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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3 日至 31 日，省林业局将会同有关单位在福建博物院举办
“万物和谐 有灵且美——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科普展”。此次科普展将围
绕生物资源、自然保护区、生态观鸟宣传内容，设置 8个主题展区，展出精美
野生动植物图片 180余幅、标本 20余件，通过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和灵动鲜
活的动植物标本，向观众展示我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展出期间，每天前50名
学生（凭学生证）、儿童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小 贴 士

3 月 3 日是第 10 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其间，我省首次发布野生动植物系列资源图鉴，包括《福建省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图
鉴》《福建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图鉴》《福建省鸟纲图鉴（上下卷）》《福建省哺乳纲图鉴》《福建省爬行纲和两栖纲图鉴》《福建省兰科植
物图鉴》等 6 册图鉴。图鉴共收录我省自然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195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30 种及变种、哺乳动物 143
种、鸟类 592种、爬行动物 125种、两栖动物 53种、兰科植物 201种。物种信息收录时间截至 2022年 6月。

福建地跨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物种基因库和生态屏障。“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到来之际，让我们共同翻阅野生
动植物图鉴，一窥福建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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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策划到出版，这套图鉴的诞生前后历时两年。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省野生
动植物保护中心主任刘伯锋从业 30 年，对福建省的野生动植物如数家珍。但在参
与编写的过程中，持续刷新的生物多样性记录，依然不断给他带来惊喜。

黑脸琵鹭，因长嘴状如琵琶而得名。作为全球濒危物种，其全球种群数量
仅 6000 多只。不过，它们却是闽江河口湿地的常客，每年 10 月自北而来，在

温暖的南方度过漫长冬日。去年冬季，当地共记录到 167 只黑脸琵鹭，创历
史之最。

但在 20 年前，黑脸琵鹭在福建省难得一见。当时，黑脸琵鹭全球
种群数量仅 1000 多只。福建虽有过记录，但这一珍稀物种已 10 多

年不曾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为寻觅黑脸琵鹭，2003 年 2 月，刘伯锋和同事们踏遍

福建大小海湾和河口湿地，3 月 1 日上午，第一次通过
单筒望远镜，在闽江河口观测到两只黑脸琵鹭的优

美身姿。这一重大发现，让他们激动不已。
那时的闽江河口，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县级

自然保护区。为推动闽江河口湿地和水鸟的保
护，刘伯锋和同事们在这里开始了为期 3 年的
鸟类资源本底调查，利用周末工作空闲，他们
扛着单筒望远镜，随身带着榨菜面包，一待就
是一天，在闽江河口湿地共记录到 240 多种
鸟类。

之后的 20 年里，闽江河口湿地实现了从
县级、省级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级跳”，不
合理的建设项目被叫停，“退养还湿”、海漂垃
圾清理、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治理、高潮位水鸟

栖息地营造……一系列生态治理措施得以落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记录
不断被刷新。

编写图鉴时，刘伯锋深刻感受到了这一变化：曾经罕见的黑脸琵鹭如今在越冬和
迁徙季节连年造访，有些亚成鸟甚至成了“长住客”，留在闽江河口湿地等地度夏；以
往不曾见过的小天鹅，如今已形成了稳定的种群；去年观鸟爱好者记录到的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白头鹤，是 1980 年后在福建的首次记录……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国
际候鸟迁徙通道的重要一环，闽江河口湿地记录到的鸟种数不断突破，累计达 313种。

不仅仅是闽江河口湿地，翻阅福建省野生动植物图鉴，新物种、新分布记录俯
拾皆是——

有着“鸟类活化石”之称的白鹤，多集中在鄱阳湖越冬。自 2020 年首次入闽后，泉
州湾已连续 3年观测到了它们的踪影，改写了“白鹤不入闽”的历史。

2011 年以来，福建连续多年开展兰科植物资源调查，其间发表了福建舌唇兰、武
夷山对叶兰、茫荡山丹霞兰 3个新物种。茫荡山丹霞兰的发现，填补了丹霞兰属植物在
福建分布的空白。

