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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时空环保时空

◎本报记者 王禹涵

◎本报记者 李 禾旗舰物种数量持续增长，藏羚羊增长

至 7 万多头，雪豹恢复到 1200 多只，东北

虎、东北豹数量分别从试点之初的 27 只、

42 只增长到 70 只、80 只左右，海南长臂猿

野外种群数量从 40年前的仅存 2群不到 10

只增长到 7群 42只……不久前，“我国国家

公园建设成绩单”在网上刷屏。

2021 年 10 月，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

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

第一批 5 家国家公园。三年来，国家公园

保护格局、保护水平、保护能力进展明显，

成效显著。

建成“四梁八柱”

国家林草局保护地司司长张利明介

绍，国家公园是“国之大者”，是生态文明建

设重大制度创新。

多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推进

国家公园建设。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7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2019年，《关于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指导意见》发布；2022年，《国家公园空间布

局方案》出台。2023 年，首批 5个国家公园

总体规划正式公布。我国基本建成了国家

公园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

2024 年 9 月 10 日，国家公园法草案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

次从国家层面针对国家公园专门立法，将

为国家公园的规划和设立、保护和管理、参

与和共享、保障和监督等提供法律依据。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

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

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张利明说，国家

公园建设经过了试点探索、正式设立、全面

发展的历程，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和

重要进展。通过建设国家公园，我国生态

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得到提升。长

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实现整体保护。

此外，国家公园建设也有效助力了民

生改善。评估显示，国家公园建设范围内近

5万社区居民被聘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

工资性收入1万—2万元。“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出台支持三县（市）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措施，选聘生态管护员 8100多人，

民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张利明说。

实现综合监测

三年来，从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到

智慧巡护系统，从大数据中心到人工智能

识别分析，科技正在深刻改变着国家公园

的保护和管理方式。

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

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

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2019 年，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多年来，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搭建了省级智慧管理

中心、智慧雨林大数据中心平台，打造了

“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项目，所建

设的“智慧化电子围栏”可以通过卡口监控

相机、振动光纤以及红外线热感应触发相

机等，实现对公园核心区的 24 小时监测，

有效保护了公园内的野生动物和生态环

境。“目前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已恢复至 6

群 37只，共发现新物种 54种，圆鼻巨蜥、细

刺水蛙等多年未被发现的珍稀濒危特有物

种重现雨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副局长王楠说。

科技手段也广泛应用在热带雨林的

日常巡护工作中。护林员们可以通过智

慧巡护应用程序，实时上传巡护数据，提

高巡护效率。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每位护林员配备的专

用手机都与信息管理平台相连接，每次巡

护的时间、路线都会被记录下来，实现对

巡护工作的规范化、信息化管理。监测人

员需要巡护的某类数据，可在管理平台查

询导出，简单方便。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智慧雨林项目工作人员何聪

介绍，智慧巡护应用程序持续推动巡护工

作的规范化、信息化，护林员对该应用程

序的使用率接近 100%。

三江源国家公园汇聚了长江、黄河、

澜沧江三条大江的源头。这里气候多变、

沼泽分布、险山峻岭、人迹罕至，难以依靠

人力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和相关环境

指标。为能更好地保护及监测三江源头

生态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先后与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单位建立合作关系，

