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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

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

一批国家公园，涉及青海、四川、海南等 10 个

省份。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

方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实现了重要生态区域的整体

保护，涵盖了所在区域典型自然生态系统以

及珍贵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保护了最具

影响力的旗舰物种。

在每个国家公园，都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巡护、监测、记录……见证着国家公园的

成长。

“发现是认识和保护
物种资源的前提”

在四川邛崃山脉腹地，大熊猫国家公园

核心区，一群年轻人登上海拔 5040 米的巴朗

山进行大熊猫固定样线监测，更换监测雪豹

活动的野外红外相机，探寻其他珍稀野生动

植物的踪迹。

跨过小溪，来到草甸，在位于大熊猫国家

公园核心区的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邓生保护站工作人员林红强已不记得这是自

己第几次来到这里。“发现是认识和保护物种

资源的前提。”他说。从 2010 年大学毕业来

到保护站，林红强无数次爬上高山草甸和流

石滩，拍摄珍稀动植物，深入密林寻找大熊猫

的踪迹。

“我们日常的工作很细碎，包括森林防火

巡查、病虫害监测、防汛演练，还要对各种盗

采滥猎行为进行监管等。”走在刚下过雨的泥

泞小路上，林红强格外小心，旁边就是数十米

高的陡坡。“工作中最高兴的就是遇到野生大

熊猫。”林红强说，整个卧龙保护区有 91 条大

熊猫固定样线，这是根据大熊猫活动区域划

出的监测轨迹，野外调查常常能遇到野生大

熊猫。

武夷山脉巍峨耸立，穿云拨雾间，一片原

生性森林显现眼前。2021 年 7 月，一群来自生

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年轻人，到

武夷山开展为期 3 年的生物本底调查，对武夷

山全域生物资源进行一次大规模统计。

“要守护好我们的生物资源，这项工作十

分紧迫。”武夷山国家公园科研监测中心主任

张惠光说，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造就

了武夷山丰富的物种、基因、生态系统资源。

这次本底调查，就是希望通过摸清“家底”，进

一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和

生物多样性。

胡亚萍是此次生物本底调查大型真菌类

生物项目的负责人。“谈保护，首先要基于认

识。生物本底调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

础，也是十分关键的工作。”胡亚萍说。

“用好所学所长，为
守护国家公园多出点力”

沿着盘山路向鹦哥岭深处进发，茂密繁

杂的植被像层层包裹的绿毯，从山脚直铺到

天际线。2021 年 10 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生态保护科的科研员，

同南开管理站的护林员一起，踏着山路，再次

向核心保护区进发。

鹦哥岭分局员工近 40 人，半数不是海南

本地人，但他们却在鹦哥岭扎了根，利用所

学为摸清雨林“家底”奔忙。

覃业辉在鹦哥岭分局有个绰

号 ——“ 遥 感 大 咖 ”。 这 个

1992 年出生的年轻人每次听

到 别 人 这 么 叫 他 ，总 是 腼 腆

一笑，谦虚地回上一句：“我还要继续学习。”

他的电脑上，保护区数据图库正逐渐丰富，

保护区内林木种类、栖息动物、树龄产权等

信息一目了然。

鹦哥岭保护区按照森林资源调查要求，

要划分为 3000 多个块区，标清植被的种类、

产权归属等。“如果少了数字化管理，保护雨

林无异于盲人摸象。”覃业辉说。

2019 年，鹦哥岭分局招入 7 个 90 后。“搞

科学研究、使用新设备，年轻人上手快、玩得

转。别看他们刚工作不久，都已经是‘智慧雨

林’建设的中坚力量了。”鹦哥岭分局局长李

大江说。

“管理站每年会根据科研计划派职工外

出学习，加强对外联系，提升科研人员专业素

质。”李大江坦言，保护区条件虽苦，但只要给

年轻人未来发展的方向，就不怕没人来。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

栖息地，其中“高原精灵”藏羚羊尤为引人关

注。随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推进，三江源国

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将藏羚羊

保护推向更高水平。

连新明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研究员，2002 年到 2008 年间，他在研究所相

继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其间，他研究藏羚

羊不同种群、年龄的行为模式差异，关注它们

由于周围环境的变化导致的行为习性改变，运

用科学理论和实地考察数据来探讨如何把人

为影响降到最低，为政府和社会各方的藏羚羊

保护和种群恢复行动提供科学参考。

博士毕业后，连新明曾到东部沿海高校

工作数年，但 2015 年还是选择回到了西宁。

“青藏高原的魅力太大了，藏羚羊我放不下。

要 用 好 所 学 所 长 ，为 守 护 国 家 公 园 多 出 点

力。”连新明说。

“平时的工作需要克服
许多想不到的困难”

