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位于广东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园（华南国家植物园）标本馆，新馆一楼第三

排 的 架 子 上 ，整 齐 码 放 着 来 自 秘 鲁 的 植 物

标本。

“现在秘鲁标本的馆藏已经达到 6300 多

份，10 多年前只有几百份，还都是从其他国

家交换来的。”馆长罗世孝拿出一份标本向记

者介绍，标本纸上，植物的科属、编号、生长环

境、经纬度等信息有清晰记录，“这些标本来

之不易，寄来之后，我们都会尽量把信息补充

完整。”

一份份标本、一条条记录，不仅凝结了科

研人员的心血，也见证了中国与秘鲁之间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合作故事。

“共同保护秘鲁的国宝
级植物”

罗世孝重点介绍的标本，是被誉为秘鲁

国宝之一的安第斯皇后凤梨，这是植物界的

明星物种。“此前只在书本上见过，2010 年才

第一次看见实物，到现在我还记得自己当时

内心的震撼。”罗世孝说。

安第斯皇后凤梨以秘鲁为主产地，玻利

维亚靠近秘鲁边境一侧也有少量分布，主要

生 长 在 海 拔 3000 米 到 4800 米 的 安 第 斯 高

山区。

“当地海拔高、气候寒冷，植被通常稀疏

低矮，但是这种凤梨能长到十几米高，连片分

布如同森林。”罗世孝说，这种植物的遗传多

样性非常低，加上当地人采集薪柴以及焚烧

开辟牧场，安第斯皇后凤梨面临生存威胁，已

被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列 入 濒 危 物 种 红 色

名录。

“安第斯皇后凤梨是世界上现存最为高

大的凤梨科植物。”中国科学院南美科考项目

负责人、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葛学军介绍，为了

保 护 这 一 植 物 ，中 国 和 秘 鲁 的 科 研 人 员 于

2010 年合作开展相关保护生物学研究，“一

开始的研究方向很重要，既然我国和秘鲁的

科研人员都对这种珍稀植物感兴趣，不妨以

此为起点开展合作，共同保护秘鲁的国宝级

植物”。

合作 10 多年来，葛学军团队与秘鲁的合

作伙伴联合发表了多篇论文，涉及安第斯皇

后凤梨的基因组和保护遗传学研究，这项工

作不仅具有理论价值，由此积累的科学知识

也有利于当地开展这一物种的保护工作。

刘露是葛学军的学生，目前在中国科学

院做博士后研究，今年 8 月，其所在的研究团

队在国际学术期刊《新植物学家》上发表关于

安第斯皇后凤梨保护基因组学研究方面的重

要成果。

“ 我 们 利 用 重 测 序 技 术 ，对 来 自 秘 鲁

的 9 个 群 体 共 计 200 个 安 第 斯 皇 后 凤 梨 个

体 进 行 了 研 究 ，发 现 这 9 个 群 体 间 高 度 分

化 ，群 体 内 具 有 较 低 的 遗 传 多 样 性 和 较 高

的 遗 传 负 荷 ，尽 管 各 群 体 内 部 缺 乏 遗 传 变

异 ，但 平 衡 选 择 在 维 持 基 因 组 局 部 区 域 的

遗传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露解

释 ，简 单 来 说 ，该 项 研 究 就 是 通 过 科 学 手

段 ，表 明 安 第 斯 皇 后 凤 梨 群 体 的 濒 危 现 状

和 灭 绝 风 险 ，以 及 其 对 环 境 的 适 应 能 力 ，

“ 这 些 发 现 将 为 制 定 安 第 斯 皇 后 凤 梨 后 续

的 保 护 策 略 提 供 科 学 依 据 ，也 得 到 了 秘 鲁

科研人员高度认可。”

“不研究世界，也研究不
好自己”

时间回溯到 2006 年。在中国驻秘鲁大

使馆的引荐下，秘鲁亚马孙研究所了解到中

国科学院，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开展热带地

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研究。华南植物园

负责承担这项任务。

2008 年 12 月，时任华南植物园主任的黄

宏文研究员作为科考队队长，带队到秘鲁考

察，那也是葛学军第一次来到这个拉美国家，

“飞了 20 多个小时，到了发现啥都不认识，连

行道树都是完全没见过的品种。”

因为时间紧、任务重、经费有限，葛学军

等人每次来科考，都提前与当地科研人员沟

通，做好详细计划，不想浪费一分一秒。

科考队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队员

们每天都面临路线不熟悉、物种不了解、环境

不适应等困难。“很多地方当地科考人员都没

去过，向导有时也会迷路。”罗世孝说，但再多

困难都挡不住大家的工作热情，“早上 8 点出

发，采集植物后，当晚就得处理材料、压好标

本并开始烘干，往往要工作到次日凌晨一两

点才能完成。”

