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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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横”

京津塘城际：北京-天津-于家堡
京唐城际：通州-香河-宝坻-唐山-曹妃甸
津保城际：天津-霸州-保定
石沧黄城际：石家庄-沧州-黄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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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当 身 在 城 市 的 灰 霾 中 无 处
可逃时，心中总会想念蓝天清澈、
白 云 低 垂 的 三 江 源 。 这 些 年 ，随
着 全 社 会 对 生 态 保 护 的 日 益 重
视，当然也和交通的发展有关，三
江源开始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世人
面前。

人们为这片将近 40 万平方公
里 土 地 的 壮 丽 和 美 好 所 感 染 ，也
为 这 里 丰 富 和 独 特 的 草 原 森 林 、
动 物 植 物 、地 理 地 质 、江 河 源 头 、
神 山 圣 湖 所 惊 叹 。 然 而 ，广 袤 多
样的三江源究竟都有些什么自然
遗 产 ，这 仍 然 是 一 个 没 有 完 全 解
开的谜。

从 2012 年 到 2014 年 ，山 水 自
然保护中心、北京大学、三江源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影像生物多
样性调查所（IBE）等机构，联合众
多 资 深 动 植 物 学 家 ，在 SEE 基 金
会 的 支 持 下 ，连 续 3 年 共 同 开 展
了 三 江 源 生 物 多 样 性 调 查 ，希 望
通 过 这 些 努 力 ，一 步 一 步 探 寻 三
江 源 的 谜 底 ，让 三 江 源 的 生 物 多
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被更
多人认识。

《三江源自然观察手册》呈现的
是调查结果中最为直观的部分。精
美的野生动植物图片和基本信息主
要 由 IBE 的 野 生 动 植 物 摄 影 师 完
成，他们在每一幅珍贵的图片背后
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体力，同时
收获了喜悦与自豪。这其中有不少
照片都是三江源甚至中国的“第一
次”。

我 们 之 所 以 如 此 看 重 三 江
源 ，不 仅 因 为 这 片 土 地 是 中 国 乃
至 亚 洲 大 江 大 河 的 发 源 地 ，其 以
草原——草甸为主的生态系统为
下游上亿人口的饮水安全提供了
举 足 轻 重 的 保 障 ；还 因 为 这 里 独
特的生物多样性在千百年来牧业
发展的夹缝中仍保留了相当的规
模。

这 一 方 面 得 益 于 这 里 藏 族 百
姓对神山圣湖的传统信仰以及藏
传 佛 教 众 生 平 等 戒 杀 生 的 教 义 ；
另一方面与这里长期以来遵从游
牧这种顺应自然的生产生活习惯不无关联。这些都为当今我们如何
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难题提供了启示。

然 而 ，三 江 源 传 统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文 化 也 和 世 界 的 所 有 地 方 一 样
正 面 临 着 工 业 发 展 、城 镇 化 等 现 代 化 进 程 的 挑 战 。 身 处 这 个 快 速 发
展 的 社 会 和 剧 烈 变 化 的 时 代 ，我 们 是 否 能 够 让 三 江 源 这 样 的 美 好 延
续下去？

这 同 样 是 一 个 紧 迫 的 问 题 。 希 望 生 活 在 这 里 的 传 统 牧 民 、当 地
各级政府、科学家、自然保护者和爱好者，以及在三江源探寻各种机
遇的人士能够一起为此提供答案。（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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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常听人说隔壁村有一棵
歪脖子老树，谁要是砍其枝，树就会
流出鲜红的血，砍树的人则会生病卧
床不起。这虽然是一个听来的故事，
真伪没去考证，但这让我从小就意识
到：树虽然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但树
和人一样，也有着鲜活的生命。后来
看了电影《魔戒》中讲到的树人，更加
认定树是有灵气、有力量的生命体，
拥有着人类所不了解的奇妙的思想
高度。

如今，生活在城市里，树木处处
可见，但是对树木的情感却大不如前
了。古时候，我们与树为邻，在大树
下乘凉、思考甚至休息，其沉稳安全
的气质让我们想起父亲，我们还在树
上缠绕红绳，祝祷好运，因为在树上
长寿与新生并存。如今，这些关于树
木的情感少了很多，它不再是我们情
感寄予的对象，而成为城市建设的装
饰品，少了很多温情与美好。

如果没有古老的森林，就没有今
天的人类。人类的 所 有 活 动 ，或 者
说 人 类 文 明 的 诞 生 和 树 木 有 着 密
切的关联。然而，人类对树的了解
却 少 得 可 怜 。 世 界 上 到 底 有 多 少
树 种 ？ 它 们 是 如 何 分 布 的 ？ 它们
在自然界中如何生存？与周围生物
如何合作竞争？如何从毫不起眼的
种子成长为参天大树……好在，英国
科普作家科林·塔奇的新书《树的秘
密生活》，对这些问题做了回答，从科
学与人文的双重视角帮助人们全面
了解树为何物。

