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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 只，种群数量实现稳步增

长。”在山西省林草局举行的省鸟褐

马鸡命名 40 周年宣传活动暨中国褐

马鸡保护联盟机制建立大会上，山西

省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奎庆向

记者公布了该省褐马鸡的平均数量

和种群情况。

作为中国鸟类特有物种，褐马鸡

不仅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还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

榜上有名，属“易危级”物种，被誉为

“东方宝石”，保护等级与国宝大熊

猫等珍稀物种相同。

从一度濒临灭绝到种群恢复壮

大，山西省针对褐马鸡建立了怎样的

保 护 体 系 ？ 积 累 了 哪 些 保 护 经 验 ？

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开展调查获得一手数据

褐 马 鸡 在 古 代 名 为“ 鹖 ”或“ 鹖

鸡”，被史料广泛记载。其独特的尾

羽曾被用来装饰武士的头盔。三国

时 期 曹 植 所 作《鹖 赋》称 赞 褐 马 鸡

为 ：“ 美 遐 圻 之 伟 鸟 ，生 太 行 之 岩

阻”。

后来，随着人类活动增多、森林

生 态 系 统 遭 到 破 坏 等 因 素 影 响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褐马鸡一度

濒 临 灭 绝 ，仅 在 山 西 省 吕 梁 山 脉 和

河北省西北部的山地有分布记载。

1980 年 ，经 山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批

准 ，山 西 省 成 立 了 庞 泉 沟 和 芦 芽 山

两 个 以 保 护 褐 马 鸡 为 主 的 自 然 保

护 区 。 经 过 多 年 完 善 ，目 前 在 山 西

省 46 处 自 然 保 护 区 中 ，已 有 1/3 左

右 的 保 护 区 将 褐 马 鸡 作 为 重 点 保

护对象。

2022 年，山西省林草局展开了为

期两年的褐马鸡物种专项调查。专

项调查结果显示，山西省吕梁山、太

岳山、中条山、太行山四个地理区域

均有褐马鸡分布，涉及山西省 8 市 45

个县（区）。山西省褐马鸡分布区的

总面积达 11900 平方公里，其中适宜

褐马鸡栖息的森林面积 5500 平方公

里。种群数量方面，山西省褐马鸡

数量平均为 19000 只。

如此庞大的褐马鸡种群数量，工作人员是如何“数”出来

的？

山西省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王裔飞介绍，作为一

种大型鸟类，褐马鸡喜欢在海拔较高、植被茂密的地方活动。

“现在，褐马鸡主要分布区位于山西省。因为飞翔能力差，

褐马鸡一年四季的生存区域相对稳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专项

调查。”王裔飞说。

王裔飞介绍，在本次专项调查中，工作人员大量运用了红

外相机等先进设备，并取得 600 台次红外相机的第一手数据，为

精准测算出全省褐马鸡分布区、数量和栖息地提供了可靠的数

据支撑。

不仅如此，为了得到真实可靠的数据，工作人员将此前报

告有褐马鸡出现的地区，划定为 70 个 100 平方公里的样区，并

在其中选定了褐马鸡密度较高的重点样区，结合样区内的地形

均匀划定 15 条左右、每条长 3 到 5 公里的抽样线路。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对抽样线路进行实地观测和记录，每条

线路在每年的秋冬季和春夏季分别调查一次。通过褐马鸡在

所有重点样区的密度平均值，再结合其分布范围，得出了最终

的数量。

多管齐下守护“东方宝石”

