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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公园智慧林草天空地林草

感知监测系统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第一次采

用高通量卫星进行监测画面实时传输，国

家林草局指挥中心第一次接收到了高通量

卫星传输来的实时画面。

智慧化的高精尖设备，正“上天入地”

在国家公园显神威。在不久前召开的第

二届国家公园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国家公园研究院

院长欧阳志云等生态环境领域院士专家

为科技管护国家公园、科学布局国家公园

建言献策。

“天空地”监测提升国家
公园治理能力

在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现场，记者了

解到武汉大学天空地林草感知与智能服务

团队联合立得空间股份公司在三江源国家

公园、神农架国家公园等地开展了旗舰物

种监测、植被类型调查、信息系统建设等工

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力量。

据李德仁介绍，林草感知监测系统要

求大范围、规律性、周期性的监测；区域间

结果可定量比较；监测结果可靠、可回溯天

空地一体化。此外，监测系统还需提高预

警和快速响应能力，提升综合数据采集和

信息核实能力，加快基础平台建设等。

李德仁告诉记者，武汉大学利用的天

空地一体化与数字孪生相关技术，将助力

我国天空地遥感林草智能感知监测系统的

建设，将国家公园打造成一张亮丽的“中国

名片”。

论坛现场，李德仁还谈到了遥感智慧

感知监测技术。在他看来，遥感智慧感知

监测技术在国家公园中有着广阔的运用前

景。他指出，遥感智慧感知监测技术能够

极大提高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改善当地民

生。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化感知监测+

数字孪生”的建设与管理方式，能够推动我

国国家公园治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遥感智慧感知监测等现代化的信息

技术不断发展，必将为我们国家公园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智慧国家公园的建设带来

新机遇。”李德仁坦言。

国家公园空间布局研究
势在必行

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欧阳志云在论坛

上表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但目前全球动植物约有 1/4 受

到威胁，物种灭绝风险比历史平均水平高

数十至数百倍。建立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

地是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策略

之一。

欧阳志云说，自 1872 年美国建立第一

个国家公园以来，全球有 100 多个国家建

立了约 3000 处国家公园。我国生物多样

性非常丰富，生态系统类型多、结构复杂，

物种高度丰富。特有属种多，有 40%以上

的高等植物是中国的特有植物，区系起源

古老，栽培植物、家养动物及其野生亲缘的

种质资源丰富，这不仅是中国的财富，更是

全人类的财富。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开展

全国国家公园空间布局研究是构建科学体

系、布局合理、管理有效的国家公园体系的

科学基础和依据。”欧阳志云说。

欧阳志云表示，国家公园研究院在开

展全国国家公园空间布局研究方面考虑了

以下几点原则：首先是科学性原则，即国家

公园空间布局应在系统评估我国生态系

统、生物多样性与自然景观分布的基础上

进行规划；其次是国家代表性原则，即国家

公园内应拥有国家代表性的生态系统与自

然景观，或是物种丰富度高和珍稀濒危动

植物集中分布的区域；第三是原真性原则，

即国家公园保护的范围应仍保留有较高比

例的自然性，受资源开发利用等人类活动

影响较小；最后是完整性原则，即每一个地

区至少建设一个国家公园，同时每个国家

公园在面积上能保障珍稀濒危动植物的繁

衍生息。

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擦亮国家公园“名片”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唐代大诗人李

白在《早发白帝城》中如是写道。通常认为，此处的“猿声”

