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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丽云 通讯员 韩铠合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刘铁 记者朱彤）记者 8月 26日获悉，“阿

勒泰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野外科学研究站”于近日正式启动建

设。这一研究站将成为新疆第三次综合科学考察中“空天地一体

化综合科考监测体系建设”和“全国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站网”

的新里程碑。

该观测站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

研究所、阿勒泰地区自然资源局、中国地质调查局乌鲁木齐自然资

源综合调查中心联合建立。

该野外站位于新疆的阿勒泰贾登峪地区，地处中亚与东亚的

交会地带，位于北极和亚洲高山区的陆面环境变化过渡区，气候驱

动复杂，下垫面类型丰富，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冰雪等资

源丰富，构成了森林、草原、湖泊、湿地等多类型的生态环境系统。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能够灵敏反映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细节，是

开展地面和空间协同观测技术，研发地球物理参数反演技术，探索

资源—生态—环境变量互馈关系的“最佳角度”。

特别是针对积雪特征的监测，该站点所处地理位置有助于了

解北极和亚洲高山区的陆面环境变化过渡区气候变化对积雪和冰

川资源的影响，有助于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对水资源、林草资源影响

趋势，将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提供科学依据。

据了解，该观测站将主要开展区域森林、草原、湖泊、河流、积

雪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观测预测和监测预警研究，进一

步完善区域自然资源系统和宏观生态系统理论，为区域自然资源

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观测自然资源要素

阿勒泰综合野外站启动建设

记者了解到，日前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庆油田）

果午湖、老虎山入选中国石油首批自主贡献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地。

据了解，大庆油田果午湖自主贡献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总面

积达 198 万平方米、老虎山自主贡献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总面积

约 217 万平方米，两处保护地有多种国家保护动物、植物，省级重

点保护鸟类数十种，具备良好的生物多样性基础。

“果午湖、老虎山这两个区域均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明

确的范围边界、长期的治理和管理机制，能够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

管理与油气勘探开发协调发展。”大庆油田生态资源管理部负责人

表示，大庆油田将全力推进自主贡献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建设工

作，争当生态建设标杆旗帜，为集团公司生物多样性保护作表率、

出经验。

近年来，大庆油田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道“必答题”，践行生

态文明理念，做环境保护的倡导者、绿色低碳的推动者、生态文明

的践行者，全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走出了一条绿色低碳、生态和

谐的“大庆之路”。

为做好碳排放“减法”，大庆油田把绿色发展摆在关键位置，

坚定不移做生态文明“碳”路者，明确了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

色转型“三步走”发展路径，用水量、用电量实现连年下降，减排

成效显著。

据大庆油田生态环境管护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5月，集

森林碳汇、节能减排、休闲观光、度假娱乐于一体的大庆油田碳中

和生态园已正式对外开放，现已成为广大市民参观游玩的特色“打

卡地”。该园拥有“碳中和+科普”“碳中和+实验”“碳中和+旅游”

等综合功能，中国石油首个碳中和林就坐落于此。预计 2025 年，

这座总面积超过 1万亩的园区内将全面实现碳中和。

多年来，大庆油田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持续探索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新路。今年 1 月，大庆油田荣获“中国石油绿色企业”

称号。此外，大庆油田还以义务植树为抓手，坚持“厂区建设到哪

里，绿化就延伸到哪里”的原则，累计建设绿地 1.1 亿平方米，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高达 50.92%，交出了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

大庆油田：

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必答题”

作为全国新污染物环境监测试点省份，江苏省基于前

期新污染物调查监测工作，结合本省产业结构分布特征，在

位于泰州市的中国精细化工（泰兴）开发园区和位于连云港

市的大浦工业区推进试点监测。两园区共布设了地表水及

饮用水水源地点位 28个、污水点位 32个、环境空气点位 13

个，对抗生素、全氟化合物、邻苯二甲酸酯类、内分泌干扰物

等七大类新污染物进行监测。目前，江苏省两个试点地区已

完成了第一期实际样品采样工作，正在开展分析测试。

江苏省开展的治理工作是我国新污染物治理的一个

缩影。新污染物治理已成为我国现阶段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重点。近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权威部门话

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污染物治理关系人

民群众的健康，体现了污染防治攻坚战延伸深度、拓展广

度的新要求。随着新污染物治理成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部将加强科技支撑，抓好新

污染物治理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摸清新污染物的“家底”

