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边的阿里天边的阿里 生物的王国生物的王国
◆◆牛秋鹏牛秋鹏邓佳邓佳 赵晓宇赵晓宇

你听说过“遥远的天边”吗？
呼啸而过的强风，强烈刺眼的光照。那是

位于青藏高原西端、羌塘草原腹地，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的西藏阿里地区。

你到过“世界屋脊之屋脊”吗？
生灵草木生机勃发，万水千山迤逦多娇。

那是生物的王国，你几乎又很难把它与“无人
区”“高原荒漠”联系在一起。

神山圣湖、札达土林、暗夜星空……西藏

阿里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文景观以及
生态系统在整体上保存的比较完整，因此也被
称为“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

在这片净土下，“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茫茫的高原，巨大的旷野，高山
草甸与戈壁荒漠相伴而生，河流湖泊与雪域山
峰相映成趣。在山川河谷中，藏羚羊、藏野驴
绝尘而去，农牧民们生活惬意，共同演绎着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物多样性故事。

尊重：感受万水千山

9 月 22 日，海拔 4560 米的玛旁雍措
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一碧万顷的玛旁
雍措如同画在地上的一片蓝天，在皑皑雪
山纳木那尼峰的映照下，美丽迷人。

玛 旁 雍 措 是 当 地 人 世 代 信 仰 的 圣
湖。在藏语中，“玛旁”意为不可战胜，“雍
措”意为碧玉湖。

20 岁 的 次 仁 旺 姆 和 同 事 在 湖 边 巡
护，仔细检查是否有垃圾。他们是保护区
吉吾管理站聘用的 12 名农牧民湿地管理
员。

巡护过程中，他们不仅捡拾垃圾，还
时不时用望远镜察看周边是否有动物死
亡、湿地草地是否有被破坏等现象。一旦
发现问题，需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作为地球上高海拔地区淡水储量最
大的高寒内流湖泊，玛旁雍措是世界高寒
地区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湖泊湿地，
对特殊干旱荒漠气候区的生态系统、生命
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撑发挥着巨大
作用。

2017 年 7 月，玛旁雍措正式成为国家
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以玛
旁雍措和拉昂措为主体的湿地生态系统
及生存于其中的水生、陆栖生物。

次仁旺姆是普兰县霍尔乡人，2018
年 8 月，保护区在县上招聘，她正式成为
保护区吉吾管理站的一名湿地管理员，每
月 可 以 领 到 1800 元 工 资 。 对 于 这 份 工
作，她很满意：“我的工作就是保护玛旁雍
措免受污染，同时也要保护周边野生动植
物不受破坏和干扰。这也是一份相对稳
定的工作，希望全国的游客都可以来我的
家乡观光。”

这里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玛旁雍
措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分布有高等植
物 34 科 87 属 140 种，有藏野驴、黑颈鹤等
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 28 种，是西藏高寒
草原和荒漠区具有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地区之一。

“通过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我们
可以全面维护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不仅
保持生态系统功能，同时促进其良性循
环。”普兰县自然资源局局长洛桑旦增说。

如果说，山是西藏高昂的头颅，“措”
就是她清澈的明眸。位于冈底斯山脉向
羌塘草原过渡地带的措勤县，辖区内的扎
日南木措及周边的沼泽湿地更是水禽和

涉禽迁徙途中良好的食物补给站及繁殖
地，位于黑颈鹤主要迁徙通道上，也是藏
羚羊、藏野驴等珍稀濒危保护动物的重要
栖息地和繁殖地。

为了保护这一“明眸”，整个扎日南木
措水污染防治项目被纳入中央水污染防
治项目储备库，因地制宜地推进饮用水水
源地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涉及生态环
境保护方方面面。得益于此，扎日南木措
辖区内，野生动植物数量也越来越多。

阿里地区目前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和 4 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占阿里
国土面积近一半，被誉为野生动物的“天
堂”。

从 2014 年开始，阿里地区租赁草场
用于金丝野牦牛生存栖息，金丝野牦牛种
群数量达到 200 余头；每年藏羚羊产羔
季，阿里地区组织专业管护员、野保员、生
态岗位人员按照各自管辖范围，在藏羚羊
迁徙要道、固定产羔区域开展监测、巡护，
加大珍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

截至 2020 年底，阿里地区绝大多数
保护物种种群数量恢复性增长明显，藏羚
羊种群数量由原来的两万只左右，增加至
现在的 6 万只左右，野牦牛由原来的 1 万
头左右增加至现在的两万头左右，藏野驴
由原来的 1.5 万头左右增加至现在的 4 万
头左右，雪豹、盘羊、岩羊、黑颈鹤等野生
动物恢复性增长明显。

