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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多样性

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参考

在许多人的认知中，北京人口众多、道
路复杂、建筑密集。无论怎么猜，这座超大
城市，似乎都与“生物多样性”不搭边。

但事实并非如此。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数
据显示，北京累计实地记录生态系统群系
136 种、物种 6895 种；处于全球“东亚—澳
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有确切记录的野生
鸟类达 519 种。这个规模超过了全球鸟类的
5%、全国的三分之一。

从专业角度来说，生物多样性包括生态
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三个
由宏观到微观的层次，评价一座城市的生物
多样性要考虑这些不同层面。但对公众来说，
物种的丰富、多样，是评估一座城市生物多
样性最直观、也最易理解的指标。

“中国有 1500 多种鸟，北京就囊括了三
分之一，占比很高。这是丰富的北京生物多
样性最直观的体现。”闻丞说。他曾深度参与
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对北京的物种十
分了解。

“不光天上飞的物种丰富，水里游的也同
样。”闻丞介绍，历史上，北京曾有 80 余种
淡水鱼类。由于环境恶化，数量一度下降到
30 多种。近几年，北京生态环境尤其是水环
境 大 大 改 善 ， 北 京 的 鱼 类 数 量 恢 复 到 60
多种。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判断一座城市的
物种是否丰富：一是这个地方现在有多少物
种，就是算一算绝对数量；二是经过保护
后，这个地方的物种数量是否有所恢复；与
还没有出现大规模人类活动时相比，是不是
又尽可能保存了当地原有的特色物种。”闻
丞说。

近年来，褐马鸡、黑鹳、鸳鸯等国家重
点保护动物野外种群的数量，在北京地区不
断上升；震旦鸦雀、栗鸢、栗斑腹鹀以及叉
唇无喙兰、尖帽草等北京新记录野生动植物
也不断涌现。

以褐马鸡为例。历史上的北京，原本是
褐马鸡的主要分布地之一。在一段时期内，
褐马鸡数量减少，甚至极少在北京现身。近
些年，研究人员发现褐马鸡在北京的分布点
显著增加，百花山自然保护区等地经常出现
它的身影。这些物种的重现，既印证了北京
生物多样性的丰富，也说明当地生态系统正
不断恢复。

指标物种出现
标志生态环境向好

生态学常以某些物种在特定地区的出现，
作为反映当地生态环境向好的依据，这类物
种被称为“指标物种”。

北京有 6895 种物种，哪些物种算指标物
种呢？

北京有广阔的山地。松鼠是山区的一种
指标物种。松鼠需要依赖枫树、橡树等结籽
儿的树储存过冬食物。闻丞介绍，如果一片
树林出现 2 至 3 种松鼠，说明这片森林生产种
子的能力很强。在这种情况下，超过 1 种以
上的松鼠就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北京西山国
家森林公园、香山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
地，都是松鼠的乐园。随着城市绿化环境不
断改善，北京市区的公园里也经常出现松鼠。

当树木步入老年后，容易生病，啄木鸟
就会来到树上活动，主动开凿树洞。树洞有
时变得越来越大，一些不具备在树上打洞能
力的鸟，比如鸳鸯、猫头鹰也会慢慢地在树
林里出现，住进树洞里。“当树林里出现鸳鸯
和猫头鹰这类在树洞里做巢、体型较大的鸟
时，也表明这片树林的环境比较接近理想状
态，它的生物多样性一定是比较好的。”闻
丞说。

再来看城市绿地。鸟类、传粉昆虫如蝴
蝶和蜜蜂等，是标志城市绿地生态系统质量
的指标性物种。“在北京，如果一个地方的生
物多样性丰富，那里多半会有蝴蝶和各种各
样的蜜蜂。比如在故宫里，我们会在一片花
坛中看到 6 种以上的蜜蜂。”闻丞说，“相反，
如果生物多样性不好、生态系统结构出现问
题，出现的就主要是一些双翅目昆虫，比如
苍蝇、蚊子。”

蜻蜓则是判断水环境生态是否健康的重
要指标。“北京有一种罕见的低斑蜻。”闻丞
说，“在我国，低斑蜻曾广泛分布在华北、
华东等地。但现在，它是极危物种。低斑蜻
对环境要求极高，这使得它对于城市生态环
境的指示作用超过其他绝大多数生物物种。”

如今，低斑蜻在北京温榆河流域、凤凰
岭，乃至靠近市区的圆明园、颐和园等地都
有所恢复。有低斑蜻的地方，也一定会有萤
火虫、青蛙和其他对水质要求很高的鱼类。

“这是北京生态环境改善、生物多样性提升的

有力印证。”闻丞说。
2023 年，北京中心城区记录到了 24 种蝴

蝶和 29 种蜻蜓，光在天坛公园就记录到了 13
种蝴蝶，表明这里是蝴蝶在首都核心区最重
要的栖息地。此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也
记录到了 16 种蝴蝶和 24 种蜻蜓，是中心城区
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然而，也并非所有的新增物种都预示着
当地环境向好。一些外来物种，比如在南方
出现过的福寿螺、红火蚁等，虽属于生物多
样性新增的一部分，却会对入侵地区产生危
害。而另一些物种的出现，可能是由于气候
变暖影响，导致原本出现在温带、亚热带乃
至热带地区的物种不断北移。

