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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人类朋友：
你们好！
展信安。我是黑颈鹤，是世界上

唯一在高原繁殖和生活的鹤类，海拔
2500米至 5000米的高原、草甸、沼
泽地带是我们的主要栖息地，因此，
我们也被人们美称为“高原仙鹤”，
在中国，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和云贵
高原。

眼下，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
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西藏自
治区拉萨市林周县虎头山水库渐渐喧
闹起来，我们在此越冬的小伙伴开始
春季迁徙，飞往色林错黑颈鹤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以及甘肃、青海等地。

我还有一个藏语名字，叫“冲冲
格纳”，意为“黑脖子的鹤”。我体态
优美，头颈部呈黑色，胸部、腹部均
呈白色，翅膀部分既有黑色又有白
色，飞羽和尾羽为黑色。据我所知，
目前全世界共有我们的小伙伴1.7万
只左右，其中，绝大多数都生活在中
国境内。

尽管我们和丹顶鹤都是头顶“红
冠”，但我们头部及颈上约 2/3的部
分为黑色，在眼后和眼前出现一小片
白色或灰白斑，而丹顶鹤的喉部和颈
部为黑色，耳至头枕为白色。我们的
黑色颈羽像一条黑丝绒的围脖，黑色
的翅膀和尾羽衬托着灰白色的体羽，
使我们看上去犹如穿了一件淡雅的礼
服，显得格外婀娜多姿。

我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鹤鸟，也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经过多年各方面携手保护，我们
成为中国9种鹤类中唯一种群增长的
鹤类。2020年7月，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将我们从受胁物种名录中移除，濒
危等级由“易危”降为“近危”，这
让我们非常高兴。

目前，我们在中国有3个地域种
群。西部种群繁殖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东南部、青海西部、西藏中西部，
到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
谷地带越冬；中部种群繁殖于青海南
部，越冬于云南西北部香格里拉纳帕
海、碧塔海等地；东部种群繁殖于四
川北部、甘肃东部，越冬于云南东北
部昭通大山包、会泽大桥等地和贵州
威宁草海。

西藏是我们的主要繁殖地之一，
我们在西藏分布十分广泛，栖息地面
积约 13.6万平方公里，分布面积约
92.1万平方公里。

根据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
近20年的调查，我们在西藏全区7个
地市均有分布，在50多个县区都能
找到我们的身影。我们在西藏最主要
的栖息地位于藏北的色林错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玛旁雍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班
公错湿地自然保护区等；最主要的越
冬地位于西藏中部的雅鲁藏布江中游
河谷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雅尼
国家湿地公园、工布自然保护区等。

我们每年的生活十分有规律，春
天去往繁殖地，秋天则飞往越冬地。
在冬天里，我们喜欢集群生活，有3
种主要的集群形式——家庭群、同种
集群和混种集群。比如在河谷农耕地
和沼泽湿地，你们常见到的是家庭
群，有一家四口或一家三口的，也有
不带幼鸟的家庭。同种集群一般是未
成年的小伙伴、没有找到伴侣的单身
鹤，还有找到了伴侣但当年没有繁殖
幼鸟的。混种集群，就是和其他鸟类
混杂在一起生活的种群，通常和我们
在一起的候鸟主要有灰鹤、斑头雁和
赤麻鸭等。

越冬时，我们喜欢夜间在河流、
湖泊湿地附近松软的沙窝和稀疏避风
的灌丛间栖息，早上 9时到 10时飞
离栖息地到农田与沼泽地觅食，晚上
7时到晚上8时再返回栖息地。

我们是一种极为吃苦耐劳、坚韧
不拔的鸟类。虽说在越冬地常能看到
我们数百只以上的大队伍，但我们的

繁殖地却较少被人发现。由于生活在
环境条件非常恶劣的高原地区，我们
的繁殖率和幼鹤的存活率都不高，致
使种群数量并不多，加上分布地域狭
窄偏远，因此，我们很晚才出现在文
献的记载中。

