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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21日电 （记者寇江泽）生态环境部日前通报

今年 1 月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

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74.3%，同比上升 0.9 个百分点；平

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5.4%，同比上升 2.3 个百分点；

PM2.5 平均浓度为 5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8%；PM10 平均

浓度为 8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4.5%。

1 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6.0%，同比上升 13.7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

为 11.2%，同比上升 2.9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76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2.6%。北京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93.5%，同比上

升 9.6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3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8.9%；未发生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

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9.7%，同比上升

14.8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2.1%，同比上升

1.2 个 百 分 点 ；PM2.5 平 均 浓 度 为 53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5.9%。汾渭平原 11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42.5%，同比上升

10.2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8.5%，同比上升

8.2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 9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1%。

今年1月

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74.3%

雨水节气刚过，南方的毛竹林已悄悄地

抽出了嫩叶。竹子的秆挺拔修长，枝叶四季

青翠，傲雪凌霜，备受中国人喜爱，与梅、兰、

菊并称为“花中四君子”，与松、梅并称为“岁

寒三友”。竹秆坚韧、虚心有节，还是刚正不

阿、虚怀若谷的象征。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咬定青山

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从古至今，文

人墨客爱竹咏竹者众多。你有没有想过，修

长坚韧、虚心有节又可成林的竹子，究竟是

草还是树呢？

竹子是禾本科竹亚科植物，一般为多年

生，茎称为秆，多为木质，罕有草质，具有木

质化秆的竹子称为木本竹，具有草质秆的竹

子称为草本竹。从分类学角度来说，竹子与

水稻、小麦、玉米、高粱等重要的草本粮食作

物都是“亲戚”，同属禾本科。

“树”其实是木本植物，与“草”（草本植

物）相对。木本植物的茎内有形成层，能产生

次生结构，使树干长得又粗又高，强大的次生

木质部构成树干横切面上的年轮。而草本植

物的茎为“草质”，茎中缺乏形成层，一般只有

初生结构，增粗有限，不形成年轮。此外，草

本植物茎的表皮常呈绿色，含有叶绿素，能够

进行光合作用，而木本植物树干（茎）外表覆

盖着粗糙的树皮，光合作用能力消失。

竹秆（茎）质地坚硬，被称作木质茎，只

有初生结构，竹材堪与木材媲美的木质特

性，来自于初生结构中发达的机械组织和细

胞壁木质化的基本组织；木材的木质特性，

则来自于年轮式样分布的次生木质部。竹

秆外形与其他禾本科草本植物的茎相似，具

有明显的节和节间，节数和粗细在出笋时就

已基本固定；节附近分布有居间分生组织，

节间伸长时，各节分生组织同时活动，竹子

迅速拔高；缺少形成层，不能长粗，只能保持

“婴儿时期的身材”，恰如俗话所说“笋有多

大，竹有多粗”。竹壁自外向内，分为竹青、

竹肉、竹黄三个部分，竹青含叶绿素呈绿色，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由此可见，竹子确实与

树不是“一家人”，竹子还是属于草，我们可

以把木本竹叫做“木质化草本”或“大草”。

竹子种类繁多，全世界有 1700 种左右，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中南美洲地区形成世

界两大竹子分布中心。我国有 500 多种木本

竹，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竹子种类最丰富的

国家。竹子有的低矮似草，有的高如大树。

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小的草本竹，只有 1—2
厘米高，分布于法属圭亚那；生长在我国云南

的巨龙竹，能长到 45米高、30厘米粗。

作为木质化的草本植物，竹子有一些非常

别样的生物学特性。比如，生长非常迅速，竹子

是世界上长得最快的植物之一。我国经济价

值最大的毛竹，最大日生长量可达 1米多。

再如，竹子的开花周期长，很多竹子一生

只开一次花，花开过后生命就会很快走向终

点。这一点也和树的区别很大，木本植物在生

命周期内，多次开花，花后继续生长。

此外，“木质化的草本”——竹材，在我

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有成千上万种用途。

鲜竹笋、竹笋干可以烹饪菜肴，竹秆可以劈

篾，用来编织竹席、竹工艺品等，还可以用来

制作家具、竹炭、纸张和建筑材料等。竹子

的药用价值也很高，其叶和竹沥可以用来镇

咳祛痰、清热降火。

（作者分别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

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副研究员，本报记者

吴月辉采访整理）

图①：贵 州 省 赤 水 市 宝 源 乡 回 龙 村 的

竹林。 张 鹏摄（新华社发）

图②：草本竹。 张玉霄摄（人民视觉）

图③：云南省勐海县的巨龙竹。

张玉霄摄（人民视觉）

竹子是草还是树？
陈文俐 张玉霄

远处，啄木鸟“笃笃笃”的清脆声传来，

山里的寒风还一个劲儿往屋里钻。一大早，

在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境内的唐家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摩天岭天然林管护站，巡护员

