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河，也是中华民

族发展的重要支撑。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

划局局长张兵介绍，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在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中，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以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为基础，坚

持生态优先，坚持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

间，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建立健

全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实施生态功能系

统保护，筑牢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底线，以高

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共经历三个阶段

记者采访了解到，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历程总体分为三个阶段：

原环境保护部牵头，于 2018 年初率先完

成了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宁夏等 15 省份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2019 年，自然资源部会同生态环境部、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结合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启动了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等 15 省份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的评估调整，以及其

他 16 省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2022 年，结合《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

（2021—2035 年）》编制，全面完成全国陆海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在市县乡国土空间规划中

实现精准落地落位，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确保“数、线、图”一致。其中，长江经

济带沿线 11 省份共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52 万平方千米。

张兵介绍，根据总体划定情况，长江经济带

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约 49万平方千米，约占长江经济带陆域面积

的 24%；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3 万平方千

米，集中分布于唐古拉山—横断山、乌蒙山、秦

巴山地、大别山、黄山、武夷山、南岭、武陵山、罗

霄山等丘陵山地，长江、澜沧江、金沙江等重要

河流的源头和上游，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湖

泊，部分重要干支流以及自然保护地等区域。

典型生态系统覆盖情况如何？中国国土

勘测规划院院长冯文利介绍，区域内生物多

样性富集区域，包括大熊猫等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栖息地，长江、澜沧江等重要河流源头

和上游，自然保护地，重要湿地、冰川及永久

积雪、红树林等各类典型生态类型，绝大多数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对严格保护长江经济带

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栖息地的完整性，维持和恢复长江

经济带区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及

其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切实保护好重要生

态资源要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江苏省镇江市长江豚类省级自然

保护区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保护区内现

有长江江豚 25 头左右，野生动植物 500 余种。

确保生态保护红线与区
域自然地理格局、典型生态
系统空间分布相匹配

“江西省实际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4.12 万平方千米，划定比例为 24.68%，包含 1.6
万平方千米自然保护地。”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国

土空间规划局局长伍锡论介绍，凡是涉及长江

岸线保护的，如长江干流沿线分布的自然保护

地、县级以上重要饮用水源保护区等区域，原则

上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坚持尊重自然、应划尽划。”冯文利说，

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基于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

价，优先将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

保持、防风固沙、海岸防护等生态功能极重要

区域，水土流失、石漠化、海岸侵蚀等生态极

脆弱区域，以及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

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包括整合优化后的自

然保护地。

坚持划管结合、统筹兼顾。据张兵介绍，

自然资源部先后制定 10 余份文件、100 多条

规则，分类处理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

田、矿业权、人工商品林、重大建设项目、镇村

建设用地的矛盾，统筹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妥善

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尽量减少新的不必要的

矛盾冲突，在守住生态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合

理预留发展空间。

“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冯文利说，科

学划定不预设指标，不层层分解任务，确保生

态保护红线与区域自然地理格局、典型生态系

统空间分布相匹配。划定后，长江经济带陆域

生态保护红线约 90%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

湖南、湖北和江西 6 省，其中四川、云南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超 30%。

细化实化管控规则，共
同做好生态保护红线监管

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坚持划管结合，

强化制度设计。2022 年，自然资源部会同生态

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出台了《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规范了生

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具体类型

和管理要求，以及国家重大项目占用的具体情

形和审批程序，明确了相关部门监管职责，为

高水平保护提供坚实基础。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开展自然保护地整

合优化，分类制定自然保护地管理规划。目

前，夷陵区自然保护地面积 417.99 平方千米，

自然保护地个数整合优化为 5 个，全部划入生

态保护红线。针对个别自然保护地实施分类

规划，进一步明确其保护目标、功能分区、管

理措施、监测方案等内容。

张兵说，同步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生

态保护红线管控规则，截至目前，浙江、江西、

上海、安徽、四川、贵州、江苏等 7 省份已出台

相关文件。

湖南省岳阳市拥有约 163 公里长江黄金

水道。为“守护好一江碧水”，岳阳编制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3250.85 平方千米，系

