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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7 月
26日，在印度首都
新 德 里 举 行 的 第
46 届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
员会会议上，中国
申报的“巴丹吉林
沙 漠 — 沙 山 湖 泊
群 ” 顺 利 通 过 评
审，成功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至
此 ， 我 国 已 拥 有
15 项世界自然遗
产、4项文化和自
然双遗产。

北京中轴线马拉松
系列体育活动启动

内蒙古考古发掘二长渠墓群
为北宋丰州故城研究添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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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链接▶▶▶别样沙漠景观
带来多样化审美感受

“巴 丹 吉 林 沙 漠 — 沙 山 湖 泊
群”地处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盟阿
拉善右旗，其中遗产地面积 72 万
公顷，缓冲区面积 89 万公顷，主
要保护内容为巴丹吉林沙漠湖泊自
然景观及古地质、古生物化石，雅
布赖山山地生态系统，以及栖息于
此的以盘羊为代表的野生动物种
群。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最好的植被
类群及遗传种质资源等都具有较高
的科学价值和保护价值。

“巴 丹 吉 林 沙 漠 — 沙 山 湖 泊
群”不仅有一望无际的大漠沙海，
更有被称为“五绝”的奇峰、鸣
沙、湖泊、神泉、古庙。

在这里，你能看到形态各异、
复杂多样的金色沙丘，犹如一座座
奇峰耸立于大漠之上，有的如新月
般优雅，有的则如金字塔般壮阔，
其中更有世界最高的固定沙山——
必鲁图峰，海拔高度达 1611 米，
相对高度达 460 米，有着“沙漠珠
穆朗玛”之称。

巴丹吉林有世界上最大的鸣沙
区，尤其是宝日陶勒盖鸣沙山，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鸣沙区，由于落差
较高，沙峰陡峭，每当大片沙子从
200 多米的高处下滑时，都会带来
犹如飞机起飞般的“隆隆”轰鸣
声，几公里外都能清楚听到。

巴丹吉林沙漠年降水量极低，
可在这大片的沙丘之间，却分布着
144 个湖泊，其中多数清澈湛蓝，
但也有部分湖泊呈现出紫色、红
色等炫目的色彩，沙山倒映在湖
泊中，沙水天相连，蔚为壮观。
这里的湖泊水主要源于大气降水
入渗沙山形成贮存于沙山中的地
下水，也有来自青藏高原的远源
地下水补给，以及流经河西走廊
的黑河形成的地下水和其他地下水
的近源补给。

在必鲁图峰的西侧，则是被称
为音德日图湖的咸水湖，在大片的
咸水湖中有一处湖心小岛，岛上有
108 个泉眼，日夜不停地涌出清澈
甘甜的泉水，令人称奇。

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苏
敏 吉 林 湖 畔 坐 落 着 一 座 沙 漠 古
庙 ——巴丹吉林庙，寺庙气势雄
伟、庄重肃穆，被称为“沙漠故宫”，
建于 1755 年，距今有两百多年的历
史。据传，当时建庙所用的一砖一
瓦一木，全由几百里外的地方用骆
驼驮进沙漠。

密集高大的沙山、风中低吟的

鸣沙、独特的丘间湖泊、不断涌出
的泉水以及典雅美观的寺庙，交错
发育的组合景观和各种类型的风成
地貌带来了别样风景，更给世人多
样化的审美感受。

肉苁蓉、梭梭、双峰驼、水鸟
等丰富的动植物生长栖息于此，为
这里增添了勃勃生机，神秘且颜色
鲜艳的丘间湖泊大多为咸水湖，更
成为了卤虫、软体动物和部分鱼类
繁盛的有利栖息地，湖泊周围还多
生长着茂密的芦苇以及沙柳、沙棘
等植物，为沙漠动物群落的生长提
供了基础。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
群’完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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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地理位置和地
质背景以及受到气候变化和青藏高
原持续构造隆升的强烈影响，它的
沙漠形成过程仍在继续，因此巴丹
吉林沙漠及其遗迹为长期气候变化
和沙漠形成过程提供了材料，它的
规模和完整性对于了解其持续的演
变非常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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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巡护工作
尽可能保持原始风貌

炎炎烈日下，两辆越野车正
在翻越巴丹吉林沙漠里连绵起伏
的沙丘，车上坐着的是阿拉善右
旗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中心主任刘维斌，他正和同事们
开展每月一次的巡护，对可能存
在的盗伐、盗猎等非法活动，进
行监管和制止。

“我们的管护区面积极大、地
形复杂且人烟稀少，每次巡护都得
5 到 8 天，走的路基本都是山路和
沙漠，经常会遇到车坏、车陷、沙
尘暴等不确定因素，就算是经常巡
护的老手，有时也不可避免会被
困。”刘维斌说。

