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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位于浙江省长兴县的新能源小镇
异常热闹。一场由中国 500 强企业超威集
团举行的新品发布会，吸引了社会大众的目
光。会上，超威集团发布了一款极具科技含
量的创新产品——超导石墨烯电池，这是一
款具有超级里程、超级动力、超级寿命、超级
耐寒等特点的“黑科技”产品。它的面世，标
志着电池行业在石墨烯技术领域研发应用
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石墨烯是目前发现的最薄、强度最大、
导电导热性能最强的一种新型纳米材料，科
学家甚至预言石墨烯将“建改变 21 世纪蓄
电池业的发展”，有可能掀起一场具有创新
性的新的技术产业革命。

超威集团是国内最早开启石墨烯技术
研究的企业之一，早在 2013 年就开始在石
墨烯领域进行深入研究。2016 年 2 月，在行
业内率先推出第一代石墨烯科技产品——
超威黑金高能量电池，引领了电池行业的

“黑金风暴”。同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石墨

烯材料的研究，超威集团与俄罗斯知名机构
强强联合，在俄罗斯建立研究院，开展石墨
烯新型合金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随后，超
威集团又相继推出升级版、科技版、长寿版
等石墨烯新产品，持续推进石墨烯材料技术
的研究和突破。

据不完全统计，超威集团目前已获得石
墨烯电池技术在铅酸电池领域应用的相关技
术专利28项。超威集团研究的“一种铅酸电池
用石墨烯复合碳及其制备方法”获得中国专利
优秀奖，“长寿命石墨烯基铅碳超级电池”项目
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等。

2019 年实施的电动车电池新国标，对电
池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品质量提出更高的
标准要求，简单来说，就是“重量轻量化，容
量高能化”。近年来，超威集团坚持科技和
创新为导向，从材料应用、工艺优化、质量控
制、现场管理等方面多管齐下，依托全球 19
家研发中心先进技术储备，在创新产品的开
发上先人一步，研发了多款轻量高能的领先

型产品，为引领电池行业技术进步做出了积
极贡献。

“此次推出的超导石墨烯电池不仅功率
性能好、动力强，而且活性物质利用率高，车
辆行驶里程较比传统产品增加了 20%左右，
同时充放电 70%DOD 次数可达 1000+，电池
循环容量持续 1 年仍保持普通新电池的容
量，耐低温性较普品提升了 10%，可以说是
个革命性的突破。”这一电池研发负责人黄
伟国介绍道。

实践出真知，为验证产品性能表现，超
威集团将会针对产品支持的行驶里程、动
力、耐高温、耐低温四大亮点，在青海湖、重
庆、武汉、漠河等地组织四场骑行拉力赛，并
邀请 12 位新品见证体验官，进行为期 24 个
月的骑行，来检验超威超导石墨烯电池的
性能。

据悉，超威集团将会持续公布体验官每季度
提交的产品性能、骑行里程、充电次数等信息数据，
接受消费者和渠道客户的监督。 倪自立

可支持行驶里程10万里 产品质保24个月

超威超导石墨烯电池掀起行业技术进步浪潮

6 月 8 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
海洋日。2021 年世界海洋日的
主 题 是“ 生 活 与 生 计 ”（life &
livelihoods)。 据 联 合 国 数 据 统
计 ，全 球 约 35 亿 人 依 赖 海 洋 生
活。旅游业作为当今世界产值最
大的行业之一，在每年为全球经
济贡献达数万亿美元的同时，也
支撑了无数沿海居民的生计。

滨海旅游：难以承受之重？

滨海旅游给公众提供了了解
和亲近海洋的机会。但在丰富人
们生活的同时，一些旅游活动对
海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带来的破
坏逐步凸显。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垃圾，
是滨海旅游活动带来的一大问
题。近年来，一些新兴的滨海旅
游活动，如观鲸、休闲渔业等迅速
发展，但由于缺乏政策规范和引
导 ，这 些 活 动 造 成 了 诸 多 生 态
隐患。

尽管当前滨海旅游业存在诸
多问题，但如果得到科学的规划
和合理的管理，可持续的滨海旅
游业仍然有助于促进沿海社区的
生计和当地的自然保护，而得到
良好保护的区域以优美的景观、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又可以提升旅

