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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雪豹种群数量及栖息地调查，
调查总面积近14万平方公里，涉及全省
7个市（州），共44个县（市、区），占全省
总面积的近三成。在如此大范围内给雪
豹“上户口”，并非易事。

为此，我省计划从大熊猫国家公园
范围内开始调查，逐步扩展至大熊猫国
家公园以外的部分。

“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完善、人员配置相对齐全、面积相对
较小，部分区域如卧龙，此前已经开展雪
豹调查，总体难度较小。”省林草局野生
动植物与湿地保护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外各区域的雪
豹调查也将陆续启动，调查计划在年底
前结束，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发布全省雪
豹调查报告。

调查的前提，是划出网格。近 14 万
平方公里的调查范围内，我省划出了
5579 个边长 5 公里的正方形网格。网格

内的调查任务，围绕雪豹、环境和人三方
面展开。“具体而言，就是要搞明白雪豹
在哪儿、数量有多少、雪豹吃什么、吃得
好不好、有没有人来打扰等一系列问
题。”

与大熊猫的栖息地不同，雪豹分布
在海拔高、路程远、气候恶劣的地方，在
这里完成上述任务并非易事。因此，此次
雪豹调查的方案，以相机抓拍为主要手
段，辅之以基因检测和徒步调查。

“在设计方案时，我们考虑到红外相
机的电池寿命最多半年，但每个调查网
格的监测时间至少为 1 年，因此所有调
查网格需至少完成3次调查——红外相
机安装时 1 次，更换电池和内存卡时 1
次，回收红外相机时 1 次。”省林草局栖
息地保护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大熊猫
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为例，红外相机布设
已于7月底结束，最早10月就能看到第
一批雪豹调查影像资料。

随着雪豹调查的逐步深入，“双旗
舰”被反复提起。何为“双旗舰”？2009
年，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采
集到雪豹活动影像，填补了中国野生雪
豹分布区东南边缘的空白，也延伸出关
于大熊猫、雪豹“双旗舰”物种生态系统
保护研究的探讨。

“大熊猫主要生活在海拔2000米左
右的中低山森林生态系统，雪豹主要生
活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山生态系统，
二者的栖息地一定程度上形成‘互补’。”
省林草局栖息地保护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大熊猫和雪豹作为两个生态系统
内的顶级狩猎者，其生存状态能够间接
反映生态链的健康情况，“如果雪豹种群
稳定，就反映出雪豹的食物岩羊种群稳
定，进而反映出岩羊的栖息场所高山草
甸生态环境健康。”

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创始人吕植认为，“西南山地和青藏高原
是目前我国生态系统相对完整、保护成
效也较好的两片区域，这也得益于大家
对大熊猫和雪豹两个‘旗舰’物种的共同
保护和研究。”吕植提到，在雪豹调查不
断深入的过程中，大家也在不断发现新
信息、新知识点，提出关于保护的新问
题。“记得2015年前后，红外相机还是雪
豹调查过程中的新技术，而现在，已经拓
展出颈圈跟踪、DNA 检测、AI 识别等技
术，这些技术将运用于更多物种的保护，
这也是‘旗舰’的意义所在。”

“目前雪豹栖息地的调查面积可能
仍不到雪豹栖息地面积的 10%，我们常
常面临雪豹在哪里、有多少、面临什么样
的困难，以及我们该做什么的问题。”省
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站相关负责人认
为，在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研究体系，
才能回答更多关于雪豹的问题。

2015 年，原四川省林业厅、山水自
然保护中心等机构组成的调查小组，在
康定、炉霍、石渠、甘孜、巴塘、德格、雅江
7个县（市），对雪豹活动情况进行摸排。

“调查难度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
面，是缺少本地人才队伍，与研究大熊猫
的人才队伍相比，熟悉大型猫科动物的
科研人才储备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四川
的地形条件决定了调查难度更大——在
西藏、青海，人类活动海拔和雪豹活动海
拔相差不大，但在四川，调查工作需要从
海拔几百米行进到海拔数千米，高山峡
谷里，调查难度陡增。”省林草局栖息地
保护处相关负责人坦言。