荒漠中气候干燥、温度极高，
时常会有大风沙，这些恶劣的自然
条件都给巡护工作带来了极大挑
战。“由于缺乏水源和食物，我们
每次巡护都得携带足够的饮用水和
食物，且荒漠中交通和通讯设施不
发达，如遇被困，会面临无法及时
得到帮助的风险，我们便采取两辆
车结伴同行，互相救援照应。”刘
维斌告诉记者。

同时，为保障巡护人员的安
全，保护中心还会定期培训，让巡

护人员能够采取有效的自我保护措
施和正确识别荒漠生态问题。“我
们为巡护人员配备了卫星电话以及
车辆自救工具等，所有巡护人员必
须能够熟练运用卫星地图，以提高
生存和应对能力。”刘维斌介绍。

在保证每月 1 次的巡护基础
上，队员们还会进行日常的动态巡
护，并结合下发保护地疑似问题线
索点位、绿盾点位等，核查人为破
坏、自然灾害等造成的图斑变化，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自然遗产保护最重要的就是
最大程度限制人为因素的干预，尽
可能保持自然遗产地的原始风貌，
除管理需要和经批准的科学考察
外，原则上禁止任何人员进入、干
预、破坏遗产地。”阿拉善右旗林
业草原和荒漠防治局副局长张兆鑫
表示。

当地计划把大部分基础设施和
配套设施建设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以外，充分利用好自然保护区一般
控制区，在一般控制区开展游览、
体验等观光活动，坚决杜绝在生态
核心区开展旅游活动。

“作为属地林草部门和自然遗
产保护地管理部门，我们首先要做
好的是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而
在不影响自然遗产保护的前提下，
配 合 文 旅 部 门 作 出 适 当 旅 游 开
发。”阿拉善右旗林业草原和荒漠
防治局局长姚孝德表示，“从而实
现遗产保护与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之间的平衡。”

做好生态保护
呵护一草一木一沙一湖

7月 31日，来自兰州大学、南
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 18
所院校的 102 名师生，来到了巴丹
湖畔参加“发现计划”2024年两地
高校地理学联合实习，对“巴丹吉
林沙漠—沙山湖泊群”的地貌、土
壤、植被、气候、水文等诸多方面
开展实地科学考察。

作为此次活动的带队老师，兰
州大学冰川与沙漠研究中心主任李
卓仑教授是巴丹吉林沙漠的“常
客”，每年他都会来到巴丹吉林沙
漠开展科学研究与野外实践教学。

“沙漠地区的生态保护，我个人认
为最主要的是如何合理利用水资源
以及如何保护荒漠生态系统。”李
卓仑说，“巴丹吉林沙漠的常年积
水湖泊令人印象深刻，不仅在不同
的季节湖水颜色会发生变化，同时
在降水稀少的沙漠腹地常年积水。
我以后还会组织老师学生们进行野

外实习与科学考察活动，对巴丹吉
林沙漠进行长期的研究和监测，为
更好地保护这里提供科学依据。”

“我 是 第 一 次 来 巴 丹 吉 林 沙
漠，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神
奇，我将做好相关数据研究和观
测，让更多人了解并宣传保护好这
里。”香港浸会大学学生林彩禄说。

当地还将加强对沙丘、湖泊、
植被等自然价值和要素的监测和科
学研究，实施适应性管理，并建立
健全遗产地监测系统和数据库，开
展有针对性的保护和治理措施。同
时，加强社区参与，让更多当地群
众参与到保护、共管、监测和公众教
育的队伍中。

在巴丹吉林沙漠中，至今还
生活着几十户牧民，他们数代人生
活于此并守护着自己的家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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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都会有很多水鸟停留，平时周
边也有很多野生动物，它们是牧
民们的邻居，保护好野生动物和
环境是我们所有牧民的职责。”哈
斯巴雅尔说。

李敬元也是巴丹吉林嘎查牧
民。2018年，他在庙海子附近开了
一家民宿，收入一直不错，去年他
又新建了 8个蒙古包接待游客，他
知道，来这里的游客都是为了欣赏
巴丹吉林沙漠的美景，它的美丽更
需要来这里的每个人共同呵护。

“在巴丹吉林沙漠生活的人都有一
个习惯，自己的生活垃圾或者开车
沿途看到垃圾都要把它捡起来带出
去。申遗成功后，应该会有更多的
游客来到巴丹吉林沙漠，我们更要
保护好这里。”李敬元说。

“巴 丹 吉 林 沙 漠 — 沙 山 湖 泊
群”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不仅填补了我国在世界自然遗产中
没有沙漠类型的空白，而且能更好
地对巴丹吉林沙漠生态进行保护，
增强保护和治理沙漠的能力和水
平。近年来，阿拉善右旗积极开展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综合治
理、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等，制定了《阿拉善右旗自然保护
区监管制度》《阿拉善右旗自然保
护区资源巡护管理制度》等，使巴
丹吉林沙漠保护工作上升到法律和
制度层面，高标准建立与国际接轨
的沙漠保护管理体系。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
群’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历时 7
年，过程十分不易，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加大保护和管理力度，坚持把
生态效益放在首位，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呵护好这
里的一草一木一沙一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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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春参与采写）

