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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探秘高黎贡：物种何以生生不息？

本报讯“土著”鱼类多了还
是少了，河湖缓冲带状况如何？
日前，随着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牵头承担的《青田瓯江水生
态健康评估》试点项目在杭州通
过评审验收，全省水生态健康评
估试点项目全面完成，浙江的典
型流域有了生态体检报告。

“浙江的水环境治理从水质
改善向水生态健康迭代升级。”浙
江省生态环境厅水处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水生态健康评价以水
生生物及其栖息环境为对象，指
标更丰富，涉及土著鱼类、底栖动
物、藻类、岸线生态性、河湖缓冲
带状况等不同类型的指标，评价
结果更系统、更全面、更接近于自
然本身，也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联系更为密切。

本次体检重在检查河流的生
态健康情况。2020年以来，浙江省
生态环境厅在安吉西苕溪、德清
东苕溪以及瓯江温州、青田段等
不同水域组织开展了水生态健康
评估试点。经过系统调查，基本
摸清了试点河流的水生态基础底
数和短板弱项，形成河流“生态健
康体检”报告，为开展河流水生态
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基础依据。

“菇溪上游和西溪上游水体
有机污染较轻，从底栖动物敏感

性上得到了较好的反映”“瓯江上
游段主要为生态缓冲带宽度总体
稍显不足，且缓冲带内裸地、工地
较多，影响整体植被覆盖率”……
翻开温州瓯江段的体检报告，足
有 200 多页的报告清楚地记录着
河段的生物“家底”和面临的问题
以及对策。

从试点河流“生态健康体检”
报告情况看，浙江省试点河流水
生态健康状况总体良好，水生态
保护修复初见成效，基本符合预
期。报告也诊断出了一些影响水
生态健康的短板弱项，如河道连
通、缓冲带和自然岸线保护等，为
接下来的水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
目标和方向。

“传统地表水监测关注化学
需氧量、氮磷等理化指标，而水生
态监测更关注河流生态系统的稳
定 性 ，更 突 出 生 物 和 生 境 等 要
素。”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水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开展河流水生态调
查，能客观、准确地评价河流水生
态健康状况，明确各类生态压力
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和效应，
对于加强河流生态保护与生境修
复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将在全
省八大水系干流和主要支流全面
推进水生态健康评价工作。

郑亚丽 王雯

浙江评估水生态健康

典型流域有了“体检”报告

云南高黎贡山脉，不算知名且少有人涉足，
但其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却令人惊叹——仅占
我国陆地面积的 0.36%，却分布着我国约 17%的
高等植物、约 20%的哺乳动物，且有很大比例是
特有物种。其生物多样性不只在整个西南山
地，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位居前列，是名副
其实的“世界物种基因库”。

高黎贡，因何繁荣，又因何脆弱？我们该如
何保护这片净土？近日，记者来到这里，寻找
答案。

珍稀：生命的栖息地

地图上，高黎贡山宛如一个“十字路口”，北
接青藏高原，南连中南半岛，东与横断山、云贵
高原相接，西通印度半岛，是我国西南山地、印
度–缅甸及喜马拉雅山脉三大全球生物多样性
热点地区的交汇区。南、北、东、西 4 个生物区系
在此交融。

跟着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
局腾冲分局副局长段绍忠的脚步，记者终于见
到了传说中的“大树杜鹃”。这是一片回归种植
苗木，植株只有几十厘米高。墨绿色的叶子显
示出生命的活力。

作为高黎贡山的旗舰物种之一，早在 100 多
年前，大树杜鹃就已经闻名全球了。

1918 年，英国生物学家、传教士福雷斯特
（George Forrest）在腾冲高黎贡山的森林中发现
了一株高达 20 多米的杜鹃树，后来被人们称作
大树杜鹃。为了把它运回英国，他雇来工人砍
倒了这株树龄 280 年的老树，并将树干锯成圆盘

运走。时至今日，这枚从“杜鹃花王”身上取下
的巨大圆盘仍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中。

在福雷斯特取得大树杜鹃标本后的近 70 年
里，我国科学工作者多次深入云南丽江、大理、
迪庆、怒江及高黎贡山腹地寻找大树杜鹃，一直
未果。直到 1982 年 4 月，我国植物学家冯国楣
先生的科研团队终于在腾冲大塘的高黎贡山山
腰发现了世界罕见的大树杜鹃群落。在面积为
0.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 40多棵大树杜鹃。

大树杜鹃分布范围极其狭小，仅分布在高
黎贡山海拔 2100-3200 米的阔叶林中，是高黎贡
山特有植物，属于极小种群物种，被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IUCN）列为极危物种（CR）。据 2014 年
的野外调查和排查，最终确定大树杜鹃的数量
为 1771 株。