顺应：守护生灵草木

生物多样性不仅包括物种多样性，还
包括生态系统和基因多样性。

从 阿 里 地 区 首 府 狮 泉 河 镇 沿 国 道
219 往南，行驶 255 公里进入象泉河谷，便
抵达札达县。

札达，藏语为“下游有草的地方”。这
里曾孕育过西藏古老的象雄文明和古格
王国。然而，古国消失在荒漠中，文明淹
没在沙海里。

如今的象泉河谷两岸分布着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土林地貌”奇观，随处可见陡
峭险峻的山岩，千姿百态、鬼斧神工。这
就是世界上最典型、分布面积最大的第三
系地层风化形成的札达土林。

站在札达土林中，昔日沉积在湖底的
岩层，以不同的色调、层理结构和物质组
成，以及包容在岩层内部的古动植物化
石，为人们解读高原古地理、古环境的变
迁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证据。

札达土林的保护也是中国高度重视
生物资源保护的缩影。

札达土林自然保护区主
要 保 护 对 象 是 土 林 地 质 遗
迹，其次为札达特殊自然生
态系统，包括野生动植物、古
生物化石、古文化遗迹等。

近年来，我国实施战略
生物资源计划，完善生物资
源收集收藏平台，建立种质
资源创新平台、遗传资源衍
生 库 和 天 然 化 合 物 转 化 平
台，持续加强野生生物资源
保护和利用。

针对象泉河植物资源较
为稀少的问题，札达县在重
点流域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修
复，退化草场补播草籽，栽植
灌木。

2020 年以来，阿里地区进行重点水
源涵养区生态修复、沿线水源涵养区工程
建设，完成狮泉河镇周边生态修复工程、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提标改造项目、狮
泉河流域地下水砷超标调研项目前期工
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物多样性命
题，在阿里静谧的土林，在层层叠叠高低
不一的土地，粗犷与婉约并行，历久弥新。

“今天的阿里，有碧水蓝天净土，有动
物植物多样，大部分山川仍处于原生状
态，是西藏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阿
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浦春炯说。

保护：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水，顺着巍巍那
木纳尼峰脚下一路向南，流经阿里地区普
兰县普兰镇，一座静谧村庄出现在眼前。
多油村，阿里地区“生态文明第一村”，也
被称为“阿里小江南”。

多油村从山无草木、乱石丛生，到绿
树成荫、田园美景。54 岁的村党委书记
达瓦次仁，从 1988 年开始担任村干部，见
证了多油村 30多年的生态变迁。

沙棘、普兰柳、班公柳、新疆杨随处可
见，多油村是典型的“种出来的生态文明
村”。对自然怀有敬畏心理的多油村村
民，从自发植树到全民植树，从 2010 年的
500 多亩到如今的 4000 多亩，成就了如今
的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植被多了，风沙少了，气候也湿润
了，随风而来的空气也更加清香。”达瓦次
仁说。

值得一提的，还有清冽的河水。76
岁的次仁央宗正和 40 岁的儿媳妇贡桑曲

珍洗菜准备午饭。2012 年起实施的自来
水工程，让多油村村民与孔雀河的关系更
加紧密。

贡桑曲珍告诉我们，过去要花两个小
时去 3 公里以外的夏日沟取水，如今家家
户户可以用上自来水，生活更便利了。

“ 不 乱 砍 一 草 一 木 ，不 乱 浊 一 泉 一
溪。”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的村民，
对这个“阿里小江南”生物多样性越来越
重视。

他 们 不 仅 尊 重 自 然 ，还 保 护 自 然 。
2020 年 5 月，多油村成立了环卫清扫队，
负责公共区域或村民家的卫生。2020 年
7 月成立垃圾兑换超市，鼓励村民垃圾分
类，并按照“户收集、村分类、乡转运、县处
理”的模式进行垃圾处理。

树木随风摇摆，河流滋润大地。在生
机盎然的多油村，人在画中走，画在人中
游。

“十三五”以来，阿里地区以推动乡村
振兴、改善人居环境、服务经济发展为主
线，综合整治 37 个乡、145 个行政村的人
居环境，扎实开展农牧区改水改厕工作，
在各县实施农村污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试
点项目，建成农村安全饮水点 2502 个，农
牧区供水覆盖率达 100%，成功创建自治
区级生态县 1 个、生态乡镇 24 个、生态村
120个。

