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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10 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
部近日启动了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力
争用 1 年半的时间完成地下水超采区及地下水开
发利用临界区划定，督促各省份明确地下水禁采
区、限采区。

水利部启动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目的是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严格地下水管理与保护，逐步
削减地下水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划定以 2020 年
作为现状水平年，将平原区地下水含水层组、地
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山丘区纳入划定范围，
在 广 泛 收 集 分 析 地 下 水 水 位 、地 下 水 开 发 利 用
量、地下水开采引发的生态与地质环境问题等基
础上，研究划定地下水超采区、地下水开发利用
临界区。

据介绍，这次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拟根据超
采区地下水开采系数、地下水水位下降速率、地
下水开采引发问题程度，将超采区划分为一般超
采 区 、严 重 超 采 区 ；根 据 超 采 区 面 积 大 小 ，将 超
采区划分为特大型地下水超采区、大型地下水超
采 区 、中 型 地 下 水 超 采 区 、小 型 地 下 水 超 采 区 ；
根据地下水超采区所在地市级及以上行政区名
称 和 超 采 区 分 级 、分 类 、序 号 ，对 各 地 下 水 超 采
区进行命名。

我国启动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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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发现：

生态保护助力敦煌鸣沙山恢复“鸣叫”

据新华社电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9 日发布称，
2021 年 7 月，北京市 PM2.5 月均浓度 16 微克/立方
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历史最优，7 月全月的
优良天数 26 天，优良天数比率 83.9%，在历年 7 月
份 中 首 次 突 破 80%。 这 也 是 继 今 年 5 月 的 20 微
克/立方米、6 月的 18 微克/立方米后，连续第三个
月刷新单月历史最低纪录。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除 PM2.5 外，今
年 7 月，其他三项主要大气污染物 PM10、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的月均浓度分别为 32 微克/立方米、
2 微克/立方米、14 微克/立方米，均为有监测记录
以来单月最低值，臭氧污染也明显改善。此外，
2021 年 1 月至 7 月，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 37 微
克/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最优水平。

据介绍，今年以来 ，北 京 市 聚 焦 移 动 源 、挥
发 性 有 机 物（VOCs）、扬 尘 等 重 点领域，持续深
入开展“一微克”行动，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

移动源治理方面持续升级，今年北京市发布
了“京 6B”车用汽柴油标准，加严汽油烯烃、柴油
多 环 芳 烃 等 成 分 限 值 ，从 源 头 促 使 机 动 车 颗 粒
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氮氧化物（NOx）等污
染物减排 10%至 30%。

在持续开展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方面，
北京市严把源头关，利用科技溯源监管，对全市
34 个重点产业园区、集聚区完成两轮挥发性有机
物（VOCs）浓度走航监测，建立“监测-通报-溯源
整改提升”闭环监管机制。

在 精 细 化 治 理 扬 尘 污 染 上 ，北 京 市 推 行 搅
拌 站 绿 色 生 产 ，全 市 在 产 的 100 家 混 凝 土 搅 拌
站 全 部 安 装 视 频 监 控 设 备 ，完 成 密 闭 化 改 造
78 个 ，在 朝 阳 区 试 点 新 能 源 混 凝 土 搅 拌 车 ，通
过“ 公 转 铁 ”绿 色 运 输 砂 石 63.5 万 吨 、水 泥 27.3
万 吨 。

北京PM2.5月均浓度
连续三个月创单月历史最优

暮色苍茫，元江奔腾。14 头亚洲象缓缓
从老 213 国道元江桥上走过，消失在元江南
岸的丛林中……

8 日 20 时许，十多公里外的云南北移亚
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元江县现场指挥部。当
无人机监测亚洲象群成功跨越元江的实时画
面传回时，现场工作人员情不自禁地爆发出
一阵欢呼。

跨过元江向南走，意味着一度北移近
500 公里的象群跨越了南归的最大障碍，栖
息地适宜性将大幅提升。

为了让这群亚洲象平安回归适宜栖息
地，为了人象平安，无数人夜以继日、默默无
闻地付出，为象群保驾护航，“象”往之路成为
最美的风景。

元江县初现象踪
日历翻回到今年 4月 16日。玉溪市元江

县，与普洱市墨江县相邻的一座山头上，突然
出现 17头巨兽。

“大象来了！”这是有记录以来新的大象
活动分布区域。虽然此前象群已在两县交界
处逗留了一阵子，但元江县的老百姓从未在
本地见过野象。

大象从哪里来？遇到大象怎么办呢？公
众一时紧张起来，有关部门和地方也紧急加
强监测。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
陆生脊椎动物。这群“陆地巨无霸”2020 年 3
月就开始拖家带口，离开“老家”西双版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逐渐北移至普洱市思茅区、
宁洱县区域活动。

