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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会
影响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最终会影响
我们人类。像这些因为人类活动而
进入海洋中的金属元素、污染物，最
终会通过食物重新进入人体内。”何
丛颖说。

在做好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的
同时，宁波海洋研究院还承担着宁波
海洋生态修复和保护的保障重任。

在跟随科研人员出海对浮标监
测点进行维护的途中，记者还留意到
海面上有不少“浮床”。工作人员说，
这是一片海马齿的养殖区。

该海域刚好位于梅山湾沙滩公
园边上，人类的开发行为或多或少对
海洋生态造成干扰。而海马齿这种
植物已被验证具有较强的“去污”能

力，能有效降低养殖水体中氮、磷的
含量，修复海域生态环境。

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
态修复并举，只有科学合理开发利用
海洋资源，才能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
能力。

比如对宁波人来说再熟悉不过
的“休渔期”，就是对鱼类繁殖和生
长，以及生物得以持续存在的有效保
护。

今年初，象山渔民一网捞起数千
公斤野生大黄鱼，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正是伏季休渔、蓝色护海海洋资
源保护行动长期坚持的结果。

“当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
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何丛颖说。 记者 石承承

近日，一种名为“千金藤”
的植物突然爆红，原因是有报
道说科学家发现了其中含有
可抑制冠状病毒复制的千金
藤素，成为了新冠治疗新药的
希望所在。记者注意到，宁波
植物丛书中也收录了千金藤。

“是的，千金藤在长江以
南都有生长，并非罕见植物。
仅宁波就发现至少三种千金
藤，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小，普
通人很难分清。”李修鹏说，千
金藤多长在山坡路边、沟边、
草丛或山地丘陵地灌木丛中，
是我国民间已利用多年的一
种传统中药，目前已被批准用
于咽喉肿痛、毒蛇咬伤、风湿
痹痛、胃痛等疾病治疗。“它的
药效究竟如何专家还在进一
步论证研发，建议大家不要盲
目采摘。”

从袁隆平发现水稻“天然
雄性不育株”，一颗种子改变
中国、改变世界的故事出发，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了
植物物种资源、种质基因等话
题。有关植物的生物多样性
话题，也逐渐从实验室里走
出，走向了市民大众。

在宁波植物丛书中，项目
组共筛选出野菜935种、可食
野果 198 种、野生药用植物
1493种、野生观赏植物1144

种、野生珍贵用材树种61种，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科
学依据。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
的基础，野生植物是大自然留
给人类的宝贵财富。植物身
上还藏有多少秘密？未来它
还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和
回报？我们谁也说不准。”李
修鹏说，要保护植物的多样
性，作为普通市民，切记不要
随便采挖，一个植物物种的灭
绝，后面很可能会导致相关的
20-30 种植物的生存毁灭。
此外，在未知的情况下，要做
到保护优先，为以后的开发利
用留下时间空间。

“四明山上的华顶杜鹃，
很多人觉得好看，就挖回家种
植。殊不知，以目前的技术水
平，这种高海拔植物到了低海
拔地区是难以成活的。”李修
鹏说，去年9月国家发布了新
版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新增了野生植物268
种，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物种
被列入了保护名录，如中华猕
猴桃、春兰、蕙兰等，也包括了
华顶杜鹃、华重楼、独花兰、金
线兰等独特珍稀物种，如果大
家再随意采挖，将会受到法律
处罚了。

记者 滕华

生物多样性如何保护？
听听海洋研究院专家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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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
性日，今年的主题是“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

宁波植物丛书日前
“集结”成团，一共 8 卷
（册），由科学出版社完成
出版发行。在市林业技术
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李
修鹏看来，这是他们作为
植物工作者送给宁波这座
城市的一份“厚重”礼物
——

从字面意思来说，这
套丛书约 700 万字、1.2
万余张照片，“块头”庞大，
双手无法全部抱起，搬运
须借助小推车；

从意义上来说，它的
“厚重”在于，这是李修鹏
等人历时10年对宁波市
域内的植物进行了系统梳
理，第一次摸清了宁波植
物资源的“家底”。

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来临之际，记者专访了李
修鹏，听他讲述那些有关
宁波植物资源“家底”背后
的故事……