段绍忠告诉记者：“大树杜鹃因种子比芝麻
粒小，从树上落下后，在原始森林生境中难以扎
根，加之土壤、温度、湿度、气候及所处高海拔等
立地条件影响，造成其自然更新不易、扩繁困
难，种群数量增长缓慢。”

为此，当地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包括对人
工繁育成功的幼苗，选择在与其生境地条件相

近的地方进行回归种植实验等，成效明显。
除了大树杜鹃，高黎贡山还有很多珍稀物

种，如高黎贡羚牛、怒江金丝猴、高黎贡白眉长
臂猿（又叫天行长臂猿）、高黎贡球兰、光叶珙
桐、疣粒野生稻、千年红豆杉……每一个物种都
有它的故事。

在位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泸水管
护分局姚家坪管护站的怒江州野生动物收容救
护中心里，记者见到了一只被收容救助的怒江
金丝猴。2020 年，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泸水管护分局联合相关科研机构开展科研调
查，首次摸清了高黎贡山西坡片马辖区怒江金
丝猴的种群数量。目前科学家和保护区工作人
员在泸水片马和鲁掌共找到两群约 250只个体。

“COP15 春城之邀”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系
列新闻发布会日前披露，据不完全统计，1980 年
以来高黎贡山共发表新物种 627 个，是云南发表
新物种最多的地区。

2011 年在保护区发现了金丝猴家族新成员
——怒江金丝猴；2015 年发现怒江特有种独龙
叶尾螽；2017 年发现中国兽类新纪录物种红鬣
羚；2018 年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亚洲金猫、
世界易危动物云豹；2019 年发现珍稀濒危植物
滇桐种群新分布；2020 年记录到顶果木、中华双
扇蕨、印缅石蝴蝶、无柄醉鱼草的新分布……

新物种不断被发现、新老物种共存，使高黎
贡山成为一个庞大的生命世界。

脆弱：如何保证物种世代繁衍生息

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赧亢管护站
的一片管护区域，“背头”一家三口很孤单。高
黎贡白眉长臂猿夫妇“背头”和“阿珍”，带着儿
子“米粒”一起生活。

“老两口老了，剩下一个该怎么办？”守护
“背头”一家 13 年的护林员杨有山表达了深深的
忧虑。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 2017 年被命名的新物

种，也是第一个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类人猿新
种，属国家Ⅰ级保护动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全球性
濒危物种。其现存种群仅片断化分布于云南省
保山市隆阳区、腾冲市辖区高黎贡山保护区、腾
冲市猴桥、德宏州盈江县的部分森林中，种群数
量不足 150只。

保山管护局隆阳分局副局长李家华介绍，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活动半径为 5 公里左右。
两个种群间如果距离 10 公里以上，彼此就很难
相遇。而距离这一家三口最近的另一群高黎贡
白眉长臂猿生活在 20公里以外。

“米粒”即将 9 岁，基本进入了性成熟期。如
果找不到“妻子”，“米粒”可能会孤独终老，这个
家族也将面临灭绝的风险。

近年来，保山管护局对高黎贡白眉长臂猿
采取了抢救性保护，杜绝采集、盗伐、偷猎、放牧
等人为活动；2017 年开始，这里制定了“定猿、定
群、定人”的三定监测保护方案，实时监测高黎
贡白眉长臂猿的种群动态变化；持续在保护区
周边社区开展以保护长臂猿为主题的科普宣教
活动……

然而，有些问题目前依然无法解决。李家
华希望，有更多的部门机构和专家学者，对高黎
贡山生物多样性保护给予关注，找到科学可行
的 办 法 ，让 大 山 里 的“ 天 行 者 ”们 更 好 地 繁 衍
下去。

守护：大山是我们的老师

基于复杂多样的历史原因，高黎贡山存在
一定的物种碎片化分布状况。在不同生态环境
交错的地带，环境和物种状况也不够稳定。不
合理的人类活动还会加剧这一情况。

为此，当地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不断加
大保护力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逐渐
形成了政府主导、社区共管、全民参与的保护
模式。

“生境破碎化和孤岛化，是当今生物多样性
保护面临的难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建立生物
走廊带。”被称为“高黎贡山活字典”的保山市林
业和草原局高级工程师李正波说。

自 1983 年开始，高黎贡山保山段先后建立
了两个自然保护区：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两个保护区
之 间 并 不 相 连 ，中 间 还 有 4847.9 公 顷 的 国 有
林。1996 年 10 月，这片国有林建立为生物走廊
带，纳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统一管理。

“通过近 20 多年的建设，生物走廊带建设成
效显著，改变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孤岛化和破碎
化的状况，真正形成了野生动物通道，被中外专
家高度评价为云南省乃至中国生物走廊带建设
较为成功的典范。”李正波说。

