数据
集来讨论随着气候变暖，未来我国鸟类分布
可能的变化以及保护优先区规划的问题。”

让规划从事后走向事先

研究指出，未来 50年，我国 75%的鸟类
可能扩大分布范围，向中国东北或西北高海
拔地区迁徙。

然而，对于这 75％的鸟类而言，如果未
来适合的栖息地远离保护区或转向较发达地
区，它们将面临更大的生存挑战。因为适宜的
栖息地区可能存在偷猎、非法贸易、城市化和
工业化等威胁。

此外，随着气候变暖，25％的鸟类可能会
面临越冬范围缩小的风险，其中作为濒危物
种代表之一的丹顶鹤，在过去 30年内已经在
东部沿海地区失去了 92%的越冬范围，未来
50年可能失去 94%的越冬范围。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约

国，我国除了要在节能减排等工业领域采取

有效措施外，还要在生态保护方面采取积极
的适应性行动。随着气候变化，鸟类为追寻
最合适的栖息地，分布范围也会随之改变，而
目前建立的保护政策和保护地网络还不能应
对未来的变化。”胡若成说，这项工作及时预
测了鸟类的分布变化，为相关部门开展应对
气候变化的规划提供了证据和建议。

让数据从封闭走向共享

“我国目前有 1400 多种鸟类，以前的
研究往往集中于单个物种或几个物种的行
为或分布区变化模式，没有大尺度和高精
度的模拟。此外，很多物种在被发现后缺乏
持久的跟踪研究，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明星
物种领域，而对其他受威胁物种的关注度
并不够。”胡若成说。
在吕植看来，我国和全球的生物多样性

研究普遍面临数据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
网络和移动设备的发展，观鸟活动在我国迅
速发展，观鸟者可以随时随地记录鸟类情况，
这为开展鸟类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由朱雀会主持的中国观鸟记录中心，可

以为全国鸟类分布和迁徙规律的研究提供数
据支持，为鸟类学家和公民提供共同开展鸟
类保育研究活动的平台。”朱雀会理事韦铭
表示，观鸟爱好者的人数和观测频次、观测范
围较之科研人员更有优势，此外，公民科学数
据集还具有空间、地理纬度的持续性。

为此，吕植团队联合中国观鸟记录中心，
使用了近 20年来爱鸟人士收集的 1000多种
鸟类数据。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是采用公民科学数据

集的重点和难点。“业余观鸟者的数据来源比
较复杂，从高水平的资深爱好者到入门者都是
平台数据的提供者。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
可靠性，一方面数据平台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

了后台大数据智能清洗系统；另一方面通过建
立稳定资深的观鸟志愿者团队，对数据的 AI
清洗结果结合人工复核，为研究提供更海量可
靠的信息。”韦铭表示。
“除了通过多重机制来保证原始记录的

可靠性外，我们还通过空间稀疏化的方法和
抽样方法，尽量拉平物种分布点的均匀性，减
少统计学错误。”胡若成表示。

实际上，吕植团队从 2018年就开始该研
究的整理工作，他们采用了最大熵模型的模
拟方法，对模型所选用的环境变量进行了两
次选择，尽可能保持小样本和大样本较好的
一致性和模拟度。
“此外，为了给同行和政府机构提供直接

的可视化结果，我们还利用空间生物地理学，
绘制了一套迄今我国最高精度和准确度的鸟
类栖息地分布图及规划建议地图，为我国适
应未来气候变化场景下如何为鸟类设置保护
地提供了依据。”胡若成表示。

让保护从单一走向多元

“我们通过应用保护地规划的模型并设
置权重参数，提出了未来鸟类保护地设置的
建议。”胡若成说，总体而言，研究发现三江
源、祁连山等地已存在的保护区能够满足一

部分鸟类分布变化后的保护需求，但长三角
等人口产业密集地区，建立保护区则面临更
大的挑战。

吕植指出，为最大限度平衡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人类发展，可以设置除严格意义上的
自然保护区外的其他保护类型，例如在农田、
村落、校园、城市绿地以及少数民族的神山圣
湖等地区设立自然保护小区，提供鼓励机制，
由当地居民进行保护。此外，我国的生态红线
也应该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
“在严格保护区外设立自然保护小区