游吸引力，实现科普教育和休闲
娱乐等功能，实现可持续的滨海
旅游与海洋保护的双赢。

在海洋保护中，决策者和管
理者常常面对的一大挑战便是保
护资金来源单一、财政拔款僧多
粥少的窘境。在合理的管理和引
导下，滨海旅游可以成为创收渠
道，吸引各种途径的资金参与保
护海洋。例如，桑给巴尔的琼贝
岛珊瑚礁公园便通过发展生态旅
游，确保了可持续的资金收入，实
现保护开支自给自足。

同时，滨海旅游业能缓解海
洋保护区与当地经济效益、民众
生计之间的关系，通过创造新的
就业和营收机会，帮助因设立保
护区而需要改变生计来源的海边
居民。美国夏威夷座头鲸国家海
洋保护区开设的垂钓、航海、观
鲸、帆伞运动、潜水等休闲娱乐活
动不仅没有影响座头鲸保护工作
的正常开展，还通过促进消费带
动了当地经济增长。事实证明，
保护区旅游业的发展反而带来了
更多就业机会。

除了不扔垃圾，我们还
可以做什么？

既然“与海同乐”有可能促进

海洋保护，那么游客在旅途中具
体应该怎么做？

最基本的当然是要在旅行的
过程中坚持环保、低碳的生活方
式。在海边游玩的过程中，应尽
量不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最好
自带垃圾袋，以便在缺少公共垃
圾桶的地方暂时存放垃圾。

赶海、海钓活动的本意是体
验沿海生活、与自然亲近，因此游
客在游玩时要注意尊重和爱护海
洋环境。游玩时尽量吃当地、吃
当季，避免食用处于不可持续状
态的鱼鲜。许多环保机构曾发布
过可持续海鲜消费的指南，例如
相关 NGO 组织发布的《海洋系
温度：可持续海鲜消费指南》、青
岛市海洋生态研究会出品的“海
鲜明鉴”、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海
鲜消费指南》等，可以作为参考。
拒绝食用保护野生动物和来自非
法捕捞的海鲜。

滨海旅游业是否能发挥长期
经济潜力、保护“生活与生计”，取
决于可持续发展实践能否得到推
广，以及海洋生态系统能否得到
足够的尊重和爱护。这既需要政
府部门的重视、各利益相关方的
合理规划、积极尝试，更需要每一
名滨海游客的努力。

在“与海同乐”中守护海洋
◆黄蕴仪

◆◆本报记者张倩本报记者张倩

那是那是 20052005 年的秋天年的秋天，，研究亚研究亚
洲象行为生态学的潘文婧跟随师洲象行为生态学的潘文婧跟随师
兄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兄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寻找着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区寻找着野生亚洲象的““足足
迹链迹链”，”，希望了解象群活动的情希望了解象群活动的情
况况。。途中途中，，走到一条公路边走到一条公路边。。这这
时时，，她听到一声很刺耳且很长的她听到一声很刺耳且很长的

““鸣笛鸣笛”，”，误以为有重型卡车经过误以为有重型卡车经过。。
这时这时，，师兄拉着潘文婧就跑师兄拉着潘文婧就跑

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说说““快走快走，，那那
边有象边有象。”。”那是潘文婧第一次听到那是潘文婧第一次听到
亚洲象的叫声亚洲象的叫声，，后来她知道这是后来她知道这是
它们召集同伴或是发出警告的意它们召集同伴或是发出警告的意
思思。。一会儿一会儿，，果然野象出现了果然野象出现了，，潘潘
文婧一行人隔着一条河文婧一行人隔着一条河，，真的看真的看
到了对岸来到玉米地觅食的到了对岸来到玉米地觅食的 33 头头
公象公象。。隔着河隔着河，，他们就这样开心他们就这样开心
地观察了好久地观察了好久。。

