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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就自我中影响世界

经历过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国

家公园的生态“蝶变”，三江源国家公园

管理局生态保护处副处长马应祥有着

这样的感受——“现在和 20 多年前相

比，湿地、河流、湖泊恢复明显，雪豹、藏

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白唇鹿等珍稀野

生动物种群数量均有增加，最直观的变

化就是黄河源园区再现‘千湖’美景，得

益于国家的高度重视，受益于一系列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的实施，自然生态系统

的原真性、完整性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这样的感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共

鸣：只要身处江源大地，从天上飞的到

地上跑的再到水里游的，野生动物成群

的场景可遇可见。

人们对于青海生态的熟稔似乎总

是和水紧密相连。水是生命之源，在青

海的三江源，冰川雪山融水汇流成河，

每年为下游 18个省（区/市）和 5个周边

国家输送近 600亿立方米清洁水源。长

江、黄河如母亲的乳汁，滋养了大半个

中国，澜沧江最终进入全球水系，造福

邻国人民。

三江源地处青海，但它的生态贡献

和生态影响力远超青海。人们常说，青

海的三江源、中国的三江源、世界的三

江源，也常形容“三江源感冒全球打喷

嚏”，守护好三江源生态，不只是筑牢青

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筑牢中国生

态安全屏障，更是筑牢世界生态安全屏

障。马应祥这样形容：“青藏高原独有

的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

源在其他地方看不到，三条大江大河的

水资源量的贡献不可比拟，发挥的水源

涵养功能无可替代。”

然而，三江源不只是“中华水塔”，

还是高寒生态典型代表，平均海拔超过

4700 米，发育和保持着原始、大面积的

高寒生态系统，广泛分布冰川雪山、高

海拔湿地、荒漠戈壁、高寒草原草甸，拥

有全球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

遗产地可可西里。这里还被誉为高寒

生物种质资源库，其中分布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 11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 84 种，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

先区域之一。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

者”，重中之重是把三江源这个“中华水

塔”守护好，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水源

涵养能力。从历史中来，三江源生态保

护迎来一次次战略和政策红利的“叠加

期”，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不

仅让青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找准了方

向，也开创了中国建设国家公园新纪

元，2021年 10月，总面积 19.07万平方公

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马应祥谈及一个很细微的变化，国

家公园内一条 15公里长的必经之路，以

前来回能走一天，周边草场上“开辟”的

车路目测最宽有几十米，后来随着国家

公园巡护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通达效

果明显的同时更有利于草场保护，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记者从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局了解到，2016 年至 2024 年，

先后投入 86.61亿元，实施一批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及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据“三

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园前后生态效益对

比评估”显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园后草

地植被覆盖度比试点前增加 8.6%，生产

季产草量比试点前增加 13.1%，植被生态

质量指数比试点前增加 7.8%，水源涵养

服务能力比试点前增加 21.8。
一次次跨越，实现了从单纯保护生

态，转向全面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

发展，步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阶

段。“正在建设的三江源国家公园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仍需围绕与老百姓息息

相关的民生、发展等重点领域，做好大

量基础工作，最终在生态最大化中实现

保护、发展、民生共赢。”马应祥对未来

的期待，正是所有青海人的共同期待。

在破立并举中向远而行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生态

保护修复处处长马平用 18 年印证了一

项工作之扎实——历时 18年，在推进科

研科考监测常态化、规范化、体系化建设

过程中，形成了“四固定、三统一”生物多

样性监测规范，至今被广泛借鉴。现今

的青海湖，生态保护与科研监测同频共

振，一项项成果在转化中实现最大值。

青海湖是中亚—印度、东亚—澳大

利西亚国际水鸟迁徙的重要节点，于

1992年被列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

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在国际上

承担着水禽资源栖息地和湿地保护的

义务和责任。从那时起，青海湖生态被

赋予了更深的内涵、更重的责任。马平

用最直观的数据言简意赅概括了多年

的工作沉淀：青海湖指示性物种水鸟总

量达到 60 万余只，旗舰物种普氏原羚

种群数量是保护初期的 11 倍，已查明

的种子植物共计 457种……

数据具体化的背后是多年如一日

的坚持和积累。从最早的简单数数到

借助监测设备，再到实现数据监测，马

平说，这项工作前后历经三个阶段，

1975年鸟岛管理站建立，实现对鸟类的

监测，而后随着青海湖晋升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开启国家公园创建，从过去

单项监测向水鸟、普氏原羚、植被等生

物多样性延伸，再向山水林田湖草沙冰

生态系统覆盖。

就在不久前，青海湖生态网络感知

监测基础平台全新上线，建成视频监控

节点 116个，水质监测节点 10个，初步构

建青海湖“天空地水一体化”生态科研监

测网络体系。水质监测作为此次新加内

容，马平说：“青海湖是闭塞湖，最核心的

就是水，重点监测重要入湖河流、环湖周

边污水处理厂排放尾水水质。”

青海湖承载着重要的水源涵养和

水汽调节功能，它连接祁连山、三江源

和柴达木盆地三大生态空间，是阻止西

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是维系

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节点，

在国内、在世界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每一年度的数据汇编和积累，为

国家公园创建提供了数据基础。”马平

直言。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是生态保

护“加码”的重要“分水岭”，在“国家公

园”范畴内，不仅实现了对水体的严格

保护，流域内的山河草木、生灵万物都

将得到严格保护。

围绕创建湿地类型国家公园，以不

破不立、破立并举的姿态推进青海湖国

家公园创建，完成 8个方面 55项创建任

务，形成 65项成果，构建“管理局-管理

分局-保护站”三级管理体系，已进入

成效评估阶段。而今再看来时路，青海

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规划财务处处

长汪璟邦总结：“扎实的基础工作，不仅

摸清了自然资源底数，且高标准严要求

推进，实现了工作时与效并举。”

