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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4日电 （记者常

钦）记者近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获悉：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国家

公园建设取得重要成果，重点工作

有序推进。2023 年第一批 5 个国家

公园总体规划发布实施，明确了各

国家公园建设目标任务。国家公园

生态保护成效明显，旗舰物种种群

数量得到恢复，生物多样性稳定增

加，生态功能持续向好。首批国家

公园探索了保护优先、合理转型的

机制模式，近 5 万社区居民参与生

态管护公益岗位。

科学规划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

家公园体系。根据《国家公园空间

布局方案》，规划布局了 49 个国家

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约 110 万平方

公 里 ，其 中 陆 域 面 积 99 万 平 方 公

里，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0.3%，海域

面积 11 万平方公里。 49 个国家公

园候选区把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

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

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

国家公园体系，涵盖陆域分布高等

植物 2.9 万种，脊椎动物 5000 多种，

保护 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

第一批 5 个国家公园生态保护

成效显著。三江源国家公园实现

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整体保

护 ，藏 羚 羊 种 群 恢 复 到 7 万 多 只 。

大 熊 猫 国 家 公 园 保 护 了 70%以 上

的 野 生 大 熊 猫 ，连 通 了 13 个 局 域

种群生态廊道。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 东 北 虎 数 量 超 过 70 只 ，东 北 豹

数量超过 80 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雨林生境持续

改善，长臂猿种群数量恢复到 7 群 42 只。武夷山国家公

园黄腹角雉数量保持在 700 只左右，生态系统原真性、

完整性进一步增强。

一体推进“监测、科研、宣教”三大平台建设，持续推

进监测体系建设。经过两年自主研发，国家林草局初步

建成包含了自然资源资产、天空地一体化、规划方案和项

目等 8 个板块的国家公园感知系统，初步实现了重点区

域实时监测；组建世界级科学研究平台，国家林草局与中

国科学院共建国家公园研究院，成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

护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打造高水平科普宣教体系，构建

国家公园解说体系，建设国家公园数字平台，塑造国家公

园文化品牌，拓展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渠道，举办国家公园

论坛和国家公园展览，发布中国国家公园标志，开展国家

公园知识科普和宣传教育活动。5 个国家公园入选首批

国家林草科普基地。

据介绍，国家林草局会同财政部制定了国家公园

设 立 指 南 ，印 发 了 国 家 公 园 监 测 、宣 传 教 育 等 配 套 办

法 文 件 ，发 布 实 施《国 家 公 园 设 立 规 范》《国 家 公 园 总

体规划技术规程》等 5 个国家标准，制修订《国家公园

创 建 设 立 材 料 审 查 办 法》《〈国 家 公 园 总 体 规 划 编 制

和审批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等近 10 项制度文

件 。 国 家 林 草 局 与 第 一 批 5 个 国 家 公 园 所 在 省 份 建

立 了 联 席 会 议 协 调 推 进 机 制 ，共 同 研 究 问 题 、部 署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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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北延，燕山脚下，中国国家版

本馆中央总馆坐落于此。

青山茂林中，掩映着一片古朴典雅、大气

恢弘的建筑群落。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

古老典籍，在这里“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今

年 7 月 30 日 ，中 国 国 家 版 本 馆 迎 来 开 馆 两

周年。

8 月 2 日，领衔设计中央总馆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庄惟敏

面对沙盘模型，依然感慨：“这组建筑恰如其分

地呼应自然山水，浑然天成，仿佛就是从这里

‘长’出来的。”