刚刚升格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穿山甲，在福建的种群量正稳定恢复。
……

“良好的生态环境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刘伯锋说，福建地跨南亚热带
和中亚热带，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类型复杂多样，是生物多样性高度丰富的省份。为维
护生物安全多样，福建构建了较为完善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规和制度体系，将野生动
植物保护工作纳入林长制、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等的考核内容,建立了
常态化监管与协同执法机制。目前，全省共建立自然保护地 358 处，保护了全省 80%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各类典型生态系统、植被类型。

数据显示，福建自然分布有脊椎动物 1733 种、昆虫 1 万多种，其中华南虎、黑熊、
穿山甲、中华白海豚等 291 种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自然分布有植物 5550 种，其
中桫椤、苏铁、南方红豆杉等 130种及变种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不断刷新记录

几天前，武夷山国家公园科研人员
在回收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监测画

面记录到了珍稀物种欧亚水獭的身影。视频
画面中，两只体格健硕的欧亚水獭灵巧地穿梭于溪流
和岩石上，似乎是在结队捕捉猎物。这是该物种在当地
的首次影像记录。

“水獭是淡水生态系统的健康指示种，国家公园内沟
壑纵横，溪流多达150余条，为其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环境。”

武夷山国家公园科研监测中心主任张惠光说，2000年以后，福
建仅在东部及沿海的小范围区域有过欧亚水獭的确切记

录。此次记录，与既往已知的分布点均不相邻。
欧亚水獭的新分布记录，源自秘境之“眼”的捕

捉。“我们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红外监测等技
术手段，构建了自然保护区‘天空地一体化’监
管体系。”刘伯锋说，2016 年以来，福建已在全
省自然保护区按照网格化布设 1600多台红外
监测设备。透过秘境之“眼”，越来越多的珍
稀野生动物，在不被打扰的前提下，进入公
众视野。这仅仅是福建坚持科学治理，以科
技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方面。

“我们连续 18年组织开展沿海越冬水
鸟同步调查，组织自然保护区深入开展野
生动植物本底资源调查，建立健全资源档
案，让保护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刘伯锋说。

武夷山毛泥甲、无凹带蜉金龟、多形油

囊蘑、武夷林蛙……过去的两年，武夷山国家公园物种不断“上新”。
“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张惠光说，早在 1979 年，全

国近千名科技工作者便组建综合考察队，在这里开展了为期 10年的科考活动，共采
集各类标本 100多万号。

2020年 4月，武夷山国家公园组织开展两栖爬行动物资源调查。一年后，又全面
启动为期三年的生物资源本底调查。“这次调查范围覆盖了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
区的所有区域。”张惠光说，调查工作启动以来，已发表 12个新物种，涉及高等植物、
两栖动物、昆虫、大型真菌等类群。“我们正推进调查成果的应用转化，编研武夷山
生物志书图鉴，建立完善生物资源监测体系，指导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科学治理，也让濒危物种逐渐摆脱灭绝威胁。
春光明媚，龙岩梅花山深处的中国虎园内，35 只人工繁育的华南虎正在散养区

自在踱步，不时虎啸山林，尽显百兽之王风范。然而，1998 年，第一批从苏州动物园
引进的华南虎入住梅花山时，甚至连笼子都不敢出。

“当时引进的华南虎，是在人工干预下繁育成活的，从未投喂过活体。”梅花山
华南虎繁育研究所工程师罗红星见证了华南虎野性的回归。

华南虎是我国特有虎亚种，历史上在闽西地区广泛分布。人类活动的影响、栖
息地的破坏，导致华南虎野外种群数量急剧下降。1996 年，华南虎被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列为十大濒危物种之首。

1998 年，龙岩在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华南虎保护工程。那一年，罗红
星等人被派往苏州动物园学习老虎饲养管理，并首次引进两雄一雌 3只华南虎。

“我们通过科研攻关，克服华南虎近亲繁殖严重造成的繁殖率低、成活率低等
障碍，通过半野化、野化训练，逐渐恢复其繁育及野外捕猎能力。”罗红星说，近几年
来，福建华南虎人工繁育研究和野化训练突破不断：2003 年，实现高海拔华南虎首
次成功繁殖；2005 年，首次实现了人工散放条件下的野外成功繁殖并哺育成功。目
前，该基地已累计繁殖成活华南虎 66只，繁育成活率达 70%。

