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新污染物的特点、可

能导致的健康危害以及引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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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最薄弱的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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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而野生动植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月 3日，北京市有关部门表示，北京陆生脊

椎野生动物已从 1994 年的 461 种增加到现在的

500 多种。北京已成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丰富的

城市之一。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

度，《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的决定》发布，长江流域实行重点水域十年禁捕，

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和迁地保护成效显著，朱鹮

濒危等级由极危降为濒危、野生大熊猫从濒危等

级降为易危。

我国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自然分布

的野生动物中，有脊椎动物约 7300余种，已定名

昆虫约 13万种，其中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等 400

多种野生动物为我国特有。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

说，我国创新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方式，建设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各类保护地总数达

1.18万个，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领海的 4.1%，

有效保护了 90%的植被类型和陆地生态系统以

及 85%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

崔书红说，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

工程实施方案（2015—2020 年）》，基本摸清了

我国生物多样性状况，全国划定的 32 个陆地、3

个海域，共 35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约

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 29%，还发现了新种和

新记录种 50 多个，健全和丰富了我国生物多样

性“家谱”。完成了 34450 种高等植物、4357 种

脊椎动物和 9302 种大型真菌濒危状况评估，构

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管数据库，初步形成了

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在全国建立 749 个

以鸟类、两栖动物、哺乳动物和蝴蝶为主要观

测对象的观测样区，每年获得 70 多万条观测数

据，动态掌握了典型区域物种多样性变化的第

一手数据。

2020 年 5 月到 7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

展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

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检查

报告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食用性人工繁育野

生动物产业转产转型问题较为突出、相关名录亟

待调整完善、执法监管机制存在漏洞、栖息地保

护管理有待加强、野生动物致害情况时有发生、

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说，一些

野生动物栖息地受到不同程度的侵扰、破坏、

污染、割裂，造成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面积缩

减、质量下降、功能衰退，已成为导致野生动

物资源减少和部分物种陷入濒危状态的重要

因素。

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获保护

为更科学有效地保护野生动物，强化物种

拯救、打击乱捕滥猎及非法贸易、提高公众保

护意识，今年 2 月 5 日，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

部联合公布了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新《名录》给濒危野生动物带来新希望

当今社会已进入利用科技手段保护野生动

物的新时代。东北虎是世界最大的猫科动物，为

了让那些濒临灭绝的“大猫”能够回归故土并繁

衍生息，2017 年，在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

爷岭南部区域建设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里

共有 1.4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森林，是美国黄石公

园的 1.6倍。

想保护好东北虎豹，就要对虎豹种群的分

布、人类干扰因素、栖息地状况、与虎豹共生的伴

生物种等都开展充分的研究。“研究之初，科研团

队耗费大量人力，依靠双脚翻山越岭，架设红外

相机，并定期更换数据卡和电池，最终到手的数

据往往是半年甚至更久之前的影像，监测数据不

能及时获取，导致保护工作难以高效开展。”国家

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副主任、东北虎

豹生物多样性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

冯利民说，如今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成了“天

地空”一体化生态感知监测体系，这是全球首个

全域覆盖、实时高效的“天地空”一体化自然资源

监测、评估和管理系统。

这套监测体系分为野外信息采集、实时传

输、数据分析处理三层架构，华为等打造的 700M

有线无线融合的 LTE承载网络，起到关键作用的

系统底层。这张网络可完成红外野保相机图像和

高清视频的实时回传，土壤、水质、空气等传感器

的生态因子采集回传，以及实时查询护林员巡护

轨迹，实现护林员视频或语音实时对讲等。

“千里之外的各种数据实时回传，人工智能

能帮我识别动物种类，大数据分析告诉我们种群

和栖息地现状。这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一个巨

大的改变。”冯利民说。

截至目前，东北虎豹公园已完成了 95 个基

站建设，通过人工智能分析有价值的影像资料超

过 200 万条。华为 TECH4ALL 办公室执行总

监、科技守护自然领域负责人邢振超说，数字技

术解决了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巡护靠走、通讯靠

吼、采集靠手、识别靠瞅”等难题。

“科技提高了巡护效率，把人类活动对自然

的干扰降到最低，随之而来的野生动物数量以及

整个生态系统完整性提升得非常快。”冯利民说，

如今，东北虎豹整个种群不仅稳定，数量呈现持

续增长态势，在珲春地区实现了“众山皆有虎”，

这显示了现代化科学力量能极大促进自然保护

的效果。

科技手段高效助推生态恢复

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共列入野生动物

980 种和 8 类。这是《名录》自 1989 年 1 月发布

施行以来，首次迎来大幅调整。新公布的《名

录》把原《名录》物种全部予以保留，其中豺、长

江江豚等 65 种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

国家一级，熊猴、北山羊、蟒蛇 3 种野生动物因

种群稳定、分布较广，由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调整为国家二级；新增 517 种（类）野生动物，