进行保护，便于简化行政手续，人口不必迁
出，不但对现有人群的生活影响小，而且实
施成本低，还能提升当地社区的自然保护
意识并带动生态旅游等生态友好产业的发
展，其效益还可以反哺自然保护。”胡若成
说，“以北京大学为例，这个几万人生活的
校园已记录到 220 多种鸟类，北京大学为
此建立了自然保护小区，学生们自发地对
鸟类进行保护。”

在胡若成看来，鸟类保护不只是科研人
员的事情，也是政策制定者、企业、公民等共
同的责任。为此，研究团队公开了数据代码、
数据图层等，呼吁全民参与到自然保护中。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黑碳气溶胶及二氧化碳
增加亚洲季风区降水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近日，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副研
究员解小宁等利用降水变化的驱动和响应模式比对计划
（PDRMIP）框架下的 9个全球海—气耦合模式试验结果，研
究了 10倍黑碳气溶胶和 2倍二氧化碳对亚洲夏季风和降水
的影响，对比分析了黑碳与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引起的区域气
候环境效应的异同。相关成果发表于《大气化学与物理学》。

黑碳气溶胶作为大气溶胶的重要组分，主要产生于化
石燃料和生物质燃料燃烧过程。近年来人口增长和经济发
展使亚洲成为世界上黑碳排放的主要源区。

该研究中，PDRMIP多模式集成结果显示，黑碳气溶胶
和二氧化碳都可以显著增加亚洲季风区夏季有效降水量，
分别增加 13.6%以及 12.1%。但是，黑碳气溶胶引起的有效降
水量增加在不同模式间存在着更大的差异。水汽收支分析
显示，黑碳气溶胶引起的亚洲季风区有效降水量增加主要
是加强的季风环流引起的动力项增加，而二氧化碳引起的
有效降水量增加则是水汽相关的热力项增加。

从大气环流角度看，黑碳气溶胶引起的大气低层季风
环流以及向上垂直风速有更加明显的增加，同时伴随着大
气高层西风急流轴显著性北移；而二氧化碳引起季风环流
以及西风急流轴的变化则不显著。

研究人员认为，黑碳气溶胶及二氧化碳引起亚洲夏季
风变化的机制差异主要来源于不同强迫引起的温度反馈。
黑碳气溶胶的增加直接加热中纬度对流层上层大气，增加
高层南北海陆热力梯度，加强季风系统动力环流；而二氧化
碳主要加热赤道对流层上层大气，使得高层海陆梯度明显
减小，抑制季风系统动力的发展。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找到电子动力学触发
地球磁尾磁场重联证据

本报讯（通讯员桂运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
国科大）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陆全明、王荣生
团队与欧美多位科学家合作，结合磁层多尺度卫星高分辨率观
测资料和数值模拟，找到了电子动力学触发地球磁尾磁场重联
的证据。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磁场重联是等离子体中的一种基本物理过程。在磁场
重联过程中，磁能会爆发式地释放、转化为等离子体的动能
和热能。日地空间环境中许多爆发式能量释放事件，如太阳
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都是由磁场重联所导致。地球磁尾发
生的磁场重联，其触发时间只有几秒到几十秒，卫星一般很
难直接探测到触发阶段的粒子动力学行为。因此，磁场重联
触发机制的研究主要来源于理论和数值模拟。

依据理论和数值模拟的研究，地球磁尾的磁场重联触
发有两种可能的机制，即强驱动环境中电子动力学触发磁
场重联和离子动力学驱动磁场重联。关于这两种机制的争
论，持续了半个世纪。

中国科大联合研究团队结合高时间分辨率卫星数据和
数值模拟，发现了地球磁尾位型下的磁场重联触发过程起
始于小尺度的电子尺度区域的证据，其由该区域内电子动
力学行为主导，并导致了进一步的爆发式能量释放过程。

这项成果为研究地球磁尾磁场重联触发问题提供了新
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浙江大学

