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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凤

环保时空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曾 茜

长江江豚的种群状况是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

要指标。一年来，在长江中游的宜昌、武汉，下游的南京等多

地，市民目击到的长江江豚身影越来越多。镜头中“微笑”的

江豚不会知道，它们能畅游长江，是因为“长江大保护”为其

筑起了生态屏障。

◎本报记者 张景阳

生 态
E C O L O G Y

“咔嚓”“咔嚓”……一阵紧密的快门声之后，

60 岁的江苏省南京市市民武家敏迫不及待地翻

看着相机里的江豚照片。3月 18日，这位南京江

豚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在南京市下关滨江的“江

豚网红打卡地”，又一次邂逅长江江豚。这已经

是武家敏拍摄江豚的第十五个年头。

“以前江边有很多工厂、破船，还有人钓鱼、撒

鱼网电鱼，江豚都不敢靠岸，我只能偶尔拍到一些

远处江豚的画面。但最近一年，江边的散乱差不

见了，到处是绿树，现在江豚在江面上出现的频率

越来越高，而且离岸特别近，我经常能拍到它们跳

跃、追逐的照片，有时江豚几乎要游到岸边了。”

嘴巴有一定弧度，天生一副“微笑”表情的江

豚，被人们称为“微笑天使”。武家敏镜头中“微

笑”的江豚不会知道，它们能畅游长江，是因为

“长江大保护”为其筑起了生态屏障。2021 年 1

月 1 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十年禁

渔”。2021 年 3 月 1 日，我国首部流域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

法）实施。

作为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长江江豚的

种群状况是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一年来，在长江中游的宜昌、武汉，下游的南京等多

地，市民目击到的长江江豚身影越来越多。

如何让“微笑天使”的笑容更灿烂？近日，多

位专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在

建设水下声学监测网络、扩大监测范围、优化江

豚自然保护区布局、细化保护区管控措施等方面

尚需加强。

“现在长江中的大型物种基本只剩下江豚

了，白鲟、白鱀豚、中华鲟已经灭绝，或极可能灭

绝，有的物种多年未监测到自然产卵。”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研究员、武

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秘书长王克雄对科技日报

记者说。而了解江豚生存环境的人，都能理解王

克雄为何对这个小生灵有特别的情愫。

2017年，在历时 52天的“长江江豚生态科学

考察”后，农业农村部发布，此次考察估算长江江

豚数量仅为 1012 头，其中，干流约为 445 头。长

江江豚是长江特有的大型物种，是长江的“女

儿”，仅生活于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与之相通的洞

庭湖、鄱阳湖，也是全球重要的珍稀淡水鲸类物

种之一。2021 年 2 月，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将长江江豚由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调整为国家一级。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施“十年禁渔”后，

王克雄所在的鲸类保护生物学学科组频繁开展

长江生态科考，王克雄欣喜地发现，这一年来，长

江变了。

“长江近岸带的水下噪声点减少了，主要是

无序的港口码头被整治和取缔了，有些地方还被

尽可能还原成比较自然的岸带，这些地方通常是

缓坡水域，江豚目前能利用这些近岸带水域栖

息。”王克雄同时告诉记者，现在江豚也可以更大

范围地跟随鱼类自由活动了，“长江渔业活动被

禁止了，传统的渔业区域被恢复成江豚的活动区

域，在汉江、赣江等水域均出现了江豚活动，并有

江豚长期栖息。”

王克雄所言非虚。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

渔第一年，江豚屡屡在长江多个江段现身。在武汉，

城区江段多次出现江豚踪影；在荆州，石首天鹅洲长

江故道，江豚群体不断扩大；在汉江潜江段，近30年

来第一次出现了江豚的身影；在南昌扬子洲镇，赣江

水域频现江豚携幼崽同游；在上海，东风西沙水库周

边水域也再次出现了江豚……

长江变了，江豚可以自由活动了

由于人类活动影响，长江江豚一度生存环境

恶化、饵料资源短缺。近年来，我国开展长江江

豚的种群保护及栖息地环境监测，在长江干流及

两湖建立了 8处原生地自然保护区，在长江故道

建立了 3处迁地自然保护区和 1处半自然迁地保

护区，在人工环境和网箱中建立了 2个繁育保护

群体，在实验室条件下开展离体细胞培养和保

藏，为江豚保护织就一张有温度的网络。

“江豚是处于水生生物食物链顶端的物种，

它的种群演化，是生态环境的终极体现，保护江

豚，就是保护长江生态系统。”南京师范大学教

授、豚类研究专家杨光说。

随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提

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流域垂钓管理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长江十年禁渔计