保护生物多样性
城市规划先行

北京生态系统和物种的多样性，远超同
纬度很多区域。

“这和北京的地理位置有关。北京处在不
同生物地理区交汇地带，这使得北京的生态
系统和物种非常丰富。”闻丞说。

对于一座超大城市来说，这无疑是种先
天优势。但也提出了另一重挑战，如何保护
好这些物种？

必要且首要的，是城市规划层面——要
在城市的空间规划中为物种腾出空间。

过去 20 年，北京市先后出台 《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 （2004 年—2020 年）》《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两版规划
中，都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之后，
为落实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中生态修复的要求，北京市又组织编
制了 《北京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1
年—2035 年）》。这版规划中，打造“全球
顶级生物多样性之都”被写入规划愿景，编
制者充分考虑北京生物多样性恢复潜力和目
标，做了定量、明确的规划。

闻丞和团队深度参与了这项工作。“我们
系统梳理了北京历史上有哪些值得保护的鸟
类、兽类，甚至鱼类。对两栖动物、植物都
做了充分考虑。比如它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才能生存，目前北京的哪些城市绿地、城市
水体和农田、山林能满足要求，能不能通过
人工恢复，或是自然引导达到良好状态。”闻

丞说，“我们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做了系统分
析，几乎考虑了北京每一片土地上，能恢复
哪些蝴蝶、哪些蜜蜂、哪些鸟，以及哪些水
域里能恢复哪些鱼，然后根据实践经验，提
出恢复指标物种的导则。”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指导下，北京开
展了一系列保护行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
设自然保护地，守护重要生态空间；持续开展
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
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GEP）核算，并应用于
生态保护补偿，不让保护生态者吃亏……

如今，北京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4.9%，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9.8%，公园绿地总数
提 升 至 1065 个 ，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达 到
16.9 平 方 米 。 正 是 绿 色 空 间 的 不 断 扩 展 ，
为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此外，北京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氛围非
常好，从小学起，孩子们就接受生态环境教

育。而且北京的生物多样性数据中，有相当
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关心环境和野生物种的社
会组织和公众，这非常难得。”闻丞说。

找到人与野生动物
相处的“平衡点”

随着保护力度加大、野生动物种群增长，
城市里也出现越来越多野生动物。近年来，
我们常能见到野猴、野狐狸向人类讨食的新
闻，也能看到野猪、东北虎等闯入人类居住
地，甚至还发生了伤人行为。

“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一方面，城
市越扩越大，不断将不属于城市的生态系统
包到里面；另一方面，动物也适应了人类活
动，慢慢往城市里走。在欧美的国际化大都
市里，也会出现许多野生动物。”闻丞说。

“人与动物在资源、空间利用上的矛盾是一定
存在的，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管理、技术和
社会动员来解决。”

根据 《北京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1 年—2035 年）》，大中型哺乳动物恢复
的空间被设定在山区，这里人类活动较少，
二者基本互不干扰。在平原区，要恢复的则
主要是鸟类以及和人冲突较小的物种。“人和
动物最好的关系是各得其所、各自安好，形
成生命共同体，尽量减少矛盾。”闻丞说,

“人与野生动物相遇，一方面可能会造成直接
的人身伤害，另一方面也存在传播人畜共患
疾病的风险。”像野猪、大象等野生动物，都
是对人类具有伤害性的动物。

闻丞认为，城市在建设基础设施时，或
可设置一些隔离带或路障，让这些可能和人
类发生冲突的物种尽量不要无障碍地进城。

“还是要有一定隔离，高速公路或绿地隔离
带、沟渠等，都可以起到相应作用。”

“另一方面，人类活动较少的地方，可以
设法为野生动物创造生存空间。”闻丞说，

“有一些破碎的空间，比如山区、郊野等被一
些基础设施隔离开的区域，我们可以做一些
优化，把它连起来，让动物能够在城市外相
对自由地活动，但进城又有一定难度。这样
就能把这些大型动物和人隔在相对独立的区
域，减少接触的机会。”

“动物闯入城市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觅食，
我们要优化野生动物生存条件，尽量让它在
自然界里就能获得足够的食物。让不同物种
以原有方式去生息繁衍，是人与野生动物最
好的共存方式。”闻丞说。

人与野生动物在城市生存空间方面存在
冲突与竞争，但与此同时，它们又构成了城
市重要的自然与旅游资源。这一点在北京体
现得淋漓尽致。北京有十大观鸟胜地，每逢
秋冬候鸟迁徙季节，都能看到很多摄影爱好
者前来观鸟、拍照。沿着世界遗产北京中轴
线观光，从北边的什刹海，到南边的天坛，
人们可以看到自由生活的绿头鸭、鸳鸯、白
鹭、北京雨燕等鸟类生活于此。这条充满文
化底蕴的城市轴线，也见证了人与野生动植
物的和谐相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何欣禹何欣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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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

