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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生态环境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基础。
去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要着
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大生态
系统保护力度，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拓宽

“两山”转化路径，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
空间。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外，省、市、县三级生态环
境部门倾力保护生态环境，全方位开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为野生动物生存、栖息、繁衍，打造良好
的生态环境基础。

在 2024 年 黑 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会 议
上，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提出，要有力、有效抓好自
然生态保护，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

专项行动，严格现场核查和台账审核，确保重点问
题整改完成率达到要求。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
动在优先区域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和评估
工作。

据牡丹江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科科长赵殿军介
绍，牡丹江市已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行业发展规
划，成立牡丹江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还印发《牡丹江市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方案》，
统筹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任务，搭配生态
环境保护红线监管，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内有限
人类活动的监管工作。

针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东宁市生态环境
局强化自然保护区监督和管理，全面开展大气、水

和土壤方面的防治工作，对气候调节、水源涵养、控
制有害生物等生态平衡起到了调节作用，为东北
虎、东北豹等野生动物的栖息、生存和繁衍提供了
有利条件。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生物多样性保护职
能，以人虎安全为前提，加强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
修复，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补偿制度。”东宁市
生态环境局局长宋涛说。

如 今 ，东 北 虎 豹 信 步 林 间 已 是 常 态 ，一 段 段
生 动 的 影 像 时 常 会 带 给 我 们 惊 喜。 东 北 虎 豹 国
家 公 园 只 是 我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 一 个 缩 影 ，
更 多 令 人 感 动 的 故 事 还 在 美 丽 中 国 的 大 地 上 默
默上演。

我国海事系统设计尺寸最大、溢油回收能
力最强的专业化溢油回收船“海巡 041”轮，近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成功下水。按照计划，该船
将在今年 6 月下水列编，将进一步提升全国海
事系统船舶污染监视监测和溢油应急处置能
力。

据了解，“海巡 041”轮肩负着维护海洋清
洁、处置海上溢油的重要使命，成为集溢油收
回、应急值守和综合指挥功能于一体的海上应
急指挥平台，可应对大规模海洋污染事故。

近年来，随着海洋石油开发、船舶运输及沿
海石油化工业的迅速发展，海上溢油等突发环
境事件多发，严重威胁海洋及海岸带生态环境
安全。而海洋环境中的溢油来源主要有海域采
油、海上运油、陆源漏油，以及沉船等其他因素。

那么，当海上发生溢油事故时，如何识别并
判定溢油来源？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海洋环境
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刘星。

海上溢油可依据“油指纹”溯源

“我们知道公安机关可以依据指纹锁定嫌
疑人，执法人员可以依据‘水质指纹’找到水体
污染源，而海上溢油也可以根据‘油指纹’查找
污染来源。”刘星告诉记者。

如何分析溢油样品，鉴别出相应的“油指
纹”，成为锁定溢油“真凶”的关键。而刘星所做
的工作便是对“油指纹”进行分析与鉴定。

油品的基本组成元素是碳和氢，碳元素含
量约占 83%—87%，氢元素含量约占 11%-14%；
还有少量的硫、氧、氮等非金属元素和镍、钒、铁
等金属元素。

“不同条件或环境下产出的油品具有明显
不同特征，通过各种分析检测手段获得油品化
学成分的光谱、色谱信息，并反映油品的组成和
化学特征，而光谱、色谱图的复杂性如同人类指
纹一样具有唯一性，故称为‘油指纹’，这也是油
指纹分析理论的基础。”刘星告诉记者，通过将
溢油油品的“油指纹”与油指纹库中的数据信息
进行比对鉴定，即可判定溢油油品种类和来源。

而“油指纹库”则是利用统一的分析方法获
取的油品化学组成信息数据库。“一般来说，油
指纹库收录的样品信息越多，覆盖面越广，鉴别
成功率越高。”

刘星介绍，针对多次海上溢油污染，通过
“油指纹”鉴定及时完成了海面溢油来源的判断
分析。“2022 年，我们还使用油指纹库对某海域
无主漂油进行检索，大幅缩小了可能来源的调
查范围，为执法人员登检巡查提供了明确方
向。”

