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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鸟频频“下黑手”
不文明行为屡见不鲜

早在 2018 年冬季，在北京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一些“拍鸟”爱好者的行
为就引发不小的争议。

为了拍鸟，有人在固定好相机后，
拿出一截碗口粗的树枝和一大罐葡萄
干，放在河边。树枝是他们用来拍鸟
的“道具”，拍摄者在树枝的分叉上绑
了一个马蜂窝，将葡萄干放到马蜂窝
里引诱红嘴蓝鹊过来。不到 10 分钟，
便有五六只红嘴蓝鹊飞来抢食树枝上
的葡萄干，拍鸟爱好者们立即按下相
机快门抓拍飞来的红嘴蓝鹊。

同样在冬季，在北京市昌平北六
环附近长江街北侧的一片空地上，有
20 多名摄影爱好者 架 着“ 长 枪 短 炮 ”
对 着 一 根 木 桩 ，而 在 木 桩 上 ，正 躺
着 一 只 已 被 冻 僵 的 小 白 鼠 ，它 被 作
为诱饵，引诱附近一只珍贵候鸟毛脚
鵟前来扑食。

媒体采访了“让候鸟飞”公益项目
志愿者谷轩，他表示，自己在此实地探
访了好几天，“每天从早上一直到太阳
落山，都有人在这里拍摄。”为了制止
这样不文明的行为，他同“拍鸟”的大
爷们产生过争执，甚至报警，但是因为
在拍摄中并没有伤害野生动物的行
为，森林公安也只能说服教育。

不文明拍摄行为屡见不鲜。在北
京市门头沟的大山里，有拍摄者为了
能够近距离拍摄到红翅旋壁雀的魅
影，故意给小鸟搭建了两个“戏台子”，
上面用铁丝、大头针等固定好面包虫，
引诱鸟类来吃。

在北京大兴南海子公园里，有摄
影爱好者为了在白天拍摄到昼伏夜出
的长耳鸮睁眼的照片，不停地踹鸟儿
栖息的大树，甚至用扔饮料瓶、打弹弓
的方式惊扰它们。也有的人想在低一
些的树杈上拴上小鸟，引诱长耳鸮飞
下来捕食。

爱鸟人士发现，还有人为了拍摄
鸟儿起飞的样子，故意惊吓鸟，有时候
还会打扰到鸟儿育雏。

人为干扰鸟的生活
看似事小实则“影响很大”

“不要为了一件美的事情，而去破
坏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摄影家协
会会员、摄影爱好者张正乾看来，大自

然有着天然不加修饰的美，野生动物
同样如此，应该保留它们最真实的姿
态，而不要人为地干涉。

张正乾向记者描述，自己有着多
年戍守边防的经历，对野生动物有着
独特的感情。在自己的业余摄影生涯
中，为了拍好一张照片，不仅需要长久
的 等 待 ，还 需 要 保 持 一 颗 敬 畏 自 然
的心。

在一次拍鸟的过程中，他几次走
到跟前，又几次退后，只是为了不打扰
鸟妈妈喂食雏鸟。“等待也是值得的。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则故事，也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证。”

正因为拥有着爱护动物、守护自
然的信念，与张正乾一样的人们才会
对 不 文 明 的 拍 摄 行 为 更 加“ 深 恶 痛
绝”。

而在鸟类专家看来，人为干扰鸟的
拍摄行为，造成的后果可“没那么简单”。

专家指出，诱拍投喂的食物与鸟
类在野外正常觅食的营养结构不同，
野生鸟类在野外虽然也会捡食少量水
果干作为食物，但诱拍所用的水果干
糖分过高，长期投喂则会对鸟类的健
康造成影响。

此外，长期投喂和近距离拍摄会
改变鸟类的动物行为，对鸟类的生活
习性产生干扰，时间久了鸟类会对人
类的投食产生依赖感，变得不怕人，不
会去野外主动觅食。对于一些迁徙的
鸟类而言，如果看到某一地区食物充
裕 ，便 可 能 会 长 期 停 留 ，因 此 错 过
迁徙。