每年 5 月底、6 月初，来自青海三江源等

地的藏羚羊，会成群结队地前往可可西里无

人区腹地卓乃湖畔产仔。保护人员在卓乃湖

边建起了一座季节性临时保护站。每年 5 月

到 8 月，保护队员都要轮流驻守在此，待藏羚

羊产仔季结束后再离开。

2021 年 6 月，卓乃湖保护站副站长郭雪

虎和 8 位同事又一次完成了在卓乃湖保护站

为期一个月的值守。此次值守与往常并没有

什么不同，但无人区巡护路途的艰辛，从来都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这次前往卓乃湖保护站的路上，由于遭

遇大雨，无人区的草地泥泞不堪，100 多公里

路走了 3 天才到达，频繁出现陷车等状况。”

说到这里，郭雪虎挥挥手：“这都不算啥，最危

险的一次，我们深入可可西里布喀达坂峰开

展巡护，路况极差，走了整整 15 天，巡山队带

的燃油都耗尽了，无法返程，我们只能就地等

待救援，每人每天只敢吃一包方便面，剩下的

时间就躺在帐篷里保存体力，过了一周时间

救援队才艰难地找到我们。得救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在卧龙保护区，面对高寒缺氧，工作人员

刚来时尤为痛苦，但为了工作，必须克服困

难。“平时的工作需要克服许多想不到的困难，

有时会高原反应，有时会迷路。”林红强说。

而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分

局，也有一支专业巡护队。队长李冬伟说：

“作为东北虎豹栖息地巡护员，我们的主要工

作是巡山清套，同时维护红外相机。”

这支巡护队常年奔走在深林之中。“一周

4 到 5 次上山。早上 8 点出发，下午 5 点左右

回，每次按区域拉网式巡护，地毯式搜索清

套。”队员杨钊说，夏天的时候，被虫子咬了多

少口已经记不清了，没有对生态保护事业、对

大自然的这份热爱，坚持不到现在。

（综合本报记者赵鹏、姜峰、孟海鹰、王永

战、王崟欣、曹文轩报道）

下图：武夷山九曲溪风光。

黄 海摄（人民视觉）

走近保护一线的年轻巡护员、科研工作者——

在国家公园书写青春芳华

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

南。南湿北干、南米北面，南北差

异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而这，就不得不说起一条著名的

“线”——“秦岭—淮河”线。

秦岭山系横亘于我国中部，

东西长约 1600 公里，是我国黄河

和长江的分水岭；秦岭向东延伸

就是长约 1000 公里的淮河。

要确定一条地理界线并不简

单。首先，要考察一些具有典型

意义的气候指标和植被，如区域

的植物物种及其分布规律、多年

观测记录的气候数据（温度、降水

等）。其次，需要科学家对这些区

域开展综合的科学考察，具体包

括地形、植被、河流、土壤、作物种

植及民风民俗等。最后，地理学家会综合分析这些数

据确定界线。

具体到“秦岭—淮河”线，它是通过哪些指标确定

的呢？这里主要有 3 个指标。第一个是降水量，通过

对多年平均降水量的分析发现，“秦岭—淮河”线与我

国 800 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而 800 毫米等降水量

线是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的分界指标。第二个是温度，

“秦岭—淮河”线也基本上是我国 1 月份零度等温线，

零度等温线的意义决定了河流冬季是否结冰，“秦岭—

淮河”以南区域 1 月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上，冬季基

本上不结冰，而在“秦岭—淮河”以北 1 月平均气温低

于零摄氏度，冬季一般结冰。第三个是植被，“秦岭—

淮河”以南主要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以北则是温带落

叶阔叶林，这也是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指标。通过

以上 3 个主要指标，才能基本确定“秦岭—淮河”线为

我国的南北分界线。

在秦岭南北，自然和人文景观变化也比较显著。

如从粮食作物种植类型来看，“秦岭—淮河”线以南以

水稻为主，以北则以小麦为主；从油料作物来看，“秦

岭—淮河”线以南以油菜为主，以北以花生、大豆为主。

那么，“秦岭—淮河”线能划出一条非常精细的界

线吗？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多年，目前也没有统一的

认识。为什么呢？这是由于秦岭山系南北跨度超过

100 公里，地形非常复杂，因此不管是综合什么指标，

都不能划出一条十分具体的界线。或许，称之为“南北

过渡带”更为准确。

最近几年还有人提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

“秦岭—淮河”线是否不再是南北分界线？但事实上，

作为一条“带”，其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这些都要通过多年的降水和温度指标以及植被的

变化幅度来确定。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秦岭—淮河”

线仍然是我国的南北分界线。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教授，

本报记者原韬雄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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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一条
地理界线并不简
单。通过降水量、
温度和植被这 3
个主要指标，才能
基本确定“秦岭—
淮河”线为我国的
南北分界线

