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务发布ZHENGWUFABU
2016年2月24日 星期三
编辑江亚萍 | 组版王贤梅 | 校对陈文彪

04

回应：
“瘦老虎”不是合肥野生动物园的

“图片我也看到了，根本就不是合肥野生动
物园里的老虎。”合肥野生动物园副园长江浩开
门见山地说，“瘦老虎”事件传得沸沸扬扬，不少
爱护动物的读者还打来电话询问此事，让园方
很是被动。江浩分析说，从照片上看，这只老虎
也不像是因为没有吃东西饿得瘦成那样，更像
生了一场大病，可能是一只病入膏肓的老虎。

如何判断一只老虎是否健康呢？ 江浩举例
说，最直观的是看毛发，那种毛色发亮、体态优
美的就是健康的老虎，而生病的老虎不仅通体
暗淡，而且还很容易掉毛。

探访：
野生动物园的老虎每天吃掉10斤肉

生活在合肥野生动物园的 10 只老虎，“伙
食”究竟怎么样呢？记者随后来到合肥野生动
物园的食堂，正好碰到工作人员在给老虎配
食。“10 斤鸡肉，3 只生鸡蛋。”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是一只老虎一天的“餐标”，每天下午 5:

00～5:30，是老虎进食时间。“为了营养均衡，也
会换成牛肉，也是10斤的量。”

有意思的是，在全国动物园有一个约定俗成
的做法，就是每周有一天不给老虎喂食，合肥野生
动物园也是如此。在这里，每周一会给老虎断食
一天。据介绍，这样做是为了让老虎保持“兽性”，
因为在野生环境下，老虎不可能每天都能进食的。

科普：
老虎也怕“三高”，并不是越胖越健康

和人类一样，老虎也不是吃得越多就越健
康。“中等体格的老虎最健康，再胖就会影响它
们繁殖了。”江浩以合肥野生动物园里的10只年
龄在 4～10 岁之间的成年老虎为例，这些老虎
平均体长 2 米左右，平均体重大约在 250 斤，在
老虎界属于“标准身材”了。

“虽然合肥野生动物园老虎猛兽区有1.7万
平方米，但老虎的运动量还是相对较小，不需要
过度喂养，老虎也怕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江浩笑着说，合肥野生动物园在十几年前还曾
给老虎做过“减肥”，饲养员在围栏外领着老虎
一起跑步锻炼。

繁昌窑遗址位于芜湖市繁昌县繁阳镇铁门村，遗址
分布范围内现有高潮、柯冲、宗塘、新塘四个村民组，一
面临河，遗址面积约1平方公里。

自 2015 年 3 月～10 月，文物考古部门对繁昌窑遗
址进行了第二次学术性考古发掘。本次发掘首次揭露
了陶车基座、车辙、陈腐池、房址等多种遗迹，为探索和
复原南方青白瓷窑址的作坊布局与制瓷工艺流程提供
了珍贵资料，对于深入发掘繁昌窑遗址文化内涵，展示
南方早期青白瓷器制作过程亦有重要价值。

此次发掘面积约 475 平方米，发现作坊基址 1 处，

重要遗迹有房址 1 处、淘洗池 2 处、釉缸 1 个、陶车基座
2个、灰沟1条、车辙痕迹1处、北宋墓葬1座，出土青白
瓷碗、盏、盘、碟等各类可复原瓷器约200 余件。此外，
还发现了荡箍、碾轮、擂钵等制瓷工具。

初选给出的推荐理由是：“本次发掘面积虽然不
大 ，但 首 次 较 完 整 地 揭 露 了 青 白 瓷 成 型 作 坊 ，与
2002 年发掘揭露的制瓷原料加工区相结合，基本廓
清了繁昌窑遗址作坊区的布局与结构，为了解和研
究南方陶瓷遗址作坊布局与结构提供了重要参考资
料。”

车辙遗迹属首次发现
较完整揭露了青白瓷成型作坊

我省两遗址候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分别为东至华龙洞旧石器遗址、繁昌窑遗址

2月23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省
文物局获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
评候选名单正式公布，包括江西南昌西汉海昏
侯墓、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水下
考古等全国知名的38项考古发现。其中我省
东至华龙洞旧石器遗址、繁昌窑遗址两处入
围。专家将从38项候选考古发现中，投票选出
25项进入终评环节，再经过一轮投票最终选出
年度十大考古项目。

□星级记者 俞宝强

别操心了，合肥动物园里的老虎好着呢！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合肥野生动物园里的东北虎饿得皮包骨，
并配发了一张骨瘦如柴的老虎照片，引发了市民广泛关注。真相
究竟如何？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2月23日来到合肥野生动
物园一探究竟。

□陈媛媛 记者 董艳芬/文 王恒/图

新闻链接

华龙洞遗址位于我省池州市东至县尧渡镇汪村村
庞汪组，为一个暴露有含化石堆积及钙质胶结的山坡，
面积约 1 千平方米。根据当地文物部门提供的线索，
2006 年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调查并试掘，
确认是一处包含有古人类化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据悉，2014年和2015年对华龙洞遗址分别完成发
掘面积 18 平方米和 28 平方米（本报曾多次进行报道）。
两次发掘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古人类化石，以及反映古人

类生存活动的相关证据，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
其中，共发现人类化石近30件。2015年发掘发现

了1件较完整的头骨化石。这是继周口店、蓝田、和县、
郧县、南京之后，在中国发现的又一处包含有头骨化石
的直立人（猿人）化石地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人类学研究
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在华龙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可能
代表着生活在更新世中期的直立人，与安徽和县直立人
年代接近或更早。

共发现人类化石近30件
与安徽和县直立人年代接近或更早

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

（按年代从早到晚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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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

安徽东至华龙洞旧石器遗址

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遗址群

河南灵井许昌人旧石器遗址

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

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

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

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

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

山东定陶十里铺北遗址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新疆和硕红山墓群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

浙江绍兴越国王陵及贵族墓考古调查与勘探

河南伊川徐阳春秋墓地

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

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八号墓

贵州习水黄金湾遗址

湖北荆州刘家台墓地与夏家台墓地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

北京大兴三合庄汉至元代遗址

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

安徽繁昌窑遗址

内蒙古多伦小王力沟辽墓

山西新绛绛州衙署遗址

黑龙江阿城金上京皇城西建筑址

吉林安图宝马城址

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城址

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福建闽清下窑岗窑址

广西桂林靖江王陵

重庆渝中太平门遗址

贵州遵义团溪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

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

星报曾对华龙洞遗址考古重点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