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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海洋环境
保护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此次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强
调，国家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健全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评
估和保护体系，维护和修复重要海洋
生态廊道，防止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
破坏。

中国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多样性最
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海洋生态系统类
型丰富多样。近年来，我国珊瑚礁、
红树林、海草床等多个典型海洋生态
系统得到有效保护。

由全球环境基金通过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资助的“加强中国东南沿
海海洋保护地管理，保护具有全球
重要意义的沿海生物多样性项目”，
是中国保护地体系改革规划型项目
的子项目之一，项目国内执行机构
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 2019 年 10
月进入正式实施阶段，目前已顺利
通过中期评估。作为项目的示范保
护地，广西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和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在近年来显著
提高。

让儒艮“回家”

在广西，有一个在全国唯一以儒
艮命名的保护区——广西合浦儒艮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海域是儒
艮在我国历史上密集分布区和栖息
地。”广西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中心主任张宏科说，“但从我
17 年前来到保护区到现在，并没见
过儒艮。”对儒艮保护区如今没有儒
艮，张宏科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直

“难以释怀”。
有“美人鱼”之称的儒艮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海洋动物之一，由于其栖
息地与水温、海流以及作为主要食品
的海草分布有密切关系，因此对生态
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

历史上，在我国，儒艮主要分布
于广西沿海及广东雷州半岛西部海
域等地。在广西沿海，从北海市的合
浦县英罗港至防城港市的东兴市竹山
港，都有过儒艮活动记录，其中以合
浦县沙田镇一带海域最为多见。

然而，受生态系统退化等因素影
响，过去几十年间儒艮在我国沿海的
生存状况日益严峻。1988 年，儒艮
被中国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去年，相关研究结果发表，认为儒艮
在中国海域已经“功能性灭绝”，这
意味着儒艮的种群数量已经减少到无
法维持种群的繁衍。

对于“功能性灭绝”的观点，
张宏科表示“难以认同”。“与中国
一海相连的东南亚国家中，越南南
部、泰国湾、菲律宾、马来西亚等
海域，各有儒艮种群数十头到 200
多头不等。中国海疆线内靠近这些

地方的海域，完全可能存在儒艮的
稳定种群，或者迁入种群、随机种
群。”张宏科说。

让儒艮“回家”，是保护区一直
努力的方向。“我们的计划是先把海
草种起来，再根据相关政策引进儒
艮。”张宏科说。

儒艮以海草为食，成年儒艮进食
量巨大，一头儒艮每天啃食的海草面
积几乎和一个标准足球场相当。想要
让儒艮长期在某片海域生活，连片的
海草床至关重要。

从建立海草种质资源库到建立海
草陆基繁育塘，再到野外种植，张宏
科及其团队在修复海草床方面不断探
索。“海草种质资源库有48个海草繁
育水泥修复池，池子中那些白色盒子
中种的就是海草，我们计划通过无性
繁殖在池内繁育卵叶喜盐草、贝克喜
盐草、日本鳗草、单脉二药草、海菖
蒲等5种海草。”张宏科说。

在距海草种质资源库不远处，另
有海草陆基繁育塘，种的是儒艮喜欢
吃的卵叶喜盐草。张宏科请工人挖出
一株展示，“目前看来长得很好，有
的已经移到野外种植。根据以往经
验，在 1 米×1 米的区域里，种 1 个
20厘米×20厘米的草块，大约3个月
后，草块就会到覆盖整个区域的30%
到40%。”

随着海草床的逐步修复，儒艮能
否回归？“还是得看海草床的情况，
并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我们的理想是
下一步与科研机构共同探讨论证，将
这里设计为儒艮科研繁育场地，争取
实现儒艮半野化回归。”张宏科说。

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除了儒艮，中华白海豚、印太江
豚、绿海龟、文昌鱼、中国鲎、圆尾
鲎、黄嘴白鹭、勺嘴鹬、黑脸琵鹭等
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和海草
床、红树林生态系统也是合浦儒艮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目标。

随着保护区持续加大滨海湿地保
护力度，通过一系列整治和修复行
动，保护区生态系统功能不断提升，
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数据为证：

北部湾大学 2021 年至 2023 年连
续 3 年到儒艮保护区开展监测调查，
发现沿岸滩涂遍布中国鲎，幼鲎更是
一年比一年多；鸟类监测也传出喜
讯，2022 年冬季，儒艮保护区回归

