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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蕴 通讯员宋秀华）记者 11 月 25 日从青海省林业

和草原局获悉，近日，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联合青海师范大学科研团队，

对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的结果显示，

2020年湟水国家湿地公园 15项生态服务价值达到 6.18亿元，2022年上升到

6.45 亿元。湟水湿地生态服务价值的逐年提升，充分发挥了湿地“城市之

肾”的生态功能，对进一步改善西宁市生态环境质量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据悉，为进一步监测湿地保护恢复建设成效，自 2020年起，在青海省林

草局、西宁市林草局的支持下，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联合青海师范大学科

研团队，针对休闲娱乐、科研宣教、固碳释氧、水源涵养、水质净化等 15项内

容，连续 3 年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系统、科学地对湿地生态服

务价值进行尝试及初探，并取得一定成绩。

青海师范大学科研团队通过野外调查、实验分析、社会调查获取一手数

据，结合高分影像数据以及历史数据，采用市场价值法、碳税法、工业制氧价

格法、费用支出法、影子工程法、成果参数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CVM）等评

估方法，计算了包括湿地固碳价值、净化空气等 15 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价

值。同时，基于断裂点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展示了湿地典型生

态系统服务的辐射格局。

西宁湟水湿地

生态服务价值达6.45亿元

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李刚健 聂港卓）近日，记者从中国有

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长勘院）获悉，该院在服务矿产开采

“安全高效绿色”方面走出新路，以生态修复技术实现了渣库复绿。

云南某冶炼厂渣库是 20世纪 80年代形成的老旧渣场，生态修复严重滞

后，下游水源受到严重污染，重金属相继超标，库区存在严重的扬尘污染。

此外，当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库内堆存浸出渣量达 55万吨，将高海拔地区

地下水污染原位管控的施工深度增加至 95米。

为此，长勘院组织技术团队攻关，通过系统水文地质勘察，开展三维地

质模拟。以自主研发的微渗透负压防渗净化技术，通过“表面防渗+垂直防

渗”，阻止地表水进入渣库，减少渗滤液处理量，有效控制污染物的外泄。该

技术避免了大面积地面沉降造成的防渗设施变形开裂。

经过一年半的精心修复，目前这片土地重回“芳草萋萋”。云南省有色

金属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出具的检测报告、怒江州生态环境局兰坪县分

局白石江段监测数据均显示云南某冶炼厂渣库地区的水质已达标。

中国有色金属长勘院

以自主研发技术实现渣库复绿

科技日报讯 （万小玲 陈科）近日，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等六部门共同

制定了《科技支撑四川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

下简称《行动方案》），旨在促进生态保护与治理相结合，实现经济转型与

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预计到 2025 年，在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

湿地保护、县城污水处理等方面，初步形成四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科技

支撑体系。

《行动方案》聚焦水源涵养功能提升等重点方向，统筹提出实现四川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的四大科技创新行动和 16 项

保障举措，为水源涵养功能提升、水安全保障、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有力

支撑。该方案对标四川省相关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

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突破，打造“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科技综合示范样

板，着力提升四川黄河流域水源涵养功能和生态环境质量，高质量建设

若尔盖国家公园，为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科技保障。

据悉，为确保《行动方案》的贯彻落实，四川省科技厅等有关部门将加强

统筹协调，建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科技创新工作协调机制，强化省级部门协

同和市州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同时，将按照职责分工，细化工作内容，建立

信息报送和跟踪评估制度，定期报送重点任务推进情况。此外，四川省还将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四川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中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科技支撑四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在 97.5%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 100%……贵州

省贵阳市白云区奋力开创生态文明新局面，从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生态系统可持续治理，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