1616 年过去年过去，，潘文婧还在国际潘文婧还在国际
环保组织从事国际国内生物多样环保组织从事国际国内生物多样
性领域的各项议题研究性领域的各项议题研究，，既有关既有关
于亚洲象栖息地于亚洲象栖息地、、国内森林保护国内森林保护
的内容的内容，，也有刚果盆地热带雨林也有刚果盆地热带雨林
的非法砍伐和非法贸易项目等的非法砍伐和非法贸易项目等。。

““这次云南野象群迁徙的消这次云南野象群迁徙的消
息让各界很关注息让各界很关注。。 这 些 年 非 法这 些 年 非 法
盗 猎 等 现 象 基 本 杜 绝 了盗 猎 等 现 象 基 本 杜 绝 了 ，，野 生野 生
象 数 量 逐象 数 量 逐 步 增 加步 增 加 ，，保 护 象 群 的保 护 象 群 的
工 作 不 断 深 入 和 推 进工 作 不 断 深 入 和 推 进 。。 但 同但 同
时时 ，，象 群 出 走 也 说 明 对 当象 群 出 走 也 说 明 对 当 前数前数
量不断增加的亚洲象而言量不断增加的亚洲象而言，，它们它们
的栖息地仍存在一些问题的栖息地仍存在一些问题。”。”潘文潘文
婧说婧说。。

两波林地转换对野生两波林地转换对野生
象栖息地环境产生影响象栖息地环境产生影响

在云南在云南，，1515 头野生亚洲象的头野生亚洲象的
迁徙路线变得扑朔迷离迁徙路线变得扑朔迷离。。从开始从开始
的一路向北的一路向北，，到近几天象群先行到近几天象群先行
向西南再转向西北迁移向西南再转向西北迁移，，专家们专家们
给出了不同解答给出了不同解答，，网友们也开始网友们也开始
打趣打趣““这样高的关注度这样高的关注度，，有的象可有的象可
能走着走着就成了事业编能走着走着就成了事业编。”。”

在潘文婧眼中在潘文婧眼中，，这一群象进这一群象进
行这样远距离的一次迁徙行这样远距离的一次迁徙，，是一是一
次偶然事件次偶然事件。。要分析象群为什么要分析象群为什么
出走出走，，仅对这一次偶然行为进行仅对这一次偶然行为进行
归因判断是不够客观的归因判断是不够客观的，，应该放应该放
大 到 亚 洲 象 这 个 群 体 去 进 行大 到 亚 洲 象 这 个 群 体 去 进 行
研究研究。。

““就亚洲象这一物种来看就亚洲象这一物种来看，，它它
本身具有季节性迁移的习性本身具有季节性迁移的习性，，会会
根据气候或者其他环境因子改变根据气候或者其他环境因子改变
活动范围活动范围。。一般而言一般而言，，它们会在它们会在

几十甚至数百平方公里的活动范几十甚至数百平方公里的活动范
围去寻找食物围去寻找食物、、水等水等。。但近些年但近些年
来来，，根据公开信息以及一些研究根据公开信息以及一些研究
和监测团队的观察和监测团队的观察，，野生象群从野生象群从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向外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向外
扩散的情况还是很明显的扩散的情况还是很明显的。。不仅不仅
仅 是 这 一 次 出 走 事 件仅 是 这 一 次 出 走 事 件 。”。”潘 文潘 文
婧说婧说。。

她表示她表示，，一方面一方面，，国内野生象国内野生象
的数量已经增加到大概的数量已经增加到大概 300300 头头，，
这说明了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加这说明了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加
严严，，对亚洲象的非法盗猎等现象对亚洲象的非法盗猎等现象
基本杜绝基本杜绝，，保护工作上了一个新保护工作上了一个新
台阶台阶。。但另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野生象出走野生象出走
的原因仍与它们缺乏足够的栖息的原因仍与它们缺乏足够的栖息
地有关地有关。。

尽 管 从尽 管 从 19861986 年 西 双 版 纳 自年 西 双 版 纳 自
然保护区就升至国家级然保护区就升至国家级，，以以““更高更高
规格规格””保护当地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当地的森林生态系统
以及亚洲象等野生动物以及亚洲象等野生动物。。但对于但对于
野生亚洲象而言野生亚洲象而言，，它们并没有核它们并没有核
心区心区、、缓冲区的概念缓冲区的概念，，更不知道边更不知道边
界在哪儿界在哪儿。。数十年来数十年来，，它们的活它们的活
动范围一直是涵盖保护区及保护动范围一直是涵盖保护区及保护
区外的大片地区区外的大片地区。。