生物多样性保护功在当代，生态平衡
利在千秋。生生不息的“世界屋脊”，如今
是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是我国乃至
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70 多年来，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
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在遥远的阿里，在雪域高原，更在美丽中
国徐徐展开。

◆本报记者刘良伟蒋朝晖
见习记者陈克瑶

“作为 2011 年才被发现的世界第
五种金丝猴，怒江金丝猴种群数量从刚
发现时的一群 100 只左右上升到现在
掌握的两群 250 只左右。”近日从云南
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

记者日前跟随 COP15“世界物种
基因库·穿越高黎贡山”——云南生物
多样性全媒体主题采访团，来到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州）泸水市
鲁掌镇姚家坪，探寻大山中的黑色精灵
——怒江金丝猴的生存状况，了解它们
的守护者故事。

发现怒江金丝猴，为高黎
贡山再添旗舰物种

2011 年，一张国外人士拍摄的在缅
甸发现金丝猴新种群皮毛的照片，在网
上流传。当时，受怒江州林业局和高黎
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怒江管护局（以
下简称怒江管护局）的指示，当地开展
了实地搜寻。片马镇与缅甸相连，调查

人员先探访了片马镇周边的社区居民，
了解到这个区域内确实有这一物种出
现。随后，由怒江州林业局牵头，怒江
管护局组建队伍上山分组搜寻。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当地森管
员六普拍摄到全世界第一张怒江金丝
猴活体照片。

“之后，我们继续搜寻，终于发现了
一群 100 只左右的猴群。”高黎贡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泸水管护分局资源保
护股股长何贵品告诉记者，“当那么大
一群金丝猴新种群出现在眼前时，我们
心情非常激动。”

怒江金丝猴是继发现川、滇、黔、越
南金丝猴 98 年后，发现的第五种金丝
猴，是全球动物学界的一个里程碑，为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增添了旗
舰物种。

能够成为怒江金丝猴的第一位影
像记录者，六普非常自豪。此后，为了
探寻怒江金丝猴的数量、分布区域、生
活习性等，他协助中国科学院开展怒江
金丝猴的野外调查工作，先后 40 多次

与怒江金丝猴相遇。“当我们跟踪了三
四天以后，猴子就不怕我们了，近距离
都可以拍到它们午休、吃东西、睡觉的
画面了。”六普描述起与怒江金丝猴相
遇的情形，眼里流露出满满的喜爱。

目前，高黎贡山泸水段监测到的怒
江 金 丝 猴 共 有 两 个 种 群 ，总 数 约 250
只，与此前调查摸底时发现的情况相
比，种群数量增长明显，这让六普和何
贵品特别欣慰。

“巡山成了一种依赖，一
段时间不去，会想念”

由于每个月都要上山开展巡护和
监测等工作，何贵品每年有 50-80 天是
在山上度过的。为了精简行李，一台相
机、一个睡袋、一点干粮，有时外加一点
酒，成了何贵品和伙伴们巡山时的“标
配”。干粮撑不到最后是常有的事，大
山里的野菜、竹笋、菌子等就成了他们
的食物来源。

“我爬了 26 年山，头发都白了，但
觉得很值得，也形成了一种依赖，一段
时间不去，就会很想念。巡山经常从早
上开始，直到晚上七八点天色转黑了才
停下，累了便就地休整过夜。山上几乎没
有信号，和家人联系不上。闲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喝酒聊天、唱唱傈僳调。我也喜
欢在山里静静地看星空。”何贵品说。

何贵品爱山，更爱山里的动植物。
除了怒江金丝猴，在探寻滇桐、羚牛等
珍稀物种的过程中，也有他的身影。

“2018 年 12 月 18 日，我和西南林业

大学的老师在山里发现了 17 株滇桐。”
何贵品清楚地记得，当时路很难走，需
要淌水七八次。“我脚下一滑，重重地摔
了一跤，好在背后有相机作了缓冲，伤
得不是很严重。”

后来他们邀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的人员一起，进行系统搜寻，
在泸水段搜寻到我国最大的野生滇桐
种群，有 148株。

滇桐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属于典
型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被研究人员称为
植物活化石。其大量生存的第三纪距