把握山水、古今、自然与人文的融合，这座

以“赓续文脉”为职责使命的国家级文化殿堂，

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维护，处处彰显着中华传

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生态智慧。

规划——
选址处原为废弃采石场，

建造的同时进行生态修复；设
计强调适宜性，建筑依山就势
兴建、融入自然

距离北京市中心约 50 公里，昌平区兴寿

镇半壁店村，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就位于

这里。

2019 年，初见这片选址地时，这里还是一

座废弃的采石场——山体被破坏，崖壁宕口光

秃秃的，高低不一的台地残留着采石机械的痕

迹……而在庄惟敏看来，这片废弃地，却藏着

利于建设的天然优势，也为变“废”为“宝”创造

了可能。

“这里三面环山、地势较高，又有相对平整

的三层台地，为建筑依山就势提供了条件。”庄

惟敏说，“采石宕口接近 90 度，长达数百米，意

味着岩层的承载力和稳定性较好，非常利于地

下库区及山体洞库的建设。”

更重要的是，被破坏的山体单纯复绿很

难。“我们在建造的同时，可以对自然生态加以

修复，用整体景观设计的理念，把人工建筑融

于自然山水，这也是近些年来建筑行业强调绿

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庄惟敏说，

“总体上看，中央总馆的绿色生态设计都是强

调适宜性，尽最大可能利用自然条件实现通风

采光、复合保温、雨水收集等。”

削山量 6.9 万立方米，绿化面积 9 万平方

米——中国国家版本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成

勇对三期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程记忆犹新。

站在兰台洞库门口，刘成勇抬手指着山体告

诉记者：“我们依山形进行修复，用锚杆、防护

网等把山体崖壁密密地‘包’起来，再通过喷

播及攀爬植物，对高陡山体边坡进行绿化。”

