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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多名山，可提起九岭山，不少人心里都

会打个问号：在哪里？

茫茫九岭山，在洞庭湖平原与鄱阳湖平原之

间，是很多动植物的乐园。在赣西北的九岭山脉

南坡处，坐落着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九岭山保护区发现并命名的新物种——江

西大鲵，是我国首个遗传身份明确且野外稳定

繁殖的大鲵纯种种群，也是我国首个可记录大

鲵完整自然生活史的野外种群。这里还发现了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斑林狸，以及五岭

管茎过路黄等珍稀植物，引来不少关注。

这些新发现的背后，少不了一群年轻人的

付出。

一砖一瓦运进来，水电网
通进来

车子绕着山路，不知道转了多少圈，终于抵达

了目的地——九岭山保护区大杞山保护管理站。

大杞山站是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四个管理站中最偏远的一个，位于九岭山脉

深处。

在这里，竹竿围成了篱笆墙，枯朽的蒿草

和树干搭成了凉亭，溪流里的鹅卵石砌起了小

水池……

不远处小跑过来一位肤色黝黑的壮实汉

子，这就是大杞山站站长彭勇。

2016年，36岁的江西省靖安县中源乡党委委

员彭勇来到这里组建大杞山站，选址再三，最终

定在这个山窝窝里。一砖一瓦运进来，水电网通

进来，彭勇和同事们从一无所有开始，建起了三

层楼为主体的大杞山站。

“大家对于艰苦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但是

孤独和寂寞，会让人心里生病！”彭勇说。除了

日常的巡护，他决定走进大山，熟悉山中的一草

一木、飞禽走兽。每次出去巡山，彭勇都会将一

路看到的动植物记下来，回到宿舍后，借助互联

网进一步丰富认知。每次有科研队伍进山科

考，彭勇一定会申请一路相随，像个学生一样认

真听课、请教。时间一长，他不仅能够掌握上百

种动植物的名字、种类、习性，而且对大杞山 2
万余亩管护区域中红外摄像头的分布等相关情

况了如指掌。

走进自然，发现自然，爱上自然

2017 年，1992 年出生的汤勇通过公开招考

进入九岭山保护区，被分配到了大杞山站。刚

来，汤勇就傻了眼：周边连个集镇都没有，时不

时还会断网断电。

彭勇理解汤勇的感受。一天夜晚，彭勇穿

上水裤、拿起电筒，拉上汤勇就走，走着走着，彭

勇指着 30 米开外说：“看，那是一只棘胸蛙。”“隔

着几十米远，你能看见？”汤勇将信将疑地走近，

用手电一照，竟然真有！再往前走，彭勇突然停

下，示意汤勇脚步轻点：“这里有鸟儿在睡觉。”抬

头用手电一扫，果然有一群鸟正在树枝上休憩。

彭勇说，夜观不大声、不惊动、不追赶，不能

影响动物。通过夜观，能够了解夜间动物们的

生活状态，也能更好地了解林区内夜行性动物

的数量和种类。

这次夜观，让汤勇大开眼界。他们发现了

黄麂、猪獾、果子狸、棘胸蛙，河溪中还看见了大

眼贼虾、红尾副鳅等。“想不到，夜晚的大自然也

是五颜六色的。”汤勇感慨。

随后，汤勇跟着彭勇一道，走进了大自然，

也深深爱上了大自然。

在 2018 年冬季一次夜观活动中，两人第一

次发现了一尾娃娃鱼，汤勇不以为意，毕竟靖安

一直有饲养娃娃鱼的传统，家养的娃娃鱼也见

过，可细心的彭勇却认真地记录发现地点，并拍

下了照片。按照平时的习惯，彭勇将图片传给

了一些专家，没想到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很

可能是野生大鲵。”

