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盐碱地治理，还面临
三个挑战。一是盐碱区主要分布在北
方，而北方降雨少、蒸发强烈，没有
足够的水资源，因此治理难度较大；
二是还有待选育既耐盐碱又能高产的
优良作物或经济植物品种；三是生物
和微生物型盐碱地改良利用材料的性
能还不够稳定，控盐过程中，土壤与
作物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还有待深入
研究。”12 月 5 日，在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举行的世界土壤日庆祝活
动中，该院研究员杨劲松在主题报告
中，直指我国土壤盐渍化防治与盐碱
地资源利用遇到的挑战。

土壤盐渍化是可溶性盐分在土壤中
积聚，导致土壤基本特性恶化和质量下
降的过程。受不同程度盐、碱物质影响

的各种类型土壤称作盐渍土。杨劲松介
绍，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分布有不同类
型盐渍土，我国盐渍土约占世界盐渍土
总面积的十分之一。

“盐渍化土壤分布区普遍具有降水量
少、蒸发量大、地形地貌低洼平坦、地
下水埋深浅、地下水矿化度高、成土母
质含盐等特点。”杨劲松说，在这些因素
影响下，盐分在土壤中汇聚和浓缩，导
致土壤盐渍化发生与扩展。

人类生产活动是土壤次生盐渍化、
土壤退化的诱因之一。例如灌溉中设施
不配套和管理不当造成地下水位抬升、
用咸水和碱性水灌溉而没有控盐措施、
温室大棚保护地种植管理不到位、大中
型水利工程建设中忽略了盐渍化防控、
大水面养殖或水旱插花布局、气候变化

引起海水入侵等因素。耕地土壤盐渍化
会造成耕地质量和生产力水平下降，严
重的甚至会造成耕地荒废，影响粮食安
全和耕地保障。

“开展盐渍土治理和土壤盐渍化防
控，要根据土壤盐分类型、分布特点、
时空变化及环境要素特征，通过灌排工
程、土壤改良、耕作栽培、生物农艺等
技术措施进行土壤水盐调控，消减土壤
盐分、防范盐分积累、抑制对作物的盐
碱危害。”杨劲松表示。

如何筛选适合盐碱地生长的植物，
改良土壤环境，是研究热点。杨劲松介
绍，目前国内一些研究团队通过创制和
筛选培育一些耐盐碱的植物种质资源，
例如耐盐碱的水稻，耐盐的油菜、棉
花，耐盐经济类能源植物甜高粱，盐碱

地的先锋植物碱蓬、盐角草等，来改善
土壤性质。

有了耐盐的植物还不够，如何改良
土壤生态，让其适应植物生长至关重
要。“土壤所的团队，也在利用土壤增碳
调理，优化耕作措施改善土壤结构，在
高效脱除盐分的同时，改善作物根区环
境以提升土壤肥力，并用生物质炭等材
料促进养分增效，建立了重度盐碱地

‘牛粪有机肥+耐盐绿肥’双肥驱动快速
增碳培肥技术。”

杨劲松解释，牛粪有机肥和耐盐绿
肥可以提高土壤肥力、抑制盐害、降低
土壤碱性，而使用生物质炭可以疏松土
壤、保蓄养分，降水和灌溉水进入土壤
后，可以更快更高效脱除盐分，从而改
良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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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野生兰科植物资源专项调查项目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我 国 发 现 31 个 野 生 兰 科 新 种

如 何 应 对 土 壤 盐 渍 化如 何 应 对 土 壤 盐 渍 化
□□ 科普时报记者 金 凤

科普时报讯 （记者胡利
娟） 12月6日，记者从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获悉，正在进行的
全国野生兰科植物资源专项调
查项目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查清了云南、广西、西藏等16
个兰科重点分布的省区市野生
兰科植物的种类和分布情况，
发现了贡山小红门兰、米林舌
唇兰、中华珊瑚兰等 31 个新
种，条纹双唇兰、广椭牛齿兰
等12个中国新记录种，以及1
个大陆新纪录属拟蜘蛛兰属。

我国是世界兰科植物多样
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目前记
载兰科植物共 181 属 1745 种。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兰
科植物占我国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种类总数的 1/4。兰科植物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独特的
观赏价值，在我国开发栽培历
史悠久，并形成了独特的“兰
文化”。然而，近年来，由于
无序开发利用和原生地生态系
统退化等因素，导致野生兰科
植物资源急剧减少，甚至区域
性灭绝，全面加强保护已迫在
眉睫。