说起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举措，李
正波如数家珍：建立多个社区共管保护组织，如
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白眉长臂
猿保护协会、爱鸟护鸟协会等，让更多社区群众
主动参与自然保护；对大树杜鹃、高黎贡白眉长
臂猿等珍稀物种开展抢救性保护；修复退化生
态系统；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进行生物多样性
宣传教育等。

目前，李正波正在探索，如何利用乡土的森
林、湿地、草原以及野生动物等生物多样性资
源，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活动。

“大山是我们的老师。”李正波说。人类不
仅时刻享受着自然生态系统的馈赠，也从中获
取知识、认识自己。

“人类的一些行为习惯、社会结构、心理等，
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当中都存在，比如等级观念、
家庭结构、忠诚和背叛、嫉妒等。”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博士生、怒江金丝猴项目研究人员陈奕欣
也认为，通过研究动物和自然环境，能更好地了
解人类自己。

告别李家华时，他说：“我这一辈子，就爬了
这一座山，从来没有想过爬别的山。一辈子爬
一座山，够了。”

在 高 黎 贡 ，人 们 对 这 座 山 有 着 深 深 的 依
恋。如何守护好这座山，成为他们思索最多的
问题。

两只高黎贡羚牛在硝塘饮水两只高黎贡羚牛在硝塘饮水。。蒋朝晖摄蒋朝晖摄

高黎贡
白 眉 长 臂
猿。
蒋朝晖摄

谁是向导？
让原住民参与到建设中来

相较于传统的保护地，强调生
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的国家
公园，是一张张独特的国家名片，具
有全球和国家意义。国家公园的全
民共享特性，让它们不仅仅是原住
民赖以生活的家园，也要满足社会
公众对于美好优质的生态产品的向
往。面对如此特别而又重要的国家
公园，当地该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发
展的关系？

家住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
多县昂赛乡热情村二社的牧民才仁
尼玛，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昂赛大峡
谷 雪 豹 自 然 体 验 项 目 中 的 一 名 向
导，这个新身份让他在国家公园建
设中发挥着新作用。

划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
园区核心保护区范围内的昂赛乡，
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
东南部，这里不仅分布着雪豹、金钱
豹、岩羊等野生动物，还是很多人世
代生活的家园。昂赛乡常住人口有
3000 多人。在国家公园建立之初，
他们的“去”或“留”，曾让决策者颇
费考量。“千百年来，牧民就在这里
生活也没有造成大的破坏，管控好
就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
书记、局长王湘国曾在采访中表示，

“人是生态的一分子，生态保护是人
与自然要和谐共处。”

循着这个思路，三江源国家公
园在促进原住居民生产生活和生态
保护协调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昂赛大峡谷雪豹自然体验项目就是

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当地政府支持
昂 赛 乡 年 度 村 扶 贫 生 态 旅 游 合 作
社，选拔出 21户示范家庭，邀请民间
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展一系列生
态知识和向导技能培训工作，让当地
牧民成为特许经营活动的“主角”。

在项目的收益分配中，45%为接
待家庭所得，45%纳入社区基金，剩
余的 10%则用于昂赛区域的生态保
护工作。这一收益分配制度提高了
自然体验项目的社区参与和受益范
围。截至今年 6 月，昂赛自然体验项
目已累计接待 145 个自然体验团，共
计 439 人次，为社区带来 145 万元的
总收益，21 户牧民示范户户均年收
益增加 3.7 万元，牧民从雪豹保护中
直接受益，保护意愿在不断增强，雪
豹种群的数量也获得了增长。

“昂赛的自然体验示范，更重要
的价值或许在于，证明了以原住民
为主体也可以做好自然体验的管理
和产品提供等工作，这为国家公园
未来的特许经营模式提供了经验和
案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保护主任
赵翔表示。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同样
表示：“地方政府要协调周边社区发
展，合理利用国家公园的品牌，开展
生态旅游、生态体验项目，进行生态
产品的开发。”

好玩吗？
舒适游客户请绕道

相比于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
的特殊之处在于“更强调严格保护
的前提下向公众开放”，为公众提供
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

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提供一
定的社会服务功能。国家公园的首
要功能依旧是生态保护。

面对公众对走进国家公园表现
出来的热情，赵翔觉得，国家公园的
生 态 保 护 目 标 被 持 续 强 调 很 有 必
要。“自然体验和生态旅游只是推动
生态保护的方法和手段，绝不是最
终目的。”