设计药物“运载火箭”
治疗急性肾损伤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近日，《科学进展》刊发浙江大学药
学院教授杜永忠团队最新成果。研究小组经过近两年的攻关，
设计出一款精准“带货”、有效释放、高浓度分布、长期滞留的急
性肾损伤靶向治疗药物，为临床转化提供了基础研究。

急性肾损伤是由多种侵袭因素造成肾功能在短期内急
性减退的临床综合征，其发病迅猛，死亡率高。

肾小管上皮细胞是急性肾损伤最为重要的受损靶细胞。
研究表明，急性肾损伤发生时，肾小管上皮细胞中活性氧会异
常升高，引发线粒体损伤，进而导致细胞凋亡，这一系列的连锁
反应导致肾功能损伤。但是，传统的抗氧化治疗不能精准抵达
肾小管上皮细胞，即便到达，药物很快会被排出，无法形成高浓
度覆盖进而保护受损的线粒体、停止连锁破坏。

为此，杜永忠课题组创新地设计了一个药物“运载火箭”，
将能够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线粒体发生氧化反应的抗氧化剂
SS31药物精准送达，产生效用。SS31是治疗老年性线粒体疾
病、心肌梗死的临床试验中的新药，其在肾小管上皮细胞中能
够高浓度停留，通过保护线粒体进而遏制细胞凋零。
“我们设计了由两级推进系统和有效载荷组成的‘运载火

箭’来完成运输功能。”杜永忠介绍的这个新型结构，第一级推
进系统利用正电性的低分子量壳聚糖将药物靶向到肾脏，二级
推进系统通过丝氨酸与急性肾损伤肾小管过表达的肾损伤分
子—1（Kim-1）的相互作用靶向到肾小管上皮细胞。
“运载火箭到达肾小管后，会与遍布其中的活性氧发生反

应，进而释放 SS31药物，实现‘星箭分离’。”杜永忠介绍，相比
SS31原药，这一运输药物模式在肾脏中的分布提高了 3倍，显
著提高了治疗效果，减轻了损伤肾脏的氧化应激、炎症和细胞
凋亡，是急性肾损伤治疗中一种有效的给药系统。

相关论文信息：

我国自然岸线 80年缩减过半，专家指出

海岸工程应摒弃钢筋混凝土思路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如楠）近日，在 2020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海岸湾区生态环境保
护及修复”分论坛上，与会专家提出，改变用
钢筋、混凝土构筑海岸工程的传统思路，建
设生态堤坝，既能起到防灾减灾的作用，又
有助于海岸湾区环境保护与修复。

世界范围内，至少有 70%的海岸线处于
被侵蚀状态。我国自然岸线比例也由 20世纪
40年代的 80%缩减到如今的 35%，岸线正加
速人工化并向海扩张。
“这其中，有海平面上升、海洋水动力增

强、泥沙来源减少等自然原因，也有大量开采

滩沙、破坏珊瑚礁、砍伐红树林和不当的海岸
工程建设等人为原因。”交通运输部天津水
运工程科学研究院海洋水动力研究中心主任
陈汉宝说。
对于海岸湾区的生态修复，世界各国相关

组织提出了不同的防护理念。而天津水运工程
科学研究院试图通过生态优先的评价体系，利
用新材料、新技术进行实践和应用。
陈汉宝介绍，广东惠州生态护岸便是其中

一个典型案例。随着海平面上升、波浪增强，当
地政府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建立能抵抗 200年
一遇海浪的海堤。“由于滨海地区是工业聚集

区，护岸不能加高；用海边界是固定的，又不能
加宽。局限性较大。”陈汉宝说。

经过反复实验模拟后，天津水运工程
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提出建设“绿色缓
冲带”，即在滨海地区种植了根系发达、生
长茂密的草和灌木植被，形成缓冲作用，减
小越浪对后方工业区的影响。“这并非机械
地在滨海地区种草种树，植被选择、种植面
积、根系固定能力、与当地生态的兼容性等
都需要前期调查和模拟实验来测算。”陈汉
宝表示。