今至少有数百万年。目前，滇桐在我国
主要分布于西藏墨脱、云南西部到东
南、贵州等地区，在生态地理学和植物
保护领域都有重要意义。

除了滇桐，山里还有羚牛。
“羚牛会舔食岩石上的盐分，也会

到硝塘里活动，以补充水分和盐分等。
我们先找到这些地方，然后在附近放置
红外相机。”何贵品说。

2019 年 11 月初，何贵品和伙伴们
在收集整理安装在野外的红外相机时
发现，泸水片区南段 3 个不同地点的 4
台红外相机同时拍摄到了羚牛的视频
和图片。视频中，几头体型壮硕的高黎
贡羚牛悠闲地在山坡上采食。它们的
角向后弯曲，全身覆盖着棕黄色的毛，
行动机警敏捷。

这是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泸水管护分局成立以来，首次以视频、
图片的方式记录到高黎贡羚牛的活动
现状，填补了这一区域长期以来羚牛影
像资料的空白，对这一物种后续的保护
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何贵品和
六普的巡山之路还会继续下去。一路上
都有惊喜，是何贵品巡山时最幸福的感
受。“一种花，我一开始不知道它叫什么，
就把它拍下来去查、去问，时间长了，不断
地积累。再见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它认识
我了，我也认识它了，感觉很亲切。”何
贵品说，“无论山路多难走，路途多遥
远，我都会尽力保护好这片净土。”

何贵品和队员们在巡护何贵品和队员们在巡护。。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巡山高黎贡：大山里有我的快乐

本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
召开云南省野生动物保护地方标
准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亚洲象、
滇金丝猴、绿孔雀 3 种野生动物
保护 20 项地方标准。此举实现
了云南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领域
标准化工作“零”的突破，对加快
推进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体
系建设、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管
理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
林业和草原局致力支撑和引领野
生动物的科学保护工作，与中国
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亚洲象 研 究 中 心 等
21 家 标 准 起 草 单 位 一 道 ，聚 焦
云 南 特 有 的 珍 稀 濒 危 野 生动物
亚洲象、滇金丝猴、绿孔雀 3 个旗
舰物种，针对野生动物救护放归、
种群监测、饲养繁育、检疫检测、
遗传资源保护等瓶颈问题，通过
总结、优化数十年工作经验，首次
以标准的形式提出了科学操作方
法和实施路径，起草制定了《亚洲
象野外救助技术规程》等 20 项地
方标准。标准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

发布，填补了亚洲象、滇金丝猴、
绿孔雀等野生动物保护标准空
白。

本次发布亚洲象保护地方标
准 3 项，滇金丝猴保护地方标准
10 项 ，绿 孔 雀 保 护 地 方 标 准 7
项。其中，《亚洲象野外救助技术
规程》从管理组织和救助技术两
方面入手，规范了亚洲象野外救
助工作流程和要求；《亚洲象野生
种群监测技术规程》明确了监测
对象、监测内容，统一了监测指
标，为云南省今后科学开展监测
工作提出了合理程序和技术方
法；《亚洲象人工辅助育幼技术规
范》则针对亚洲象孕期长、亲本育
幼难等关键问题，提出了一整套
可借鉴的人工辅助育幼的科学方
法。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赵永平认为，这一系列
标准的发布实施，有利于提升野
生动物资源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有利于先进技术在野生动物保护
领域的推广应用，有利于提高野
生动物繁育救护和疫源疫病监测
防控能力，有利于增进社会公众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关注支
持和广泛参与。

云南推进野生动物保护标准化
集中发布 3个野生动物保护 20项地方标准

本报综合报道 10 月 12
日，记者从《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获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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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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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
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
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
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据悉，国家公园是指由
国家批准设立，以保护具有
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
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
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
陆域或海域，是我国自然生
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
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
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国
家公园建设坚持生态保护第
一、坚持国家代表性、坚持全
民公益性三大理念。

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公布
保护面积达 23万平方公里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
江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之称。拥
有冰川雪山、高海拔湿地、荒漠戈壁、高寒草原草甸等高寒生
态系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大熊猫国家公园：保存了大熊猫栖息地面积 1.5 万平方公
里 ，占 全 国 大 熊 猫 栖 息 面 积 的 58.48%，分 布 有 野 生 大 熊 猫
1340 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量的 71.89%，是世界生物多样
性热点区。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亚洲温带针阔混交林生态系统
的中心地带，是我国境内规模最大且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野
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定居和繁育区域。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拥有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
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
海南长臂猿的全球唯一分布地，也是热带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武夷山国家公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拥有同纬度
保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以
及特色丹霞地貌景观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最著名
的生物模式标本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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