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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山列岛保护区通过人工引导培育鸟类繁殖地

拯救极度濒危“神话之鸟”

实施系统保护 建好生态屏障
——专访云南省环保厅副厅长高正文

□ 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特别报道

◆肖芸香

重庆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极
为丰富，是中国 17 个生物多样性关
键地区之一。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不断融入，
重庆市也遭受着外来物种的侵扰。
据调查，国家公布的外来物种中，重
庆发现的就有 90 多种，有的还造成
了较大经济损失和生态危害。其
中，紫茎泽兰、空心莲子草、毒麦、水
葫芦、假高粱、扁蛾、福寿螺、牛蛙等
外来物种比较常见。外来入侵物种
一旦入侵成功，控制其危害、扩散蔓
延的代价极高，而且难以根除。因
此，预防是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根
本之策。

部门联动，筑起防治之网

早在 2007 年，重庆市环保局牵
头召开了工商、林业、园林、进出口
检验检疫、农业等部门参加的外来有
害物种执法检查协调会，明确了相关
部门职责，建立了信息通报制度。

在部门联动中，重庆市先后查
处了“一枝黄花”、“福寿螺”、“水葫
芦”等外来物种入侵事件。

近年来重庆市民携带有害物种
回国的情况，有增无减。为了把好
入境关，重庆市检验检疫局按照规
定加大入境商品检疫检验力度，先
后查获 20 多批次刺蒺藜草、美洲蒺
藜和印度蒺藜等有害外来植物，以
及 8 个批次的地中海实蝇等有害外
来动物；从卡塔尔归国的海外务工
人员行李中，查获了号称世界上最
危险的十大恶性杂草之一、名为假
高粱的外来物种；2014 年，重庆市

截获“果蔬头号杀手”地中海实蝇；从
一批来自新西兰的木材上截获蠹虫；
从外来集装箱及木质包装上携带大量
活体昆虫。

疏堵结合，提高防治意识

大巴山是重庆境内 7 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之一，孕育了丰富的生物种
类，保存了大量的珍稀濒危物种。

每年春夏秋三季，从海拔 480 多
米到 2600 多米，均可见到一片片花的
海洋，丰富的蜜粉资源优势为社区居
民养蜂提供了有利条件，养蜂成为居
民重要的收入来源。

由于缺乏对外来物种防范意识，
上世纪末，少数居民开始引入意蜂。
短短几年，意蜂迅速发展，成为保护区
一大危害，中蜂养殖开始急剧萎缩。
为此，重庆疏堵结合，抵御意蜂发展。

一是利用世界环境日、国际生物
多样性日等重要节日，广泛宣传外来
物种危害，让居民了解、抵触意蜂；二
是清理打击意蜂养殖行为。通过调查
摸底和群众举报，环保、林业、农业联
合执法，清除 700 多箱 300 多群意蜂；
三是做大做强中蜂产业。扶持城口县
统筹发展全县中蜂产业。成立了生物
多样性保护发展基金，鼓励成立了中
蜂养殖合作社，为蜂农发展中蜂提供
小额贷款。

中蜂的物种特性决定了中蜂产业
既能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又能保护自
然生态。迄今，保护区所在的 13 个乡

（镇）已发展中蜂 7.5 万群。这一模式
不仅实现了自然保护区原住民生计替
代、有利于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还鼓
励 了 公 众 主 动 参 与 防 治 外 来 物 种
入侵。

预防为主疏堵结合

抵御外来物种入侵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

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利用，若干年来，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已受到严重威胁，许多物种正变成濒危物种。

近年来，我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并取得积极进展。本版
今日刊发浙江、云南、重庆、山东等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一些成果和典型案例，
其经验做法值得借鉴。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从水质浑浊的“小黑河”、散发
异味的“一湖酱油”，到水清鱼游、
白鹭翩翩，山东省在水环境持续改
善的同时，众多流域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功能也正逐步恢复。2010 年
底，山东省控 59 条重点污染河流已
全部恢复鱼类生长，成为全省水生
态环境改善的重要转折。今年，山
东省又提出了省控重点河流年底
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的目标。

