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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养城市生态

从喧闹的大街跨入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的大门，周围立刻静谧下来。举目四望，
尽是绿树花草。不远处，水面开阔，芦苇葱
茏。头顶不时有各种鸟类飞过，树林间隐约
传出蝉鸣。站在树荫下深深呼吸，空气格外
清新。

“有没有觉得咱们公园的空气非常好？因
为这儿树多，所以负氧离子浓度是很高的。”
海淀区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副主
任刘颖杰告诉笔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规
定，清新空气的负氧离子标准浓度为1000至
1500个每立方米，大于2000个每立方米，空
气即为非常清新。而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的负氧离子经过测量，最高浓度可以达到
4000个每立方米。

但十几年前，此处全然是另一番样貌。
据刘颖杰介绍，原来这里是一片荒地，后租
给了私人企业管理，他们依托上庄水库挖了
一些人工鱼塘。直到2005年，海淀区政府出
资，在此片区域开始进行翠湖湿地公园的建
设工作，并在修复与保护的过程中，强调

“生态优先、公益管理”。2008 年 3 月，翠湖
湿地公园成立管理处，专门负责公园的各项
日常工作。

将荒草蔓生的鱼塘改建成一处生态湿地
公园，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

湿地作为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对水深
有严格的要求。在非海域，一般是暂时或长
期覆盖水深不超过 2 米的低地、土壤充水较
多的草甸等被称为湿地。所以，人工建湿
地，要先在淤泥地上挖出合适的深度，再将
上庄水库的水引过来。刘颖杰讲解：“在建设
之初，我们就要考虑到会有哪些禽类栖息在
湿地，它们分别适宜怎样的水深环境，从而
根据它们的生活习性，在不同区域设计了沼
泽、浅滩、湖泊等多样的湿地类型。”

再拿最基础的铺路工作来说，也有很多
因素需要考量。“公园的路在建造初期，就兼
顾了施工可行性和生态保护性，不是用水
泥、砖头铺路，而是用沙石来铺，为的就是
方便促进地下水循环，丰富湿地的水资源储
备。”刘颖杰说。

湿地还承担着污染物的净化功能，要让
“脏的水流进来，干净的水流出去”。为此，
公园工作人员运用水生植物和微生物的综合
作用，搭建起湿地的生态净化系统。“进水处
种植的水生植物，具有很发达的根系，可以
减缓水流速度，并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污
水在这里经过沉淀，污染物质会慢慢转化为
无害物质。”刘颖杰介绍，湿地能将入水口的
Ⅴ类水质，净化到Ⅳ类水质后再流出，净化
后的水可用做景观用水或者农田灌溉等。

公园里的水多了，植物多了，病虫害自
然也会产生，要怎么合理防治？“为了保护生
态系统，我们不会通过撒药来杀死害虫，而
是采用物理和生物防治手段来进行植物养
护。”刘颖杰告诉笔者，因为湿地繁衍着许多
鸟类，一般情况下，小虫子会成为食物链中
的一环。如果遇到虫害比较严重的情况，工
作人员会通过给树木刷石硫合剂、释放天
敌、人工刮掉虫卵，或者在树干上做一些围
环隔绝害虫。“所有防治都以不破坏生态、不
污染环境为前提。”

历经多年修复建设，如今的翠湖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已建成为一片占地面积超过 150
公顷的生态宝地。这也是近年来北京市在湿
地修护保护方面取得诸多成果之一。北京市
园林绿化局数据显示，经多年保护，截至
2022 年，北京市湿地面积已达 6.21 万公顷。

《北 京 市 湿 地 保 护 发 展 规 划 （2021—2035
年）》提出，到2025年，全市湿地保护率不
低于 70%，小微湿地修复数量不少于 50 个；
到 2035年，湿地保护率不低于 80%，小微湿
地修复数量不少于100个。

湿地公园建好了，后续的管理维护工作
依然繁杂。在社交媒体上，很多游客将翠湖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称为“北京市最难预约的
公园”之一，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希望把湿地还给自然。基于生
态修复与保护优先的原则，公园在游客接待
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刘颖杰解释道，整个
园区分为封闭保护区、过渡缓冲区和开放体
验区。封闭保护区是创造完全原生态的自然
环境，供野生动植物生存。过渡缓冲区只对
工作人员和一些科研工作者开放，进行一些
研究。面对普通民众开放参观的，只有开放
体验区，面积不到园区总面积的1/3。

“哪怕是在开放的区域，我们也希望尽量
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所以公园
每年仅在 4月到 10月向公众开放，采取线上