黄润秋指出，新污染物的“新”，是相对于公众所熟悉

的传统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细颗粒物（PM2.5）而

言的。新污染物通常是指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

生物毒性的化学物质。这类物质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风

险比较隐蔽，即使以低剂量进入环境，也可能给人们的身

体健康、环境安全等带来风险和隐患。

当前，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推动落实新污染

物治理工作，并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筛选了 4000余种具

有高危害、高环境检出的化学物质，开展生产使用情况摸

底调查，逐步掌握分布情况，摸清了新污染物的家底；将国

际上已禁止和限制使用，且在我国仍有生产使用的化学物

质优先纳入评估计划，对其开展全生命周期的环境风险评

估；印发《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对 14 种具

有突出环境风险的新污染物，实施禁止、限制、限排等管控

措施，严守风险底线。”黄润秋说。

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发布了新污染

物治理工作方案，并着手推进新污染物治理相关工作。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

说，新污染物主要来源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

用，具有来源广泛、种类繁多、环境风险隐蔽等特点。尽管

我国已构建了逐级识别、分类管理的新污染物防治体系，

但相关防治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科学认知不足、防

治体系与防治能力薄弱等困难和挑战。因此，把新污染物

防治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抓好关键

技术攻关，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政策所所长董战峰也表示，新

污染物治理在法律法规、管理体制、科技支撑、资源配置等

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和短板，特别是在科技支撑方面存在

明显短板。“‘十四五’时期，我国全面启动化学品环境管理

与新污染物治理，但新污染物治理对科技支撑要求较高，

我国亟待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科学研究与技术能力建设，打

造国家新污染物治理领域的科技战略力量，推进新污染物

治理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董战峰说。

研发新污染物高效去除技术

“ 近 年 来 ，我 国 大 力 研 发 新 污 染 物 绿 色 替 代 品 、

替 代 技 术 ，制 定 化 学 物 质 环 境 与 健 康 危 害 评 估 、暴 露

评 估 、优 先 评 估 化 学 物 质 筛 选 等 多 项 技 术 标 准 ，推 动

新 污 染 物 高 效 去 除 技 术 研 发 和 应 用 ，针 对 不 同 类 型

和 特 性 的 新 污 染 物 ，开 发 适 用 于 工 业 废 水 、城 市 污

水 、饮 用 水 等 领 域 的 先 进 处 理 技 术 ，并 加 强 示 范 推

广 。”董 战 峰 说 。

研 究 发 现 ，水 环 境 是 新 污 染 物 的 主 要 载 体 ，超 过

90%的新污染物会进入水体。以全氟化合物为例，全氟

化合物属于新污染物，在全球水环境中普遍存在。清

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邓述波说，在众多去除水中全氟

化合物的技术中，实用性最强的是吸附技术。目前，我

国已研发出胺化纤维材料、阴离子交换树脂、磁性离子

树脂等新型高效吸附材料，并针对特定应用场景中的

全氟化合物，开发了氟化胺化凝胶等高选择性的吸附

材料。这一吸附材料不用对传统污水处理厂工艺做大

的改变，而是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新型高效吸附

材料，既能去除传统污染物，也可去除全氟化合物，降

低了新污染物处理成本。

我国新污染物治理技术已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但仍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董战峰认为，我国新污染物治理领域

的研究主要局限于部分新污染物的污染水平和毒理学特

征等方面，对于新污染物的污染源、迁移扩散、分布特征、

环境健康风险、监测和控制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

目前，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绿色替代品和替代技术研发不

足，缺少新污染物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和规范，风险管

控技术标准体系也不够完善。

“新污染物全过程防治包括对生产使用的源头禁限、

过程减排和末端治理。”彭应登说，近年来，我国主要围绕

新污染物的源头禁限作了一些尝试，在源头绿色替代品开

发中，有局部的技术突破。但新污染物涉及行业众多，产

业链长，源头替代品和替代技术研发较难，需要多部门跨

领域协同防治；过程减排和末端治理技术研发不足，急需

补齐。

“应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新污染物防治机制，建设专

门的实验室与科研团队，协同推进全过程防治技术的研

发。”彭应登强调。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十四五”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中，新

