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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虎’，是小老虎吗？”
“不是哦，它是中华虎凤蝶，双翅黑色与黄色相间，酷似老

虎皮纹，所以有个响亮的外号叫‘小虎’。”
3 月 5 日，2022 年南京中华虎凤蝶社会同步调查启动仪式

在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老山举行。这是第五年对南京地区的
中华虎凤蝶种群进行大规模同步调查，调查过程采用直播方
式跟踪记录。

连续5年同步调查，范围覆盖南京全域

春意渐浓，随着气温不断上升，蝴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中华虎凤蝶，就喜欢上了它。它是中

国特有的蝴蝶种类，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昆虫专家亲切
地称为“国宝”。

“蝴蝶是陆地节肢动物多样性评估和监测的最
佳类群，通过长期、规范的蝴蝶监测，分析蝶类种群
组成、结构、多样性及其动态、趋势等，能够从生物层
面上科学地反映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江苏
省动物学会理事长孙红英说。

2018 年，南京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联 合 南 京 中 华 虎
凤 蝶 自 然 博 物 馆 ，在 国 内 首 次 组 织 200 多 名 调 查
人员分为 23 组，在老山、紫金山、牛首山等数十座
山峰和丘陵，对南京的多个中华虎凤蝶栖息地进行
同步调查。

“每年的‘惊蛰’节气前后，中华虎凤蝶便开始羽
化，它也叫‘惊蛰蝶’。”南京中华虎凤蝶自然博物馆

馆长张松奎介绍说，“南京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观赏中华虎凤蝶
的最佳观测地点之一。因此，选择 3 月成虫发生高峰期进行
同步调查，对一年一代的中华虎凤蝶尤为合适。”

今年已是第五年对南京地区中华虎凤蝶进行调查。
据了解，本次同步调查有 17 条样线，主要的观测点有老

山、紫金山、牛首山等，几乎涵盖南京全域，其中以发现过的中
华虎凤蝶栖息地为重点调查路线。

沉浸式“寻虎”，万名网友在线观看

调查启动当日，恰逢二十四节气的第三个节气——惊
蛰。天气转暖，万物萌动，大自然焕发着新的活力。

“看，这是野猪粪便。野猪可能对杜蘅有了破坏，我们下
来看一看。”随着摄像镜头，老师张华带领网友开始了一场沉
浸式寻找中华虎凤蝶的直播，不仅在线回答网友的提问，同时

还用镜头带大家走进山林，寻找春天的“小虎”们。
作为中华虎凤蝶稳定的栖息地，南京市浦口区老山是南

京若干个中华虎凤蝶定点观测点之一，也是两届直播活动的
举办地，生物物种丰富。近年来，浦口区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保护成果。

走在山间，春意盎然。“这片山坡正好是东南方向，中华虎
凤蝶羽化是早上 10 点到 11 点左右，我们要小心仔细寻找，千
万不要打扰它们。”张华对着镜头娓娓道来。

“怎么寻找？”“有看见吗？”随着直播的进行，网友们的好
奇心也被激发起来。

“中华虎凤蝶的成长一般从 3 月初开始，从蛹壳内爬出
来，这种现象称为羽化。刚羽化的虎凤蝶翅膀柔软皱缩，在数
十分钟内，翅膀迅速伸展，隔两小时左右就可四处飞舞了，而
雄蝶一般比雌蝶早羽化几天。成虫的任务是雌、雄交尾，雌蝶
寻找寄生植物杜蘅草产卵，繁衍后代。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
杜蘅，才有可能发现中华虎凤蝶。”张华将中华虎凤蝶的习性
娓娓道来。

沉浸式寻找，互动式问答，这场特殊的直播收获满屏点
赞。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通过这场特别的直播活动，不仅认
识了美丽可爱的南京“小虎”，也激发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将力所能及地投入到行动中。

“童心”绘蝴蝶，放飞绿色梦想

分享蝴蝶绘本、手绘蝴蝶风筝、参观蝴蝶标本……在十几
组观察队伍如火如荼开展调查时，中华虎凤蝶自然博物馆门
前，一群孩子带着好奇心，认真地听着讲解。

“中华虎凤蝶是南京的生态名片之一，同步调查活动不仅

可以了解南京的生态环境，摸清中华虎凤蝶家底，更是最好的
自然体验和环境教育。”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石勇说。

