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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并非旅游旺季，但在黔桂接壤的
荔波-环江一线，此时很适合远行。云贵高
原从西北逐渐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进入
到北纬25°位于中国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
区交界的中亚热带山地时，人们要在连绵
比肩的喀斯特峰丛、沟谷、密林中渐次穿
行。这里地质独特、地貌复杂、气候湿
润，自古交通闭塞；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这片森林才被“重新发现”。

2023 年进入 12 月的第一天，老天就很
给力。雨季刚过，气温微降、路面干爽。
广西河池学院的4名学生离开校园，在晨曦
中开始一天的远征。在背囊里塞上粽子和
馒头，他们的目标是向北进入贵州，抵达
著名的荔波景区。这途中就要穿越广西木
论和贵州茂兰两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
是“中国南方喀斯特”中的“环江喀斯
特”“荔波喀斯特”两处世界自然遗产地。

“队伍里没有新手”。黄河就是广西河
池人，正在读大四，也是师哥兼领队。队
员们用一周时间收集资料、确定路线、规
划停留和打卡点。“我们是体育专业的，每
周都骑车去享受风吹的感觉，体验不同地
方的文化。”他说。

长途、快速骑行的关键，在于耐力和
减负。这些年轻人精简了衣物，却带了队
旗。每逢打卡，旗帜是必须加入的合影伙
伴，充满动感的口号总能吸引周边的目
光，“追梦吧，趁年轻”。

同一天的晚些时候，我从荔波出发，
驱车沿乡道拐来拐去南下环江。“中国南方
喀斯特”以7处遗产地来描述完整性。当年
申遗时，“荔波喀斯特”提名地南侧并未明
确标定缓冲区，就是笃定日后要将相邻的

“环江喀斯特”作为拓展划进来，形成更加
完整的保护地。这也为今日正在积极推进
的“西南岩溶国家公园”打下基础。

现在，游客一般会以荔波为中心，沿
樟江蜂拥着去看大、小七孔景区，那里也
是世界遗产组成部分；徒步、探险或自然
研学主题路线也在区内开始出现。但是，
如何有意识地将不同地区的遗产地合在一
起体验？或者说，未来的国家公园范围可能
比两个遗产地更广，那体验线路如何走？速
览和打卡都太草率而零碎，全程步行又过于
艰辛——骑行刚刚好，我想探探路。

就这样，黄河一行北骑，我驱车南
下。虽未曾谋划，但在一条潜在的、长距
离感受自然遗产的路线上，我们偶遇又度
过了一段共同穿越的时光。

骑行可以体验

喀斯特地貌的“一半”

不断翻建的道路，比想象中更为颠簸
难 行—— 这 对 “ 保 护 ” 来 说 并 非 坏 事 。
1975 年，荔波县进行资源调查时“发现”
了茂兰喀斯特森林区。1988 年，茂兰自然
保护区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6 年 4
月，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生
物圈保护区。所以一路上都会看到世界自
然 遗 产 地 、 自 然 保 护 区、“ 人 与 生 物 圈

（MAB） ”、风景名胜区的标识反复出现；
蜿蜒的道路频繁地在保护区、遗产地、缓
冲区、试验区内或边缘穿行。这超出了许
多人以往的感受：一次穿越，并非简单地
进入、离开，而是在体验交错与叠加；而
我们身边经过的峰丛、峰林，看上去个个
孤耸无奇，但任何一座都可能是一个闭合的

“围”或“堡垒”；只要辟路攀爬，翻越山脊，常
会惊奇闪现，遇见众峰环绕、莹湖镶嵌、洞穴
交织的新天地。

从荔波沿着 Y006 乡道向南，我先过尧
兰，再拐向洞塘，从两个遗产地的东部节
点进入广西。这一路可以探索喀斯特地貌
的“一半”：地表以上的风貌、景观和遗产
要素，但最贴近遗产地的路线，狭窄曲折
且要上下盘山。古宾河全长 80.9 公里，一

半在贵州，一半在广西。如果沿着环江遗
产地边界的古宾河骑行，在大哨坡至黄棉
一带的林中，常会在山道上遇到多处骑行
者熟知的“发卡”弯。

骑行了125公里后，河池学院的车队也
抵达了大哨坡，即将进入贵州。

在烂路上骑行非常引人瞩目，我立刻
就注意到了他们。

这里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喀
斯特地貌中的峰丛、峰林、漏斗和谷地呈
高、中、低叠置，地形破碎复杂。“我们
考虑过骑行的难度，但这里远超我的认
知，除了上坡就是下坡。”一位骑行队员
回忆说。

