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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依托省水产科学研究

院成立了水产种质资源库，开展水

产种质资源活体、标本、细胞和基

因等遗传材料的收集、保存、利

用。目前已保存黄河鲤鱼、黄河鲇

鱼、拟鲿、黄尾鲴等水产种质资源

33种、种质材料2万份。

3 月是黄河雅罗鱼的繁殖期。4 月 15 日，科

技日报记者获悉，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二级教

授、河南省水产种质资源库负责人赵道全刚刚带

领团队完成了该珍稀鱼种的繁育工作。

近年来，黄河珍稀鱼类的保护和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的改善日益受到重视。

今年 2 月起，黄河中下游迎来史上最长禁

渔期。黄河河源区及上游重点水域从 2022 年

4 月 1 日 起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实 行 全 年 禁

渔；黄河宁夏段至入海口禁渔期延长一个月，

由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延长至 7 月 31 日。河

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刚说：“调整黄河

禁渔制度，为保护黄河珍稀鱼类资源开了一

个好头。要统筹治渔与治污，努力恢复黄河

水生生物多样性，多方共同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据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黄河流域栖息的

鱼种数达 190 多个，不乏黄河刀鱼、北方铜鱼、

黄河鲤鱼等知名鱼种。2007 年，黄河干流及主

要支流的鱼种数下降到 78 种，超过一半的鱼种

消失不见。2016 年发布的《中国脊椎动物红色

名录》显示，24 种黄河土著鱼处境堪忧，其中 4

种被评为极危，10 种被评为濒危。

保护黄河珍稀鱼类，恢复生物多样性已刻

不容缓。

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2015 年，河南省依托省水产科学研究院成

立了水产种质资源库，开展水产种质资源活体、

标本、细胞和基因等遗传材料的收集、保存、利

用。目前已保存黄河鲤鱼、黄河鲇鱼、拟鲿、黄尾

鲴等水产种质资源 33种、种质材料 2万份。

在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二层标本室，8

个标本陈列柜上 1400 个瓶瓶罐罐静静地矗立

着。“看，这瓶里装的标本就是北方铜鱼。”河南

省水产科学研究院科研科科长王延晖介绍说，

它肚子大，隆起的脊背很高，胸鳍较大，远远望

去就像一只鸽子，所以又被称为“鸽子鱼”。

提起北方铜鱼，赵道全也充满惋惜，这种

鱼在上世纪 60 年代以前是黄河中游的主要经

济鱼类，后来由于过度捕捞、黄河水质污染和

水利工程建设等原因，数量逐渐减少。“假如当

时我们就有种质资源活体库，把珍稀物种保藏

起来，通过人工繁育和扩繁的手段扩大种群，

或许今天在黄河流域还能看到它的身影。可

惜的是，当时没有种质资源库，北方铜鱼目前

已经灭绝了。”赵道全说。

大鲵、中华鲟、淇河鲫、暗纹东方鲀……在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标本室，目前珍藏了黄

河、长江、淮河和海河四大流域鱼类标本 135

种。“这个标本室是河南省水产种质资源库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大部分标本都在国家水

产种质资源平台上进行了登记。”王延晖表示，

目前标本室主要用于展示珍稀鱼种的形貌，也

保藏了一些珍稀鱼种的组织，待将来技术成熟

可以做进一步科学研究。

“有了种质资源库，通过人工扩繁手段可

以 增 殖 放 流 ，增 加 野 生 资 源 ，恢 复 生 物 多 样

性。”围绕种质资源保护，赵道全和他的团队

已经争取到“黄河中下游稀有水产种质资源

挖掘及生态修复”省科技攻关项目，在科技的

“加持”下，未来会有更多的珍稀鱼类在黄河

里现身。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

水生生物原生态生存空间日益萎缩，种群和数

量不断减少，有些品种濒临灭绝。在此背景

下，建立河南省水产种质资源库意义重大。”河

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书记康福平说，河南省水

产科学研究院将为河南省鱼类种质生产和良

种选育提供更多优质资源，为黄河流域水生态

修复和保护作出贡献。

给珍稀鱼种一个“家”

