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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经川甘交界处的若尔盖湿地，轻

轻一甩，形成一个大大的转弯。

骑上马，迎着风，生态巡护员革登扎西

远远望着水边的天鹅，看它们觅食、嬉闹。

他点击手机上的“巡护员”APP，拍照记录下

周围的自然环境状况。这是他在四川若尔

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干巡护工作的第

十四年。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境

内，以高寒泥炭沼泽生态系统和黑颈鹤等珍

稀物种为主要保护对象。近年来，针对过度

放牧、草地沙化等问题，保护区建立起巡护

机制，运用科学监测手段，采取治沙还草、护

湿还水等措施，推进科学化、系统性保护。

如今，湿地面积超 16 万公顷，区域内珍稀野

生动物种类日益丰富，湿地生态环境状况持

续向好。

草原湿地，蕴含着丰富
的泥炭资源

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若尔盖保护区内不

仅有湿地，还有热尔大草原、花湖和朗木寺大

峡谷以及大片原始森林。这里的湿地栖息着

黑颈鹤、白天鹅、白鹳、花脸鸭、蓑羽鹤等野生

动物。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颈

鹤，头部和大半颈部为黑色，极具辨识度。每

到繁殖季节，很多黑颈鹤迁徙上千里，从越冬

地来到这里的湿地安家。

这里的草原湿地蕴含着丰富的泥炭资

源，固定了大量二氧化碳。1998 年，若尔盖

湿地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于 2008 年列

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别看现在这么美，前些年可没有这般

风光。”革登扎西说，当地曾大规模开垦湿地

放牧，让草原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家住若尔盖县麦溪乡俄藏村的牧民卓

玛泽郎也目睹了草原湿地遭受过的破坏。

“上世纪 70 年代就有人挖沟放水了。”卓玛

泽郎还记得，家里的锄头都挖断过几把。

草原湿地生态本就脆弱，人为因素导致

的生态破坏不仅威胁着若尔盖，还影响黄河流

域生态安全。“作为我国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

湿地，若尔盖湿地不仅是水源涵养区，还是高

原生态屏障区，必须要保护好。”四川若尔盖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咏秀说。

运用科学监测手段，建立
巡护机制

沿着巡护路线，革登扎西一会儿步行、一

会儿骑马。“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走上 100多公

里。”他说，如果发现异常情况，通过“巡护员”

