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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这门科学，听起来似乎有

些枯燥。可能有人会望文生义将其等

同于考古，也可能有人会想到科幻电

影中的恐龙等史前生物。但实际上，

古生物学不仅离我们的生活很近，而

且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有趣味。

我是一名古生物学研究者。我的

角色既不是机械地收集石头的“化石

猎人”，也不专门研究恐龙等史前生

物。我专注的领域是地球早期生命的

起源和演化，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是动物起源和寒武纪大爆发。

地球上几乎所有动物门类的祖先

代表，都生活在距今 5.6 亿年到 5.2 亿

年之间。这段时间在地质历史上属于

前寒武纪末期到寒武纪早期。尽管这

4000 万年听起来很漫长，但其实只占

地球历史的不到 1%。这不到 1%的时

间 里 ，却 产 生 了 几 乎 所 有 的 动 物 门

类。这个特殊的生命演化事件，被称

为寒武纪大爆发。

我们团队的工作就是解码地质记录中化石留下的线

索，一点一点、一块一块地完成寒武纪大爆发整个过程的拼

图。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从成吨沙石样品中筛选微

体化石标本，再用不同类型显微镜“拆盲盒”。2015 年，我

们从贵州瓮安生物群化石中“拆”出一个 6 亿年前的海绵化

石，将动物起源时间向前推进了 6000 万年。

地球在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吗？生命为什么能在这颗

星球上诞生？为了揭开更多未解之谜，最近我和同事将注

意力投向了比寒武纪更久远的过去，一直回溯到 30 亿年甚

至 40 亿年前。我们试图通过研究地球早期生命的化石记

录，去追寻地球上最早的微生物留下的蛛丝马迹。我们通

过各种高新技术手段，不仅能在微米甚至是纳米尺度上看

清这些古老生物的模样，还能推演出它们生存的环境。

平时，我也很喜欢向大家科普这些知识。前些年，我和

一些研究者用高分辨 CT 技术，研究了 6 亿年前瓮安生物群

中的一类奇特化石——笼脊球。这类化石记录了动物胚胎

发育机制起源的证据，我们通过分析 233 颗标本的三维结

构，还原了其个体发育过程，发现现代动物胚胎发育过程中

采用的细胞迁移机制在笼脊球中已经出现了。

古生物学研究的领域宽广而深邃，丰富而有趣。它是

一 门 不 可 或 缺 且 大 有 用 途 的 基 础 学 科 。 你 想 一 起 来 挑

战吗？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本

报记者姚雪青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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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学研究的领域宽
广而深邃，我和团队成员的
工作就是解码地质记录中化
石留下的线索，一点一点、一
块一块地完成寒武纪大爆发
整个过程的拼图

编者按：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千秋大计。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提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将

为保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沿黄地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效保障。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即日

起，本版推出“大江大河·关注黄河保护”系

列报道，关注黄河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

的保护和治理工作，展现两年来黄河保护

取得的相关成果。

“溪洪涨得非常快，不到 1 小时就淹了屋前阶沿。我们

都收到了气象预警短信，幸好转移得及时！”湖南省张家界

市桑植县陈家河镇夹石河村村民毛明勇说。

6 月 27 日晚，陈家河镇迎来强降雨。湖南省气象部门进

行乡镇强降雨红色警报的精准靶向发布，向陈家河镇 1696
人发布强降雨红色警报。这次强降雨过程持续近 4 小时，陈

家河镇深夜紧急转移并妥善安置了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

“解决准确预报预警和预警‘最后一公里’问题，第一时

间将临灾警报发布到村到户到人，才能为转移避险争取更

多时间。”湖南省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家清说。

湖南探索建立省、市、县三级气象部门递进式气象预警

服务和精准靶向预警发布模式，为防灾减灾赢得主动。今

年以来，湖南省气象部门向 10.8 万名防汛责任人发布气象

预警信息 2565.32 万人次。正式开展预警信息精准靶向发

布业务至今，共面向社会公众精准靶向发布预警信息 1215
期。“递进式气象预警服务和精准靶向预警，在时间和空间

上都更准确，也让气象服务更精准。”湖南省气象服务中心

主任刘瑞琪说。

湖南推进气象预警信息精准靶向发布

“让气象服务更精准”
刘 毅 杨 萌

本报北京 10 月 19 日电 （记者寇江泽）生态环境部近

日通报今年 1—9 月全国地表水、环境空气质量状况：3641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

为 81.8%，同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1.2%，

同比下降 0.9 个百分点。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 86.8%，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PM2.5 平均

浓度为 2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6.7%。

1—9 月，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西北诸河、西南

诸河和浙闽片河流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3.7%，

同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1.0%，同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西北、西南诸河、长江流域和浙闽片河流水质

为优；珠江、辽河和黄河流域水质良好。监测的 210 个重点

湖（库）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湖库个数占比 71.9%，同比下

降 0.3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湖库个数占比 6.2%，同比上升

0.9个百分点。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4.5%，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40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18.4%。北京优良天数比例为 75.5%，同比上升

1.8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3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5.7%。

今年前9月

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
同比上升1.2个百分点

本报北京 10月 19日电 （记者王浩）记

者从水利部获悉：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成效显

著，31 个省份全部设立党政双总河长，明确

省、市、县、乡级河湖长 30 多万名，村级河湖

长（含巡、护河员）90 万名，其中，中西部地区

脱贫户 22 万名，建立了上下贯通、环环相扣

的责任链条。

河湖管护责任体系不断完善。2018 年

以来，省、市、县、乡级河湖长年均巡查河湖

700 万人次。省、市、县全部设立河长制办公

室，专职人员超 1.6 万名，部分乡镇因地制宜

设立河长制办公室，各地培育壮大民间河长

湖长和志愿者队伍。长江、黄河、淮河、海河、

珠江等七大流域建立“流域管理机构+省级

河长制办公室”联席会议制度，20 多个省份

建立跨省界河湖联防联控机制，探索建立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设立联合河长湖长，开展联