谷轩也表示，他很理解一些摄影
师，为了拍摄一张好的猛禽捕食照片
而架着相机蹲守一天。但是如果为了
拍照而不顾猛禽的习性，进行这种诱
拍就不太合适了。“现在人工驯养的野
生动物在放回大自然的时候，很难适
应，就是因为人为干预过多。如果为
了拍到一张好照片就这么投喂，让这
些猛禽过度依赖于人，它们自己的捕
食能力也会慢慢降低，这对它们是非
常不利的。”

专家建议，摄影爱好者拍鸟是其
兴趣爱好，但应注意要文明拍摄，并自
觉遵守自然规律，不要为了一己私欲
而去干扰鸟类的正常生活。

“我们也呼吁大家文明拍摄，这样
拍摄出来的照片才有意义。”谷轩说。

此摄影非彼摄影
与动物“保持距离”也是种美

正如 BBC 自然纪录片制片人大

卫·爱登堡爵士曾说：“伟大的自然影
像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刻骨铭心
的 。 它 们 可 以 成 为 美 丽 、奇 迹和快
乐的深厚源泉……这些影像告诉我们
如何感受和对待自然。”

如今，喜欢摄影的人越来越多，拍
摄野生动物的人群也越来越广。那
么，究竟如何将自然真实的美好生态
融入拍摄中？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熟
悉又有点陌生的字眼——生态摄影。

生态摄影，顾名思义，就是以自然
界的生物，包括各类动物和植物为拍
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摄影创作。生
态摄影涉及的范围很广，从植物到鸟
类、昆虫以及成群的野生动物写真。
生态摄影用一幅幅动人心弦的影像带
我们重回现场，透过照片，仿佛那些充
满灵性的动植物就在眼前。

而涉足这一领域，除了必须熟练
掌握摄影技术之外，还需要具备自然
专业知识。例如，拍鸟的人要熟知野
鸟的生态习性，喜欢拍蝴蝶的人得清
楚蝴蝶的生态特征，酷爱兰花者得了
解各种兰类植物的生长习性与栖地。

就在不久前，台湾自然教育专家
徐仁修专门撰文谈及生态摄影，他指
出，很多摄影师为了得到唯美的影像，
不在乎采用什么方式，例如摆拍、制造
假雨水，甚至把不会反抗的小树蛙等
动物挂在丝瓜卷藤上。

“这样拍到的影像当然很唯美，但
在自然世界里不会出现这样不自然的
景象，而得到那张美丽的照片，代价可
能是弄死一只小鸟。”

“生态摄影与艺术摄影不一样，生
态摄影的第一要求是真实。”持同样观
点的蒋志刚博士在 40 余年野生动物
野外研究考察生涯中，一直与相机相
伴，他用镜头记录下了自己的研究对
象和自然风光。他分享说，野生动物
存在一个感觉安全的空间，称为“恐惧
圈”。野生动物会自动与人类保持一
定的安全距离。当你接近或进入一只
野生动物“恐惧圈”时，尽管我们只是
想给它照一张照片，但它还是感到害
怕，感到受到威胁。

该如何正确地拍摄野生动物？蒋
志刚博士的经验是，在拍摄野生动物
时，应穿迷彩服，或者是颜色接近环境
背景的衣服；在拍摄野生动物时，从下
风弯腰接近拍摄对象，不要站在高处，
慢慢运动，接近动物，不要突然运动，
惊吓动物；在接近动物的同时，将照相
机的长焦镜头拉到最大焦距，不时从
取景框里观察拍摄对象的大小。

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与这蓝色星
球上的其他生命和谐相处，不妨就从
镜头里的“不打扰”做起。