候鸟 46 种 6.88 万只，比上个冬季增
加 12 倍以上；被称为“海上大熊
猫”的中华白海豚是儒艮保护区的

“明星物种”，也是“加强中国东南沿
海海洋保护地管理，保护具有全球重
要意义的沿海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旗
舰物种。2017 年至 2021 年监测调查
表明，保护区及其周边海域中华白海
豚数量为 106 至 111 头，2022 年监测
调查发现增加到了150头以上，而且

“青壮”成为主体，幼豚比例大增，
年龄结构优化。

相关专家表示，作为海洋生态系
统中常见的生态系统类型，红树林、
海草床为众多海洋生物提供了重要的
栖息地和食物来源，保护他们对于维
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生态平衡具
有重要意义。

2000 年，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护区网络，
2002年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

经过多年努力，该保护区的红树
林生态保护系统更加完整稳固。数据
显示，2000 年时，保护区红树林面
积730公顷，通过保护发展，目前是
836 公顷，增长 14.5%。此外，红树
林生态系统的鸟类、底栖生物、游泳
动物、浮游植物和昆虫种类及数量保
持稳中有增。

据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科研宣教科科长张新德介绍，红
树林对于生长环境要求苛刻，每一种
红树植物适应的海水盐度都不一样，
需要专门培育，一般要培育两年以上
才能移栽。目前，山口保护区范围
内通过合作的方式育有红海榄、秋
茄、木榄等红树植物幼苗，已有一
部分树苗达到移栽标准，可为保护
区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提
供种苗保障。

“更值得一提的是，2000 年以
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周边县镇村屯
组织开展科普主题宣传活动共 180
次。以前，周边的人不知道红树林
保护区是做什么的，现在周边村民
都 能 说 出 红 树 林 种 类 、 鸟 类 种 类
等 ， 也 能 判 断 出 动 植 物 的 保 护等
级。”张新德说。

“把保护当成生活一部分”

在北部湾海域，除了合浦儒艮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钦州三娘湾以

及附近的大风江海域，也是中华白海
豚的栖息地。

“那片山，那片海，那群海鸟，
鱼，海豚，是我们保护的目标。”这
是北部湾鲸豚研究团队的宗旨。

该团队由北部湾大学、广西科学
院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是以广西北
部湾鲸类保护为主题的研究团队。10
多年来，他们在北部湾实施中华白海
豚种群基线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华白
海豚种群历史动态及分布现状、个体
识别、种群估算、栖息地选择、环境
特征等问题。

广西科学院研究员黄祥麟给团队
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北部湾海贼
团”，称自己为“杂鱼团长”。

有 了 保 护 目 标 ， 如 何 开 展 保
护？黄祥麟将团队的保护规划总结
为 “3 个 五 年 计 划 ”：“2013 年 到
2018 年主要解决基线问题——在从
事中华白海豚研究的 10 余年中，我
们在海上工作超过 2000 个小时、行
程超过 3.6 万公里，就是为了了解中
华白海豚在这个地区的数量、存活
率等。有了这些信息，才能开始下
一步的工作；2018 年到 2023 年，解
决 保 护 规 划 问 题 ， 即 要 做 什 么 ；
2023 年开始，我们开始关注保护如
何做，谁来做。”

“既然是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
为什么不设立保护区？”这是北部湾
鲸豚研究团队成员常被问到的问题。

“如果这样做，是不是反而会缩
小保护范围？保护和渔民的生计问题
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这些都
是需要考虑的，并不是简单地设立保
护区就能解决。”黄祥麟说，“就我个
人的感受，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

何改变人们的观念。我们希望人们把
保护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把海洋看成
自己的家园。”

在三娘湾景区，有一处低矮的白
色平房，墙上挂着一个“科学观豚教
室”木牌，标识了这处房屋的用途。

“这是我们开展公益自然教育的一个
尝试，目前的支持来自北京市企业家
环保基金会和“加强中国东南沿海海
洋保护地管理，保护具有全球重要意
义的沿海生物多样性项目”。北部湾
大学海洋学院教授，也是北部湾鲸豚
研究团队的吴海萍告诉记者，“我们
想通过科普小课堂的方式，向小朋友
和家长介绍中华白海豚，进而让他们
加入保护中华白海豚、保护海洋的行
动中。仅在今年暑假，从7月17日到
8 月 25 日，我们就开展了 19 期、23
场自然教育活动。”