初步构建了覆盖三江源地区重点生态区

域“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体系，探索解

决对重点区域大尺度远距离的巡护监测

难点。据了解，该监测网络体系拥有独具

特色的空基监测系统，可实现“远距离、大

范围、非接触、全方位”的近地实时监测，

数据能通过光缆线实时传回三江源国家

公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库。工作人

员只要点击鼠标，就可 24 小时动态监测

三江源生态系统、自然景观和野生动物栖

息活动变化。

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得到提升——

国家公园建设交出亮眼成绩单

近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薛张小流域

水土保持项目碳汇减排量转让交易在延安

市成功签约。延安市宝塔区水务环保有限

公司共向延安水务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延安

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杨凌绿诚生

态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3 家公司转让 15.1 万

吨碳汇减排量，合同总金额543.6万元。

“薛张小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减排

量转让交易是目前已知全国水土保持项目

碳汇交易量最大、单价最高、受让企业最多

的一单。”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

游管理局总工程师喻权刚分析说，这表明

随着水土保持措施的加强，黄土高原林草

覆盖率和林草质量逐步提升，黄土高原已

由“碳源”转变为“碳汇”。

科学评估水土保持碳汇量

薛张小流域位于延安城东北处的冯

庄乡。日前，记者一行来到这里，看到附

近的山顶上布满了阔叶林和针叶林，山腰

到山脚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然而 30 多年

前，此处还是光秃秃的荒岭。“我们上山种

树、整修梯田、建起了淤地坝，现在泥不出

沟、水不下山。”延安市冯庄乡薛家湾村村

民高信说。

“目前，当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程度达

到 75%，植被覆盖率达 65%以上。”延安市水

务局局长李宜然介绍说，此次交易的薛张小

流域水土保持项目，总面积 26平方公里，其

中水土流失面积12.26平方公里。通过实施

水土保持项目，当地营造水保林草和水保经

果林共255.75公顷、整修梯田66.01公顷、封

禁治理710公顷、修复加固淤地坝5座、治理

油井井场、煤矿、天然气井场4处。

今年 4月到 8月，延安市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合作对薛张小流域水土保持碳汇量

开展科学评估。“我们通过收集相关资料，

利用卫星遥感和无人机遥感解译、样地调

查等手段，调查分析项目区域综合治理前

后不同水土保持措施地块植被和土壤两个

碳库的碳储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保学

院副院长王健说。

最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具了薛张小

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量监测报告，陕西省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黄河流域水土

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出具了核证报告。

结果显示，薛张小流域水保措施碳汇增量

43619吨（159937吨二氧化碳当量），碳减排

量 2641 吨（9683 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总量

46260吨（169620吨二氧化碳当量）。

提供生态修复“延安经验”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是黄河中

游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长期

以来，延安市坚持把水土保持作为改善

生态环境和助力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

要举措。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延安市累计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 1.78 万平方公里，累计完成

退 耕 还 林 1077 万 亩 ，建 成 各 类 淤 地 坝

11615 座，全市多年平均入黄泥沙由原来

的每年 2.58 亿吨下降到 0.31 亿吨。2021

年，延安市被水利部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已基本实现“土不下山、

泥不出沟、清水长流”的生态治理效果。

如今，青山绿水换来了真金白银。“此

次碳汇交易收益将全部用于薛张小流域水

土保持和乡村振兴工作。”李宜然说，延安

市将持续探索水土保持碳汇开发与交易的

途径和机制，加强碳汇基础研究和关键技

术攻关，为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提

供更多“延安经验”。

“碳汇交易可以将水土保持的综合治

理成效转化为经济价值，进一步激励、促进

更多水土保持项目的实施，为水土保持生

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提供新的模式和路径。”

喻权刚说。

“薛张小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减排

量转让交易为创新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的价

值实现机制提供了实践基础，也为全国特

别是西部地区开展水土保持碳汇交易提供

了宝贵经验。”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司长蒲朝

勇说。

黄河流域最大水土保持碳汇交易在陕西延安达成

黄土高原由“碳源”变“碳汇”

图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景色。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延安薛张小流域鸟瞰图。 喻权刚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宋迎迎）记者 10 月

24 日从山东港口集团获悉，山东港口渤海

湾港集团潍坊港荣获中国船级社质量认

证有限公司颁发的碳中和评价证书，证明

潍坊港全港口范围内已实现碳中和。这

标志着全国首个“零碳港口”建成。

潍坊港位于渤海湾南海岸，岸线长

5382 米，拥有丰富的海洋、风能、光能等

资源，是进行“零碳港口”建设的良好试

验场地。山东港口渤海湾港集团以潍坊

港 为 试 点 ，聚 焦“ 调 结 构 、强 技 术 、重 管

理”，围绕能源供应多能互补、能效提升

技术应用、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生态

碳汇能力提升等“八大任务”，全力打造

“零碳港口”。

在“零碳港口”建设过程中，潍坊港持

续推进能源结构清洁化。今年 9 月 30 日，

潍坊港 4 台 6.7 兆瓦风机并网成功，成为

山东省首个并网发电的陆上分散式风电

项目，年可用发电量超 7000 万千瓦时，在

满足整个港区用电的同时，冗余电量还可

通过电网供社会使用。此举不仅为潍坊

港每年节省用电成本约 960 万元，而且与

相同发电量的常规燃煤火电机组相比，每

年可节省标煤 2.1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5.7 万吨，减少排放烟尘 1.5 吨。