王超已经忙碌了起来。

穿上工作服，背起专用背包，把对讲机揣

进怀里，王超踏上巡护之路。“老杨，出发了！”

王超回头一喊，队友杨贵平也走了出来。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大熊猫

国家公园内，面积达 4 万公顷，以大熊猫及其

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有各类动植物 3700
余种。开展春季巡护，关系着动植物安全保

护和大熊猫生态样线监测。

一边巡护一边“排险”，
保护野生动物安全

踏上保护区的步道，王超与杨贵平一路

有说有笑。“保护区里生活着各种动物，我们

要守护好它们的家园。”说话间，王超定睛一

看：“快瞧，那是三趾啄木鸟，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仔细望去，树上的啄木鸟啄个不停，铆

足了劲儿为大树“把脉问诊”。“保护区有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10 种，其中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24 种，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86 种。”说起保护区的动物，王超如数家珍。

春天到来，动物日渐活跃，巡护员要做

的便是保护动物安全。杨贵平一边端详一

边介绍：“这些年没有盗猎现象，但我们还是

要仔细观察，以防万一。”杨贵平说，巡护中

要观察是否有猎套、陷阱、捕兽夹等，一有发

现立即清除。

爬到一处石崖，只见一处落叶密集，王

超径直前往，用清路刀朝着地下慢慢踅摸。

由于保护区部分区域作为景区向游客

开放，因此制止游客违规行为、宣传保护动

物理念，也成了巡护员的重要工作。“我们遇

见游客，就给大家讲要与野生动物保持距

离，不向它们投喂食物。”杨贵平说。

“喏，这是红腹角雉的脚印。”看到落雪上

的脚印，王超格外欣喜，举起相机，咔嚓一下。

开展春季生态监测，让
大熊猫安心生活

走上常走的巡护路，眼前潺潺流水，河

道碎石密布。踏过落叶，簌簌作响，令人心

情愉快。“唐家河保护区有大熊猫生态样线

104 条 ，其 中 摩 天 岭 天 然 林 管 护 站 就 有 10
条。”王超介绍，目前正在走的这条路，就是

一条大熊猫生态样线。

“走大熊猫生态样线，都做些什么？”记

者不禁疑问。

“春天来了，大熊猫也会活跃起来，尤其

到了 4 月份之后，它们还会主动寻找配偶。”

杨贵平介绍，开展大熊猫春季生态监测，包

括清除它们常走路上的各种障碍、收集粪

便、回收红外相机等。

“收集粪便做什么？”记者又问。“通过

粪 便 可 以 辨 别 大 熊 猫 的 健 康 状 况 。”王 超

不 紧 不 慢 地 说 ，有 时 运 气 好 ，一 次 短 程 巡

护下来，能碰到好几处熊猫粪便。每年春

天，摩天岭天然林管护站的巡护员们都要

把大熊猫生态样线走一遍，每次都有许多

收获。

除 了 季 度 性 的 生 态 监 测 ，在 日 常 巡 护

中，巡护员们每月还要巡护 25 次以上，有时

还需要更换红外相机。“根据预估，我们会对

电池电量不够的红外相机进行替换，同时把

拍摄的照片带回。”王超说，最令他欣喜的是

几乎每次都有新发现，“唐家河保护区的红

外相机发现了许多次熊猫的身影”。

通过大熊猫活动足迹、粪便收集和红外

相机数据查阅，大熊猫的生活轨迹和健康状

况得到如实记录。今年要进行全国第五次

大熊猫调查，王超期盼着届时能与大熊猫国

家公园的同事们一道，全面调查野外大熊猫

的种群状况。

守护森林植被，呵护绿
色生态家园

一路下山，一路发现。“快看，那是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珙桐。”王超说。

“现在保护区有 33 种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比如银杏、红豆杉、珙桐、中华石杉等。”

王超说，巡护员的职责之一就是守护好森林

植被，防止乱采滥伐。每年春天，保护区管

理处都要组织管护站开展夜间堵卡和专项

行动，防止群众上山采药或砍伐树木。目

前，保护区内 5 个管护站都与周边村和社区

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常态化宣传教育，很

多村民也加入了生态护林员的队伍。

“春季巡护中，为保证唐家河保护区与

平武县新驿村接壤重点区域内大熊猫栖息

地的安全，我们建立了连片大熊猫栖息地保

护机制，联合保护范围达到 100 平方公里。”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谌利

民说，保护区还将实行跨区域联合巡护，联

手新驿村保护地、老河沟保护中心开展第一

季度跨区域联合巡护监测。

而今，青川县已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和四川省森林草原湿地生态屏障重

点县。“我们还要继续护好生态资源，守护好

大熊猫的家园。”广元市副市长、青川县委书

记龙兆学说。

题图：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邓建新摄（人民视觉）

加大巡护力度加大巡护力度，，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野生动植物，，四川省青川县四川省青川县——

