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生态环境部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和中

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调查

发现的两栖动物新物种百

山祖角蟾，作为浙江丽水

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阶段

性代表成果公布。草木蔓

发，春山可望，大自然生机

盎然，展现着生物多样性

之美。

丰 富 多 样 的 生 物 资

源，是地球经过数十亿年

演化的结果，也是人类赖

以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基 础 。

生 物 多 样 性 具 有 重 要 的

生 态 功 能 ，新 鲜 空 气 、洁

净 饮 水 等 都 是 各 种 生 态

系 统 的 功 劳 。 比 如 ，湿

地、森林每时每刻都在净

化空气，涵养水源。生物

多样性一旦大幅减少，生

态 系 统 的 稳 定 性 就 会 遭

到破坏，人类可持续发展

就 会 受 到 影 响 。 生 物 为

人 类 提 供 食 物 、纤 维 、药

物 、工 业 原 料 等 ，我 们 的

衣 、食 、住 、行 ，没 有 一 项

能够脱离生物多样性。

令人忧虑的是，当今

世界正面临生物多样性丧

失 和 环 境 破 坏 的 生 态 危

机。联合国发布的一份评

估 报 告 显 示 ，在 全 世 界

800 万个物种中，有 100 万

个正因人类活动而遭受灭

绝威胁。栖息地减少、掠

夺式捕杀利用、气候变化

和环境污染是生物多样性

减少的主因，人类活动“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威胁到

其他物种”。

去年 9 月 30 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峰会上通过视频发

表 重 要 讲 话 时 强 调 ：“ 当

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

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

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

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

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心协力，抓紧

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

谐的美丽家园。”

我 国 历 来 高 度 重 视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是 首

先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我国将

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各类规划和计划，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建 立 各 级 各 类 自 然 保 护 地 约 1.18 万 个 ，占 陆 域

国土面积的 18%、海域面积的 4.1%，有效保护了

约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

群 、65% 的 高 等 植 物 群 落 。 我 国 珍 稀 濒 危 物 种

实 现 恢 复 性 增 长 ，大 熊 猫 野 生 种 群 增 至 1864
只 ，朱 鹮 野 外 种 群 和 人 工 繁 育 种 群 总 数 超 过

4000 只，德保苏铁、华盖木等近百种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021 年起，长江流域

重 点 水 域 开 始 实 行 为 期 10 年 的 禁 捕 政 策 。 我

国 还 宣 布 了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力 争 于 2030 年 前 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等庄严

承诺，将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定

的目标作出更大努力和贡献。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人对自

然界的压力、干扰等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应加快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

为基础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让重要自然生态系统

得到最严格的保护。应从根本上转变资源利用

方式，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更加重视在资

源利用过程中减少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的损

害，加快构筑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体

系。保护生物多样性，也离不开广大公众的积极

参与。尽量少用或不用一次性筷子、一次性塑料

袋；不采集、不购买、不食用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及其制品；步行、骑行或乘公交绿色出行等等，这

些举措对保护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都会有聚

沙成塔的积极作用。

今年，我国将在昆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同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新战略，大会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让我们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探索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协调统一，筑牢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石，

共建共享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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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冷，斧头岭都结了冰，好在今年肖蒲

桃、黄桐丰果，长臂猿饿不着。”1 月 13 日，一夜

淅淅沥沥的冻雨过后，海南省霸王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护林员王进强背起潮乎乎的行囊，在

层峦叠嶂的山岭继续行走。已经长达 10 天的雨

林穿行，在他脸上留下的喜悦多于疲惫。

近 20 年的护林、监测经历，让王进强成为能

识别上千种热带雨林物种的“土专家”。自 2019
年 4 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成立

