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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世界杯鏖战正酣。而在当
地，还有两位来自中国的重要“朋
友”——大熊猫“四海”和“京京”。

世界杯开幕前夕，两只大熊猫乘
专机抵达多哈。根据中卡两国达成的
合作协议，两只大熊猫将在接下来的
15年旅居卡塔尔，这也是中东地区迎
来的首对大熊猫。

为迎接“贵宾”，卡塔尔打造了豪华
的大熊猫馆——两只熊猫分别拥有装
有冷气的运动场、室内展厅、独立的“卧
室”，还配有育幼室、治疗室、食物调制
间、竹子保鲜室、安全监控室等。“大熊
猫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中国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生说。

作为“友好大使”，大熊猫承载着
中国人民对卡塔尔世界杯的美好祝
福，也是推动两国濒危物种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合作的重要契机。

借此，一起去深入了解我们的国
宝——

大熊猫的“生存智慧”

“800万年前，大熊猫是吃肉的；
但通过不断进化，开始吃素了……大
家看到大熊猫都是憨态可掬，认为它
跟猛兽没有什么关系，但它的咬合力
在食肉目动物中排名第5，它还有一
个外号叫‘食铁兽’。”

“大熊猫的怀孕期最短72天，最
长有324天。但其实大熊猫从胚胎到
出生平均只有16.85天。”

……
提起大熊猫，大家脑海中立即会

勾勒出一个可爱的形象。但以上这些
内容，或许你并不知道。

大熊猫从800万年前走来，经历
了漫长的气候变化历程。与它同一时
代的很多物种相继灭绝，而大熊猫顽
强生存至今，是适者生存的典范。

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副主
任李德生介绍，大熊猫能够存活至
今，与它独特的后代繁殖“智慧”息
息相关。

大熊猫的怀孕期有长有短，最短
72天，最长可达324天。起初研究
人员也觉得很奇怪，后经研究发现，
大熊猫的受精卵不是马上发育，而是
通过对食物、环境、气候的综合判
断，选择最佳的时机迅速发育。真
正的熊猫从胚胎到出生平均只有
16.85天，且初生幼崽只有母体体重
的1/900到1/1500。

也因为幼崽弱小，成活不易，大熊
猫进化出另一个生存“智慧”，就是食
性的变化——从800万年前吃肉，到
吃素，最后改为以吃竹子为主。

也有研究指出，大熊猫在漫长的
进化过程中，它的鲜味受体基因可能
发生了基因突变，导致它对肉没有了
兴趣，进化出了苦味基因，从而挑选更
美味的竹子满足它的生活需求。

在这过程中，大熊猫进化出了“伪
拇指”，能够让它灵巧地握住竹子。而
且伪拇指的末端，并不像人的手指那
样“简单生长”，而是精细化地出现了
弯钩。

吃竹子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大熊
猫的颌关节可以侧向移动，帮助其将
竹皮精准地剥下来。

竹子吃多了，牙齿容易磨损，于
是，大熊猫又进化出新技能——它的
牙釉质具有特殊性，能够在牙齿发生
变形或者损伤初期，实现自动修复。

其肠道也不一般。胃肠肌肉特别
发达，经过胃肠道黏液的包裹，避免了
进食过程中锋利的竹子刺伤肠道。而
且独特的肠道菌群提高了大熊猫消

化、利用竹子中营养物质的能力，还能
根据不同季节调节营养摄入。

不过，因为竹子提供的营养总体
偏低，大熊猫是很节约能量的动物。与
其它大型哺乳动物相比，大熊猫的大
脑、肾脏和肝脏更小，代谢率较低，甲
状腺激素水平低。它们很少进行长距
离活动。平均来看，每天的活动距离仅
300-500米，且大约40%的时间都在
休息。

大熊猫也需要心理关怀

李德生是1994年大学毕业后主
动申请到四川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工作的。彼时那里虽然山清水秀，但生
活条件非常艰苦。“先后有100多名大
学毕业生来到这里，但最后留下的只
有6名。”

就是靠着这些大熊猫守护者，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大熊猫逐渐走出深
山，走向城市，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和
了解。

