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诸暨市草塔镇感德山村

的水渠常年水声汩汩，清流欢快。

“你可别小看，这条小渠颇有来

头，它建于明代，整条古老水渠叫史

家堰，这段是明渠部分，其余暗渠都

在地下。现在镇里的史家堰引水工

程完工后，这条渠的水会流经整个

草塔老集镇的池塘、沟渠，全镇的水

都活了！”草塔镇党委书记俞军说。

近年来，浙江掀起轰轰烈烈的

消灭劣质水行动，走遍城乡，发臭的

水体越来越少。但草塔镇上偏偏有

6 口“黑臭塘”，一次次清理，总是不

出几个月就开始长出水藻、水质变

差，重新回到黑臭。“每回清理池塘，

政府组织，周边百姓热情加入，但因

为缺乏活水水源，无法治本、一再反

弹，让人头疼。”俞军说。

很快，这条常年清澈流动的小

渠进入人们的视线。为什么这条

小 渠 常 年 不 竭 ，而 且 水 流 如 此 清

澈？它的源头在哪里？一问周边

居民，都说是祖辈流传，这条小渠

已经存在几百年了。这么多年，无

论遇到多热的干旱天，整个五洩江

水都干涸了，这条水渠都是清流不

竭。再去翻看县志、镇志，原来草

塔镇境内有明代修建的 10 多条大

小暗渠。

镇 里 立 即 进 行 排 查 。 今 天 看

来，史家堰与石蟹堰的暗堰设计、建

造之巧妙仍然让人惊叹：根据五洩

江流向，在地势较高位置横截河床，

深挖沙石形成主堰身，再斜叉数条

支堰身，犹如一排“鱼骨”。地下堰

坎用巨石垒砌，最后仍然在上面覆

盖沙石，还原江流河床。暗堰修筑

在地下，将众多地下水源汇聚起来，

安全牢固，不易被洪水冲毁。

古人的智慧，启发了大家治水

思路。镇里请来专家反复论证后，

决定对明渠部分破损严重、淤泥积

淀的石蟹堰进行生态修复，保存较

为完好的史家堰成为引水首选。史

家 堰 古 水 渠 修 复 工 程 投 资 300 万

元，今年 3 月动工，工程分修复拦水

堰坝和沟通渠道两个部分，目前拦

水堰坝修复已经完成，可以保障进

渠水源常年充足。

浙江诸暨的明代水利工程发挥新作用

修复古水渠 巧治黑臭水
方 敏 翁均飞

水、饼干、面包、急救包……又

到了进保护区巡护的日子，一大早，

梁健聪清点着要带的东西，装进双

肩包里，递给同事邹联军。他自己

则背上一个相机包，里面有一个相

机和 3 个镜头。他们都是四川长宁

竹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每

周要例行巡护两到三次。

位 于 四 川 南 部 的 长 宁 县 ，约

1/3 的面积都生长着竹子，近 3 万公

顷竹海，一望无际。2003 年 6 月，长

宁竹海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目前国内唯一以竹类自然生态系

统类型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保护区内还生活
着 6 万多居民，有的人
甚至想在核心区搞旅
游开发

“保护区面积太大，光步行巡护

线路就有七八条。头天晚上我们已

经商定了一条线路。”梁健聪说，这

次，他们要去保护区里的梅硐镇。

梅硐镇中坪村的桫椤沟分布有被称

为“植物活化石”的桫椤群，而新近

又在高简村发现了小黄花茶和红

豆杉。

保护区被划分为实验区、缓冲

区和核心区。开车巡查只能在保护

区外围的实验区和缓冲区，进入核

心区后只能步行。桫椤沟位于保护

区的缓冲区，汽车可以一直开到中

坪村 2 组。一下车，梁健聪走到村

民 马 友 良 家 ，向 他 了 解 桫 椤 群 的

情况。

马友良家在一处坡坎上，往下

走约一里路就是桫椤沟，他和弟弟

马友文常年义务看护沟内的桫椤群

落。梁健聪每次巡护到此，都要进

门坐一坐，跟兄弟俩聊会天了解情

况。一来二去，他们就成了朋友。

梁健聪惦记着桫椤群。马友良

招呼村民拿着镰刀在前面带路，不

时挥舞镰刀，拂去蛛网，砍去竹枝。

竹林湿度大，一下雨，小路上就会长

很多青苔。梁健聪一边侧身防止自

己滑倒，一边不住地提醒记者前脚

掌用力抓紧地面。

看着桫椤群长势良好，梁健聪

放心返回，赶往下一站。

“ 再 往 里 走 就 没 有 手 机 信 号

了。”高简村位于保护区的核心区，

村主任周勇很是为村民的发展犯

愁。一路上，都在跟梁健聪讲如何

开发旅游。梁健聪时不时提醒一

句：“核心区禁止开发。”

