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山高谷深。行走在山涧、密林中，响亮而急

促的鸟叫声传来。

“这是黑眉拟啄木鸟的叫声，它像青蛙一

样靠喉部声囊共振发声，辨识度很高。”保护

区管理中心生产技术科科长覃琨一边走一边

介绍，“黑眉拟啄木鸟在大瑶山很常见。”

大瑶山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自然条件

大瑶山主体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

族自治县境内，平地拔起、相对高差约 1800
米，横亘于广西中东部。这里具有显著的亚

热带山地气候特点，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

的热点地区。

如今在生物界，以“金秀”或者“瑶山”字眼

命名的动物有 20多种，比如瑶山鳄蜥、红尾噪

鹛瑶山亚种等。以“瑶山”字眼命名的植物，则

有 40多种。

2023 年 12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

《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第一批）》，

广西大瑶山入选珍稀兽类鸟类爬行类及昆

虫重要栖息地。

大瑶山的地质形成可追溯到 5 亿多年

前 ，处 于 中 亚 热 带 和 南 亚 热 带 的 过 渡 地

带 ，植 被 水 平 分 布 上 ，有 中 亚 热 带 常 绿 阔

叶 林 、南 亚 热 带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植 被 垂

直 分 布 上 ，有 季 节 性 雨 林 等 ，山 顶 还 有 成

片的杜鹃林。

多样的植被，孕育了大瑶山生物资源的

多样性、完整性和原生性。保护区管理中心

主任龙清介绍，目前保护区记录野生物种共

4245 种，其中维管束植物 2319 种，陆生脊椎

动物 496 种，昆虫 1215 种，大型真菌 215 种。

瑶山特有种、孑遗植物、珍稀濒危植物、单种

属植物均非常丰富，代表性物种有银杉、南

方红豆杉、瑶山苣苔等。

“山高林密谷深的大瑶山，如同一个平

地拔起的生态岛。”龙清说，由于山林茂密、

食物充足，大瑶山野生鸟类、野生兽类的种

类和数量都非常丰富，迄今已知鸟类 307 种、

兽类 53 种。

持之以恒保护、深入观
测研究，大瑶山生物种类和
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人迹罕至的大瑶山，多年来一直得到很

好的保护。

1982 年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批

准设立大瑶山自然保护区，2000 年经国务

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对

象主要包括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的典

型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银杉、瑶山鳄蜥、

金斑喙凤蝶、瑶山苣苔等珍稀动植物及其

生存环境；水源涵养林；独特的自然景观和

溪沟生态系统。

“ 这 些 年 ，大 瑶 山 不 断 有 新 物 种 被 发

现。”在位于银杉保护站的大瑶山自然生态

博物馆，覃琨对记者说。

大 瑶 山 自 然 生 态 博 物 馆 2015 年 5 月

建成并对外开放，馆内展示有丰富的动植

物照片和标本。 1997 年，覃琨大学毕业后

就扎根大瑶山，博物馆里的照片和大部分

动植物标本，都出自覃琨之手。

除了持之以恒的保护，近年来，随着大

量新技术的运用和观测研究的持续深入，大

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生物种类不断

增加，单看鸟类，就由 2015 年的 287 种增加

到如今的 307 种。

保护区内植物种类也在不断“上新”。

2016 年，时任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的谭海

明发现了两株关木通属植物，2022 年被确认

为马兜铃科植物新种，并以发现者名字命名

为“海明关木通”。

“大瑶山不断有新物种被发现，其实它

们一直都在这里，只是因为现在的观测研

究手段更先进，才记录到了它们的身影。”

