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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华北豹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是我国独有

的金钱豹亚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山西省是拥有

野生华北豹数量最多的省份，近年来其分布“版图”持续扩增。

目前，华北豹已经成为见证山西省良好生态的一张“名片”。

近年来，山西省加强顶层谋划，高位推动生物多样性工作。

省生态环境部门积极协调，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形成齐

抓共管的长效工作合力。随着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和

各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各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和种群

数量均有所提升，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民众对野生动植物

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山西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再上台阶。和顺县华北豹群重要栖息地保护成功入选生态

环境部公布的首批生物多样性优秀案例，红腹锦鸡、黑鹳等多

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程国媛

山西省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再上台阶

近年来，临汾市翼城县
南梁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依托双万亩连翘基地产业优
势，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
生态经济优势，让“绿水青
山”成为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的“金山银山”。图为 3 月 30
日航拍的南梁镇连翘花海。

姻 苏亚兵摄

连翘花海

美如画

视觉生态K shijue shengtai

创新前沿K chuangxin qianyan

科学导报讯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

测司司长蒋火华在该部发布会上介绍，该

部近日联合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

于促进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将围绕环境监测等领域研发一批环

保机器人、远程运维装备，加快虚拟现实、

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领域

的推广应用。

“生态环境监测科技含量高、数据资源

多，对人工智能应用有着迫切的业务需求，

也能够为人工智能部署落地提供广阔的应

用场景。”蒋火华说，目前，DeepSeek 已经

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不少地方生态环境

监测部门得到初步应用。

早在 2022 年 2 月，生态环境部就印发

了《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创新应用试点工作

方案》，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监测领域的应

用。2023 年以来，按照加快建立现代化监

测体系的要求，该部全力谋划推进监测技

术装备的数智化转型。

新技术为监测赋能已有许多鲜活案例。

蒋火华举例说，在空气和地表水监测方面，

通过开展国控站点数智化改造，自动监测

已实现“无人运维”，现场运维频次和单次

运维耗时将降低 70%以上；手工监测实现

“智能采样+智能分析”，采用无人机等开展

无人采样，分区域建设全自动无人化“黑灯

实验室”，集中承担水质样品分析任务，采

样耗时、人员投入和运输成本将节约 50%
以上。

在生物多样性监测方面，传统手段“靠

人数、靠人看、靠人辨”，现在依靠实时传输

红外相机、鸟类鸣声记录仪、两栖爬行动物

雷达相机、蝴蝶智能监测仪等新型智能设

备，基本能够实现生物多样性自动化监测，

识别准确率达 85%以上。

在声环境监测方面，城市功能区声环

境质量监测的仪器设备不仅能监测噪声分

贝数，还能识别噪声源，辨别是来自机动车

等的人为噪声，还是虫鸣鸟叫等自然声音。

近日，《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数智化

转型方案》 印发。“这是推进监测数智化

转型的顶层设计，也标志着监测数智化

转型迈出实质性步伐。”蒋火华表示，将

积极推进新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应

用，以更加智慧的监测“大脑”守护好祖国

的绿水青山。

张艺

生态环境部

科学导报讯 3 月 20 日，省河长制办

公室公布 2024 年省级幸福河湖名单，太原

市娄烦县涧河等 62 条（段、个）河湖（库）被

评选为山西省首批幸福河湖。今年省级幸

福河湖建设工作同步启动。

按照省总河长令《关于持续深化河湖

长制 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决定》和

《山西省推进母亲河复苏建设幸福河湖三

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要求，省河

长制办公室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市申报的

2024 年幸福河湖进行评估，经县级申报、

市级审核、省级评价、社会公示等环节，最

终评选出涧河等 62 条（段、个）河湖（库）为

山西省首批幸福河湖。

省河长制办公室还下发 《关于开展

2025 年幸福河湖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市河长制办公室、水利（水务）局积极推

进幸福河湖建设工作，紧紧围绕防洪保安

全、优质水资源、宜居水环境、健康水生态、

先进水文化、绿色水经济、科学水管理、公

众满意度八个方面，把幸福河湖建设作为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的重点任务。对照《山西