缔约方大会（COP16）上，举行了第八届全球地方政

府和城市峰会，北京被评为“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

一座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城市，是如何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人与动植物又

该如何和谐共处？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开展

的微博直播连麦中，记者与国家林草局世界遗产专家

委员会委员闻丞进行了交流。

    到了 4 月，
在天坛公园一
棵 大 树 洞 内 ，
戴胜鸟正为育
雏做准备。 
   郭俊锋摄
 （人民图片）

北 京 市
天 坛 公 园
内，每逢山
桃花盛开的
3 月 ， 白 头
鹎在花丛中
嬉戏，成为
一道独特的
风景。

交流：相知无远近

“我的祖父存书颇多，其中就包含中国的
《四书》 和 《孙子兵法》，这些书对我影响很

大。”提到自己和中国文化的因缘，在中外作
家对话平行论坛上，墨西哥作家罗赫略·格
德亚说，“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拥有同样
的梦想，而文学作品的交流能够加强彼此
联系。”

“文学的核心价值是展现人类心灵的高
度，它拒绝人在俗世里沉溺，拒绝心灵被遮
蔽。”在本届“良渚论坛”上，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麦家在主旨演讲中阐述了文学的价值，
引起了许多外国作家的共鸣。

“我非常赞同全球文明倡议的共识，我们
要通过互鉴、对话来加强文明的包容。”在中
外音乐家对话分论坛上，瑞士音乐学家泽维
尔·布维耶说。

“音乐的历史要远远早于文字的历史，音
乐是一种超语言的文化形态。”浙江音乐学院
院长王瑞表示，在良渚文明的故地，邀请全

球音乐家进行对话，就是希望使音乐这一超
语言文化形态从历史走向未来，成为人类文
明发展的精神指引。

互鉴：如切如磋

在中外考古学家对话分论坛上，希腊考
古学家苏尔塔纳·玛丽亚·瓦拉莫蒂分享了
在希腊北部发现公元前 1500 年的粟遗存的
报告。

粟作农业源于中国，那么粟是如何传播
到希腊的？在会场上，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
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安婷与这位希腊学
者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讨论。她告诉记者，自
己非常关注粟从东向西的传播，之前也看过
希腊同行的学术文章，自然不会错过现场交
流的机会。

“考古发现证明，世界各地的文明有着多
种多样的产生和发展的道路，回望古代，可
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
院院长刘斌说，中外考古学家济济一堂，开
展文明起源的学术交流，可以更好地理解人
类文明是通过交融互动而不断发展的。

法国作家爱德华多·贝尔蒂回忆说：“我
第一次来到中国是 2004 年，当时去了北京和
上海，那是一次神奇之旅，中国就像一幅让
人着迷的画。我有三部作品都与中国相关。”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管平潮说：“文明互鉴
能让作家的作品更厚实。”

合作：行远自迩

“之前的国家图书馆每年只迎接 1.8 万名
访客，而新馆在开馆的第一年就接待了超过

230 万访客。”在论坛上，提到中国援建的萨
尔瓦多国家图书馆，萨尔瓦多文化部长劳
尔·卡斯蒂略表示，这一宏伟的工程象征着
两 国 人 民 之 间 深 厚 的 友 谊 和 共 同 的 价 值
追求。

《中国江南的考古学》《中国新石器时代
文明探求》《从动物、植物、矿物中探寻古代
中国》 ……在中外考古学家对话分论坛上，
中日学者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共同签约，将合
作出版中日联合考古系列研究成果。

中日两国学者在浙江的合作始于 1994
年，在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领域都取得了重
要成果。东京大学教授米田穰也是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我们希望通过
和中国同行的紧密合作，探索更多的问题，
获得更多的成果。”米田穰说。

“现在的考古学呈现出多学科、多角度的
研究态势，各国考古学都有自己的优势，国
际合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王宁远说，“我们将
制定长期的研究计划和目标，扎实工作，向
公众展现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据新华社电 记者冯源、朱涵、段菁菁）

架起文明交流互鉴之桥    一双慧眼，目光深邃穿透时
空；两道涟漪，相互交叉而互不
干扰。在第二届“良渚论坛”
上，源自良渚玉器“神人兽面
纹”的论坛官方标志首度亮相，
寓意着“文明之眼、融汇共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
行而不相悖”，日前，来自60余
个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家、作
家、音乐家等300余名中外嘉宾
齐聚第二届“良渚论坛”，围绕

“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主题开展研讨，共商文明交流
互鉴。

一座超大城市如何成为一座超大城市如何成为

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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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华
社
记
者 

尹
栋
逊
摄

今年今年 1111 月月，，市民在北京奥市民在北京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观赏粉黛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观赏粉黛
乱子草乱子草。。

      史家民史家民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