我们属于杂食性动物，以植物的
叶、根茎等为食，也吃昆虫、鱼、蛙

等。长期的自然选择，我们都懂得了
一个道理——自己有一副好身体，是
儿孙后代强劲、基因得以延续的关
键。吃了一冬的素食，又经历了长距
离的迁飞，产卵前，动物性蛋白质补
充变得尤为重要。高原上刚刚经历了
冰天雪地的寒冬，并没有那么多食物
来源，倒是那些食草动物的粪堆里住

着不少昆虫的幼虫，这是我们补充能
量的首选。当然，如果有机会捕食鼠
兔、白骨顶的幼雏等，对我们更加具
有吸引力。总之，要以最直接的方法
迅速补充能量和蛋白质。

我们的繁殖期是5月到7月，会
在高原湖泊岸边的沼泽地建造巢穴。
雌鹤通常产2枚卵，父母轮流孵化，

但以母亲为主，父亲更多的是负责保
卫鸟巢家园。

经过 30 多天，雏鸟就出世了，
一身金色绒毛的小家伙刚出壳就能蹒
跚行走，父母则在一旁守护照料。经
过数月的精心哺育，到了秋天，父母
就带着刚长大的小家伙，与其他家庭
组成十几只或数十只的大群体，排成

“一”字形或“V”字形的整齐队伍，
飞越崇山峻岭，到海拔相对较低、气
候相对温和的地方越冬。

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曲玛乡是我
们的越冬地之一。雅鲁藏布江中游河
谷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喀则片
区面积有26万公顷，其中核心区5.3
万公顷，分布在日喀则市5个县，21
个乡镇。

2020 年 ， 在 国 家 的 项 目 支 持
下，日喀则片区保护区内架设起 22
个监控摄像头，主要布设在我们的集
中越冬地和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
方，如此一来，人们便能随时掌握我
们的生存状况，及时保护我们。

据统计，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
天，来日喀则越冬的小伙伴超过
6400只。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小
伙伴喜欢来这里，但也有小烦恼——
一旦遇到冬季突降大雪，我们会遇到
短期觅食困难的问题。西藏自治区的
林草部门依据监测情况和我们的栖息
特点，经过科学评估，在保护区多个
地方建立了投食点。每年不定期在投
食点投食青稞、冬小麦等，给我们补
充食物，即使遇到极端天气，我们也
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暖心的故
事。有一位叫旦增的巡护员，今年已
经72岁了。听说，他已经在日喀则
守护我们20个年头了。现在，我们
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们的警觉性很
高，以前，我们是不太敢靠近你们
的，但我们慢慢发现，你们一直在保
护着我们。像旦增爷爷，每年冬天，
他几乎每天都会穿梭在我们身边，白
天在已收割的农田上给我们撒青稞，
并观察有没有受伤的小伙伴。旦增爷
爷说，因为我们的到来，冬日里的雅
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就会出现鹤舞翩跹
的生态美景。

我们之所以能在高寒地区生活，
是因为我们有特殊的御寒方法。

我们全身覆盖着羽毛，只有喙和
腿是丧失能量很快的裸露区域。为了
适应低温，我们会像你们在寒冷时把
手插到口袋里一样，把腿收到腹部的
羽毛中，以便更好地保暖。折腿行为
是我们应对温度突然下降的一种适应
性的行为反应。

近年来，我们在西藏的种群数量
持续增长，据调查显示，2022年冬
季到2023年春季，我们在西藏越冬
的小伙伴数量达 11175只。这离不
开西藏人民对我们的保护，这片土地
上的许多自然保护区都成为我们安居
乐业的家园。

