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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12 月 19 日，2023 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交流大会在山东省威海
市举行。大会以“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引
领 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为主题，
发布了 2023 年度海洋生态修复创新
适用技术推广名录。该名录由中国海
洋工程咨询协会遴选，确定出 40项海
洋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将在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实践中推广应用，为海
洋生态修复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会上，来自大海洋生态系统科学
工程、环境科学、海洋能源工程等领域
的近 500名专家学者，围绕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的科技创新、技术成果推广
应用，以及海洋碳汇等方面建言献策。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桂斌、焦念志，中国
海洋工程咨询协会会长屈强、自然资
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所长蔡锋、原山
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副厅长王诗成分别
作了题为《碳中和与新污染物治理》
《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我国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状况与认识》《海滩
系统生态修复发展之路———从海滩养
护到活力海岸构建》《渤海绿色高质发
展行动计划》的主旨报告。浙江省温州
市（洞头）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李昌达和威海市海洋发展
局副局长王吉明分别作了题为《深耕
海洋生态修复 建设共富海上花园》
《保护修复海洋生态 打造海上绿水
青山》的报告。威海市蓝色经济研究院
院长赵明波在会上宣读了《青年学者
争当生态海洋创新发展主力威海倡
议》，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合作，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挖掘海洋经济潜力，全面
推进海洋产业发展。

此次会议以海岸带生态系统与蓝
碳经济、青年学者争当生态海洋创新
发展主力军、海洋生态修复创新适用
技术推广、环境科技与海洋保护为主
题设有四个分会场。

本次会议由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
会主办，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洋
碳汇分会、威海南海新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交通大学（威海）、北京交通大学环境学院、
自然资源部北海发展研究院、威海市蓝色经济
研究院承办。

（王晶）

在全世界关注气候变化及其对环境
和人类未来的影响之际，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近日更新了受威胁物种红
色名录，目前包括 157190种物种，其中
44016个物种濒临灭绝。

这次 IUCN红色名录更新契合了刚
刚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这一时机，有
两个“首次”值得关注：一是公布完成了
对世界淡水鱼物种的首次全面评估；二
是首次以大范围证据来证明气候变化对
物种有不利影响。

当前，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成为
一个重要议题。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危机到底有着怎样的紧密关联？这次红
色名录更新有哪些亮点？为此，笔者采访
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表
处主任张琰，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
原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蒋志刚。

对世界淡水鱼物种完成首次
全面评估
“IUCN红色名录本次更新最大的亮

点，就是持续 10年的淡水鱼类评估工作
收尾了，并且在更新时做了宣布。”张琰
说，水生物物种评估难度比陆地评估更
加困难，这次下大力气做完的全球淡水
鱼物种评估，是一项非常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工作。

评估显示，25%淡水鱼类物种
（14898种评估物种中的 3086种）面临
灭绝的危险；至少 17%的受威胁淡水鱼
物种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此外，污染（威胁 57%的濒临灭绝的
淡水鱼）、水坝和取水（45%）、过度捕捞
（25%）、入侵物种和疾病（33%），这些威
胁因素对濒临灭绝的淡水鱼物种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和危害。

蒋志刚表示，淡水鱼类是人类的重
要蛋白质来源。更新的 IUCN受威胁物
种红色名录中，17%的受威胁淡水鱼物
种受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这些影
响包括淡水水体水位下降、海平面上升，
海水向河流上游流动。这意味着我们对
全球淡水鱼类的生存状况有了深刻全面
的了解，这是首次全面评估淡水鱼类，有
助于各国政府、保护组织和民众采取行
动，关注淡水鱼类，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淡
水鱼类资源。

物种受威胁级别的转换现象，
值得关注

物种分为 IUCN红色名录已评估与
未（予）评估两大类，IUCN红色名录评估
物种的受威胁级别为 7个等级：灭绝、野
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危和
数据缺乏一个类别。受威胁物种随着种
群数量和栖息地等情况的变化，从而随
之调整级别。

这次 IUCN红色名录调整了一些常
见鱼类的濒危等级。例如，将大西洋鲑鱼
的受威胁等级从“无危”调整为“近危”。

“因为 2006年至 2020年间全球大
西洋鲑鱼种群数量减少了 23%。大西洋鲑
鱼在淡水和海洋栖息地之间迁徙受到包
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多种威胁，相比一个世
纪前生活，大西洋鲑鱼在北欧和北美产卵
的河流大大减少。气候变化还影响大西洋
鲑鱼幼鱼的发育，减少了其食物，并导致
外来物种入侵。”蒋志刚解释道。