预约参观的形式，每周开放 3 天，每天接待
400 名游客。我们相信市民游客都是被优美
的湿地景观吸引而来，也都能理解保护好这
片生态环境的不易。”刘颖杰说。

给鸟类一个家

湿地是鸟兽栖息的好地方，保护湿地就
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走在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时不时能
看到一群鸿雁大摇大摆地在路上“遛弯儿”。
这些灰羽毛白肚皮、身形圆滚滚的大鸟，是
栖息在公园里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这
里，野生动物们都可以安全、安心地生活，
自由地活动。”刘颖杰告诉笔者，鸿雁是典型
的候鸟，夏季时羽翼未丰的雏鸟，十月就会
跟随雁群开始数千公里的迁徙。在翠湖湿
地，充足的食物和洁净的水源，能够帮助雏
鸟茁壮成长，“这里就是它们原生态的家”。

不仅鸿雁，各种鸟类都是翠湖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的主人。 截至 2022 年底，公园累
计观测到野生鸟类 281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
护鸟类14种，如大鸨、猎隼等；国家二级保
护鸟类 50 种，如白琵鹭、花脸鸭等。同时，

公园也是北京市区内鸿雁、苍鹭、普通鸬鹚
等鸟类最大的自然繁殖场所。

“鸟类被称为湿地生态的‘晴雨表’，
如果能吸引越多种类的鸟栖息，就说明这
里的生态环境越好。”在园区，笔者见到了
工作人员口中的“鸟类专家”彭涛。他选
择在海淀区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
心 动 物 保 护 科 工 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份工作能随时看鸟”。“你们看，连我的
衣服上都印着小鸟。”彭涛笑着指了指自己
衣服上的图案。

为什么鸟类数量会被当做测评生态环境
的一大指标？彭涛耐心地向笔者解释：“鸟类
对环境极度敏感。它们吃鱼、吃昆虫、吃植
物，处在一个食物链上游。所以鸟类大量出
现，意味着该地食物充足，意味着这里的环
境有能支持它生存的庞大食物链。所以，从
鸟类的生存状况，可以推测该地区的生态状
况。我们监测鸟类活动，也是在关注整个生
态系统的变化。”

每天，彭涛的基本工作就是背上装得鼓
鼓的背包，在园区各处观测鸟类。包里装的
是望远镜、相机、工具书等观测用具以及野
外工作需要用到的各种防护装备。对园区鸟
类进行采样、计数，将每日的观测数据及报
告上传统计，是他最主要的任务。“一天最少

在园子里观测五六个小时，走上一两万步，
工作几年下来，我拍摄的鸟类照片存了近
2TB。”

“你们看，这里就是我日常的观测点之
一。”彭涛带笔者来到树林间一处视野开阔的
地方。拿出望远镜，彭涛抬头在树梢搜寻。

“那边，有只很小的鸟。”彭涛把望远镜递给
笔者，指着鸟介绍了起来：“这是沼泽山雀，
它很喜欢吃树上的虫子。”

接着，远处又传来一声清脆的啼鸣。
“听，这是四声杜鹃的叫声。”彭涛仅凭一声
鸣叫，就迅速做出了辨别。“观测久了，每种
鸟都像是自己的朋友，特别熟悉。这样有从
别的地方飞来的新种群，我们才能很快认出
来，并且记录下来。当然，也肯定会遇到不
认识的鸟类，那就得第一时间拍摄下来，回
去再对照图鉴进行鉴定。”

在彭涛的背包里，还装着一个折叠好的
大塑料袋。这是干什么用的？彭涛告诉笔
者，如果在路上遇到死亡的鸟类，工作人员
必须第一时间用袋子把它装起来带走。“因为
有时鸟类的死亡意味着疫病的发生。如果不
及时处理，疫病可能会在鸟群中传播，甚至
对人类造成威胁。所以，我们要随时准备着
遇到鸟类尸体后，将其带回，进行检验判
断，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这也是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承担的另
一项重要职责——作为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站之一，与其他监测点共同构
成北京市生态健康的重要屏障。“保护野生动
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彭涛说。

2021年，原北京市海淀区翠湖湿地公园
管理处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湿地和野生动植
物保护管理中心。彭涛所在的动物保护科，
不仅负责保护园区内的鸟类，也承担起救助
海淀区各类野生动物的责任。

“在园区，我们专门开辟了一片地方，收
留从各种渠道救助回来的野生动物。我们自
己把这个救助站叫做动物们的‘幼儿园’。”
在彭涛的指引下，笔者看到了一长排两三米
高的笼舍，里面饲养着各种救助来的鸟类。
见到有人走近，几只羽毛整洁的红隼雏鸟，
张开双翼，高声鸣叫起来。“红隼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它们来的时候才手掌心这么大，
现在已经快接近成鸟体型了。”一名动物保
护科的工作人员，在手机里找到几只小鸟刚
获救时拍摄的照片向笔者展示，言语间充满
爱怜。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养在救助站的鸟
类，以年幼、受伤的居多。为了照料这些
鸟，救助站常年要有人 24 小时值守，“保证
这些鸟一顿饭也不能断”。如果获救鸟类状况
恢复较好，能够进行野化训练，工作人员会
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将其放归野外。