如今的北山，草木葱郁、满目青翠；西山绿

植层次丰富，与栈道、古亭、观景台一起，营造

出自然与人文融合的景观。据统计，在中央总

馆 16.84 公顷总用地面积中，防护绿地面积就

占了 7.15 公顷。

建设——
优化设计方案，在有限的

空间提升储存量；规划布局
上，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

西北依山，东南临水。

从高空俯瞰，两条溪流从中央总馆建筑群

东西两侧顺着地势蜿蜒而下，在馆内东南侧的

开阔地带汇聚成池。池水清澈见底，绿植山石

环绕，形成中央总馆的“文瀚八景”之一——汇

流澄鉴。

两条溪流，从哪里来？又有何用处？

“为了版本保藏安全，完善的防洪排洪系

统必不可少。”庄惟敏告诉记者，这两条溪流，

是 中 央 总 馆 结 合 现 状 地 形 地 势 建 设 的 排 洪

沟。东侧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季节性河流，排洪

沟沿其河道进行修筑、完善；西侧山势较陡，但

遗留了一条上山采石的道路，沿道路走向修建

混凝土陡槽、引水顺槽而下，以生态集水沟、花

园湿地、景观水体等元素打造弹性海绵园区。

“这两年的实践证明，两条排洪沟能有效

疏导雨季洪水。同时，引水入园这一创意之

举，为中央总馆营造了水系景观，增添了山水

园林融合的自然之美。”刘成勇说。

其实，目之所及的建筑和园林之美，建设规

模只占中央总馆的 1/3。相比于地上建筑，让庄

惟敏更难忘的，还是地下库区的建设过程。

“地下库区分散布局于地下和山体内，分

为南库区、北库区和洞库区，各自完整独立，按

照每间库房约 500 平方米进行单元模块化设

计，实现分级分类保藏，也便于分区管理。”庄

惟敏说。

在地下和山体内建设库区，殊为不易。庄

惟敏介绍，为了能最大限度在有限空间提升存

储量，设计和施工方案经历了一次较大修改

——对主要库区层高进行优化，使库内净高达

到 4 米，可以容纳 3.6 米高的 9 层密集架柜。“经

测算，版本储藏量现在可达到 3000 万册（件），

比原来规划的数量增加了 20%，实现了存储量

最大化。”刘成勇说。

重塑山水形胜，不忘面向未来。“中国国家

版本馆是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为了适应将来

版本资源形式的丰富和数量的增长，必须为未

来发展预留充足空间。”庄惟敏介绍，“在规划

布局上，我们尽量将建筑群往北、往西布置，场

地南侧及东侧则做留白处理，分别设计绿地广

场和园林景观，正是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

运维——
根据藏品介质不同，分

区控制温湿度，最大限度降
低能耗

书籍期刊、音像磁带、电子光盘、金属钱

币、木雕、胶片……如何既满足各类介质、版

本对温湿度的不同要求，又最大限度降低相

关能耗？

刘成勇介绍，根据藏品介质及温湿度要求

不同，版本库分为 3 个大类 6 个小类，进行分区

分类控制。比如，在主要存放图书、期刊的库

房 ，温 度 保 持 在 22 摄 氏 度 左 右 ，相 对 湿 度

50%；存放古籍数字版本（磁盘磁带）、唱片、光

盘的库房，温度则维持在 18 摄氏度左右，相对

湿度 40%。

“除了用精密空调‘定制温湿度’，还应用

无紫外线照明设备、温湿度自动监测等装置，

使库内温湿度、风量风速、平均照度及照明功

率密度既能满足版本保存要求，又能最大限度

降低能耗。”刘成勇说。

在兰台洞库，U 字形布局下，12 个独立库

区相连，“汉藏蒙满文大藏经雕版合璧”等大

量珍贵版本资源收藏于此。这里要求为恒定

温度 18 摄氏度、相对湿度 50%，看似“离不开

空调”，却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降低能耗

的需求。

“利用山洞的恒温恒湿条件，洞库采用离

壁结构设计，中间留出 80 厘米的空腔，在两层

结构内、外表面做防水隔气层，降低了隧道壁

面渗水、蒸汽渗透压造成的湿负荷，减少空调

除湿量，降低能耗。”庄惟敏说。

刘成勇说：“我们把尊重自然生态的理念

一以贯之，实现人文与自然的双重效益，也是

遵循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精髓。”

（董泽扬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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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版本馆西安分馆，由中国工

程院院士张锦秋领衔完成，主要包括保藏

区、展藏区、交流区、洞库和室外工程等。

项目选址山林，场地坡度约 15%，在场

地北侧中心园林内，借助地势修建雨水收

集池，将场地内降水通过滤、渗、蓄等方法

净化后引入文济池，作为景观水池的同时，

也是中心水景和场地浇灌的补充水源，起

到调蓄场地雨水径流、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等作用。

项目为绿色建筑二星级，在设计中充分

体现绿色建筑理念。地上建筑大量采用钢

框架结构全装配，设计采用模数化设计提高

装配率。利用地形节省覆土建筑空间。为

适应百年建筑发展要求，建设智慧型园区，

同时具备接入智慧城市的条件。浅色的坡

屋面反射了太阳辐射热量，出檐有天然的遮

阳和节能效果。通过对坡地土方进行精细

化设计，结合建筑形体空间和整体布局，将

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

建筑依地势层层抬高，布局结合山水

园林式风格，与周边环境建立有机联系。

（本报记者张丹华采访整理）

西安分馆

馆园结合
融入自然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重大工程中的生态细节⑤重大工程中的生态细节⑤

R

核心阅读

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
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
子基因库。立足“藏之名山、
传之后世”，中央总馆在规划
设计中尊重自然生态，结合生
态修复，重塑山水形胜，把富
有人文气息的建筑群融入自
然山水，以绿色生态设计统筹
地下库区建设，最大限度降低
能耗，实现自然环境和人文景
观的融合创新。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R