这背后，大数据功不可没。依托大数据技术

和人才优势，白云区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

环境保护之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白云区曾经是全国最大

的铝工业基地之一，但由于铝业生产过程中会产

生废物、废气等污染物，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了一些

问题。近年来，绿水青山的时代呼唤倒逼白云区

转型。通过构建“大数据+大生态”的发展格局，将

河湖、林地、空气等全方位纳入大数据监管范围，

白云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

数据共享”，守住了绿水青山，赢得了金山银山。

推进常态化水环境治理
还湖于民

最近，尽管气温持续走低，但并没有影响白

云区市民的健身热情。七彩湖公园里，晨练的群

众络绎不绝。七彩湖畔，波光粼粼、白鹭飞翔、湖

鸭戏水，好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但过去，七彩湖曾经是让人避之不及的“臭

水塘”。

市民郭文祥回忆说，20世纪 70年代，七彩湖

所在位置原本是一片稻田，当地百姓为了谋发

展，在稻田旁边挖了 3 个鱼塘养鱼，随着鱼塘面

积慢慢扩大，便形成了七彩湖。随着经济发展，

七彩湖附近小区、商铺、人口越来越密集，而截污

管道等配套设施却年久失修，满足不了排污需

求，污水蔓延至湖内，汇聚成了一潭臭水。

2017 年，白云区下决心“还湖于民，还生态

于民”。自此，在科技的助力下，白云区根据“一

湖一策”的治理思路，对七彩湖展开了立体式整

治。控源截污、河道清淤、引流补水、生态修复、

长效管护……随着水环境质量的全面提升，七彩

湖终于再现一潭碧波。

为了常态化推进七彩湖的水环境生态治理，白

云区在七彩湖公园内安装了首台水质在线监测仪，

用大数据“哨兵”实时“盯紧”七彩湖的水环境变化，

打造大数据治理示范项目。七彩湖的水环境治理

也不再各自为政，依托大数据平台，各有关单位实现

资源整合、数据共享、问题共解，共同推动构建水环

境、人居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治理体系。

“大数据+大生态”构建
发展新格局

在以“智慧白云”大数据一体化平台为基础

建立的指挥中心里，解说员陈晶娜正向来宾演示

白云区的大数据治理之道。

若辖区内的河流出现生活垃圾或水体发生

异变等，巡查人员会及时拍照反馈到“清清河流”

系统，“清清河流”系统则会自动生成巡河台账，

并将问题反馈至区级河长和责任部门，确保第一

时间发现问题、快速解决问题。

“以前我们要了解企业的排污情况，需要

派监测人员到现场取样，然后回化验室分析

出结果，这个过程比较慢。”白云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刘英说，现

在有了大数据的助力，自动监测获取的数据

经大数据平台，会及时发送到执法人员手上，

执法人员能够第一时间进行核实与处理，这

就进一步提高了环境监管效能，让执法有的

放矢。“同时，通过对系统内的数据分析，结合

现场核查可以有效打击震慑环境违法行为，

排污单位也能够通过大数据平台及时了解自

身情况，有效提升了排污单位的环境管理和

治污水平，从而确保外排污染物长期稳定达

标排放。”

白云区城市运营维护投资（集团）股份公司

副总经理曹阳说，“智慧白云”大数据一体化平台

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入数字孪生城市理念，

以“1+2+5+N”为总体架构，打造出涉及生态环

境、社会治理和城市管理等方方面面的智慧场

景，汇聚了价值巨大的数据洪流。

“ 智 慧 白 云 ”大 数 据 一 体 化 平 台 的 时 空

“一张图”是白云区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最直

接的体现。流域“一张图”、管网“一张图”、污

水流向“一张图”、垃圾分类“一张图”……这

些针对生态治理不同场景的专题图层形成了

白云区一体化的时空大数据库，构建了具有

地上地下、动态静态一体化等特点的城市生

态资源体系，使“智慧白云”大数据一体化平

台实现“更全面的元素、更精准的标注、更高

效的调度”。

贵阳白云：大数据作“哨兵”守卫绿水青山

初冬的内蒙古林西县九佛山云雾缭绕，山下的万亩果树色彩斑斓，宛若

油画。如今的九佛山，植被覆盖率达 75%以上，原始形态较好，千年古松、翠

柏分布于险石峭壁之上，由枫、柏、桦等组成的植物风景林遍布山中。

“以前这一片都是荒山，2020年我们村也开始种植果树，群众的积极性

很高，到现在种植面积已达到 800 亩。”林西县新城子镇大金沟村党总支书

记王金堂说。

林西县的发展基础源自良好的生态恢复。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了

20 年，林西县也走过了坚持不懈防沙治沙、攻坚克难造林绿化的 20 年。在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过程中，全县坚持以山系和流域为单元，打破乡、