天色渐晚，队员们爬上一个坡顶后，
面对前方的群峰，决定不再单人放坡独行。

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中国南方喀斯
特”。陡峭与层叠使得局地气候类型同样复
杂，温差垂直变化大。到了夜间，气温会
陡降。

我也意识到了夜间失温的危险，就停
车等候，想在天色暗下来之前组队一起
走。于是这次考察的归途，我就记录、观
察骑行并成了专心的后援。

在荔波-环江遗产地

感受“喀斯特灵魂”

余晖在喀斯特群峰间消逝得更早、更
快。白昼交替的傍晚，安静地感受“中国
南方喀斯特”的好时光降临了。

树叶在鸟儿的归啼中微微摇动，宛若
加入活泼的音符和旋律；夕阳透过薄雾斜
映到林中，映衬出多彩的空间甚至多重景
观。“中国南方喀斯特”申遗文本概括了提
名地长达亿年的发展过程：“连续分布的石
灰岩、白云岩在地质构造抬升和地表地下
水溶蚀的共同作用下，发育了极为多样的
喀斯特地形地貌。又在热带－亚热带气候
条件下，形成了与喀斯特地貌相适应的植
被类型和生态系统。”“这为众多的濒危和
特有生物提供了最重要、最显著、最适合
的自然栖息地”。

以荔波-环江遗产地为代表，“中国南方
喀斯特”最值得静静地反复感受之处是啥？

水和石头是喀斯特地貌的主角。丰富
的降水反而加剧了石灰岩地质环境的土壤
流失。据说这里每一厘米厚的土壤，需成千
上万年才能积淀形成。而在荔波-环江遗产
地广泛分布的石岩上，郁郁葱葱地生长着 2
万公顷的原生性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早在 1984 年，人们在大规模科考后就
得出结论，这里的喀斯特森林“是地球上
残存下来原生性强、分布最集中连片的喀
斯特森林生态系统，是十分罕见的生物资
源基因库”。

据说，科学家们在申遗时就立下愿
望：基于提名地地貌和生物延续过程，为

改变地球其他地域内仍在加剧的荒漠化、
石漠化提供解决方案。

在茂兰保护区，工作人员带我进行了
一次“多样”体验。我随意指定山坡上一
处裸露的基岩，然后大家就围过去，一起
数能发现多少生物种类。紧接着，我们又
进入著名的“石上森林”，每棵大树几乎都
矗立在岩石上，印证了岁月和顽强——这
已是保护区和遗产地内成熟的自然教育内
容，但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并深刻影响了
当下：暮色之中，眺望层峦叠嶂，感受周
边万物葱茏，这种叠加的丰富和近在眼前
的生机，凝练出地球上所有喀斯特地貌具
有的“喀斯特灵魂”——在大地的恒久中洞
见生命的执着、韧性和绽放。这一切，不但展
示了协调、共生的美好，也使得来到这里的
每个人，可以感受同为生灵的骄傲。

“穿越”到地下

体验喀斯特的“另一半”

在喀斯特地貌的地下，还有着发达的
地下洞穴，构成了遗产地的“另一半”。

“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的人类活动皆
始于喀斯特洞穴。在溶洞、河漫滩、喀斯

特湖畔普遍发现过相关遗址遗迹。在“人
与生物圈”视角下，人们也开始从自然和
人文科学两个层面，关注荔波-环江遗产地
的科考成果。

2023 年，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
了新一轮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综合研究，涉
及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自然地理环
境、生态系统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及影像
记录。

1984年，贵州省林业厅实施了首次茂兰
喀斯特森林区综合考察。贵州茂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刘绍飞介绍：“40 年
来，我们进行的各生物类群及环境专题研究
内容相当丰富，保护区内不少新物种、特有
种、稀有种被不断发现。可以肯定的是，还有
很多生物多样性瑰宝有待发现。我们需要对
茂兰保护区做一次全新的综合认知”。

