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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5日，第五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CBRN）野生动物监
测示范保护地建设——关键技术和能力建设培训班在江口县开
班。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人与生物圈计划’
的梵净山实践”为题作案例分享。

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
标杆。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网成员
以及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不仅以壮丽的地质奇观闻名，更因其
在生态保护、科研探索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卓越实践，成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典范。

“管理体系逐步健全、科研监测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从三点总结“人与生物
圈计划”的梵净山实践工作。

在管理体系方面，铜仁坚持党建引领梵净山保护管理，探索形成
“梵净山红·生态先锋”党建联盟品牌，建立三级党建联盟联席会议制
度，健全完善社区共管共建机制，构建以周边3县10乡（镇）69个村3
万多名原住民共同参与的联防联管联治体系；编制形成《梵净山保护
规划（2020-2035）》等“1+N”规划体系，实现“多规合一”，完成梵净山
遗产地勘界定界工作，设置自然遗产保护地界碑界桩1400个，使保
护管理有规可循、边界明确；制定出台了《铜仁市梵净山保护条例》等
地方法规制度，建立梵净山遗产地区域执法协作和资源管理联动机
制，专门设立梵净山环境保护法庭、梵净山生态保护检察室；统筹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工程，全面推进梵净山区域矿山、小水电
治理，建立梵净山大数据综合管控平台，建立健全森林防火四级联防
联控机制和林管员、护林员网格化管理制度。

在科研监测方面，成功攻克梵净山冷杉人工培育技术难题，通过

组培和种子萌发技术成功培育梵净山冷杉幼苗1000余株，在梵净山
区域设置梵净山冷杉人工繁育苗引回样地 7个，并于 2024年 7月成
功引回冷杉培育苗120株，截至目前成活率达到80%以上，首次实现
了梵净山冷杉人工培育苗原生地回迁；黔金丝猴拯救保护高质量推
进，成立一个黔金丝猴繁育研究机构、建设一个科研基地、培养一支
科研队伍、壮大一支人工繁育种群；生态系统研究监测取得丰硕成
果，打造生态站监测网络，对梵净山区域水文水质、土壤、大气和生物
进行持续监测，及时准确掌握梵净山环境生态学指标。

在民生福祉方面，着力念好“山字经”，依托梵净山得天独厚的山
地资源、种质资源，大力发展山地特色农业、林下经济，成功培育了梵
净山茶、梵净仙菇和梵净药材等“梵净山珍·健康养生”系列优质农产
品品牌；着力做好“水文章”，梵净山每年为周边地区提供 28亿立方
米的洁净水、优质水，是“中国生态好水源集聚区”；着力打好“生态
牌”，充分发挥梵净山 5A级景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品牌效应，积
极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实现让梵净山周边居民吃上“旅游饭”。
2024年梵净山景区接待游客197.4万人次，较2023年增加13.2万人
次，同比增长7.18%，创历史新高。

梵净山的保护实践，不仅是“地球绿洲”，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
来、科学与人文、本土与全球的桥梁。“下一步，我们将以这次培训会
为契机，围绕‘人与生物圈计划’目标和专家们的宝贵意见，进一步创
新保护管理机制，持续推进国家公园创建，加快实施黔金丝猴拯救保
护工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真抓实干、守正创新，在新的起点上推
动梵净山保护更科学、管理更规范、发展更永续。”贵州梵净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说道。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莉莎谢宗沛实习生蒲雨杉

黔金丝猴。

“我们在2015年就启动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野生动
物综合监测计划，今年是计划实施的第十年，十年间也取
得了重要进展。”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丁
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表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野生动物
综合监测计划通过全链条的顶层设计和多学科交叉，结
合智能传感器、“3S”技术、人工智能和网络信息等先进技
术方法，于2018年制定并发布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野生动物综合监测试点技术方案；2018年和2021年共发
展了两批野生动物监测示范保护区建设试点单位，共15
家网络成员。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综合监测计划，为保护区的管
理工作提供科学支撑，提升自然保护地精准监测和高效管
护能力。它不仅仅是科研计划，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保护

区自身信息建设和发展，这也是我们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
心理念，也就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王丁说道。

“特别是这次我们在梵净山脚下发起聆听生物圈的
共识倡议，也就是说把自然界的声音，包括鸟类兽类，还
有其他动物的声音纳入建设范围，更深、更广泛地拓展生
物圈声景。”提起梵净山，他说，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网络成员，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和梵净山冷杉的
全球唯一分布地，具有宝贵的科学研究价值，在世界上也
具有很高影响力。

王丁说：“我们也希望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成为综
合监测计划发展的一个重要示范保护区，发挥很好
的引领作用。”

“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珙桐……梵净山保护
区繁衍着 7925种野生动植物，报告中提到梵净山
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让我记忆深
刻。”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助理工程师张泽坤
围绕“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梵净山实践报告谈感想。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
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一个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
自然保护区，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负责管理。
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张泽坤认为，梵
净山自然保护区的黔金丝猴拯救保护工作提出的

