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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峨眉山市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城市，巩固提升生态文明创建成果为契机，全
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峨眉山市率先发布了《“绿水青山典范城市”
指标体系》。将峨眉山 161.64 平方公里纳入生态
红线范围、约占市域面积的 13.66％，用明确的“硬
杠杠”守护峨眉山的碧水蓝天。

峨眉山市全面启动四大生态工程。一是实施
“生态补水”工程。启动“引青（青衣江）进峨”和
“引大（大渡河）进峨”两大生态补水工程，打破峨
眉山“有山无水”的发展瓶颈。目前，“引青进峨”
工程已全面完工，“引大进峨”工程正在加快推进；
二是实施“生态植绿”工程。深化“绿秀峨眉”行
动，全面启动“林长制”工作，截至目前，峨眉山市
已建成多彩旅游通道 30 公里，新植树木 11 万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3.5％ ；三 是 实 施“ 生 态 搬 迁 ”工
程。有序引导峨眉山景区群众搬迁下山，完成
4772 人生态搬迁，占景区人口的 23％、中高山区
人口的 38％，给峨眉山减负 ，还 原 峨 眉 山 生 态 ；
四 是 实 施“ 生 态 保 护 ”工 程 。 推 进 城 乡 污 水 处
理厂（站）及配套管网建设，实现污水处理设施
全 覆 盖 ，城 乡 生 活 垃 圾 实 现“ 减 量 化 、无 害 化 、
资源化”处置，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使峨眉山生态环境质

量稳定持续向好。
峨眉山市着力构建“生态＋”绿色产业体系。

即“生态＋文旅”“生态＋农业”“生态＋工业”，让
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效益，使峨眉山
市经济发展的“含绿量”不断提升。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任理军告诉记
者，2021 年，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还将编制
完成《峨眉山市“十四五”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利用
规划》，全面推动峨眉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
保护的基础上开发，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让巍巍峨眉，变成百姓的“幸福靠山”。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获悉，今年峨眉山景
区林水局会同四川省自然科学研究院对峨眉山野
生动植物进行监测，首次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小
熊猫、红腹角雉、苍鹰的野外活动影像，开创了峨
眉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野外动物活动监测的先河。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红外相机
拍摄到的小熊猫在雪地里撒欢、呆萌地研究红外
摄像机镜头的视频，还有红腹角雉在山路上闲庭
信步、苍鹰在溪边喝水的镜头，受到了众多网友的
点赞和关注。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雄奇的峨眉山孕
育了多元动植物，也滋养着这里的人民，巴山蜀水
间，正在描绘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

秦超 李峤雨

2021 年 6 月，记者驱车沿着峨眉山路，来到
海拔 800 米的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
山生物资源实验站。

“叮叮，咚咚，叮咚叮咚”，刚刚走进实验站的
园区，就听到水塘边传来婉转动听的声音，如同
古琴发出的音符，此起彼伏，遥相呼应。“这是峨
眉山弹琴蛙发出的鸣叫。”峨眉山生物资源实验
站的工程师李小杰告诉记者，弹琴蛙学名仙琴水
蛙，体长约 5 厘米，雄蛙的喉部有一对声囊，鸣叫

时，空气的振动引起共鸣，可以形成一个个声谱，
如同音符。

穿行在实验站的园区，品种繁多的植物郁郁
葱葱，有峨眉百合的清香浮动、有仙琴水蛙的琴
声入耳，这是峨眉山生态环境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随着乐山市整体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峨
眉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不断加强，峨眉山的珍
稀动植物种群和数量不断增加，使峨眉山尽显生
态之美。

人工繁育珍稀物种，“植物王国”焕发生机活力

在峨眉山生物资源实验站的组培室里，记者
看到几百个培养瓶整整齐齐排列在陈列架上，培
养瓶里生长着的是科研人员精心培育的峨眉槽
舌兰幼苗，峨眉槽舌兰是峨眉山地区的特有物
种，属于珍稀濒危物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野外
仅有不到 300株，堪称“植物界的大熊猫”。

“峨眉槽舌兰数量稀少，而且自身繁育率极
低，如果没有人工干预，它很有可能就灭绝了。”
李小杰告诉记者，峨眉槽舌兰的人工繁育过程漫
长而且艰难，从授粉到成果，再从播种到成苗，从

成苗到转移户外，整个过程需要五年左右的时
间，期间每个过程都存在染菌、褐化、枯死的风
险。目前，在实验站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已有数
千余株峨眉槽舌兰繁育成功，预计 2022 年将回
归野外。