为了母亲河中稀有鱼类不再绝迹，赵道全多

年来一直守候在黄河滩区的河南省水产种质资

源库和豫西山区的河南省黄河流域伊洛河水生

生物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展黄河流域的水生

生物养护和水生态修复工作，守护着母亲河中的

千千万万生命。

拟鲿是黄河稀有鱼类，曾广泛分布在黄河流

域，但由于上游大型水库修建和水质污染等问题，自

上世纪90年代起资源量严重下降，已处于濒危境

地。幸运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赵道全发现了它。

为了人工繁殖成功，赵道全带领研究团队开展

繁殖技术研究。但是，第一年仅仅繁殖出几百尾鱼

苗。总结原因，研究团队发现要想增加繁殖量，突破

“人工精液”配制技术是关键。随后他们用了10天

时间进行了8次调整，依然不见效果。赵道全着急

地说：“这一技术攻不破，下一步无法开展，繁殖季节

不等人，要想办法攻克，必须攻克。”此后，研究团队

再次集智攻关，终于试验成功。

当年，赵道全带领团队收获黄河拟鲿鱼苗

15 万尾。他们又将 2 万尾优质拟鲿鱼种人工放

流到黄河主支流上的故县水库，河南省长垣县、

卢氏县，以及安徽、湖北等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初步显现。

万事开头难。在此之后，赵道全又带领团队

连续成功繁育了黄河雅罗鱼等稀有鱼类。黄河

雅罗鱼原本在黄河流域分布较广，但近十几年逐

步减少。为了拯救这一稀有物种，今年春节一

过，他就带领团队和学生入驻野外工作站，克服

种种困难，终于赶在这个春天的繁殖季成功孵化

出黄河雅罗鱼苗。

守护母亲河中的万千生命

赵道全介绍，近年来，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

响，天然水域水产种质资源锐减，一些鱼类品种

濒临灭绝。而缺乏种质资源保护意识的养殖生

产过程造成无序的苗种交流，污染了物种天然基

因库，许多经济物种种质遗传背景和遗传结构混

淆不清，近亲繁殖亦导致种质退化。“所以能入选

种质资源库的必须是原生土著品种和少量具经

济价值的引进种。”赵道全说。

要收集原生品种并不容易。这些年，赵道全

和他的团队跑遍了河南省四大水系及其支流。

辛苦之余也有收获。去年 6 月，赵道全在

黄河下游长垣段采样时发现了 3 条鳗鲡。“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鳗鲡每年在黄河黄海之间洄

游，上世纪 90 年代后，由于黄河经常断流及环

境变化，鳗鲡多年不见踪影。现在鳗鲡重新出

现，说明黄河生态环境正在逐步改善。”赵道全

欣慰地说。

“河南省水产种质资源库近年来连续开展的

黄河生态生物多样性增殖放流活动，是保护黄河

水生态系统、维护生物种类多样性的一项重要举

措。”河南省科技厅一位负责人说。

“当前，水产种质资源库还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是就地保藏支持不够，保藏能力弱；二是一些濒

