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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谚说：“山上多栽树，等于修水库，

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可见，森林的

涵养水源功能，很早就被人们重视和利

用了。实际上，森林的这一功能不仅指

拦蓄降水或调节径流的能力，还体现在

森林各结构层次在各水文过程中的作

用，包括产水、净水、拦洪、补枯等各方面

的具体效应之中。因此，森林是另一种

意义上的“水库”。

森林以其林冠层、林下灌草层、枯枝

落叶层、林地土壤层等通过拦截、吸收、

蓄积降水，从而改变了降水的分配形式，

使其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研

究表明，我国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温

带 4 种气候带 54 种森林综合涵养降水能

力值在 41—166 毫米，华北、西北、华中

等地区一般在 100 毫米以下，华南、东南、西南等地一般在

100 毫米以上。

那么，这座森林“水库”自上而下是怎么调蓄水源的

呢？首先，林冠层就像一把大伞，对垂直降雨再分配。一部

分降水被林冠截留，直接蒸发到大气中，一部分顺着枝叶、

树干流到林地，形成树干径流。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的

林冠截留率平均值为 11％—34％。

接着，林下灌木与草本也能截留降水，截留量与其盖度

成正比。树叶等森林枯落物也为拦截雨水作出贡献，增加

林地土壤入渗能力。

最后，“主角”林地土壤登场，它是森林涵养水源的主

体。多孔疏松、透水性强，林地土壤不仅能蓄持雨水，还可

以削减洪峰流量，推迟洪峰到来时间，增加枯水期流量，推

迟枯水期到来时间，增加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森林是“水库”，作用也很大。森林植被对土壤水分的

影响与区域、树种和林龄等因素有关。在黄土高原植被恢

复和保护区，可通过近自然树草种选择及种植点精准配置、

科学整地和地表覆盖保墑等科学造林技术，以及调节树种

结构和林分密度等经营管理措施，提高林分土壤储水量和

水分生产力。森林的蒸腾和林地土壤蒸发总量大于无林地

土壤蒸发量，增加蒸发量参与水分小循环，形成降水。森林

植被的增加还影响到各种降水形态，比如霜、露、雾及雾凇

等水平降水，雨、雪等垂直降水。

人们常说，“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事实证明，树总是

同水联系在一起。森林是不少水系的发源地，塞罕坝的森

林每年为滦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达 1.37 亿

立方米。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增加森林植被不仅是治理

水土流失、助力防风固沙的有效举措，更是涵养水源、调蓄

洪水、解决我国水资源问题的重要途径。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教授，本报记者常

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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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讲给你听R

森林的涵养水源
功能不仅指拦蓄降水
或调节径流的能力，其
各结构层次在各水文
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

本报北京 4月 18日电 （记者杜海涛）记者从海关总署获

悉：一季度，全国海关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 173种、1.39万次。

海关作为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的第一道防线，不断完

善制度体系，持续强化入境检疫，严守国门生物安全。开展

“国门绿盾”专项行动。一季度，从旅客携带、寄递等渠道截获

活体动植物 1621 次，其中包括大黑弓背蚁、爪哇短胸天牛、芡

欧鼠尾草等多种外来物种。

今年一季度

海关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1.39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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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18日电 （记者寇江泽、丁怡婷）近日，生态

环境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十四五”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环境保护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推动地级及以上城

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实现长治久清，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

水体基本消除。

“十三五”时期，地级及以上城市新建污水管网 9.9 万公

里，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 4088 万吨。全国 295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不含州、盟）黑臭水体消除比例 98.2%，极大改善了人居

环境，有力促进了城市高质量发展。

到2025年

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春日的北京，阳光明媚。香山脚下的两

座植物园吸引着市民前来踏春赏花：两座植

物园仅一路之隔，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

京植物园居路南，被称为“南植”；北京市植物

园在路北，被称为“北植”。在很多热爱植物

的人们心中，它们都是迷人的植物宝库。

4 月 18 日，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从此，

“南植”和“北植”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国

家植物园。

将遴选建设一批高水平
的国家植物园

中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已知的高等植物有 3.7 万余种，约占全球

的 1/10。

国家林草局动植物司副司长周志华说，

为保护植物资源，要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

护。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建设以国家植物

园为引领的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

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机互补。“我国拟建设的

国家植物园体系，将遴选建设一批高水平的

国家植物园。”周志华说。

国家林草局将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本着统筹谋

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总思路，

“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

体系建设，逐步实现我国 85%以上野生本土

植物、全部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得到迁地

保护的目标，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就地保

护体系有机衔接、相互补充，有效实现中国植

物多样性保护全覆盖和可持续利用。

“近些年，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植物回

归相结合的综合保护理念，被日益重视、应用

到植物的多样性保护中。”国家植物园、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叶建飞说，建

设植物园不是简单地把植物挖过来栽在植物

园里，而是指以人工途径，将生存受威胁物

种、区域特有物种或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物

种从原产地迁往其他地域的专业机构予以保

护，也包括建立种质资源库保存植物种子、组

织、器官等。

据介绍，国家植物园已迁地保护植物 1.5
万余种，其中迁地保护水杉、珙桐等珍稀濒危

植物近千种，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中的我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 300 余