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22年下半年进行的雪豹调查，有59个

红外相机点位拍摄到雪豹，海拔范围从
3420 米到 4780 米，跨度超过 1300 米。

“海拔 4000 米的雪原，每人要背 5 公斤
重的食物和资料，行程超过 40 公里，对
技术水平和身体素质都是考验。”有保护
区巡护员告诉记者。

“过去红外相机捕捉到的雪豹信息，
点位分散，此次全面调查就是要连点成
线、连线成面。”省林草局栖息地保护处
相关负责人认为，从短期看，调查有助于
了解雪豹资源及栖息地动态变化规律；
从长期看，调查结果是建立统一的雪豹
资源数据库和管理信息平台的前提，可
以为雪豹的有效保护和科学管理提供可
靠的基础资料。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借鉴
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的调查经验。

“上户口”难在哪？
雪豹调查缺少本地人才队伍，四川地形条件让调查难度陡增

“上户口”具体怎么做？
在近14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划出5579个正方形，以网格调查形式展开

“上户口”的意义在哪？
在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研究体系，形成“双旗舰”物种的保护格局

全球约60%的雪豹栖息地位

于中国，四川是我国重要的雪豹

栖息地之一。

在川西北高原，雪豹的红外影

像资料已经不算稀奇。与四川雪豹

“高出镜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

省雪豹研究相对滞后的现实——

受制于技术水平和考察难度，四川

此前的雪豹调查并不顺利，长期以

来没有一张完整详实的“全省雪豹

活动分布图”，科研机构对雪豹这

一“旗舰”物种在四川的分布情况

知之甚少。为打破这一困局，我省

去年制定了首个省级层面野生雪

豹种群数量及栖息地调查方案。今

年，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外，先

后启动了雪豹调查工作。有专家认

为，这一行动有助于四川加快形成

大熊猫、雪豹“双旗舰”物种的保护

格局，形成更加立体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体系。

◎四川日报记者 殷鹏

雪豹生活在海拔 3500
米以上的高山生态系统，
以红外相机抓拍为主，基
因检测、社区走访和徒步
调查为辅。

调查
方案

划出5579个边长5公里
的正方形网格，对网格内的
雪豹，环境和人为活动情况
进行调查。

网络
调查

四川雪豹种群数量
及栖息地调查

从 2023 年 7 月启动，预
计 10 月看到第一批调查影
像资料，预计2024年上半年
发布雪豹活动分布图。

调查
时间

总面积近 14 万平方公
里，涉及全省7个市（州）包括
阿坝、甘孜、凉山、雅安、绵阳、
成都、德阳等共44个县（市、
区），占全省总面积的近三成。

调查
范围

我国将组建

全国生态质量监测网络

四川省

加速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给雪豹“上户口”
四川首次省级雪豹调查启动，明年上半年形成雪豹活动分布图

给野生动物“上户口”，如何减少工作量？

人工智能上阵
用“豹纹识别”提速

一台安装在野外的红外相机，在一个工
作周期里可以自动记录约2000张照片、800
条视频。但回收红外相机的过程，短则10余
天，长则1个月，数据经过拷贝，再由专业人
员逐一筛选、分析、录入系统。在川内一些自
然保护区，统计过去一年红外相机收集到的
数据，给野生动物“上户口”，需要耗费一支科
研团队近半年的时间。如何减少工作量，缩短
这一时间？

将类人脸识别技术用于雪豹个体识别

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主办的拥“豹”未来——2023 雪豹研讨
会上，来自腾讯守护雪豹项目的技术志愿者
介绍了近年来逐渐成熟的AI识别系统，可以
识别图片和视频中的野生动物物种。在此基
础上，AI算法对于雪豹的识别准确率已经超
过85%。

全球约60%的雪豹栖息地位于中国，但中
国境内雪豹调研覆盖面积不到其栖息地的
2%。事实上，科研人员对雪豹栖息地知之甚少。

能否将类似人脸识别的鉴定技术用于雪
豹个体识别，从而摸清雪豹“家底”？

腾讯守护雪豹项目的技术志愿者介绍，
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首先，不同动物的体
型差别较大，距离镜头的远近不同，还有恶劣
天气、系统“未知”物种的出现等干扰因素。此
外，以雪豹为代表的野生动物数量稀少，可以
用于机器训练的数据量先天不足。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由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大多是雪豹侧身，科研
人员开始思考，能否先从图片中自动划出特定
区域，再从数据库中快速检索这一区域的不同
特征，辅助专家判断，提升识别效率。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数据、模型、训
练三个方面补齐。

