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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萤火虫轻盈地飞舞在林
间，如繁星点点，是不少人记忆里的
童年。其实，发光行为在自然界并不
罕见，细菌、真菌、深海鱼类，都有发
光现象，但生活中最常见的，还是萤
火虫。

从分类学角度说，萤火虫并不
是一种虫，而是一类虫。萤科和凹眼
萤科的甲虫通常被称为萤火虫。虽
然最容易被注意到的是发光成虫，
但并非所有种类的萤火虫成虫都能
发光。反而是所有的萤火虫幼虫都
可以发光。研究认为，最早获得发光
能力的不是萤火虫成虫，而是幼虫。

萤火虫发光可不是为了给人类
观赏。萤火虫成虫通过发光吸引配
偶，一旦彼此中意，便结为伴侣完成
繁殖。对幼虫来说，发光不仅可以用
来引诱小虫、寻找食物，还可以吓唬
那些想要吃掉自己的天敌。

萤火虫发光是个能量释放的过
程，能量从何而来？萤火虫之所以能
发光，是因为它集齐了荧光素和荧
光酶，有自己的“电厂”。研究发现，
不少昆虫都有类似荧光酶的蛋白，
可大多数因为缺少荧光素而无法发
光。此外，虽然萤火虫都有荧光酶基
因，但部分种类发育的某些阶段（如
成虫）或某个性别（如雄成虫），这个
基因被关闭或者表达能力变弱，无
法产生荧光酶或者产生的荧光酶过

少，也会导致萤火虫不发光或者发
光弱。

萤火虫漫天飞舞的场景，在哪
儿能看到？只要选对时间和地点，遇
见萤火虫并非难事。萤火虫主要生
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河畔的森
林是萤火虫的理想栖息地。萤火虫
对环境要求较高，生态环境好、光污
染少的地方就有可能遇到萤火虫。
窗萤类萤火虫通常生活在森林茂密
的地方，在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夜
晚的公路边就可邂逅这类萤火虫。
扁萤类的萤火虫相对不怕光，昆明
植物园中就有云南扁萤。但无论是
窗萤还是扁萤，它们的数量通常较
少，因而很难出现漫天飞舞的画面。
栖息在较热、低海拔地区的熠萤类
萤火虫，不仅种群数量大，而且发光
特别亮，童年记忆里的场景，多半就
来自这类萤火虫。如今，这样的浪漫
场景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
物园中依然可以观赏到。

全世界已识别 2000 多种萤火
虫，中国已知的萤火虫种类超过100
种。其中既有夜行性的萤火虫，也有
白天活动甚至成虫不发光的种类。
保护萤火虫，不只为了被点亮的夜
空。萤火虫不仅好看，其生物荧光还
在生物医药等领域具备较大的研究
价值。不仅如此，萤火虫还是一种环
境指示性生物，对于水污染和光污
染尤其敏感。不少萤火虫幼虫生活
在清澈的水中，生长阶段特别怕农
药等污染，长大后又不喜欢亮光。有
萤火虫出没的地方，大多有干净清
洁的水体和植被茂盛的静谧环境。
能看到萤火虫漫天飞舞，通常意味
着周边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要想保
护萤火虫，就要保护好绿水青山。

转载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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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是《斯德哥尔摩公约》国
际生效20周年。20年来，我国加速淘
汰和削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的生产、使用和排放，取得积极进展。
近日，记者就“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的
新污染物治理”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
士王金南。

记者：目前，全球和我国新污染
物治理面临怎样的形势？

王金南：新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化
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美、日、欧等发
达国家和地区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就颁布了化学物质环境管理专门
法律法规，逐步建立了化学物质环境
风险评估和管理体系，并通过建立国
际公约体系，掌握了新污染物治理的
国际话语权。

我国是世界最大化工产品生产
国和消费国，根据《全球化学品展望
Ⅱ》，我国化学品销售额约占全球的
40%，预计2030年将达到50%。生态
环境部曾对1万余种具有明确标识的
在产在用化学物质进行调查，其中具
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致癌、致突
变、生殖毒性的高产量有毒有害化学
物质达600余种。这些有毒有害化学
物质在生产、使用等环节都可能进入
环境，危害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

