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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里的“追声觅迹”

想象一下，你正置身于一片
茂密的雨林中，四周环绕着很多
不同的声音——从风吹树叶到鸟
鸣，从昆虫低语到海南长臂猿鸣
叫。这里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也是大自然声音的“曲库”。

传统的猿鸣采集工作，一般需
要工作人员提前一天进山露营过
夜，或当天凌晨四五点就出发赶到
相关点位蹲守。嘉道理中国保育
部项目主任陈朗君，曾在2019年
参加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调查。
她介绍，当时考察队分成7组，分别
负责19个设置在长臂猿活动范围
内的监测点，“监测队员通过听声
定位的方法确定长臂猿的位置，再
追踪观察，确认其数量”。

陈朗君所在的调查组每天赶
在破晓前到达海拔900多米的监
测点，监测海南长臂猿鸣叫。“我
与长臂猿的第一次相遇是从听到
其鸣叫开始的，当时觉得它们个
头也不算大，叫声却非常清脆响
亮。我跟随护林员朝着声音源头
的方向追踪，一个小时后，终于目
睹了C群大部队。”陈朗君提到，鸣
叫时，雄猿率先开唱，雌猿用带着
颤音的歌喉伴唱，音调由低到高，
清晰而高亢，几公里外都能听到，
让人着迷。

在野外监测猿鸣，必须全神
贯注，人类的耳朵就是“监测设
备”之一。调查队员每次监测到
海南长臂猿的鸣叫，都会记录时
间、方位、估算距离、鸣叫类型等
信息，比如是雄猿叫、雌猿叫，还
是合鸣。

这样的人工监测，经常要靠
运气。而传统用于采集声纹的离
线设备，只能存储15天的数据，工
作人员一般每3个月才能进山完
成一次同一点位的巡检和数据收

集。这一系列现实问题给猿鸣监
测工作带来挑战。

如何提高监测效率？科技正
在提供答案。自2021年底开始，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华
为、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携手进
行Tech4Nature项目试点。一套
由声音监测终端、无线连接、云服
务和人工智能（AI）组成的实时监
测方案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实施。“我们开展的海南长臂猿声
学监测项目，主要是使用声学监
测手段监测长臂猿这一物种，实
现个体识别。”华为自然资源领域
首席架构师郑夏平介绍。

这套方案落地后，声音采集
设备的数据24小时实时传至云
端，可实现90天稳定监测。以针
对海南长臂猿C群、E群的声学监
测工作为例，这两个家族群的海
南长臂猿一旦发出声音，就会激
活设备，声音被记录下来并实时
回传，还可实现声音自动识别。

在动物保护科研人员的研究
下，利用算法处理，很多人工难以
识别的长臂猿鸣叫被顺利提取分
析，目前识别准确率高达89.2%。
基于华为AI技术，未来有关方面
有望实现对长臂猿鸣叫的自动识
别分类，为每只海南长臂猿生成
唯一的“声音身份证”。

城市里的噪声“采集溯源”

远离丛林，来到都市，不同的
声音开始登场。这里有老爸茶店
里人们交谈欢笑的声音，也有校
园里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还有
从道路、工地等处传出的噪声。

“声音60分贝、温度26摄氏
度……”近日，海口市椰海大道旁
的一个建筑工地内，扬尘噪声监
控系统通过布设好的摄像头、传
感设备、数据采集箱等，正实时监

测周边的温度、风速、噪声
和PM2.5、PM10、颗粒物浓
度等数据，并在电子屏
幕上滚动显示具体参
数。

施工产生的嘈杂
声、马路上车辆行驶发
出的声音、商超里人群
喧哗的声音、飞机起飞降
落的轰鸣声、游乐场里的
嬉戏打闹声……这是与大自
然“曲库”截然不同的
城市生活声音图景。

人们常以“分
贝”为单位衡量声
音的大小，不同分
贝的声音带给人
的听觉感受不
一样：10 分
贝相当于风
吹落叶声，
60 分贝相
当于一般的说话声，
90分贝相当于街头的嘈
杂声，而像拖拉机开动、电
锯启动时的声音则在100分贝左
右。

作为不受欢迎的声音，噪声
会令人感到烦躁，它的成因包括
机器运转、引擎轰鸣、半夜施工、
使用高音喇叭等等。

“做好噪声污染管控工作的
基础是噪声监测，只有监测噪声
数据，分析噪声源、噪声值，才能
更好地从源头治理噪声，解决噪
声污染带来的问题。”海南省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大气环境监测室有
关负责人介绍。

声环境区划是开展噪声监测
工作的第一步。按照声环境功能
区，环境监测部门分别在居民住
宅区、工业区等处设置监测点位，
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噪声进行数据
采集和分析。

具体如何采集处理？在海口
市云龙工业区等噪声自动监测
站，监测设备会借助传声器对声
音进行处理，最终给出噪声声级
数值，并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施测
管联动。在噪声超标的情况下，
监测站会发出警报，同时将采集
到的数据实时传输给环保网格
员，以便其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处
理。

此外，环境监测人员监测噪声
时，还会用手持仪器进行定点监
测。用到的主要仪器是声级计，这
种仪器不大，顶部有套着黑色海绵
球的探头，如同医生用的听诊器。
监测人员校准调整好声级计后，就
可以开始测量获取数据了。

有了大量的监测数据，才能
形成评价声环境的“体检报告”。
2023年全省区域声环境质量数据
显示，我省18个市县（不含三沙
市）城市区域昼间、夜间声环境质
量总体较好，昼间等效声级平均
值为 53.5 分贝（二级），夜间为
46.5分贝（三级）。声源构成中，社
会生活噪声占62.8%，交通噪声占
27.5%，工业噪声占5.9%，施工噪
声占3.8%……

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声音
采集监测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交
叉的前沿领域，它结合声学、电子
工程、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和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的工作
生活中。未来，声音的“密码”还
将不断被破解。

聆
听
声
音
的
﹃
密
码
﹄

■
海
南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周
晓
梦

最 近 上 映
的电影《好东
西》热度不减，
作为主角之一
的小叶既是一
名乐队主唱，也
是 一 名 录 音
师。影片中有
一个片段，小叶
和邻居兼朋友
家的小孩玩猜
录音游戏。她
给小孩播放的
是妈妈日常劳
作的录音：煎
蛋、甩干衣服、
折断蔬菜、运行
空调、用吸尘器
打扫房间；小孩
听到的是：下暴
雨、打雷、熊猫
吃竹子、飞船启
动、龙卷风。电
影的剧本设计
得很巧妙，同一
种声音，不同听
者会有不同的
猜想。

声 音 在 我
们生活中无处
不在，通过它，
有人解读出自
然界动植物的
“语言”，有人捕
捉到那些我们
可能未曾留意
的线索，也有人
当起“ 声音侦
探”收集分析噪
声数据，最终目
的是减少噪声
污染……

环境监测人员监测噪声。儋州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监测噪声的设备。

雨林中收集海南长臂猿鸣
叫声的设备。 资料图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