最新研究数据显示最新研究数据显示，，西双版西双版
纳全州亚洲象适宜栖息地纳全州亚洲象适宜栖息地（（乔木乔木
林 和 灌 木 林林 和 灌 木 林 ）） 的 面 积 在的 面 积 在
20002000--20182018 年减少了年减少了 4040..6868%%。。潘潘
文婧表示文婧表示，，这些栖息地的丧失并这些栖息地的丧失并
不意味着保护区的工作不到位不意味着保护区的工作不到位，，
而是有相当大一部分位于保护区而是有相当大一部分位于保护区
的适宜林地丧失了的适宜林地丧失了。。因为保护区因为保护区
的情况相对特殊的情况相对特殊，，一些村寨长久一些村寨长久
存在存在，，随后才划定了保护区的范随后才划定了保护区的范
围围。。尽管在核心区尽管在核心区，，村寨基本上村寨基本上
已经搬迁出来已经搬迁出来，，但在缓冲区和试但在缓冲区和试
验区验区，，仍有不少村民拥有集体林仍有不少村民拥有集体林
的使用权的使用权。。

““这些集体林被农户承包这些集体林被农户承包，，他他
们有权利砍去之前的天然灌木们有权利砍去之前的天然灌木、、
乔木乔木，，然后去种植一些效益更好然后去种植一些效益更好
的经济作物的经济作物。。从从 20002000 年到年到 20182018
年年，，这这 1818 年间年间，，不管是西双版纳不管是西双版纳
还是普洱还是普洱，，保护区周边都经历了保护区周边都经历了
两波林地转换的高峰两波林地转换的高峰。。第一波约第一波约
在在 20002000 年年--20102010 年期间年期间 ，，因为橡因为橡
胶市场较好胶市场较好，，不少农户选择将承不少农户选择将承
包的林地或者原本的轮歇地改种包的林地或者原本的轮歇地改种
橡胶橡胶。。第二波是前些年第二波是前些年，，正值普正值普
洱茶发展的黄金时期洱茶发展的黄金时期，，又有一大又有一大
波农户选择了种茶波农户选择了种茶，，因此在保护因此在保护
区外区外，，天然林的变化还是很明显天然林的变化还是很明显
的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村寨里村寨里
的村民的村民、、族群大多面临着发展的族群大多面临着发展的
诉求诉求，，但是保护区面积也不可能但是保护区面积也不可能
总是无限扩张总是无限扩张，，因此因此，，这的确是现这的确是现
实实。”。”潘文婧表示潘文婧表示。。

昔日昔日““森林王森林王””在斯在斯
里兰卡沦落到吃塑料垃里兰卡沦落到吃塑料垃
圾圾，，人象冲突日益凸显人象冲突日益凸显

20152015 年年 1212 月月，，在印度默哈嫩在印度默哈嫩
达 的达 的 GulmaGulma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区 附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区 附
近近，，正在行驶的火车遇到了突然正在行驶的火车遇到了突然
出现的一头母象出现的一头母象，，列车来不及刹列车来不及刹
车车，，大象当场被碾压死亡大象当场被碾压死亡，，火车也火车也
部分脱了轨部分脱了轨。。

当地专家分析当地专家分析，，大象会跑上大象会跑上
铁轨的原因除了偶然因素铁轨的原因除了偶然因素，，更深更深
层的原因或为环境恶化层的原因或为环境恶化。。近年近年
来来，，印度的森林面积不断缩小印度的森林面积不断缩小，，大大
象的领地也越来越多地被人类侵象的领地也越来越多地被人类侵
占占，，再加上偷猎再加上偷猎、、交通事故等交通事故等，，每每
年都有为数不少的大象死于与人年都有为数不少的大象死于与人
类的冲突中类的冲突中。。

