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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卢河燕）一场雨，让
闷热散去。5月16日江苏气温最高的沛县
达到29.7℃。随着降水的结束，5月 17日
周六全省的气温有所回升，沿江和苏南地
区的最高气温再跃上30℃线。

5月15日夜里至5月16日上午，淮河
以南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阵雨，白天部分地
区降水渐止。下午江苏北部地区的气温普
遍在 25～28℃左右，而南部地区大多在
20～24℃左右。

今明后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受
弱冷空气南下影响，17日白天风力有所增
大，江苏多晴朗天气，淮河以南地区的最高
气温都在30℃以上，淮北城市稍低一些，
紧接着18日最高气温有所下滑，均跌至“2
字头”，19日开始气温回升明显，徐州的最
高气温率先达到36℃。

就南京而言，周六南京多云到阴，太阳
会不时出现，最高气温冲刺34℃。周日最
高气温小幅下跌，回到“2”字头，以多云天
气为主，气温适宜。

5月 16日 20时至 5月 17日 20时，全
省多云。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1～
32℃，其他地区28～29℃；最低温度：淮河
以南东部地区 17℃左右，其他地区 19～
20℃。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转偏北风5级
阵风6-7级。

5月 17日 20时至 5月 18日 20时，全
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沿江以北的西部
和苏南地区 27℃左右，其他地区 24～
25℃；最低温度：沿江以北地区13～14℃，
其他地区 18℃左右。全省东北风转东南
风，风力：东南部地区4～5级阵风 6级逐
渐减弱至4级左右，其他地区4级左右。

5月 18日 20时至 5月 19日 20时，全
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淮北西部地区
35℃左右，沿淮及以南的中东部地区31～
32℃，其他地区33～34℃；最低温度：东部
地区15℃左右，其他地区17～18℃。全省
偏南风4级左右。

江苏生物多样性“家底”有多厚实？

历时8年，这份“家谱”即将绘制完成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解彤彤 记者 高
达）据苏州市林学会消息，江苏太湖湿地
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调查员5
月6日在苏州震泽省级湿地公园进行鸟
类监测调查时，统计到了77只世界极度
濒危物种——黄胸鹀，刷新了震泽湿地
公园黄胸鹀数量最高纪录。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黄胸鹀于
2017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
为极危物种，2021年2月发布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被列为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物。它们主要栖息于大面
积稻田、芦苇地或高草丛及湿润的荆棘
丛中，对栖息环境十分敏感，喜食植物种
子。黄胸鹀在苏州地区为迁徙过境的候
鸟，2025年4月19日首次记录于张家港
沿江湿地，此后陆续在吴江北联村、天福
湿地公园、荷塘月色湿地公园、尚湖湿
地、水八仙生态园、同里湿地公园等地记
录到。

2014年调查员首次在苏州震泽观测
到黄胸鹀，此后从2021年到2025年的几
乎每年春季，调查员都能在震泽省级湿
地公园中探寻到黄胸鹀的身影。它们的
体型与麻雀相近，穿梭在油菜田、麦田和
芦苇丛中，不断地觅食积攒能量，为下一
站的迁徙做准备。

据悉，5月6日的监测中发现了多达
77只黄胸鹀，不仅在苏州的湿地公园中
首次发现如此大的种群，在江苏省乃至
全国的湿地公园中都很罕见。黄胸鹀种
群在震泽湿地公园的持续性出现，既反
映了震泽湿地公园具有为珍稀濒危物种
提供栖息地的生态价值，也展现了持续
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工作的显著
成效。

苏州单日监测到
77只黄胸鹀

全省大部分地区今起转晴

今天 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
雨或雷雨，西南风 4 级左右转偏北
风5级阵风6到7级，19~33℃左右

明天 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16~29℃
后天 多云，偏南风4到5级，18~34℃

南京三日天气

江苏生物多样性“家底”有多厚实？历时8年，这项调查即将收官。5月16
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常州市人民政府在常州溧阳共同举办了环太湖“昆蒙框
架”实施联盟暨江苏省“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现代快报记者
从现场获悉，今年上半年江苏将在全国率先完成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本
底调查，基本实现全省陆域“全覆盖”。截至目前，在全省95个县（市、区）中，已
有93个全面完成调查，调查发现物种数更新至8842种，记录到国家重点保护
物种176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物种132种。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红艳