让小朋友走进自然、了解自然并热爱自然，是南京市生态
环境局开展环境教育一直秉持的初心。

石勇介绍说，这是一次难得的自然学习体验活动，为此在
全市邀请了部分环境小记者，共同参与本次调查，希望能在孩
子的心中种下绿色的种子，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这只是南京环境教育成果的“一角”。在南京，环境教育
以天地为课堂，以万物为课本，与时俱进开创新征程。全省率
先开展环境教育立法，推出“环保小局长”“环境小记者”“生态
向学”“自然笔记”等活动……南京不断丰富环境教育形式，开
发寓教于乐的环保课堂，让环境教育的渗透性更强。

寻蝶之旅，倡导公众关注生物多样性

在众多生物中，蝴蝶被认为是对气候、环境变化最敏感的
指示性物种之一。

今年是继 2018 年同步调查启动以来的第五年，也是阶段
性调查的最后一年。5 年来，活动共实现对南京地区 31 条中
华虎凤蝶线路进行同步调查，合计共有 731 人参加，包含科研
院所、生态摄影师、自然爱好者和民间蝴蝶社团等。

“后期我们将汇总 5 年来关于南京中华虎凤蝶栖息地的
变化、寄主植物的分布以及种群数量等相关信息，为相关部门
开展保护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张松奎介绍。

据了解，明年，南京中华虎凤蝶自然博物馆将在长江中
下游沿线开展中华虎凤蝶栖息地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合作
研究。

生物多样性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近年来，南京市加大
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全面筑牢生物安全屏障，努力绘就高质
量发展生态底色。从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繁亮相，到东方白
鹳等“国宝”种群数量增长，南京用生态之美、自然之美，托举
起保护和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愿景。

“建设美丽家园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石勇说，“我们将继
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以生物多样性日、环境日、
世界湿地日等为契机，积极开展线下科普教育活动，呼吁社会
公众关注并参与本土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擦亮美丽家园的
生态名片。

浦口老山下“小虎”舞蹁跹
南京连续 5年大规模同步调查中华虎凤蝶

孩子们手绘蝴蝶风筝。

中华虎凤蝶

◆王莎 关欣悦张健

本报讯 2022 年春季新学期，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中心推出了面向中小学生的优质环保科普服务——生态环
保活动课，北京市 101 中学老师殷跃为广大学生带来一堂
题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互动课。

据了解，本次推出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主题课程，是
以 今 年 年 初 由 北 京 市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宣 传 中 心 编 写 出 版
的《初识北京的自然与生态环境》一书为基础，与学校深
入合作开发的以学生探究为主、课后实践调查为补充的
生态环保课。

本次生态环保活动课的视频预计将进入 100 余所学
校，触达近万名中小学生。课程通过让学生由对本乡本土
动植物的“爱”生发出对生态环境的“护”，在亲身经历、亲身
感受的过程中，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并发自内心地热爱
自然、保护自然。 刘敬奇

展现交通行业保护行动

云南路域生物多样性
科普园开馆

北京为中小学生送上优质科普服务

生物多样性主题课进校园

新鲜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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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董亚楠本报见习记者董亚楠

本报记者蒋朝晖楚雄报道 路域生物多样性（楚
雄）科普示范园教育活动日暨科普体验馆开馆仪式
近日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楚雄州）楚
雄市成功举办。专家认为，路域生物多样性（楚雄）
科普示范园（以下简称科普示范园）建设，在全国开
创了路域生物多样性科普示范的先河。

据了解，科普示范园位于楚雄市郊楚姚高速公
路养护工区内，投资 3000 余万元建设，占地面积约
40 亩。科普体验馆以发芽的种子及叶片为设计灵
感，表达高速公路建设者对大自然的守护与向往。

科普体验馆分为室内展馆、温室展区和室外展
区 3 个部分。其中馆内展馆以路域生物多样性保护
为核心，系统介绍了楚雄本土生物多样性，重点展示
以香果树、龙棕为代表的珍稀濒危和特有植物，绿孔
雀、蜂猴等珍稀濒危保护动物以及牛肝菌、松茸等大
型真菌资源。

同时，场馆是集科普教育、互动体验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科普馆，馆内结合现代科技手段，运用
VR 全景技术、3D 视觉沉浸式体验、多级互动技术、
三维数字沙盘技术等，集中展示云南交通建设的生
态画卷，科普宣传路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

