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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发布

我 国 新 增 野 生 植 物 268 种 和 32 类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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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

9月8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获悉，经国务院批准，调整后的 《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以下简称《名
录》） 正式向社会发布。新调整的 《名
录》，共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455
种和40类，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
54种和4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401
种和36类。其中，由林业和草原主管部
门分工管理的324种和25类，由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分工管理的131种和15类。

据了解，自 1999 年 《名录》 发布以
来，我国野生植物保护形势发生了很大
变化，部分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
护，濒危程度得以缓解。部分野生植物
则因生境破坏、过度利用等原因，濒危
程度加剧。因此，对 《名录》 进行科学
调整十分必要，且极为迫切。2018 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启动了

《名录》修订工作。通过广泛收集资源数
据，在原《名录》和20多年我国野生植
物资源研究及保护成果的基础上，经各
领域专家反复研究讨论，两部门多次联
合召开研讨和论证会，遴选出一份涵盖
我国当前重要且濒危的野生植物保护名
录，形成最终 《名录》 调整方案报审

稿，并获国务院批准。
与 1999 年发布的 《名录》 相比，调

整后的 《名录》 主要有三点变化。一是
调整了18种野生植物的保护级别。将广
西火桐、广西青梅、大别山五针松、毛
枝五针松、绒毛皂荚等5种原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植物调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
物；将长白松、伯乐树、莼菜等13种原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调降为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植物。二是新增野生植物268种
和32类。在《名录》的基础上，新增了
兜兰属大部分、曲茎石斛、崖柏等21种1
类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郁金香
属、兰属和稻属等247种和31类为国家二
级保护野生植物。三是删除了35种野生
植物。因分布广、数量多、居群稳定、
分类地位改变等原因，3种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植物、32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从《名录》中删除。

我国是野生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仅高等植物就达3.6万余种，其中
特有种高达1.5—1.8万种，占我国高等植
物总数近50%，如银杉、珙桐、百山祖冷
杉、华盖木等均为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
野生植物。

走进重大水利工程
浩浩汤汤的黄河水，从青藏高原一路

奔向山东省，经过位于聊城市东阿县位山
村的位山引黄闸，就到达了被誉为“鲁西
命脉”的位山灌区。

渠引黄河水

聊城是水资源紧缺地区，具有“春秋冬
易旱、夏季旱涝急转”“十年九旱”的气候
特点，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06立方米，
不足全省人均的2/3、全国人均的1/10，经
济社会发展对黄河水资源依赖程度高。作
为引进与配置黄河水资源的主要工程，位
山灌区始建于 1958 年，1960 年建成运行，
1962年因涝碱停灌，1970年复灌，后经不
断完善，现有设计引水流量240立方米/秒
的位山引黄渠首，东、西两条输沙渠，两
个沉沙区、一条东西连渠、一条总干渠和
三条干渠，各类水工建筑物5000多座。复
灌以来，位山灌区累计引进黄河水资源超
过510亿立方米，滋润着540万亩的鲁西大
地，承担了聊城 65%的耕地灌溉任务，保
障了 100 多万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已经
成为全国第五大灌区、黄河第二大灌区、
山东省最大灌区。

同时，位山灌区还承担了引黄济津、
引黄入卫，向雄安新区、天津跨流域调水
的任务，近两年已累计向雄安新区等地供

水7.6亿立方米，为区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水源支撑和基础
保障。

“沙海”变“绿洲”

“引黄必引沙”。引黄在造福灌区群众
的同时，也引入了大量泥沙，形成黄河流
域乃至全国最大的沉沙池。“一天进嘴二两
土，白天不够夜里补。”这句顺口溜就是原
来沉沙池区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位山
灌区依托沉沙池得天独厚的湿地环境条件
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建成了位山黄河公
园、二干渠城市生态公园、周店等水利风
景区和骨干渠道高标准生态廊道，2018年
获评山东省水利风景区。昔日沙尘漫天、
生态脆弱的沉沙池区，蝶变为鸟语花香、
环境优美的生态公园，也成为乡村振兴的
样板。

智慧e平台

智慧灌区是灌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2016年以来，位山灌区建成了以智慧
灌区 e 平台为核心的智慧灌区框架体系，
实现了“灌区一张图”管理，达到全国领
先水平。位山灌区智慧 e 平台通过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实现供
水信息的自动采集、传输、评价分析和配
水决策，还能实现远程自动化监测和控
制，通过卫星遥感技术能清晰看到整个灌
区的灌溉情况，有力提高了灌区管理效率
和现代化水平。同时，位山灌区依托智慧e