村界限，对各项治理措施进行整合，实现了规模治理、综合治理。在管理模

式上，采取先造后补、招投标、合同制等方式，让林场专业队、绿化公司、林业

合作社和农牧民群众多方参与。在资金投入上，改变过去仅靠项目资金和

财政投入的模式，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推动金融机构、公司、合作社等筹集的

资金一体投入。在技术创新上，根据气候特点、土地类型和水资源条件，科

学采取乔、灌、草相结合的治理措施，大力发展耐干旱、耐贫瘠、经济利用价

值较高的优良灌木树种和针叶树良种，探索推行“立杆挂线法”和“八步造林

法”等实用技术，有效提高造林成活率。

有了良好的生态基础，遵循产业强林、增绿富民的总体思路，林西县坚

持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做足“林”的

文章，发挥“长”的效能，探索“新”的机制，实现了“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

人护、责有人担”，并逐步形成了以林药、林旅为主打的产业接续发展格局，

为当地林农打通了多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新路径。

内蒙古林西县：

做足“林”文章 发挥“长”效能

近日，福建省武夷山生物研究所科考调查员

在武夷山马场洲湿地公园记录到一只灰雁，这一

发现使武夷山国家公园鸟类总数达到了 396

种。与此同时，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科研人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发现两个大型真菌

新物种——细脚小蘑菇和武夷山小蘑菇，该发现

丰富了我国小蘑菇属物种的多样性。

2021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

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

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

家公园。

其中，武夷山国家公园跨福建、江西两省，总

面积 1280 平方公里。一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

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下功夫，

逐步成为展示中国自然之美和文化之美的靓丽

名片。

记者获悉，武夷山国家公园设立后，江西片

区由原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60 平方

公里，增至现在的 279平方公里。保护区面积变

了，江西武夷人的护山初心未变。武夷山国家公

园（江西片区）坚持保护优先、生态为民、科学利

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森林资源

得到更好保护，勘界任务初步完成，科研监测成

果丰硕。

2021 年 1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下简称

国家林草局）召开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范

围区划方案专家咨询会。与会专家充分讨论后

提出划定意见：以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主体，整合毗邻的世界遗产和武夷大峡谷周边

等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区域，在科学评估的基础

上确定江西片区区划范围。

不久，国家林草局林草调查规划院会同江西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江西

武夷山管理局）、上饶市林业局、铅山县人民政

府，商议了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江西片区区划范围

初步意见，在合并两个自然保护地（武夷山保护

区、鹅湖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基础上，划入了大峡

谷周边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区域。至此，武夷山

国家公园（江西片区）范围扩编至 279平方公里。

今年，江西武夷山管理局利用高精度无人

机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范围内飞行

25 架次，飞行面积覆盖了 279 平方公里的全部

辖区，采集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高分

影像，为今后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依法

依规开展生态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江西武

夷山管理局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完成

了全部 300 处界桩（区桩）埋设工作，并编制上

报了勘界成果。

立标 保护区有了新边界

在 江 西 武 夷 山 管 理 局 局 长 范 强 勇 看 来 ，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江西一扇亮丽的窗口，而