我国新污染物来源广泛，涉及行
业众多、产业链长、治理技术研发难
度大，协同治理要求高。总体上，我国
新污染物治理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还存在诸多短板：一是对新污染物治
理的认识不充分，不了解新污染物治
理的全过程风险管理具体工作流程，
对新污染物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
艰巨性认识不足；二是科技支撑储备
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新污染物筛查、毒
性及作用机制、污染溯源、环境风险评
估、绿色替代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不足，
新污染物治理相关的技术和装备研发
滞后，关键核心技术的集中攻关机制
尚未建立；三是治理体系尚不完善，主
要体现在法律法规缺失、标准体系不
健全、工作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四是治
理基础薄弱，化学物质环境风险底数
不清、重点管控路径不明确，资源配置
严重滞后，管理机构、人员配置和资金
投入等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记者：针对新污染物治理，我国
采取了哪些策略？取得了哪些进展？

王金南：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下称

《行动方案》），从顶层制定了以环境
风险预防为主的治理策略，构建以

“筛、评、控”为主线的环境风险防控
思路，提出覆盖源头、过程、末端环节
的全过程治理举措，在打基础、建体
系、防风险等方面做出具体安排，为

“十四五”乃至更长期新污染物治理
指明了方向。

《行动方案》印发后，生态环境部

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推动落实新污染
物治理任务部署工作，主要在以下 4
个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加快推动法规制度建设。将
新污染物治理有关要求纳入黄河保
护法。印发实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
理登记办法》等部门规章。化学物质
环境风险管理条例已纳入《国务院
2024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积极推动
新污染物治理纳入生态环境法典。

二是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成
立生态环境部牵头、15部门组成的部
际协调小组，加强部门联动，统筹推
进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取得实效。初步
形成了国家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
实的工作机制。同时，组建了新污染
物治理专家委员会。

三是组织开展全国调查摸底。调
查 122 个重点行业中 4000 余种潜在
高风险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情况；
开展监测试点，初步了解重点区域环
境中潜在新污染物含量情况。印发首
批化学物质环境风险优先评估计划，
持续推进新污染物环境风险评估。

四是着力防控突出环境风险。印
发《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年
版）》，对14种类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实
施禁止、限制、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
施，避免每年近10万吨重点管控新污
染物进入环境。全面淘汰8种类重点管
控新污染物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

记者：新污染物环境风险防控存
在哪些关键技术难点？下一步如何狠
抓关键核心技术？

王金南：目前，我国在新污染物
治理领域的研究基础薄弱，制约新污
染物治理工作的深入、高效开展。具
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污染物危害筛查、监测溯源、
环境风险评估、绿色替代及管控标准
等方面的基础研究薄弱，如微塑料已
在多个人体器官中被发现，但相关健
康风险和致毒机理尚不明确。二是相
关技术和装备研发滞后，新污染物环
境风险评估长期依赖国外毒性数据
库和评估模型，参数本土化程度较
低，评估结果可比性和规范性有待提
升。三是绿色替代研发滞后，有些国
际上已淘汰的新污染物，在我国仍无
经济可行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替
代技术。另外，一些科研成果未能主
动对标国家需求、呼应企业需要。

2023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将
新污染物治理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
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建议以战略目标和管理需求
为导向，尽快设立新污染物治理基础
研究和科技创新重大专项，统筹科研
资源力量，集中攻克新污染物治理关
键核心技术：在新污染物筛查、危害
评价与监测技术领域，以建立新污染

物筛查与监测方法和技术体系为目
标，开展新污染物筛查、监测、危害效
应识别和评价技术研究；在新污染物
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领域，完善
环境风险评估体系，逐步建立以风险
评估为基础的重点区域和流域典型
新污染物环境质量与排放控制限值，
构建跨区域、跨部门新污染物治理协
同工作机制和管理体系，研发新污染
物治理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方法；在绿
色替代、治理技术研发应用领域，加
强环境友好型替代品及替代技术研
发、应用，研发重点行业“三废”中新
污染物处理技术工艺与设备、新污染
物污染场地修复技术以及新污染物
和常规污染物多介质协同治理技术。

记者：我国研究制定新污染物治
理中长期规划有哪些必要性？围绕哪
些重点内容进行布局？

王金南：研究制定新污染物治理
中长期规划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研究制定新污染物治理中
长期规划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有关新污染物治理决策部署的具体体
现。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的“到
2035 年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
管控”的战略目标，需要立足国内、对
标国际、着眼中长期，将新污染物治理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统筹布局、系统谋
划新污染物治理中长期战略规划，以
战略目标和管理需求为导向，持续推
进新污染物治理，不断健全治理体系，
加快提升治理能力。