种，有望天树、杜鹃红山茶、德保苏铁、珙桐、

水杉等近 40 种一级保护植物。

国家植物园将重点收集三

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

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植

物及珍稀濒危植物 3 万种以上，覆盖

中国植物种类 80%的科、50％的属，占世界

植 物 种 类 的 10％ ；收 藏 五 大 洲 代 表 性 植 物

标 本 500 万 份 ；陆 续 完 成 植 物 科 学 研 究 中

心、迁地保护研究中心、种质资源保藏中心、

标本馆二期、五洲温室群等项目，建设 28 个

特色专类园。

整 合 优 势 资 源 ，具 备
领先科研实力和植物迁地保
护水平

国家植物园整合了中科院植物所和北京

市植物园的优势资源，具备了全国领先的科

研实力和植物迁地保护水平。

国家植物园的前身是 1925 年始建于现

北京动物园内的一个小型植物园。新中国成

立时，它的规模还很小。1954 年，中科院植

物所的 10 位青年职工就植物园的建设问题

提议，首都今后一定要有一座规模宏大、设备

完善的北京植物园。两年后，由中科院与北

京市联合上报国务院的“筹建北京植物园建

议书”得到批复。

建园伊始，选址是个重要任务。叶建飞

说：“为了保证植物园内较高的植物多样性，

生境也会要求更多样，要有山坡也要有平地，

要有水域，还不能离城市太远。”为了找到一

处理想的园址，时任建园规划委员会主任的

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俞德浚率领工作组成

员，先后对紫竹院、圆明园、十三陵、香山等处

的地形、地貌、植被、土壤、水文、气象条件进

行了专业的勘察比较，最终将园址选在了香

山脚下。

当时，北京植物园建设规划将全园分为

两个大区，南部平地约 93.3 公顷作为苗圃试

验地，以科学研究、物种保护及专业参观为

主，日后演化为今天的南园；北部平地及丘陵

则供植物展示、群众参观和学校教学实习之

用，后来发展为现在的北园。

南北两园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2 个、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 5 个，建有牡丹、睡莲、野生

蕨类植物等 6 个国家花卉种质资源库，拥有

亚洲最大的植物标本馆、馆藏标本 280 万份。

南园：相当于一本植物
进化历史的教科书

从西门走进国家植物园南园，最先映入

眼帘的是木兰类植物，接着是蔷薇类，再往里

依次是壳斗类、合瓣花类等植物类群。“我们

的园区是按照植物的分类系统布局的。”叶建

飞说，“这样安排有利于科学展示，整个南园

就相当于一本植物进化历史的教科书，走在

其中如畅游于植物演化的历史长河中。”

据介绍，南园现有土地面积 74 公顷，建

有裸子植物区、木兰牡丹园、蔷薇科植物区、

壳斗科植物区、本草园、紫薇园、水生与藤本

植物区、珍稀濒危植物区等 10 余个专类植物

展览区和 1 个热带亚热带植物展览温室。此

外，还有科研区、苗圃、试验地、后台温室以及

种子库和植物离体种质库。

据介绍，中科院植物所在植物分类学研

究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共有 8 项自然科学一

等奖，植物所主持完成的成果获得了其中 3
项。”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说。

南园在收集植物种子和种子标本的同

时，还开发了很多资源植物，自主培育的葡萄

品种占了全国葡萄栽培面积的近 20%，酿制

的葡萄酒多次获得国际大奖；牡丹研究方面

从分类、迁地保护到种质资源收集和开发均

有涉及，园内的牡丹园收集了近 900 种牡丹

野生种和栽培品种。除了牡丹种质资源库，

还有丁香、睡莲、野生蕨类、玉簪等 4 个国家

级花卉种质资源库。

汪小全说：“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我们保护植物资源的同

时，还要打通从植物科学研究到植物资源利

用的链条。此外，我们正在牵头建设的植物

科学数据中心，将涵盖中国所有的植物物种

信息，以植物全息大数据支撑植物科学研究

以及自然保护地建设、大农业发展和乡村振

兴等。”

北园：集收集展示、保育
研究、自然科普等功能于
一体

在国家植物园北园，生长着巨魔芋、海椰

子等多种珍稀植物。“这些植物在世界范围内

都属于珍稀濒危物种，且对栽培、养护要求极

高。”国家植物园北园执行主任贺然介绍。

北园拥有 14 个植物专类园，其中碧桃园

是世界上展示桃花品种最多的专类园；月季

园为世界杰出月季园；海棠园被评为国家海

棠种植资源库。北园拥有国际海棠品种登录

权，是海棠新品种最终认定、命名、发布的唯

一渠道。

水杉是我国第一批被列为国家一级保

护 植 物 的 种 类 。 北 园 种 植 着 600 余 株 水

杉。北园的樱桃沟内，小气候十分适合水杉

生长，加上近年来植物园在这里增设的喷雾

系统，增加了空气湿度，温润的空气更加适

宜水杉生长。

北园从上世纪末开始兰科活植物收集和

持续开展珍稀濒危兰科植物的迁地保育研究

工作，先后收集保存了 2000 余种来自世界各

地的兰科活植物。此外，北园还对一些植物

进 行 资 源 调 查 和 保 育 研 究 ，如 杓 兰 属 植 物

等。北园还和吉林长白山、内蒙古额尔古纳

等自然保护地合作开展珍稀濒危兰科植物的

保育研究和野外回归工作。

4 月 18 日，位于北园东南侧的国家植物

园科普馆正式开放。“科普馆以活体植物、植

物标本、植物科学画、科普视频、展板等形式，

展现植物科学知识，是人们了解植物知识、感

知植物文化、参与科普互动的理想场所。”国

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说。

图①：国家植物园规划图。

图②：国家植物园的水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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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植物园在京揭牌，具有科研、科普、园林园艺展示等功能——

强化迁地保护
完善体系建设

本报记者 吴月辉 常 钦

核心阅读

4月 18日，国家植物园在
北京正式揭牌，标志着国家植
物园体系建设开启新篇章。

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
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
的基础上，经过扩容增效有机
整合而成，总规划面积近 60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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