科林·塔奇经常围绕动植物的科
学问题发表高见，还出版过《生活的
多样性》。《树的秘密生活》推出后，引
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英国《金融时
报》评 价 其 为“ 一 封 写 给 大 树 的 情
书”。全书分为 4 部分，包括“什么是
一棵树”、“世界上所有的树”、“树的
生活”以及“树与我们”。塔奇用充满
温情的笔尖、蕴藏激情和科学活力的
文笔，讲述了有关树木的常识，并怀

揣敬畏之心探讨了人类为什么对树
木有与生俱来的依恋。

只要有心，答案不难寻找，作者
条分缕析地进行展开。在人与自然
的交集中，树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
色，树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影响着
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日常生活方式
的选择。

从历史的维度看，人类的先祖曾
经生活在树上，后来慢慢走下树木，
学会直立行走和劳动，接着人类文明
才得以诞生。

从文化的维度看，树构成了中国
文人墨客的文化品格，唐代诗人贺知
章曾在《咏柳》中写道，“碧玉妆成一
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元朝诗人马
致远曾在《天净沙·秋思》中写道“枯
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
风瘦马”。类似的诗句不胜枚举。而
与树有关的成语就更多了，如暮云春
树、万木争荣、尺树寸泓、琼林玉树、
玉树临风……本书简体中文版在国

内出版时，作者在序言中高度肯定了
中国历史上动植物的多样性，认为这
是孕育灿烂中华文明的基础。

可以说，在人类文明进程的每一
个阶段，都有树木的广泛参与。

步 入 现 代 社 会 以 来 ，树 木 对 人
类 的 重 要 性 更 加 清 晰 。 它 是 改 善
人 类 生 存 环 境 的 重 要 载 体 ，是“ 氧
气 的 制 造 厂 ”，还 可 以 吸 收 工 业 化
生产排放的有毒气体、滞留污染大
气 的 烟 尘 粉 尘 和 消 除 对 人 类 有 害
的噪声污染。

然而，也正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
增长，人类对于树木的需求也成千上
万倍增长，大片林木遭到肆意砍伐。
俄罗斯、加拿大、巴西、印尼等国已经
成为世界上砍树最快、最多的国家。从
2000年到 2012年，全球被砍伐的树木
面积达 230万平方公里。按这样的速
度砍下去，地球上现有的森林资源或
许将在某一天荡然无存。到那时，人
类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好在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保
护树木的重要性，积极采取如植树造
林、制止乱砍滥伐等措施。

但是，塔奇认为，植树造林也要
因地制宜，不能盲目扩大林木面积。
干旱地区地下水本来就不多，若不断
种树，树木会吸收大量地下水，不但达
不到预期效果，还会增加生态负担。当
前我国正大力进行城镇化建设，不少地
方为了城镇的美化，直接进行大树移
植，其实这有违树的生长规律，导致很
多树因为“水土不服”而枯萎。

树木给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
空间，而人类对于树木，却没有太多
的付出。在《树的秘密生活》结尾，塔
奇建议人类以树为核心，以一种睿智
的方式调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
对树木、对自然界心存“万物皆平等”
的气度，惟其如此，才能让这个世界
绿意盎然，充满生机与活力。

自始至终，树知道答案，只待人
类发现。

人与树的不解之缘
◆陈华文

树木给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空间，而人类对于树木却没有太多付出

《树的秘密生活》

作者：（英）科林·塔奇
译者：姚玉枝 彭文 张海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5 年 6月

杂草是某种类型的植物还是一种人
类的思维？它们是生物品种还是文化的
产物？它们为何存在？如果没有它们，
世界将会怎样？

英国博物学作家理查德·梅比讲述
了在人类与自然的抗争过程中，四处流
浪的杂草是如何被定义、被诠释、被限制
和被不公平地对待，又是如何冲破文明
的边界并影响人类对自然的看法，本书
是一部立足英国本土的杂草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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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大自然的毫末之物，却从宇宙
诞生之日开始就影响着一切。宏观上，
星系的形成、地球的诞生、生物的灭绝、
城市的消失、大气的升温等都与尘埃脱
不了干系。微观上，它是无数微生物的
栖居地，也是制造多种疾病的罪魁祸首。

汉娜·霍姆兹是备受瞩目的科普作
家，她采访了诸多领域的专家，为读者奉
献了一次令人心醉神驰的奇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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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奇妙的尘埃》

《杂草的故事》

编者按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近日发
布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修编环评
信息公示。规划将以京、津、石 3座
城市为核心，新建城际线路 24 条，
总规模 3453 公里。主要目标是形
成核心区主要城市间 0.5 小时~1
小时交通圈、主要中心城市之间 1

小时~2 小时交通圈、中心城区与
周边城镇 0.5小时~1小时通勤圈。

京津冀一体化，交通先行。三
地公路、铁路、航空建设将如何发
力？新交通圈的形成将对
公 众 生 活 带 来 哪 些 影 响 ？
本期应知为您解读。

京津冀立体交通网络的建设,将对
地区发展、产业布局、公众日常生活等
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辐射和输送带动周边城市
发展