污染物治理被列为重点任务。该规划指出，要发展化学品

高通量毒性测试和精细化暴露评估技术、化学品优先排序

及分级分类、绿色替代合成技术、生态环境健康风险分级

分区与管控技术、新污染物生态环境健康风险全过程防控

技术等。

新污染物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

点领域，相关科研成果的高质量转化对于新污染物治理的

长期可持续也具有重要意义。

以六溴环十二烷（HBCD）为例，HBCD 是一种多溴代

白色固体物质，容易进入生物体内，其大量长期累积可能

增加致癌风险。作为 HBCD 的生产和加工使用大省，山东

省在推进 HBCD 淘汰过程中科学制定方案，通过绿色先进

的替代产品和工艺技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经过科学研

究、试验认证，专家们发现甲基八溴醚和溴化 SBS（溴化苯

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能有效替代 HBCD，

并且具备工业化生产条件、环境风险低。因此原来使用

HBCD 生产保温板材的企业，仅需要简单调整工艺参数就

能使用替代品进行生产。“如今这两类替代品的产能正在

不断扩大，产销两旺。”山东省固体废物和危险化学品污染

防治中心主任刘强说。

“促进治理新污染物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和应

用，需要推进新污染物治理领域产政学研联动，推动政府、

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多方参与。”董战峰建

议，可优先选择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重点地区和重点行

业，建立新污染物防治技术创新平台，建立覆盖重点行业、

贯穿全生命周期的重点管理化学品大数据平台和智慧化

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加强技术交流和成果应用转化；在绿

色替代、清洁生产、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协同控制、污水

处理厂新污染物削减提标改造等方面，开展新污染物治理

工程试点示范并推广应用，促进相关行业绿色转型与健康

可持续发展。

抓好科技攻关抓好科技攻关 亮剑新污染物亮剑新污染物

清晨，风送荷香，流水汩汩。青草上，露珠

折射着阳光，紫水鸡在低头觅食，洁白如凌波

仙子的海菜花静静绽放。这是夏日云南大理

洱海上游罗时江湿地上演的一幕美丽画面。

不久前，罗时江湿地被云南省人民政

府批准认定为省级重要湿地。罗时江湿地

位于洱海北端，属于洱海流域，面积 57.9公

顷，由森林沼泽、沼泽草地、沼泽地、河流水

面和坑塘水面组成。

多年修复吸引鸟类驻足

8 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

天蓝水清，洱海湖面上盛开的海菜花远看

星星点点，宛若繁星坠落水面。海菜花，是

水鳖科水车前属的一种沉水植物，也是云

南高原湖泊的特色物种，对生长环境的水

质要求非常高，在洱海曾一度消失。

洱海是云南第二大高原淡水湖，处于

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上，是我国

西南山地发育典型的高原断陷湖泊。

罗时江地处洱海上游，与洱源西湖相

连，是洱海的主要入湖河流和补给水源，年

均径流量约为 1.1亿立方米，占洱海总来水

量的 13%。罗时江湿地就位于洱海北部的

罗时江入湖口沙坪村九孔桥附近、大理市

上关镇大丽公路以北洱海水位消落带，具

有重要的生态功能。

曾经的罗时江湿地主要由季节性耕作

农田、废弃鱼塘及洱海水位涨落形成的沼

泽组成，岸滩枯草丛生，腐殖质堆积，蚊蝇

滋生，让人避之不及。为改善这一情况，十

余年来，当地通过水网改建、优化植物配

置、鸟类栖息地构建等以自然恢复为主、人

工干预为辅的改造建设工作，恢复建成了

植被群落结构较为完善、净化功能较强的

河口湿地，削减了罗时江径流所携带的氮

磷含量，降低了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

“经过一系列修复建设，现在的罗时江

湿地净化功能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不断

提升，已经观测到的鸟类有 66 种，数量达

到 5000 多只。”大理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

长孙家荣介绍。

目前，罗时江湿地共有野生湿地维管

束植物 116 种，其中优势种和常见种主要

有垂柳、芦苇、茭草、凤眼莲、细果野菱、水

芹、浮萍、水莎草等；湿地区域内共记录到

野生湿地脊椎动物 18 目 27 科 101 种，其中

湿地鸟类 9 目 14 科 66 种。如今，罗时江湿

地已成为观鸟、摄影的好去处。

科学管理守好一泓清水

“罗时江湿地是上游水源进入洱海的

最后一道关口，从地理位置看，罗时江湿地

就像‘洱海绿肾’，它具有强大的净化和过

滤功能，可为洱海水源过滤排毒。”大理市

林草局副局长孙家荣说，水流经罗时江湿

地循环一周，进入洱海时已是一泓清水。

大理洱海保护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徐东介绍，在湿地种什么

花、清除什么植物，不能只凭经验，还要讲

科学。在日常管理中，他们循环开展湿地

植物清理和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每年两

次定期清理死亡水生植物，避免淤塞和水

体富营养化。

清芦苇、割茭白，捞水面浮萍、杂草、树

枝，十余年来他们风雨无阻。2022年，为保

一泓清水入洱海，当地出动 5416 人次维持

罗时江湿地的保洁管护，清理白色垃圾3.86

吨，打捞水草、清理枯萎水生植物近千吨。

“根据大理市洱海管理局 2022年 12月

发布的罗时江湿地生态监测报告，罗时江

水质综合为Ⅲ类。”大理州湿地保护管理中

心主任郑兴说，这为洱海提供了稳定的优

质水源，为洱海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

除了罗时江湿地，大理州还拥有大理

洱海、洱源西湖、洱源茈碧湖、剑川剑湖、鹤

庆东草海、宾川上沧海 6 处省级重要湿

地。一颗颗闪亮的高原湿地明珠，为区域

生态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记者从大理州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

从水污染治理到退化湿地恢复、水源地保

护，再到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小流域治理，

全州湿地保护管理力度不断加大，生态功

能退化的趋势逐步得到遏制。由于湿地保

护成效显著，国内外科研机构、友好城市多

次到访考察，学习洱海保护治理模式。

据《云南省 2021 年湿地资源监测报

告》显 示 ，2021 年 大 理 州 湿 地 面 积 为

67112.31 公顷，比 2012 年增加 7473.17 公

顷。近年来，洱海水质总体情况较好，2021

年、2022年水质均为优，总体为Ⅱ类。

从“蚊蝇沼泽”到“洱海绿肾”
——罗时江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纪实

◎本报记者 李 禾

图为大庆油田一角。 新华社发（赵永安摄）

阿勒泰综合野外站工作人员正在安装调试观测设备。
徐俊荣摄

图为罗时江湿地图为罗时江湿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汉斌赵汉斌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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