开展春季巡护开展春季巡护 守护国家公园守护国家公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永战王永战

核心阅读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内，保护区
内有各类动植物3700余种。开
展春季巡护，关系着动植物安全
保护和大熊猫生态样线监测。
保护区的巡护员们跟随春天的
脚步，走在巡护路上。

本报北京 2月 21日电 （记者李红梅）记者近日从中国气象

局获悉：今年，我国将发射风云三号 F 星、G 星两颗风云气象

卫星。

风云三号 F 星预计 8 月发射。作为上午轨道卫星，该星将

接替风云三号 C 星在轨业务，在确保极轨气象全球成像和大气

垂直探测业务的基础上，侧重地球表面成像观测，主要应用于天

气预报、生态环境、灾害监测等业务及研究。

风云三号 G 星预计 4 月发射。作为国内首颗低倾角轨道降

水测量卫星，该星主要用于灾害性天气系统强降水监测，提供全

球中低纬度地区降水三维结构信息。

两颗新卫星成功发射后，我国将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

行晨昏、上午、下午、倾斜 4 条近地轨道民用气象卫星的国家，进

一步发挥低轨气象卫星完备观测网的整体优势，向世界贡献中

国智慧和方案。

我国今年将发射两颗风云气象卫星

本报北京 2月 21日电 （记者常钦、巨

云鹏）记者从 21 日召开的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新闻发布会获悉：近日，国

务院批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以下简称《规划》），为示范区规划、建设、

治理提供了基本依据。

“这是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国

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后，首

部经国务院批准的跨行政区国土空间规

划，也为其他地区编制和实施区域性国土

空间规划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自然

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兵表示，这

对深化“多规合一”改革精神、完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据介绍，《规划》范围是上海市青浦区、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

县，总面积约 2413 平方公里；区域内金泽、

朱家角、黎里、西塘、姚庄五个镇为先行启

动区，总面积约 660 平方公里。《规划》共 8
章、65 条，包含 23 张图集、58 个近期重点项

目，重点明确了耕地保护、生态环境、城乡

布局、历史人文与特色风貌、公共服务与基

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策略、管控底线和区

域协同事项。

《规划》明确，到 2035 年，示范区耕地

保有量不低于 76.60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

田不低于 66.54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

143.32 平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面积控制

在 647.6 平方公里以内；示范区规划建设用

地总规模控制在 803.6 平方公里以内，较现

状建设用地减少 15.7 平方公里。

《规划》提出，示范区将促进绿色低碳

发展。着力扩大蓝绿空间，到 2035 年，河

湖水面率不低于 20.6%，森林覆盖率大于

12%；加快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和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绿色交通出行比重提升至 80%；以河湖田镇村融合的水乡

单元为空间载体，推动存量用地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内涵提

升，促进创新空间和生态空间融合。

按照《规划》，示范区将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进跨

区域一体化空间协同治理。聚焦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建设太浦

河、京杭运河清水绿廊，统一示范区环保排放标准，城镇污水收

集处理率达到 100%，水体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100%，国控断面

优Ⅲ类比例 100%；同塑江南运河、太湖—黄浦江、嘉兴—吴淞江

三条历史文化带；统筹示范区轨道交通网络，打通省界断头路。

促进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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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类学角度来说，
竹子与水稻、小麦、玉米、
高粱等重要的草本粮食
作物都是“亲戚”，同属禾
本科

■把自然讲给你听R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银川 2 月 21 日电 （记者刘峰）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

印发《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从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的审核、实施、验收、资金管理、监

督与责任追究等方面，完善项目管理流程，明确各方监管职责，进

一步规范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管理，充分发挥生态保护修

复治理资金效益。

《办法》明确，使用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资金实施的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历史遗留废弃工矿土地整治等生态

保护修复治理项目，必须实行自治区、市、县（区）三级管理制

度。并进一步压实各级自然资源、财政部门项目的管理职责和

具体管理事项。

《办法》要求，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专账核算，严格按照

批准的预算执行，不得用于不符合国家管控要求、有明确修复责

任主体和景观工程建设等项目支出。项目资金应严格执行国库

集中支付有关规定，根据施工进度及时拨付资金。

宁夏规范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