今年 9 月 9 日，这间小小的教室
迎 来 了 新 学 期 的 第 一 节 自 然 教 育
课。“小朋友，你们见过中华白海豚
吗？它的体色会随着成长过程而变
化……”吴海萍的自然课从介绍中
华白海豚相关知识开始。

课程分为两部分，前半程是吴海
萍的知识讲解，后半程是同样来自北
部湾大学的林老师带着孩子们和家长
做跟中华白海豚相关的手工。“设立
手工体验环节，主要是为了建立人和
自然的连接。有些手工课的原料来自
废弃物品，比如人们吃剩的贝壳。”
黄祥麟说。

在上完自然教育课的隔天，北部
湾鲸豚研究团队再次出海，开启海上
调研工作。

“改变一点点，世界大不同。”黄
祥麟说。

科研人员首次报道了我
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
至青铜时代农业人群的古基
因组，表明川滇先民主要来
自黄河流域，对深入理解西
南地区史前人群源流、人群
迁徙和融合历史有重要意
义。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
在国际著名生物学刊物《现
代生物学》上。

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自
古以来就是人群交流、融汇
的重要地区。人群迁徙、交
流往往也伴随生产方式等的

转变。研究表明，早在新石
器时代，四川盆地和云贵高
原一些遗址出现了水稻与粟
黍混合型的农业模式。然
而，这些混合农业人群源自
哪里？与当地现今藏缅人群
有何关系？这些问题一直是
学界关注焦点。

古 DNA 成为突破点。
基于此，在国家相关项目资
助下，四川大学、厦门大
学等联合组成科研团队，通
过古 DNA 来分析解构西南
地区古代人群遗传信息，探

究农业生产模式与人群迁
徙、互动的关系。

论文第一作者、四川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原海
兵 介 绍 ， 该 研 究 应 用 古
DNA 捕获测序技术，经多
次尝试、反复实验，突破技
术瓶颈，团队成功提取到新
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宝墩文化
高山古城与青铜时代云南剑
川海门口遗址出土人骨样本
的古 DNA 信息，并进行相
关测序和群体遗传学分析。

研究表明，高山古城、海

门口遗址史前人群的遗传组
成与黄河流域种植粟黍的史
前农业人群和青藏高原古人
极为相似，而与地理位置毗
邻、更易通达的东南亚人群
和华南少数民族有较大差
别。经建模分析，两组古代人
群遗传成分应主要由古代黄
河流域的粟黍农业人群（约
占 90%）与以和平文化为代
表 的 采 集 狩 猎 人 群（约 占
10%）混合而成，暂未发现与
中国南方古代稻作农业人群
相似的基因流。

原海兵说，研究结果显
示，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
代及青铜时代稻粟混合的生
业模式很可能是由黄河流域
以粟黍种植为主的人群南下
驱动促成的，种植水稻很可
能是粟黍人群南迁过程中融
汇了稻作人群种植技术并进
行自然环境适应性改变的结
果。这种经济模式、人群互
动形式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
时代至少持续了1000多年。

（据新华社电 记 者严
勇、童芳）

古DNA证实川滇先民主要源自黄河流域

由全球环境基金通过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加强中
国东南沿海海洋保护地管理，
保护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沿海
生物多样性项目”的目标是通
过整合海洋景观规划和管控威
胁，扩大海洋保护地网络和加强
海洋保护地管理，保护中国东南

沿海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沿海生
物多样性。

该项目在政策法规研究、保
护地管理、生物多样性监测、社
区共管、生态补偿、科普宣教和
融资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为
项目省份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主流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保护海洋 保护我们的家园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保护海洋 保护我们的家园
本报记者 赵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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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山口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保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地处广西合浦县东南部沙田半岛的护区地处广西合浦县东南部沙田半岛的
东西两侧东西两侧，，由该岛东侧和西侧的海域由该岛东侧和西侧的海域、、
陆域及全部滩涂组成陆域及全部滩涂组成，，面积面积 80008000 公顷公顷。。

图为保护区一角图为保护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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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价
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标准之
一。海洋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
主要存储库之一，占地球栖息
空间的90%以上，拥有已知物种
约 25 万种，超过 2/3 的海洋物
种未被识别，还有更多的物种
尚待发现。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 充分认可了海洋生物多
样性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
义，各国都意识到采取行动加
强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的紧迫性，同时强调
了海洋生物多样性与其他更广
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密
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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