最后，欢迎你们到雪域高原，看
美景，邂逅我们这一群“高原仙鹤”！

黑颈鹤
2024年春

图①：黑颈鹤在西藏拉萨市林周
县虎头山水库觅食，与身后的高山白
雪构成一幅美丽画卷。 索 多摄

图②：黑颈鹤群飞过西藏山南市
贡嘎县杰德秀镇村庄和羊群。

益西旦增摄
图③：在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扎

西宗乡沙棘林中觅食的黑颈鹤。
益西旦增摄

图④：黑颈鹤和其他动物正在西
藏日喀则市拉孜县曲玛乡的草地里觅
食。 琼达卓嘎、益西旦增摄

黑颈鹤给人类的一封信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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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嘉兴市，典型的平原河网城
市，水生态环境问题复杂，当地曾经备
受困扰。经过不断探索，科技成为破解
这一难题的钥匙。近年来，生态环境部
组织科研团队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将

“湖泊内源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关键技
术”直接应用于嘉兴南湖等数十项水生
态修复工程中。

经过科学治理，嘉兴南湖的水质由
原来的湖库五类升至湖库三类，透明度
由原来的 0.2 米升至 0.8 米，入选全国第
二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诸如嘉兴这样的案例还有许多，科
技越来越成为守护美好生态的重要力量。

“生态环境科技是美丽中国建设保障
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解决生态环
境问题的利器。”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生态环境部对以高水平
生态环境科技赋能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系
统安排。

一是加强美丽中国建设基础科学研
究。围绕破解美丽中国建设面临的现实

问题和实践难题，在理论方法、成因机
理、过程路径等方面解决一批基础性重
大问题。比如，在新污染物治理方面，
开展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全生命周
期阻控等理论方法研究。在应对气候变
化领域，进一步阐明气候变化影响下的
生态系统安全、重大风险识别与人类活
动适应机制等。

二是强化美丽中国建设关键技术攻
关。重点围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扩绿增汇、风险防范等
方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开展跨区
域、多尺度、多介质的复合型环境污染
问题的溯源、调控和协同治理等技术攻
关，强化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科技支
撑。比如，在蓝天保卫战方面，聚焦
PM2.5和臭氧协同防控，加强精细化模拟
及多污染物近零排放治理技术等研究，
支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三是推动美丽中国建设重大项目部
署。坚持问题导向、应用驱动，开展美
丽中国建设重大科技需求凝练，并向中

央科技办报送相关科技需求建议书。推
动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推
进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部
署，加快制定重点专项管理工作方案、
管理实施细则，以及 2024 年度项目指南
编制工作方案，做好重点专项承接工
作，确保“接得住、管得好”。

四是打造美丽中国建设科技支撑力
量。推进实施高层次生态环境科技人才
工程，培养打造高水平生态环境人才队
伍。协调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评
估，建设生态环境领域大科学装置和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
推动国家级科研院所建设，支持高校和
科研单位加强环境学科建设，打造生态
环境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生态环境部结合生态环境领域实际
情况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工
作，不断完善支撑保障措施，营造有利
政策环境，拓宽转移转化渠道，加速成
果应用扩散，完善成果转化体系，促进

多方协作融合。
生态环境部组织实施的百城千县万

名专家生态环境科技帮扶行动，初步建
立中央—省—市联动的需求对接体系，
通过“一事一议”咨询服务、“一题一
训”技术培训等方式，组织咨询服务300
余次、技术培训40余场、大型推介活动6
场，累计推介先进适用技术近600项、服
务1500余家企业。

“十三五”期间，生态环境部以“1+
X”模式组建“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联合研究中心”，联合全国 260 多家优
势科研单位、5000 名科研人员，开展集
成攻关和 58 个城市“一市一策”驻点跟
踪研究，通过提供定制化科技服务，推
动水专项等科技成果转化。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依托国家生态
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汇聚
降碳减污各类优秀科技成果 5000 多项，
建立 5000 余人的多领域技术和产业专家
库，并组建了 70 多家“政产学研金介
用”单位组成的理事会创新协作网络。

“今后 5 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
期。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谋划与美丽中
国建设相适应的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发展
顶层设计，组织开展中长期战略研究，
推进‘十五五’生态环境领域科技规划
研究与编制相关工作，储备推出一批重
大科技项目和科技工程，为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科技支撑。”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说。

从实验室走向实践应用

高水平科技守护高品质生态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景色。 金 鹏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