事实上，我就是被繁忙的科考吸引过
来的。到达荔波时，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
院水产科学系鱼类生物多样性调查团队正
在进行历时 10 天的渔业资源调查，我紧跟
着科考队员，进入了一个未被命名的野
洞，期待意外之喜。荔波岩洞极多。单一洞
道称为洞穴，互不连通的若干洞穴称洞群，

可能相连通的若干洞穴称洞组，还有主、支
洞串通的洞穴系统和更叠加、交切的复合洞
穴系统。体验遗产地的“另一半”，无法骑行，
只能靠“爬”。

我去“爬”的这个洞穴属于喀斯特消
水洞，极小、极难发现也极难进入，远没
有游人期待的模样。被当地老乡带向溶洞
的旅途，同样是难忘的经历。洞穴位于一
个典型的喀斯特峰丛地貌中。科考队要先
攀爬登上山岗，再下到洼地，沿着被峰丛
环绕隐藏起来的湖泊，才能找到水塘边的洞
口——我手脚并用贴地爬行的时候没被蛇
咬上一口已算幸运。但进到洞中，则会见到
截然不同的世界。黑暗中依旧倔强地生活
着各种生物。由于缺少光照，我在洞中看
到的各种小型生物，大多呈白色或半透明
状。贵州大学董响红副教授负责此次鱼类
多样性调查。“在光怪陆离的洞穴生物中，
洞穴鱼类无疑是最典型或非常具有代表性
的习见定居者。在极端环境中，它们拥有
与地表同类物种明显不同的适应性特征。”
董响红描述说，“比如它们眼和鳞都缩小，
色素减退以及视觉代偿器官增强。”在第二
次探洞时，董响红即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
鱼类——多斑金线鲃。

此次调查共发现 15 种鱼类，隶属于 3
目 4 科 11 属，包括荔波金线鲃、狭孔金线
鲃、尧兰金线鲃和洞塘金线鲃等。许多物
种都以“荔波”“尧兰”“洞塘”来命名。

在“人与生物圈”中

去看国家公园

进入 2024年 4月，荔波杜鹃开始绽放。
大地又进入鲜花遍开的季节。荔波杜鹃是
一种极为罕见的可在碱性土壤上繁衍生息
的杜鹃花科植物。和许多特有种一样，它
也成为荔波-环江遗产地的代表性标识。此
时穿行在周边，会增添全新的感受。

由骑行者、规划者共同完成的此次实
地验证，也可视为基于“人与生物圈”协
调发展理念进行的一次人文科考实践。大
家分享感受，标定阀值，规划节奏与节点

并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价值信息。从自然保
护区到世界遗产地，在“人与生物圈”中
再开辟国家公园……荔波-环江遗产地已
经超越了“守护”“美景”意义，显示出
更广阔、深入的社会贡献目标：价值阐释
与应用，不会简单地停留在原有的“旅
游”“观光”层面，而应最为前沿地展现
人类智慧和认知水平，回应人们不断提升
的精神需求——否则，就浪费了“金字招
牌”的叠加价值与良机。在生态文明建设
和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相信如同“荔
波-环江穿越”这样的公共文化产品，会
不断涌现。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于 1971 年倡导成立的
政府间科学计划，旨在解决全球
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
展问题。依托该计划建设的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体系内规模最大的自然保
护地集合体，目前已包括738个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分布在全球134
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涵盖了地球
上所有生态系统类型，总面积占
地球陆地面积的5%左右。

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
会将于 2025 年 9 月下旬在浙江杭
州举办。这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也是该大
会首次在亚太地区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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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27日，由贵州荔波、云南石林、重庆武
隆组成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一期项目，在第31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4年6月23
日，在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广西桂林、贵州施

秉、重庆金佛山和广西环江作为对“中国南方喀斯特”
的拓展，也加入到世界自然遗产中。

至此，“荔波-环江”喀斯特遗产地珠联璧合，成为
价值相同又地域相接的完整一体。

荔波-环江穿越
齐 欣 文/图

荔波-环江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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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5 年发现茂兰喀斯特森林
区并在 1986 年成立保护区以来，茂
兰保护区已走过了近 40 个春秋。在
这过程中，茂兰保护区从县级升格
为省级、国家级并加入世界生物圈
保护区网络，直至 2007 年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茂兰保护区从名不见经
传的喀斯特璞玉升华为闪耀全球的