拍摄野生鸟类的准则是：鸟类的
利益高于摄影。

■学会观察鸟类的行为举止。缓
慢地分段、逐渐接近鸟类，随时密切观
察鸟类，如发现鸟类出现防御状态，或
者准备飞走，应停止接近或立刻后退。

■等候鸟类的自然行为再进行拍
摄。不要为了拍摄“飞版”而驱赶鸟。

■不要利用鸟的天性。比如拿雏
鸟当道具以获取“好”的拍摄背景。

■避免使用闪光灯。对于夜间活
动的鸟类，闪光灯有可能会暂时影响
到它们的捕食能力。

■禁止使用飞行器在鸟巢上方拍
摄。飞行器的出现会引起亲鸟和雏鸟
紧张，甚至伤害到它们。

■禁止投食拍摄或使用活物诱拍
猛禽。这会改变动物的捕食习性，或因
诱饵本身的健康状况问题，影响捕食猛
禽的健康。

■禁止使用声诱。尤其对濒危鸟
种或者筑巢地范围内的鸟严禁使用
声诱。

■不参与棚拍。棚拍不属野生鸟
类摄影范畴。

■与鸟巢保持适当拍摄距离。建
议使用 500mm 焦段以上的远摄镜头，
并在掩体中完成拍摄。

■不要移动、剪切鸟巢周围的任
何物体。因为这些都有可能是鸟儿用
来伪装隐蔽巢穴的。

■依法拍摄。例如，拍摄国家重
点保护的濒危珍稀鸟种巢穴，需要得
到相关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许可。进
入自然保护区需要取得相关管理部门
的许可。

■制止不文明拍摄行为。摄影师
之间应彼此尊重，互相监督。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2019 生态环境公众科学活动正在
各地火热进行，从 2019 年科技活动
周至六五环境日期间，将有 133 场
活动在 29 个省（市、区）组织开展，
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
识，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这些活动的参与单位主要有生
态环境部直属单位、国家环保科普
基地和具备活动条件的生态环境科
研院所、环境监测中心（站）、高等院
校等。活动面向 对 象 既 有 城 镇 社
区居民，也有大中小学生，主要类
型 包 括 生 态 环 境 公 众 开 放 活 动 、

生 态 环 境 讲 解 员 活 动 等 。活动形
式主要有开放参观、讲解竞赛、展览
讲座、科普宣传、互动体验等，内容
通俗易懂、互动性强。如重庆园博
园结合自身特色，既有面向全市中
小学生免费开放的环保科普之旅，
也有直接与公众面对面的专家讲
座，同时为展示园博园美景，还特地
邀请专业水上蛙人表演团队进行表
演等。

感兴趣的公众可登录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网站查询相关活动备案信
息，也可登录各地网站了解更多详
细内容。

本报记者王璟太原报道 山西
省首个自然教育基地——原素自然
教育基地，日前在晋中市官道巷民俗
文化小镇揭牌。当天，来自晋中市的
上百名中小学生在基地上了一堂生动
的自然教育实践课。

“植物生长过程有 4 个阶段：种
子、发芽、开花、结果，我们大家围成
一个圈，两两猜拳，赢了的人就可以
顺利过度到下一个阶段……”活动
一开始，基地负责人张莉就带着孩
子们在户外做起了游戏。游戏结束
时，有些孩子已经“结果”，而有些孩
子还是一颗“种子”。

孩子们对植物生长的 4 个阶段
有了初步的认识，在随后的抢答环
节，争先恐后地就“为什么有些植物
没有破土”给出自己的答案，如可能
没有足够的水，种子本身就是坏的，
没有阳光……在老师的引导下，孩
子们描述参观环节发现的各种不环

保现象，并开动脑筋，用水彩笔绘出
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其主题包括保
护水资源、保护动物、节约粮食等。

除此之外，这个基地还设有陶
笛、沙画、面皮、手工编织、染布、茶
艺等多家体验店，供孩子们现场体
验、操作。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寓
生态教育于游戏娱乐之中，让少年
儿 童 在 课 余 时 间 能 更 多 地回到自
然、感受自然、丰富生态文化知识，享
受大自然的无穷乐趣，唤起他们对
自然生态的兴趣与关注。”张莉说。