武夷山管理局不仅要做生态文明理念的忠实

践行者，更要做国家公园的忠诚守护者。“我

们要抓住‘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

保护’这个牛鼻子，探索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

居民生产生活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永

续发展的新途径，把武夷山国家公园建成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为建设美丽中国江

西 样 板 作 出 应 有 的 贡 献 。”谈 起 保 护 区 的 工

作，范强勇眼里有光。

林子大了，什么“生物”都有。为了搞清楚保

护区里到底有什么，科研人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

（江西片区）做了一次“摸底”——综合科学考察

探索 林子大了怎么保护

11 月的桐木关，气温只有几度，过了冬至，

这里滴水成冰。左手福建，右手江西，桐木关这

个一“脚”跨两省的地方，除了是两省通衢的咽喉

要塞，如今更是成为赣闽两省携手保护园区的绿

色通道。

武夷山脉横亘江西、福建两省，山之东南为

闽，山之西北为赣。建设武夷山国家公园，是赣

闽两省的共同责任。过去的一年，闽赣两省因为

国家公园，关系更为亲密了。

2021 年 12 月，武夷山国家公园启动勘界

定 标 工 作 ，江 西 片 区 历 时 4 个 月 完 成 了 勘 界

工作，并与地方政府签订了《联合勘定的界线

协议书》。通过界定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

区，解决了界线交叉重叠、模糊不清的历史问

题，进一步优化了江西片区的边界范围和功

能区域。

与此同时，闽赣两省联合编制了武夷山国家

公园总体规划；两地林业局组织召开了闽赣两省

联合保护委员会会议，提出按照“共保、共管、共

享”的协作管理模式，继续强化联合保护、联合宣

传、联合执法、联合科研，持续完善跨省协作联动

机制。“我们将全面加强武夷山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形成推进国家公园建

设的强大合力。”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林

雅秋说。

今年 10 月，原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联合保护委员会进行了重组，成立了武夷山国

家公园（江西片区）联合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联

合保护委员会），成员增加了多个有关单位和毗

邻乡镇，多方参与武夷山联防联控。联合保护委

员会多次联合开展两栖动物调查、“爱鸟周”宣传

活动，严厉打击“驴友”非法入区、破坏林地和非

法捕猎等不法行为，共同维护了武夷山保护区及

毗邻山区森林资源的安全。近年来，赣闽两省在

联合开展生态系统保护、森林防火、科研监测等

方面也有深入合作，为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顺利建

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里，葱郁的生态

茶园生机勃勃，运用了各种创新技术种植的茶树

连片成山，以往违规砍伐、毁林种茶的现象已经

绝迹。

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国家林草局、

福建、江西协同发力，实现了福建、江西武夷山生

态系统的完整保护，并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

同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

绵延千里的武夷山脉横跨在闽赣两省之

间广袤的丘陵地带，这里群峰并立、林海莽莽，

汇集了上百座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峰，也同样

汇聚着数以万计的生灵。如今，在两省的合力

保护下，武夷山国家公园已然成了一张向世界

递出的“烫金名片”，也成了驱动地方发展的

“绿色动力”。

牵手 赣闽两省形成合力护园

勘界勘界、、摸底摸底、、赣闽联合保护赣闽联合保护

一年来一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做了这些事武夷山国家公园做了这些事

武夷山国家公园跨

福建、江西两省，总面积

1280 平方公里。一年

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在

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

生改善等方面下功夫，

逐步成为展示中国自然

之美和文化之美的靓丽

名片。

环保时空

涵盖了动植物、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内容。

考察发现，江西片区有高等植物 2862 种、脊

椎动物 581 种，确认的无脊椎动物共计 4纲 22目

174 科 1620 种，在此基础上，具有世界影响的珍

稀濒危物种“黄岗三宝”，即鸟类的黄腹角雉、兽

类的黑麂、高等植物的南方铁杉亦现身于此。如

今，这里成了江西省已知物种最富集的地区。这

样一处仅占江西千分之一国土面积的国家公园，

却保存了江西 50%以上的高等植物、60%以上的

脊椎动物遗传基因。

面对数量庞大的“神奇物种”，如何保护成为

了当务之急。

“保护区管理局给各基层站陆续配备了无人

机和巡护终端等装备，建设了巡护管理系统，实

现了智慧巡护。”江西武夷山管理局相关人士表

示，他们利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现代化装备，改

变了以往“巡山靠腿、发现靠人”的巡护方式，通

过天、空、地、人立体巡护，实现森林资源巡护全

覆盖，并极大提高了资源管护效率。

“一年来，我们的红外相机拍到了黑熊到居

民家里偷吃蜂蜜，黄腹角雉在林中散步，领鸺鹠

在树上发呆等影像。此外，还发现蜘蛛全球新种

2个、江西省物种新记录 12种。”江西武夷山管理

局科研管理科科长、高级工程师程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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