划》，以及长江保护法等政策法规的出台，江豚

成为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的

直接受益者。

“以前，在江豚自然保护区、湖区、长江干

流等水域，不时有江豚被钓钩、钓线伤害。这

一年来，江豚自然保护区禁渔，尤其是禁止钓

鱼、捕捞，为江豚提供了更多的饵料资源，避免

了江豚被渔船螺旋桨、钓钩等伤害；此外，港口

码头、航道整治等涉水工程，尤其是保护区核

心区的工程建设受到更严格的限制，避免了核

心 区 工 程 建 设 对 江 豚 自 然 栖 息 地 的 不 利 影

响。”王克雄说。

在 全 国 各 地 ，围 绕 长 江 与 江 豚 保 护 的 新

规、举措也频频出台。长江保护法实施 1 个月

后，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同步施行《关于促进和

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的决定》；武汉市政府、

武汉市农业农村局与水生所合作共建了长江

江豚繁育保种技术研究中心，以促进长江江豚

的保护研究和保护技术发展；农业农村部长江

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武汉白鱀豚保护基

金会等机构，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先

后建立了 9 所守护江豚示范学校，让保护长江、

保护江豚的理念在孩子们心中扎根……

改善生态环境，织就有温度的保护网

常年从事江豚保护研究的王克雄认为，江豚

的长期监测还缺少技术和资源投入。

“目前主要是通过影像设备监测人类活动、

水面上的航行情况和渔业活动等，无法直接监测

水下活动的江豚。”王克雄说，江豚 95%以上的时

间生活在水下，影像系统不可能经常看到它们，

但它们时刻在水下发声，这些声音能被监听和记

录到，通过水下声学监测网络能有效监测长江江

豚，了解它们的位置和活动等情况。虽然现在个

别保护区已经开展了江豚声学实时监测和预警，

但监测点数量太少。

建立自然保护区以恢复江豚生存的自然环

境, 保护其重要栖息地, 是长江江豚保护的又

一有效措施。但目前多数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

内一般都有一个或多个核心区, 多个核心区之

间由缓冲区及实验区相互连接, 依次排列。王

克雄认为，这样的功能区划并不符合长江江豚的

分布规律, 也不能完全满足其栖息地保护的需

要，有待调整。

在长期的调研中，王克雄等学者还发现，过

去为了防洪需要，在长江近岸建立了许多民垸，

导致长江涨落带的湿地变成了永久的陆地。学

者们建议，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和尝

试拆除部分小规模的民垸，恢复近岸涨落带湿

地，扩大长江水生生物的栖息地。

长江是横贯中国东西的水运大动脉，素有

黄 金 水 道 之 称 ，这 里 航 运 发 达 ，船 只 穿 梭 不

息。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原院长周健民表示，

在江豚核心保护区应禁止一切人为干扰，在保

护区边界要设立醒目的航标、禁航、限航和禁

鸣标志，规范船只的航向、航线和航行密度。

在江豚活动频繁的水域设立警示牌，提醒过往

船只注意避让，并要求沿航道低速行驶，禁止

鸣笛、排放污水。

长期监测，还需提升技术、加大投入

筑起长江生态屏障筑起长江生态屏障
让让““微笑天使微笑天使””笑容更加灿烂笑容更加灿烂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祝华）记者 3月 25日获悉，由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与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政府指导、电网主建”方式共同打造的海