山东省把实施科学治污、改善
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推
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
重要着力点，针对高污染、高耗水
和生态破坏三大类突出环境问题，
在南四湖等流域大规模推广“治用
保”流域污染治理体系，逐步开展
生态保护与恢复工作。

小清河摆脱“小黑河”臭名

“ 绝 迹 十 多 年 的 小 银 鱼 回 来
了，刀鱼、对虾也能见到了。”在前
往小清河入海口提取水样的船上，
山东省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自豪
地说。

70 年代前的小清河水质清澈、
鱼虾成群，沿岸绿树成荫、池藕成
片，沿河人民广得鱼盐之利、湖田
之惠。而随着流域内工业化、城镇
化步伐的加快，小清河污染日趋严
重 ，湖 泊 萎 缩 ，河 流 干 涸 ，臭 气 熏
天，垃圾成堆，逐渐变成了一条“大
污河”。在 2000 年时小清河整个流

域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高达 340mg/
L，被人们戏称为“小黑河”。

“经过治理，河里不仅有了鱼，而
且出现了苲草。上了年纪的老人说，
小时候在湖里游泳见过这种草，从上
世纪 80 年代往后就没有再见过了。”
在马踏湖边，桓台县环保局局长徐立
告诉记者。

小清河流域已从曾经的鱼虾绝
迹，到目前已恢复鱼类 27种。

绝迹多年鱼类重现南四湖

在南四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
复的成果更是喜人。南四湖是微山
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等 4 个相
连湖的总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重
要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水库。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
快速发展，山东省南四湖流域生物多
样性曾一度遭受严重侵害，部分入湖
河流断流干涸，部分湖区面积萎缩沦
为沼泽，部分湿地被开发成鱼塘，部分
物种濒临灭绝，湖区生态环境遭受严
重破坏。

经过治理，目前南四湖已恢复水
生高等植物 79 种，恢复鱼类 52 种，恢
复浮游植物 119 种，底栖动物 52 种，表
征南四湖水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综合
指 数（EHCI）为 75，已 达 到 较 高 水
平。栖息的鸟类达 200 多种，其中包
括白枕鹤、大天鹅等国家级珍禽，绝迹
多年的小银鱼、毛刀鱼、鳜鱼等再现南
四湖，支流白马河也发现了素有“水中
熊猫”之称、对水质洁净极为敏感的桃
花水母。

治用保并重推进流域治理

水清鱼游水母重现

云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
份，也是全球 34 个物种最丰富且受到威
胁最大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云南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确立了“生态立省、
环境优先”的战略思想，全面实施系统性
保护工程并取得显著成效，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在经济欠发达、保护与发展矛盾十
分突出的情况下，云南省如何确保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提质增效？记者对云南
省环保厅副厅长高正文进行了专访。

记者：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云南在完善政策与法规体
系、统筹规划与行动计划上有哪些具体
举措？

高正文：云南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法规政策，颁
布了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
理、珍贵树种保护等条例。在省级层面
率先开展国家公园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条例立法工作。印发了关于加强滇西
北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护工作的意
见，发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丽江宣言、腾
冲纲领和西双版纳约定，出台了自然保
护区机构管理、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省级重要湿地
认定、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生物多样性
影响评价技术规范等办法及相关技术规

范，在全国率先探索试点商业保险解决
野生动物损害补偿。

同时，云南在全国较早印发实施全
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生物
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程规划、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
规划纲要和保护紧急行动计划、滇西北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纲要及行动计划等
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计划。

记者：资金投入和科技支撑是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云南怎样
抓好这些关键环节？

高正文：云南省成立了生物多样性
保护基金会、杨善洲绿化基金会、西双版
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等，鼓励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开辟新的资金投入渠道；
省政府设立了 5000 万元生物多样性保
护专项资金，各级各部门不断加大对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力度。