仅今年上半年，海淀区湿地和野生动植
物保护管理中心就接报救助、处置的野生动
物事件 600 余起，救助团队几乎每天都要出
动。他们的救助范围覆盖海淀区 29 个街镇。
目前，已救助过的野生动物覆盖20目34科71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1种1只，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13 种 102 只，包括红
隼、长耳鸮、鸿雁等。

种下科普种子

海淀区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
还有一项重要职能——进行生态宣教科普。

园区科普讲师徐晓梅告诉笔者，翠湖国
家城市湿地公园是北京市生态环境教育基
地，每年会开展以湿地日、爱鸟周、环境
日、生物多样性、湿地功能等为主题的科普
活动，并与海淀区的多个学校联合开展“湿
地科普知识进课堂”系列活动。

“有翅膀、又会飞的，都是鸟吗？”“为什
么鸟喙有的像筷子，有的像漏勺？”“鸟类都
是怎么找吃食的？”……“大自然能够给孩子
们提供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像这些问题都
是我们在组织 《鸟类的家园》 科普课程进校
园活动时，学生们提出来的，非常有趣，也
非常生动。我们会结合公园中所栖息的鸟
类，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为孩子们解答
疑问，帮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鸟类知识，增
强对鸟类的保护意识。”徐晓梅说。

在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校园内，有
一块电子屏，上面会实时显示来自翠湖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的鸟类画面和鸟类数据。徐晓
梅说：“这是园区与学校合作，将园内的鸟类
智慧识别监测系统，与校园内的屏幕实现信
息同步。让学生们在课余时间，一抬眼就能
看到园区内的自然环境，随时接触自然生
态，激发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兴趣。”

对于普通游客来说，只要走进翠湖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都能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与
自然环境有关的知识。在园区，随处可见介
绍各种植物、动物的指示牌。园区的微信公
众号上，也专门设置了“翠湖科普”栏目。

“为了更好进行自然知识的科普，我们还
设计过许多不同的主题来吸引游客。比如前
一阵我们举办的‘ 《诗经》 植物文化游’公
益科普活动，就非常受欢迎。”徐晓梅介绍，
工作人员通过查阅资料，把园区内生长的植
物与 《诗经》 中提到过的植物对应起来，为
游客安排了一条独特的 《诗经》 游园线路。

“园区讲解员会带领游客一边看风景，一边解
读 《诗经》 中所提到的 19 种植物，比如荇
菜、芦苇、香蒲等，让游客感觉历史与现实
很近，人与自然很近，这样就会有更丰富的
游园体验。”

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的张女士就特地带
孩子报名参加了“ 《诗经》 植物文化游”活
动。“孩子很喜欢古诗词。在园区听到讲解老
师说 《桃夭》 里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就是描写山桃花，特别喜欢，拍了好多山桃
花的照片。能在公园里亲眼看到 《诗经》 中
的画面，我们觉得特别美好，很有诗意。”张
女士说。

园区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持续开展“自
然笔记作品征集”活动。“小朋友来到公园
后，可以用画笔记录下自己喜欢的动植物，
我们集中在公众号上发布。”徐晓梅和笔者一
起翻阅了几期过往作品展示，小朋友们笔下
的植物都栩栩如生，叶脉、叶柄等都附有详
细的标注。字迹虽然稚嫩，内容却细致、专
业。鸟类笔记中的绘画特点鲜明，描绘了小
鸟的各种形态，它们或飞翔，或站立，惟妙
惟肖。

“我不仅仅是这些科普活动的策划者，更
是参与者和学习者。”徐晓梅告诉笔者，她自
己原本不是学动植物保护专业的，但自从从
事了这个行业，对大自然的热爱越来越深。

“在工作中，我学习了很多生态保护知识，感
觉受益终生。如果有更多人，能够从儿童时
代就接触、了解大自然，那么未来保护环境
的理念一定会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学习自
然科普知识可以为孩子们打开一个新的视
角，去理解自然规律。多接触自然、接触动
植物，对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做好湿地知识的科普，让保护生
态的意识在更多人心里生根发芽，是非常有
意义的工作。”

探访翠湖国家城探访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市湿地公园——

湿地湿地，，需需要要这样珍爱这样珍爱
李李 贞贞 何梓芸何梓芸 孟知鹭孟知鹭

远眺凤凰岭，近拥芦苇
荡。在北京市海淀区的西北
部，有这样一片美丽的湿地
景观——翠湖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作为北京市唯一获批
的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这
里不仅拥有秀美的湿地风光
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还在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生
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在 8 月 15 日首个全国生
态日来临之际，笔者走访了
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聆
听这片城中湿地的生态故事。

▲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风光。 资料图片

▲在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饲养了很多获得
救助的鸟类。 孟知鹭摄

▲在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饲养了很多获得
救助的鸟类。 孟知鹭摄

▲今年5月，《鸟类的家园》科普课程走进海淀区中关村
第一小学的课堂。 资料图片

▲今年5月，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举办“探访多样的湿地生物”科普活动，吸引众多游客。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