指的正是长臂猿的叫声。遥想彼时的长江三峡，长臂猿的

数量应该不少。如今的长江三峡，早已没有了野生长臂猿

的踪迹。事实上，20 世纪以后，我国的野生长臂猿仅出现

在我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地区以及海南岛。其

他地区的野生长臂猿均已灭绝。

面对如此现状，该如何做好保护，留住长臂猿种群复

壮的希望？不久前，记者了解到，广州动物园组编，广州动

物园正高级兽医师陈武为主编之一的《长臂猿饲养管理指

南》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据了解，该书是国际上

首本正式出版的关于圈养长臂猿饲养管理的著作，对长臂

猿的保护及其种群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野生长臂猿种群现状不
容乐观

长臂猿与中华文明的渊源由来已久。《抱朴子》中曾有“君

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其中的猿，通常认为是长臂猿。

陈武介绍，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在秦始皇祖母——夏姬

的墓地中就发现了长臂猿的骸骨，这说明我国早在战国时

期就可能已经开始对长臂猿进行饲养。“北宋画家易元吉、

明宣宗朱瞻基等人都曾画过不少长臂猿，这表明我国可能

很早就开始人工饲养长臂猿了。”陈武说。

长臂猿是灵长目长臂猿科所有动物的统称，属于小型

类人猿。相比于一般人印象中的“猴子”，长臂猿最典型的

特征之一就是其长长的手臂和手掌。

“顾名思义，长臂猿拥有两条较长的手臂，主要通过臂

力摆荡在林冠层移动，移动速度很快，可以越过 6—9 米的

林窗。”《长臂猿饲养管理指南》科学顾问、中山大学教授范

朋飞说，“现生长臂猿被分成 4 个属，包括 20 个物种，其中

我国分布有 3 属 7 种，包括白掌长臂猿、西白眉长臂猿、天

行长臂猿、冠长臂猿、西黑冠长臂猿、东黑冠长臂猿、海南

长臂猿、北白颊长臂猿。”

范朋飞介绍，长臂猿喜食果实、花朵、嫩叶等，偶尔取

食昆虫和其它动物性食物。正如李白曾听到的那样，长臂

猿具有晨鸣的习性，长臂猿通常在早上鸣叫，叫声婉转悠

扬，可以传播 1—2 公里，发挥着宣示领地、寻找配偶、维护

配对关系等多种作用。

长臂猿每 3—5年繁殖一次，每胎通常产一子。长臂猿

是一夫一妻制，少数种类也可形成稳定的一夫二妻群体，

群体最大可达 11只。“相比猕猴、狒狒等‘花心’的灵长类动

物，长臂猿堪称是‘忠贞不二’。”范朋飞笑着说。

历史上，长臂猿的分布范围曾一度非常广阔，从东南

亚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我国中部和东部均

有分布。“400 多年前，我国长江以北的地区还有不少长臂

猿分布。”范朋飞说，“然而如今，我国 7 种长臂猿的现状和

保护形势均不容乐观。”其中，白掌长臂猿和北白颊长臂猿

已经被宣布野外灭绝，海南长臂猿和东黑冠长臂猿的种群

数量不到 40只，天行长臂猿仅存大约 150只。西黑冠长臂

猿现状相对较好，但也不过 1300—1500只。西白眉长臂猿

由于分布地区偏远，暂无详细的调查和研究。毋庸置疑，

野生长臂猿种群正面临极大困境。

保护与人工繁育面临诸
多困难

我国长臂猿为何出现濒危的状况？

在范朋飞看来，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在过

去，栖息地被破坏和猎杀是导致我国长臂猿种群数量急剧

下降的主要原因。”范朋飞说，“最近 10年来，随着国家对枪

支管理越来越严格，以及人们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提

高，偷猎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大规模的栖息地破坏情况

也已逐渐减少。”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偷猎和大规模栖息地

破坏的影响已经日益减少，但栖息地退化和破碎化，以及

由此导致的种群缩小、衰退仍然是当前我国长臂猿保护面

临的主要问题。

“在一些地区，长臂猿种群数量只有一两群。成年个

体无法找到配偶，导致遗传多样性降低，进而影响种群的

长期存活。”范朋飞无奈地说，“此外，在少数地区，林下放

牧和种植会导致长臂猿栖息地退化，相关的人类干扰也会

直接影响长臂猿的各种自然行为。”