危鱼类活体很难捕获，如大鼻吻鮈，最近两年资源

量急剧下降，已很难在黄河中发现……”赵道全不

无担忧地说，除了大鼻吻鮈，黄河鲇、黄尾鲴、红鳍

原鲌、尖头大吻鱥等也在河南省水产种质资源库

的“拯救名单”上，还有十余个种类的“黄河鱼家

族”成员亟待拯救。

“今年，黄河禁渔从 3 个月调整为 4 个月，这

是保护黄河珍稀鱼类迈出的一大步。保护黄河

珍稀鱼类任重道远，既非一朝一夕，也非一人一

力所能及，黄河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参与。”赵道全说。

黄河生态保护任重道远

科技日报讯 （记者龙跃梅 通讯员曾卓）4 月 15 日，记者从韶关市

丹霞管委会获悉，科研人员先后发表的丹霞呵叻蛛、丹霞铁马鞭、丹霞

铁角蕨、东方卷柏 4 个新物种，再次刷新丹霞山物种记录。

目前，丹霞山已知高等植物有约 2260 种，其中有 15 个植物新种是

在丹霞山发现和命名的，它们大都是丹霞地貌特有种，多为数量稀少

的极小族群。新发现的 4 个物种分别由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丹霞蜘蛛调

查项目团队、中山大学丹霞山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团队、华南植物园

和南京林业大学团队发表。

发现丹霞呵叻蛛的团队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研究人员在丹霞山砂

岩壁凹陷处发现的这种大长腿蜘蛛不仅是新物种，而且目前还确认是

亚洲特有种。这也是继广东颈槽蛇、陈氏珠毛泥甲、肖氏乌牙甲和东

方异节牙甲后，在丹霞山发现的第五个动物新种。

中山大学研究团队深入丹霞山无人区攀绝壁下深谷，在极为原生

态的特殊栖息地发现了多个新物种的线索。其中，丹霞铁马鞭生长于

海拔 270 米至 310 米的山顶灌木丛中，每年 6 到 10 月盛开淡紫色小花，

目前全球仅在广东丹霞山有小范围分布。该团队还发现了被称为复苏

物种的东方卷柏，这也是继丹霞梧桐、霞客麟毛蕨之后确定只分布在

丹霞地貌区的又一个地貌特征指示种。

丹霞铁角蕨生长在海拔 100—300 米常绿阔叶林间的丹霞岩洞。

发现该新物种的华南植物园专家团队认为，该物种目前只在丹霞山特

殊生境中发现，且现保存的数量稀少。科学家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的物种评价标准，暂时将该物种评估为极危种。这已是继霞客麟毛蕨

后在丹霞山发现和命名的第二个蕨类新种。

近年来，丹霞山已发现 20 余个动物、植物和菌物新种，且大部分新

物种仅在丹霞山或丹霞地貌区生存，一系列新物种的发现极大地提升

了丹霞山生物多样性的特殊地位和珍贵价值，为丹霞山国家公园的建

设和评估增加了珍贵的生态价值。

广东韶关丹霞山

再添4个新物种

赵道全团队人工培育的珍稀鱼类黄河雅罗鱼亲本赵道全团队人工培育的珍稀鱼类黄河雅罗鱼亲本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孙越孙越摄摄

恢复生物多样化恢复生物多样化
让珍稀让珍稀““鱼宝宝鱼宝宝””重回母亲河怀抱重回母亲河怀抱

◎新华社记者 李自良 李黔渝

丹霞呵叻蛛丹霞呵叻蛛 陆千乐陆千乐摄摄

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4月 14日公开通报 5个典型

案例，其中督察组在江苏发现，宿迁市主城区污水收集处理不到位，生活

污水直排现象较为普遍，对大运河水系水质造成威胁。督察组随机抽查

位于主城区的民便河、小白河等河道，发现均有多处污水直排口和溢流

口，排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浓度最高分别为 140 毫克/升、26.3 毫克/

升、2.3毫克/升，分别超地表水Ⅲ类标准 6倍、25倍、10倍。

生活污水和垃圾等处理处置属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范

围，此次督查组通报的案例再次敲响了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处置的警钟。

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住建部、国家卫健委《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年，城

镇环境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加快补齐重点地区、重点领域

短板弱项，构建集污水、垃圾、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设

施和监测监管能力于一体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

4 月 17 日，同济大学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教授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推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意义重大。