“在几十年前，很多人认为宁波
人口密度高、森林开发早、干扰强度
大、生境较单一、自然植被差，因此
主观推测宁波的植物资源也不会丰
富。”李修鹏说，在1989年-1993年
出版的《浙江植物志》中明确记载宁
波有分布的原生植物不到1000种；
而1995年出版的《浙江天童国家森
林公园的植被和区系》中记载，仅天
童国家森林公园就分布有各类维管
植物1000余种。

植物资源与人类的衣食住行密
切相关，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休戚
与共，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宁波全市到底有多少种植物？
他们的区系组成又是如何的？有哪
些珍稀、特色植物？又有哪些资源
植物值得我们去研究开发？从
2002年调到宁波工作开始，这些问

题就一直困扰着李修鹏，也困扰着
宁波本土的众多林业、园林和生态
环境等工作者。在每年各级各类生
物多样性家底调查统计材料中，大
家都只能无奈地用天童数据来充当
全市数据。

“家底不清，资源不明，不但与
宁波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还严重
制约了全市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
用。作为一名林业科技工作者，摸
清全市植物资源家底，我们责无旁
贷！”李修鹏说，2012年开始，在市
委市政府及市财政等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原宁波市林业局牵头联合浙
江农林大学李根有教授团队、浙江
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陈征海正高级
工程师团队和宁波林业系统相关人
员，首次对全市的植物资源展开全
面调查与研究。

历时 10 年，调查报告终于出
炉。调研查明，我市共有野生、归
化及露地常见栽培的维管植物
214 科 1173 属 3256 种，其中野生
植物191科847属2183种，物种数
量比原先文献资料记载的数据翻
了一番还要多！更让大家惊喜的
是，调查还发现了宁波石豆兰、短
梗海金子等 15 种植物新分类群
（包含植物新种 8 种）和圆头叶桂、
日本花椒等59个省级以上分布新
记录植物。

宁波虽然没有高山大川，但所
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在2183种
野生植物中，有中国特有植物638
种（其中，浙江特有的 42 种、宁波
特有的 13 种），浙江仅见于宁波的

植物有36种。有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51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有中华水韭、南方红豆
杉、银缕梅、象鼻兰等4种，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水蕨、金钱松、
华顶杜鹃等47种。

宁波植物的南北交汇现象非常
明显，宁波是肾蕨、大叶青冈、华南
樟、闽槐等 210种植物的分布“北
界”，和过山蕨、小勾儿茶、芙蓉菊等
78种植物的分布“南界”，俨然成为
一道南北植物的“分界洲”。另外，
宁波的滨海植物、岩生植物、水生及
湿地植物资源也非常丰富。

“这是大自然对宁波的恩赐，我
们既应感到骄傲和自豪，更应倍加
珍惜和保护。”李修鹏说。

在这套丛书中，《宁波植物研
究》是集大成之作，它的封面是一张
花瓣呈瘦长形的黄色花卉，突破了
普通人概念里的花朵“定势”。李修
鹏骄傲地说，这是宁波石豆兰，生长
在百米高的崖壁之上，由宁波有名
的植物专家、市药检所主任中药师
林海伦先生首次发现、浙江农林大
学李根有教授命名、林海伦和李修
鹏共同发表的一种兰科植物新种。
这也是近百年来，首次以“宁波”命
名的一个植物新种。

在宁波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以
“宁波”冠名的植物远不止宁波石豆
兰一种。事实上，在这套宁波植物
丛书中，就收录了不少以“宁波”来
命名的植物。李修鹏告诉记者，目
前，世界上以宁波及其所属区域名
字（包括中文名或拉丁学名）命名
的植物共有10种（不包括园艺品
种），分别是：宁波三角槭、天童锐角
槭、宁波石豆兰、宁波溲疏、宁波木
蓝、宁波诸葛菜、宁波木樨/华东木
樨、宁波三花莓、奉化水竹、浙玄参。