后，王进强巡山时又多了一项任务——做海南

长臂猿生存环境调查，为建设生态廊道探路。

新年伊始，10 多个监测队员就扎进雨林，做

长臂猿栖息地猿食植物样线调查。“以前是每一

公里一个网格样线，这次缩小到每 500 米一个网

格样线，记录所见的猿食植物及每一个树种的

丰度。”王进强说。

海南长臂猿是全球现存数量最少的灵长类

动物，作为热带雨林旗舰物种，它们的生存状况

反映着雨林的生态健康情况。

“保护海南长臂猿，对保护整个雨林意义重

大。而保护雨林，对保护整个海南的生态意义重

大。”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处负责人洪小江说。

2014 年强台风“威马逊”袭来，造成海南长

臂猿栖息地多处山体滑坡、水土流失严重。“海

南长臂猿终生不会下地，只依靠双臂行动，而且

只在雨林的原生植物上觅食，台风冲断了它们

的觅食之路。”洪小江表示。

2015 年，海南林业部门及公益机构在滑坡

处种下约 1200 棵树苗，并为长臂猿架设起绳桥，

帮助它们在 15 米宽的浅沟隔开的栖息地之间移

动。洪小江介绍，绳桥有效解决了长臂猿的栖

息地碎片化问题。在此基础上，2016 年以来，海

南又实施了长臂猿栖息地恢复工程。

2020 年 8 月，人们发现的第五个海南长臂

猿家庭群，产下了第一胎宝宝，使这一全世界

最濒危的灵长类物种从 2003 年的 2 群 13 只增

加到 5 群 33 只。为了让这“一家三口”拥有更

舒适的新家，护林员们追随它们的活动路径，

一路捡拾收集它们的食物残渣和粪便。

“对海南长臂猿的保护手段已从过去的单

一禁猎，发展到如今的生存环境保护；保护理念

已从保护单一物种，发展到如今的保护生物多

样性，恢复整个雨林生态。”海南国家公园研究

院执行院长汤炎非说。

海南长臂猿从 2003年的 2群 13只增加到 5群 33只

雨林深处有猿啼
本报记者 黄晓慧

天刚蒙蒙亮，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定日县管理分局局长次欧，就和同事们一起

从县城出发，再一次踏上了巡护路。

进珠峰保护区的山路回环曲折，脚下就是

山崖。车上的人们集中注意力，四处打量可能

突然出现的野生动物。从定日到珠峰大本营，

沿途的山上没有高大的乔木，多为低矮的灌木

和岩石。高原冬日中午阳光刺眼，灰黄的地面

成为动物们最好的保护色，让人难以辨认。

但是次欧和同事们经验十足。转过一个山

口，他和同事们在远处的山岭上迅速分辨出了

一群山羊。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次欧和同事

们 确 认 ，那 是 一 群 10 只 左 右 的 喜 马 拉 雅 塔 尔

羊。大家迅速把观测到的动物种群数量、分布

位置记录下来，以便后期继续开展保护工作。

这次巡护耗时两天，一早从县城出发，到晚

上抵达位于山区深处的绒辖乡，次日返回。沿

途记录各种动物、植物信息，并巡查是否有破坏

环境的违规行为，向群众宣讲环境保护知识。

“两天的巡查下来，我们在保护区内多次遇到喜

马拉雅塔尔羊、藏雪鸡等动物，还在绒辖乡附近

的山林看到长尾叶猴。”次欧说。

“这些年的变化真的很大！”次欧说，前些

年，从定日县城到珠峰脚下，100 多公里的路程，

顶多遇到一两群野生动物，规模也都不大。而

现在，每次去珠峰都能遇到四五群野生动物，规

模大的有 100 只左右。动物的数量、种类进一步

增加，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

这背后，是人类对自己行为的约束——近

年来，珠峰管理局定日分局采取诸多措施，约束

人类在保护区内的活动。在珠峰保护区内的道

路旁和村庄里，保护生态环境的警示牌和标语

随处可见，群众的生产生活严格限制在划定的

区域内。次欧说：“每年夏天的旅游旺季，都会

给珠峰环境保护带来不小的压力。保护人员会

守在景区入口，为游客发放宣传单、提供环保

袋，提醒游客减少在景区内留存垃圾。”

珠峰保护区涉及定日、定结、聂拉木和吉隆

4 个县，面积达 3.38 万平方公里。近年来，随着

保护力度不断增大，珠峰保护区内各类珍稀物

种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雪豹为例，管理局大力保护和修复雪豹栖息

地生态系统，目前，根据有关研究的数据，珠峰

保护区内雪豹数量已经恢复到 192 至 267 只。

珠峰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珠峰保

护区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珠峰保护区森

林面积达到 55165 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14.85%。

保护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达 30 目 93 科 491 种。

在次欧看来，珠峰脚下的生态环境仍然脆

弱，人类的一点活动，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对于珠峰生态的保护一点都不能懈怠。我

们要尽心尽力守护好珠峰脚下的一草一木。

保护区森林面积超过 5万公顷，野生动物数量增加

守护珠峰原生态
本报记者 徐驭尧

浙江杭州西溪国家

湿地公园，水草丰美，野

趣盎然。这里有 711 种

维 管 束 植 物 、892 种 昆

虫、186 种鸟类，一年四

季生机勃勃。

2003 年 8 月西溪湿

地综合保护工程实施，

湿地生态系统按下了“重启键”。如今，作为全

国首个国家湿地公园，西溪湿地已成为杭州的

一张生态旅游“金名片”。

“当年的综合保护工程可以说是抢救性工

程。工程实施之前，湿地水质一度跌至劣五类。”

说起西溪湿地的变化，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文

化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刘想打开了话匣子，通过加

强原生态保护、地形整理、植被配置等系列举措，

西溪湿地逐步恢复和重建受损的生态系统。

随着西溪湿地的“重生”，2005 年 5 月 1 日，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湿地有别于一般的城市公园，保护湿地的

