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声鸟鸣，令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愈显幽静。

蹲下身，罗春首解开安装在树干低处的

红外相机，小心翼翼地将存储卡放进背包。

“ 能 不 能 记 录 到 新 物 种 ，就 看 它 了 。”罗 春

首说。

跋山涉水、采集数据，这是罗春首一天

最主要的工作。作为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除了出差和开会，

罗春首几乎都在山上。

2017 年，罗春首调到龙栖山保护区管理

局担任科技科科长。他发现，保护区先前的

资源调查多依赖第三方，项目结束，调查队

员就走了，日常的生物资源调查几乎空白。

“保护生物多样性，摸清家底是前提。”罗春

首说，带着这样的认识，他主动承担起这项

工作。

持续监测，完善本底
资源档案

福建森林覆盖率高达 66.8%，生物多样

性丰富。作为福建省 16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之一，龙栖山保护区保存着较完整的森林

植被及森林生态系统。

早上 7 点，背上相机，带上干粮和水，罗

春首出发了。“鸟类活动在上午 9 点和傍晚较

为频繁，这两个时间是调查的最佳时间；蝴

蝶怕热，中午时会从高高的树梢上落到路

边，刚好可以做蝴蝶调查。”罗春首说。晚上

有时间时，他还会开展两栖和爬行类生物

调查。

如今，红外相机监测等技术的应用，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人力的不足。罗春首对于

两山坳口处、水源地附近、不同林分间隔处

格外关注，“这些区域动物活动频繁，是布设

红外相机的理想位置。”罗春首介绍，一旦有

动物经过，红外相机便会自动拍摄。

回到办公室，罗春首打开电脑，读取存

储卡，成千上万的照片和视频里，黑熊、中华

鬣羚等野生动物不时出现。

“最开心的就是拍到新物种的时候。”罗

春首说，“随着近年来保护工作的开展，出现

在镜头前的动物越来越多。对生物家底心

中有数，有利于为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

2021 年 10 月，《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意见》印发，提出到 2025 年，持续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国家战略

区域的本底调查与评估，构建国家生物多样

性监测网络和相对稳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空间格局。 2017 年以来，在罗春首的带领

下，龙栖山保护区已发现动物分布新记录

125 种、植物分布新记录 27 种。出版生物图

鉴、建设博物馆、组织自然研学……龙栖山

保护区通过形式丰富的科普教育，让越来越

多的人亲近自然。

“水陆空天”一体化，
探测江河湖海

“准备，出发！”一架无人机从江苏省南

通市五山地区滨江片区的一处亲水平台缓

缓升空。在传回的画面中，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环境监测中心生态遥感监测部生态调查

员张悦看到阳光下的长江碧波翻滚。此行，

她和同事们要对长约 8 公里、总面积约 5 平

方公里的岸线进行生态调查。

刚 刚 起 飞 的 是“五 镜 头 三 维 建 模 无 人

机”，用于对长江岸线进行生态实景三维建

模。在等待期间，张悦和同事们又放飞了

“采水样无人机”。确认位置后，张悦控制无

人机放下采样瓶收集 1 升左右的长江水，然

后将采样瓶收回无人机机舱中。

与此同时，“多光谱小型无人机”也出发

了。“自然岸线对水生态环境有着重要作用，

这 台 无 人 机 就 是 对 沿 岸 植 被 进 行‘ 体 检 ’

的。”张悦解释。从传回的数据来看，五山及

沿江片区的植被覆盖率已达到 80%以上，长

江岸线生态修复情况良好。

“生态调查是通过专业技术手段对各类

生态系统、不同生物开展调查、监测、评估的

一项工作，是摸清生态家底、变化趋势，评估

问题短板与保护成效的关键举措。”江苏省

环境监测中心生态遥感监测部部长姜晟介

绍，目前江苏水生态调查领域初步建立起

“水陆空天”一体化技术体系，综合应用卫星

遥感、无人机与地面监测等技术手段，获取

各类生态环境指标数据，并用于分析评估。

回到实验室，张悦的任务是进行生态实

景 三 维 建 模 。“ 将 三 维 建 模 无 人 机 拍 摄 的

6000 多张照片导入软件，就可以自动建立该

片区的三维实景模型，然后再进行人工检查

和完善。”她告诉记者，每一次模型都可以纵

向对比，就连公园里新栽了几棵树都看得一

清二楚。另一组同事则着手分析无人机带

回的水样，一部分水样用于水质检验，另一

部分进行环境 DNA 检测——根据鱼虾等经

过时留下的生物信息，分辨水生物的类型。

“这种‘水陆空天’一体化的生态调查

模式，每年要进行多次，范围包括省内重点

的江河湖海。”姜晟介绍。近年来，生态环境

部出台了《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监管工作的意

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批准并发布了《全国

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

遥感解译与野外核查》等国家生态环境标

准，指导和规范生态状况调查评估。目前，

生态质量监测与评价结果已纳入污染防治

攻坚战考核指标体系，也是生态保护监管、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据。

数据为媒，生态调查
助力生态治理

“这是肥牛草，今年开展草原样地外业

调查时，我们都没认出来，拍照发给专家辨

识才确认。”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调查分院

生态调查员苏树祥说，“今年的草原样地外

业调查已经结束，现在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数

据、加强学习、总结经验，为明年的草原生态

调查监测做准备。”