轨道交通是区域发展中的短板。
多年来，北京没有形成和周边区域的轨
道交通、市郊铁路的有效连通，无法实
现可利用资源对周边的辐射和输送。
轨道交通是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排
头兵，前瞻性地进行公共服务和基础设
施匹配，主城和卫星城之间联系，有望
构建“轨道上的京津冀”，形成高密度的
郊区立体交通网络。这将引导产业的
新布局和卫星城的崛起。

■降低“双城族”出行成本
对于居住地和工作地分属两地的

“双城族”而言，出行时间长和经济成本
高是极大困扰。卫星城与主城之间不
能仅靠公路来解决运输问题，十几万人
或更多人在一小时内依靠公路运输势
必造成交通拥堵。国外主要是靠城际
铁路或市郊铁路，一站式到达。京津冀
交通网络的建设将为“双城族”出行提
供便利。同时，京津冀三地将力争在
2017 年实现区域公交、地铁“一卡通”
互连互通。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的石家
庄、保定、张家口、廊坊这 6 座城市将成
为第一批试点“交通一卡通”的区域。

■促进节能减排
城际铁路的发展将有效缓解路面

交通压力，利于公众选择更便捷、经济、
环保的方式出行，减少碳排放，改善生
态环境。

现阶段，京津冀三地交通一体化面
临的困难主要有：

管理体制机制不协调。京津冀的
行政分割，导致三地在交通领域各自为
政，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协调。

法规、规范、标准不协调。法规、规
范、标准的协调是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
化的重要保障，缺乏有效的协调，容易
产生建设浪费、开发无序等问题。

资金需求量大。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大多属于重大项目，投资规模较大，
筹集建设资金也是一个难题。

专家建议，京津冀交通协同发展应
秉承一体化规划、一体化布局的思路。
一要做好规划引领、科学论证，注重规
划的前瞻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强化

规划的引领作用。
二要优先发展轨道交通，既加密中

心城区轨道交通建设，又加快城际铁路
建设。要把周边的交通和市内的交通
无缝衔接起来，进行混合布局，比如市
郊铁路直接通达进城，一端连着市郊的
新城和卫星城，另一端紧密衔接北京市
内的地铁散点，能够使乘客快速换乘，
提高运行效率。

三要着力推进交通与土地利用的
一体化，大力推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
土地开发模式。

四要在交通基础设施互连互通、交
通管理与交通运输组织智能化水平不
断提高的前提下，推进交通服务的一体
化。

打通“断头路”、瓶颈路。例如，河北打通 5 条对接
京津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大通道，集中力量共同建设
对接路，打通断头路、瓶颈路。2014 年底，共打通京昆
河北段、京台廊坊段、京港澳河北段 3 条高速公路，约
500公里，完成省际“对接路”建设 100公里。

贯通大外环。全长约 940 公里、环绕北京的“大外
环”绕城公路预计今年全线贯通，串起京张、京沈、京
沪、京台、大广、京珠等高速公路，连同从北京出发向 6
个方向的高速路网（京承通道、京张通道、京石通道、京
秦通道、京衡通道、京廊沧通道）形成“一环六射”的高
速路网。

11小时交通圈连接京津冀小时交通圈连接京津冀

为生活带来哪些裨益？

交通如何协同发展？

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修编方案
的规划范围涉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
省全境。规划以“京津塘、京保石、京唐
秦”三大通道为主轴，以京、津、石三大城
市为核心，按照近期 2020 年、远期 2030
年、远景2050年的计划，最终形成“四纵
四横一环”为骨架的城际铁路网络，覆
盖区域中心城市、重要城镇和主要产业
集聚区。匡算投资总额为 6150 亿元。

其中，为了更好地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及承接产
业转移建设项目，近期将优先选择 8 个
城际铁路项目进行建设。线路的总规
模达 1012 公里，其中北京 268 公里、天
津 167 公里，河北省公里数最长，为 577
公里。

到 2030 年，京津冀铁路网计划再
增加 1817 公里，包括 10个铁路项目。

2050 年前，将再建设多条环北京
城际铁路，共计 624公里。

““四纵四横一环四纵四横一环””实现互连互通实现互连互通

公路航空何处着手？

公路

一体化运营管理。河北机场集团现已正式纳入首
都机场集团托管。京津冀三地今年签署协议，主要机
场实现了统一管理、一体化运营。力争到 2020 年初步
形成定位明确、协同运营、互利共赢、与京津冀城市群
发展相适应的多机场系统。

空港组合。国内多家航空公司针对京津冀协同空
运推出了“空铁组合产品”，既疏解北京机场进出港客
流，又经济便捷。例如，乘客从北京南站乘坐京津城际
列车抵津，再无缝对接天津地铁 2 号线，直达天津机场
候机楼，全程不到一个半小时。

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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