室外展示区精心打造了楚雄典型植被林、旱生
植物群落、岩石植物群落、杜鹃群落等不同类型的环
境形态，集中展示滇中特色植物种 400 余种，并运用
山、水、石、木等元素，在现代建筑中营造出中国传统
园林气息。

据了解，科普体验馆以云南交投集团立项研究
的课题“楚姚髙速公路沿线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及
科普示范”为契机，课题聚焦高速公路建设与路域生
物多样性保护。

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大学教授段昌群认为，建
设高速公路是人与自然最容易
产生矛盾冲突的地方。如何把
高速公路变成人与自然对话协
调、和谐相处的场所？建设基
地是一种最好的手段和方式。
云南交投集团率先创建科普示
范 园 是 一 次 很 好 的 探 索 和 实
践，一定要充分发挥其作用，既
要展示交通行业领域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作为，体现在高速公
路建设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减
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展
现行业未来应有的样子，更要
让全社会知晓，保护生物多样
性必须从每个行业每个领域做
起，必须渗透到每一项工作和
具体行动中。

碧 绿 草 地 上 ，凌 乱 地 躺 着 弯 曲 的 树 干 以 及 枯 萎 的 落
叶，两只 6 厘米长的螳螂正漫步其中。而另一边，绿色的
螽斯靠着强壮有力的后腿，爬上了绿植顶部，额头上的两
根 触 角 直 直 地 竖 立—— 这 些 极 具 户 外 野 趣 的 场 景 ，不 在
山中，而是在不久前开放的浙江省丽水生物多样性体验
地内。

去年云南象群的“北迁”故事将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关
注推向了高潮，而体验地的出现则拉近了公众与自然的距
离，为其全面了解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新的途径。

有别于传统宣传模式，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更注重公众的
参与和互动，通过一系列体验，让人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产
生链接，促进与生物多样性紧密情感的萌发，从理解到共情，
进而变成行动派。

在体验中产生“共情”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多年来紧密围绕国家
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需求，为各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
技术支撑服务。

曾参与丽水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设的南京环境科学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文文告诉记者，体验地是一个以生物多样
性体验馆为主体，进行自然科普和体验的地方，周边配套室
外体验场地。不同于一般展馆的固态展品，体验地展示的多
是活体及其生活环境，可以让参观者更为真实地感受生物多
样性。

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行踪隐秘，形形色色的植物难于辨
识，在我们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横亘了一道鸿沟，而体验地建
设填补了这条鸿沟，使人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搭建了人与
自然沟通的桥梁。

昆虫的体色色彩斑斓，艳丽夺目，甚至还能呈现变幻莫
测的金属色泽，为何它们能拥有丰富多彩的颜色？这些色彩
又是怎么形成的？

走进丽水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这些疑惑立刻就有了答
案。

丽水生物多样性体验地为参观者提供了一个可供科普
的体验馆、一条可供室外实践的野外体验路线、一套可供自
然科学教学的研学课程，让参观者沉浸式地感受大自然的奥
妙并“涨足知识”。

近日在云南省楚雄开馆的国内首个路域生物多样性科
普体验馆，展陈的 540 多种生物充分体现了楚雄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呈现出“滇中翡翠”的山灵水秀。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崔鹏表示，“通过开展体
验地建设，让丰富多样的自然‘精灵’以简单直观的形象
展示在我们面前，有助于公众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 护 自 然 的 意 识 ，进
一步达到理想的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传 播 效
果 ，构 建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地 球 家
园。”

而在浙江省泰顺
县罗阳镇大溪源村，当
地通过开发大溪源蝴
蝶谷，为生物多样性丰
富地区打通了“两山”
转化的通道，进一步拓
宽了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路径。

峡谷、蝴蝶，这些
词组合起来就是吸引

力。据大溪源村负责人介绍，蝴蝶谷的蝴蝶都由当地培
育，他们在体验地开展观光、加工和研学活动，去年一年
就吸引了十几万人流量，收入近 200 万元，极大带动了乡
村振兴。

专家表示，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还可以与科普研学、生态
旅行等紧密结合，打造科普研学场馆设计与建设、体验地周
边产品研发、研学生态旅游一体的产业链，将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为促进山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着力点。