要想保护长臂猿免遭灭绝风险，并最终实现种群复

壮，科学饲养和繁育十分必要。

陈武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许多动物园真正有

组织、有目的地开展了长臂猿的饲养和繁育。在过去一段

时间里，我国动物园中长臂猿虽然有繁育，但繁育率并不

高。“这固然与长臂猿本身较为复杂的繁育习性有关，但也

受到了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陈武表示，“由于那时物种

的分类和形态鉴定技术并不成熟，加之长臂猿物种之间

本身形态特征相似度较高，动物园等机构中人工饲养的

长臂猿甚至出现了杂交的现象，对物种的保育与后续可

能的野外放归构成极大的挑战。”

科研是保护野生长臂猿
的“利器”

人工饲养、繁育长臂猿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我国科

研人员并没有放弃，始终在不懈努力。

据悉，我国自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来，就一直将长

臂猿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将其生存的多处栖息地列为

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并采取相关政策进行保护。“正是基

于以上的保护管理，野外除北白颊长臂猿和白掌长臂猿

外，另外几个种的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

恢复，就连一度认为已经灭绝的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也

得到了增长。”陈武说。

在中国动物园协会的协调和指导下，我国圈养长臂猿

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广州动物园等机构邀请

范朋飞团队等进行技术指导，利用形态学与分子鉴定技术

相结合的种类鉴定与亲缘关系鉴定技术，剔除了北白颊长

臂猿等种群中基因污染的个体，并建立了北白颊长臂猿、

南黄颊长臂猿、东白眉长臂猿等长臂猿核心繁育种群。”陈

武介绍。

在长臂猿野外调查研究工作、长臂猿病毒性疫病防

控、北白颊长臂猿野外再引入研究工作等方面，科研工作

者们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与阶段性进展。“我们此次出版

的图书，也是力图介绍、普及相关方式方法，提高圈养长臂

猿保育水平的一项举措。”陈武说。

专家们指出，尽管长臂猿的保育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但想要真正让这一“林中精灵”种群无忧繁衍，还有不少方

面需要进一步努力。

加强野生长臂猿种群的监测，了解其生存、繁衍现状

是保护的基础。“我们要探索利用好红外相机、自动录音机

监测等手段，进一步加强对长臂猿现有种群，尤其是隔离

小种群的长期监测工作。”范朋飞说。

科研是保护好野生长臂猿种群的“利器”之一。无论

是探讨各种人类活动及其导致的栖息地退化对长臂猿相

关行为的影响，还是分析各个小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基因

交流历史、积极开展长臂猿的人工辅助繁育技术研究与实

践，都是这个领域的重要科研方向。“在中国动物园协会的

协调组织下，我国保育长臂猿的机构经过艰苦努力，在种

群管理、人工辅助繁育技术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陈武介绍。

发挥好公众和政策的力量，能够为野生长臂猿种群撑

起坚实的“保护伞”。这不仅要求加强执法，进一步杜绝偷

猎，控制好无序放牧和种植等行为，更需要加强宣传教育，

适当合理地引入各种社会资本，创新保护区外的长臂猿栖

息地保护模式。

“只有当更多人了解我国长臂猿保护的困境，并采取

力所能及的行动，野生长臂猿种群才会真正拥有复壮的希

望！”范朋飞表示。

莫让猿声成绝响莫让猿声成绝响 护佑精灵归山林护佑精灵归山林

图为白掌长臂猿图为白掌长臂猿。。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依托西塞山的秀美风光打造西塞科学谷，招引人才和科技项

目，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致力于将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产值；积极

推广“以竹代塑”，将竹材用于建筑、装饰、家具、包装和一次性使用

产品等领域，湖州市安吉县不断倡导简约适度的生活理念；通过废

弃矿山综合治理，促进矿地资源转化，湖州市长兴县建成多个生态

公园和农业观光项目……

近日，湖州市召开高水平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暨美丽湖州建

设推进大会，总结回顾生态文明建设历程。湖州市委生态文明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湖州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

下，“逐绿前行、因绿而兴、绿满金生、以绿惠民”，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实现了从“先行地”到“示范地”的精彩蝶变。

绘就“一户一处景”的美丽画卷

走进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昔日的矿坑变身花田、荷

塘，远处青山环抱竹海，村内绿水点缀田园，色调清新明亮。

2003年，“八八战略”的提出，为浙江省量身制定了省域发展的

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八八战略”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