目前，专项调查进展顺
利，建立了可复查、可拓展、

可监测的科学调查体系，系统
全面地掌握了全国野生兰科植
物资源本底状况、多样性、居
群地理分布、濒危程度和保护
现状，对造成野生兰科植物资
源濒危的因素进行了全面深入
的研究和评估分析，丰富了对
我国兰科植物多样性和面临威
胁的认知，为《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调整、物种的
精准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建
立以兰科植物为代表的野生植
物监测保护管理体系等工作提
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据了解，国家林草局于
2018年启动全国野生兰科植物
资源专项调查项目。三年来，
相继完成了云南、贵州、广西
等5个兰科重点分布省区和西
藏、福建、重庆等11个次重点
分布省区市的资源调查，今年
又启动了浙江、江西、陕西等
9 个省区的调查工作。专项调
查预计2023年结束，目前共完
成样方调查 78776 个，记录兰
科植物约13.2万次，记录物种
约1258种。其中约800种原生
兰科植物在植物园中得到迁地
保护，约65%的物种在国家级
或省级自然保护区有分布。

枝头欢唱的黄胸鹀、山林中姿态
优雅的绿孔雀、水飞舞的中华白海
豚、海中悠闲漫步的绿乌龟……这可
不是大自然中常见的一幕，而是一张
张邮票再现的优美形态，它们生动活
泼，令人爱不释手，驻足观看。

12月3日，在北京国家动物博物馆
举行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Ⅰ
级）（三）》特种邮票首发式现场，记
者看到，以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为主题的
特种邮票，共一套8枚，都是运用科学
插画方式进行设计，笔法精微细腻，色
彩画面清澈亮丽，每张邮票边饰描绘了
普氏野马、中华秋沙鸭、大砗磲三种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形象，为这套惟肖
惟妙的邮票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这套邮票的图案分别是斑尾榛
鸡、黄胸鹀、绿孔雀、中华穿山甲、
海南长臂猿、鳄蜥、中华白海豚和绿
乌龟。”该套邮票科学专家、中国科学

院集邮协会副秘书长孙悦华研究员告
诉记者，整套邮票为我国著名邮票画
家曾孝濂设计，以中国画的手法表现
和衬托，展示了八种珍稀野生动物。

其中，斑尾榛鸡是我国特有的珍
稀鸟类，它既是青藏高原高山针叶林
特有鸟类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国研究
最为深入的鸟类之一。其他6种珍稀野
生动物，由于栖息地破坏或过度捕杀
等原因，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灭绝风险。

“还有一种是黄胸鹀，尤其值得关
注。”孙悦华介绍说，黄胸鹀曾是欧亚
大陆数量最为丰富的鸣禽之一，但是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黄胸鹀种群数
量由于过度捕杀出现严重下降，目前
数量极其稀少，为今年2月1日我国新
增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珍稀野生动物是我国的宝贵财
富，也是全人类的共有宝藏。保护珍
稀野生动物是全体公民的责任和义

务。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治
理，建立国家公园体系，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在一系列强有力
的政策行动下，生物栖息地环境得到
提升，物种多样性得到保护。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党委书记
聂常虹表示，邮票是国家名片，被誉
为浓缩的“百科全书”，其方寸之间，
是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生物的
记录和再现。此次发行的特种邮票，
对宣传和推广野生动物保护，促进生
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今后，还将继续利用先进的保护
理念和保护方式，积极投入到珍稀野
生动物保护行动中。

据了解，《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I 级）》 特种邮票曾分别于 2000 年和
2001 年发行过第一套和第二套，这是
时隔20年之后再次发行的第三套。

科普时报讯（宋平 陈力 马凡
强 记者胡利娟） 12月6日，记者从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获悉，日前，
该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森
林修复与逆境生理生态学科组研究
人员在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崖柏回归基地，首次发现在野外
回归的 40 万株 9 年生崖柏中，有 50
株结出了圆润饱满的果实。这标志
着我国新一代崖柏即将诞生，对于
缓解崖柏的濒危状态具有里程碑意
义。