保护区覆盖了长宁 8 个乡镇，

还有 6 万多居民没有搬出。如何让

这些村民自觉保护这些珍稀濒危动

植 物 ，也 是 保 护 区 管 理 局 最 大 的

顾虑。

近年来还新发现
197种种子植物和多种
猛禽

2013 年，梁健聪刚来保护区工

作时，正赶上保护区搞本底资源调

查，他就跟专家们一起钻竹林，爬坡

过坎越河沟。“一天走下来腿都抬不

动。现在巡护一天要走一二十公

里，啥事没有。”他说自己能坚持到

今天，也是源于那次调查。

丛生竹、散生竹、混生竹，保护

区内集中分布着原生竹种 60 种，还

有桫椤、小黑桫椤、金毛狗等 16 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同时新发

现了小黄花茶、堇叶芥和百色楼梯

草 3 种四川新记录种，新增 197 种种

子植物为保护区新记录种……看到

保护区里有这么多宝贝，梁健聪怦

然心动，暗下决心要守护好这片生

物宝藏。

在对鸟类的调查中，梁健聪结

识了一位来自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的专家周大庆。周大庆用相机拍

鸟，他也跟着学。从此以后每次巡

护 ，梁 健 聪 身 上 就 多 了 一 个 相 机

包。一拍到鸟类照片，他就发给周

大庆，请他帮助辨认。

在调查和巡护过程中，他共拍

摄 到 70 多 种 鸟 类 ，其 中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动 物 6 种 ，均 属 猛 禽 ，分 别 是

松雀鹰、雀鹰、蛇雕、黑冠鹃隼等，

其 中 松 雀 鹰 、蛇 雕 、黑 冠 鹃 隼 等 4
种猛禽在竹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发现，尚属首次。

周大庆告诉梁健聪，在生态系

统中，猛禽个体数量较其他类群少，

但是却处于食物链的顶层，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短时间内发现多

种猛禽，证明竹海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生物多样性丰富，食物链较为

完整，生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受此鼓舞，梁健聪还报考了西

华师范大学林业专业在职研究生。

“保护区内肯定还有很多动植物没

被发现，我要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行政级别只是股
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正按总体规划实施
保护

随着各项保护工作不断推进，

保 护 区 的 管 理 体 系 也 日 臻 完 善 。

2012 年长宁县竹海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成立，实行局管股室、股

室管站、站管点的三级管理体制，下

设竹海、双河、梅硐 3 个管理站和龙

峰、伏头、高简 3 个管护点。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长宁

竹海也许是行政级别最低的一个，股

级。”长宁县环保局局长李政说，每个

管护站只有一个人。“梅硐管护站站

长是梁健聪，工作人员也是他。”

2010 年 ，《长 宁 竹 海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总 体 规 划（2011—2020
年）》为保护区绘就了 10 年的发展

蓝图，社区共管、护林防火、病虫害

防治、生态植被修复等工作，都在按

照总体规划实施。

据 介 绍 ，2012 年 以 来 ，保 护 区

申报了专项资金规范化建设项目和

生物多样性示范项目，对保护区土

地边界和土地权属进行勘查和清

理，设立了界桩、界碑、宣传栏、告示

牌等，确保边界明确，功能分区明

晰，土地权属清楚。同时大力开展

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区管护站、点和

管护设施基本完备，科研监测有序

进行。

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得到有效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典型性得到进

一步凸显，为长宁县带来了生态效

益。长宁县先后获得“中国竹子之

乡”“四川省绿化模范县”“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等殊荣，2011 年还通

过省级生态县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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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档案

长宁竹海自然保护区位于四

川 省 长 宁 县 中 南 部 ，1996 年 设

立，2003 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国内唯一

以竹类自然生态系统类型为主要

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也同时具有生物物种多样性和地

质地貌多样性的自然保护区。保

护区总面积 287.19 平方公里，分

布着丛生竹、散生竹、混生竹等原

生竹种 60 种，共有维管束植物

1543 种，脊椎动物 390 种。

今年，是苏建平在位于青海

省西宁市的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工作的第三十四个年头。

时间抹掉了他身上所有外乡人的

特征，除了那“张嘴就有川味儿”

的口音。

“搞生态研究的人，必须用一

生亲近大自然。”34 年来，苏建平

研究员大部分时间在野外度过，

30 次进入可可西里、羌塘和阿尔

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藏

羚 羊 及 其 它 濒 危 动 物 的 生 存

状况。

鼠害导致草场退
化，但以前人们往往
忽视了牛羊已严重超
载这一原因

1983 年 ，苏 建 平 大 学 毕 业

后，背起行囊来到西宁。当时，家

人希望他能回四川，他却说，“国

家要开发西北，青海更需要做科研的人”。他成为青海畜牧

兽医学院的一名老师，两年后调到了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在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实验站研究鼠