第二，研究制定新污染物治理中
长期规划是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必然要求。当前以及未来一
段时期是我国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面向
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
基本建成目标，为满足人民群众对高
品质生活的期盼，需要保持战略定
力、坚持系统观念，以更高标准持续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
筹兼顾“常规的”和“新的”污染物，系
统解决“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生态
环境问题，推动建立以人体健康和生
态安全为导向、与美丽中国目标相适
应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第三，研究制定新污染物治理中
长期规划是推动实现绿色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以低毒、低排放、低
碳、资源节约等为特点的绿色可持续
化学正成为国际化学品相关行业未
来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化工行业及
其下游产业链部分存在落后产能过
剩、绿色贸易壁垒等问题，国际履约
也面临 POPs 淘汰或管控压力，需要
以新污染物治理为抓手，充分发挥生
态环境保护的规划引领、优化作用，
推动化工及相关产业结构和布局调
整，增强行业创新活力和国际竞争

力，打造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经济
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制定新污染物治理中长期规划
要重点考虑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衔
接《行动方案》的部署和落实情况，同
时对标对表美丽中国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等新部署新要求，系统、科
学谋划中长期新污染物治理的总体思
路，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创
新、社会共治的治理新格局；二是面向
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愿景，全面部
署与重点管控相结合，明确新污染物
治理目标指标、管控路径和管理模式，
从制度体系、能力建设、科技支撑等方
面系统谋划；三是围绕调查监测、源头
禁限、过程减排、末端治理等方面，谋
划布局一批重大治理工程。

记者：我国正处于美丽中国建设
的重要时期，未来几年，如何全面加
强新污染物有效治理？

王金南：一是强化思想认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污染物治理的
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新污染物治
理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
发展的应有之义，是持续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
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坚决扛起美丽
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全力确保党中
央、国务院有关新污染物治理的各项
决策部署取得实效。

二是强化规划引领。锚定2035年
“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的
治理目标，以实施新污染物全生命周
期环境风险管控为核心，坚持“三个统
筹”，即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统筹常规污染防治与新污染物环
境风险管控，统筹国际发展趋势与国
内管控要求，系统谋划新污染物治理
中长期规划。

三是加强科技支撑。以解决现实
生态环境问题为导向，对标管理实践
迫切需求、呼应治理共性技术需要，
在现有科技专项充分考虑新污染物
协同治理的同时，加快设立并部署实
施新污染物治理基础研究和科技创
新重大专项，统筹科研资源力量，集
中攻克新污染物筛查监测、环境风险
评估、协同治理以及绿色替代等关键
核心技术。

四是加大资源配置。以有力支撑
常态化治理和有效管控环境风险为
目标，加快新污染物治理法规制度建
设，推动设立新污染物治理中央专项
资金，通过实施绿色替代、过程减排
和环境治理等重大工程解决一批突
出的环境风险问题，强化国家和区域
流域新污染物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
能力建设，提升专业技术机构在新污
染物生态毒理测试、环境监测、环境
风险评估和管控等方面的保障能力。

转载自《中国环境报》

对标美丽中国建设新要求
构建新污染物治理新格局

◎邹祖铭

日前，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
委员会联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发布《中国生
物物种名录2024版》。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基础，生物物种名录是反映
一个国家或地区生物多样性资源丰
富程度的基础数据。为了摸清中国
生物多样性的家底，科学回答中国

“有多少物种、有什么物种”这一问
题，支撑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
约》，促进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
自2008年起，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
性委员会组织 300 多位专家，全面
系统地收集整理公开发表的中国生
物物种数据，分类学专家对每条数
据进行审定确认，最终汇编成《中国
生物物种名录》，每年以年度名录的
形式发布。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4 版》

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55364个，
其 中 物 种 141484 个 ，种 下 单 元
13880个。相较于《中国生物物种名
录 2023 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4 版》新增 6423 个物种和 267
个种下单元，动物界新增4045个物
种和 159 个种下单元，植物界新增
358 个物种和 16 个种下单元，真菌
界新增2020个物种和92个种下单
元。其中，动物界尤其是昆虫纲鞘
翅目（新增 3275 个物种）成为本年
度名录中新收录物种数量最多的
类群，有效填补了中国生物物种名
录的空缺。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自发布以来
被广泛采用，自2018年新网站上线
至今，名录总下载量超过 10TB，在
线物种页面访问量超过1500万次，
被国内外期刊论文、专著引用超过
1000次。

