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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连绵起伏的高

大沙山、色彩斑斓的丘间湖泊，构成了“巴丹吉林沙漠—

沙山湖泊群”。这里展示了沙漠景观不断变换的地质

和地貌特征，令人叹为观止。

巴丹吉林沙漠是我国第三大沙漠和第二大流动沙

漠，重要标志包括世界最高的固定沙山（相对高度达

460 米）、最密集的沙漠湖泊、最广阔的鸣沙区域，以及

多样的风蚀地貌。独特的景观展现了非凡的自然美学

价值，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栖息地。双峰驼、梭梭

等动植物的生存生长，为这里增添了勃勃生机。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完好记录和反映

了区域地质构造变动、气候变化、地貌演化乃至水文

地质变化特征，是全球范围内研究沙漠发育和风沙地

貌过程的代表性区域。”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阿

拉善右旗管理局局长梁宝荣介绍。由于巴丹吉林沙

漠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质构造背景，受到青藏高原持

续隆升和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其沙漠形成过程仍在

继续。因此，巴丹吉林沙漠也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

阐释沙漠形成过程提供了典型例证。

近年来，在申遗过程中，阿拉善右旗实施防风固

沙、植被恢复等工程，进一步完善保护管理制度，建立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巴丹吉林沙漠生态保护达到

世界自然遗产标准。

当地将加强对沙丘、湖泊、植被等自然遗产资源的

监测和科学研究，实施适应性管理，并建立遗产地监测

系统和数据库，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和治理措施。同

时，加强社区参与，让更多群众加入保护、管理、监测和

公众教育的队伍。

阿拉善右旗雅布赖镇巴丹吉林嘎查牧民哈斯巴雅

尔的家，就在巴丹吉林沙漠中的庙海子附近。“每年春

天，湖边会有很多水鸟。守护这里的美景，是我们牧民

的职责。”哈斯巴雅尔说。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填补了我国沙漠类型世界自然遗产的空白。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保护和管理力度，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呵护好这里，把‘巴丹

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这张名片打造得更加亮丽。”

梁宝荣表示。 （孙熙然参与采写）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

展现独特景观自然美学价值
本报记者 张 枨 董丝雨

“大杓鹬、蛎鹬、大滨鹬……”在

辽宁丹东市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

一群水鸟在浅滩休憩、觅食，随着手

中望远镜微微偏移，丹东鸭绿江口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

任马力说出一串名字。

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是东亚—澳

大利西亚迁飞区最重要的鸻鹬类停歇

地之一。近年来，保护区组建日常巡

护队伍，以管理站为依托，分区域开

展巡护，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保

护等方面展开巡查管控；还与相关单

位和机构合作，开展环境质量监测、

生物多样性调查等科研工作。

2019 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

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本次会议上，世界遗产委员

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

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

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

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等五处提名地

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包括

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河口、岛礁、

沼泽等湿地类型，是东亚—澳大利西

亚迁飞通道上候鸟的关键栖息地。

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位于

长江入海口，是我国规模最大、最典

型的河口型潮汐滩涂湿地之一，是候

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的中间

节点，地理位置和生态功能具有突出

重要性；山东东营黄河口候鸟栖息地

拥有我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

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每年春

秋候鸟迁徙季节，数百万只鸟在这里

觅食、栖息、翱翔；河北沧州南大港候

鸟栖息地位于渤海湾西岸，由草甸、

沼泽、水体、野生动植物等多种生态

要素组成，拥有环渤海生态区内保存

最完整的典型沼泽生态系统；辽宁大

连蛇岛—老铁山候鸟栖息地与山东

半岛隔海相望，形成迁徙鸟类飞越渤

海海峡的捷径，是鹰科、隼科、鸱鸮科

等多种猛禽沿大陆海岸线迁徙的关

键停歇地之一。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

二期），是对第一期遗产地边界的重

大扩展。该遗产地综合考虑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与原真性，通过对遗产地

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管理，在保证其

濒危物种栖息地价值的同时，提升遗

产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生态治理提供中国方

案。”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说。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

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本报记者 董丝雨 胡婧怡

上图：巴丹吉林沙漠—沙山

湖泊群。

希拉扣摄（人民视觉）

左图：鸟 儿 在 巴 丹 吉 林 沙

漠中的海子里嬉戏。

内蒙古阿拉善右旗融媒体

中心供图

下图：巴 丹 吉 林 沙 漠 中 的

红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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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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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地时间 7 月 26 日，

在 印 度 新 德 里 举 行 的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第 四 十 六 届 世 界 遗 产

大会通过决议，将我国世界自然

遗产提名项目“巴丹吉林沙漠—

沙山湖泊群”“中国黄（渤）海候

鸟栖息地（第二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两项提名项目成功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于建设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具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加强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保 护 传 承 利 用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此

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

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

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

瑰宝和自然珍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