在科研上，依托有关科研院所或高
校，相继建立了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
资源库、云南生物多样性研究院、西南生
物多样性实验室、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
心、中国昆明高原湖泊国际研究中心等
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平台。

新中国成立以来，蔡希陶、吴征益等
老一辈科学家，以及中国科学院、云南省
各有关科研院所在云南长期开展生物多
样性调查和保护等基础研究工作，为云
南搭建了较为完善的科研平台，培养了
大批优秀人才。

记者：云南如何协调保护与发展的
关系？

高正文：通过努力，全省已建立自然
保护区 161 个、风景名胜区 66 个、国家公
园 8 个、国家湿地公园 11 个、森林公园
41 个、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 5 处，各类
保护地面积达到国土面积的 19.5%，形
成 了 较 为 完 善 的 生 态 保 护 体 系 ，全 省
85%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和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

云 南 省 严 把 环 境 准 入 关 ，加 大 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
的 执 行 力 度 ，对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建
设项目严格开展生态影响专题评价和
生 物 多 样 性 影 响 评 价 ，对 在 生 物 多 样
性保护重点区域内的开发利用规划和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必须经过生物多样
性影响评估。

云南制定的《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
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规范》被推行
为全国林业系统技术规范。思小高速公
路、普达措国家公园等一批建设项目成
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
典范。

继云南白药、三七、花卉等传统生物
产业之后，正组织推进《云南省大生物产
业行动计划》，一批食用、药用及观赏等
物种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产业化发展初具规模。普达措、野象谷、
腾冲江东银杏村等地实现了保护生态和
发展旅游双赢；纳板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实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示范成

效明显。

记者：在对外合作与公众参与上，
云南做了哪些工作？

高正文：云南省加强与英国、荷
兰、德国等 10 多个国家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全
球环境基金、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外
相关机构和组织的交流合作，先后实
施了亚行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
廊道建设云南德钦示范、全球环境基
金长江流域自 然 保 护 与 洪 水 控 制 、
中 英 合 作 云 南 环 境 发 展 与 扶 贫 、林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中 国 和荷兰合作森
林保护与社区发展等一批国际合作项
目，积极推动云南省与毗邻的缅甸、老
挝、越南的合作交流，启动了云南跨境
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项目。

通过举办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
大型主题活动、《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大
型图片展》等宣传活动，公众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意识不断提高、自觉性和主
动性不断增强。

记者：对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有
哪些展望？

高正文：今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云南时指出：“要把生态环境保护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云南要“着力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今后，云南省将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2014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会
议要求，认真抓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各
项工作，为建设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
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做出新的
努力和贡献。

◆本报记者蒋朝晖

通过采取一系列抢救保护措施，云南省滇金丝猴已由过去的 1400 只左右增至
目前约 2000 只。 云南省环保厅供图

“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海上颠簸，
中国渔政 33218 艇到达了我们此行目的
地，船头轻轻地顶在中铁墩屿的礁石上。

大家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器材，小
心翼翼地从船头跳上礁石。在浙江省自
然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陈水华博士带
领下，大家顺着陡峻的岩壁向这个无人
小岛攀登而上。

此行的目的，是为一种“神话之鸟”
而来。因此，几声尖利的鸟鸣，立即吸引
了我们搜寻的目光。“这边少，岛上那边
多着呢，今年它们来得比去年早。”浙江
省宁波市象山县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保护站科长张安康说。

早在 2004 年保护区成立没多久，为
保护区做调查研究的陈水华带领研究团
队 意 外 在 韭 山 列 岛 发 现 这 种“ 神 话 之
鸟”。此次上岛，正是为了进一步研究和
保护这一极濒危物种。

台风肆虐鸟蛋被捡

中华凤头燕鸥繁殖屡遭破坏

陈水华告诉记者，根据他们长期观
测，燕鸥群每年春夏之交从南方回到韭
山列岛来繁殖。因两次受台风影响，中
华 凤 头 燕 鸥 前 两 年 并 没 有 繁 殖 成 功 。
2007 年，所产的鸟蛋又被渔民捡走，导
致繁殖完全失败，燕鸥群也离开了韭山
列岛。经多方寻找，最终发现燕鸥群转
移到往北 90 公里的舟山市五峙山列岛
栖息。在浙江自然博物馆和舟山五峙山
列岛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严格
监测和保护下，2008~2013 年，在五峙山
列岛繁殖的中华凤头燕鸥和大凤头燕鸥
繁殖均取得成功。