覃琨说。

构建天空地一体化观测
研究系统，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研究打开广阔空间

银杉属植物在第三纪时曾广泛分布于

欧 亚 大 陆 ，到 第 四 纪 冰 川 时 期 基 本 灭 绝 。

1986 年，大瑶山发现银杉群落在当时引起轰

动，这是目前发现的纬度最低的银杉分布点，

其中最大的一株银杉，胸径近 90厘米、高 30多

米。为了让这一珍稀植物在大瑶山繁衍生息，

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整合科研力量，对其

进行人工授粉、人工育苗，繁育出的第一批银

杉苗回归野外后，长得最快的已经高 2.9米。

如今，广西以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依托，整合广西森林生态监测中心、广西

气象科学研究所、广西植物研究所，以及多

家高校的科研力量，在银杉保护站建设大瑶

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和大

瑶山森林生态系统广西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观测研究系统。保

护区内布设有 50 多个观测样本点，通过卫星

遥感、传感器、热成像技术等，实时感知保护

区内水文、土壤、气候和生物状况。

在这里，多功能无人机和全自动化的无

人机机场派上了大用场——通过预设好的

程序，无人机能自动起飞并按固定路线对保

护区进行观测，利用热成像等技术，科研人

员能方便地观测研究鸟兽夜间活动、种群繁

育等情况。

“天空地一体化观测研究系统通过数据

积累和分析研究，可以更精准地揭示保护区

生态系统内外各种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为

大瑶山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打开广阔空

间。”覃琨说。

下图：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覃 琨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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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29日电 （记者董丝雨）今年 7 月 29 日是第

十四个全球老虎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我国切

实加强虎等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野外虎生存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野

生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长。

我国是虎亚种数量最多的国家，共有东北虎、印支虎、孟

加拉虎、华南虎 4 个亚种。多年来，通过实施系列有效措施，

不断加强相关保护。在野生虎分布区建立系列自然保护区

和管护站，划建虎重要栖息地，强化栖息地巡护和监测。持

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建立占

地 1.41 万平方公里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基本建成天空地一

体化监测体系，持续开展清山清套野外巡护，有序推动东北虎

豹栖息地连通和各项生态系统综合保护修复工作，极大促进

虎栖息地维护、恢复和改善。国家公园范围内，虎种群数量增

长到 70 只左右。目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设置了生态

管护公益岗位，每年选聘生态管护员 8000 多人参与生态管护

工作，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巡护保护工作。

此外，我国还不断完善东北虎等科学救护流程、标准，建立种

质资源库以及野化研究与示范基地，保存和维护种质资源基因。

我国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虎野生种群数量恢复性增长

本报北京 7月 29日电 （寇江泽、张舒

卉）7 月 29 日，生态环境部举行例行新闻发

布会。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和地

表水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受污染耕地和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

在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上半年，339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 6 项主要污染物指标“四

降 一 升 一 平 ”，其 中 ，PM2.5 平 均 浓 度 为

3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9%，PM10、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平均浓度同比均下降；臭

氧平均浓度为 14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0.7%；一氧化碳平均浓度为 1.1 毫克/立方

米，同比持平。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为 82.8%，同比上升 1.4 个百

分 点 ；平 均 重 度 及 以 上 污 染 天 数 比 例 为

1.5%，同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

从重点区域来看，汾渭平原 13 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8.3%，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1.6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

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同比下降 4.0 个百分

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36”城市、长三

角地区 31 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分

别上升 2.1%和 8.3%；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

比分别下降 1.3 和 1.9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

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同比分别下降 2.8 和

0.6 个百分点。

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方面，上半年 3641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

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8.8%，同比上升

1.0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0.8%，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

点。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总磷。

其中，长江、黄河等主要江河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

例为 90.3%，同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0.5%，

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锰酸

盐指数和五日生化需氧量。监测的 210 个重点湖（库）中，水

质优良（Ⅰ—Ⅲ类）湖库个数占比 79.5%，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

点；劣Ⅴ类水质湖库个数占比 4.3%，同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

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

另悉，“十四五”以来，我国新增完成 6.7 万个行政村环境

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 45%以上，农村黑臭水体

治理完成“十四五”规划任务的 80%以上，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到 75%左右，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自然村比例超过

90%，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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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 7月 29日电 （记者王丹）记者从江西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获悉：江西省推进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截至

今年 6 月底，全省已有 320 个城市公园、985.15 公顷草坪和林

下空间实现开放共享，为市民群众运动健身、休闲游憩提供

便利。

为加快推进城市公园开放共享，江西省结合实际建立

管理机制，强化制度执行督促，并适时调整和优化；采取科

技赋能、志愿服务等手段，不断提升开放共享区域的绿地管

理水平，保证开放共享绿地持续健康管理；拓展城市公园服

务功能，在坚持公园公益属性的前提下，探索“公园+运动”