类生态。

“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鼠害导致草场退化。”苏建平经过

多年的田野调查，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的强烈意识。”苏建平说，固有观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大

多数人，包括一些科研工作者，导致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

实——随着人口增长，牛羊已严重超载。

苏建平向记者解释道：“在正常情况下，草原鼠类的种

群密度非常小。然而，随着牛羊数量激增，禾本科植物被啃

食殆尽，宽叶杂草获得充裕阳光、长势良好。这样一来，鼠

类由于食物变得充足，大量繁殖产生鼠害，进而破坏草场、

导致土地沙化。”

在海北研究鼠害，苏建平花了 15 年时间进行科研论

证，不仅改变了固有观念，而且提出了“用生态的办法治理

生态的问题”，通过草畜平衡来保证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藏羚羊迁徙气势恢弘，而同为青
藏高原古老物种的野牦牛、藏野驴为
何没有迁徙行为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 4000 多米，被人类视为生命禁区。

这里却是藏羚羊的天堂。2002 年，苏建平开始和藏羚羊结

缘，15 年来一直试图破译这些高原精灵的“密码”。

“藏羚羊每年 12 月交配，次年 5 月底 6 月初前往卓乃湖

产羔。迁徙的藏羚羊几乎都是雌性，7 月底母羊开始率羊

羔返回越冬栖息地，来回迁徙行程可达 600 多公里。”苏建

平说，藏羚羊成群结队翻过昆仑山、蹚过冰河，向着水草丰

美的卓乃湖迁徙产羔，这世界上最为恢弘的有蹄类动物大

迁徙之一，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生态“密码”？

针对藏羚羊的迁徙，学界有“逃避天敌说”“躲避疾病

说”“产羔期降水分布说”等，但都能找到反例，且无法解释

同为青藏高原古老物种的野牦牛、藏野驴为何没有迁徙行

为。带着疑问，苏建平几乎跑遍整个青藏高原，“最长的一

次野外科考有 50 多天，出来时的样子就跟野人一样”。

苏建平认为，从动物生态学的角度看，藏羚羊的迁徙可

能是一种“迁徙记忆”。几千年前，青藏高原处于温暖期，森

林、灌木延伸到了卓乃湖以南，整个藏羚羊种群被完全挤压

到了藏北地区。后来，气候变冷，森林植被由北向南退缩，

最终彻底退出可可西里。于是，藏羚羊开始回归，从藏北经

卓乃湖回到可可西里。经过千年变迁，冷暖气候交替，给藏

羚羊留下了“迁徙”的基因，“水草丰美的卓乃湖也由‘驿站’

变成了目的地”。

“目前还处于求证阶段，但我相信在退休之前，一定能

破译藏羚羊的迁徙之谜。”苏建平说，只有破译成功，才能通

过动物生态学的手段，探寻藏羚羊产羔地和越冬地的联系，

定位迁徙路线，进而建立沿线保护。

“青藏高原的一草一木，对我都有
强烈吸引力”

“干上一行，就有责任干好。”多年来，苏建平经常会从

家里“阶段性消失”，到野外考察。

“野外考察，棕熊会光顾帐篷，狼群会莅临住所。所

以，还要学会各种野外生存可能用到的技能知识。”苏建

平说，2004 年 11 月，他的团队 6 个人、两台车，预计路线是

环绕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1 周。这一次，他们主要是想考

察 藏 羚 羊 的 数 量 及 其 分 布 、采 集 样 品 ，“ 比 如 皮 毛 ，进 行

DNA 检测”。

然而，考察车在西金乌兰湖畔穿越一条冰河时，冰层破

裂，车掉进了河里。最终，车被拖了出来，但车载电脑被冻

坏，大家沮丧的情绪蔓延在无人区灼热的紫外线下。好在

苏建平找到烧坏的线路做了“搭桥”手术，考察得以继续

进行。

“我对科研的执着赢得了妻子的宽容，”苏建平说，“青

藏高原的一草一木，对我都有

强烈吸引力，能与它们接触是

我的幸运。”

上图：2016 年 5 月，苏建平

在可可西里采集新鲜的藏羚羊

粪便。 资料照片

在
西
北
高
原
研
究
生
物
三
十
多
年

苏
建
平

破
译
高
原
生
态
﹃
密
码
﹄

本
报
记
者

王
锦
涛

■人民映像·走近科学家R■美丽中国·保护区之夏R

图①：竹海清晨。

董志宇摄

图②：在高简村，梁健聪（左）向

村民打听红豆杉情况。

本报记者 王明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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