据李德生回忆，最初，大熊猫的人
工繁育非常艰难。20世纪80年代，中
国与国外科学家一起开展研究。10年
的努力只生出一个熊猫宝宝，且仅存
活到2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科
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大熊猫的发情率、
配种受孕率、有仔存活率得到了显著
的提高。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大熊
猫也需要心理关怀。

李德生说，早期，大熊猫的宿舍可
能只有20平方米；后来发现它们需要
更大的空间，现在已经建立了一系列
大熊猫饲养繁育管理标准。同时，要求
饲养员要跟大熊猫更多地交流。研究
发现，通过爱心饲喂，大熊猫繁殖过程
中双胞胎会增多一些，健康程度也会

更好。
正是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努力，圈

养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长，
达到了28岁，野生的仅为13.3岁，且
雌性的大熊猫比雄性更长寿一些。

李德生说，我国大熊猫人工繁育
已从初期追求数量为主转为追求质
量，去考虑遗传结构和遗传价值。目
前，圈养大熊猫的数量已达到673只，
且遗传多样性得到明显提高，保持
90%遗传多样性的时间可达200年，
已基本形成健康、有活力、可持续发展
的种群。

花费人力物力保护是否值得？

为了让这样一个特殊物种在绿水
青山中常在，我国已建立了67个大熊
猫自然保护区，覆盖其栖息地约
55%，且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
保护工作进入到新的阶段。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野生大熊猫
的种群数量已从 20世纪 80年代的
1114只增长到1864只。

不过，李德生也指出，由于某些种
群还较为弱小，未来可以通过野化放
归、野外引种等方式去扶持壮大。

据介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探索建立了一套大熊猫野化培训、
放归、监测技术。比如，让熊猫妈妈陪
着宝宝生活，科研人员去监测时，要穿
着熊猫服。日常不过分干预，让大熊猫
适应自然、严酷的选择。“并不是经过
培训就能够放归野外，大概只有1/3
可以。而且我们在不同时期会对妈妈
的哺育能力、宝宝的生长发育、适应能
力等进行评估。到今天，已经放归了
11只，存活9只，为实现人工繁育大
熊猫在自然栖息地生存和复壮野外濒
危小种群打下基础。”

此外，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还开展了野外引种研究，先后将6只野
外救护和人工繁育雌性大熊猫放归野外
引种，到目前为止成功繁殖10只，存活
8只。

“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去保护一个
物种，值得吗？”有人曾这么问李德生。

“其实保护大熊猫相当于保护与其相关
的一系列动植物及其生态系统，远远超
出了单一物种保护的效益。”

经评估，大熊猫栖息地分布区超过
96%与我国森林鸟类、哺乳动物和两栖
动物分布最丰富的区域重叠，以大熊猫
为重点的保护工作，同时也能惠及很多
其他珍稀濒危物种。而且除了生物多样
性之外，大熊猫保护区还具有极高的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

据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团队测
算，大熊猫及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在26亿至69亿美元/年之间，是投
入成本的10-27倍。“所以说，保护大熊
猫是物超所值的。”

促进国际交流的“大使”

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可
谓见证并积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友谊
和相互了解。

早在唐朝时期，武则天就曾赠送2
只大熊猫给日本天皇。

196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在选择一个图标作为保护象征时，有人
提出，大熊猫能够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
碍。这个提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从
此大熊猫成为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的旗舰
物种。

1972年，中美建交时，大熊猫玲玲
和兴兴乘专机从北京抵达华盛顿国家动
物园时，受到8000名美国观众的冒雨迎
接。开馆与观众见面第一个月，参观者就
多达100余万人次。今年是中美建交50
周年，也是大熊猫合作50周年。

频繁的国际交流也为大熊猫保护带
来了益处。李德生说，通过国际合作，开
展联合科技攻关，大熊猫保护的深度和
广度都有了明显扩展。

随着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
成立，李德生认为，大熊猫将得到更好地
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大熊猫国家公园正是
具体体现。”他解释说，除了加强保护，下
一步，在国家公园的一般控制区，可以开
展自然教育、研学等活动，提高公众的保
护意识；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探索绿色发展新模式。入口处的社区
建设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好的休闲、旅游、
避暑好去处，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大熊猫及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26亿至69亿美元/年之间，是保护投入成本的10-27倍