打开秘境之“眼”

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来自福建观鸟协会的志愿者们
正计划动身前往连江县四姆屿，开展中华凤头燕鸥社会化招引工

作。去年，他们首次在这座无人岛上记录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的全过
程。

中华凤头燕鸥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由于数量稀少、踪迹神秘，被称为“神话之鸟”。
2000 年夏天，在“消失”63 年之后，人们才再次在马祖发现其踪影。2004 年，我省

首次在闽江河口湿地观测到 2 只中华凤头燕鸥。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福建省观鸟协会
的志愿者们开启了中华凤头燕鸥的寻觅之旅。

2018 年，台湾台北市野鸟学会提供了一份中华凤头燕鸥卫星定位图。定位图显示，一只背
有卫星定位器的中华凤头燕鸥经常出现在四姆屿。按图索骥，福建观鸟协会的志愿者们很快便在

四姆屿上记录到 2只中华凤头燕鸥的身影，并判断此处很可能是新的繁殖地。随后，志愿者们成立
专项保育小组，围绕四姆屿开展“神话之鸟”保育行动。

社会化招引，是保育行动的重要一环。“我们在除草、灭鼠、铺设砂砾等生境布置基础上，布
设假鸟模型，以吸引过境的中华凤头燕鸥到岛上繁殖。”福建省观鸟协会常务副会长杨金说，去
年 7 月 3 日，志愿者们终于记录到第一只中华凤头燕鸥雏鸟的诞生，并为其取名“华宝”。这被认
为是我省在拯救这一极度濒危鸟种工作上取得的一次重大突破。

生态福祉，全民共享。维护生态多样性，自然也需要凝聚全民共识，汇聚社会合力。福建广大生
态环保志愿者自发开展生态监测、保育行动、自然教育，已成为推动福建野生动植物保护的一支重
要力量。

由于羽毛艳丽，栗喉蜂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鸟”。作为来自东南亚的夏候鸟，栗喉蜂虎过去

多在厦门与金门一带度夏。2017 年，观鸟爱好者第一次在晋江市深沪镇科任村记录
到了它们的倩影。由此，科任村成为有记录以来，栗喉蜂虎在我国最北的繁殖地。此
后，每年春末夏初，数百只栗喉蜂虎便会光临科任村，在砂质的岩壁上用嘴和利爪
掘洞为巢，求偶繁殖。

2017 年开始，泉州市观鸟协会会长吴柯朝带领志愿者，在科任村连续多年开展
栗喉蜂虎监测，摸清了这一高颜值鸟类的生活习性与繁殖规律。但同时，他们也发
现当地栗喉蜂虎种群数量在减少——从最多时的 300多只，减少到 100多只。

“繁殖地点距离村庄生活区很近，时常有村民前来挖掘土方，破坏了栖息环境，
加上摄影爱好者扎堆来访，给栗喉蜂虎造成不小干扰。”找到症结后，吴柯朝所在的
志愿者团队，当即联系当地政府与村两委，共同启动“护鸟行动”。很快，市里出台专
项保护措施，镇里安排专项资金在栖息地建立起围栏，村里在距离栗喉蜂虎栖息岩
壁数十米的位置堆起一米高的土方，防止车辆及挖土车进入。

“我省已发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志愿者 4000 多人，积极组织志愿者进社区、进乡
村、进学校，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和候鸟‘护飞行动’。”刘伯锋说，去年我省“爱鸟护鸟
科普志愿服务行动”入选中国科协 2022年全国 30个科技志愿服务项目先进典型。

为更好展示我省生物多样性，引导社会公众参与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省林
业局计划以此次发布的野生动植物系列资源图鉴为基础，建设线上数据库，对公
众开放，并将福建省野生动植物系列资源图鉴赠送给省内的百所图书馆和学校。
未来，社会公众、科研人员、执法人员只需要指尖轻触或者到当地图书馆，就能实
时、便捷获取相关物种信息。

构筑保护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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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福建省野生动
植物保护中心提供

□本报记者 张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