其中，大斑灵猫等 43 种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狼等 474 种（类）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

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蒋

志刚说，30 多年间，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形势发生

了很大变化。一些濒危野生动物得到有效保护，

濒危程度得以缓解，部分野生动物濒危程度加

剧，还有一批新的珍贵、濒危物种随着研究的深

入被发现，需要及时保护。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

教授张伟说，我国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比

如为 300 多种濒危野生动物建立了稳定的人工

繁育种群，物种保护能力越来越强。

纳入国家重点保护范围、保护级别升级，意

味着对物种的保护力度将明显加大，这对种群和

栖息地逐渐恢复具有重要意义。“保护级别不同，

还意味着法律上针对打击盗猎、非法走私、非法

贩卖等有不同的量刑标准。”蒋志刚说，《名录》调

整，给一大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带来新的

契机。

6 责任编辑 罗朝淑

2021 年 3 月 7 日 星期日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视 点
I N S I G H T S

如今的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建成了“天地空”一体化生

态感知监测体系，千里之外的

各种数据实时回传，人工智能

还能帮助识别动物种类，大数

据分析告诉我们种群和栖息地

现状。

冯利民
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
中心副主任

我国“十三五”空气质量约束性指标已全面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

蓝天保卫战将有何新目标、新行动？在生态环境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说，“十四五”空气质量约束性指

标设置方面，将有 PM2.5、优良天数、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基

本消除重度污染天数这五项。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2020 年，未达标地级

及以上城市 PM2.5平均浓度比 2015年下降 18%，全国优良天数比率比 2015

年提高 3.3 个百分点。在“十四五”空气质量约束性指标方面，将坚持

PM2.5、优良天数这两个指标，但 PM2.5是针对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不

只是未达标城市。“十三五”期间，与空气质量相关的总量控制指标是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当前二氧化硫污染已基本解决，将换成 VOCs的指标。

刘炳江说，重污染天数是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大气问题之一。“十

三五”期间，全国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占比从 2015 年的 2.8%下降到 2020

年的 1.2%；重点地区改善更加明显，重污染天气占比从 5%下降到 1.9%，其

特征改变也较为明显，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峰值大幅降低、范围相对集中。

生态环境部分析了全国重污染天数的构成，频发的主要地区是京津

冀、汾渭、东北和西北地区，不同区域的重污染天气成因也不尽相同。刘

炳江说，京津冀和汾渭平原主要是燃煤多、车多、工业集聚；东北地区的控

制重点是秸秆焚烧。同时，东北地区散煤治理还在路上。西北地区主要

是部分城市产业布局不合理，加上沙尘暴影响等。

“结合上述分析，想要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就要科学制定‘十四五’

时期各地的重污染天数下降指标，严格考核。并根据各地重污染天气的

不同成因下达不同目标，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刘炳江说，要

标本兼治、强化治本措施，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治理卓有成

效，其治本措施主要是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东北地区需要把秸秆综

合利用率提上来，西北地区要加强产业布局调整。还应科学开展重污染

天气应急演练，重点地区的 27.5 万家涉气企业，均坚持行业绩效分级、分

类施策，每家企业都应明确重污染应急时需采取的差异化应急减排措

施。“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部将指导东北、西北等地区，继续完善重污染

应急减排清单，涉气企业全纳入，提高预测预报水平等，共同努力，把人为

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尽可能消除掉。

当前，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高、体量巨大，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

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措施也是减少

碳排放的措施。刘炳江说，“十四五”时期，将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

抓手，把降碳作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在推动结构性节能、遏制“两高”