为了更进一步印证，彭勇和汤勇多次夜观，

拍 摄 到 了 野 生 大 鲵 种 群 ，以 及 它 们 捕 食 的 视

频。不久，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联合江

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等单位，成立了专

项课题组。课题组成员跟随彭勇溯溪调查，发

现 4 只大鲵，无损采样分析结果更是令大家兴

奋——这是野外分布未知的独特支系之一，且

采集到的样本显示，该种群尚未受到外来种群

基因入侵。

经过两年动态监测，2022 年，课题组发表

研究成果，将在江西靖安县发现的纯种野生大

鲵描述为新物种——江西大鲵。这是目前我国

发现的首个野外纯种娃娃鱼种群，彭勇和汤勇

也因为在发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成为联合署

名作者。

年轻人在这里收获的，不仅仅是事业，还有

爱情。2020 年，汤勇在巡护过程中发现一只受

伤的领角鸮，紧急将它送到中源乡卫生院救护，

与卫生院护士陈莹相识。今年正月，他们正式

结为夫妻，成了大杞山站的一段佳话。

加强社区共建，普及自然知识

今 年 1 月 ，又 一 位 年 轻 人 加 入 了 管 护 队

伍。“咱们站来了一位专业的高材生！”彭勇逢人

就介绍，1996 年出生的许久恒是北京林业大学

毕业的硕士，专业是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对于大杞山站的年轻人而言，没有什么比

发现新物种更让人兴奋的了。小许到站里没多

久，大家就在一条水沟旁看到一株过去从来没

有见过的开黄色花朵的草本植物。大家通过查

阅资料、咨询植物专家，最后认定该物种为五岭

管茎过路黄。“它是管茎过路黄的变种，是一种

珍稀的草本植物，这也是靖安县首次观测记录

到该物种。”许久恒介绍。

发现五岭管茎过路黄的兴奋和喜悦还未平

复，一只动物又闯进了他们的生活。6 月中旬，

在例行调取红外相机存储内容时，一只满身斑

纹、外形很像猫的动物甩着尾巴进入镜头，它边

跳边前进，憨态可掬。“这是九岭山保护区过去

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物种！”彭勇和队员们看了又

看，下了结论。

最终专家确认，这次拍到的动物是斑林狸，

被列入国家林草局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也是

在九岭山保护区首次拍摄到的新记录物种。

近年来，大杞山站积极与社区共建，加强宣

传，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如今，不仅偷猎盗捕等

情况绝迹，盗伐林木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

“小点声，这是一群山鸡在睡觉。”“你们看，

那边溪流里，是一只棘胸蛙！”……今年 5 月底，

中源乡当地学校师生和大杞山站的工作人员开

展夜观活动，工作人员带着孩子们感受自然的

魅力。

据介绍，为了保证安全，不打扰野生动物的

生活，学生们的夜观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人数也

有严格限制。

“孩子们，来到九岭山，不仅是想让你们认

识更多的动植物，也是希望你们知道大自然的

神奇与伟大。”彭勇说。

图①：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图②：彭勇（中）和同事巡山时发现一株细

茎石斛。 周 亮摄（人民视觉）

呵护自然，投身研究，发现江西大鲵等珍稀物种——

九岭山深处奏响青春之歌
本报记者 朱 磊

■■保护区里的年轻人保护区里的年轻人R

今年春季，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科研团队确认在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发现江西大鲵野外纯种种群，江西大

