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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赏玩烟花注意避堵

南京交警支招，为你合理选择燃放点

为了能享受燃放烟花的快乐，
不少南京市民每年都首选八卦洲集
中燃放点。去年除夕和初四的夜晚，
连接主城区、江北与八卦洲地区的八
卦洲长江大桥、浦仪公路和燕子矶长
江隧道承载了过江往返八卦洲的大
车流，7点半即开始拥堵缓行。

南京交警提示，除夕夜、初四夜
至初五凌晨均为燃放烟花爆竹的热
门时段，通常在晚上7点半之后出
现车流明显增长，返程可持续至次
日凌晨1点左右，由于八卦洲陌上
花渡燃放点停车空间较少、道路通
行条件有限，从浦仪公路、八卦洲服
务区下高速进入八卦洲地区的车流

往往面临“宽口窄进”的问题，进而
导致八卦洲长江大桥南汊桥、浦仪
公路匝道和燕子矶长江隧道车辆长
时间排队缓行。同时，部分市民在
洲岛上停车选购烟花，也会导致道
路拥堵。

为全力守护群众安心出行、安
全过节，今年春节期间，南京交警针
对八卦洲集中燃放点采取多项措
施。一方面，八卦洲长江大桥、浦仪
公路和燕子矶长江隧道是驾车进入
八卦洲地区的主要途径，现场值守
警力将根据实际流量状况对入口车
辆采取临时管控措施。同时，由于
八卦洲陌上花渡燃放点附近的中心

路、跃进东路通行压力较大，交警将
视情况采取“中心路进、跃进东路
出”的单循环模式。另一方面，因园
林改造等原因，陌上花渡周边停车
位较之往年有所减少，预计晚间很
快趋于饱和，届时现场警力和工作
人员将视情况引导机动车至安全地
带停放，建议广大市民出行前可在
高德地图搜索“燃放点”，选择交通
便利的目的地进行导航，主动避开
八卦洲等热门点位和除夕、初四晚
间热门时段，在2月9日-2月24日
期间合理选择集中燃放点进行烟花
赏玩，避免扎堆出行、减少拥堵风
险。

六合区
1 程桥街道金庄社区池衫湖景区
东大门空地

2 横梁街道米家洼水库南侧空地
3 龙池街道新集东路118号丁营北
侧空地

4 龙袍街道丁庄杜庄桥附近拆迁
空地

栖霞区
5 八卦洲街道陌上花渡景区西门
（原陌上花渡景区音乐广场）
6 八卦洲街道陌上花渡景区东门
7 龙潭街道龙北大道（靖西大道与
龙北路口以东至头圩村路口段）

8 龙潭街道水一方生态区停车场
江宁区
9 汤山街道经十路松龄路片区（原
汤山矿坑公园片区）

10 淳化街道乾德路（明道路至福
英路）路段

11 秣陵街道上秦淮华谊电影小镇
片区

12 秣陵街道江苏软件园片区
13 禄口街道如意湖风景区
14 横溪街道七仙大福村景区
溧水区
15 石湫街道九塘社区南京九荷塘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6 白马镇纬一路南京阡陌花开综

合景区
17 洪蓝街道傅家边科技园梅花广场
18 和凤镇骆山花火露营公园
高淳区
19 桠溪街道桠溪国际慢城景区桃

花扇广场
20 漆桥街道老庄山双游农创园

春节即将来临，南京市继续在栖霞、江宁、六合、溧水、高淳区等非禁放区域设立20处集
中燃放点，其中栖霞区八卦洲陌上花渡景区是离主城区最近且知晓度较高的集中燃放点，道
路条件有限、停车泊位不足、通行压力较大。对此，南京交管部门专门发布出行提示。

通讯员 宁交轩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瑞

带娃来一趟“寻龙之旅”，不只是应景
龙年来了，在南京哪里能看到“龙”呢？推荐您三处“有龙出没”的场馆，带着小朋友逛逛，

不仅能感受龙年氛围，还能学习生物演化的知识。心动了吗？走起！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是钟寅 张然/文 钱念秋/摄

想看活着的“龙”吗？南京红
山森林动物园就有。

《西游记》中“鼍龙”是泾河龙
王的第九个儿子，西海龙王的外
甥。鼍龙，正是扬子鳄古代的称
谓。

扬子鳄虽然古称“鼍龙”，但在
龙族中的战斗力实在排不上号。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猪婆龙》中这
样描述扬子鳄：“猪婆龙（又称鼍
龙），形似龙而短，能横飞，常出沿
江岸扑食鹅鸭。”它的战斗力上限，
也只能斗一斗大鹅。