南应对气候变化智慧管理平台（以下简称海南智慧平台）上线发布，双方

还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建立数字赋能的智能管控体系、构建海南低碳

清洁能源体系、打造新型电力系统海南范本、服务海南应对气候变化、助

力海南以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等 5 个方面开展战略合作，力争打造

服务国家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的典范工程，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与气候治理作出海南贡献。

海南智慧平台是全国首个政企合作建设的省域“应对气候变化智慧

管理平台”，目前已实现省级、市县级两个层面，年度、月度和每日三个维

度，产业、行业两个角度以及清洁能源、电能替代两个领域的碳数据测算，

初步形成了“高频率、多维度、高精度”的碳排放统计核算监测体系，可定

期形成《海南碳情观察》简报，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有迹可循”。

海南智慧平台未来将不断拓展“电力观碳”应用场景，统筹气候风险

评估、污染源工况在线监控、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碳金融创新等功能，为助

力自贸港重点产业发展、践行“双碳”目标、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

供有效支撑。

海南政企合建管理平台

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有迹可循”

3月25日，在清水入江武汉江夏污水处理厂智慧水务控制中心（以下简

称智慧水务中心），电子显示屏直观呈现了污水从流入到“洗白白”的全过

程，4名工作人员端坐中控台前，整个污水处理厂运营情况便了然于胸。

智慧水务中心的“智慧大脑”不仅能给各类预警及异常提供解决方

案，而且还能对设备运行提出优化建议，提升其运行稳定性和抗风险能

力，且能大幅降低人工投入。

“智慧水务技术理论上可减少污水处理厂 60%的运维人员，未来实现

污水处理厂无人值守也不是问题。”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IT技术总监张辛平介绍。

传统曝气方式依靠工人凭经验手动控制，如果曝气量不足，会导致工

艺运行恶化，出水水质排放超标；若曝气量过多，会导致高能耗，造成运行

成本增加。针对这一痛点，基于大数据和神经网络算法，江夏污水处理厂

建立了“前馈+模型+反馈”的多因子智慧曝气控制方式，精准控制曝气

量，高效又环保，可省电 15%。

管网漏损，是城市水资源管控的另一大痛点。如何找出隐蔽在地下

的漏点，减少泄漏损失？“管控漏损是智慧水务技术助力节水爱水护水的

重要举措之一。”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杨书平

介绍，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智慧水务技术，充分发挥水环境治理领域的领先

技术优势，正在再生利用、污水处理、防洪排涝等多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把污水“洗白白”