虽然路途遥远，语言沟通也不算很顺畅，

但对葛学军、罗世孝等植物研究者来说，这里

充满了惊喜。“南美植物种类非常丰富，全球

30 多万种高等植物中，南美拥有超过 11 万

种，比热带非洲和热带亚洲都丰富，且特有水

平高。”葛学军说。

“在秘鲁，有许多国内没见过的植物种

类，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种类。像玉米、红

薯、土豆、番茄、辣椒等，目前在我国广泛种

植，但我们种植的是栽培驯化种，其野生亲缘

种大量分布在拉美。”葛学军介绍，一些国内

需要治理的入侵物种，像原产于南美的水葫

芦等，其治理办法也能在科考中得到启发，

“对生物研究来说，具有全球眼光很重要，不

研究世界，也研究不好自己。”

“合作交流，让秘鲁人民
更全面地认识中国”

至今，葛学军已经去过秘鲁十几次，从一

开始在飞机上很难见到中国面孔，到现在两

国科研人员往来频繁、交流合作愈发密切，葛

学军感受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仅是学术

研究这么简单，“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作

交流，让秘鲁人民更全面地认识中国。”

2009 年，华南植物园承办的第一届援外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热带/亚热带森林生

物多样性跨国界保护研究及管理研修班”在

广州举办，18 名来自拉美、非洲及东南亚的

科技官员和研究人员来到华南植物园。“参观

互访、联合培养学生、开展研讨会等，都对提

升中国的影响力大有裨益。”华南植物园科技

外事处副处长余艳介绍，自 2009 年以来，累

计有近百人次的拉美学者和科研人员来参观

访问。

增进了解，对于科研团队开展工作也起

到了助推作用。

“我认为，深入合作始终要以深入了解

为前提。”葛学军举例，植物园逐步与多所拉

美 高 校 及 研 究 机 构 建 立 联 络 、签 署 合 作 协

议，不少学员对其中的牵线搭桥起到了重要

作用。

“生态保护的研究是长期的，中国和拉美

国家的合作也需要耐心，打好合作交流的基

础，才能更好地应对来自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共同挑战。”葛学军对未来

的合作充满期待。

图①：科考队员在秘鲁进行科考时合影。

华南植物园供图   
图②：成片的安第斯皇后凤梨。

葛学军摄（人民视觉）  

中国与秘鲁共同研究珍稀物种保护，加强人才交流

携手开展中拉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本报记者   姜晓丹

核心阅读

中国与秘鲁，虽远隔万
里，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的道路上大有作为。共同研
究珍稀物种的保护、在科研中
互相启发、建立国际合作人才
队伍……为保护生物多样性，
两国科研人员增进了解、深化
合作，取得一项项崭新成果。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部、长江上游南岸、三峡库区腹心。

1984 年，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成立。40 年来，石柱县逐渐从闭塞走向开放、

从贫穷走向小康、从追赶走向跨越。

40 年 ，勇 把 天 堑 变 通 途 。 从 1998 年 全 县 第 一 条 二 级 公 路 建 成 到

2009 年境内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从 2013 年渝利铁路正式通车到

2022 年渝利铁路黄水站建成投用……石柱县“四高一铁”对外综合交通

体系初步构建，渝宜高铁石柱段即将开建，立体交通网络加速形成。

40 年，农业迸发新活力。辣椒、黄连、莼菜成为石柱县最具辨识度的

“红黄绿”三色农特产业，成功创建黄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石柱

县由农业特色县向农业强县加速转型。

40 年，工业取得新突破。一大批央企、国企、龙头企业落户石柱县，

清洁能源、泵阀仪器仪表、康养消费品、新型材料四大产业集群加速构

建，清洁能源基地、泵阀仪器仪表产业基地、康养消费品产业基地建设顺

利推进。

40 年，旅游迈上新台阶。石柱县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成功创建黄水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推动 7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串珠成链，获得国家森

林康养基地等荣誉。

40 年，摆脱贫困促振兴。在石柱县，家家户户住上安稳房、喝上放心

水、吃上产业饭，“万企兴万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成为全国

典范，吸引 1183 家企业投身石柱县乡村建设，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

创建名单。

40 年，城乡面貌展新颜。县城建成区面积扩展到 12.98 平方公里，功

能配套更趋完善，山水颜值大幅提升，人文内涵充分彰显，经济活力加速

释放，“风情土家寨·精致山水城”城市品牌进一步擦亮。越来越多的石

柱县居民在家门口择业、就业、兴业，教育资源普惠优质均衡，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显著提升。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下一步，石柱县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全力打好乡