实际上，种群扩散已成为当前亚洲象分
布动态变化的总趋势。通过多年的保护，野
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150 头左右增长至目前的 300 多头。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亚洲象仅分布于西双版纳和南
滚河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 2020 年底，
亚洲象长期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云南省 3个
州市 11个县（市、区）、55个乡镇。

不少专家担心，象群持续往北远离适宜
栖息地，一旦气温变冷或极端变化，可能危及
象群安全。象群的大范围扩张迁移，也会给
保护工作、防止人象冲突带来困难。

“正是考虑到象群离开适宜栖息地后越
往北移，对人、象风险越大，我们一路上都在
努力让象群南返。”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
心主任陈飞说，4 月中旬得知大象进入元江
县后，他和云南省林草局有关负责人等迅速
赶往元江县，把情况上报后，紧急成立各级指
挥部，开始实时对象群监测预警，随时准备对
象群活动范围内的群众进行疏导。

国家林草局也很快派出专家组，并成立北
移大象处置工作指导组，蹲守云南开展工作。

4 月 24 日，有两头大象从元江县自行离
群回到普洱市。

但 5月 11日，象群渡过元江一路北移，形
势更加紧张。

这场罕见的亚洲象长距离北移，注定是
对野生动物保护理念、管理水平、人文素养等
方面的一次全方位重大考验。

“大象到我们这里啦！”
象群一路向北游走，公众的担心也在增

加：大象能适应吗？会不会与人冲突呢？但
接下来的一幕幕，让人们的心放下了——

在昆明市晋宁区夕阳彝族乡高粱地村，
听说大象快到村里了，49 岁的村民唐正芳兴
奋得像个孩子：“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大象。”
他担心大象吃不饱，主动联系了乡政府，捐出
自家种植的玉米投喂大象。

在玉溪，对于被象群吃掉的庄稼，村民表
示：“大象贪吃点儿没事儿，它想吃就吃。我
们的庄稼被吃掉了明年可以长，大象如果饿
坏了就没有了。”

在红河，为了不惊扰象群，人们庆祝传统
节日时，不搞庆典，不点火祈福，转而通过粘
贴吉“象”标语、绘出心中吉“象”等方式表达
对亚洲象的关爱。

沿途企业在亚洲象经过时，关灯停产，保
持静默……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亚洲象北移途中
的一幕幕感人情景，温暖了全球，成为中国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范例。

不仅没有发生人象冲突，这群象还“自
带流量”刷爆网络，一时间成为出圈的“网
红象”。

聪明的大象“刷屏”了。在一个农庄
里，大象竟然用鼻子拧开了水龙头，然
后排队喝水。

友爱的大象也很快传遍世界。大
象家族休息时，总有几只大象在站岗
守卫。

温情的大象触动人们的内心。旅
途漫漫，小象累了，无人机拍下了它窝
在象妈妈身边酣睡的时刻。

在绿水青山之间，象群所到之
处，百姓悄然避让。对象群踩踏
作物、偷吃玉米、破坏房屋等行
为，无论是亲历的村民还是围
观的网民，大家都对大象保持
了极大的爱护与宽容，绘就了
一幅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
的美好画卷。

象群终于南返了！
大象的北移之路，终于

有了新动向——6 月 17 日
21 时 48 分，象群进入玉溪
市峨山彝族自治县辖区，
向西偏北方向迁移 13.5
公里，在峨山县大龙潭

乡附近活动。专家初步研
判，象群呈现南返趋势。

得知这个消息后，参与
大象助迁工作的人都长舒了
一口气。

“亚洲象作为一种巨兽，受
惊吓后极有可能对人类发动攻
击，对象群通常采用的方法是柔
性疏堵、投食引导。”云南大学生态
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介绍，这种
操作其实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

他解释说，由于大象的活动空
间多数时候是野外自然环境，上山、
下河的时候很难全方位围堵，“有时
候突然赶上大雨天，为了保障山上的
象群安全，还要为它们开辟新路”。象
群吃完投喂食物，偏离既定路线也是正
常情况，应对这种情况也唯有更多一些
耐心。