合巡查执法，形成了河湖管理保护强大合力。

各地区各部门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开展

系统治理，持续改善河湖水生态环境。2018
年以来，水利部组织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

行动，各地共清理整治河湖“四乱”（乱占、乱

采、乱堆、乱建）问题 18.7 万个，拆除侵占河

湖 违 建 4748 万 平 方 米 ，清 除 围 堤 1.1 万 公

里，清退非法占用岸线 3 万多公里，打击非

法采砂船 1.1 万艘，清理垃圾 4300 万吨，河

湖面貌发生历史性改变。水利部组织编制

完成长江、黄河等七大江河及主要支流岸线

保护利用规划、河道采砂管理规划，指导地

方编制完成 416 条省级河湖岸线保护利用

规划、2656 条河道采砂管理规划，明确河湖

水域岸线分区管控要求。

31省份全部设立党政双总河长
省市县乡级河湖长年均巡查河湖700万人次

山东东营，黄河在这里奔腾入海。泥沙

冲刷沉积，形成黄河三角洲。让生物多样性

更丰富、生态系统更健康，规划推进黄河口国

家公园建设……这两年，山东重任在肩，努力

护好大河之洲。

生物多样性更丰富

眼下，黄河三角洲迎来最美的季节：深红

色碱蓬簇成的“红地毯”上空，一群群鸟儿不

时掠过。

“刚进 10 月，鸟儿就多起来了！”在黄河三

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事讲解工作的王彩

虹说，20 米高的电线杆顶端，东方白鹳高高站

立；湿地中央，天鹅在水中游弋……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1992 年

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是以黄河口新生湿地生

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湿

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我

国暖温带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湿地生态

系统。

多年来，山东坚持保护为重，先后颁布山

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和

条例，印发实施《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详细规划（2014—2020 年）》。“我们对

东方白鹳、黑嘴鸥、鹤类等关键物种栖息地进

行重点保护，进行柽柳、野大豆等原生植物保

育，就地保护生物种群。”黄河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许明德

介绍。

据统计，在黄河三角洲，鸟类已由保护区

建立之初的 187 种增至现在的 371 种，其中，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25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65 种，这里已经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

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白鹤全球第二

大越冬地、我国丹顶鹤野外繁殖的最南界。

生态系统更健康

“你看这一泓清水，来之不易！”站在岸

边，保护区科研中心负责人王安东说。2020
年，黄河三角洲共计生态补水 1.74 亿立方米，

比近 10 年均值增加两倍多。通过筑堤修坝向

湿地引水、蓄水，恢复地表径流、补充地下水，

用淡水冲碱压盐，促进湿地的自我恢复、自我

发育。

除了补水，如何让水系循环起来更是关

键。这些年，东营实施引水提水、湿地水系大

连 通 、湿 地 小 连 通 等 工 程 ，着 力 构 建“ 河—

陆—滩—海”水系连通体系，促进黄河与自然

保护区的大循环和湿地内部小循环，生态用

水矛盾得到有效缓解，湿地生态功能获得较

大改善，河流生态系统更加健康。

东营市委书记李宽端说，近些年，东营市

一方面以自然恢复为主，实施退耕还湿、退养

还滩 7.25 万亩；另一方面通过实施 16 个湿地

修复项目，构建起“河—陆—滩—海”连通体

系，累计修复湿地 28.2 万亩。

实施互花米草治理实验项目，清除外来

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恢复盐地碱蓬、海草床

及滩涂贝类等物种，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平衡

与安全……东营市与中国科学院等 30 余家

科研机构合作，成立 8 个野外监测和科研教

学平台，建设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联

合开展湿地修复模式、外来有害物种防治等

科研攻关，形成了 20 余项可复制推广的科研

成果。

规划推进黄河口国家
公园建设

不久前，《黄河口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向

社会征求意见。根据规划，黄河口国家公园

整 合 现 有 8 处 自 然 保 护 地 ，划 定 范 围 面 积

352291 公顷。

“通过国家公园建设，实现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综合治理。”许明德介绍，目前，落实

国家林草局和山东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东

营市编制了黄河口国家公园设立方案及本底

资源调查与评价报告、符合性认定报告、社会

影响评估报告“一方案三报告”及《黄河口国

家公园总体规划》，完善黄河口国家公园机构

设置方案和管理办法。

根据规划，黄河口国家公园分为核心保

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记者了解到，为实现黄

河口国家公园游憩体验可持续发展，公园拟

实行访客限额、到访预约、非常规到访资格审

核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核心保护区原则上

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生态修复区域及

生态敏感区域原则上不允许访客进入，有科

考、修复工程等特殊需求，经国家公园管理机

构审批同意后，且在专业向导带领下，访客方

可进入；一般控制区生产生活区域及生态游

憩区域原则上允许访客进入，采取预约机制，

适当开展游憩体验。

“护好大河之洲，安稳候鸟之家！”山东省

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尊重生态规律，搞好

科学规划，敢于较真碰硬，依法依规强化生态

保护 , 提高生物多样性，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规划推进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

图①：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

成群的白琵鹭。 资料图片

图②：黄河口低洼湿地上生长的碱蓬。

胡友文摄（人民视觉）

山东加大黄河三角洲保护力度—

护大河之洲 引百鸟来栖
本报记者 侯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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