“监测保护每一只繁殖个体，确保其
繁殖成功，是拯救和保护中华凤头燕鸥
这一珍稀濒危鸟类的关键。”陈水华告诉
记者，2013 年 4 月，浙江自然博物馆联手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民间组织浙江野
鸟会和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在韭山列岛
开始了一项“人工招引凤头燕鸥”试验项
目。即在韭山列岛选择一个大小和植被
适宜的岛屿，通过栖息地修整、鼠害清
除、布设燕鸥假鸟，以及播放预先录制的
燕鸥叫声等手段，吸引大凤头燕鸥和中
华凤头燕鸥到选定的岛屿栖息地繁殖。

同时，保护区管理力度也在加大。
“以前野生动物的法定保护职责都

在林业部门，而林业部门又上不了岛。”
张安康说，早在 2007 年，《宁波市韭山列
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这使
得保护区成为全国首个拥有自己条例的
省级自然保护区。同年 6 月，象山县政
府根据《条例》，再次发布了“关于加强韭
山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通
告”。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
护法》正式施行，为保护区的管护工作提

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但我们还是觉得
《条例》最为管用，其核心区禁止一切无
关人员进入。为杜绝再有人上岛捡拾鸟
蛋，我们建立了保护区值班制度和海上
巡航制度，加大鸟类产蛋孵化期的巡护
工作，禁止渔民、游客破坏。”

布设假鸟声音诱导

人工引鸟成功实现真鸟聚集繁殖

来自国际鸟盟驻香港机构的主任研
究员陈承彦表示，此次上岛，将与陈水华
的一位助手在这个无水无电的小岛上扎
营 3 个月，共同开展中华凤头燕鸥的观
测与科研。而这已是他第二年扎营这个
小岛了。

原来，海鸟有个习性，比如有海鸟在
这个岛上生存、繁殖，就会吸引到同类
鸟。项目正是基于鸟的这个特性，在岛
上放置假鸟，播放鸟鸣的录音，从而吸引
真的鸟来到岛上繁殖。

来到小岛山顶，记者看见被一片树
木包围的两顶绿色帐篷，不远处的山崖
下传来阵阵鸥鸣。顺着山脊循声而去，
没多远便看到两个木头搭建的观测棚。
登上观测棚，打开观察孔，记者便被眼前
的景象惊呆了。眼底山崖斜坡上，到处
都是燕鸥，真鸟之间还夹杂不少假鸟，若
不是用塑胶管插在水泥块里，几乎以假
乱真。斜坡上相隔不远竖着两块太阳能
板，下面放着两个木头箱子，里面音箱正
播放着燕鸥群的叫声。

陈水华告诉记者，这里的燕鸥群绝
大多数是大凤头燕鸥，还有部分是黑尾
鸥。“快看，那有一只中华凤头燕鸥。”顺
着陈水华的指点，记者看见一只白色的
海鸟掠过，在一片灰色的鸟群中显得“鹤
立鸡群”。由于只有羽毛和嘴尖颜色的
差异，中华凤头燕鸥又混迹于大凤头燕
鸥群中，不易发现。

陈水华介绍，从 2013 年 5 月初开始，
当时由中美双方组成的项目组在岛上安
装了 300 只从美国定制的燕鸥假鸟，以
及太阳能供电系统和声音回放设备，并
派 3 名观测志愿人员 24 小时驻扎在这无
人的海岛上实施监测。从同年 6 月初开
始，他们观测到陆续有大凤头燕鸥光顾
假鸟区。最多的时候，工作人员观察记
录到有 3000 只大凤头燕鸥和 19 只中华
凤头燕鸥。经确认，同年 10 月初至少有
600 只大凤头燕鸥和 1 只中华凤头燕鸥
的雏鸟成功离岛。去年，陈承彦上岛后，
又观测到至少 43 只中华凤头燕鸥，最终
有 13只雏鸟成功离岛。