此外，由于过度捕捞、气候变化导致
的栖息地退化，以及大坝减少了淡水进
入湖泊，肯尼亚的一种重要经济淡水鱼
类———图尔卡纳湖的虎头海雕由于种群
数量下降，已经从无危物种变成了易危
物种。

蒋志刚表示，气候变化对绿海龟的
威胁也越来越大，高温降低了绿海龟孵
化成功率，海平面上升可能会淹没绿海
龟产卵的沙滩，极端天气导致的海洋变
暖和洋流变化还影响了绿海龟采食的海
草生长。

根据更新的 IUCN红色名录，南太
平洋中部和东太平洋的绿海龟种群分别
处于濒危和易危状态。

此外，大叶桃花心木是世界上最受
商业欢迎的木材树种之一，在 IUCN红
色名录上已从易危物种变为濒危物种。
有研究模型显示，预计气候变化将使一
些大叶桃花心木目前的栖息地不再适宜
生长。

但是，也有一些物种因为保护有力
而得到“降级”。

弯角羚已经从 IUCN红色名录上的
野生灭绝物种变成了濒危物种，赛加羚
羊也从极危物种改善为近危物种。
“由于分布国家政府、国际保护组织

和当地社区的共同努力，一度野外灭绝
的弯角羚、中亚地区极度濒危的赛加羚
羊的种群逐步恢复，这标志着物种保护
项目的成功。”蒋志刚表示。

然而，我们分析导致物种数量减少
的原因可知，与气候变化有一定关系。

弯角羚曾经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很常
见，但日益猖獗的偷猎，加上每十年一次
的极端干旱，导致它们在 20世纪 90年
代末从野外消失了。

赛加羚羊在 2015 年发生的大规模
死亡事件中，高死亡率是由于异常高温
和潮湿引发的，而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
这种情况预计还会频繁出现。

这从一定层面反映出，气候变化仍
然可能威胁到物种的未来。

强调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危机
紧密相连
“在 20世纪 60年代，人们就认识到

气候变化可能对物种带来影响，但这次
IUCN红色名录更新，是第一次根据大范
围的评估，来证明气候变化不光是对某
一个物种或某一处物种带来灾害性影
响，而是在全球尺度上对大范围物种是
有明显不利影响的。”张琰强调。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格雷特·
阿吉拉表示：“气候变化正威胁着地球上
生命的多样性，并破坏着大自然满足人
类基本需求的能力。这次 IUCN红色名
录更新强调了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危机之
间的紧密联系。物种减少是气候变化造
成严重破坏的一个例子，我们有能力采
取紧急、雄心勃勃的行动，将气温上升控
制在1.5摄氏度以下。”

尽管这次 IUCN红色名录更新是部
分物种更新和补充，但是唤起了人们对
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视，将督促各国人们
重视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切
实采取行动执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张琰表示，从全球角度
来讲，IUCN红色名录好比是受威胁物种
领域的一本《新华字典》，发挥出重要参
考工具书的作用，用来支持“爱知目标”
和“昆蒙框架”。
“IUCN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预警了

全球物种的濒危状况，为全球生物多样
性研究提供了大数据，而国别红色名录
则确定了物种在该国的受威胁状况,填
补了全球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知识空
白,两份名录应互为补充。”蒋志刚补充
道。

从大西洋鲑鱼到绿海龟，从肯尼亚
常见的食用淡水鱼到中亚的赛加羚羊，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全球生物多样
性和人类生存的环境。事实证明，气候变
化正在威胁越来越多的物种生存，应对
气候变化已刻不容缓。 赵娜

叫着“地主婆”的灰胸竹鸡、“嗨到飞起”
的鹊鸲、“大嗓门”的灰头麦鸡……这些生动
有趣的片段都源于一位大学生所拍摄制作的
《南传校园物种鉴定》中。

这位大学生就是江苏省南京传媒学院
（以下简称南传）摄影学院的大四学生徐天
旸。拿起相机，他是“校园野生动物观察员”，
用光影展现校园生物多样性的神奇魅力；在
镜头之外，他还是环保志愿者，身体力行地守
护身边的野生动物“朋友”。