据了解，从 2017 年起，在山西
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的指导与
支持下，太原市希望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面向全省的环保志愿者进行培
训孵化，提供陪伴式成长的服务。
近两年成功孵化 6 个青少年生态环
境教育组织，原素自然教育基地是
其中之一。

本报通讯员葛洋北京报道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朝阳实验小学
是北京市级科技示范学校，多年
来持续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很多
学生在参加了机器人、单片机等
科技活动后，提出疑问：电子产品
废弃后如何处置，它们是不是和
生活垃圾一样处理呢？带着这样
的疑问，同学们开展了“垃圾的回
收与利用”研究性学习活动。

金蝉北校区三年级学生日前
来到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华新
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探寻电
子垃圾的去向。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对电子垃圾进行回收的环
保公司，是全国第一批向公众开放
的环保设施单位。同学们先后参
观了电子废弃物科普陈列室、环境
教育展示厅和情景式参观走廊。

在电子产品处理生产线上，

同学们看到工作人员动作娴熟、
配合默契，拆解后的一袋袋纽扣
电 池 、塑 料 组 件 、金 属 组 件 、电
路 板 及 导 线 ，摆 放 有 序 ，分 类
收集。

在废旧冰箱处理生产线上，
冰箱压缩机里的氟利昂被率先取
出并密封储存。箱体随后被送入
密闭负压破碎分选系统，不到 10
秒钟就变成了碎块，再经过磁选
等工序，分离出铁、铜、铝、塑料和
泡棉这 5 种产物。一台 50 公斤重
的冰箱经过处理后可拆解下 36
公斤的可回收利用物。

同学们了解到，北京每年报
废的电视、电脑、空调、洗衣机、冰
箱这五大类家电约 500 万台，而
华新绿源每年能处理大约 150 万
台。这 150 万台废旧电器经过正
规处理之后，能产生 3 万多吨可
再生资源。

这次参观既打通了学校与环
保设施之间的最后一道“壁垒”，
把课堂直接搬到了处理车间，使
学生零距离接触电子垃圾处理的
每个环节，也打破了书本知识与
生活实践之间的隔阂，让学生亲
眼看到电子垃圾的数量之大、种
类之多、处理之艰辛。

师生们在参观后纷纷表示，
今天看到的和之前想象的完全不
同，只有正规化处理才能做到无
毒无害的销毁和资源再利用，今
后要从自身做起，带动家人和朋
友，在生活中践行简约适度的理
念，节约资源、降低污染，同时将
废弃不用的电器和电子产品交给
正规处理企业。

另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共有
18 家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
处 理 设 施 向 公 众 开 放 单 位 ，到
2020 年预计将达到 50家左右。

本报记者吴玉萍 通讯员宋
俊密兰州报道 环境空气自动监
测系统是什么样的？能监测到空
气中的哪些物质？为什么要建自
动监测站？带着这些问题，兰州
市一只船小学的 45 名学生近日
来到甘肃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百合
园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跟
随 现 场 工 作 人 员 探 究 其 中 的
奥秘。

甘肃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工作
人员引导小学生参观环境空气采
样设备，体验采样过程，现场讲解
空气质量指数的基础知识。百合
园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监
测项目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一氧化碳、臭氧、可吸入颗粒物、
细颗粒物等。

“就像听天气预报是晴天或
雨天一样，人们通过新闻或天气
预 报 可 以 获 知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AQI），AQI 就是空气质量预报，
描述空气清洁或者污染的程度，
它能告诉人们户外空气中是否
存在或潜在污染物或其他不健
康 物 质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说 ，如
果 监 测 显 示 是 重 度 污 染 ，人 们
应 当 适 当 减 少 户 外 活 动 ，降低
污 染 天 气 对 人 体 健 康 潜 在 的

影响。
小学生们聚精会神地聆听讲

解，并不时提问：可吸入颗粒物和
细颗粒物怎么区分；它们有什么
危害；自动监测设备如何区分可
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工作
人员认真细致地一一解答。