“豹纹识别”系统数次迭代

“缺少数据，就‘制造’数据。”腾讯守护雪
豹项目技术志愿者黄湘琦说，数据准备阶段，
技术人员会对收集到的雪豹等野生动物图像
进行剪裁、模糊、打上马赛克，把“一张图”变
成“数张图”，增加系统的“复习资料”。

为提高识别效率，AI算法工程师们在构
建模型时提出了“两步走”办法。首先判断图
片里有没有动物，去除大多数空白、无效的镜
头，再判断图片里的动物是不是“熟人”。这样
可以减少系统识别的工作量，提高识别效率。

为解决训练阶段素材数量不足的难题，
AI 算法工程师们根据野生动物数量级的不
同，分配了不同的训练权重。“就是要增加少
量数据的训练次数，提高系统的‘熟悉程
度’。”黄湘琦说。

这套“豹纹识别”系统于2021年10月推
出，经过数次迭代，物种识别率超过97%，可
识别物种数目达到31类。其中，雪豹的图像
检测精度超过85%。

除了腾讯，国内还有华为等科技企业正
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野生动物图像筛选
效率，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初步确定动物的生
活习性、栖息地范围等数据。

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站站长顾海军
介绍，去年，四川在省级层面编制完成了基于
PAWS（全球雪豹种群评估）方法的雪豹调查
技术指南和规范。在今年已经启动的大规模
雪豹调查中，人工智能技术能发挥节约时间、
提高准确度的重要作用。

◎四川日报记者 王培哲

日前，石渠县公安局森警
在巡山过程中偶遇雪豹。图片
由州公安局森警支队提供

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
采集到的雪豹影像。四川王朗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图

泸定县

开展非法捕捞生态补偿
增殖放流

卧龙科考人员在海拔卧龙科考人员在海拔40004000米以上的雪豹栖息地展开调查米以上的雪豹栖息地展开调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图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图

甘孜日报讯 近日，泸定县开展
非法捕捞生态补偿增殖放流，这
是当地自 2021 年长江“十年禁
渔”以来，首次以“生态补偿”方式
处置涉渔违法行为。

增殖放流现场，工作人员将
15000 尾齐口裂腹鱼苗放归自
然，放流经费源自涉案人员赔偿
的 30000 元生态补偿费。本次增
殖放流，有助于增加河流鱼群数
量，丰富河流鱼类资源，对净化水
质和修复水域生态环境起到重要
作用。同时，也让广大群众意识到
生态环境是高压线，损害要赔偿，
违法必追究。

“通过半年多的时间，我局联
合相关执法部门，侦破一起非法
捕捞售卖大渡河鱼案件。此次行
动按照‘谁损害、谁修复’原则，通
过生态补偿的方式，增殖放流齐
口裂腹鱼苗 15000 尾。希望大家
引以为戒，不要非法捕鱼。”泸定
县农牧农村科技局渔政执法人员
侯清滔诚恳劝诫道。

增殖放流是提升禁捕效果，加
快恢复渔业资源，保护水生态的重

要举措。用增殖放流这种看得见的
赔偿弥补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
通过“处罚与恢复”相结合的方式，
让违法捕鱼者承担增殖放流鱼苗
的培育和购买费用，达到惩罚教育
和“修复一起、教育一批、警醒一
片”的目的，是推进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的生动实践。

州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农
牧农村科技、市场监管、环保等相
关部门还联合开展了执法行动，
沿大渡河岸开展巡河工作，查访
是否存在撒网捕鱼、“一人多竿”
等现象，劝导垂钓者严格落实“一
人一竿”。本次执法行动中，现场
销毁无主钓竿3支，没收超出“一
人一竿”限额的钓竿16支。

下一步，泸定县将继续严厉
打击非法捕捞等破坏生态环境的
违法行为，完善渔业资源增殖放
流保障措施，建立增殖放流长效
机制。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教育
引导群众牢固树立法律意识、生
态意识，共同构建鱼水相亲、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家园。

陈龙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绿色矿山
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提出，要持续优化矿山布
局，调控开发强度，集约节约高效
利用资源，促进资源开发与生态
保护协调发展。