记录自然，守护美好。在徐天旸的镜头
里、生活中，一个个关于青春与热爱的故事正
在上演。

因用影像记录生态之美，
机缘巧合“解锁”出新身份

徐天旸是个不折不扣的野生动物爱好
者。在他看来，野生动物是美丽与野性的结合
体，它们来去自由，在地球上以各种方式诠释
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也正因为学习摄影专业的缘故，成年后
的徐天旸背起相机，走进大自然，用镜头捕捉
那些平静而又绚丽的生命。

从水乡苏州到秦岭大山深处，再到古都
南京。跋涉、寻找、靠近、按下快门……不论是
最后一只长江斑鳖，还是在水下秘境里的秦
岭细麟鲑，又或是“面带微笑”的长江江豚，在
每一次看似相近却独一无二的拍摄中，一张
张珍贵照片拉近了徐天旸与野生动物之间的
距离，它们仿佛也跨越万水千山，走到更多人
眼前。

在野生动物“探秘”之旅中，徐天旸对大
自然生物多样性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要保
持足够的细心、耐心与爱心，以及保持对于大
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尊重。”而在一次次的拍
摄与观察中，徐天旸也渐渐意识到，“其实野
生动物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们与我们的关系
非常密切。”

如何利用好相机，为保护野生动物的科
普宣传、影像参考提供丰富的内容？如何激发
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自觉性？徐天旸拍摄着、
思考着。

机缘巧合之下，“00后 up主”———这样一
个全新的身份，在徐天旸记录生态之美的同
时被“解锁”出来。

◎“捕捉”校园物种，

为生物多样性调查提供数据支持
“爱拍动物的小徐”，是徐天旸在 B站上

的网名。去年 3月，一段时长 5分 17秒，名为
《南传校园物种鉴定》的视频，首次亮相在徐
天旸的个人主页里，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尽管身处学校，但徐天旸想要探索自然
的心却“躁动不安”。“为在业余时间亲近自
然，我决定走出宿舍，在校园里记录下南传校
园物种。”徐天旸在视频的旁白中说道。

用长焦远望飞鸟，以微距近观虫群，将视
野拉回校园。“在早晨出门时，一群乌鸫在你
面前自在地鸣叫，晚上回宿舍时，一只黄鼬在
你面前横穿而过……”起初，徐天旸以为校园
里的物种只有那么几种，但随着了解的不断
深入，他发现校园里的生物多样性远超他想
象。

青凤蝶毛茸茸的身体显得背部的“蓝色
丝带”更加艳丽、树木高尖处的棕背伯劳在
“引吭高歌”、灰头麦鸡在大草坪上“闲庭漫
步”……野生动物自在而灵动，想要“捕捉”它
们最本真的状态并不容易，但徐天旸却好似
“荒野寻宝”般乐此不疲，为尽可能不错失每
一个珍贵画面，徐天旸基本上都会选择手持
拍摄。

优美的画面、娴熟的拍摄手法，配合上徐
天旸幽默的科普介绍，视频一经发布便圈粉
无数，也让他成为同学身边的“网红”。之后，
他又制作了《南传校园物种鉴定》第二部、第
三部等系列作品，记录到的校园物种鸟类约

46种，两栖动物 7种，节肢动物若干，并汇总
成表格，为校园生物多样性相关调查提供数
据支持。
“原来这些‘前所未闻’的物种，竟在自己

身边。”“这是座人与动物共享的城市。”在视
频评论区，每一条点赞留言都能使“野生动物
迷”们产生强烈的共鸣。
“校园里并非只有黑天鹅，城市里也不仅

有流浪猫，还有很多本土野生动物。我想通过
短视频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学会和野生动物
和谐相处，共筑一个和谐多彩的世界。”徐天
旸说。

◎重视本土物种保护，
积极做好生物多样性科普宣传

2023年 11月，徐天旸作为大学生代表，
在参加“南京市 2023年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
普宣传月”活动中分享了自己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的故事。在徐天旸分享的一张照片里，他
身穿志愿者马甲，俯身小心翼翼地抚摸一只
长江江豚幼崽。“这是一只受伤搁浅的江豚宝
宝，我们在开展长江江豚观测活动时发现了
它，随即便开展一系列的救护行动。”

与大部分同龄人相比，徐天旸有着更丰
厚的野生动物知识储备，这与他平时参与各
种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活动所积累下的经验是