“四个一”工作思路，即成立一个黔金丝猴繁育研究
机构、建设一个科研基地、培养一支科研队伍、壮大
一支人工繁育种群，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优秀
经验。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模式拯救和保护珍稀物
种，推动这些濒危物种慢慢恢复种群，为生物链的
完整性提供坚实保障，守护整个地球的生命网络。”
张泽坤说，“这也是我们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及‘两山’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实践。”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马丽滨告诉记者，这次主要是对
野生动物的保护手段、保护方法进行培训。“之前我们保
护的方法可能比较原始，主要是人工，现在可以用到红外
相机等设备。但是在很多保护区，目前设备和技术方法
都没有提升，这次就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加强野生动物监
测科学技术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把好的经验做法进一
步推广。”

开班仪式上，“聆听生物圈——生物圈声景保护行动
计划”的共识倡议(简称梵净山共识倡议)正式发起。马丽
滨说：“这次的培训和野外考察还增添声景多样性调查的
内容。”生物圈声景是地球所有生态系统生命可感知的听
觉景观，蕴含了丰富的生物、环境和人类文明的信息，是
地球生态环境变化的晴雨表。

“声景指的是声音的声，之前我们所提到的生物圈保
护主要是针对植物动物这样一种自然保护领域，但是实
际上还有声音的保护。像鸟鸣声、虫鸣声，它们对于生物
本身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噪
音等会对虫鸣鸟鸣声进行干扰，影响到它们的生存环
境。”马丽滨介绍道。

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人类活动干扰的
加剧，噪声污染、气候变化和栖息地丧失致使自然声景退
化和消失，自然声景逐渐被人工声景所取代，这对全球生
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构成了威胁。

“这一次来到梵净山探查声景多样性，我们就是希望
从声音的角度，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提高声景保
护的效果和质量。”马丽滨说道。

近年来，梵净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联合中国科
学院、国际动物学会和贵州省林科院等机构，建成
覆盖全域的“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通过红
外相机、声纹识别、无人机巡护和遥感技术，实现对
黔金丝猴等旗舰物种的精准追踪。目前，在梵净山
区域已建设视频监控系统 91套，按照公里网格法
安装布设红外监测相机 500余台，积累数据超100
万条，为野生动物种群动态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撑。

“这个培训在梵净山举行，也是因为梵净山在野
生动物监测和保护工作上有着许多可以学习借鉴的
经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肖治术告诉记
者，“声学监测技术对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
国内其他的保护区来说是非常有潜力的、可以普及
的技术，目前红外线监测已经做到了普及，现在就是
要推动声学监测，包括鸟类、兽类、蛙类、昆虫等，它

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关键的指标。”
在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召开之际，中

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单位全体代表面向全球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发起关于“聆听生物圈——生
物圈声景保护行动计划”的共识倡议(简称梵净山
共识倡议)。肖治术说：“我们已经建立212个中国
生物圈网络成员单位，包括 34家世界生物圈的成
员单位，已经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我们希望
通过这个倡议能够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生物圈保护
区发挥引领作用。”

“我们即将在杭州举办第五届世界生物圈大
会，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的这些保护区要发出自己
的呼声，让聆听生物圈计划为中国、为全球的生物
圈保护提供新思路，动员广泛的力量参与这个行
动。”肖治术说道。

聆听梵净山生态“心跳”
——访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丁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莉莎谢宗沛实习生蒲雨杉 整理）

向世界发出“聆听生物圈计划”呼声
——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肖治术

——第五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CBRN）野生动物监测培训班专家学者访谈

推动生物圈声景保护行动
——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马丽滨

守护“地球独子”生生不息
——访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助理工程师张泽坤

用科技赋能保护 以合作凝聚力量

梵净山黔金丝猴研究中心。

梵净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绿洲”

本报讯（记者 田莉莎 谢宗沛 实习生 蒲
雨杉） 在第五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CBRN）野生动物监测示范保护地建设——关
键技术和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仪式上，中国
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单位全体代表面向全
球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发起关于“聆听生物圈
——生物圈声景保护行动计划”的共识倡议
（简称梵净山共识倡议），呼吁全球共同保护
生物圈声景，应对生态危机，推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之声，生物
圈声景承载着生物多样性、环境变化与人类
文明的丰富信息，被誉为“生态环境的晴雨
表”。梵净山守护着包括黔金丝猴、珙桐在
内的7925种珍稀动植物，其保护实践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赞誉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典范”，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的重要样本。
2024年9月，梵净山更成功列入IUCN（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标志着其生态保护
成效获国际权威认可。

“梵净山共识倡议”旨在凝聚政府、科研机
构、企业、社区及公众的力量，共同构建生物圈声
景保护全球网络，明确了七项核心行动目标，包
括通过科学监测、评估与公众参与的方式，保护
自然声景的完整性与原真性；探索创新生物圈
声景保护模式；持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生
物圈声景保护纳入国际公约框架；建立健全相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为生物圈声景保护提
供有力的制度保障；鼓励企业参与生物圈声景
保护；加强人才队伍能力建设等。

生物圈声景保护不仅是生态课题，更是
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梵净山
作为这一倡议的发起地，将一以贯之围绕

“人与生物圈计划”目标，持续开展各项工作，
为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和推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贡献力量。

“梵净山共识倡议”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