《通知》提出，要将绿色矿山
建设要求纳入矿业权出让公告、
合同和相关设计方案，确保新建
矿山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施工
建设。对办理延续、变更手续时需
要签订合同的采矿权人，应在合
同中明确绿色矿山要求；鼓励生
产矿山编制绿色矿山建设方案，
或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方案和矿山开发利用方案中增
加绿色矿山建设内容；对三年内
拟注销采矿权的，要规范矿区生
产秩序，督促矿山企业落实开发
利用方案及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义务，确保矿山生
态修复成效。

《通知》明确，建立省级绿色
矿山名录库，形成国家、省两级
绿色矿山名录库。建立绿色矿山
监管系统平台，将绿色矿山日常
监管工作与矿业权勘查开采信
息公示实地核查，以及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结合
开展，并充分利用“空天地”等技
术手段，对已纳入名录库的矿山
开展动态监测；对纳入国家、省
级绿色矿山名录库的矿山企业
用地予以支持，多途径、差别化
保障采矿用地合理需求，在符合

“三区三线”管控规则的前提下，
依法优先将绿色矿山建设所需
用地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
点建设项目安排表及国土空间
规划“一张图”，并统筹安排土地
利用年度计划指标，保障新建、
改扩建绿色矿山用地需求。同
时，支持盘活存量工矿用地，正
在开采矿山依法取得的存量建
设用地和历史遗留矿山废弃建
设用地修复为耕地的，经验收合
格后，可参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政策，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
可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探索
产权激励政策，纳入国家、省级
绿色矿山名录库的矿山企业，对
集中连片开展生态保护修复达
到一定规模和预期目标的，允许
其依法依规取得一定份额的自然
资源资产使用权，从事旅游、康
养、体育、设施农业等产业开发。

据《中国矿业报》

生态环境部联合中国科学院
近期印发《全国生态质量监督监
测工作方案（2023—2025 年）》，
生态环境部将会同省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联合中国科学院共同
组建全国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工作
方案主要包括组建全国生态质量监
测网络、开展生态质量监督监测、全
面加强数据管理和质控等方面。

在网络建设方面，积极推进
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监测的
协同，在全国范围实现卫星遥感2
米级季度监测，重点区域实现亚
米级监测；航空遥感作为卫星监
测的补充，开展现场核实和参数
验证；地面监测以开展遥感验证、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监测为

主，从而实现生态质量“天空地一
体化”监测。

在生态质量监督监测方面，
建立以全国尺度常规监测和重要
区域、重点生态问题专项监测相
结合的工作模式，根据工作需求
设置不同监测手段和监测频次。

在全面加强数据管理和质控
方面，建立统一的全国生态质量
监督监测数据管理系统，定期向
各地推送生态变化图斑，实时传
输地面核实、问题上报等相关数
据。逐步建立跨部门、跨区域数据
共享与业务协同机制。实施“三级
检查、两级验收”的质控制度，确
保数据质量。

据《人民日报》

秋分前后

来赏“尘埃之光”
秋分节气已至。秋分前后的

一段时间，也是欣赏太阳系“尘埃
之光”——黄道光的好时机。什么
是黄道光？黄道光怎么赏？天文科
普专家为您揭秘。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
普主管王科超说，天文上把太阳周
年视运动的轨迹称为黄道。太阳系
中除了大家熟悉的天体，在星际空
间其实还分布着无数细小的尘埃。
黄道附近的尘埃微粒受到阳光照
射，发生了反射，就会形成黄道光。
从地球上看去，黄道光呈现为一个
近似圆锥体的光束，它的最亮区
域，几乎与银河一样明亮。

由于接近地平线，受到大气
散射等作用的影响，这束“尘埃之
光”通常并不容易被人们“捕捉”
到。王科超介绍，对北半球而言，
每年秋分前后的日出之前以及春

分前后的日落之后，是观赏黄道
光的最佳窗口期。这是因为在这
一时间段，黄道光的赤纬较高，和
地平线间的夹角更大，更加易于
观测。

观赏黄道光有一定技巧。王
科超建议，首先应尽量选择晴朗
且空气质量良好的天气观赏，这
时大气透明度较高。其次，应选择
光污染较小的地区观赏。第三，还
要避开月光的影响。今年秋分前
后几天，月光不会对观测产生影
响，对观赏非常有利。

王科超说，今年，金星还可作
为黄道光的“观测指引”。黄道光
与金星均位于黄道带上，今年秋
分前后，东方天空中闪耀的金星
可以帮助公众指引黄道光可能出
现的大致位置。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