他指出，当前对于生态堤坝的研究尚

在起步阶段，仍面临许多挑战。“进行此类
模拟实验时，德国是先把海草种好，搬到实
验室去做，美国干脆把实验装置搬到了户
外海滨，拟合效果都比较好。而我们目前采
用的是塑料草，在模拟技术和方法上与发
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分论坛上，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生态工程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蔡宴朋介绍，“传统海岸工程
主要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硬结构防波堤、堤坝
等构成，这类结构能够保护近海城市的安全，
降低洪水发生风险，却没有考虑到近海人类活
动引起的生态破坏问题。因此，生态堤坝建设
具有前瞻性和必要性。”

陈汉宝告诉《中国科学报》：“德国汉诺威
大学模拟和推广种植的一种滨海植物，不仅
能起到缓冲减浪、防灾减灾的作用，其花朵能
吸引当地蜜蜂，最终可以帮助当地提高农作
物的产量。未来，随着用海与生态保护理念
的推行、环境保护及修复技术的提高，希望我
们也能实现‘一举多得’。”

河北省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里成群的遗鸥在水边栖息。 韩建国摄

11月 7日，在海南省
文昌市淇水湾附近海滩，
志愿者将海龟放归大海。

当日，第六届南海海
龟保护放归公益活动在海
南省文昌市淇水湾附近海
滩举行，19 只海龟被放归
大海。据了解，本次放归的
19只海龟，分别来自执法
机关罚没和误捕搁浅救
助，均已经过专业机构妥
善救治和野化训练，具备
野外生存能力。

新华社记者郭程摄

2020中国自动化大会开幕

本报讯 11 月 7 日，2020 中国自动化大
会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自主智能
创享未来”，由中国自动化学会主办，同济大
学、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承办，吸
引了来自国内自动化领域的近 3000 名科技
工作者参加线下大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
郑南宁表示，本届大会紧扣国家重大需求和时
代发展脉搏，旨在为自动化与人工智能领域的
专家学者、工程师、创业者和管理者提供一个
充分交流、展望未来发展的高端对话平台。

本届大会邀请了 20余位院士、近百位院 /
校长等出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无人系统”
“机器人与智能系统”等 13个专题论坛展开
讨论。大会在传统线下会议的基础上，还在线
上组织了“智能导航与控制系统”等 15个卫
星会议。 （黄辛卜叶）

简讯

陕西省黄河研究院揭牌成立

本报讯 11月 5日，陕西省黄河研究院成
立大会暨首届黄河论坛启动仪式在西北大学
举行。10位院士领衔的 40余位专家学者线
上或线下参会，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建言献策。

据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陕西省黄河研
究院院长刘彦随介绍，该院将致力于黄河流域
人地系统耦合与高质量发展、黄河文化保护与
传承等研究和科学治理实践，形成高质量研究
成果，为国家及地方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
考，建成服务支撑国家及相关省市黄河流域战
略规划和科学决策的理论研究高地、模式示范
基地、重要智库与交流平台。 （张行勇）

上海首个区域型技术转移办公室平台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方）近日，在“2020 浦

江创新论坛暨全球技术转移大会”上，上
海·徐汇“区域型 TTO（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即技术转移办公室）”平台举行了启
动仪式。

据介绍，这是上海首个“区域型 TTO”
平台，以“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为运营
宗旨，建立一套“成果入驻—收益分配—多
元融资—成果落地”闭环式运营机制，探索

打通硬核科研成果与商业化推广之间的壁
垒，加速成果产业化进程。

来自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上海交通大
学、上海大学的 3个优秀项目在“区域型
TTO”平台首发，亮相全球技术转移大会，
进行了项目发布和产品展示。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基于 VR技
术的孤独症谱系障碍训练系统”成果转化
项目在“区域型 TTO”平台运营团队前期

10个月的方案设计、企业筛选、合作谈判等
持续推进下，已经与相关人工智能企业共
同开发出样机。未来将为患儿提供更多真
实的交互式训练场景，提升康复效果。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的“便
携式人体自发荧光成像仪”“自发荧光模式技
术”，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的下肢
康复智能机器人 iReGo，也得到了十几家康
复机构、近 10家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