由于地球上的大型食草动物由于地球上的大型食草动物
大多在上一个冰川期灭绝大多在上一个冰川期灭绝，，像亚像亚
洲象洲象、、非洲象非洲象、、犀牛这样的顶级巨犀牛这样的顶级巨
型食草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型食草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
位位，，无法被其他动物填充无法被其他动物填充，，它们的它们的
种群一旦退化种群一旦退化，，对于它们所生存对于它们所生存
的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将产生不可挽回的将产生不可挽回的
影响影响。。

随着亚洲象和非洲象所依赖随着亚洲象和非洲象所依赖
的森林的森林、、草原被不断破坏草原被不断破坏，，人象冲人象冲
突普遍发生突普遍发生，，特别是在一些人口特别是在一些人口
稠密的亚洲国家稠密的亚洲国家。。潘文婧表示潘文婧表示，，
人类活动的扩展人类活动的扩展，，造成亚洲象栖造成亚洲象栖
息地的减少和片段化息地的减少和片段化，，人和象的人和象的
活动区域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活动区域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叉，，
这是造成人象冲突的根本原因这是造成人象冲突的根本原因。。

20202020 年年 1212 月底月底，，有媒体披露有媒体披露
在斯里兰卡东部省安帕赖的垃圾在斯里兰卡东部省安帕赖的垃圾
填埋场填埋场，，来自于邻近自然保护区来自于邻近自然保护区
的野象群的野象群，，因为自然环境改变因为自然环境改变，，开开
始每天例行性地离开丛林始每天例行性地离开丛林、、进入进入
垃圾场内翻垃圾垃圾场内翻垃圾、、找食物找食物，，甚至因甚至因
此中毒死亡此中毒死亡。。

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斯里斯里
兰卡的兰卡的““人象冲突人象冲突””形势十分严形势十分严
峻峻，，尽管民间一直有尽管民间一直有““崇拜大象崇拜大象””
的社会文化的社会文化，，但为了生存空间彼但为了生存空间彼
此对抗的这场此对抗的这场““人象战争人象战争””仍不断仍不断
白热化白热化。。

目前目前，，亚洲的亚洲的 1313 个国家有野个国家有野
生亚洲象的分布生亚洲象的分布，，例如印度例如印度、、斯里斯里
兰卡兰卡、、孟加拉孟加拉、、泰国泰国、、柬埔寨柬埔寨、、印度印度
尼西亚尼西亚、、老挝等老挝等，，野生亚洲象总数野生亚洲象总数
约为约为 55万头万头。。

人象生存空间冲突人象生存空间冲突
能否能否““破题破题”？”？

人象生存空间冲突已经成为人象生存空间冲突已经成为
亚洲一些国家的共同难题亚洲一些国家的共同难题，，我国我国
自然也不例外自然也不例外。。云南的小断鼻家云南的小断鼻家
族只是一个缩影族只是一个缩影，，针对栖息地的针对栖息地的
减少和碎片化问题减少和碎片化问题，，潘文婧提出潘文婧提出
了几点建议了几点建议。。

她表示她表示，，首先需要对更大面首先需要对更大面
积的亚洲象栖息地保护和修复进积的亚洲象栖息地保护和修复进
行整体规划行整体规划，，可以是跨地州层面可以是跨地州层面

的的，，也可以引进国家公园的概念也可以引进国家公园的概念，，
参考大熊猫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参考大熊猫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的管理模式的管理模式，，打破行政区域和现打破行政区域和现
有保护区边界有保护区边界，，做到统筹管护做到统筹管护、、信信
息共享息共享。。

其次其次，，可以考虑从农户手中可以考虑从农户手中
赎回或其租赁承包的林地赎回或其租赁承包的林地，，进行进行
更加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更加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并应并应
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发展需求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发展需求，，
做好补偿和生计替代等工作做好补偿和生计替代等工作。。