根据《指导意见》，应坚持系统观念，“统分结合”，推动建设一体化城镇环

境基础设施体系，即打破以往较为散乱的格局，统一规划和布局，但也要

依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及社会现状，因地制宜进行污水和垃圾等的协

同处置；“综合一体”地建设综合处置基地，即综合污水、固废、危废、医废

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等，实现环境资源、环境设施及环境污染的共建、

共治、共享，并由此推动环境治理减污降碳，改善生态环境，助力实现“双

碳”目标。

“不过，目前要实现这些目标，还面临着诸多难题，如污水收集处理及

资源化利用设施不完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能力仍需提升，固废的精细

化分拣水平和再利用技术需要提高，危废及医废的中转和应急处置能力

需要完善等。”杜欢政说。

统分结合

建设污水和垃圾综合处置设施

春天草长莺飞，层林叠染。“黔中各郡邑，

独美于铜仁。”行走在黔东铜仁市，仿佛进入一

幅山水田园画中。

贵 州“ 东 大 门 ”铜 仁 市 地 处 武 陵 山 区 腹

地。近年来，铜仁市突出保护境内的梵净山、

乌江和锦江河“一山两江”，聚力打造生态宜

居、低碳循环的“深绿城市”，走出一条城市化

与生态宜居相融共生的路子，努力成为武陵山

脉的“桃花源”。

增绿：建设绿色屏障

负氧离子 14394 个每立方米，温度 25.4 摄

氏度，清晨的梵净山仿佛是一个天然氧吧。

梵 净 山 是 铜 仁 市 建 设 绿 水 青 山 的 一 个

缩影。

近年来，铜仁旗帜鲜明打造绿色发展先行

示范区，开展了覆盖全域的绿化行动，对重点

区域的绿化面积、质量及责任进行了明确。

“绿道”。按照“一条道路、两边风景、三季

有花、四季洁美”最美通道要求，对跨越境内的

高速公路、重点国省道、重点景区公路等两侧

进行绿化美化。

“绿水”。围绕乌江、锦江河等重要江河、

重要湿地及各区县中心城区河段两岸等进行

绿化和景观提质增效。

“绿城”。山中有城、城中有水、山环水绕、

山水相依。对各区县中心城区进行绿化美化，

打造一批城市公园和市民休闲空间。

“绿园”。对国家级、省级、市级工业园区

和农业园区主要通道、山体及园区周边等进行

绿化，建设一批生态园区。

“ 绿 景 ”。 重 点 对 全 市 3A 级 以 上 旅 游 景

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

园、自然保护区等主要通道两侧及周围可绿化

地进行绿化美化。

不 负 青 山 ，终 得 青 山 。 一 张 覆 盖 全 域 的

“绿网”在全市铺开。近年来，铜仁市每年完成

绿化面积 100 万亩，森林覆盖率每年提高 1 个

多百分点，已经达 66.2%，位居全省第二位。

护绿：零容忍+高标准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是盛产锰矿的一

个县。曾经，电解锰、锰矿开采等锰产业遍地

开花，滥采乱挖导致山体遭破坏，一些河流也

受到污染。

如今到松桃县处处是山清水秀和良好生

态。该关的锰矿企业已经关了，整合后的矿企

采用的是没有污染的工艺。

像松桃县一样，铜仁市在生态污染方面是

“零容忍”，在生态修复方面是高标准。重拳治

理污染，强力整改环保问题，推动锰污染治理

和锰产业高质量发展。

整治水污染。形成“一河一策”，每条河有人

管有人治，强化河长责任，强化日常管理，推进市

域内水质 100%达标。推进节水减污工程，提高

污水重复利用率，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将距离锦江河干流

400 米以内区域划定为禁养区，对禁养区内从

事畜禽养殖的违规行为进行取缔，共拆除水产

养殖网箱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工业达标。对工业企业的节能减排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对不符合国家产能政策的“三

高”企业及“五小”企业实行迁建或关停。

依法治林。开展森林保护“六个严禁”“绿

剑行动”等执法专项行动，建立跨区域警务合

作机制，创新推行“巡回法庭”，严厉打击一批

涉林违法犯罪活动。

融绿：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铜仁把绿色、生态作为发展方向和目标，

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无论是茶、蔬、

果、菌、药，还是生猪、家禽、牛羊等，无不加上

了“生态”前缀，打上了绿色标签。

绿色为铜仁的产业发展插上了翅膀。十

大特色优势产业集聚壮大，建成茶叶、生猪两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生猪规模养殖率、特色冷

水鱼产量及黄精、百合、玉竹种植面积全省第

一，抹茶产量占全国 25%。

与此同时，“梵净山珍·健康养生”“梵山净

水·泡茶好水”“梵净抹茶·香溢天下”等品牌知

名度、市场美誉度提升，铜仁成为“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被授予“中国抹茶之都”称号。

铜仁市在“工业强市”过程中坚持高端化、

绿色化、集约化，大力推进以新型功能材料产

业集群为支撑的新型工业化，工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 7.2%，新兴产业占比从 4.8%提升至 20%，

传统产业占比从 59%下降至 47.7%。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朗溪镇东部石漠

化面积曾达 41 平方公里，占全镇国土面积超六

成。恶劣的自然环境让当地群众苦不堪言，一

度深陷贫困泥沼，“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

曾是当地的真实写照。

当地群众并未低头，过往的数十年间，他

们在石旮旯里培土，栽上果树，一点点地将荒

山变成绿野。开展石漠化治理之前，朗溪镇人

均耕地面积只有 0.2 亩，现已增长至 1 亩多。如

今，朗溪镇已建成 5 万多亩果园。

朗溪镇镇长辜大军说，近年来，当地政府

争取各类资金 3000 多万元，完善园区的基础设

施建设。园区每年的水果产量达 9000 多吨，产

值 3000 多万元，园区附近 5 个村的村民人均年

收入达 1.2 万余元。

走城市化与生态宜居相融共生之路
打造武陵深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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