神奇的巴丹吉林沙漠
本报记者 张 枨

神奇的神奇的巴丹吉林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枨枨

“ 巴
丹吉林沙

漠—沙山湖泊群”于 2020年
正式申报世界遗产。国家林
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巴丹
吉林沙漠地处阿拉善高原，
属中国西北极干旱的温带荒
漠地区，是中国第三大沙漠
和第二大流动沙漠。该地区
以连绵起伏的高大沙山和丘
间众多湖泊而闻名，展示了
沙漠景观不断变换的地质和

地貌特征。巴丹吉林沙漠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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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独特的景观展现
了巴丹吉林沙漠非凡的自然
美学价值，展示着地球上重
要、典型且持续的风沙地貌
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丰富多
彩的生物栖息地。

（据新华社电）

日前，“跃动中轴”北京中轴线线上
马拉松在北京正阳门箭楼前启动，同时
拉开了中轴线马拉松及系列体育活动的
序幕。社会各界代表以“跑马”形式庆
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

（文 晓）
（主办方供图）

据新华社电 （记者张格、刘芳洲）
记者从日前在湖南长沙举办的马王堆汉
墓考古发掘 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
式了解到，为深入挖掘马王堆汉墓文化
内涵，湖南博物院成立马王堆研究院，
未来将以开放式的学术平台，集结国内
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学术力量开展科研
合作。

1972 年至 1974 年发掘的马王堆汉
墓，是人们了解汉初社会风貌的窗口，
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厚重的文化基因
与历史智慧。

开幕式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
厂 （集团） 向湖南博物院捐赠马王堆汉
墓考古发掘现场学术版高清视频素材；
一批涵盖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及一号汉
墓纺织品文物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文物资
料发布；讲述马王堆汉墓发掘、保护、
研究、展陈的纪录片 《马王堆·岁月不
朽》 亮相；湖南博物院与香港科技大
学、敦煌研究院等6家机构签署协议，将
联合开展跨学科、跨机构协同合作。

据了解，围绕马王堆汉墓文物，目
前共完成 948件藏品的高清数字化采集，
包含 7779 张图片和 285 件三维模型，初
步形成马王堆汉墓文物知识库。未来将
完成包括残片在内的 100%数字化采集，
形成马王堆汉墓文物的知识图谱。

“今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
周年，湖南博物院将以此为新的起点，
持续推动马王堆保护、整理、研究和传
播工作。”湖南博物院院长段晓明说。

马王堆研究院成立

巴丹吉林沙漠必鲁图峰脚下的日落景色。 新华社记者 贝 赫摄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阿
拉善右旗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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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吉林沙漠中的诺尔图湖。巴丹吉林沙漠中的诺尔图湖巴丹吉林沙漠中的诺尔图湖。。

巴丹吉林沙漠里的骆驼。

这里这里，，不仅有一望无际的大漠沙海不仅有一望无际的大漠沙海，，更有被称为更有被称为““五五
绝绝””的奇峰的奇峰、、鸣沙鸣沙、、湖泊湖泊、、神泉神泉、、古庙古庙。。

据新华社电（记者哈丽娜） 记者从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
近日，为配合内蒙古准格尔旗古城煤矿
露天开采第四期项目，考古人员对准格
尔旗二长渠古城附近的墓群进行了发
掘，已初步完成 49 座砖室墓以及 7 座小
型土坑竖穴墓的清理，并对附近一处建
筑台基进行了发掘。通过发掘和研究，
考古人员初步判定墓群主体年代为北宋
早期，墓群的发现为北宋丰州故城研究
增添了新证。

由于此墓群距二长渠古城较近，被
命名为二长渠墓群。二长渠古城已考证
确为北宋蕃部藏才族所建丰州城。

二长渠墓群以带墓道的圆形券顶砖
室墓为主，墓室墙壁多砌筑仿木建筑图
案，如镶嵌于砖墙的仿檐柱、斗拱、普
拍枋、阑额等大木作，在砖块上刻画形
成的门窗、桌椅等小木作，在起券处用
仿瓦砖等。这些仿木建筑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目前，考古人员正通过三维建
模等手段对这些建筑构件进行复原。

墓葬均遭受较为严重的盗扰，出土
遗物较少，主要以陶瓷器为主，并出土
了一定数量的铜器、铁器、石器等。其
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是一套 20余件的茶
具。同时墓葬出土铜钱较多，以“开元
通宝”“乾元重宝”“至道元宝”“淳化元
宝”等为多。此外，砖室墓的墓道底部
多有马头骨等殉牲出土，这些发现为揭
示当时该地区民族交融、文化互动的历
史图景提供了重要线索。

考古人员表示，此次考古发掘，为
北宋丰州故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与
视角，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一
历史时期河外三州地区的社会结构、经
济形态、文化特征以及民族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