分不开的。
2020年，徐天旸便加入了南京江豚保护

协会，参加长江江豚观测以及增殖放流等活
动。在一系列的活动中，他了解到长江江豚对
于长江生态的重要意义，也认识到科学增殖放
流对于长江生态的重要影响。

在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快乐猩球”
志愿者俱乐部，徐天旸化身志愿者，参与集装
箱讲解、动物丰容、野生鸟类调查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此外，在动物园的“本土物种保育区”，
徐天旸关注到本土物种保护的重要性，并积极
做好生物多样性科普宣传，带动更多人在心中
种下热爱自然、守护自然的“种子”。

如今，有人形容徐天旸是守护野生动物的
“青春后浪”，而他也在学校里成立了个人摄影
工作室，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用另
一个视角去看待熟悉的校园和城市，凝聚起守
望野生动物的点点星火。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

动；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这是徐天旸的
座右铭，也是他人生奋斗努力的方向。

问及徐天旸毕业后的规划和目标，他说，
“如果能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相关工作，那将是
一件快乐的事。”从爱好到行动，徐天旸会把
保护刻在心里，继续走好人生路。

张健 杨柳

“00后 up主”跋涉山野
用镜头守护野生动物

为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整改走深走实，坚决
避免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虚
假销号等问题的发生，山东
省印发通知，要求全省对两
轮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任务开展起底式排查分
析，逐一核实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综合评估整改成效。

山东省开展起底式大排
查的做法，体现了省委、省政
府对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整改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
心，也说明一些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的整改难度很大，需
要举一反三、持久发力。

笔者近期在一些地方发
现，各地在推进中央、省级生
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中，站位认识较高，压力传
导到位，工作措施有力，整改
成效比较明显。但也有个别
地方对督察整改还有“闯关”
思想、交卷心态，工作标准不
高，持续盯办抓得不紧、举一

反三不够有力、长效机制不
健全，把“问题销号了”视为
“责任解除了”，致使群众身
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死灰
复燃。

笔者分析认为，出现这
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一
些地方及部门工作思想不端
正，政绩观出现偏差，履行生
态环境保护监管责任不到
位、不得力，工作标准不高，
对不应该、不符合销号条件
的整改事项把关不严，过早
销号，一旦销号就不再过问
后续。个别领导干部工作方
法简单，处理问题缺少全局
观念，“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一关了之、避重就轻、敷
衍应付。个别地方和部门急
功近利，就事论事，重治标、
轻治本，不愿做艰苦细致的
基础性工作，缺少长效机制
保障，没有将“治已病”与“防
未病”结合起来。

督察的根本目的在于
“指其一点，改正一片”，而非

指出的某项具体问题整改了、
销号了，就“万事大吉”了。实
际上，督察整改的过程为改进
工作提供了机遇，为破解一些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点问题提供了突破口。各地应
转变思想，把握时机，推动督
察整改由此及彼、举一反三，
推动从整治“一件事”向办好
“一类事”延伸，不仅求一时之
效，更求长远之效。

坚持由点及面。督察指出
的问题，有的看似是某个点上
的具体问题，实则是区域内普
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必须着眼
整个区域拿出综合整治之策。
从解决“一个问题”出发，由点
到面、举一反三，探索形成全
局性政策举措，推动解决更多
同类问题。

注重标本兼治。督察整改
如果不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上下功夫，问题此起彼伏、禁
而不绝，整改成效就会大打折
扣。督察指出某地某类问题多

发，在整改措施上，除采取集
中行动严厉打击外，还应坚持
问题导向，深挖问题背后的根
源症结，从制度上查缺补漏，
努力做到“完善一套制度，解
决一类问题”，从而由一及多、
解决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难
题，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防止层层加码。督察整
改，目的在于促进生态环境保
护措施落实，有效消除环境污
染隐患，进而全面改善生态环
境。整改既不能流于形式、走
过场，也不能不讲科学、效益，
盲目投入大量财力，把原来污
染的场地做成“景观公园”，搞
过度整改。要坚持系统观念，
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
际情况，妥善处理保护与发展
的关系，通过必要性和可行性
论证，实事求是制定整改目
标、整改措施，坚决清理和制
止各种形式的简单化、“一刀
切”和层层加码行为，力求以
最小成本代价换取最佳整改
成效。

督察整改
贵在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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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物种濒临灭绝，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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