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本
土区，生活着四只扬子鳄，一只单

男“大公”，三只单女“大黑、大黄、
小黄”。它们的性格很温顺，整体
头部呈现扁平状，小小的脑袋上有
一突出的吻，四个小腿儿虽然不
长，但是却十分的粗壮，扒拉起来
也很有力。它们趾间有蹼，长长的
尾巴在水里能当“螺旋桨”推行，这
使得它们在水里也能活动自如，灵
活捕鱼。除了小鱼小虾，扬子鳄有
时也会捕捉一些鸟类或小型哺乳
动物，是湿地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
食者。捕猎时，扬子鳄会隐藏在水
中，只露出眼睛和鼻孔，悄无声息
地接近猎物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将其拿下。

春节期间，这四只单身“龙”正
冬眠呢，想与它们见面还得再等
等。它们往往在11月中旬开始冬
眠，一觉睡到来年3月。

不过，红山森林动物园与全国
动物园联动举办“祥龙醒春 泽被
万物”龙年生肖文化节，游客可以
游园集章、体验舞龙、看科普展，一
起来探索与龙原型相关的野生动
物。相传，龙的外貌特征是由九种
动物组合而成，分别为驼头、鹿角、
蛇身、龟眼、鱼鳞、虎掌、鹰爪、牛
耳、蜃腹。游客可以根据这些线
索，在不同的动物身上寻找“龙元
素”。

南京地质博物馆 打卡“中国第一龙”
位于珠江路的南京地质博物

馆新馆，有一件珍贵的藏品——许
氏禄丰龙。这具化石骨架与身旁
的“大块头”相比，并不显眼，高度
只有两米多。不过，它的地位却很
高，这是第一种由中国人发现、研
究、装架展出的恐龙，因此“中国第
一龙”的称号实至名归。

乍看之下，许氏禄丰龙的姿态
有些像今天的袋鼠，它的前肢短
小，后肢和尾巴粗长，这种身体结构
意味着它很可能具有双足站立、行
走的能力。云南禄丰，是许氏禄丰
龙的“老家”。科学家发现不同种

类、时期的恐龙在禄丰持续生存了
6000万年，其中侏罗纪时期的化石
最为丰富。许氏禄丰龙正是生活在
三叠纪晚期至侏罗纪早期，距今大
约1.9亿年。那时，云南禄丰气候温
暖、植被丰富，许氏禄丰龙的体型也
正适合湖沼环境，长长的脖子可以
取食各种植物的嫩叶，宽大的脚掌
也可以支撑它在湖沼中行走。

为何这具珍贵的化石会出现
在南京地质博物馆呢？这要从杨
钟健先生说起，他是中国古脊椎动
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抗战时
期，中华大地遍地硝烟，杨钟健从

北平南下，主持云南禄丰动物群化
石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许氏禄丰龙
正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抗日
战争胜利以后，杨钟健来到地质调
查所南京总部工作，他亲手发掘、
装架的许氏禄丰龙化石也因此留
在了南京地质博物馆。

如今，在南京地质博物馆的恐
龙世界展陈单元，不仅能看到许氏
禄丰龙，还有巨型禄丰龙、黄氏云
南龙、炳灵大夏巨龙、驰龙等各种
恐龙。现代快报记者获悉，春节假
期里南京地质博物馆将在年初五
（2月14日）开馆迎客。

南京古生物博物馆是南京另
一处“寻龙”好去处，这里天上飞
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各种
恐龙化石种类齐全。

在鱼龙展区，一整面墙展示着
“邓氏贵州鱼龙”的化石。它身体
长达5.5米，呈纺锤形，跟今天的海
豚有几分相似，但它却是正经的爬
行动物，两者体型相似，只是因为
海洋环境造成的趋同演化。为更
适应水生生活，鱼龙除形态的变化
外，其产子方式也发生改变。恐龙

几乎都是卵生，而鱼龙具有卵胎生
繁殖的能力，最早生育方式是头先
出尾再出，后来转变为尾先出头再
出。这降低了鱼龙幼子出生时溺
水的概率，大大提高了成活率。

来到南京古生物博物馆，镇馆
之宝之一“中华龙鸟”不容错过。
它长约70厘米，身形像是恐龙，又
有鸟类的特征，身上披有“羽毛”。

“中华龙鸟”化石最初发现时，因为
羽毛特征的存在，曾经被专家认为
是原始的鸟类，并因此而得名。但

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确定
“中华龙鸟”是一种小型兽脚类恐
龙。古生物学家推测，这种类似

“羽毛”的结构，可能是一种表明性
别的“装饰物”，或者是能起到保温
作用。

在发现“中华龙鸟”以前，人们
没在恐龙化石上找到毛发或羽毛
的痕迹。“中华龙鸟”生活在1.2亿
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它的发现对于
鸟类来源于小型兽脚类恐龙的说
法提供了有力证据。

南京古生物博物馆 看懂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历程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鼍龙”还在冬眠中

2024年春节期间南京市20处集中燃放点

中华龙鸟炳灵大夏巨龙

邓氏贵州鱼龙

许氏禄丰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