保护大熊猫物超所值
——关于大熊猫的这些事

本报记者 王 硕

本报讯（记者 王硕）日前，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2021中国林
草资源及生态状况》。这是我国首次
开展国家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工
作，在国家层面对森林、草原、湿地
三大生态系统构成的生态空间、生
态产品、生态系统功能价值量进行
整体评估。

监测评价结果显示，2021年我
国森林面积34.6亿亩，森林覆盖率
24.02%，森林蓄积量194.93亿立方
米，草地面积39.68亿亩，草原综合
植被盖度 50.32%，鲜草年总产量
5.95 亿 吨 ，林 草 植 被 总 碳 储 量
114.43亿吨。

2021年我国森林、草原、湿地

生态系统年涵养水源量8038.53亿立
方米，年固土量117.20亿吨，年保肥
量 7.72 亿吨，年吸收大气污染物量
0.75亿吨，年滞尘量102.57亿吨，年
释氧量9.34亿吨，年植被养分固持量
0.49亿吨。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空间
生态产品总价值量为每年28.58万亿
元。林草生态系统呈现健康状况向好、
质量逐步提升、功能稳步增强的发展
态势。

据了解，此次监测评价工作以国
土“三调”数据为统一底版，建立了林
草资源数据库，形成了涵盖空间位置、
管理属性、自然要素、资源特征等信息
的林草资源图，产出国家与地方相衔
接的林草资源“一张图”“一套数”。

森林面积达34.6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4.02%

2021年中国林草资源及生态状况公布
呈健康状况向好态势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11月28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11月例行新闻发
布会，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
长崔书红表示，截至目前，生态环境部
共命名6批468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和187个“两山”基地，在提高区域
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提升生态文明
建设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起
到标杆引领作用。

崔书红表示，生态文明示范建设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
要举措，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践行“两山”理念、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现代化先行先试的重要载体
和平台。

据介绍，这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和“两山”“示范引领”成效显著。创
建地区在绿色发展水平、生态文明制
度创新、繁荣生态文化、培育生态生活
等方面走在前、做表率，不仅生态环境

“颜值高”，而且绿色发展有“内涵”。空
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单位GDP
能耗水平处在国家或所在省市领先水
平，圆满完成水、气、土等污染防治攻
坚战目标任务，推动解决了一批人民

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
“集群效应”作用凸显。示范建设

正不断由个体示范向区域整体推进。截
至目前，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青藏高
原地区分别有305、187、47个地方获得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基地命
名。全国有70个地级行政区成功创建，
示范建设正逐步成为区域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抓手。

“两山”转化模式和机制丰富多
样。各地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形
成了“生态修复、生态农业、生态旅游、
生态工业、‘生态+’复合产业、生态市

场、生态金融、生态补偿”等多种实践模
式，为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参考样本，在推动
生态惠民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显著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和参
与水平。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党政领导
干部积极参加生态文明培训，公众生态
文明建设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均达到
80%以上，政府绿色采购比例超80%，
新建绿色建筑、公共交通出行等均达
50%以上，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和参与
水平显著提升。

崔书红表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
系统性、长期性工程。生态环境部将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不断深化
生态文明示范建设体系，健全动态管理
机制，从严把控，系统提炼典型案例与模
式，积极利用COP15等国内、国际场
合加强宣传推广，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案例和中国方案。

生态环境部：

我国已有468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人们在关注卡塔尔世界杯时，都
不曾想到，本次世界杯上，除了主会
场、大熊猫等中国元素之外，中国农
业科技也是本届世界杯一道风景线。

“中国造”蔬菜

世界杯期间，球员、工作人员餐
桌上的多种蔬菜品种，都是采用中
国农业科技生产的。据中国农业科
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以下简称都市
所）专家介绍，该所进行技术支援三
年以来，采用中国技术生产的蔬菜，
由三年前的1种油菜和1种生菜两
个品种，发展到目前30多个当地市
场上紧俏、高价位的品种，包括6种
生菜、4种羽衣甘蓝、5种辣椒以及
白菜、菠菜、芹菜等。

位于波斯湾西南岸的卡塔尔，
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全国地势低平，
但没有天然耕地，且淡水资源严重
缺乏，蔬菜、粮食、肉类等农产品主
要依靠进口。