第三第三，，亚洲象并非仅是西双亚洲象并非仅是西双
版纳州的保护动物版纳州的保护动物，，它是国家级它是国家级
的一级保护动物的一级保护动物。。为保护亚洲象为保护亚洲象
投入直接成本的是当地投入直接成本的是当地，，但保护但保护
的成果是具有公益性的的成果是具有公益性的。。所以应所以应
通过生态补偿机制通过生态补偿机制，，让当地的保让当地的保
护工作得到更好的支持护工作得到更好的支持。。并且并且，，
如果能在保护好亚洲象及其栖息如果能在保护好亚洲象及其栖息
地的同时地的同时，，通过更好的生态旅游通过更好的生态旅游
规划让国内外公众观赏亚洲象以规划让国内外公众观赏亚洲象以
及了解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的不断及了解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的不断
改 善改 善 ，，这 部 分 收 益 也 是 颇 具 意这 部 分 收 益 也 是 颇 具 意
义的义的。。

1616 年前那个秋天年前那个秋天，，潘文婧隔潘文婧隔
着一条河着一条河，，第一次见到玉米地里第一次见到玉米地里
的野生亚洲象的野生亚洲象。。那时那时，，她还不知她还不知
道那片玉米地就是专门为亚洲象道那片玉米地就是专门为亚洲象
打造的第一代打造的第一代““食物源基地食物源基地”。”。

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野生象们格外野生象们格外
热衷于热衷于““流连流连””当地农户的庄稼田当地农户的庄稼田
地地。。种了一季的粮食作物种了一季的粮食作物，，往往往往
没等收获没等收获，，就被憨憨的大象们搞就被憨憨的大象们搞
了破坏了破坏，，农民有苦说不出农民有苦说不出。。第一第一
代食物源基地代食物源基地，，就是那时候西双就是那时候西双
版纳国家级保护区为了给村民争版纳国家级保护区为了给村民争
取抢收庄稼的时间而建设的取抢收庄稼的时间而建设的。。

如今如今，，1616 年过去年过去，，食物源基食物源基
地也从曾经的玉米地发展到如今地也从曾经的玉米地发展到如今
更为科学的更为科学的““亚洲象栖息地修复亚洲象栖息地修复””
工作工作，，保护区管护局在植被退化保护区管护局在植被退化
的地块上清除入侵物种的地块上清除入侵物种，，并种植并种植
亚 洲 象 采 食 的 本 地 植 物亚 洲 象 采 食 的 本 地 植 物——— 构— 构
树树、、粽叶芦粽叶芦、、野芭蕉等野芭蕉等，，力图通过力图通过
人工手段促进自然生态系统修人工手段促进自然生态系统修
复复。。无数的镜头还在记录着野生无数的镜头还在记录着野生
亚洲象的亚洲象的““出走出走””轶事轶事，，而一代代而一代代
专家学者帮助亚洲象获得更佳生专家学者帮助亚洲象获得更佳生
活环境的故事正未完待续活环境的故事正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张倩

近期，15 头野生亚洲象在云
南迁徙的新闻引发各界关注。今
年世界环境日的国际主题是“生
态系统修复”。那么，我国在生态
系统修复方面还存在哪些薄弱环
节？如何推动这些问题解决？近
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长期
从事国际森林与海洋研究领域的
资深专家潘文婧。

中国环境报：近年来，生活在
云南省南部的亚洲象呈现逐步扩
散的趋势，有哪些原因？

潘文婧：亚洲象逐步向外扩
散，除了种群逐步增长带来的栖
息地需求增加的原因，还与亚洲
象适宜栖息地整体不足和存在破
碎化现象有关，这也是亚洲象向
外扩散的重要原因。

当然，亚洲象保护面临的栖息
地问题已经成为不少亚洲国家的
共同难题。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必
须尽快得到修复，人类和野生动植
物才能有真正可持续的未来。只
有正视生态系统破碎化问题，才
能让人与象更加和谐共处。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当前全
球自然生态系统存在哪些问题？

潘文婧：就全球范围而言，无
节制的开发和过度利用使自然生
态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分享
一组数据，全球的天然林一直在
持续减少，过去 5 年平均每年仍
有 1020 万公顷森林消失。全球
85%的湿地面积已经丧失，66%的
海洋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生态
系统的破坏和退化使其提供的各
项功能大打折扣，直接影响到人
类对食物、水和药物等资源的获
取，应对气候灾害和极端事件的
韧性以及生计选择等。