统构建全市生态保护修复“一张图”。推动地

方立法，出台实施《岳阳市东洞庭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全面推进环境

执法与司法部门有效衔接，为生态保护标定

“红线”、划定“底线”。

浙江省针对无居民海岛分布广泛这一特

征，根据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结果，以及收集

举证材料、分析评判规划项目等人为活动影

响，对全省无居民海岛逐一判别，将 2732 个无

居民海岛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无居民海岛名

录，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有利于对无居民海

岛的全方位管控。

安徽省强化皖西大别山区、皖南—浙西—浙

南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加强新安江—千岛湖、

洪泽湖等跨界水体协同治理。与浙江、江苏

等毗邻省份共同划定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统一的水体保护范围，持续推进新安江流

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

张兵说，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指导

沿江省份出台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细则，率先

在长江经济带启动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

估，总结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经验，配合做好自

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制修订，会同相关部

门共同做好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加大宣传力

度，凝聚全社会广泛共识，提高社会各界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的意识，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共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52万平方千米

筑牢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底线
本报记者 常 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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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来，植物
叶 片 里 的 叶 绿 素 降
解，起主导作用的叶
红素和叶黄素吸收蓝
紫光和绿光，黄光、橙
光 和 红 光 被 反 射 出
来，人眼所见便是黄
橙色或红色的树叶

■■把自然讲给你听R

编者按：10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上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

近 8 年来，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长江

经济带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

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态环境。

即日起，本版推出“大江大河·关注长江

高水平保护”系列报道，关注如何在高水

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确保“一江碧水向

东流”。

■■大江大河大江大河
关注长江高水平保护关注长江高水平保护①①
R

金秋时节，层林尽染，树叶有的

变红，有的变黄。秋天树叶的色彩为

何如此绚丽？这其中有什么奥秘？

这要从人眼对颜色感知的原理

说起。人眼能分辨色彩，实际上是对

物体反射光线的识别。植物叶片里

的 叶 绿 素 吸 收 蓝 光 、红 光 的 能 力 很

强，当阳光照到叶片上时，蓝光、红光

被吸收，绿光—黄光波段的光被反射

出来。人眼对绿光最敏感，所以在人

眼里，叶片通常是绿色的。

秋天到来后，叶绿素的降解使得叶片吸收蓝光和红

光的能力逐渐减弱，叶片中残存的叶红素、叶黄素开始

起主导作用。叶红素、叶黄素主要吸收蓝紫光和绿光，

照在叶片上的黄光、橙光和红光则被反射出来，人眼所

见便是黄橙色或红色的树叶。

植物生长中充满了生存智慧。众所周知，叶片的主要

作用是进行光合作用，并将合成的有机营养输送给树木，以

供其生长繁殖。当天气寒冷时，叶片里的水分会结冰、细胞

结构会被破坏，失去光合作用的能力，叶片表面的蒸腾作用

还将进一步降低树木的温度。因此，为了生存，植物进化出

更敏锐的机制，植物体内的光敏色素和隐花色素会根据一

天内的光照时长和温度来感知气候变化。秋天到来，白天

逐渐变短、温度逐渐变低，光敏色素和隐花色素就会向植物

发出信号，随之，植物会迅速合成一种叫作脱落酸的植物激

素，可以降解叶绿体及其中的叶绿素，将它们转化为可以运

输的有机营养物质返还给枝干；同时，促进叶柄基部逐渐形

成离层，降低叶片与母体的连接强度，准备脱落。

值得注意的是，松树青绿挺直，无需落叶也能度过

秋冬，这是因为松树叶片的构造能抵御蒸腾作用带来的

降温，还能合成大量抗冻剂抵抗细胞结冰。而南方气候

较温暖，树木更是四季常青。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

究员，本报记者黄晓慧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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