近年来，卡塔尔致力于提高蔬
菜自给率，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在全
国建立了很多蔬菜工厂，用工厂化
生产的方式种植蔬菜。

然而，多种因素所致，当地蔬菜
工厂的栽培效率、现代技术应用水
平并不高。都市所科研人员介绍，在
以前，当地主要采用集装箱生产的
方式，即在沙漠中放置集装箱，在集
装箱中使用水培等技术，进行蔬菜
栽培。

2019年底，都市所和卡塔尔当
地的农业公司合作，展开农业技术援
助项目，为当地农场提供技术支援。3
年来，多种技术进入当地农场，为当
地农场改良种植技术、增加产量、降
低成本提供了帮助。

农业新技术新材料齐上阵

“除了尽一切力量提供全面的
科学技术之外，都市所还通过培训
的方式，帮助当地培养了众多技术
人员。”都市所专家介绍，在支援之
初，都市所与当地协商，支援的第一
目标是节能增产。

因为沙漠地区光照非常强，集
装箱使用空调控制温度，能耗非常

高。都市所最早建议在集装箱外部安
装遮光大棚，把光遮住，就能极大地降
低控制温度的能耗问题，让蔬菜生产
变得更加便捷。

后来，垒土技术和水培技术的结
合，改变了卡塔尔蔬菜生产的模式。垒
土并非普通的土壤，而是一种新型的
替代土壤的生态材料，目前已经获得
多项发明专利，并得到了市场验证。专
家介绍，通过这种新材料，把农业种植
带入城市空间，实现了农业工厂化、智
能化生产。

“和水培相比，垒土技术大幅拓展
了蔬菜种植品种，密植度也更高，环境
调控的难度却更小，因此可以在低能
耗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产出。”专家
介绍，“水培蔬菜一般以叶菜为主，但
垒土可以提供茄子、西红柿、黄瓜等多
种果菜的生长条件，目前，我们也正在
和卡塔尔的合作者交流，扩大种植范
围，争取种植更多种类的蔬菜。”

新的技术体系中，一种来自中国的
LED光环境调控技术和设备，备受关注。
专家介绍，“LED灯其实是蔬菜生产中光
配方的一部分。植物生长需要光，但每
一种植物需要什么样的光，都是有配方
的，这也是都市所的技术之一。我们提
供光配方，以及具体实现的技术和设
备，帮助当地更好地生产蔬菜。”

科技合作日趋多元

除了和都市所合作外，卡塔尔还
和中国多个领域的农业专家学习技
术，如华南农业大学刘士哲教授提供
的热带无土栽培技术，使用大棚种植、
无土栽培等方式进行蔬菜生产。此外，
还从中国进口蔬菜，在卡塔尔的市场
上，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马铃薯、生
姜、大蒜等。

据了解，还有很多的中国农业科
技为世界杯提供助力。如比赛场地的
草坪灌溉及保养技术，是由宁夏大学
提供技术支持。赛场使用的这种地下
渗透灌溉技术，由宁夏大学资源管理
学院研发团队历时 11 年研发，不同
于滴灌、喷灌的地上作业，地下渗透灌
溉技术能够把水和肥料直接作用在草
的根部，可以有效降低高温蒸发导致
的水资源浪费，较当地现有滴灌技术
节水高出34%以上。

中国农业科技
“染绿”卡塔尔世界杯

本报记者 高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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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延庆区旧县镇龙湾湖水域迎来上百只白骨顶鸡前来“打卡”，
为冬日增添一份灵动和韵景。据了解，这是近年来龙湾湖水域第一次发现白骨
顶鸡，它们的到来是延庆区水环境持续向好的印证。近年来，龙湾湖水环境质量
持续向好，得益于旧县镇各项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稳步推进。据了解，自今年
5月起，旧县镇持续组织人员对该水域内水草及漂浮物开展打捞工作，及时遏制
水草蔓延势头，防止水草腐烂对水域造成污染，同时，加强对水域周边的环境治
理和执法检查，多措并举打造良好的水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上百只白骨顶鸡上百只白骨顶鸡““打卡打卡””延庆龙湾湖延庆龙湾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