以昂赛大峡谷雪豹自然体验项
目为例，进入这里需要提前预约，对
游客也有相应的要求，比如要保护
当地的生态环境，行为和活动都要
是对环境友好的。

出于对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
性的保护，未来国家公园内也不会
大规模修建现代化的旅游设施。“大
家得有一些心理准备，这里应该不
会有豪华的旅游服务，但会有相应
的配套，比如三江源国家公园提出
建设的特色小镇，大熊猫国家公园
的门户小镇等。”赵翔告诉记者，“这
跟传统旅游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
好的国家公园更重要是景观层面，
而从物质服务上来说可能并不会那
么现代和舒适。”

实际上，国家公园更多的是能
给人们带来亲近自然、接触自然的
独特体验，更深层次上还能重塑公
众对祖国美好山河的认同感和民族
自豪感。

自然体验和生态旅游是否能促
进生态保护？目前在三江源国家公
园，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随着国
家公园的正式设立，相关的体验项
目也将进入到深度运营和管理期。

在此次批准设立的国家公园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跨吉林、黑龙江两省，大熊猫国家公园则地跨四川、陕西、
甘肃 3 省。可以说，跨越不同行政区划是国家公园较为
鲜明的一个特点，也是国家公园机制体制创新的重要尝
试。然而，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难题：跨区域的有效管理
该如何实现？

“国家公园是一个多样的生态系统单元，应按照生态
系统完整性、原真性保护的要求，制定专门的法律，而各
行政区的政府则应该依法管理，并建立跨行政区管理机
构和协调机制。”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告诉记者。

对于生活在国家公园的野生动物而言，它们的活动
并不受行政边界的限制。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近几年
各地有效联动，整合了数十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跨省
的国家公园相继建立。而省域也不再是动物生存活动的
边界，它们可以更自由地交流繁衍，这让东北虎豹等一些
珍稀野生动物的数量都有了增加。

以横跨福建和江西两省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其
整合了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江西鹅湖山国
家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这些自然保护区为试点建设
和跨省区协调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认为最核心的工作还是法制的建立。”雷光春解
释道，“不管是省也好还是县也好，都按照《国家公园法》
来开展保护工作，通过法制让不同省区的生态系统保护
工作有明确的同一把尺子，也提供同样的标准”。此外，
他建议，建立协调委员会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委员会，实现
有效的协调管理。“下一步再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条例进
行完善。”雷光春补充道。

国家公园来了国家公园来了，，网友关心网友关心““好玩不好玩不”？”？

登录“大猫谷”网站，找到预约入口，留下预约的人数、
名字和邮箱等信息，等待工作人员联系，以上操作成为走进三
江源国家公园参与生态体验的第一步。人们预约的是三江源
国家公园于2018年启动的昂赛大峡谷雪豹自然体验项目。

日前，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公布，包括三江源国家公
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网络上，人们热议着如何进入
国家公园、前往国家公园能获得什么体验等话题，对国家公
园的好奇与期待越来越强烈。

不过专家提醒，独特的生态保护属性，决定了国家公园
游和传统旅游不同，追求舒适游、豪华游体验的公众可能要
调整预期。

跨省国家公园如何管理？
以法制为基础建立协调机制

◆本报记者刘良伟

新鲜速递

◆◆本报记者肖琪本报记者肖琪

雪豹雪豹。。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供图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供图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 邓佳摄邓佳摄

本报讯 作为全国芙蓉品种
最多、单园规模最大、科技集成度
最高的生态文旅公园之一，四川
省成都市天府芙蓉园在国庆节期
间受到了广大游客的青睐，参观
人数超过 10 万人次，成为人们亲
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

据了解，天府芙蓉园总面积
近 2000 亩，其中一期锦绣芙蓉占
地面积约 540 亩，已建设完成，二
期芙蓉未央正在前期筹备中。公
园总体以芙蓉生态景观为依托，
引进泛运动中心、景观花卉农创
区、商业街、小剧场、文创书店等
特色产业，突出文化、生态、亲子、
健康、体验五大园区属性，通过多
业态、多文化、多品牌的联动，重

塑消费者日常生活场景。
天府芙蓉园还积极为建设公

园城市探索新路径、注入新活力、
塑造新价值，促进增绿价值的转
换，实现“公园城市”营城模式向
外输出。自 2018 年以来，相关单
位已成功筹办了三届“天府芙蓉
花节”，而天府芙蓉园 则 是“ 天
府 芙 蓉 花 节 ”上 最 受 市 民 喜 爱
的 景 点 之 一 ，每 日 吸 引 大 量 游
客游览。

此外，天府芙蓉园还成功举
办与持续孵化简单生活节、天府
芙蓉园国际灯彩节以及房车露营
节等三档 IP 活动，累计接待游客
超过 300万人次。

李朝远

以生态景观为依托，以芙蓉文化筑基底

成都天府芙蓉园促进增绿价值转换

穿越高黎贡 系列报道

专家答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