省幸福河湖评价办法（试行）》中明确的总

体要求、建设内容、申报条件和工作程序，

对县域内河湖进行全面盘点梳理，将符合

申报条件的河湖全部纳入申报范围，持续

完善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库。建立幸福河湖

管护长效机制，加强对幸福河湖建设的日

常管理和督导检查，对获得省级称号的幸

福河湖，省河长制办公室原则上每三年进

行一次抽查复核，确保幸福河湖“年年有建

设、年年有突破、年年有进展”。 高桦

在大同大学，有这样一位杰出的科技

工作者，他带领团队将煤基固废“点石成

土”，让荒芜的盐碱滩长出沉甸甸的果实，

用科技的力量为土地“疗伤”，书写了一段

从实验室到田野的“炽热浪漫”。从业多年

来，他先后被授予“大同市学术技术带头

人”“利废新材料领军人物”“山西省国防科

技创新团队负责人”“土盟盐碱地产业服务

专委会委员”等，他就是大同大学化学与化

工学院教授赵海东。3 月 28 日，《科学导

报》记者采访了赵海东，了解到其创新性地

利用煤基固废制备人造土壤基质、并成功

应用于盐碱地、矿山及沙荒地修复的事迹。

从“煤渣”到“沃土”的技术革新

从怀仁农家院里走出的赵海东，攥着

西安交大博士学位证书时，原以为就此和

祖辈的锄头作了别。谁料命运却让他打了

个回马枪———如今在山西大同大学的讲台

下，这位昔日的“农门子弟”，正卷起裤腿踩

进白花花的盐碱滩，弯腰丈量着每一寸板

结的土地。实验室的烧杯与田埂上的箩筐，

在他沾满泥点的工作日志里奇妙相遇，硬

是把煤基固废炼成了改良土壤的“灵丹妙

药”。从以为跳出了农门，到重新认识土地

馈赠的深意，赵海东的科研路绕了个充满

宿命感的圆。

随着煤炭资源大规模地开采和应用，

我国已累积产生了高达 650 亿吨的煤基固

体废弃物。当前，仅有少量粉煤灰和脱硫石

膏被用作水泥填料实现了循环利用，而绝

大部分固废因难以再利用，只能采取堆积

填埋的方式处理，这不仅占用了大量宝贵

的耕地资源，还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

题。因此，亟需开发煤基固废的新应用领

域，提升相关技术含量，以提高其利用率和

经济附加值，从而有效减少环境污染。

赵海东一直致力于大宗固废资源化利

用，针对煤矸石、粉煤灰、脱硫石膏、炉渣、

汽化渣等大宗固废，提出可以将固废“吃干

榨净”，高效循环利用的“同大模式”（固废

基人造土壤、固废基胶凝材料）。赵海东牵

头起草了《煤基固废人造土壤基质用于盐

碱地改良技术规范》《煤基固废人造土壤基

质用于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煤基固废

人造土壤基质用于沙荒地修复技术规范》3
项团体标准，标准的发布为我国煤基固废

的土壤化利用建立了新的技术标准，填补

了相关行业技术空白。

以科技守护土地的“炽热浪漫”

“每修复一亩盐碱地，就能消耗百吨固

废，新增耕地、保护环境一举两得。”赵海东

介绍，团队起草的 3 项团体标准，为盐碱

地、矿山和沙荒地修复提供了“技术模板”。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

滩经固废土壤改良后，玉米亩产实现重大

突破，当地农户感慨：“这些‘黑疙瘩’真成

了救命药！” （下转 A2 版）

将研发环保机器人等助力监测数智化

山西首批省级幸福河湖名单公布
62 条（段、个）河湖（库）入选

赵海东：为土地“疗伤”的“生态修复师”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科学导报讯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中国移动源环境管

理年报（2024 年）》。该年报显示，2023 年，全国移动源污染物

排放总量为 1924.6 万吨，同比下降 4.9%。其中，机动车、非道

路移动源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 1389.6 万吨、535.0 万吨，同比

分别下降 5.22%和 4.05%。

2023年，全国机动车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颗粒

物排放量分别为 724.9 万吨、187.2万吨、473.1万吨、4.4 万吨。汽

车是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主要贡献者，其中，柴油车氮氧

化物、颗粒物排放量分别占汽车排放量的 87.8%、99%以上。

非道路移动源的二氧化硫、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颗粒

物排放量分别为 18.7 万吨、40.5 万吨、453.4 万吨、22.4 万吨。

寇江泽

《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
年报（2024 年）》发布

又大又白的澳白珍珠，居然是在海南昌江

核电站养殖的白蝶贝中长出来的。相关部门表

示，该核电站周边海域养殖的贝类，受到的辐

射水平远低于能对生物体产生影响的阈值。这

一举措，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还进一步改善了

核电站附近海域的水质。其实，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耦合点，通过合理的

策略与实践，完全能够达成双赢。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保二者需要协同推进，

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作为经

济发展的基石，优质的生态环境为经济活动赋

予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适宜的生产生活空

间。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可以为生态环境保

护提供不可或缺的资金与技术支撑。伴随经济

实力的逐步增强，政府与企业可将更多资源投

入环保科研、污染治理以及生态修复等领域。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并非存在

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者协同共进存在耦合点，

只要转变传统发展方式与思维，实现经济效益

与生态环保双赢就能成为现实。在青海省海南

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光伏园区内，“牧光

互补”使得牧草格外高产。而牧草的生长又起

到了固土保墒、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有效保

护了光伏电站周边的生态环境。

为进一步促成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格局，深

化生态价值实现模式的探索势在必行。深入挖掘生态系统所

蕴含的多元服务价值，如生态调节价值（涵盖气候调节、水源

涵养等方面）、生态文化价值（包括旅游、教育等领域），并借助

合理的方式将这些价值转化为切实的经济效益。例如，通过开

展科学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精准明确生态系统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贡献，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科学依据。同

时，充分利用生态文化价值，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文化

产品与服务，不仅丰富了文化产业的内涵，更实现了生态价

值向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

强化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为双赢保驾护

航。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环保双赢，需要在生态价值领域不

断强化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政策作为宏观调控

的有力手段，能够为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指明方向。市场

机制的调节作用也能有效助力生态价值实现。通过完善一系

列鼓励生态价值实现的政策法规与市场机制，不仅能从源头

上促进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还能激励企业积极投身生态

环保产业增加生产效益。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紧密配

合，形成政策激励、市场驱动的良性循环，为实现经济效益和

生态环保双赢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与市场活力。

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持续增

强，会有更多兼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创新模式

出现。通过将经济效益和生态环保进行价值链接，这些创新

实践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还将为全球生态环

境保护提供更多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