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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解园、柴婷）
时值初春，山西省运城市郊外的盐湖
硝池中，3 只羽翼鲜红的火烈鸟时而
悠闲踱步，时而低头进食，吸引数十名
摄影师在岸边拍照。
　　终于拍到交颈的画面后，蹲守了
2 天的李仲友露出满意的笑容。为了
拍到这种珍稀的鸟类，他专程从 1000
多公里外的珠海来到运城盐湖。
　　野生火烈鸟主要栖息于温带及热
带的盐湖水滨，在非洲、南北美洲、地
中海地区等均有分布。在 2014 年之
前，中国并没有发现这种大型水鸟的
固定栖息地。
　　运城盐湖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
陆盐湖之一，被誉为“中国死海”。张卫

平是运城市拍摄火烈鸟的第一批人。
他回忆说，2014 年夏天，有人告诉他
盐湖里来了几只不认识的鸟，赶到现
场后他才认出，这是在电视上见过的
火烈鸟。不过，它们有的耷拉着翅膀，
有的动作迟缓，看上去状况不是很好。
　　“盐湖中有大量火烈鸟喜食的卤
虫，加上人们的自觉保护，经过几个月
的休整，它们状态明显好多了。”张卫
平说，从展翅时羽毛的色泽和亮度就
能看出与之前的区别。
　　恢复健康的火烈鸟不久后飞离盐
湖。人们也以为这群“稀客”只是偶然
在这里经停，没想到几个月后，又有一
批火烈鸟在此栖息。此后，盐湖成了这
些火烈鸟每年迁徙路上的必经之地，

数量最多时曾达到 8 只。
　　火烈鸟在盐湖“安居”的照片在网
络上不断走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摄影爱好者，最多的时候一天有 100 多
人在这里拍摄。渐渐地，生性胆小的火
烈鸟也不止在湖中央活动，它们和人的
距离越来越近，有时候只有几十米远。
　　“除了火烈鸟，在这里可以拍到黑
鹳、反嘴鹬、大天鹅等约 100 种野生
鸟类，盐湖已经成为全国‘拍鸟人’必
来的打卡地之一。”张卫平说。
　　火烈鸟最初落脚盐湖的原因仍不
得而知，但作为曾经的化工生产重地，
盐湖生态的明显改善无疑是吸引它们
的重要原因。
　　运城盐湖自古以来就有人类活

动，开采历史可以追溯到 4000 年前。
进入上世纪后半段，当地化工企业发
展进入高峰，主要生产元明粉、硫酸
钡、硫酸镁等产品，这也对盐湖的环境
造成了破坏。
　　“那时候走在湖边就能闻到气
味。”曾任职于盐湖生态保护与开发中
心的摄影爱好者吕国玉回忆道。
　　在一次次深入盐湖的实地调研
中，吕国玉接触到了不少摄影师，受他
们的影响，也逐渐爱上了拍摄鸟类。
　　“和他们的密切交流让我对盐湖的
生态保护有了更深认识，这帮助我们更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吕国玉说。
　　据吕国玉介绍，成立于 2010 年
的盐湖生态保护与开发中心主要负责

生态保护和修复方面的规划编制以及
盐湖生态修复治理及文旅综合开发利
用工作，同时也负责协调相关部门推
进环保工作。
　　为了更好地对盐湖进行生态保
护，湖区的工业生产活动在 2020 年
被全面清退，同时当地还展开山体、林
湖修复工作。同年，《运城市盐湖保护
条例》经山西省人大批准，盐湖保护有
了法律依据。
　　工作之余，吕国玉经常到盐湖中
走走看看，拍摄下鸟类在这里活动的
画面。“鸟类是盐湖的‘精灵’，拍照能
让更多人了解它们、爱上它们，从而呼
吁大家都加入保护环境的大家庭里
来。”吕国玉说。

“中国死海”运城盐湖成野生鸟类天堂

本报记者程楠

　　随着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曾
销声匿迹多年的华北豹，近年来频现
陇东子午岭地区。在甘肃省庆阳市等
地，陇东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
授周天林和团队近年来反复踏访甘肃
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不仅多次“捕
捉”到华北豹的矫健身姿，也记录下当
地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的喜人变化。