注重整体性建设，提升公众参与度

我国丰富的生物资源，为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体验提供
了更多选择。

“像生态旅游、自然游学、观鸟比赛等，都是人们最直接
的体验生物多样性的活动。还有科研单位或者保护组织发
起的一些公民科学项目，也是非常好的生物多样性体验渠
道，并且是直接参与到了保护工作中。”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春燕表示。

“ 传 统 的 体 验 区 域 包 括 自 然 博 物 馆 、森 林 公 园 、湿 地
公 园 等 。 此 外 ，目 前 正 在 推 进 建 设 的 国 家 公 园 、生 态 农
庄 、生 态 康 养 项 目 等 ，都 是 很 好 的 体 验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载
体。”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维薇补充
说。

在李维薇看来，目前各地在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体验
工作方面，还有一定的难点和需要完善的地方，其瓶颈在于
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认识不足。

李维薇表示，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态度以及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行为等，均未达到
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主流化的目标要求。而且，公众关注的
生物多样性主要集中在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环境较好地区，忽
略了城市生物多样性和身边行动。

而且目前来看，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体验的公众也较为单
一，主要集中在学生团体。生物多样性的公众参与主体应该
更多元化，科普宣传也需要多个部门协同推进。

对此，杨春燕表示，“需要拓展体验途径，让更多公众持
续、深入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体验中。让公众日常工作生活的
方方面面都能接收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信息，时刻都能
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无所不在。”

近几年，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团队一直在探索如何推动
公众更好地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体验中。

张文文介绍说，结合节日，比如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环境
日等，定期开展大型生物多样性活动，由政府组织，鼓励全社
会参与；推进生物多样性科普数字化，为公众参与提供更加
便捷的平台；将生物多样性融入教育体系，激发保护内在动
力；积极推动各地成立社会组织，保护协会等，发动更多公众
力量，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全民推广。

后续各地如何开展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设，打造生物多
样性保护公众参与科学示范区？

张文文建议，首先，建设前要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本底
调查工作，充分了解当地生物多样性的情况。其次，要注重
体验地整体性建设，将室内展览馆，室外体验区和体验课程
融合在一起。最后，要实现资源平衡，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
设不仅要面向城市群体，更要重视乡镇百姓对学习生物多样
性知识的渴望。

“体验是方式，保护才是目的。无论是面向公众开展生
物多样性科普宣传，还是带动参与生物多样性体验，我认为
在注重参与度和体验感之上，更重要的是传播正确的价值导
向和专业知识，将生态文明理念灌注到每一寸土地，营造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氛围。”张文文强调。

本报讯 自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祁连山国家
公园青海管理局在西宁、海北、海西等地先后设立 13 所生
态学校，打造自然教育特色管护站，完善国家长期科研基
地、大数据中心、生态科普馆等自然教育平台，为开展自然
教育奠定基础。

开展自然教育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的一项
特色工作。其间，探索出“课程研发—教材读本编制—师资
培育—学校应用”的产学研教深度融合的全闭环链条，编写
并开发了规范化自然教育教材 5 本、自然教育课程 9 套，吸
纳了包括教师、管护员、志愿者在内的多元人群组建自然教
育师资队伍，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自然教育、生态体验和课程
设计考察等活动。

此外，联合富群环境研究院，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
理局还深入多个乡镇开展“家在祁连山”宣教活动，提高当
地村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让当地村民现身说法，成为自然
教育“活教材”。通过举办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教育课程设
计大赛、编印生态文化系列丛书等，祁连山正不断提升自然
教育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夏连琪刘红

打造自然教育特色管护站

13所生态学校在青海设立

针对月饼和粽子

工信部整治过度包装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近日
发布消息，为进一步规范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要求，《限制商
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从即日
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4月 6日。

此次修改对象涉及经常为人诟病的“过度包装重灾区”
月饼和粽子。编制说明显示，根据月饼和粽子包装需求，以
及遏制奢靡之风，消除豪华包装的现象，《征求意见稿》将4.3
条修改为：生产组织应采取措施，控制除直接与内装物接触的
包装之外所有包装的成本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 20%。月
饼和粽子的包装不应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料。

针对月饼和粽子的包装层数，《征求意见稿》也有新规
定：粮食及其加工品、月饼及粽子不应超过三层，其他商品
不应超过四层。

同时，《征求意见稿》对混装提出新要求：月饼不应与其
他商品混装，粽子不应与超过其价值的商品混装。

路域生物多样性路域生物多样性（（楚雄楚雄））科普示范园科普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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