“公园+文旅”“公园+音乐”等一系列公园绿地消费体验方

式，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绿地主题活动。

江西320个城市公园实现开放共享

2 万多座山峰拔地而起，一条条瀑布遍

布峡谷，汩汩清泉汇聚成河，将溶洞、石林、

天坑、森林等串连起来，形成自然奇观……

地处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

市的兴义世界地质公园总面积达 1456.1 平

方公里，囊括了马岭河峡谷、万峰林、泥凼石

林等重要地质遗迹资源。

兴义市锥状喀斯特发育典型、连片分布

面积广。兴义世界地质公园以喀斯特锥峰、

岩溶地貌景观和古生物化石产地为主题特

色，涵盖古生物化石、地貌、地层、岩石、矿

产、构造、水体等七大类地质遗迹。今年，兴

义地质公园正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地质公园称号。

“ 之 所 以 能 拿 下 这 块‘ 金 字 招 牌 ’，一

方面是因为这里古生物遗迹富集，是研究

三 叠 纪 海 生 爬 行 动 物 演 化 和 迁 徙 的 好 地

方；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地质景观类型丰

富，有喀斯特峰林、峰丛、地缝、峡谷、暗河

等 。”全 程 参 与 兴 义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申 报 创

建 的 黔 西 南 州 自 然 资 源 局 土 地 和 矿 权 开

发中心副主任彭纪超说。

世界地质公园不仅保护地质遗产，也强

调地质遗产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之间的相

互关联。历史上，当地人民创造了八音坐

唱、勒尤、高台狮灯舞、查白歌节等众多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3 年 7 月，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对兴义地质公园开展现场评估，这

里以其国际重要性地质遗迹、瑰丽的自然景

观、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彩的文化、独特的

文博资源和数字化智能管理服务手段等，给

评估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目前，兴义世界地质公园主要保护对

象为 50 个地质遗迹点。为有序推动地质

遗迹保护、研究科普、开发利用，黔西南州

建成了地质公园博物馆等一批展陈设施，

重点实施了兴义市马岭河峡谷湿地公园、

万峰林美丽乡村环境整治项目等重点景区

景点提升改造工程，逐步建成一个集自然

景观、生物化石、人文景观于一体的高品位

地质公园。

“未来，我们将对地质遗迹、生态、水文和

气象进行全方位的监测，确保地质遗迹景观

不被破坏，自治州也将加快推进古生物化石

保护立法工作，把对公园的保护、管理和利用

纳入法治化轨道。”黔西南州林业局自然保护

地服务科科长余醇介绍。

贵州兴义世界地质公园

地质景观丰富 保护研究并重
本报记者 程 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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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29日电 （喻思南、王豪）大气环境监测卫

星与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近日正式投入使用。

大气环境监测卫星是世界首颗采用激光主动探测手段的

高精度大气环境遥感卫星，利用主动激光、高光谱、多光谱等

多种手段综合观测，可对大气细颗粒物、污染气体、温室气体

等环境要素开展大范围、连续、动态、全天时的综合监测。该

卫星首批发布的应用成果包括首个高精度全球全天时二氧化

碳柱浓度分布图、首个全球二氧化氮柱浓度遥感图、全球臭氧

柱浓度遥感图等 20 余项产品。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又称“句芒号”，是世界首颗森

林碳汇主被动联合观测的遥感卫星，通过多角度、多光谱、偏

振等综合遥感手段，探测植被生物量和植被生产力，同时满足

地理测绘、灾害评估、农情遥感等需求。该卫星首批发布的应

用成果包括海南岛叶绿素荧光空间连续产品等 20 余项产品。

两星在轨测试期间，在多领域展示出良好的应用效果，投

入使用后将对大气环境与陆地生态系统开展监测，为建设美

丽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大气环境监测卫星与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投入使用

核心阅读

广西大瑶山生物资源丰
富 ，自 上 世 纪 80 年 代 起 就
设立了自然保护区。近年来，
随着新技术运用和观测研究
持续深入，保护区生物种类和
种群数量不断增加，天空地一
体化观测研究系统的构建，为
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打开
广阔空间。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覃琨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邓建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