深山寻豹走泥丸

　　山势起伏，道路蜿蜒。放眼望去，
有 2000 多年历史的秦直道，在子午
岭的山脊线上向远方延伸。
　　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子午岭似一
叶“绿肺”，横跨甘肃、陕西两省。这里
不仅是黄土高原中部面积最大、保存
最为完整的落叶阔叶天然次生林，还
保存着多种野生动植物资源。
　　 2017 年夏天，周天林和团队在
子午岭进行野外生物普查时发现，40
多年后，华北豹的身影重现子午岭。
　　周天林介绍，华北豹是仅分布于
我国华北地区的大型猫科动物豹的一
个亚种。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由于人
为捕猎、栖息地破坏等因素，其种群数
量和分布范围急剧减少。
　　“华北豹也称金钱豹，被列为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周天林说，2020 年开
始，为有效监测华北豹，在甘肃省有关
部门支持下，团队在约 2400 平方公里
区域内，陆续布设了 240 台红外相机。
　　山路险远，树枝不停地刮擦车身。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记者跟随周
天林等人深入子午岭林区。乘车只能
靠近相机布设点位，想要回收数据，科
研人员还得在山里步行搜索。
　　冷风割面，道路难寻。大家人手一根
拐杖，在一片油松林里艰难开辟道路。说
是拐杖，其实就是捡来的粗树枝。在林中
缓慢行进约 1 小时后，团队才在一棵树
的树干上，发现了一台红外相机。
　　“点位分散，山大沟深，大家常常一
天也收不回几台。”周天林说，因为科研
设备多、车上位置有限，他和团队成员
进山，基本就靠大饼、咸菜和水充饥。

　　冬季进山，除了要对抗严寒，还要
小心脚下结冰。“迷路、摔跤是家常便
饭，有时候路滑不注意，皮卡车还会陷
到路边的壕沟里，很危险。”周天林说。
　　在回收的红外相机里，周天林和
团队发现了一段华北豹活动的视频。

“今天的发现很意外，这是大概两小时
之前的华北豹。”周天林笑着说。
　　经过一整天的寻找，带着收集到的
新发现，深夜十点多，记者和周天林团
队才赶到可供简单住宿的当地林场。
　　周天林表示，近年来，随着人类活
动减少和森林植被增加，子午岭华北
豹的生存环境逐渐改善，科研人员才
能陆续发现数量不等的种群或个体。

“屏中窥豹”靠科技

　　陇东学院的办公室里非常安静，
周天林和团队成员坐在电脑前，紧张

地进行华北豹个体识别工作。在他们
最新回收的 10 台红外相机里，共发
现三段华北豹影像，其中还有一段拍
摄于白天的素材。
　　周天林说，华北豹是生态系统中
的旗舰种、关键种和濒危种，其种群数
量研究是开展其他相关科研的基础。

“由于种群分布区域大、行为隐蔽，华
北豹种群难以直接观察统计。”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杨永强
介绍，即便团队此前精心选择了相机布
设点位，但在茫茫子午岭，让华北豹“显
形”也是个技术活。“每年，仅相机布设
就要花费近半年时间，还要通过定位装
置，尽量在林区均匀布设。”
　　周天林说，从 2020 年至 2021
年，在野外布设的 240 台红外相机
中，有 32 台拍到了华北豹。
　　为了确定华北豹种群数量，科研
人员会在收集到的影像资料中，选择

相似样本的华北豹背部花纹 3 至 4
处。杨永强说，通过对比，如果这些花
纹一致，就能判断是同一只华北豹。

“盯着电脑屏幕，经常一看就是大半
天。虽然累，但是只要能发现新个体，
我们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综合了近三年的 160 万份相关
数据，周天林和团队不仅基本摸清了
华北豹在子午岭甘肃区域的分布位
置，还建立了子午岭华北豹个体库。
　　“个体库建立后，相当于每只华北
豹有了‘身份证’。我们取回影像资料
后，跟个体库里已有编号进行对比，就
能看出是已有个体还是新增个体。”杨
永强说。
　　这一次，周天林和团队还从子午
岭带回了华北豹粪便样本，这也是团
队首次在子午岭发现华北豹粪便。“从
粪便形状、大小及含有的毛发分析，这
就是华北豹粪便。下一步，我们将从中

提取 DNA 样本，期待得到更多有用
信息。”周天林说。
　　从 2021 年至 2022 年，周天林和
团队一共在子午岭发现了 45 只华北
豹。周天林表示，目前，子午岭甘肃区
域的华北豹种群年增长率约为 15%。

“华北豹种群不断增加，标志着子午岭
生态系统越来越健康和完善。”

物种丰富生态美

　　“华北豹的观测记录不断扩展，反
映出我国西北地区的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正得到整体性修复。”杨永强
说，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
北豹是最大的肉食性猫科动物。
　　华北豹处在子午岭食物链的顶端，
不仅对整个生态系统具有调控作用，还
扮演着调节猎物种群数量和维持生态
平衡的重要角色。“华北豹种群的重现

