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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4月2日消息，据美国宇航局官网报道，通过对卫星图片的对比研究，科学家近日发现发生

于1989年的“雨果”飓风对美国的候鸟栖息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进而导致美国候鸟数量持续下降长达

五年时间。 

 

科学家通过对“雨果”飓风经过路线周围100公里范围内森林的卫星图片进行了研究，对比了飓风

经过前后的卫星图片。他们发现，这一片森林中的候鸟数量在飓风过后的五年内呈持续下降趋势。 

 

本图显示了1989年“雨果”飓风对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森林破坏情况。南卡罗来纳州也是科学家们

此次所调查研究的美国南部五个地区之一。通过将飓风过后的卫星图片与美国宇航局“陆地卫星五号”

于飓风之前(1988年)所拍摄的图片进行对比，科学家们识别出未被飓风破坏的森林区(深绿色)以及被飓

风破坏的森林区(红色)。图中的亮绿色森林区表示，该地区在“雨果”飓风经过之前已经因为其他因素

而遭到破坏，如人类砍伐和森林大火。灰色区域则代表非森林区，如城市和海滩等。 

 

森林被破坏的区域大部分位于飓风经过线路的右侧。出现这种破坏不均衡现象，是因为当时经过该

地区的“雨果”飓风特殊的运动形态所造成的。“雨果”飓风线路以北的大部分森林是属于佛朗西斯-

马里昂国家森林的一部分。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由于这场风暴吹倒了大约10亿板英尺的木材，将

可能会导致佛朗西斯—马里昂国家森林的木材砍伐行为的永久性终结。这一数量大约相当于成材大树木

材总量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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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这场飓风灾难造成了当地所有鸟类种群数量的普遍下降，但是也只有部分种群受灾最为严重。毫不

奇怪，那些筑巢于大树之上的鸟类受到的影响肯定最大，而对于那些筑巢于洞穴或地面之上的鸟类，受

灾情况则要轻得多。 

 

1989年，“雨果”飓风最高风速达140公里每小时，对美国各州以及它所经过的其他国家造成了极

大的破坏，是美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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