根据专项调查结果，岳奎庆说，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褐马

鸡分布的县域和自然保护区数量均有所增加，种群数量也实现

了稳步增长。此外，调查还发现，褐马鸡的栖息地特征也有所

变化，不仅在高海拔区域的华北落叶松、云杉林中有分布，大面

积的油松林区同样适宜其栖息。

王裔飞告诉记者：“通过加强栖息地保护，我们逐步健全了

褐马鸡的就地保护体系。”为掌握褐马鸡种群现状，多年来，山

西林草部门在相关自然保护区、重点县域系统地开展了褐马鸡

地理分布、生态生物学习性、种群数量特征、生化生理等方面的

研究，为褐马鸡保护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杨向明

看来，保护好褐马鸡不仅要守护好其栖息环境，还要积极使用

人工手段进行繁育。作为褐马鸡的重要繁育点，庞泉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在 1982 年就开始进行褐马鸡的人工繁育研究，累计

人工繁育褐马鸡 300 多只。

杨向明告诉记者，多年来庞泉沟保护区的科研人员经过探

索与总结，成功掌握了“家鸡代孵褐马鸡人工繁殖技术”。褐马

鸡的蛋由母鸡代孵，孵出后也由母鸡代育。

“在此过程中，我们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对今后褐马鸡的

扩繁、保护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杨向明说，保护褐马鸡及

其栖息地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未来他们将在守山护林的

同时，继续开展褐马鸡的监测、保护和人工繁育等工作，全力守

护好褐马鸡的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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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塔克拉玛干沙漠织一条“绿色围脖”，难度有多大？

作为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

面积 33.76万平方公里，环绕沙漠一圈，相当于北京到乌鲁

木齐的距离。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于田县，随着最

后宽 50米、长 100米沙地栽上了胡杨、梭梭、红柳等固沙苗

木，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 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

护带实现全面锁边“合龙”。

新疆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王振锡说，在

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态治理中，科技支撑作用显著。南疆多

地通过对治理区域风沙危害情况、气象条件、水文条件的

梳理和分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治沙模式。

科学种植实现生物治沙

王振锡告诉记者，在给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的过程

中，应用最广泛的是生物治沙法，也就是通过种草、灌木或

乔木等植物进行固沙。

近几十年来，居住在沙漠边缘的各族群众用“土办法”

植树造林，在水源相对充足的区域开荒种田，但由于缺乏

科学的种植技术，生态恢复速度较慢。

为解决这一问题，新疆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国内多家科

研院所，汇编新疆及西北涉及荒漠化防治、造林绿化、森林

草原资源的各项成果 257项，整理科研项目信息 146项，筛

选新疆“三北”攻坚战适用植物 222 种、重点推广 47 种，集

成相关技术模式 47 种，为全区林草科研、推广、教学、生产

和管理部门提供成果信息指导和推广依据。

例如，中国林科院科技高地团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昆玉

市建设南疆抗逆林木种质资源库，以促进荒漠植物多样性

保育，为固沙苗木选育和扩繁奠定基础。以野外搜寻采集

和从其他植物园引种的方式，团队采集了 20多种荒漠植物

种质资源，并成功繁育了 1万多株种苗，为和田地区的固沙

造林提供优质的苗木资源。

2022 年公布的全国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

示，新疆荒漠化土地减少 1955.74平方公里、沙化土地减少

242.84 平方公里，首次实现了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

缩减”。

新疆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处副处长王刚说，下一

步，新疆将巩固提升锁边成效，努力打造全国防治荒漠化

的典范，为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沙漠里引入“蓝色海洋”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盖孜库木乡的沙漠边缘，一