和持续增长，说明子午岭完整而健康
的生态系统正在形成。”周天林说。
　　从人进豹退，到豹进人退，子午
岭不仅生态向好，而且正在探索一
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衡之道。
周天林和团队的初步研究显示，随
着子午岭林区人类活动大大减少，
这里逐渐成为全国颇具规模的华北
豹种群野外分布区。监测显示，目前
发现的华北豹活动区域基本上都是
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
　　庆阳市林业和草原局介绍，2013
年，庆阳市开始启动实施“再造一个
子午岭”工程，计划每年利用宜林荒
山植树造林 100 万亩以上，以提高水
土保持能力。2022 年，该工程完成营
造林、补植补造超过 102 万亩。
　　 40 多年来，陇东学院主要负
责陇东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
等工作。以周天林等为代表的陇东
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师生，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珍稀动物救助方
面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任务。
　　不断刷新的物种记录，显示子
午岭生机勃勃。通过对子午岭动物
资源进行的长期调查研究，陇东学
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师生共记录
到脊椎动物 284 种，其中兽类 36
种、鸟类 205 种、爬行类 16 种、两
栖类 4 种、鱼类 23 种，并记录到昆
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约 1370 多种。
　　“我们共记录到华北豹、黑鹳、
豺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1 种，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 40 种。”杨永强说，随
着生态持续改善，团队还新记录到
貉、白腹鹞、斑头鸺鹠、大鲵等动物。
　　近年来，在陇东学院野生动物救
助中心，得到救助的珍稀野生动物已
有 32 种 344 只。中心通过人工饲养
繁殖红腹锦鸡 298 只，放飞 280 只，
成功建立了一个自然种群，大大丰富
了子午岭林区的生物多样性，并为野
生动物异地保护提供了范例。
　　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生态
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首先就是对
物种的保护，只要物种存在，它总有
一天会给我们和后代提供新的选择
和研究利用机会。”周天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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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周天林团队回收的红外相机视频截图。
子午岭华北豹点位分布图。         （受访者供图）

云 南 发 现 濒 危 植 物

彩 云 兜 兰 野 生 居 群

　 　 新 华 社 广 州
电（记 者 王 瑞 平、
高敬）今年 3 月 3
日 是 第 十 个 世 界
野生动植物日。为
进 一 步 加 大 候 鸟
迁 飞 通 道 保 护 力
度，全国鸟类迁徙
通道保护行动于 2
月 2 4 日 正 式
启动。
  2023 年世界
野 生 动 植 物 日 宣
传活动 2 月 24 日
在广东珠海启动，
活动主题为“广泛
发动社会力量，共
同 推 进 物 种 保
护”。
　 　 本 次 活 动 启
动 了 全 国 鸟 类 迁
徙通道保护行动。
记 者 从 活 动 中 了
解到，为进一步加
大 候 鸟 迁 飞 通 道
保护力度，依法强
化 建 设 项 目 对 野
生 动 物 迁 徙 通 道
环境影响评价，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印发《全国鸟类迁
徙 通 道 保 护 行 动
方 案（ 2 0 2 1 —
2035 年）》，明确
北 京 昌 平 区 十 三
陵水库、江西鄱阳
湖、宁夏平罗县黄
河湿地等 1140 处为候鸟重要繁殖
地、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确定了
加强迁徙通道保护和恢复、积极开
展鸟类环志和重要候鸟及种群调
查监测与评估、强化重要功能区的
保护、建立候鸟致害补偿机制等 7
项主要任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
春良介绍，十年来，我国通过实施
濒危物种拯救工程，大熊猫、亚洲
象、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朱鹮、
珙桐等旗舰物种野生种群持续增
长，逐步摆脱濒临灭绝的风险，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总体上呈
现稳中有升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国
通过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栖
息地不断扩展、优化，生境质量日
益提升。通过建立国家植物园体
系，把濒危植物和重要的植物资源
迁地保护起来，有效促进我国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和 自 然 资 源 可 持 续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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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初的扎龙湿地，黄色的芦
苇地覆盖着积雪。进入保护区，便看
到一只只结伴而行的丹顶鹤，或驻
足而立，或在芦苇地里觅食。
　　饲养员徐惠对保护区里的这些

“伙伴”十分熟悉，他一一指给记者：
苇 塘 里 的 四 只 丹 顶 鹤 是“一 家 四
口”，在觅食的一对鹤性情温顺，站
在远处的两只则十分“霸道”，靠近
了还会啄人。“野生丹顶鹤每年南迁
越冬，估计要再过上几天，才能看到
它们陆续北归的踪影。”徐惠说，现
在保护区里的鹤是人工繁育的散
养鹤。
　　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位
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面积 2100 平方千米，是世界
上面积最大的野生丹顶鹤繁殖栖息
地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
野化基地，被称为中国的“丹顶鹤故
乡”。为逐步壮大野生丹顶鹤种群，保
护区经过 40 多年探索，形成了“散养
鹤繁育”和“放飞逃逸”两种人工繁育
鹤的野化路径，累计已有约 380 只丹
顶鹤野化成功。
　　在这些丹顶鹤中，有一只编号