平台还为灌区群众提供便捷快速的灌溉预
报、供水计划、水费计收、安全警示等水
利信息服务，为引黄抗旱、服务民生插上
了科技的翅膀。

大河滔滔，渠道漫漫。2019年，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
幸福河”的伟大号召。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的新
形势下，涌动着创新和希望的位山灌区，
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幅现代化
生态美丽灌区的美好蓝图已经徐徐展开。

（山东省聊城市位山灌区管理服务中心
供稿）

位 山 灌 区 大 河 福 泽 鲁 西 地

灌区是指某一水利灌溉工程的受益区域。
大中型灌区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新中国
成立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新建了安徽淠史
杭、山东位山、河南红旗渠、甘肃靖会提水等
一批灌区，彻底改变了过去因为灌排能力严重
不足，粮食生产能力低下，一遇大的旱涝灾害
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情况。截至2019年，
我国已建成大中型灌区7800多处，灌溉面积达
11.1亿亩，居世界第一。其中，耕地灌溉面积
10.2亿亩，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0%，粮食产
量占全国的75%，经济作物产量占全国的90%。

位山黄河公园位山黄河公园

图1为兰科—矮生独蒜兰，图2为兰科—格丽兜兰，图3为兰科—金叉石斛。
金效华 摄

花卉长久以来陪伴在首都市民身边，
无论是环路沿线和房前屋后成片的月季，
还是街坊庭院里娇艳的海棠，既妆点着首
都北京的大街小巷，也孕育着特色的京味
儿花卉文化。

近年来，北京市花卉产业从科技创新、
高效生产、文化推介、花卉新业态培育等方
面全面推进，成果丰硕。为进一步促进业界
交流，9月15日，在“2021年北京秋季新优
花卉品种展示推介会”上，300余种新优植
物品种集中亮相。其中，自主知识产权新品
种180余个、 北京乡土植物50余个、他花卉
60多个。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此次推
介会上，大家不仅能欣赏到月季、菊花、一

串红等170多个北京自育花卉，还可看到紫
菀类、甘野菊、冬凌草等北京特色乡土植
物，展示北京花期调控技术的梅花、西府海
棠、丁香等也会在此集中绽放。展览将持续
至“十一”黄金周。

作为北京花果蜜消费季的系列活动之
一，本次推介会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
市公园管理中心、北京花卉协会主办，分室
内和室外展区两部分，总面积1000余平米。
室内主要展示鲜切花、家庭园艺盆花等，室
外则根据展品观赏性及应用特性，结合花
园、地景融合布展。

记者在现场看到，新品种展示在设计上
融合庭院花园和地景艺术景观，用明快的色
彩点亮展会现场，卡通的造型让整体景观更

加生动活泼而富有趣味，走在蜿蜒路径仿佛
置身世外桃源，可以尽情欣赏新优花卉的美
丽容颜。

不仅如此，市民朋友在赏花同时，还可
以 参 观 “ 京 花 京 果 京 蜜 京 味 京 韵 乡
愁——北京花果蜜文化遗产类资源专题展”。
这是北京市首次尝试将“北京花果蜜”资源
的“文化遗产”属性进行梳理并集中展示。
通过专题展提升大家对遗产传承保护的积极
性，让花、果、蜜文化遗产“活”起来。

推介会期间，北京还将组织“我心中的
最美新优花”评选活动，开设园林行业企
业、设计师专业交流日，相关专业单位参观
交流日等专场活动，让更多的优秀花卉企业
助力花卉科技成果转化。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推介会旨在搭建北京花卉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探索花卉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让
越来越多的“北京花卉”在“美丽北京”建设
中发挥重要作用，打造“京花”品牌，以辐射
带动京津冀乃至全国花卉产业发展。

据了解，为研发自育花卉新品种，北京
从2006年开始，依托在京科研院校的专家队
伍联合攻关，用花卉妆点市民的生活。15年
来，北京市共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证
书） 花卉新品种200余个，其中“十三五”
期间就培育出114个，推广100个，推广面积
5000 余亩，并研发相关配套新技术 340 余
项。同时，还通过举办传统花事活动，充分
展现北京花卉园艺科技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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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秋沙鸭是我国特
产的稀有鸟类，它的形态
特征和生活习性充满着与
众不同的神奇色彩。

三种特征与众不同

作为鸭科秋沙鸭属的
中华秋沙鸭，有着与众不
同的形态特征，首先是雄
雌羽色不同，雄鸟的头部
和上背及肩羽均呈黑色，
下背、腰和尾上覆羽则皆
为 白 色 ； 翅 上 有 白 色 翼
镜 ， 体 侧 有 黑 色 鳞 状 斑
纹。而雌鸟的头部和颈为
棕 褐 色 、 上 背 褐 色 ， 下
背、腰和尾上覆羽由褐色
逐渐变为灰色，并具白色
横斑，尾是黑褐色，而下
体为白色，肩和下体的两
侧有鳞状斑。