研究人员表示，首批崖柏野外
回归有望成为我国珍稀濒危植物回
归的一个成功案例。最新研究成果
将在2021年《林业科学》第11期首
篇刊岀。

崖柏是柏科崖柏属常绿乔木，
属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裸子植物和
白垩纪孑遗植物、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植物和国家优先抢救的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天然分布在重庆市开州
区和城口县大巴山南坡以及四川省
宣汉县山区的悬崖峭壁上，目前发
现的野生成年崖柏约1万株左右。

多年观察发现，崖柏的结实周
期非常长，从1999年我国重新发现
崖柏至今，仅2012年出现过一次群
体结实，且种子败育现象非常严
重。至于何时再次出现群体结实，
目前尚无法预测。

此次的这一新发现让中国林科
院崖柏研究专家郭泉水研究员欣喜
不已。从事崖柏研究16年的郭泉水
认为，崖柏存在生殖缺陷是近代崖
柏濒危的主要内在因素。而崖柏结
实周期长，种子质量差可能与野生
崖柏树龄老化和生境恶劣有关。另
外，种源不足，也是导致崖柏天然
更新不良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野
生崖柏存在的这种生殖缺陷，仅依
靠严加保护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采用人工繁殖而后回归野外，
则成为解决野生崖柏因种源不足而
导致更新不良的有效途径。”郭泉水
表示，种子是新生命开始的幼小植
物体。虽然今年发现的能够结出饱
满果实的植株还非常有限，但由此
看到了未来解除崖柏濒危的希望。
随着回归崖柏树龄的增加，结实植
株将会越来越多。

崖柏于 1892 年 4 月被一个法国
传教士首次发现，此后“绝迹”了 100 多年，直到
1999 年国家林草局组织开展重庆市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调查时才被专家重新发现。在崖柏“绝迹”期
间，有关崖柏的研究几近空白。重新发现后，中国
林科院森环森保所对崖柏的研究得到国家林草局的
持续资助，2016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也将崖柏
列为主要研究対象。与此同时，还得到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中央级公益
性研究院所专项资金、重庆市林业局等多方立项支
持。

多年来，研究人员围绕崖柏拯救广泛开展了崖
柏生理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保护遗
传学、谱系地理学，以及生殖生物学、组培及扦插
和播种繁殖等系列研究，并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科研
成果。下一步，研究人员将对回归崖柏的种子活力
进行测定，同时对结实植株的环境条件进行调查，
并制定对回归崖柏结实动态监测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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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原生地的崖柏 郭泉水 摄

8 种珍稀野生动物登上邮票“百科全书”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图片由活动主办方提供图片由活动主办方提供））

图1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暖地杓兰。图2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波密杓兰。
图3为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带叶兜兰。图4为新种—中华珊瑚兰。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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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珍贵的鸟类，丹顶鹤是对湿
地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的指示生物，全球数量
仅余 2000 只左右。根据 《中国鸟类观察手
册》记载，丹顶鹤是少见的候鸟，繁殖于我
国东北和内蒙古锡林郭勒，越冬于黄河三角
洲和江苏盐城，迁徙经东北、华北，非繁殖
期偶尔游荡至东南和华南地区及台湾。

点睛之“笔”，玉羽与赤顶相映
生辉

嘴巴长、脖子长、腿长，通体洁白，顶
冠鲜红，这就是大家熟悉的丹顶鹤。

丹顶鹤又叫仙鹤、红冠鹤，属于鹤科、
鹤属、丹顶鹤种，是大型涉禽，体长大约
160 厘米左右，翼展在 240 厘米上下，体重
一般是7—10.5千克。

古人对于丹顶鹤的形态也有不少描述，
尤其是唐朝诗人描写的诗句繁多，比如薛能
的“瑞羽奇姿踉跄形，称为仙驭过青冥”，
白居易的“低头乍恐丹砂落，晒翅常疑白雪
消”，张贲的“渥顶鲜毛品格驯，莎庭闲暇