鲵也成为目前我国首个遗传身份明确且野

外稳定繁殖的中国大鲵纯种种群。

这不是科学家第一次发现俗称娃娃鱼

的中国大鲵存在隐存物种。2018 年，中国

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车静所带领

的团队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了上千份中国大

鲵样品，基因组分析结果意外发现中国大

鲵并非单一物种。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大

鲵至少有 5 个物种。同时，研究团队还在

养殖场种群中意外发现另外两个独特支

系，加之据记录分布于海拔 4200 米的青藏

高原种群，推测中国大鲵有可能包括 8 个

物种。

中国大鲵曾广泛分布于长江、黄河及

珠江流域的 18 个省份。自 20 世纪 50 年代

起，由于栖息地连续遭到破坏及人为过度

捕捉，中国大鲵野生资源迅速减少。为寻

找中国大鲵野外种群，科研人员在全国各

地野生大鲵历史分布区、自然保护区开展

问卷调查。“我平时不定期在辖区的溪流附

近巡查、夜观时，经常能看到娃娃鱼，大的

有七八斤、80 厘米左右，也看到过大概 10
厘米的娃娃鱼幼苗。”早在 2019 年 7 月，九

岭山保护区大杞山站站长彭勇与中国科学

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人员的交流，就让

研究人员眼前一亮——大的七八斤，说明

确实是大鲵而不是小鲵或者蝾螈；小的 10
厘米，说明还有野外繁殖种群。

当时，研究人员跟随彭勇溯溪调查，发

现 4 只大鲵。无损采样和遗传鉴定后，研

究人员更是兴奋。综合形态学和遗传分化

证据，研究人员最终将其描述为一个新种

——江西大鲵。调查发现，不仅在保护区

内，靖安县当地大鲵养殖场内的种群也是

本地纯种。

为进一步摸清江西大鲵的野外分布

区域和生活史，以便更科学有效保护这一

种群，车静团队与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戴年华团队以及保护区开

展了为期两年的监测，不仅观测到了新孵

化幼鲵的觅食活动，还找到了野外繁殖洞

穴，这些区域也是未来栖息地保护的关键

区域。

“目前调查显示，江西大鲵种群是一

个单点分布的孤立种群，该种群可能面临

数量较少、相对孤立以及栖息地环境变动

等困难，亟须建立相应的保护行动计划、

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此外，综合考察和

比较研究提示，相较于通常以水域范围设

置的水生生物保护区，能囊括山、水生态

系统的自然保护区设置对大鲵野外种群

的保护将会更加有效。”车静认为，进一步

在全国范围，特别是保护区内开展系统的

野外调查，有望发现更多类似的纯种野生

种群。

九岭山自然保护区发现江西大鲵野外纯种种群

科学家推测：中国大鲵可能包括8个物种
本报记者 朱 磊 杨文明

本报杭州 8月 17日电 （记者江南）近日，浙江省发布

信息：今年一季度，浙江省“无废指数”为 79.74 分，同比提升

了 3.34 分。

“无废指数”是生态环境部和浙江省共建“无废城市”数

字化改革试点工作的成果之一，可以定量、客观评价各地

“无废城市”建设进展成效。经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工作专班会同省级有关部门测算，本期“无废指数”各设区

市排名前三的依次为杭州市（83.43 分）、嘉兴市（83.07 分）

和宁波市（82.26 分）。

2020 年初，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以省政府名义部署开

展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的省份。2021 年 11 月，浙江“无废

指数”首次对外发布。该指数发布以来，不仅促进各地固废

治理工作，也有效提高了数据动态采集的准确性，推动固废

数字化管理进程。

浙江发布一季度“无废指数”
同比提升3.34分

本报广州 8月 17日电 （记者洪秋婷）记

者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日前，广东省 2022
年林草湿样地调查监测工作全面完成。

广东省森林、草原、湿地资源丰富，国家林

草局在广东省布设林草湿样地 1447个，覆盖全

省 21 个市。自 5 月底广东省正式启动 2022 年

林草湿调查监测工作以来，省林业局共组织动

员 200 多名调查队员组成 69 个工作组对全省

林草湿样地进行调查监测。调查人员通过新

老结合、以老带新等多种形式组建工作组，保

质保量地开展野外样地调查。

据悉，为更好推进广东省林草湿调查监

测工作，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林业局多

措并举，组建了专班领导小组，通过上下联

动、协同合作，确保林草湿调查监测工作顺利

推进。截至 8 月 13 日，广东省全面完成野外

样地调查任务，并且全部经过上级质量检验

部门验收合格。

布设样地1447个，覆盖全省21市

广东省全面完成2022年林草湿样地调查工作

核心阅读

近年来，江西九岭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日渐丰
富，珍稀物种频频现身。在这
里，一群年轻人扎根大山密林，
通过日常巡护，呵护着一草一
木；也通过普及自然知识，让更
多人得以共护、共享自然之美。

本报西安 8月 17日电 （记者张丹华）近日，陕西省林

长制办公室出台《陕西省林长巡林制度》《陕西省总林长令

发布制度》和《陕西省林长制考核方案（试行）》，压实各级林

长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的主体责任，推动林长规范履职

尽责。

《陕西省林长巡林制度》规定省级林长每年巡林不少于

1 次、市级林长不少于 2 次、县级林长不少于 4 次，镇、村级

林长巡林纳入日常工作，常态化开展。《陕西省总林长令发

布制度》提出省、市、县总林长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森林草

原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需要签发总林长令。《陕西省林

长制考核方案（试行）》提出，考核模块分两种，一是每 5 年

开展一次规划期评定。考核时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

年规划期相对应，主要对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沙化土地治理面积、湿地保护率等 5 项约束性

指标进行评定。评定结果分为达标、未达标。任意一项约

束性指标未达标，将予以通报批评。二是年度考核。重点

对国土绿化、资源保护管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草原灾害防控、林长制

实施运行等进行考核。

推动林长规范履职

陕西出台“两制度一方案”