“绿色宝石”。
茂兰保护区作为“中国南方喀

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一直履行 《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其他相关保护法规，在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同
时，扎实推进资源管护、社区发展
等各项工作，有效保护了茂兰保护
区的世界遗产和自然生态环境，走
出了一条茂兰特色的世界遗产可持
续发展之路。

丰富多样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
统是茂兰保护区宝贵的自然资源遗
产，如何在资源保护中谋求发展一
直是茂兰保护区不断探索解决的长
期性课题。自 1996 年加入世界生物
圈保护区网络以来，保护区管理局
引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进理
念，保护传承区内少数民族文化，
引导支持社区群众发展民族手工艺
品、竹编、石斛种植等，组织群众
开展生态旅游，培养森林向导和农
家乐接待服务带头人，经过近 30 年
的持续发展，基本实现了资源得保
护、社区得发展、群众得致富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成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典范。在此基础之上，茂兰
保护区所在的荔波县，在实践中总
结的关于“世界遗产保护与消除贫
困”以及“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
旅游”等典型经验，得到了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专家的高度
认可。“中国南方喀斯特：荔波瑶山
非遗文化扶贫”“中国南方喀斯特：
荔波‘网格四机制’旅游管理模
式”两项“荔波样本”作为成功案
例，于 2021 年 7 月在第 44 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展示和推介。

荔波自 2007 年成功列入 《世界
遗产名录》 以来，严守申报承诺，
履行国际义务，贯彻实施“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作为荔波
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域，茂兰保
护区积极探索保护与发展和谐并进
之路，全力开展森林环境及珍稀野
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加快实施
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性基础设施建
设、动物物种多样性本底调查、生
物多样性监测、极小种群拯救等工
程，依托全县乃至全省之力抓好遗
产地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并在绿色
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
面催生了 《荔波共识》《荔波宣言》
国际成果，实现了遗产保护和经济
社会双促双赢，遗产地资源的原真
性和环境的完整性得到了有效保存。

据最新调查研究成果，茂兰保
存有特有植物 45 种；现有国家级保
护动植物共173种，其中国家一级保
护动植物 15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植
物猕猴、掌叶木、香木莲等 158 种。
在6年一轮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
自然遗产地定期报告 （第三轮）》
中，经综合评估，得到了专家给予
荔波遗产地“该项世界自然遗产的
完整性是无缺憾的”和“世界自然
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以保持”的
评价。

经过近 40 年的保护管理，茂兰
保护区已建立成持续向好的管理体
系，自 2011 年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
络大会围绕“生物圈保护区生态旅
游”的主题在荔波召开大会后，中
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第 25 届大
会将于今年下半年在荔波召开，此
次大会将为 2025 年在杭州召开的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贡献荔波世界
遗产和茂兰世界生物圈的经验，并
将为全球的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中国
方案。

（作者为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局长）

保护世界遗产的

茂兰特色
余登利

利用资源优势，助推

社区发展，消除区域贫困

遗产地原真性和完整

性得到有效保存

包含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在内，“西南岩溶国家公
园”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境内的规划面积可达 383 平方
公里，约占公园整体面积的
20%。

其 中 ， 核 心 保 护 区 面 积
255 平方公里，将重点保护该
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濒
危物种；一般控区面积 128 平
方公里，将在着重保护生态环
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展生态旅
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绿
色产业。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将荔波和环江遗产地

串联体验

黄 河（左 二）和
河池学院骑行团队
穿越了广西“环江喀
斯特”和贵州“荔波
喀斯特”遗产地，骑
行了 189 公里后，在
夜幕中终于抵达目
的地。

何浩宇是贵何浩宇是贵

州大学动物科学州大学动物科学

学院水产科学系学院水产科学系

鱼类生物多样性鱼类生物多样性

调查团队的科考调查团队的科考

人员人员。。他正在消他正在消

水洞中水洞中，，搜寻生搜寻生

活在地下暗河中活在地下暗河中

的神秘鱼类的神秘鱼类：：多多

斑金线鲃斑金线鲃。。

在进行兰科植物野外调查途
中，茂兰保护区管理局的费仕鹏

（右） 和白萍在三岔河片区遇到了附
生在裸露石头上和盘旋在树根上的
匍茎毛兰正在开花。在不到 1 平方
米的石头上，生长着10余种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