行业扩张、助推非化石能源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十四五”时期，还将

坚持增天然气减煤、以电代煤，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提升轨道化、电动

化和清洁化水平。

“十四五”蓝天保卫战需

科学制定重污染天数下降指标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和各类化学品的大量生

产使用，一些新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

危害正逐步显现。

抗生素、止痛药、防晒霜的有效成分……这

些原本只该存在于药箱和化妆盒里的药品和化

学物质，近年来却经常在河流、土壤、近海等自然

环境中被检测出来。

香山科学会议召开的以“新污染物的健康

风险及防控对策”为主题的第 S59 次学术讨论

会上，与会专家围绕新污染物的定义、环境过

程、毒理学研究及健康效应机制等议题进行了

深入讨论。

新污染物种类繁多，涵
盖不同领域

所谓新污染物，一般是指新近产生的、人工

合成或自然存在的化学品或微生物，其在环境中

存在的浓度可引起已知或可疑的毒性作用与健

康危害。

在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看来，新污

染物具有一些共性特征。“绝大多数新污染物是

目前大量生产和应用的化工产品，生产量大，尚

未有效控制其生产和环境排放；同时，对污染的

来源、迁移等特征仍缺乏认知；更重要的是，缺乏

对新污染物的毒性作用、生态风险和健康危害的

基础研究以及科学评估。”江桂斌说。

新污染物种类繁多，涵盖生活消费、工业生

产等不同领域，如各种各样的阻燃剂、灭火剂、增

塑剂、密封剂、润滑剂、涂料、药品、个人护理用

品、卫生保健品中含有的一些关键成分与组分。

目前，部分新污染物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科学数

据，已经或即将被国际公约和各国环境监管部门

列入优先管控名录。

与传统污染物相比，部分新污染物具有较强

的环境/生物持久性、明显的生物富集性、可以进

行长距离全球迁移等特性，能够对人体健康和生

态环境构成危害。

其引发疾病的分子机制
仍是国际性难题

目前，新污染物的特点、可能导致的健康危

害以及引发相关疾病的分子机制仍是一个国际

性科学难题，是新污染物研究最薄弱的环节之

一。近年来，我国在新污染物方面的研究进展迅

速，但整体上，对新污染物的全面研究布局不够，

对如何更好地控制其带来的未知风险仍存在认

知不足。

“我国面临着复杂的环境问题，新污染物造

成了新的环境问题，多种污染物共存、污染效应

叠加所引发的环境污染及健康风险问题也更为

错综复杂。”江桂斌强调。

针对新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存量较高，有关

生态风险、健康风险和毒理基础数据不够系统

等问题，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宜瑜表示，我国新污染物的环境暴露与健康

危害机制与发达国家差异显著，不宜照搬国外

研究模式与结论。需要深入分析我国新污染

物环境暴露与健康效应研究的现状与不足，明

确未来发展方向。

江桂斌建议，根据我国环境污染的特点，

针对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研究的方法学、污染

物暴露与健康结局的关联、健康损伤机制等关

键科学问题开展工作。针对目前我国新污染

物基础研究和环境污染防控等方面存在的一

些问题，他表示，要“全球格局，依靠科学，实事

求是，力戒炒作”，应该切实加强学术界与环境

管理的沟通，加强环境管理与企业界的沟通，

保护我国化工产业，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

的平衡发展。

新污染物治理，我国应有自己的路线图

我国已建成我国已建成 35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保护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 科技与法律一个都不能少科技与法律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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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讯 （记者刘奕湛）最高人民法院 3 月 3 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司法解释明确，原告主张被告故意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且

情节严重，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

处理。司法解释所称故意，包括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恶意。

据介绍，民法典规定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为“故意”，商标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规定为“恶意”。实践中，构成“故意”还是“恶意”很难严格区分，

故对“故意”和“恶意”作一致性解释，防止产生“恶意”适用于商标、不正当

竞争领域，而“故意”适用于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的误解。

为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遏制侵权的重要作用，立足知识产权审判实

际，司法解释将参考原告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所确定的赔偿数额作为基

数的一种。同时规定，对于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将依据民事诉讼法追

究法律责任。

此外，为确保正确实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避免实践中的滥

用，司法解释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将专题发

布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典型案例，以便进一步准确把握司法解释条文

的含义，指导各级法院正确适用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对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故意、情节

严重的认定，计算基数、倍数的确定等作出了具体规定。通过明晰裁判标

准，司法解释将指导各级法院准确适用惩罚性赔偿，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

权行为。

侵害知识产权案件中

“故意”和“恶意”含义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