武汉智慧水务有绝活儿

提到碳汇，人们很容易想到森林，而草原碳

汇的作用往往会被忽视。科技日报记者日前了

解到，经过生态修复治理，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

的敕勒川草原每年每公顷草地固碳 1.5 吨左右，

释放氧气量 2.8吨左右。而我国草原每年实现固

碳量约 6 亿吨，在增强生态系统碳储量、促进全

球碳循环及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筛选高固碳、低能耗植物

固碳一般有两种，一是地表的生物量吸收，

二是根系和土壤的碳储存。

草原植物是固碳的重要载体，例如，被称为

“牧草之王”的苜蓿，单位叶面积固碳量为每天

44.72 克/平方米，释放氧气量为每天 32.52 克/平

方米，苜蓿能通过其自身地上有机体固定大量的

大气二氧化碳，且与它共生的根瘤菌，固碳的同

时还能固氮，增加土壤肥力。具备抗旱、耐寒等

特性的冰草，固碳量为每天 9.96克/平方米，不仅

能用于生态修复，且草质优良、柔软、适口性好，

幼嫩时是羊、牛、马、骆驼的优质饲料。还有“草

原卫士”芨芨草，具有节水、耐旱、耐寒、耐盐碱等

特点，早春幼嫩时，动物爱吃，晚秋成熟时，可用

于造纸、造丝，又可编织筐、草帘、扫帚等，还可改

良碱地，保护渠道及保持水土。

蒙草生态集团（以下简称蒙草）科研团队在

长时间评价筛选多种草原植物抗逆性的基础上，

将耐瘠薄、耐盐碱、节水、抗旱等抗逆性优良的草

原植物，广泛应用于敕勒川草原、乌拉盖草原、乌

珠穆沁草原等退化沙化草原修复实践中，在可持

续性提高草原植被成活率和修复效果的同时，筛

选出“高固碳、低耗能”的“特种草”植物，充分发

挥草原碳汇的重要价值。

恢复草原植物多样性

研究显示，较高的土壤碳储量与该时期地上

生物量和地下根系生物量以及物种多样性有关，

植物多样性极大地提高草地碳捕获率和碳贮存

率。如果在草原生态恢复过程中，使用单一品种

进行草地恢复，或营造单一的景观，不仅生物多

样性水平低，而且还会造成固碳能力的降低。

在敕勒川草原修复过程中，蒙草科研团队运

用生命共同体理念，应用一年生与多年生的豆科

和禾本科植物品种进行混播，开展多样性建植，

通过人工干预与自然恢复相结合的方式，改良土

壤、重建植被群落。经过多年的修复，这里从荒

漠、砂石滩，变为绿草如茵、野花盛开的草原，60

多种植物和一大批动物、昆虫回归草原，生物多

样性逐渐恢复。

位 于 呼 伦 贝 尔 草 原 区 的 扎 赉 诺 尔 矿 山 ，

1902 年就已经开始开采，土地早已无法利用，

植物也极难生长，矿山被戏称为当地的“火焰

山”。蒙草科研团队选取具有抗寒、抗旱、抗贫

瘠、抗盐碱、生长快、成活率高等特点的乡土植

物，对扎赉诺尔矿山进行了生态修复。修复后

的矿区各种原生植物恢复生长，植物种类由最

初的 10 多种增加到 70 多种，每年每公顷土地

能够固碳 1.5 吨，扎赉诺尔矿山也从生态负资

产变成了生态净资产。

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实施退化草

原修复 2.3 亿亩，每修复一亩草地约固定 0.1 吨

碳，草原固碳潜力巨大。但是，草原碳汇还没有

像森林碳汇一样有相关的标准，无法进行核算和

评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蒙草

董事长王召明建议，构建国家草原碳汇标准体

系，核算草原碳汇价值、支撑草原碳汇的开发和

利用。

内蒙古敕勒川草原修复：
将每棵小草的固碳力发挥到极致

草原在增强生态系统碳

储量、促进全球碳循环及减缓

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经过生态修复治

理，内蒙古敕勒川草原每年每

公顷草地固碳 1.5 吨左右，释

放氧气量2.8吨左右。

1.5吨

在湖北省宜昌市江边在湖北省宜昌市江边，，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肖艺九摄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蕴）3月 25日，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

动植物保护处获悉，今年 1 月下旬，青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以下简称观

鸟协会）联合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专家，在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北川

河片区开展鸟类多样性调查时，拍摄到一只疑似中华秋沙鸭雌鸟。3 月

中旬，观鸟协会工作人员再次前往调查区域调查时，发现普通秋沙鸭群中

混居着一只外形略有不同的秋沙鸭，经专家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中华秋沙鸭。这也是自《青海经济动物志》有记录以来，30多年后

再次记录到该鸟种。

中华秋沙鸭属雁形目鸭科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濒危物种。该鸟对周边环境极其敏感，是典

型的河流生态指示物种，此次在青海湟水流域被发现，说明这一流域生态

环境良好，食物来源丰富，干扰因素少，适合中华秋沙鸭停歇栖息。

近年来，青海不断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调查监测力度，充分发挥观

鸟协会等社会公益组织作用，持续开展了以鸟类调查监测为主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研究工作。通过对全省重要区域鸟类种类、数量、分布以及栖息

地环境的调查监测，初步掌握了青海省鸟类基本现状。近年来连续记录

到细嘴鸥、小黑背银鸥、北极鸥、蓝胸佛法僧等一些鸟种，为青海生物多样

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和青藏高原生态文明

新高地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时隔30余年

青海再现中华秋沙鸭

青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拍摄到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
沙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