如今，潍坊港多能源供应体系初步搭

建完成，形成“风光储一体化”的零碳能源

结构，正式实现“零碳港口”2.0，力争在行

业内率先打造以“全物流链绿色低碳发

展”为特点的“零碳港口”3.0。

今年 3 月，潍坊港发布“零碳港口”创

建方案，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向

其颁发了承诺性碳中和证书。10 月，潍坊

港完成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9010.62 吨

二氧化碳当量）的中和。中国船级社质量

认证有限公司依据碳中和相关证实规范，

对今年 6 月 10 日—9 月 10 日潍坊港生产

经营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量化

和抵消过程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符合

评价依据准则的要求，潍坊港获得碳中和

评价证书。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潍坊港将把“零

碳”与“智慧”深度融合，定义通用散货码

头零碳智能化作业模式新标准，建设综合

能碳智慧管控平台，提升港口自动化智能

化水平，将智慧绿色特征贯穿港口建设全

过程。

全国首个“零碳港口”建成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蕴）记者 10月 24日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

局获悉，在青海省金钱豹专项调查的区域内，金钱豹分布密度约为

0.25 只/100 平方公里。这是国内首次公布省域金钱豹调查结果，

为金钱豹种群的监测和保护提供了本底数据。

金钱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

名录中被列为易危（VU），在青海省属于边缘分布。2022 年以来，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北京大学和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科

研团队，基于探测信息对青海省分布的金钱豹的潜在适宜栖息地

面积与种群数量状况进行评估。这也是青海省首次开展金钱豹专

项调查。调查显示，青海省金钱豹种群数量至少有 32只。

2022 年至 2023 年调查期间，科研团队在野外布设红外相机

405 台次，培训牧民监测员 369 人次，在所有可能分布区记录到

1032 次金钱豹的独立探测，共收集到 155 个金钱豹分布位点。基

于栖息地分布模型分析结果，青海省内金钱豹潜在适宜栖息地面

积约为 1.03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县、玉

树市以及杂多县，果洛藏族自治州东南部班玛县等区域也有少量

分布。考虑到金钱豹的活动能力以及青海省整体的森林面积和质

量，金钱豹在青海的实际分布范围可能要高于本次分析评估结果。

据了解，调查过程中，科研团队多次记录到金钱豹携带幼崽的

活动影像。这表明该区域种群有较为健康的繁殖动态。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张毓表示，今后，

青海省将进一步加大与科研机构的合作，设定统一调查方法，建立

长期监测网络，实现对青海省分布的金钱豹种群的动态监测，以期

全面推动金钱豹及其栖息地保护研究工作。

青海首次公布金钱豹调查结果

“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管理是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日前生态环境部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郭伊均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开展“无废城

市”建设、强化危险废物监管纳入中央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扎实推

动新污染物治理，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环境治理能力大幅提升。

生态环境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113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和8个地区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计划建设3700余项工程项目，

投资超过1万亿元；2023年，我国典型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达

22.58亿吨，综合利用率为53.32%，较2012年提高了10.52个百分点；截

至2023年底，全国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能力超过2亿吨/年，较2020

年增长了50%，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与产废量总体匹配。

郭伊均说，经过 6年实践，“无废城市”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其

中，吉林、重庆等地推进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各地以机关、企业、

学校为对象，逐步形成从学校到家庭到社会的“无废”文化传播链。

“无废城市”建设也助推污染的源头减量。2023 年，除了 4 个

直辖市，参与“无废城市”建设的 109 个地级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强度较 2020年下降 6.8%。

此外，我国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持续提升。生态环

境部推进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已有 70余万家企业被纳入

信息系统，较 2018 年系统启动时增加了近 15 倍；推进小微企业危

险废物收集试点，全国已有 1000 多家收集试点单位，服务了近 30

万家小微企业，有效破解危险废物收集难题。

据统计，我国连续 15 年推进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平均

每年排查整治环境风险隐患问题约 10 万个；2020 年起，连续组织

开展深入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截至今年上半年，

全国生态环境部门共查处涉及危险废物的行政处罚案件超过 1.7

万件，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犯罪案件 4215 件，危险废物非法倾倒案

件高发态势得到了遏制。

郭伊均说，生态环境部还开展了新污染物环境风险摸底调查，

筛选出 4000余种具有高危害、高环境检出的化学物质，完成 122个

行业，7 万余家企业的化学物质生产使用情况摸底调查；聚焦“治

未病”，将新污染物治理要求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综合决策参考，

促进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底，我国已全面淘汰 8种类重点管控新

污染物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对 14 种类重点管控新污染物采取

禁用、限用等措施，启动了一批新污染物治理试点示范等。

我国固体废物与化学品

环境治理能力大幅提升

杭州市临安区的一家“无废工厂”在屋顶上安装了光伏发电设
备。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图为科研团队在调查中捕捉到的金钱豹影像。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供图

图为潍坊港。 山东港口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