本报银川 8月 17日电 （记者刘峰）记者

近日获悉：近年来，宁夏以建设黄河健康安澜

为根本任务，以落实河湖长制为抓手，不断强

化河湖管理保护，河湖面貌及水环境质量实

现历史性改变。黄河宁夏段水质连续 5 年保

持Ⅱ类进出。据介绍，自治区各级水利部门将

河湖长制工作摆在水利改革发展的重要位置。

全区 27 个市、县（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市、县级双总河长，4284名河湖长认真尽责，全

区 997条（个）河湖实现河湖长全覆盖。同时，建

立“河长+检察长+警长”工作机制，289名河湖检

察长、344名河湖警长全面到岗，协助河湖长履

行职责。

此外，宁夏有序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

997 条（个）河湖管理范围全面划定并设立界

桩，2019 年以来，全面组织开展“清河行动”

“岸线利用项目”等专项行动，全区共清理整

治河湖“四乱”问题 2368 个。

4284名河湖长认真尽责

宁夏997条（个）河湖实现河湖长全覆盖

本报北京 8 月 17 日电 17 日，记者

从中央气象台获悉：未来三天，我国北方

将有一次新的较强降水过程，降雨落区

与上一轮高度重叠，需高度关注降雨引

发的次生灾害影响。未来一周，南方高

温仍将持续。17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发

布暴雨蓝色预警，与自然资源部联合发

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与水利部联

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本轮降雨主要影响青海东部、甘肃

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山

西中北部、京津冀以及东北等地，降雨云

团自西向东移动，主要影响时段为 17 日

和 18 日。

国家防总决定于 17 日 19 时针对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

江、陕西、甘肃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

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7 日，国家防总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防汛抗旱专题视

频会商调度，围绕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防

范应对、超警河段巡查防守、长江流域持

续高温省份抗旱保供水工作作出安排部

署，强调要切实压实防汛责任制，尤其是

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北方省份要时刻严

密防范局地极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

害、中小河流洪水。在长江流域部分省

份抗旱保供水工作中，要督促相关地区

立足抗大旱、抗长旱，落实好抗旱责任，

强化三峡等骨干工程水量调度，优化水

资源配置；组织应急拉水送水确保群众

饮水安全，同时全力保障工农业生产用

水，最大程度减轻干旱影响和损失。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评估，综合考虑高温热浪事件

的平均强度、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从今年 6 月 13 日开始至

今的区域性高温事件综合强度已达到 1961 年有完整气象

观测记录以来最强。此次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强

度大、极端性强等特点。在今年夏天以来的高温事件中，川

渝高温强度持续领跑全国。17 日 12 时，中央气象台高温实

况排行榜显示，川渝地区“包揽”了全国高温榜前十，最高气

温突破 40 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介绍，川渝

高温与江汉、江南等地高温成因一致，都深受副热带高压控

制，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导致高温持续时间长。川渝地区

高温居前列，主要受地形地貌的影响，川渝地区被高原和山

脉包围，地形封闭，不利于空气的扩散，特别是在副热带高

压影响下，增温快、散热慢，更易导致气温升高。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8 月份以来，水利部门已调度长江

流域控制性水库群向中下游地区补水 53 亿立方米。当前

长江流域水稻等秋粮作物正处于灌溉需水关键期，为遏制

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快速下降趋势，确保沿线灌区和城镇

取水，水利部决定实施“长江流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

度专项行动”，自 16 日 12 时起，调度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长

江上游梯级水库群、洞庭湖湘资沅澧“四水”水库群、鄱阳湖

赣抚信饶修“五河”水库群加大出库流量为下游补水，计划

补水 14.8 亿立方米。指导督促相关地区全力做好泵站、水

闸等水工程调度，精准对接灌区、城乡供水取水口，多引、多

提、多调，确保旱区群众饮水安全，保障秋粮作物灌溉用水。

17 日 6 时 24 分，江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

警。自 16 日 16 时起，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抗旱Ⅳ级

应急响应，江西省应急厅、省水利厅同步启动抗旱Ⅳ级应急

响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 16 日 14 时针对遵义

市、铜仁市、毕节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应。目前，贵州省防指办公

室、省应急厅已派出工作组赴铜仁、遵义等地指导帮助抗旱

救灾工作。

（综合本报记者李红梅、邱超奕、李晓晴、周欢、程焕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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