其次，嘴形与同种其
他种类的不同。地球上鸭
科总共有 44 属 156 种，除
秋沙鸭1属5种外，其余的
43 属 151 种的嘴形均为平
扁，而秋沙鸭这一属的嘴
形则是侧扁，并且前端尖
出，尖端具钩。

此外，鼻孔位于嘴锋
中部，羽冠长而成双，像
凤头一样，脑后有两簇冠
羽，这些也是中华秋沙鸭
的明显特征。然而，它最
为醒目的特征是两胁羽毛
上有黑色鳞纹，其早先的
名字鳞胁秋沙鸭就是由此
而得。

那么，为什么后来在
秋 沙 鸭 前 冠 以 中 华 二 字
呢？事情是这样的，鸟类
学家在考察中发现，该物
种虽然在日本、韩国、朝
鲜、缅甸等国也有分布，
在西伯利亚、朝鲜北部也
有繁殖地，但原产地是我
国吉林省长白山地区，为
中国稀有物种，而且又是
该属的代表种，分布于国
外 的 该 物 种 其 根 均 在 中
国，所以才改称中华秋沙
鸭。这就是名字冠中华的
缘由。

依水筑巢安全舒适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
鸭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研 究 人
员，在记录中华秋沙鸭孵
化过程时意外发现，在一
个巢内有 4 只最后孵化出
来的雏鸟被亲鸟丢在巢中。

问题来了，它们破壳后为何不能从巢内跳
出？困于巢内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要从它们的繁殖方式说起。中华秋沙鸭
的繁殖期是每年的4—5月，每当它们到达繁殖
地后，就开始寻找树洞营巢，一般都是将巢建
在离水较近、粗壮的活体阔叶树树洞里，洞口
离地面约10米以上，洞内直径27厘米左右，底
部铺垫以木屑为主，而上面覆盖的则是绒羽和
少量的羽毛和青草叶，“产床”柔软舒适，其上
可以产卵。一年一窝，通常产8—14枚。孵化由
于气温的差异所需时间也有差异，一般是28—
35天之间。破壳而出的雏鸟，在一两天之内，
由亲鸟带领跳出洞口，随即进入水中，对于中
华秋沙鸭而言，水中比陆地更安全，这也是其
选择离水体较近的树营巢的缘由。这4只雏鸟被
困巢内而未能跳出洞口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巢
上，一般情况下中华秋沙鸭营巢树洞的深度不
超过30厘米，而这4只雏鸟所处的巢的深度达
70厘米，超出一倍有余，再加上刚出壳活动能
力较弱，所以它们怎么也跳不出洞口。

我国成功完成世界首例人工繁殖秋沙鸭

中华秋沙鸭喜欢栖息于林区内的湍急河
流，或开阔湖泊，通常都是以家族方式活动，
只有迁徙时才集成大的群体，但到达目的地
后，很快就分散开，仍以家族或雌雄配对的方
式活动，家族与家族之间一般是保持一定距
离。它们的觅食多在缓流深水处，潜水捕食鱼
类，当然石蚕科的蛾及甲虫等也是它们的主食。

中华秋沙鸭最适宜的越冬处是苏州地区，
每年深秋时节，它们从北方千里迢迢地飞至太
湖流域，与这里的各种野鸭汇集成群，在湖面
上漂浮游荡，嬉耍或捕食游鱼，场景宏大，热
闹非凡。中华秋沙鸭的目光十分敏锐，警惕性
极高，稍有异样情况，便立即采取躲藏行动。
到了晚上，它们通常进入芦苇丛，或是到岸边
树上栖息，期间将头埋到翅膀下，睡姿悠然自
在。

至今，中华秋沙鸭已在地球上度过了
1000 多万年。然而，被誉为鸟中“大熊猫”
的它们，目前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据统
计，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全球现存不足 2400
对，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我国将其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

为了做好保护工作，我国在中华秋沙鸭栖
息繁殖地区建立了多处自然保护区，并取得显
著成效。尤其是在黑龙江碧水自然保护区，成
功完成世界首例人工繁殖中华秋沙鸭。由此可
见，保护区对于鸟中“大熊猫”的返老还童，
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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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将
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12日下午到傍晚擦过
或登陆台湾岛东北部；第13号台风“康森”
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于13日早晨登陆越
南中部一带沿海。那么，这两个台风有什么
特点？为何今年的台风喜欢扎堆儿出现？未
来，将对我国带来哪些影响？针对上述问
题，记者采访了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
预报中心首席预报员高拴柱。