此外，刘星补充道：“通过‘油指纹’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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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不仅可以缩小调查对象范围，确定
溢油来源与责任归属，为事故调查处理
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以为溢油环境损害
评估提供参考。通过研究油品风化和降
解周期，可推断溢油对环境的影响时间；
通过组分分析和生物毒性试验，可判断
溢油对环境生物和生态的影响程度。”

油指纹库全覆盖，未来可
实现在线分析

作为提升海上溢油事件应急响应能
力的重要内容之一，2019 年，生态环境
部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公司建立战略合
作，由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负责建设
覆盖全海域的国家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油
指纹库，完善海洋环境应急响应能力。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积极配合
涉海石油平台原油样品采集。

截 至 2023 年 12 月 ，已 累 计 接 收
3222 个原油样品。其中，中国海油 1426
个，中国石油 584 个，中国石化 1212 个。
已初步完成对石油平台的全覆盖，与分
析原油样品入库工作同步进行，为相关
来源的油指纹分析奠定基础。

“没有这些原油样品，后期的分析溯
源工作将无从开展。”刘星告诉记者。

与原油样品分析工作同等重要的，
还有当海上发生溢油事故时，溢油样品
的采集工作。

采样工作听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
困难重重。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油品
采样，这考验着现场应急人员的能力。

应急人员赶赴溢油现场后，对溢油
区域及外围海域进行走航采样，“采集的
溢油样品应覆盖不同的溢油区域和风化
状态，应采集所有可疑溢油源样品，且采
样过程需避免样品受到溢漏或储存环
境、采样器具、样品容器及其他可能的人
为污染。”刘星介绍。

由于“油指纹”分析需依靠大型分析
仪器，目前采集的油样无法在现场得出
分析结论。“当某海域发生溢油事故时，
采集的溢油样品需送至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进行检测分析。”刘星表示，国家
海洋油指纹库已规划远程鉴定功能，未

来可结合沿海各地相关能力，实现不同
海域溢油样品的在线分析。

加强合作交流，提高应急
处置能力

2024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
议指出，要加强海洋生态环境调查、应急
处置等基础能力建设。

而油指纹库建设和溢油鉴别技术，
可为海上溢油事件应急响应、海洋生态
环境监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接下
来，如何提升油指纹库建设和溢油鉴别
技术将是重要任务方向。

“原油组分极其复杂，进入自然环境
后又会吸附环境中的有机化合物，急需
开发抗干扰能力更强的分析方法来提高
油指纹分析的准确性。”刘星告诉记者。

油指纹库包含大量原油基础数据，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方法
在科研领域广泛应用，如何在油指纹鉴
别技术中引入上述技术是未来需要考虑
的主要发展方向。

为做好海洋溢油事故应急响应，刘
星表示，接下来，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将持续推进油指纹库建设，提升溢油鉴
别技术。首先，国家级油指纹库建设仍
需加强，在进一步丰富补充石油勘探开
发平台油样的基础上，推动对进口原油、
船用燃料油等源头进行分析入库，持续
推进不同油品的指纹比对工作，提高应
急响应速度。

其次，提升标准化建设和技术能力，
逐步健全油指纹库建设相关技术规范，
积极研发相关标准物质、标准方法等工
具包，应用云数据和区块链技术构建智
能溢油鉴别系统，基于最新分析设备开
发油指纹检测方法，不断提升溢油鉴别
技术研发与应用水平。

最后，还要加强油指纹鉴别领域合
作交流，逐步建立海上石油勘探开发、船
舶运输、原油炼化等领域油样获取及相
关信息的共享机制，及时更新和扩展油
指纹库，积极参与溢油鉴别国际合作交
流，推动相关方法的国际比对等事宜。

环监船正在执行海上突发污染事故应急监测任务。
刘星供图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旗舰物种的东北虎，
它的存在，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里各营养级的动物
数量充足，保护东北虎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
措。

中国东北地区，曾有“众山皆有虎”的盛况。但
由于人为活动的增加、森林的消失与退化，野生东
北虎豹种群和栖息地急速萎缩。在 1998 年—1999
年的一次中、俄、美三国专家联合调查中，仅发现少
量的东北虎豹痕迹，当时判断中国境内东北虎仅存
有 12只—16只、东北豹 7只—12只。

