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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年末这股冷空气有多厉害？刷新入冬

以来气温新低，连续两天，杭州市区最低气温都在零

下，白天最高不过5℃，着实“冻”人。

杭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低温报告：受夜间辐

射降温影响，预计今天早晨，最低气温平原地区

0℃到-2℃有薄冰，山区-2℃到-4℃有冰冻或严

重冰冻。

冷空气影响处于尾声，接下去几天，基本连晴。

气温将缓慢回升，注意，是“缓慢”。

最低气温，没有大的起色。比如，周三周四，杭

州最低气温在 0℃左右，比昨天升高 1℃，周五到周

日的最低气温，又升高1-2℃，真的是缓慢。

相比之下，最高气温升幅明显。比如，从周三开

始直到周日，白天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 10℃出头。

虽然离温暖还有差距，但太阳不再是冰箱里的灯。

也就是说，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还需保暖。

老话说：热在三伏，冷在三九。三九就是冬天里

最冷的时段吗？其实不然。

杭州市气象台说，杭州冬至过后，气温走下坡

路，直到大寒节气，气温降到一年当中的最低点。立

春开始，气温才转头向上，呈上升趋势。

因此，冬至到大寒，是杭州全年气温最低的三个

节气，前后历时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应九九里的一九

到五九。其中，又属大寒最冷。这么看来，三九确实

冷，但四九、五九更冷。

从气候趋势来说，接下去一个多月时间里，还有

更冷的日子等着我们。即便气温再次下探，并创下

新低，也再正常不过。

不过放心，眼下的短期之内，还是以小幅升温为

主。年终岁末的西湖，天空湛蓝湛蓝的，很舒服很治

愈。 本报记者 方力

气温将慢慢回升
短期内不会再冷了

这两天，西湖边的“月老树”上，常见几十对鸳鸯在枝头相依偎。鸳鸯、鸬鹚、银鸥和普通秋沙

鸭组成了西湖冬候鸟“家族”。

今年已经有多少小精灵来“报到”了？

浙江野鸟会专门去数了数。

前天早上7 点到9 点，浙江野鸟会组了

8 支队伍同时出发，进入西湖各个水域，专门

对鸳鸯及越冬水鸟进行一次同步“大普查”，这

也是自2019年以来的第三次西湖“鸟口普查”。

鸬鹚来得最早，“报到”的鸳鸯已有295只

西湖第三次“鸟口普查”
越冬水鸟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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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嘉兴经开区金

穗社区，志愿者张阿姨一边向居民发

放消防宣传资料，一边用本地方言讲

解消防安全常识，提醒他们注意用火

用电用气安全。

同时，还积极鼓励居民进行消防

学习云平台的注册，引导居民关注消

防，参与消防，学习消防。

今年10月，嘉兴经开区消防救援

大队联合金穗社区组建了一支由社区

工作人员、退休党员、居民代表等组成

的“金麦穗”消防志愿者队伍，张阿姨

便是其中一员。

据悉，“金麦穗”消防志愿者队

伍以“社区是我家，安全靠大家”的

微公约口号，坚持每月每人开展志

愿服务 3 小时以上，积极参与消防

宣传工作。

本报记者 陈颖静

通讯员 孟鹃

嘉兴经开“金麦穗”消防志愿队

用微力量敲门入户送平安

本报见习记者 潘璐 本报记者 余雯雯

鸳鸯嬉戏 好不热闹
小小鸊鷉 身怀绝技

早上7点，零摄氏度左右的天气冷得人直

跺脚。浙江野鸟会副理事长东斯和队员们已

经带上了单筒望远镜、双筒望远镜、相机和登

山包等设备，整装待发。“我们这组是从苏堤的

入口走到压堤桥，走六吊桥里的其中三座。”东

斯告诉钱报·小时新闻记者。

队员们捕捉到的第一种越冬水鸟就是鸳

鸯。苏堤旁的荷塘里，虽然荷叶已经残败，但

纤细的叶梗里，时不时能看到一个个或艳丽或

暗淡的小身影，一前一后地在荷塘里游曳，偶

尔突然跃起，互相嬉水打斗，用翅膀拍打着对

方，发出清脆的叫声。

“雄性鸳鸯很漂亮，还有艳丽的直立羽，表

明它们正处在求偶状态，过了求偶期就会消退

下去。雌性鸳鸯的颜色则比较暗淡，但仔细看

是很秀气的，也是为了不让天敌发现它，保护

小鸳鸯。”

队员们用固定的60倍单筒望远镜巡视着

水面，仔细观察并进行计算记录。“五只雄鸳

鸯！”谈话间，大家的前方出现了七八只上岸

玩耍的小鸳鸯。

东斯向记者介绍，鸳鸯喜欢吃河渠里的水

草和小动物。“苏堤前的鸳鸯比较多，因为这里

的水生动植物也比较多，人为干扰相对较少，

本地鸳鸯胆子也比较大。”

上午8点左右，队员们在双筒望远镜里捕

捉到了小鸊鷉[pì tī]的身影，“这儿有六

只，嗖地就钻水里了。”志愿者告诉记者，它经

常会突然下潜觅食，寻找小鱼小虾吃。

小鸊鷉黑黑圆圆的，没有尾羽，像一只胖

葫芦，因此也被称为水葫芦。“它的蹼特别大，

是个潜水高手，还会‘轻功水上漂’，等它潜出

来就会发现已经游了好远。”小鸊鷉虽然身怀

绝技，但胆子比较小，队员们只能用双筒望远

镜来仔细观察它的行踪。

今年越冬水鸟的数目
基本保持稳定

除了在水里自由自在过冬的越冬水鸟们，

还有不少在空中潇洒飞翔的，鸬鹚就是西里湖

上空的常客。黑色的细脖颈高高扬起，从湖面

上方的低空掠过。

作为第一只来西湖报到打卡的冬候鸟，

鸬鹚来的时间可是特别准时。“去年是 9 月 8

日来的，今年是 9 月 9 日，每年相差不到一

天。然后在次年4月才离开，可以说是来得最

早，走得最迟的。”

东斯告诉记者，鸬鹚数量比较多，主要集

中在三潭印月。“鸬鹚爱吃包头鱼，以前也被叫

做鱼鹰，用来捕鱼的，现在是为自己吃鱼了，不

打工了。”

这次同步调查观测到的鸟类有，鸳鸯 295

只（其中雌性114只，雄性181只），鸬鹚169只，

银鸥27只，斑嘴鸭43只，小鸊鷉94只，黑水鸡

18只，绿头鸭22只，白鹭2只，骨顶鸡14只。

“为了提高调查记录的准确性，避免重复

计算，我们今年增加了两组，新增了茅家埠和

小南湖两个点，一共是八个点，在两小时内

只记录迎面飞过的鸟的数量。”东斯告诉记

者，和去年相比，今年越冬水鸟的数目基本

保持稳定。“对水鸟的数量进行同步调查，是

为有关部门对水鸟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数据

支撑，守护这些小精灵，也是守护我们自己的

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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