这份保护条例将于“国际生
物多样性日”施行

今年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江苏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将正式施
行。江苏成为继云南、山东之后第三个出
台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的省份。

活动还邀请了环太湖“昆蒙框架”实施
联盟的太湖生物多样性守护者代表们共同
参与，来自湖州、无锡、常州、苏州四地的9
位代表宣读了《太湖生物多样性守护者宣
言》，签署生成电子徽章，未来通过多地联
动、多方参与、多元行动，扩展太湖生物多
样性“守护网络”，携手开启环太湖“昆蒙框
架”实施联盟新篇章。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分享上，生态
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徐海根研究
员、南京师范大学杨江华副教授带来了关
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监测方面的前沿研究
与深度思考。同时，志愿者们也从各自的
角度讲述了他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生
动故事。参会代表还在现场观看了《多彩
物种·链动江苏》《万物共栖向新而生》等成
果，并在会后实地考察了溧阳市天目湖生
物多样性展馆、天目湖湿地公园、天目湖自
然学校。

江苏第一轮生物多样性本底
调查下月完成

为系统掌握全省生物多样性现状，
2017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开展以县域为单
元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8年来，江苏
生物多样性“家底”不断丰厚，“神奇动物”
持续上新。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
长吴军介绍，目前在全省95个县（市、区）
中，已有93个全面完成调查，调查发现物

种数更新至 8842 种，其中陆生维管植物
2800 种、陆生脊椎动物 521种、陆生昆虫
2933种、淡水水生生物2588种。

其中，记录到国家重点保护物种 176
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物
种132种，发现了南方红豆杉等珍稀濒危
物种，独花兰、中华虎凤蝶等重点保护野生
动植物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黄胸鹀、青头
潜鸭等对生态环境变化敏感的指示物种出
现频率明显提高，同时还发现了鞭叶耳蕨、
蕈步甲等多种江苏新记录物种，标志着物
种栖息生境不断恢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

“江苏第一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将于今年6月全面完成。”吴军介绍，后续
将充分利用好第一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
查成果，开展调查数据的汇总、清洗、分析
和校核，及时公布调查成果。并且在此基
础上，研究编制第二批江苏省生物多样性
红色名录、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种清单，
以进一步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目
标和方向。

围绕太湖、长江等流域，新一
轮本底调查正在启动

吴军透露，近期他们也在启动新一轮
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预计今年三季度将
形成调查工作方案。“在这轮调查中，将根
据江苏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四带三区’重点
区域的分布布局，打破行政单元边界，重点
围绕太湖流域、长江流域、沿海湿地等重要
生态空间，开展专题调查。”

据悉，新一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将
重点关注受威胁的红色物种、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江苏特有物种等，结合全省
生物多样性具体状况及相关物种名录，有
效推进重点保护物种、生态环境质量指示
物种专项调查工作。同时，补充“空白”调
查对象，补充大型真菌、地衣苔藓、中大型
土壤动物等多个生物类群，试点开展近岸
海域的海洋生物调查。增加生境调查内
容，客观分析栖息地生境质量、空间特征、
干扰情况等，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化保护。

扬州大学“太空黄瓜”丰收

扫码看视频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刘昊 记者 庄剑
翔）“我们这次收了2700多根！”看着根根
饱满的黄瓜，扬州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教授
杨晓东喜上眉梢。5月15日，他和团队刚
刚经历了“大丰收”。这些黄瓜不普通，它
们是由太空“镀金”归来的种子生长而成。

杨晓东介绍，此前学院挑选了实验室
选育的黄瓜优质多抗品种以及从国外引进
的西瓜种质资源筛选培育所得的材料作为

“天选之种”。这两种蔬果种子搭载了我国
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实践
十九号在太空“遨游”了14天。杨晓东介
绍，太空中有地球所没有的环境条件，如高
频射线、微重力环境等。“这些因素像精准
的手术刀，在基因链上刻下了太空植物独
一无二的‘遗传密码’。”科研团队正沿着
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对种子资源进行
改良的路径持续探索：一是破解太空种子
的“抗逆密码”，通过追踪种子在微重力下
根系如何“找水”，或是观察辐射中叶片如
何“防晒”，建立作物应对极端环境的基因
数据库；二是打造“接地
气”的超级作物，让这些

“天选之种”无论是在盐
碱地、干旱区还是气候
变化下的脆弱农田都能
生长，让农民不再完全
依赖“风调雨顺”。

黄胸鹀 图片来源：苏州市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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