村全面振兴、产业优化升级、城市综合治理、动能转换提升、绿色低碳转

型主动仗，加快建设渝东鄂西综合交通新枢纽、武陵山区乡村全面振兴

新样板、成渝地区康养经济新标杆、渝东北和渝东南城镇群绿色协同发

展新典范，努力打造全国生态康养高地，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新

局面。

数据来源：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广告广告·· 重庆市石柱县太阳湖景区重庆市石柱县太阳湖景区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东部海域，面积仅 0.58 平方公里的

大管岛植被繁茂、风景秀丽。海岛游越来越热，今年以来，经

营民宿的大管岛居民廉法鸿格外忙碌。

“去年来过这里，当时岛上还没有这么好的住宿条件，这

才不到一年，民宿里各类电器应有尽有，变化真大。”说起大管

岛的变化，游客陈鹏飞感到很惊喜。

惊喜来之不易。大管岛上生活着 30 户 120 余口人，此前

主要靠柴油发电，无法实现全天候供电。

今年初，国网青岛供电公司在大管岛上建成投运“海岛绿

电”项目，对岛上设备线路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相当于在岛上

建设了一座微型发电厂，实现了风力、光伏、柴油发电等多种

能源接入，输出稳定、发电成本低、节能环保，可 24 小时稳定

运行。”国网青岛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史蕾玚说。

用电有了保障，将极大助力大管岛的旅游、养殖、加工等产

业发展。今年，岛上部分居民改造建设民宿，一户民宿旺季平

均每月能接待十几拨游客，在捕捞养殖之余又多了一份收入。

“电稳了，我加工海参的效率也提高了。”廉法鸿说，他购

置了一台大型海参烘干机，取代以前的小型烘干机，加工海参

的效率提升近 3 倍。他兴奋地算了一笔账，2023 年依靠加工

养殖年收入在 8 万元到 9 万元，今年仅上半年收入就有 10 万

元左右。

被“绿电”照亮振兴路的还有大管岛的邻居小管岛。从上

世纪 90 年代的油灯照明，到住户自己安装风车和太阳能电池

板，再到如今海底电缆的铺设让小管岛上居民实现“用电自由”。

根据规划，在保留渔家传统建筑的基础上，小管岛将进行旧屋

改造和村址扩建，打造渔家风情的原生态海岛特色民俗村。

充盈的电能将助力大、小管岛“探索保护性开发海岛”打

开更大发展空间。

山东青岛探索保护性开发

“绿电”照亮海岛振兴路
本报记者   侯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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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 11月 17日电   （记者史自强）记者从河北省

水利厅获悉：自 2018 年河北省全面开展河湖生态补水工作以

来，省水利厅统筹调度引江、引黄、本地水库水等多类水源，截

至目前，已累计向滹沱河、滏阳河、南拒马河等 105 条河道进

行补水超 300 亿立方米。

实施河湖生态补水后，河北省形成有水河道 4150 公里、水

面面积 286 平方公里。一批重点河湖重现生机，永定河保持全

年全线有水，京杭大运河三次实现全线贯通，全省河湖水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

河北实施河湖生态补水超300亿立方米

 本版责编：程   晨   张   晔   江   萌
           版式设计：汪哲平

本报北京 11月 17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从 2024 海上风

电现代产业链共链行动大会上获悉：截至 2024 年第三季度，

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建成并网 3910 万千瓦，稳居全球第一位，

形成了从开发设计、生产制造到施工建设、运维管理等较为完

整的海上风电技术链、产业链。

海上风电是风电技术与海洋工程技术深度融合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近年来，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链不断完善，机组设计

制造体系基本完备，高压交流输电系统技术成熟，新型测风设

备及岩土工程勘测手段应用取得了突破进展，自航式海上风电

安装平台迭代升级，运维模式得到逐步完善，采集监控、气象预

报、船舶运维等智能化运维技术初步应用，海上风电与海洋牧

场、制氢、光伏等融合形成了试点示范。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

机容量从 2018 年的不到 500 万千瓦增长到 2023 年的 3770 万千

瓦，占全球总容量的 50%，成为全球最大的海上风电市场。

本次会议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工业经济

联合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北海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会上，34 家企业就海上风电现代产业链共

链行动签署合约。近年来，作为我国海上风电现代产业链牵

头建设单位，三峡集团全力推进海上风电集中连片规模化开

发，打造 5 个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用不到 10 年时间推动

我国海上风电单机容量实现从 3 兆瓦到 20 兆瓦的迭代升级，

创下单体项目最大、离岸距离最远、电压等级最高、布局最广

等多项纪录。

截至今年第三季度

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建成并网3910万千瓦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