草原生态系统是广西最重要的生态系

统之一。过去，广西的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

主要侧重于草原资源的生产状况，为畜牧业

生产服务；2016 年后，监测主要侧重于全区

草地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和生态质量评价。

苏树祥从 2020 年开始参与草原调查工

作，带领团队完成了广西 14 个地市、101 个

县区、1903 个草原样地调查。苏树祥说，随

着信息技术不断进步，草原调查监测从原来

的手绘、手写为主，过渡到数字化信息采集、

分析模式。

据介绍，很长一段时间内，广西全区草

地资源普查以人工踏查为主，部分地区运用

遥感和航拍资料；2020 年以来，则全面使用

卫星影像和草原底图进行样地布设，以长期

定位样地结合空间路线的方式，观测草原群

落及生态因子变化，进而分析草原资源生态

现状和年际变化规律。“这样一来，植物覆盖

度等部分数据的采集就比以前简单多了。”

广西林业局草地监理中心草原资源监测科

科长李天赐说。

来自国家林草局的数据显示，2021 年，

全国各级林草部门共投入 1.7 万调查监测

人 员 ，完 成 31 个 省 份 45.7 万 个 样 地 监 测 、

4.7 亿个图斑监测，首次实现了以国土“三

调”为统一底版的森林、草原、湿地资源全

覆盖监测。

目前，广西的草原生态调查结果，不仅

为广西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绿色发展指标体

系、林长制考核提供了数据参考，还为有关

部门制定草原保护修复政策、编制草原有关

规划等提供基础依据。

技术不断创新、成果应用广泛，多地持续开展生态调查工作—

摸清生态家底 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王崟欣 姚雪青 李 纵

核心阅读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近年来，
多地持续开展生态调查工
作，创新调查技术手段，调
查成果广泛应用于资源普
查、政策制定、公众科普教
育等方面，有力推动了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

■美丽中国R

本报北京 11月 28日电 （记者寇江泽）记者从生态环境部

获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第二阶段会议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去年 10 月，COP15 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昆明成功举办。为

加快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进程，经中国政府、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秘书处、加拿大政府协商，并经 COP15 主席团决定，COP15
第二阶段会议将于今年 12 月 7 日—19 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所在地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表示，中国将继续作

为 COP15 主席国，领导大会实质性和政治性事务，“生态文明：共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主题和会标等大会主要元素保持不变，“我

们期待，COP15 第二阶段会议能够顺利通过国际社会期待已久

的、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

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擘画蓝图”。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第二阶段会议准备就绪

本报北京 11月 28日电 （记者寇江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近日公布的《2021 中国林草资源及生态状况》显示：2021 年我国

森林面积 34.6 亿亩，森林覆盖率 24.02%，森林蓄积量 194.93 亿立

方米，草地面积 39.68 亿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50.32%，鲜草年

总产量 5.95 亿吨，林草植被总碳储量 114.43 亿吨。

2021 年 我 国 森 林 、草 原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年 涵 养 水 源 量

8038.53 亿立方米，年固土量 117.20 亿吨，年保肥量 7.72 亿吨，年

吸收大气污染物量 0.75 亿吨，年滞尘量 102.57 亿吨，年释氧量

9.34 亿吨，年植被养分固持量 0.49 亿吨。森林、草原、湿地生态

空间生态产品总价值量为每年 28.58 万亿元。林草生态系统呈

现健康状况向好、质量逐步提升、功能稳步增强的发展态势。

这是我国首次开展国家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工作，在国

家层面对森林、草原、湿地三大生态系统构成的生态空间、生态

产品、生态系统功能价值量进行整体评估。

《2021中国林草资源及生态状况》公布
林草植被总碳储量114.43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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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28日电 （记者李红梅）26 日开始的寒潮天

气仍将继续影响我国大部地区。28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

布寒潮橙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预计，28 日夜间至 30 日夜间，大部地区气温将

下降 10—14 摄氏度，江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

等地部分地区有冻雨。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橙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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