据了解，这次活动名为“省站
邀您一起探索空气自动站的奥
秘”，是甘肃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本
年度面向公众开放环保设施的首
场活动。

参加活动的学生卢玥杉说：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了解到，沙
尘暴、温室气体、酸雨、空气中的
污染物等都逃不过自动监测站点
的‘眼睛’。”学生们纷纷表示，要
争做环保小卫士，从身边的点滴
小事做起，爱护大自然，保护大自
然，让我们的空气更洁净，家园更
美丽。

兰州小学生探究空气自动站的奥秘
首师大附属朝阳实验小学探访环保企业

电子垃圾去哪儿了？

图为甘肃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工作人员为学生做讲解。
吴玉萍 宋俊密供图

以体验促教育唤起更多关注

山西首个自然教育基地成立

2019生态环境公众科学活动出炉
130余项活动普及知识助力攻坚

“现在有不少拍鸟的人，他们
为了诱拍会故意摆放树枝和食
品，就为了拍一张好看的照片而
忽 视 鸟 的 生 活 习 性 ，这 种 引 诱
拍 摄 的 行 为 我 觉 得 不 妥 。”作为

“拍鸟大军”的一员，北京市民张
先生不禁吐槽起当下的拍鸟“乱
象”。

春光明媚的 4 月，随着各地
“爱鸟周”活动的启动，观鸟、拍鸟
等话题引人关注。可是，“拍鸟大
军”规模日益壮大，一些不文明的
行为也随之而来。那么，究竟怎
样才是正确的“拍鸟姿势”？由此
延伸开来，拍摄野生动物，你还应
了解哪些常识？

这份拍鸟指南
请收好

自然影像要“自然”
警惕不良“拍鸟”带来的人工干扰

◆本报记者张黎

猎鹰。张正乾摄

科技动态

本报讯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环境学院孔少飞教授团队，日前在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大气化学与物
理》杂志，刊发《冬季灰霾期间黑碳
气溶胶在华北平原南部和华中地区
跨区域传输》的研究成果，揭示冬季
重污染期间黑碳气溶胶在跨中国南
北区域传输转化过程中浓度、来源
和光学性质发生的变化。

黑碳气溶胶被认为是大气污染
的“黑色幽灵”，作为不完全燃烧产
生的颗粒态物质，对光具有强烈的
吸收作用，造成增温效应。同时，它
的加热效应会抑制边界层的发展，
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加剧空气污
染。我国冬季南北方由于采暖差
异，造成黑碳气溶胶的浓度及来源
不同，其在南北区域间相互传输影
响如何，目前处于科学探索之中。

据孔少飞教授介绍，2018 年 1
月大江南空气重污染期间，研究团
队通过在红安、漯河、随县、武汉和
襄阳 5 个点位，同步在线观测黑碳

气溶胶浓度，采用气团轨迹模拟方
法追踪黑碳在空中的运动“踪迹”。
观测发现，相较于光照强烈的晴天，
在污浊的空气中，黑碳的质量浓度
和对太阳光的吸收系数，分别增加
了 26.4 %~163 %和 18.2 %~236 %。

研究表明，这主要是由化石能
源燃烧产生的黑碳增加所导致的。
在污染较重的空气中，南方城市点
位生物质燃烧产生的黑碳比例会降
低；而北方和郊区点位，生物质燃烧
产生的黑碳比例呈上升趋势。孔少
飞研究团队通过分析发现：在襄阳
和武汉，黑碳主要传输方向为从北
到南；在红安和随县，黑碳主要传输
方向为从南到北。

据了解，这项研究对于理解黑
碳气溶胶在关键传输节点上，尤其
是农村和郊区理化和光学性质及在
传输过程中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
也可为黑碳对区域空气质量影响模
拟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陈华文

找到“黑色幽灵”踪迹助力大气治理
研究表明黑碳气溶胶浓度及来源南北不同

新鲜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