“L283”的丹顶鹤，让保护区的工作
人员最为津津乐道。“这是一只 2018

年人工繁育的丹顶鹤，2021 年 7 月
‘逃逸’后，与野生丹顶鹤成功配对，
当年 12 月在北京延庆被观测到。有
趣的是，第二年 12 月，它们又在延庆
被拍到，还成了‘一家三口’，有了一
只小鹤。”黑龙江省扎龙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王文锋说，
这说明，这只鹤已经完全融入丹顶鹤
野生种群，并参与野生种群繁殖，是
扎龙丹顶鹤野化放归成效的最好
例证。
　　王文锋介绍，“放飞逃逸”是指一
些丹顶鹤在性成熟后，本身就有“逃
逸”的冲动，在放飞过程中便直接离
开，去往野外生活。“散养鹤繁育”则是
通过建立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之间
的“过渡种群”，让这些鹤的后代完成
野化过程。
　　监测散养鹤的情况，便是徐惠
的主要工作之一。“繁殖期的时候最
忙，从交尾、筑巢到小鹤出生，前后
要三个多月的时间。每只鹤哪天产
卵、哪天破壳，都要记录，还要随时
拿望远镜观察巢区的情况。”徐惠
说，就在 3 月 2 日早上，他在芦苇地
里发现了今年保护区散养鹤产下的
第一枚蛋。
　　每年约有 300 只野生丹顶鹤在扎

龙保护区繁殖、栖息，其中约 100 只会
在春季迁来保护区，短暂停歇后继续
向西北迁徙。在南来北往之间，野化放
归的丹顶鹤不仅让丹顶鹤野生种群更
壮大，也帮助研究人员更多地了解了
丹顶鹤的习性。
　　“我们会在这些野化放归的鹤腿
上佩戴扎龙特有的环志，部分鹤佩戴
卫星跟踪器，监测它们的迁徙路线。”
王文锋说，一般认为丹顶鹤冬天会迁
徙到江苏盐城一带，但监测表明，它们
还在山东、北京等地越冬，甚至在韩国
铁原也有踪迹，“这表明丹顶鹤的迁徙
路线是多元的”。
　　近年来，通过长效补水、核心区
居民搬迁等举措，保护区内苇塘、水
域面积在逐渐增大，过去因缺水变成
盐碱地的地方，大部分已恢复成苇
塘。芦苇、鱼类资源随之增多，为丹顶
鹤和其他珍稀鸟类提供了更适宜的
栖居地。
　　在保护区工作 17 年，对徐惠来
说，这些鹤“和家人没有区别”。“我最
大的愿望就是这些丹顶鹤能放归大自
然，让丹顶鹤的种群更壮大，这需要一
步一步实现。”徐惠说。
    （记者金地、唐铁富、杨轩）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3 日电

3 8 0 只 丹 顶 鹤 野 化 放 归

4 0 多 年 谱写“扎龙故事”

　　据新华社昆明电（记者赵珮然）近
日，我国科研人员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福贡段发现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彩云兜兰。这是我国目
前唯一已知的彩云兜兰野生居群。
　　为保护野生兜兰属植物资源，高
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贡管护分
局工作人员于 2023 年初对兜兰属植
物开启野外调查。两个月后，工作人员
于 2 月 27 日在保护区福贡段海拔
1300 多米的山坡草丛中，发现了一种
野生的兜兰属植物。经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兰科专家鉴定，该植物被确
定为极度濒危物种——— 彩云兜兰。
　　“我从 2004 年起前往高黎贡山进

行了上百次野外调查，在当地发现兰科
植物新种 30 多种，但一直没有发现野
生的彩云兜兰。保护区的此次发现令人
振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金效华介绍，彩云兜兰属于兰科兜兰
属，仅分布于我国云南西南部和缅甸北
部等地，花期为每年 12 月至次年 3
月，是观赏价值较高的名贵花卉。
　　彩云兜兰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濒危
（EN）物种，在《中国高等植物红色名
录》中被评估为极危（CR）物种，并被
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附录Ⅰ，禁止野生植株
任何形式的国际贸易。

  在
云南高黎
贡山拍摄
到的国家
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
植物彩云
兜 兰（ 2
月 27 日
摄）。
新华社发

（沈 秀 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