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虎豹研究团队将 10 年的
科研成果编写成《关于实施“中国野生东北虎和东
北豹恢复和保护重大生态工程”的建议》，提出将东
北虎豹保护列入国家战略。国家对这一建议作出

重要批示，推动建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经过 5 年多的部署、协调、论证、试点、改革，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于 2021 年正式设立，同年 10 月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

地处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长白山支脉老爷
岭南部，涉及珲春市、东宁市、汪清县、绥阳县 4 个
区域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以中低山、峡谷和丘陵
地貌为主，森林覆盖率达 96.6%，是我国东北虎、东
北豹种群数量最多、活动最频繁、最重要的定居和
繁育区域，也是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和北半球
温带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在未被划定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前，该区域涉
及两个省份的多个林业局、林场，市、县、乡镇、村
屯、自然保护区等，自然资源资产多部门、多行政区

管辖，面临保护和管理条块分割、体制机制不通畅、
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同时，区域内耕地、参地、牧
场、水库、工矿企业、公路铁路穿插，导致虎豹栖息
地碎片化问题突出，压缩和分割了东北虎豹生存空
间，虎豹伤害人畜事件也时有发生。

试点工作开展后，在森林植被修复、核心区生
产生活退出、虎豹迁移扩散廊道建设等项目的相继
实施下，东北虎豹的生存空间逐渐连通完整和扩
大，有效保护和恢复东北虎豹野生种群，人虎矛盾
也随之减少。

随着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建立自然保护区、
全面禁猎、建设中国野生虎豹观测网络、设立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等措施，东北虎豹栖息地生态环境逐
步改善。目前，野生东北虎数量已增加至约 50只。

开展试点工作解决栖息地碎片化等问题，东北虎豹生存空间逐渐扩大

组建巡护队加大保护力度，周边农民自愿加入，野生动物种群日渐丰富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在建设过程中，也推动了林
场职工和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型。

李刚自 2008 年退伍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东宁朝阳沟林场，一路从营林员、管护员到副
场长。长期坚持在巡护一线的他深刻体会到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设立后的变化。

“之前巡护力量薄弱，投入的保护力度也相对
较小。现在国家公园建立了，能力建设提升了，我
们有了团队一起巡护，能做的事情更多，危险性也
降低了。”李刚说。

2019 年 4 月，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成立了第一
支女子巡护队，现在也成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
局的第一支女子巡护队。

她们每个月上山达二十多天，巡护途中承担着
清套、为有蹄类野生动物补充饲料、布设和维护野
保相机、整理相机数据、监测野生动物等工作，保护
栖息在这片山林中以野生东北虎、东北豹为代表的
野生动物们。

1994 年出生的吴桐是年纪最小的队员，却是女

子巡护队的元老，从事巡护工作至今已长达 5 年。
她告诉记者：“我们大多是‘林二代’‘林三代’，几十
年前，为了生存，祖辈们在这里打猎、砍树；到父母
那辈，开始植树造林；现在到我们这代，开始保护野
生动植物。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常说别人都能做
你也能做，虽然他们也会担心，但不会因为危险或
苦累劝阻我。”

时代不同，使命不同。从巡护队员们的故事
中，我们听到的是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发
展历程。

采访中，记者随李刚和女子巡护队走进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的林海雪原，体验了一天 6 公
里的巡护工作。冬季大雪后，行走非常困难，大家
走得很吃力。

而对于巡护队员来说，艰难险阻是常态。张琪
于 2023 年冬季加入女子巡护队，刚来的时候抱着
好奇心，觉得能近距离观察东北虎是份有意思的工
作，但巡护时发现真的很累。

队员张昕在巡护过程中曾因没踩好，头朝下从

山坡摔下去过。“旁边的枯树一拽就断了，经常会头
朝下滑到沟里去，撞到石头上才能停下来，要缓很
久。”

即便如此，当看到东北虎豹数量越来越多时，
巡护队员们常感到欣慰。

随着野生动植物保护理念广泛宣传，林场周边
农民的思想也转变了，过去的“下套人”变成了“清
套人”。“农民以前会上山捕野生动物，现在自发参
与巡护工作，帮助我们清除了很多山上遗留的陈旧
猎套。”李刚介绍，在朝阳沟林场，40 多名农民组成
了巡护队坚持每天在山上巡护，步行每天达 6.5 公
里，至少需要 3个小时。