今年，研究团队将开展更加深入保
护和研究。“今年将假鸟的水泥块按照 3
米乘以 3 米的区域设为方格并编号，进
行更为细致的记录研究，如各种鸟类喜
欢选择什么样的地面繁殖，什么样的地
方繁殖成功率高等。在国际鸟盟的帮助
下，我们还将给中华凤头燕鸥的雏鸟上脚
环，便于以后长期跟踪研究。”陈水华说。

圈区保护加强监管

海岛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改善

韭山列岛保护区受陆岸影响较小，
且位于我国东部候鸟迁徙线上，这就使
得韭山列岛成为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海
鸟繁殖场所和迁徙候鸟栖息点。除中华
凤头燕鸥外，已观察到鸟类 12 目 34 科
108 种，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9 种，
省重点保护鸟类 12 种。保护区的主要
保护对象为大黄鱼、曼氏无针乌贼、江豚
及以中华凤头燕鸥为主的繁殖鸟类和与
之相关的海洋岛礁生态系统。

保护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长期以
来，由于受重开发、轻保护的思想影响，
韭山列岛受到了无序和过度的开发，致
使许多海洋渔业资源、国家珍稀保护动

物资源以及海洋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
的破坏。

保护区建区以来，充分利用媒体、
短信平台、设立警示标示牌、分发宣传
册、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开展广泛
的宣传教育。同时，保护区还联合国
际鸟盟、省自然博物馆等陆续举办了

“我们拥有同一个海洋”、“海洋保护嘉
年华”、“保护同一片蓝海，我们一起在
行动”等系列宣传活动，并开展了学生
海鸟保护专题讲座和游戏互动，从小
培养海洋环保意识。

同时，保护区各项配套基础设施
的逐步完善，保护区条例的贯彻实施，
日常管护的不断加强，特别是与国内
外研究团队的密切合作，使得保护区
内各类海洋资源得到有效的恢复和保
护，各种破坏性活动得到有效遏制，海
岛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恢复和改善。

据统计，近几年鱼汛季节在保护
区外围每年都能捕获以前非常罕见的
一斤以上野生大黄鱼达 10 多条，最重
的有 5~6 斤；保护区海域内曼氏无针
乌贼，在实验区查禁拖网时在一个潮
时内捕获 50 只左右，单体重量 30~400
克；2007 年至 2008 年间观察到浮现
海面的江豚达 50 多次，2010 年在南韭
山岛——泗礁一带，发现 20 多头江豚
陆续跃出海面戏耍。相较保护区建立
之初，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有了明显提高，
尤其是近年来中华凤头燕鸥、黄嘴白鹭
和岩鹭等珍稀海鸟的繁殖群体在保护
区内相继被发现，大大提高了韭山列
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价值。

这一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后，韭山
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总体规划
的逐步实施，将形成一个集保护、科
研、宣传教育、考察、科普旅游、环境监
测、生产示范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基地，
提升生物资源多样性综合管控能力。

◆本报记者晏利扬

中 华 凤 头 燕
鸥，又名黑嘴端凤
头 燕 鸥 ，是 一 种 体 长 30 多 厘 米 的 海
鸟，形态极像大凤头燕鸥，且多混杂在
大凤头燕鸥群中。

自 1861 年在印尼东部被首次记
录，1937 年在我国山东青岛采集到标
本后，中华凤头燕鸥便了无踪迹，一度
被认为已经灭绝。在消失了 63 年之
后，2000年在福建马祖列岛有 8只成鸟
被台湾鸟类摄影家重新发现。科学家
估计其全球种群数量不足 50 只，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将其列入极度濒危物
种，且被评为全球最濒危的 100 个物
种之一，其中鸟类仅 4种。

重 庆

神话之鸟

中华凤头燕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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