片蓝色的“光伏海洋”引人注目。这是中国电建沙雅县 25

万千瓦光伏产业园区低碳转型新能源项目基地。

在这座产业园附近的平坦沙地上，一条条滴灌带整齐

排列。这里将陆续栽种 10万株梭梭苗。

浩瀚沙漠，水从哪里来？“水，就藏在地下。”中国科学

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陈亚宁告诉记者，塔克拉

玛干沙漠气候干旱，地面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很难存住

地表水。但在沙漠之下，却有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特别

是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南疆地区的地表径流量明

显增加，使得地下水位显著抬升。

陈亚宁说，在生态修复区配备光伏电站，可有效解决

大量抽水的用电问题，确保植物平稳度过较为脆弱的三年

生长期。沙雅县林业和草原局胡杨林保护中心副主任王

开彦说，与动力电取水治沙相比，光伏发电取水具有经济

环保、绿色低碳的优势。以每眼机井灌溉 2000 亩测算，光

伏发电第一年可节省资金 13.3万元，第二年起每年节省资

金 16万元。

沙雅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防沙治沙形势严

峻。曾经，在沙化区域种植的梭梭林等沙生植物由于缺水

很难存活。2023 年底，通过招商引资，当地规划实施“光

伏+治沙”，项目年发电量达 3.6亿度，既为沙雅县提供绿电

支持，又可带动水泵抽取地下苦咸水，对梭梭林进行灌

溉。项目区内还配套有滴灌带、灌溉排渠等设施，使梭梭

成活率达到 90%以上。

这一光伏治沙模式是新疆近年来探索和总结出的防

沙治沙典型经验之一。如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

战中已经得到大面积应用。

科技赋能沙产业发展

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曾是我国受风沙危害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随着防沙治沙的深入推进，当地生态环境逐渐

恢复，并形成以肉苁蓉为主的沙产业链。

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乡塔吾哈孜村村民艾则孜·买提

肉孜告诉记者，肉苁蓉是一种寄生在红柳、梭梭根部的多年

生草本植物，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被誉为“沙漠人参”。在

以前，肉苁蓉多是野生的，私自采挖会破坏生态环境。2009

年开始，艾则孜·买提肉孜尝试人工种植肉苁蓉，随着当地人

工红柳、梭梭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他的肉苁蓉种植面积也从

最初的9亩发展到现在的950亩。他的成功吸引了更多村民

加入肉苁蓉种植的队伍中。如今，于田县肉苁蓉年产量达 4

万吨，占全国产量的 85%。

同样处于防沙治沙重点区域的尉犁县，则把小小的罗

布麻变成了大产业。尉犁县拥有 160万亩的原生态罗布麻

资源。近年来，当地通过围栏封育、引洪灌溉、免耕补播等

人工措施，密植罗布麻 30万亩。

有了产业基础，尉犁县依靠科技创新进一步挖掘产业

潜力。据了解，该县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 9家

科研院校建立合作关系，挂牌成立“国家罗布麻研究中心”

“罗布麻科技小院”，系统攻关罗布麻育种、脱胶、混纺等关

键技术。尉犁县由此培育了罗布麻茶、蜜、药物、保健品、

服装、板材等市场优势产品，探索出罗布麻全产业链发展

的“尉犁模式”。

为塔克拉玛干沙漠织就“绿色围脖”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杨宇航）记者 12 月

10日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获悉，在第 29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由英国埃克塞特

大学牵头，汇聚全球 80 多家机构共同编写

的《2024年全球碳收支》报告日前发布。中

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贡

嘎”大气反演系统，凭借其稳定的高质量数

据，连续三年入选《全球碳收支》报告，赢得

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誉。

2022 年初，“贡嘎”系统成功研发。同

年，该系统正式参与“全球碳计划”，实现了

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大气反演系统

在“全球碳计划”中零的突破，标志着中国

在全球碳收支研究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贡嘎”系统具备自主先进同化方法及

双通优化框架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使得

“贡嘎”系统具有反演精度高、计算代价小

的突出优势，使其在全球碳收支评估领域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贡嘎”系统参与到了构建全球

与区域嵌套多尺度大气反演系统之中，助

力实现二氧化碳、甲烷等多种温室气体源

汇的精准评估。这将为全球和区域温室气

体收支计量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进

一步推动全球碳循环研究的发展。

“贡嘎”大气反演系统的成功研发和应

用，不仅有力支撑了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顺

利执行，还在厘清气候变化影响下青藏高

原碳汇功能和变化特征等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该系统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