国家公园创建承前启后，青海湖已

不再是传统的观光景区，而是一处被赋

予更深涵义的生态“要地”。坚持生态

保护第一，数以万计的水鸟繁衍栖息，

数十万尾裸鲤游弋延续，环湖群众在绿

色资源中找到绿色“出路”，生态保护、

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有机统一。“锚定

‘创建’目标，将着力打造生态文明示范

点、生物多样性亮相点、生态富民新样

板。”谈及未来，汪璟邦信心满满。

在世界舞台上“风光”亮相

谈及生态之变，摄影师郝进芳用一

个个温情的细节讲述发生在大自然中

的故事——白腰雪雀为什么和鼠兔为

邻，黑颈鹤于春季迁徙时和父母离别，

白唇鹿种群数量的变化，雪豹妈妈抚育

幼崽……这些看似是动物的故事，有自

然法则和自然秩序，但更多展现了动物

与动物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人与自然

之间的和谐和默契，这一切是祁连山的

恩泽，也有人类付诸的努力。

从地理维度看，青海湖属于祁连山

山系，它们一脉相承，就好比青海湖裸

鲤，每年洄游的多条河流，都从祁连山

发源，布哈河就是其中之一。其源起处

在疏勒南山的岗格尔肖合力冰峰，而这

只是祁连山众多冰川雪峰中的其中之

一。

不曾奢望靠近冰峰，因为内心秉持

对大自然的无限敬畏，但却向往祁连，

视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青海北部雕

琢出这番丰貌，雪峰林立、林海葱莽、草

原美伦、湿地广布、河流纵横，这些属于

祁连山的“家珍”，又无一不属于青海，

无一不属于中国和世界。

来自于祁连山，一幅幅照片或一帧

帧画面被推到世界的舞台，接连获得国

际摄影展“含金量”极高的奖项，展示的

是祁连山的山水草木或虫鱼鸟兽，但出

圈的是青海生态和中国的祁连山。

前不久，西班牙第 35届MML 国际

大山、自然与冒险摄影大赛评选结果揭

晓，祁连山国家公园签约摄影师焦生

福、蔡海勇分别获得高度评价奖。再往

前回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

首席摄影师鲍永清拍摄的《生死对决》

荣获 2019BBC 英国国际野生动物摄影

师大赛哺乳动物类别年度总冠军；祁连

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签约摄影师

郝进芳拍摄的《冰面休整》荣获法国第

17 届 国 际 摄 影 巡 回 大 赛 组 委 会 金

牌……这些优秀摄影作品的背后，是青

海好生态在世界舞台上的“风光”。

就像郝进芳所言：“肩负着一种责

任，用影像为青海生态纪实。行走于保

护一线，既是生态宣传员也是生态志愿

者，更是生态保护中的一支有生力量。”常

年行走于祁连山，郝进芳最直白的表达是

用镜头展示青海的生态向好、生态美好。

祁连山，发育和保持了大面积梯度

差异显著、生态结构完整、类型多样的

高山高原复合生态系统，是大尺度垂直

带谱的典型代表，是我国西部极其重要

的冰川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祁连

山国家公园是同纬度高海拔区域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最集中的区域，是雪豹、

黑颈鹤等中亚山地旗舰物种的重要栖

息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

野生动物救护基地负责人马存新说。

马存新结合多年工作，谈及雪豹、

黑颈鹤、荒漠猫专项调查研究。模型估

算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雪豹种

群数量 251只，种群密度为 1.67只/百平

方公里；荒漠猫潜在适宜栖息地大约

3100平方公里，初步估算种群数量约为

300 至 500 只，并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

源回族自治县区域发现 1 个荒漠猫集

中分布地；国家公园及周边湿地调查到

黑颈鹤 195 只，通过跟踪发现，主要在

西藏的林芝雅鲁藏布-尼洋河区域、巴

松措和易贡措越冬，迁徙距离最长可达

1500公里，是目前已知黑颈鹤迁徙中距

离最长的。

“雪豹密度与地形崎岖度呈正相

关，从西至东密度也是西部高于东部。”

马存新表示。雪豹作为食物链中的顶

级猎食者，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岩羊等

食草动物种群数量有所增加。祁连山

这座“湿岛”阻挡了沙漠东蔓，哺育着南

北两麓高质量发展。

从地理高地迈向生态“高地”，“生

态高光”如炬火般吸引世人了解青海，

走进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在青

海，正是那个位于中国西部，雄踞“世界

屋脊”的青海。

当昆仑山脉的雪线在晨曦

中镀上金边，当三江源的冰川融

水汇成奔涌的江河，当茶卡盐湖

的镜面倒映出亿万星辰，这片土

地以最原始的语言诠释着生命的

壮阔。青海，是地球第三极的呼

吸，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注

脚。这里，很中国——它承载着

华夏文明对山川的敬畏、对万物

的悲悯；这里，很世界——它以高

原的胸襟，托举起全球气候系统

的平衡，为人类存续提供了一方

不可替代的生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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