研究显示，全球超过 20 亿公
顷已被砍伐和退化的土地存在恢
复的潜力。具体到各国和地区，
生态修复行动的规划和实施成效
与本土生态安全、社会经济发展、
人民福祉有着更明确和现实的
关联。

以我国为例。我国在去年发
布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 复 重 大 工 程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 以 下 简 称《 规
划》），设定了今后 15 年间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的总体蓝图。相比
联合国的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倡
议，我国的行动纲领的时间跨度
更长，覆盖森林、草原、荒漠、河流、
湖泊、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

统筹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地理单元的连续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环境报：您对我国
在进一步深入推进生态修复
方面有哪些建议？

潘文婧：首先，需要进一
步强调生态修复的重点和实
施途径，扭转一些地方过度

“人工化”状况。目前生态修
复工程的范围，既涵盖自然
生态系统修复，也包括人工
系 统（如 植 树 造 林 、人 工 种
草、人工湿地）的建立。科学
研究表明，相比于建立人工
系统，针对自然生态系统的
修复可以带来更多重的环境
和社会收益。以森林为例，
人工林在全球森林恢复的努
力中占据主导地位，是近年
来森林覆盖率增加的主要贡
献者，但是人工林对于生物
多样性，以及储碳、保土、蓄
水等生态功能的收益较为有
限。因此，尽管《规划》中将

“自然恢复为主”列为首要原
则，但对涉及退耕还林还草
还湿等具体工作，仍需要给
出更明确的要求和指导，扭
转一些地方生态修复过度人
工化的“惯性”。同时，对现
有的人工生态系统进行自然
化管理，并引导修复工程以
自然化为最终目标。

其次，加强科学把关、强
化审批与监督，谨防出现“看
似修复，实则破坏”现象。科
学理论和技术是生态修复工
作的“地基”。生态修复的各
环节如调研、规划、实施、监
测、评价都必须建立在科学
基础上。然而，由于有些规
划、审批、实施主体获取的科
技支撑不足，让一些以生态
修复为外衣的项目得以“浑
水摸鱼”上马实施，带来的后
果是原生湿地、天然林被进
一步破坏。应当谨防这类事
件发生。

第三，动员社会力量，建
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生
态修复需要大量资源投入，
仅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全部
需求。从公共资金的角度来
说，急需进一步健全生态补
偿机制，使经济发达地区作
为 生 态 保 护 和 修 复 的 受 益
方，通过相对灵活的机制为
生态保护和修复的主体区域
提供激励。同时，随着企业
参与环境保护的意愿不断增
强，环境类社会组织的专业
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社会
资源和力量应得到更多重视
和引导，使其在生态修复领
域的兴趣和投入与生态修复
工作的整体规划和重点更为
契合。

最后，谨防片面地将生
态 修 复 视 为 实 现 碳 中 和 的

“捷径”。在鼓励多元化的社
会参与和资源投入生态修复
领域的同时，也要谨防生态
修复被相关企业和有些地区
片 面 地 视 为 实 现 碳 中 和 的

“捷径”。随着“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提出，各地政府和重点行
业都面临尽快提出实现碳中和目
标和途径的压力。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被视为实现碳中和途径之
一，于是，“植树造林”、“海洋碳
汇”等概念频繁刷屏。需要注意
的是，生态系统对碳的储存容易
受到灾害和未来开发利用的影
响，再次形成碳源。另外，通过自
然生态系统从大气中吸收和固定
碳需要若干年时间，很难用“种一
棵树等于减少多少碳排放”的简
单公式来换算。只有经过科学规
划、有效实施，并充分考虑当地社
区参与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才能实现气候、生物多样性、社区
生计等方面的正收益。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2021-2030）”倡议行 动 近 期 已
正 式 启 动 。 今 后 10 年，全球能
否扭转生物多样性衰退的趋势，
我国在绿色发展之路上越走越
好 ，都 取 决 于 社 会 各 界的决心、
智慧和行动力的协同。相信我国
一定能交出一份生态修复的满意
答卷。

亚洲象亚洲象““出走出走”：”：
与人类的无声交流与人类的无声交流

图为亚洲象正在西双
版纳雨林里嬉戏。

本版图片皆为本报记
者邓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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