转载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甘孜日报讯 为维护得荣县植
被安全及生态平衡，保证入侵物种
不扩散，近日，该县林业和草原局组
织在全县范围内对外来入侵物种进
行清除。

得荣县林业和草原局根据已掌
握的紫茎泽兰分布范围，对国道215
线公路两旁的紫茎泽兰进行人工拔
除，并利用麻袋等工具对清除的紫
茎泽兰进行清理和烧毁处理，防止
紫茎泽兰再繁殖传播，确保紫茎泽
兰不危害其他植物和土壤、彻底“消

灭”紫茎泽兰，切实保护好该县的生
态环境。

下一步，得荣县林业和草原局
将联合相关部门进一步摸清紫茎泽
兰在辖区的分布范围、发生面积等
情况，建立普查清单，并适时开展整
治行动。同时，做好宣传工作，引导
更多群众参与清除队伍，做到发现
一株、清理一株，发现一片、铲除一
片，努力构建群防群治的良好工作
局面，为该县生态发展保驾护航。

县林业和草原局

古茶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国家
创新联盟与西南林业大学古茶树研
究中心联合发布《中国古茶树资源
状况白皮书（2024）》（以下简称《白
皮书》）。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古茶树
共有5624.26万株（含树龄不足百年
的野生型茶树），主要分布在云南、
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地，其中云
南占97.70%。

《白皮书》重点考察了古茶树密
集分布的澜沧江流域、哀牢山山脉
和高黎贡山山脉以及贵州、广西、四
川等地，累计采集典型古茶树植物
标本3000余份，较为全面地了解了

古茶树的生存、保护和利用现状，主
要新增广西、四川古茶树资源近 8
万株。

古茶树是国家重要的茶树种质
资源基因库，是西南山地具有标志
性的文化特征植物。古茶树资源对
于研究茶树起源、人类发现利用茶
及茶文化、茶生态历史具有重要价
值。《白皮书》提出，应坚持保护优
先、科学管理、可持续发展等原则，
建立古茶树种质资源库，并依托大
数据平台，提高古茶树资源信息化
管理能力。

转载自《人民日报》

我国逐步摸清
古茶树资源“家底”
总体数量超5600万株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又添“新成员”

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超过十五万个

防范外来入侵物种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把 自 然 给 你 听讲
保护萤火虫，不只为了被点亮的夜空

◎李学燕珍稀鸟类的乐园

德格县珠姆省级湿地公园

←图为珠姆省级湿
地公园。

↑图为在珠姆省级
湿地公园内闲庭信步的
两只黑颈鹤。

甘孜日报讯 圣洁甘孜是长江黄河上游重
要水源涵养地和“中华水塔”重要组成部分，加
强湿地保护，历来是甘孜生态建设的重要内
容。近年来，我州德格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为推动
长江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提供着德格保障。

五月的高原，德格县马尼干戈镇的珠姆省
级湿地公园，水面映照着蓝天白云，野花和绿
草随风轻曳，处处洋溢着生机。闲庭信步的两
只黑颈鹤，成为这里的别样风景。

珠姆省级湿地公园位于德格县中部的
217 省道旁，这里平均海拔 4100 米，总面积
1972.4 公顷（29586 亩）。据悉，该湿地公园内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冬虫夏草、山莨菪、
红花绿绒蒿，珍稀濒危和特有植物：西藏杓兰
和手参；国家重点保护鸟类以黑颈鹤、胡兀鹫、
金雕、斑尾榛鸡、藏雪鸡、秃鹫、高山兀鹫较为
常见；鱼类以东方高原鳅较为常见；两栖类以
高原林蛙较为常见；兽类常见的有藏狐、狼和
灰尾兔。

珠姆省级湿地公园2016年被批准为四川
省级湿地公园以来，德格县始终致力于湿地生
态的保护与科学研究。据了解，该县严格管控
湿地生态原样性，在乡镇多次开展湿地科普教
育，引导周边村民自觉遵守湿地公园的管理规
定；同时，聘请湿地管护人员，主要负责湿地公
园内的日常巡护等工作。

如今，珠姆省级湿地公园逐渐成为诸多鸟
类迁徙的首选之地，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鸟类
的天堂。随着黑颈鹤与其他水鸟的到来，也吸
引了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鸟。据了
解，德格县将立足珠姆省级湿地公园丰富的湿
地资源，构建原生态的湿地自然景观，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益西巴绒/图 记者 杨沛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