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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元上都遗址

2012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第36届
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中国申报的元上都遗址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正蓝旗，北依龙岗，南临滦河。元上都遗址由
城址 （含宫城、皇城、外城） 以及城垣外的关
厢和城市防洪渠组成，包括城墙、城门、道
路、护城河、防洪渠遗迹以及宫殿、寺庙、民
居、仓库等各类建筑基址和墓葬群等。

它完整呈现了元代“夏都”的整体格局与
营造特色，是中国元代都城系列中创建最早、
历史最久、格局独特、保存最完好的遗址。

右图：2022 年 5 月，在草原春日的映衬
下，元上都遗址显现出壮观的景象。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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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新增15项世界遗产

细数新时代中国世遗“年轮”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图为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2022年9月至10月中旬，世界遗产地哈尼梯田的稻谷相继
成熟，从山脚到山顶，村民们陆续开镰收割。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梵净山分布着以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和植
物，是中亚热带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图为2022年4月在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到的红胸角
雉雌鸟、橙翅噪鹛、红胸角雉雄鸟和松鼠。

新华社记者 李 鹤 杨文斌摄

图为泉州古代七城门之一的朝天门图为泉州古代七城门之一的朝天门。。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宋为伟摄摄

2012 澄江化石地

2012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
澄江化石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中国化石类自然遗产的空白。

澄江化石地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境内，面积 512 公顷，距今 5.3 亿
年，于1984年被发现，被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古生物发现之一”。

澄江化石地精确记录了寒武纪早期生命大爆发的史实，是寒武纪早期生
命大爆发最好的例证。同时，澄江化石具有显著的物种多样性特征，展示了
完整的寒武纪早期海洋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是了解寒武纪早期生物群落结
构的窗口。

2013 新疆天山

2013年，第3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中国申报的新疆天山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此次申报的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由博格达、巴音布鲁克、
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等区域组成。

位于中亚腹地、远离海洋并被广阔沙漠所包围的天山，展现了世界上最
具代表性的温带干旱区山地综合自然景观，具有显著的景观多样性和独特的
自然美。与此同时，“新疆天山”具有显著的生物多样性，是中亚山地残遗物
种以及众多珍稀濒危物种、特有物种的重要栖息地，突出代表了这一区域由
暖湿植物区系逐步被现代旱生的地中海植物区系所取代的生物进化过程。

2013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

2013年，第3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中国申报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
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所体现的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四素同构”
系统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其完美反映的精密复杂的农业、林业和水分配系
统，通过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社会经济宗教体系得以加强，彰显了人与环境
互动的一种重要模式。

2014 大运河

2014年，第 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国提交的申请，“大
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运河世界遗产分布在8个省 （直辖市） 27个城市，由31处独立的遗产

区构成。大运河世界遗产包括中国大运河河道遗产 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
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 58处遗产。这些遗产根据地理分布情况，
分别位于31处遗产区内。这些遗产展示了历史的发展、河道航行景观、水管
理技术设施以及与运河相关的城市景观、历史遗迹和文化传统。

大运河直到今天仍是重要的内陆交通运输方式，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
济繁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4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2014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
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线路跨度近5000千米，沿线包括中
心城镇遗迹、商贸聚落遗迹、交通及防御遗迹、宗教遗迹和关联遗迹5类代表
遗迹，共计33处，中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和古建筑，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境内各有8处和3处遗迹。

2015 土司遗址

2015年，在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申报的土司遗址获准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土司遗址位于中国西南山区，包括一系列部落领地。土司遗址反映了13
至20世纪初期古代中国在西南群山密布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管理少数民族
地区的政治制度。土司遗址系列遗产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
对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这
一管理智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有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并在维护
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2016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

2016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办的第4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
国申报的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宁明县、龙州县、江
州区及扶绥县境内，由岩画密集分布的、最具代表性的 3个文化景观区域组
成，包含38个岩画点 （共107处岩画，3816个图像），岩画所在的山体和对面
的台地以及约105公里左江、明江河段。

上图：花山岩画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何华文摄

2016 湖北神农架

2016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4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湖
北神农架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具有完整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1990年，神农架加入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2013年被列入教
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神农架拥有世界上
最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谱，其生物多样性弥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的空白。

2021年，在中国福建福州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重庆五里
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边界微调程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湖北神农架的组成
部分。

2017 青海可可西里

2017年，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青海可
可西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可可西里申遗项目
于2014年底正式启动，覆盖总面积约600万公顷。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评估报告中说，可可西里一望无垠，几乎没有受到
现代人类活动的冲击，美景“令人赞叹不已”。这里保存着藏羚羊在三江源和
可可西里间的完整迁徙路线，藏羚羊可以不受干扰地迁徙。

2017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

2017年，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位于中
国福建省厦门市的“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鼓浪屿岛位于九龙江出海口。该遗产反映了一个复合的现代社区，这个
社区由具有多样化的本土和国际建筑风格的931组历史建筑、自然景观、历史
道路、历史花园等构成。通过本土居民、还乡华侨等的共同营建，鼓浪屿发
展成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近现代生活品质的社区。鼓浪屿作为文化融合
的独特例证，是多年来文化交流的产物，清晰地反映了几十年间不断融合多
元文化元素所形成的有机城市结构。

2018 梵净山

2018年，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
申报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梵净山遗产地面积 402.75 平方公里，其生态系统保留了大量古老孑遗、
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拥有4395种植物和2767种动物，是东方落叶林生物区
域中物种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

2019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

2019 年，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 43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审
议通过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项
目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和中国政府采取的保护措施受到肯定。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拥有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潮间带滩涂，是濒危物种最多、受威胁程度最高的“东亚－澳大利西
亚”国际候鸟迁徙路线的中心节点。第一期项目所在的江苏盐城黄海湿地有
超过680种脊椎动物和500多种无脊椎动物，其中包括415种鸟类，是全球数
以百万迁徙候鸟的停歇地、换羽地和越冬地。

该区域为23种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鸟类提供栖息地，支撑了17种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物种的生存，包括1种极危物种、5种濒危物种、5种易危
物种。同时，这里还是世界上最稀有的迁徙候鸟勺嘴鹬、小青脚鹬的存活依
赖地，也是中国丹顶鹤的最大越冬地。

2019 良渚古城遗址

2019年，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位
于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遗址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
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该遗址由4个
部分组成：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城址区。通
过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不同墓葬形式所体现的社会等级
制度，这些遗址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并以其时间早、成就高、内
容丰富而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
出贡献。

2021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2021年，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
国的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 《世界
遗产名录》。

遗产组成部分包括行政建筑遗址、宗教建筑和雕像、文化纪念地史迹、
窑址和冶铁遗址以及由桥、码头和航标塔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反映了宋元
泉州的海洋区域、社会文化结构和贸易结构。通过系列遗产组成部分，突出
地展现了高度整合的区域结构和关键性的行政、交通、生产、交易和社会文
化因素。

（本文资料来源：国家文物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