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位于世界文

化遗产杭州良渚古城遗址附近，主要功能

为保藏、展示、研究和交流。

杭州分馆的建筑设计尊重自然，围绕

“宋代园林神韵的当代藏书建筑”展开，因

地制宜、随山就势，突出江南色彩、宋韵元

素、浙江特色，利用场地原处矿坑，引入良

渚港水系，贯通北池、中池和南池，形成南

园北馆格局。项目选址原为两个大型废弃

矿坑，施工团队采取“边治理、边施工”的方

式，对场地两侧矿坑分类制定生态修复方

案。经治理，地质灾害隐患有效消除，裸露

的高陡边坡变得绿意盎然。

施工团队将东侧矿坑设计为山体书库

及地下停车库，随原有山形修复，顶面、侧

面覆土复绿。

此外，建筑大量使用竹纹、木纹、清水

混凝土以及夯土浇筑，并结合龙泉青瓷、青

铜双曲面瓦等特殊工艺匠心营建，与自然

山体植被完美呼应。建筑完成后不再做二

次处理和装修，所有颜色均为建筑材料原

本色彩，环保又节能。

（本报记者窦皓采访整理）

杭州分馆

随山就势
匠心营建

北 靠 凤 凰 山 ，南 面 流 溪 河 ，在 距 离

广 东 省 广 州 市 中 心 城 区 约 90 公 里 的 从

化 区 北 部 ，中 国 国 家 版 本 馆 广 州 分 馆 坐

落于此。

广州分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

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何镜堂领衔设

计，按照“中华典藏、岭南山水、时代新韵、

文明灯塔”的总体设计构思，融合营造岭南

山水间的文化殿堂。

在主楼文沁阁前的水池中，有一棵树

龄 200 多年的格木古树。最初布局时，这

棵古树位于中轴线上，设计团队担心会对

主体建筑造成遮挡，便将整个建筑群往东

移了一点。为保证古树有充分生长空间和

充足阳光照射，设计团队在水池中为古树

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岭南地区气候潮湿多雨，为确保藏品

安全，设计师利用山体高差，在平台之下设

置建筑物。同时，在文沁阁北侧山上设置

截洪渠，引水汇入流溪河，南侧利用截洪

渠、小溪、月塘，进行雨水调蓄和防洪泄洪，

实现水资源灵活利用。

（本报记者洪秋婷采访整理）

广州分馆

岭南山水
绿色智慧

本报武汉 8月 4日电 （记者范昊天）记者从湖北省

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以来，湖北列入排查的 12480 个

长 江 入 河 排 污 口 已 累 计 完 成 整 治 11937 个 ，占 比

95.6%。长江、汉江干流及丹江口库区水质稳定在优。

1—6月，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93.2%，同比上升 4.8个

百分点。

湖北持续保持打击环境违法犯罪高压态势。上半

年 全 省 共 查 处 涉 危 险 废 物 环 境 违 法 案 件 102 件 ，移 送

公 安 机 关 刑 事 立 案 40 件 ，处 罚 金 额 680.67 万 元 ；查 处

在线监测数据违法案件 51 件，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11 件，处罚金额 427.16 万元；查处第三方造假案件 87 件，

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2 件，罚没金额 705.7 万元。

截至目前，全省共立案 1585 件，对 1087 件环境违法

案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罚款金额 6902.8 万余元。

湖北还大力推进机制创新。一是健全流域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与重庆市、湖南省、江西省已签订跨

省补偿协议 3 个，建立省内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55 个；二是完善绿色激励机制。创设“鄂绿融”绿色低

碳专项政策工具，上半年累计发放贷款 63.2 亿元。

今年以来

湖北完成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近1.2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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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场地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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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8月 4日电 （记者庞革平）7 月 31 日，广西

“碳电寻源”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上线后，广西

超 1.4 万电力用户通过手机登录广西电力市场交易平

台，一键直达“碳电寻源”功能专区，就能查询“数字碳

账单”。

该系统由广西电力交易中心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联

合研发，依托电力交易数据，实现度电精准溯源、碳排放

全景监测，引领绿色低碳消费，推动行业、企业绿色低碳

转型。

在“碳电寻源”系统中，共上线电能溯源和碳排放计

算两个模块。电能溯源模块基于交易计划、结算电量等

用电大数据，按照用电类型可精准追溯电力市场用户电

量的来源电厂；碳排放计算模块则基于最新发布的电力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照计算原则得到市场电量产生的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设计电碳指标体系，

多维度呈现能耗及碳排，帮助电力市场用户了解能源消

费结构，便于电力市场用户优化能源管理。

引领绿色低碳消费

广西超1.4万电力用户可查询“数字碳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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