据了解，除了峨眉槽舌兰，峨眉拟单性木兰、
峨眉含笑等珍稀物种也已实现人工繁育和回归
野外。古老的“植物王国”峨眉山因为这些珍稀
濒危物种的加入，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开展野外调查观测，科研人员练就“火眼金睛”

峨眉山生物资源实验站科研人员的一项常
规工作是对野外的动植物资源进行调查观测，因
此要经常“巡山”。

2020 年 6 月 15 日 ，实 验 站 科 研 人 员 在“ 巡
山”时，无意发现了一种珍稀濒危植物——光叶
蕨，光叶蕨为中国特有珍稀濒危蕨类植物，此前
多年没有“现身”，一度被认为已经野外灭绝。
1992 年出版的《中国植物红皮书》第一册中，光
叶蕨被列为濒临灭绝。1999 年中国颁布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被列为
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在《全国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2011 年～2015 年）名
录中为全国极小种群物种。

“光叶蕨生存能力差，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
苛刻，光叶蕨的出现，标志着峨眉山生态环境质
量的优良。”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周勤告

诉记者。
光叶蕨此次现身峨眉山让科研人员欢欣鼓

舞，但是这次发现的光叶蕨仅有两个小群，数量
只有三十株到四十株，分布在温带落叶阔叶林下
的灌从中和荫潮岩石上，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很
可能面临灭绝。科研人员立即对光叶蕨发现点
进行保护，并严格保密，同时向国家申报，开展有
性和无性繁殖试验，争取扩大种群数量，并加强
野外巡护和定期观察。

因为常年在峨眉山的山林沟壑中穿梭，实
验 站 的 工 程 师 们 个 个 堪 称 峨 眉 山 的“ 活 地
图 ”，并 且 人 人 练 就 了 辨 识 各 种 植 物 的“ 火 眼
金 睛 ”，“ 巡 山 ”的 过 程 艰 苦 而 危 险 ，有 时 要 上
树，有时要涉水，有时甚至要爬上陡峭的山崖
峭壁，而每一次发现珍稀濒危物种，都是峨眉山
给予科研人员的回馈。

评估生物多样性，“筑巢引凤”推进项目建设

保护好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守护好峨眉山
的生态环境，是构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内
容之一。

2019 年 11 月 28 日，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峨眉山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自 2020 年 1 月 1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总体布局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日起施行，条例的第十四条、十五条、十六条、十七
条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
对峨眉山珍稀的动植物提出了保护要求。

2020 年 9 月，经乐山市生态环境局批准，由峨
眉山生态环境局牵头，会同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
峨眉山市农业农村局、峨眉山市风景名胜区管理
委员会规建环保局，请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
院对峨眉山市生物多样性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评
估，编制完成了《峨眉山市生物多样性评估报告》，
为下一步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支
撑。

为了促进峨眉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近年
来，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生物资源
实验站依托资源，实施了“筑巢引凤”工程，吸纳国
内知名科研院所在峨眉山设立了多个工作站（观
测站）：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在峨眉山设
立了峨眉山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研究站。

——四川省科技厅及四川省财政厅将四川省
五大科技平台“四川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建设”

（现名：野生植物四川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主要的科研工作安排在峨眉山执行，并在峨眉山
生物站建立了“峨眉山珍稀特有植物迁地保育基
地”及“峨眉山生物多样性监测中心”。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生物
资源实验站于 2014 年 6 月加入中国植物园联盟，
于 2015 年 12 月加入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
CI），同年 11 月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
式签订“关于共同建设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
源库峨眉山种质资源圃的合作协议”。

——四川峨眉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
研究站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国家林草局森林和草原病虫害防治总
站、省森林病虫防治检疫总站在峨眉山生物资源
实验站的积极配合下，开展四川省林木害虫天敌
姬蜂昆虫资源研究。

——峨眉山林管所和四川农业大学于 2020
年合作开展了《峨眉山藏酋猴种群和疫源疫病调
查项目》，为科学保护峨眉山的藏酋猴打下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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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构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
基。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普遍受威胁的形势还在持续恶化，作为世界上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同样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进
行系统部署。2020 年 9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倡议各国坚持生态文明、坚持多边主义、保持绿色发展、增强责任心，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四川省是全球 25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其中，位于四
川省乐山市境内的峨眉山位列四川省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
内。峨眉山处于多种自然要素交汇地区，具有世界上最典型、保存
最好的亚热带植被类型，具有原始的、完整的亚热带森林垂直带谱，
其动植物区系复杂、动植物种类极为丰富且原始和特有种繁多，有
高等植物 3700 余种，动物 2300 余种，享有“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
的美誉。加大峨眉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守护好峨眉山的青山秀
水，是构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内容之一。

红花木莲红花木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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