重难群”等。
由此可见，古人喜欢丹顶鹤的美，缘于

它整个形体的和谐一致，而点睛之处，在于
它那玉羽霜毛之上具有朱顶、丹砂。

“长跑健将”，飞行时速达40千米

丹顶鹤在世界上分布于中国、日本、朝
鲜、韩国、蒙古和俄罗斯。越冬地在中国、
日本、朝鲜和韩国，繁殖地在俄罗斯远东地
区、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日本北海
道。它的食物非常杂，在其食谱中，动物性
食物主要有鱼、虾、水生昆虫、软体动物、
蝌蚪等，在植物性食物中，主要是水生植物
的茎、叶、块根、球茎和果实等。

经专家查阅资料证实，丹顶鹤的确是首
次来到野鸭湖。丹顶鹤习惯于成对或家族群
和小群活动，有时也组成大群，数量达40—
50只，最大群超过100只。它们最理想的栖
息环境是开阔的平原、沼泽、湖泊、草地、
海边滩涂，以及河岸沼泽地带，因而有“湿
地之神”之称。但有时，也会在农田和耕地
中见到它们的踪影，这仅出现于冬季或迁徙
季节。

每年春天，丹顶鹤离开越冬地的时间是
2月末3月初，到达繁殖地的时间是4月中旬

之前。进入秋季，它们在9月末至10月初开
始离开繁殖地，迁往江苏盐城越冬地，大批
到达的时间是 11 月下旬。迁徙中，它们常
常排成“一”字形或“V”字形飞行，时速
能达到40千米，高度超过5400米。

能歌善舞，千姿百态

丹顶鹤在迁徙时一路飞行一路高歌，且
声音嘹亮，传得很远。

丹顶鹤的鸣声颇具特色，堪称一绝。
主要表现：一是鸣声高亢洪亮，穿透力
强，声音能传 3—5 千米。这主要缘于它有
一个特殊的发声器官鸣管，由于其颈长，
所以鸣管也长，能达到1米有余，是人类气
管的 4—5 倍；鸣管不仅长，而且在胸骨之
间盘曲的像铜管乐器一般，能使发音引起
强烈共鸣。

二是鸣声频繁。它们不仅在起飞和飞翔
时鸣叫，而且在取食和栖宿时也在鸣叫，每
天黎明前后的鸣叫尤为频繁。当东方露出鱼
肚白之前，只要有一只鹤发出鸣声，第二只
就立即响应，随之群体中便连成一串的彼此
呼应，如此热闹的场景，一直延续到太阳从
地平线上升起以后。

三是鸣声不同，各有作用。鸣声音调和

频率多变。有的是配偶间或群体成员之间的
传情和联络，有的是表示骚动和对危险的警
戒，还有的是作为婚偶舞蹈的伴奏曲。

丹顶鹤的舞蹈，多发生于每年的3月末
4月初的繁殖期内。舞姿优美，由几百个动
作组成，主要有伸腰抬头、弯腰、跳跃、鞠
躬、衔物等，将这些动作有机地编排组合在
一起，通过姿势、幅度、快慢的变化，实现
了千姿百态，优美翩翩。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已达
400只

丹顶鹤实行一雌一雄制，繁殖期为4—6
月，它们的巢一般都是建在有一定水深的芦
苇丛中或高的水草丛中。雌鸟通常每窝产卵
2枚，偶尔只产1枚。雌雄亲鸟轮流坐窝孵
化，大约 30—33 天，小鸟就破壳而出了。
小鸟具有早成性，一出壳就能蹒跚行走，
4—5天后，就能跟着亲鸟到浅水中游泳。它
们2岁性成熟，寿命可达50—60年。

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对湿地的无序开
发，破坏了丹顶鹤的栖息地，使其生存遭到
危机，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甚至在一些地方
已经灭绝。

据了解，丹顶鹤在中国越冬的数量有

1000只左右，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濒危等级，我国列入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为保护丹顶鹤，我国采取了加强自然保
护区建设等一系列措施，保护成效显著。目
前，我国已经建立了 18 个自然保护区，其
中吉林向海、湖南洞庭湖、青海鸟岛和江西
鄱阳湖等被列入了国际上的拉姆萨尔条约保
护湿地目录。

此次飞入延庆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的
其中一只丹顶鹤的出生地——黑龙江扎龙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
殖地，1992 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这里的丹顶鹤
数量已增至400只。

“ 湿 地 之 神 ” —— 丹 顶 鹤
□□ 许焕岗

12月4日，两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首次“空降”北京市延庆区野鸭
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引起爱鸟者的广泛关注——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