■把自然讲给你听R

本报北京 1月 10日电 （记者李晓晴）今年是中国加入

《湿地公约》30 周年。记者从国家林草局 10 日召开的发布

会上获悉：30 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湿地保护修复，湿地生态

状况持续改善。中国以全球 4％的湿地，满足了世界 1/5 人

口对湿地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等多种需求，为全球湿地

保护和合理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介绍，中国湿地保护经历了摸清家底和夯实基础

（1992—2003）、抢 救 性 保 护（2004—2015）、全 面 保 护

（2016—2021）三个阶段，随着湿地保护法出台，湿地保护将

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

近年来，我国法规制度体系日趋完备。2021 年底出台

湿地保护法，28 个省区市先后出台了湿地保护法规。湿地

保护法将于今年 6 月 1 日起施行。保护管理体系初步建

立。中国指定了 64 处国际重要湿地，建立了 602 处湿地自

然保护区、1600 余处湿地公园和为数众多的湿地保护小

区，湿地保护率达 52.65%。工程规划体系日益完善。2003
年，国务院批准发布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2—

2030）》，陆续实施了三个五年期实施规划，中央政府累计投

入 198 亿元，实施了 4100 多个工程项目，带动地方共同开展

湿地生态保护修复。调查监测体系初步形成。中国是全球

首个完成三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的国家，国土三调正式将

湿地列为一级地类。对外履约不断深化。中国作为《湿地

公约》常委会成员和科技委员会主席，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05 年，我国启动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经过 16 年

的发展，国家湿地公园通过“试点制”“晋升制”等设立方式，

总数已达 899 处。国家湿地公园属于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

中的自然公园范畴，有效保护了 240 万公顷湿地，带动区域

经济增长 500 多亿元，约 90%的国家湿地公园向公众免费

开放，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我国湿地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各地湿地公园达1600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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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继续迈出铿锵步伐。

从国家公园里的年轻人到百年林场

里的护林员，从大江大河上的水文监测

员到高原冰川间的科考身影……点滴努

力，汇聚成强大合力，也昭示着，人不负

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即日起，本版推出

系列报道，走近奋斗在一线的建设者们，

倾听美丽中国建设历程中的动人故事。

■美丽中国R

走进拥有大片原生性森林植被的武夷

山，探访需要最严格水源保护的三江源，倾

听从热带雨林中传来的阵阵猿声……严格

保护，合理利用，让国家公园展现自然之美、

生态之美。

作为海南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海南

长臂猿曾广泛分布于海南岛的热带雨林

中，但在上个世纪，因热带雨林人为破坏严

重，其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近年来，海南加

大对长臂猿等珍稀物种的保护力度，依托

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设立了国家林草局海

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组建海南长臂猿

保护国家长期科研基地，建立起一套保护

研究的长效机制。据海南省林业部门统

计，2003 年第一次开展海南长臂猿野外种

群数量大调查时，海南长臂猿只有 2 群 13
只；2013 年上升到 3 群 23 只；2020 年继续

上升至 5 群 33 只；2021 年再添两只婴猿。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涵盖五指山、

鹦哥岭、尖峰岭、霸王岭等多个自然保护

区。统筹建设国家公园，海南怎么做？“试

点两年来，海南从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营

机制、健全支撑保障、强化监督管理四个方

面，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公园模式，

全力推进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黄金城说。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肩负着保护以东北

虎 、豹 为 旗 舰 物 种 的 生 态 系 统 的 重 要 使

命。自 2017 年 8 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

以来，在推进整体保护、统筹治理方面进行

了有益探索。试点区生态系统得到整体保

护、修复和治理，以虎豹为旗舰物种的生态

系统呈现恢复向好态势。据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东北虎豹国家

公 园 内 的 野 生 东 北 虎 、东 北 豹 数 量 已 由

2017年的 27只、42只分别增至 50只、60只。

2017 年 1 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工作全面启动，这是我国首次以“伞护物

种”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试点以来，四川先

后整合投入资金 8000 万元，完成原 23 个自

然保护地 1.5 万余平方公里的 36 次本底调

查、210 项专项调查，基本摸清了试点区主

要保护对象和资源管理状况。”大熊猫国家

公园四川片区相关负责人陈宗迁介绍。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包 括“ 一 园 三 区 ”。

“一园”即三江源国家公园，“三区”即长江

源、黄河源、澜沧江源 3 个园区。青海省

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其下组建长

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管委会，

对涉及的 4 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用国

家公园这一块牌子、一套人马，将三江源

管全、管到底。

武夷山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

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

生态系统，几乎囊括了中国亚热带地区所

有 植 被 类 型 。 如 何 保 护 好 这 扇“ 生 物 之

窗”？试点工作之初，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

局成立，并建立“管理局—管理站”两级管

理机构。经过机构整合，管理局、属地政

府、省直有关部门权责厘清，武夷山国家公

园实现了管理体制由分散、多头、低效向统

一、垂直、高效管理的转变。

此外，武夷山国家公园出台生态茶园

建设管理意见，引导茶企、茶农按标准建设

生态茶园，全面禁止林木采伐，因地制宜开

展退化林分生态修复。保护生态的同时，

还发展林下种（养），开办森林人家、民宿

……目前，武夷山景区内有从事导游、竹

筏工、环卫工、绿地管护员等村民超

1200 人，实现了旅游发展成果由村

民共享。

（综合本报记者赵鹏、姜

峰、孟海鹰、王永战、王崟

欣、曹文轩报道）

统筹发展与保护，国家公园——

展现生态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