生态功能始终要放在首位。”刘想介绍，西溪湿

地划分为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3 个

功能区。超过 80%的区域不对游客开放，生态环

境较好、最具湿地特色的区域实行封闭保护。

杭州专门出台了《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保护管理条例》，对湿地内放生动物、引进外来

物种、游客接待容量等作了具体规定。

如何在有限的生态承载力下，做好物种保

护工作？西溪湿地专门组建了生态文化研究中

心，为西溪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出谋划策。

“适量的人工干预必不可少。个别区域如

果有外来物种侵入，可能会迅速占据主导生态

位 ，使 部 分 本 地 物 种 消

失 。”生 态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工作人员蒋国红介绍，除

控制单一物种数量外，西

溪湿地在原生态基础上，

进 行 了 不 少 改 建 和 提 升

工程。

与 2005年前统计数据

相比，目前西溪湿地的维管束植物增加了 522种，

昆虫增加了 415种，鸟类增加了 117种。

莲花滩、千金漾、朝天暮漾三大观鸟区吸引

了众多观鸟爱好者；龙舟盛会、碧潭网鱼、竹林

挖笋等传统民俗活动，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欢声

笑语……据统计，2020 年，西溪湿地共接待游客

500 多万人次，园区旅游收入达 8500 多万元。

空中俯瞰，面积 11.5 平方公里的西溪湿地水

道如巷、河汊如网。在湿地公园东北角的桑梓样

区域，由 59幢白墙黛瓦建筑组成的创意产业园格

外醒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西溪湿地实现了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共赢。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共赢

湿地公园润杭州
本报记者 方 敏

“过两个月，等它们再壮实些，就可以回归

老家了。”1 月 22 日，长江三峡大坝坝顶，望着苗

圃中绿意盎然的荷叶铁线蕨，长江珍稀植物研

究所副所长黄桂云满面笑容。开春之后，他们

将把眼前这叶如荷叶、状似灵芝的珍稀蕨类，尝

试野外移栽到群落原产地重庆石柱、湖北恩施。

荷叶铁线蕨是三峡库区特有濒危植物，在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位列“极危”。

20 年前，在沿江野外考察时，黄桂云在湖

北恩施江边岩石上发现小片分布的荷叶铁线

蕨，立即展开抢救行动。黄桂云说，多年来，她

和团队通过迁地、传统繁殖和克隆技术，繁育出

荷叶铁线蕨 5000 多株。

荷叶铁线蕨“起死回生”的经历，见证着三

峡库区珍稀植物保护的艰难和成效。

三峡区域地理环境独特，分布着 2000 多种

植物，是我国重要的自然物种资源宝库，也是我

国特有植物分布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黄桂云介绍，三峡工程的开发和生态保护

是同步开展的，从 1992 年起，三峡集团的科研

人员就开始对三峡库区的珍稀植物分布情况进

行调查，在实验室内模拟植物野外生长环境，开

展批量繁殖。近年来，三峡集团每年划拨数千

万元支持科研和保护，加大对可能受到工程影

响的三峡库区陆生、水生植物的保护力度。

上半年在野外走访观测，下半年在实验室

内培育苗木，几乎成了黄桂云 10 余年来的工作

常态。“这些年，我们抢救的三峡特有珍稀植物

有 1181 种，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三峡珍稀植物研

究与保育基地。”黄桂云说，在长江珍稀植物研

究所珍稀植物示范区，最初迁地保护的 2.58 万

余株各类珍稀植物，已经新繁育出 18 万余株。

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的三峡植物园也

在珍稀植物保护方面颇有成效。

前不久，三峡植物园的科技人员将精心栽

培的巴东木莲进行野外回归栽植，巴东木莲野

外回归数量突破 2000 株。三峡植物园主任宋

正江介绍，巴东木莲是中国特有树种，已被列为

国家二级保护树种。

“除了巴东木莲，我们还开展了疏花水柏

枝、红豆树等珍稀濒危植物的繁育试验和回归

试验，并在宜昌市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大老岭国家森林公园等地建立了试验林。”宋正

江说，目前已收集三峡地区珍稀濒危特有植物

460 种，建立珍稀濒危特有植物迁地保护基地

450 余亩、珍稀濒危植物繁育圃 30 亩。

“从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要求提出之后，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

越来越受重视，三峡区域的山林都有了护林员，

认识植物、保护植物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黄

桂云说，她的愿望就是看着一个个珍稀植物物

种在野外成群繁育。

长江三峡库区珍稀植物保护成效显著

守好物种基因库
本报记者 程远州

呵护生态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焦点R ■生态论苑R

生物多样性
保护，最根本的是
要解决人对自然
界的压力、干扰
等问题，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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