在林场的陈列室中，摆放着猎套、鸟网、踩铗、
毒饵、高压电捕鼠器等各类盗猎工具，这些都是巡
护队员的“战利品”。

他 们 的 巡 护 工 作 也 换 来 了 野 生 动 物 数 量 增
多。记者跟随巡护的路上，不仅看到了梅花鹿、狐
狸的足迹，还在维护红外相机时，看到了拍摄到的
东北虎、东北豹画面，野生动物种群十分丰富。

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实现从“人防”到“技防”跨越

巡护队员们每日维护的野保相机是监测东北
虎豹等野生动物数据的“千里眼”。据李刚介绍，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共有 236 台远红外相机，
布设在没有传输信号的地方，每两三个月更换一次
电池和内存卡，获取野生动物监测影像。

除此之外，还有 420 台摄像机构成天空地一体
化监测系统，这些摄像机利用太阳能充电，自动拍
摄并实时传输影像数据，减少了人工维护和人为干
扰。

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一楼走廊的尽头，是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局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中心。在
这里，可以看到 420 台摄像机实时传输回来的影
像，数据传回系统后自动分类野生动物种类。在大
屏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划分的东北虎、东北豹、黑

熊、棕熊、赤狐、豹猫等名录。
黑 龙 江 省 人 大 代 表 、东 宁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科 普 宣 讲 负 责 人 史 晔 调 取 了 2023 年 12 月 22 日
拍到的东北虎影像。“你看这只东北虎走到镜头
前还看了看镜头，是不是霸气十足。”

2023 年 ，东 宁 片 区 共 监 测 到 东 北 虎 168 次 ，
识别出至少有 4 只东北虎个体在管辖区域活动；
监 测 到 东 北 豹 165 次 ，识 别 出 至 少 12 只 东 北 豹
个 体 在 管 辖 区 域 活 动 ，其 中 幼 豹 5 只 ，至 少 3 个
东北豹家族在此区域繁衍。

在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中心外的走廊上，挂着监
测到的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影像，记者看到，有“ 镇
局之宝”东北虎，也有三只东北豹同框的珍贵画
面……

“这个东北豹的小家庭又壮大了，今年我们拍
到了‘四豹同框’。”史晔对这些照片如数家珍，“这
只斑羚是我们 2018 年 9 月拍摄到的，此前斑羚在东
北地区已绝迹 20 多年。还有我们 2022 年 11 月监测
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原麝，距上一次监测已时隔
9年。”

此 外 ，天 空 地 一 体 化 监 测 系 统 不 仅 包 括 野
生动物一键全览，还能实现反盗猎线上监测、生
态 数 据 资 源 分 析 等 功 能 ，广 覆 盖 、全 天 候 、高 精
度 、智 慧 化 的 数 字 监 测 ，实 现 了 从“ 人 防 ”到“ 技
防”的跨越。

“2024 年，我们要把国家公园外的临近区域也
布设上相机，对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实施更大范围
的监测。”李刚说。

多级部门倾力改善生态环境，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基础

将镜头对准森林深处一角，透过屏幕期待和野生东北虎跨越
万水千山相逢。

直播摄像头中，野生东北虎以百兽之王的姿态，迈着矫健的步
伐，盯着镜头悠闲地走过，眼睛射出骇人的亮光，在暗夜里格外醒
目。

在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宣传教育司指导下，2024 年 2
月 7 日起，本报联合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
局开启了一场长达 10 天的慢直播，直播中两次捕捉到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野生东北虎傍晚“散步”的身影。

“太惊喜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综合处处长陈晓才兴
奋地告诉记者，这一方面说明东北虎数量正增多，另一方面也说明
我国监测水平不断提高，依托大数据平台，能够掌握东北虎豹活动
规律，更加精准地布设监测点位。

虎啸山林虎啸山林 豹跃青川豹跃青川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守护生物多样性之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守护生物多样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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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内远红外监测相机拍摄到
的野生东北虎。（右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