APP就能上报，保护区管理局会第一时间研判

处理。

在若尔盖保护区，像革登扎西这样的生

态巡护员有 96 名。他们奔忙在草原湿地，守

护这里的生态环境，记录这里的点滴变化。

为推动建立巡护机制，保护区形成湿地

管理局、保护站、巡护员各负其责的三级巡

护机制。“湿地管理局负责整体巡护安排，5
个保护站划村分片负责区域巡护，96 名生态

巡护员具体负责湿地生态管护和公益林管

护。”咏秀说，巡护员还要劝阻过度放牧和捕

猎野生动物等行为。

巡护路上，革登扎西没少遇到困难。一

出去就是一天，他每次都要带足干粮。草原

湿地风大，又遍布沼泽，他得沿着牧道前行，

格外小心。最难的是牧民的不理解。“前些

年，很多牧民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干预他们

放牧、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回收垃圾。”革登扎

西说。

随着村民对湿地保护越来越了解，革登

扎西和同事的工作也愈发顺利。“现在牧民

都会自觉清理放牧垃圾，我们压力小了不

少。”革登扎西说。

打开 GPS 定位仪，代表环志黑颈鹤的光

标缓缓向前。点击屏幕，缓缓放大，黑颈鹤所

在位置清晰可见。“我们给 20 只黑颈鹤装配

了 GPS 定位装置，这样就能看到它们的迁徙

轨迹了。”保护区管理局动植物资源调查员卓

玛姐说。到保护区工作多年，顶着高原刺眼

的阳光，卓玛姐肤色越来越黑，手背也晒得通

红，但她却格外喜欢自己这份工作。

如今，借助科学手段，人们对保护区内黑

颈鹤等珍稀动植物和水生态环境有了更加清

晰的了解。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保护区设

置了多条监测黑颈鹤的固定样线。“监测数据

显示，来若尔盖湿地繁殖的黑颈鹤种群数量

已经稳步上升至近 1000只。”咏秀介绍。

治理沙化土地、护湿还水，
开展一体化修复

羚牛低头觅食，东方白鹳嬉戏，眼前的

景象，得益于一系列保护措施的实施。

沙柳围成小格，一块块布满坡地，在若

尔盖县辖曼镇西仓村，格子里的高山柳成了

“治沙神器”。以高山柳制成沙障，再在附近

种草、植灌、施肥，当地总结出这样的方法来

治理流动沙地。“这里以前沙化非常严重，有

流动沙地、固定沙地和黑土滩等不同类型的

沙化现象。”若尔盖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刘学

良说。

据统计，从2017年开始，若尔盖县已投入资

金超 4亿元，治理各类沙化土地超 45万亩。其

中，治理难度系数最高的流动沙地已经从 2014
年的6.07万亩减少到了2021年的0.21万亩。

多种保护措施的实施，让湿地面积得到

恢复。前些年，草原湿地地下水位下降，花

湖面积一度缩减到 215 公顷。2010 年开始，

若尔盖实施花湖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在花湖

出 水 口 修 筑 了 一 道 1700 多 米 长 的 生 态 堤

坝，将湖水牢牢锁住。与此同时，当地还有

针对性地采取一次性补偿、季节性限牧还湿

补偿、禁牧还湿补偿等多种补偿方式，推动

护湿还水。而今，花湖面积已扩大到 650 公

顷。针对保护区过度放牧问题，保护区还投

资 1.32 亿元，示范性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

偿，完成季节性限牧还湿 29.47 万亩、禁牧还

湿 2.98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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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作为我国最大的高寒泥
炭沼泽湿地，位于川西北的若
尔盖湿地不仅是水源涵养区，
还是高原生态屏障区。近年
来，当地通过建立巡护机制和
科学监测手段，采取治沙还
草、护湿还水等措施，湿地面
积和珍稀野生动物种类不断
增加。

图①：花湖湿地。 新华社记者 王 曦摄

图②：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藏原羚。

王冀川摄（新华社发）

图③：四川若尔盖县麦溪乡黑河村，村民用高原柳编成

沙障来治理流动沙地。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图④：若尔盖大草原。 薛 俊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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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水从哪儿来？

在诗人豪迈的想象中，黄河之水天

上来。现实中，多年水文数据告诉我们，

上游青海玉树和果洛、四川阿坝和甘孜、

甘肃甘南等地河湖湿地资源丰富，是黄

河水源主要补给地。

大美黄河，九曲连环。打开地图，目

光溯河而上，在黄河上游，玛曲湿地、若

尔盖湿地等宛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大河

两岸。通常来说，湿地是具有显著生态

功能的自然或者人工的、常年或者季节

性积水地带、水域。湿地具有调节径流、

改善水质、调节小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

等功能，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的湿地，对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有着重要作用。

黄河流经地区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多

样，为何上游河湖湿地是水源主要补给

地呢？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其上游部

分地区属于高原高寒气候，这使得其天

然存在大面积高寒湿地。此外，多年冻

土广泛发育，大量冰川融水和雨雪积水在低洼地区集聚，形

成冻胀草丘和热融湖塘等，独特的气候地质条件，有利于涵

养水源和保持水土。而黄河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比较严重，泥沙多，降雨少；下游地区形成地上悬河，其他水

系难以汇入。种种因素使得上游区产水量比较多，占到了

黄河总水量的六成左右。

再把目光放到整个流域看，黄河上游区也是黄河径流

主要来源区。上游区集雨面积大，降雨历时长，降水量也偏

多。春夏季高山积雪融化还能再增加一份补给。而且黄河

上游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对径流总体影响较小。

可以说，保护黄河上游湿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曾

经，过度的开采、挖草、放牧等人类活动，导致该区域湿地萎

缩、生态用水减少和生物多样性降低。各地应严格贯彻落

实湿地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坚持系统治理，精准施策，多措

并举，恢复生物多样性，实现湿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特别

是要正确处理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关系，减少过度放牧、过

度资源开发利用等。

保护好黄河上游湿地，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各地应合理选择适宜的治理模式和生态

修复措施。比如，针对草场退化问题，各地应强化禁牧封育

等措施，科学分类推进补播改良和鼠虫害、毒杂草治理等工

作，实施黑土滩等退化草原综合治理，有效保护修复高寒草

甸、草原等重要生态系统。此外，还要加大对扎陵湖、鄂陵

湖、约古宗列曲、玛多河湖泊群等河湖保护力度，维持天然

状态，严格管控流经城镇河段岸线，全面禁止河湖周边采

矿、采砂、渔猎等活动。综合施策，久久为功，我们一定能守

护好一个个湿地，让母亲河焕发新风采。

（作者为中国水利学会正高级工程师，本报记者王浩采

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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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讲给你听R

分布在黄河上游
地区的湿地，是黄河水
源主要补给地，对黄河
流域生态系统有着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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