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20 年来，湖州充分发挥生态优

势，大力建设美丽城市、美丽城镇、美丽乡村，先后成为全国首个国

家生态区县全覆盖的地市、全球唯一的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示范区。

“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湖州持续打开了全域美丽‘跃升通道’。”

湖州市委书记陈浩表示，全市有 914 个村，有的村在山里、有的村

水网密布、有的村是千年古村，我们把每个村都当作一个盆景来打

造，绘就“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域一风光”的美丽画卷。

在好山水中孕育“科技苗”

湖州坚持在好山水中孕育“科技苗”，近年来创新实践“生态+

科技+产业”的“创谷”模式，在绿水青山间的创新创业空间载体，

着力打通“绿色引领”和“创新创业”双向发力的转化通道。

湖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洪湖鹏介绍，“十四五”以来，湖州启动

实施“五谷丰登”计划，累计引进科创项目 63 个、集聚人才 1.02 万

名。目前，湖州市研发投入强度从 2002 年的 0.29%提高到了 2022

年的 3.3%。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县、国家创新型县实现全覆盖。

时下，湖州正推进创新深化，建立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

新体系，加快打造长三角科创枢纽城市和全国人才创新创业理想

城市。

陈浩表示，湖州会坚持目标引领、差距管理、过程控制，持续开

展扬长补短集中攻坚，不断提升生态文明的成色，同时在护好绿色

本底、生态家底的基础上，全力推动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让湖

州的好山好水不断催生出新的生态红利、生态福利。

浙江湖州：

逐绿前行 以绿惠民

图为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图为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图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图为三江源国家公园。。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新华社讯 （记者双瑞 杨琳 邹欣媛）秋风起，鲜活肥美的洛

鲤、伊鲂，成为食客们争相品尝的美味。这些曾因污染一度绝迹的

著名河鲜，随着黄河水质逐步向好，重新现身母亲河。生态环境部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黄河干流首

次全线达到Ⅱ类水质，截至目前，干流水质持续保持Ⅱ类，并实现

稳中向好。

“黄河水环境治理速度之快，在世界河流治理史上前所未有。

也是人民治黄以来，黄河水环境治理取得的最为显著的成就之

一。”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分党组书记、局长

范治晖介绍。

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黄河流域优良水质比例年均上升超

5%。截至今年 8月，黄河干流持续保持Ⅱ类水质，黄河流域Ⅰ—Ⅲ

类断面比例为 87.4%，较去年同期增加 2.3%。

长期以来，黄河“体弱多病”。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黄河

污染加剧，入黄污染物远远超出黄河水环境的承载能力，黄河干流

近 40%河段的水质为劣 V 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黄河河道中原

有的 16 个水生生物种群，有三分之一绝迹；宁蒙黄河河套灌区内

污水横流，灌渠成为“排污沟”，千年“米粮川”变为黄河“污水肚”；

河南省三门峡市的许多老住户们至今仍记得多年前“守着黄河买

水吃”的经历。

黄河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近年来，黄河流域各省

区和部门协同制定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时间表”，以打赢攻坚战的

决心“挂图作战”，确保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生根。

“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加上‘史上最严’治理力度，让曾

经奄奄一息的母亲河重新焕发了生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

理局分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蔡治国说。

如今，母亲河正恢复生机与活力。三江源国家公园内，黄河源

千湖奇观再现；乌梁素海重现“塞外明珠”风采，在此迁徙、繁殖的

鸟类达 260 多种；三门峡市每年迎来 1.6 万余只白天鹅栖息越冬，

占中国越冬白天鹅总量的 70%以上；洛鲤、伊鲂、河口刀鱼、大鼻吻

鮈等黄河土著物种也在不断增加，生机盎然、人水和谐的画卷也已

铺陈。

“在维持黄河干流水质持续向好的基础上，下一步，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将由以水环境治理为主，转向水环境治理与恢复支

流水量并重的水生态治理。”范治晖说。

黄河干流首次达到Ⅱ类水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