另外，项目组还首次系统梳理

了宁波植物调查研究简史和模式标
本采自宁波的植物名录。根据项目
组研究统计，目前全世界有模式标
本（作为新物种正式发表或命名时
被作为形态特征描述依据的标本）
采自宁波的植物127种，分别由E.
Faber、R.Fortune、W.Hancock、张
朝芳、张之铭等国内外著名植物采
集者或植物学家采集。这些模式标
本被珍藏于国内外19个标本馆中。

浙江是具有国际意义的生物多样
性分布中心之一，素有“东南植物宝库”
之称。去年出版的《浙江植物志（新
编）》共收录维管植物262科1587属
4868种，宁波覆盖了其中的三分之二。

“我们及时整理出版宁波植物
丛书，客观记录当地维管植物名录，
展示宁波植物区系组成和区系特
征，充实了浙江乃至全国植物区系
的内容，展现了宁波丰富多彩的生
物多样性。”李修鹏说，首次摸清了
宁波的植物“家底”，为植物后续的
进一步保护开发奠定了基础，同时
也彰显了宁波这座城市的科技和文
化软实力。

首次对全市植物资源
展开全面调查与研究

境内有各类植物3256种
是南北植物的“分界洲”

10种植物以“宁波”命名
127种植物“出身”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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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的野花，你不要采
倡导为植物资源未来开发“留白”

海洋占据了地球大部分的表面，在位于北仑梅山的宁波海洋研究
院，2毫升海水里“藏”了几百个浮游动物；400倍显微镜下，浙江沿海常
见的十几种圆筛藻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花纹……海洋生物多样性，以一
种简洁、丰富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生物多样性保护只是“数一数”？

5月17日，记者走进宁波海洋研
究院的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分
鱼”：将箱子里的梭子蟹、鲳鱼、舌鳎
等进行分类；从每个种类中挑出最大
的和最小的，测量体长和体重……

“每箱‘鱼’都是我们从海上随机
捞来的，通过分类、测重、测长，可以
推算出该海域分布的生物种群、数量
及生长状况。”宁波海洋研究院博士、
副研究员何丛颖说。

对海洋生物进行生物形态学鉴
定，也就是物种鉴定，是生物多样性
监测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宁波海洋
研究院承担的工作之一。

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
种上的表现形式，也是生物多样性的

关键，它既体现了生物之间及环境之
间的复杂关系，又体现了生物资源的
丰富性。

除了物种多样性外，生物多样性
还包括基因（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多样性。

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提升，不少
研究机构会借助仪器设备区分海洋
生物的种类，但考虑到不少海洋生物
在“长相”上十分相似，在分类上存在
争议，还是离不开科研人员的“目测”
和经验判断。

“每个科研人员都是海洋生物数
据库，通过细微差别，能够辨别400-
500种个体大小只有几十微米的生
物。”何丛颖说。

平衡是多样性保护的另一面

采访当天刚好赶上宁波海洋研究
院科研人员出海对浮标监测点进行维
护，浮标监测点设在梅山湾，除气象参
数外，监测点还会自动监测水质参数，
包括PH值、溶氧、水温、盐度、叶绿素
A等。每隔30分钟，监测数据就会自
动传输回实验室。当天的维护工作，
主要是对设备探头进行清理、校准。

传输回实验室的数据是用来做
什么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又
有什么关系？

走进实验室，电脑屏幕上的数据
不断跳动、更新。这是一套赤潮预警
系统，“通过数据分析，科研人员可以
提前2-3天监测到可能发生赤潮，及
时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预防措施；随着
海水中藻类密度不断增加，系统会提

前24小时发出预警。”何丛颖说。
以梅山湾为例，全湾平均水深7-

8米，盐度分层18%-22%，在海域的
不同深度生活着不同的浮游生物、游
泳动物等。预防赤潮的发生，维持好
海域中不同生物之间的平衡，同样是
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如今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想
要发现一个新物种是非常难的，我们
的大量工作是要维持物种之间的平
衡。”何丛颖说。

除了赤潮预警系统，海洋生物多
样性数据库也即将上线，包括浮游动
物、浮游植物、大型底栖动物、潮间带
生物、游泳动物等都将被收录其中。
摸清家底，才能采取有效的保护，使
得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正常发挥功能。

最终保护的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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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木蓝

宁波三角槭
浙玄参天童锐角槭

宁波三花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