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在全球

和区域温室气体收支计量方面积极探索，

为国际碳收支评估提供了中国视角。

“全球碳计划”是“未来地球”倡议框架

下的国际研究项目，致力于全球可持续性

研究。其核心目标是深入理解全球碳循

环，包括生物物理和人类活动两个维度，以

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为了

确保评估过程的科学性和透明性，该计划

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基于现有方法学的同行

评审报告。《2024 年全球碳收支》由 120 多

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共同撰写，共收

录了来自 7个国家的 14个反演系统的反演

结果，其中有 4个系统来自中国。

中国“贡嘎”系统连续三年入选《全球碳收支》报告

图为褐马鸡。 受访单位供图

凭借自主研发的原液着色项目，位于浙江嘉兴桐乡的桐

昆集团每年可减少染色废水产生量约 1000 万吨。近日，记者

通过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的“向‘新’而行 中央媒体新闻采

风活动”，了解到桐昆集团的这一创新之举。桐昆集团安全环

保部经理马晓伦介绍，公司将无废理念贯穿产业链，厂区无废

生产线全部实现自动化，相比传统生产线固废产生量减少

30%以上。

当前，浙江省不断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以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增创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原则，助推绿色低碳转型

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擦亮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在浙江杭州，无废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据了解，杭州累

计建成“无废细胞”29 类 2700 余个，全面推开“无废集团”“无废

商圈”建设。以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从源头上减

少水污染，自建 1 级污水处理站，回水利用率达 77%，增加光伏

等可再生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降低对传统高碳能源的依

赖，企业屋顶的光伏发电站年发电可达 789万千瓦时，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超 8000 吨，光伏电利用比率达 93.8%。西奥电梯有限

公司工厂运营副总经理陆晓辉透露，通过引入智能制造，公司单

台电梯生产电气综合能耗下降 33%,年实现碳减排万余吨，污染

物减排 5000余吨。

在浙江绍兴市新昌县，当地创新“餐厨垃圾+昆虫养殖”

生 态 处 理 模 式 ，全 面 提 升 易 腐 垃 圾 智 能 化 管 理 水 平 ，实 现

“全领域覆盖、全链条处理、全过程监管”。2022 年，全县易

腐 垃 圾 收 运 处 置 12087.76 吨、2023 年 27185.76 吨 ，资 源 化 利

用率达 97%，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有效破解了餐厨垃圾

监管处置难题。

在绍兴新昌县城区餐厨垃圾处置中心黑水虻规模化养

殖车间，黑水虻在幼虫生长期内 24 小时不间断进食，以 6 天

为一个处理周期快速消解餐厨垃圾。车间内，通过生物转

化，易腐垃圾 60%转换为高质量昆虫蛋白，40%变为虫粪有机

肥。同时，该中心还形成了垃圾资源化处理链闭环，真正实现易腐垃圾 100%无害化

处理。

经测算，新昌县城区餐厨垃圾处置中心每吨餐厨垃圾消解所需电量较厌氧消化、焚烧

等处置模式下降约 30%。餐厨垃圾经黑水虻转化后，总碳、总氢、总硫、总氮、总磷排放大

幅下降，其中总硫和总氮元素减排率分别达 74.1%和 61.9%。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计划到 2025 年，培育 50 家以上“无废集团”

和 50个以上“无废商业街区（商圈）”，推动减废和再利用水平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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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 受访单位供图

12月12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迎来全面通水10周年。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的重要水源地，湖北丹江口库区持续深化水质保护，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广大干部群众积
极参与治水护水工作。2014年中线工程通水以来，丹江口水库水质总体优良，长期稳定
在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标准。

10年间，随着保护力度越来越强，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每年符合Ⅰ类
水质的天数和指标个数持续保持在高位。

图为丹江口市清漂队队员在丹江口水库进行清漂作业。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南水北调水源地水质持续向好

图为绍兴绿展环保有限公司内，企业基于河道淤泥、煤矸石、粉煤灰、矿山废渣、建筑
垃圾等多品类固废制备的建筑材料。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