“一般影响我国的台风多生成于西太平
洋，这里洋面广阔，发生对流范围会很大，
赤道辐合带自西向东可能延续到东经140度
以东，甚至更远，更大的范围符合台风生成
的条件。”高拴柱介绍说，所以，当对流比
较活跃时，会在多个地点、前后时间相差不
太大的情况下，出现多“台”共舞的情况，
常年亦如此。

今年的第 13 号台风“康森”和第 14 号
台风“灿都”的生成地点都在西太平洋上，
其中，“康森”一路向西移动影响我国海南
等地，“灿都”则强势北上，给台湾、浙
江、上海等地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

高拴柱称，“灿都”较“康森”的强度
更胜，最大风力为 68 米/秒 （17 级以上），
截至到目前，它可谓是今年强度最强热带气
旋之一 （另一同样强度的台风是今年第2号
台风“舒力基”，不过在距离我国较远处转

向，没有登陆），所以带来的风雨影响也更
为严重。具体表现为：

在移动速度方面，前期“康森”更慢一
些。因为双台风效应和距离副热带高压较
远，引导气流偏弱，所以处于偏西位置的台
风——“康森”就会走得更慢一些，待二者
距离稍远以后，“康森”就恢复正常了。另
外，在13日左右，“灿都”会在浙江沿海一
带回旋打转，移速较慢，主要由于此时它处
于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加之中高纬度正处于
槽前槽后转换时期，此时“灿都”处于高压
脊的下方，其北侧存在向西的分量，南侧存
在东风气流，二者的拖拽作用共同导致“灿
都”移动速度缓慢，将给浙江、上海等地和
附近海域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

在路径方面，两个台风的前期预报虽然
都有调整，但是幅度不大，通常提前4-5天
的台风路径预报调整200公里，属于正常现
象。因为，影响台风路径的系统本身多变且
复杂。例如，副热带高压周期性的进退，就
会导致台风路径相应的向东或者向西调整。

此外，双台风之间的“藤原效应”也会
让两个台风的移动路径变得更为复杂，因为
二者距离较近，之间一定会相互拖拽，但拖
拽的力度却是难以把握，所以预报员要结合
实际情况、集合预报和经验来调整预报结
论。

今 年 台 风 为 何 喜 欢 “ 扎 堆 儿 ”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很多人认为，秋天了，天凉了，台风也会相对弱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于秋台风，气象上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将6月至8月生成的台风称为夏台风，9

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
迄今为止，今年9月已经有2个台风生成。统计显示，秋季依然是台风活跃季，9月台

风生成个数仅次于8月，台风登陆数量在全年排第三。
从1949年至2020年台风大数据中也可以看到，72年来，台风强度排行前20名中，秋

台风占11席，而且强度最强也是秋台风，排行榜前7中有5个属于秋台风。
另外，秋台风的平均巅峰强度和平均登陆强度均比夏台风略胜一筹，秋季生成的超级

台风个数也以绝对优势碾压夏台风。
那么，秋台风为何变得如此强大？中国气象局相关专家表示，主要是由于秋台风绝大

多数生成在西北太平洋洋面，那里距离陆地远，给予了它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时间。加之此
前洋面经过整个夏季阳光的加热作用，已经积累了很多热量。初秋时节，阳光直射区向南
移动过程中再次加热热带海洋，使得海洋热量达到顶峰，所以强台风更容易出现在这个时
间。

与夏台风相比，秋台风生命史普遍较长，有利于台风强度的发展。此外，秋台风路径
往往呈现复杂多变的特点。秋季，由于西风带系统、副热带高压、赤道辐合带等各方力量
都处于博弈状态，有时很难分出明显胜负，因此，台风移动路径和强度会更容易多变一
些。

数据显示，72年间，登陆我国的秋台风，登陆点要比夏台风整体偏南，最常登陆地为
广东，其次是海南和福建，登陆点最北到上海，登陆上海的两个台风强度都不算强。

值得一提的是，秋季冷空气开始活跃，秋台风影响期间，若有冷空气配合，可能激发
出更强的降水。2013年，台风“菲特”登陆福建，与南下冷空气结合，给登陆点北部的
浙江余姚带来了罕见特大暴雨，影响极大。

秋台风比夏台风更强？

中华秋沙鸭展翅飞翔。新华社发 田波 摄

让 花 、 果 、 蜜 文 化 遗 产 “ 活 ” 起 来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