指挥部多次成功阻止象群进入人群密
集区域，并帮助象群折返迁移。“象群呈现南返
势头，虽然是气候变化、自身选择等多种因素
的综合结果，但助迁团队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
不遗余力地日夜监测、科学引导也发挥了重要
推动作用。”陈明勇说。

虽然象群显现初步的南返势头，但不确
定因素仍然很多。比如象群随时都有变换路
线的可能，具体路径还需要进一步研判；再比
如，象群南归需要过元江，元江 7月份后就进
入丰水期，水流量的剧增成为象群南归的巨
大障碍。

只要象群一天没有过元江南返，助迁工
作就一刻也不能放松！

大象们不会知道，有太多的人为它们一
路守护。

受领亚洲象监测任务之前，云南省森林
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分队队长杨翔
宇和队员们大多从事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应急
救援工作。连续70多天象群监测下来，杨翔宇
带领监测队员转场 3州市 8县 20多个乡镇，机
动近 1200公里，无人机飞行 2200余公里，标绘
200多份地图，指导紧急疏散群众370余次。

“监测是做好大象处置工作的基础，我们
一刻都不敢懈怠。”杨翔宇说，刚来的时候分
队才 10个人，每天 24小时持续不间断搜寻监
测，最多在大象白天睡觉的时候能休息三四
个小时，一个月下来瘦了 10多斤。

截至 8月 8日，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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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6 日，1 头公象离开象群开始单独行
动，助迁团队监测、决策等人手不得不兵分两
路。自从离群后，这头公象反复进入人群密
集区域，为了防止人象冲突造成公共安全风
险，指挥部 7月 7日紧急启动捕捉转移应急管
控方案，将独象短暂麻醉，连夜安全转移至西
双版纳。

象群终于一路走到元江附近了。随着雨
季到来，元江 7月、8月平均水流量达到 120立
方米每秒，最高水流量达628立方米每秒。

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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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象”往之路成为和谐家园
象群跨过元江到达适宜栖息地，是否会

回归原栖息地西双版纳？随着象群种群繁
衍，是否会再度大范围迁移？

北移亚洲象群专家组成员、云南西双版
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工程师沈庆
仲解释说：“对于这 14头大象来说，能返回原
本栖息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最好。如果不
能返回，象群回归普洱市或者西双版纳州之
后，我们会按照‘人象平安’的总体要求，依托
原栖息地已经建立的预警防范体系，做好持
续跟踪监测，保障象群在适宜区域内自由活
动。”

由于亚洲象的迁移习性，随着云南亚洲
象种群数量的快速增长，迁移扩散不可避免。

“就现阶段而言，应当迅速构建完善的监测
防控体系，运用合适的技术手段对亚洲象活动
进行有效管控，尽量将象群活动范围控制在适
宜栖息地区域，避免亚洲象大规模迁移扩散。”中
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教授级高工严旬说。

下一步，张志忠说，国家林草局和云南省
将加快推进亚洲象国家公园创建，着力加强
栖息地保护和恢复，持续提升栖息地质量；加
大调查监测、容纳量科学评估、种群间基因交
流以及解决人象冲突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强
化监测预警、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体系建设，
全力以赴促进人象和谐。

“此次云南亚洲象北移事件，是一次人与
大型野生动物的生动交流。我们从中看到多
年来的保护成效，也感受到人类对大型野生
动物生活繁衍习惯的专业研究有待进一步提
高。”张志忠表示，未来将继续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引，立足生物多样性保护，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之路。

我们期待，所有的“象”往之路都是更美
的家园。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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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亚洲象群北移南云南亚洲象群北移南归纪实归纪实

图④：8 月 9 日在云
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境
内拍摄的象群（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图⑤：8 月 9 日，在云南
省玉溪市元江县，小象在成
年 大 象 的 帮 助 下 爬 坡 。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图⑥：8 月 9 日，象群在云
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境内的丛
林中觅食。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图②：8 月 9 日，象群
在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
境内的一处高速路桥下
短暂停留。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图①：5月 28日在云南省
玉溪市峨山县境内拍摄的象
群（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图③：8 月 9 日，
象群穿过云南省玉
溪市元江县境内的
丛林。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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