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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虎：西伯利亚虎 （学名：
Panthera tigris ssp.altaica），是虎的亚
种 之 一 ， 在 中 国 境 内 又 被 称 为 东
北虎。

它是现存体重最大的肉食性猫科
动物，成年雄性西伯利亚虎体重平均
为 250 千克，头体长约为 2.3 米；成年
母虎平均体重约为 170 千克，体长约
为2米，肩高1.1米左右，尾长1.3米左
右。最大身长可达2.9米（含尾长)。

在夏季由于日照时间长，被毛会
变短，颜色变深，呈棕黄色。进入冬
季则毛长而色淡，呈淡黄色。背部和
体侧具有多条横列黑色窄条纹，通常
2条靠近呈柳叶状。为了融进多雪的
栖息地，西伯利亚虎冬季的毛色较
白，不象温暖地区的老虎那样有红色
的条纹。

头大而圆，前额上的数条黑色横
纹，中间常被串通，极似“王”字，
故有“丛林之王”之美称。

为了抵御低达零下45摄氏度的低
温，西伯利亚虎长着厚厚的皮毛。在所
有老虎中，它每平方英寸的毛发数量是
最多的。

西伯利亚虎栖居于森林、灌木和
野草丛生的地带，活动范围可达 100
平方公里以上。夜行性，感官敏锐，
性凶猛，行动迅捷，善游泳，会爬
树，很少袭击人类。生性内向，多疑
而凶猛，动作敏捷，在丛林中出没无
常，一般人很难亲眼目睹野生的西伯
利亚虎。

西伯利亚虎主要捕食鹿、羊、野
猪等大中型哺乳动物，也捕食小型哺
乳动物和鸟，捕食方式为偷袭。

西伯利亚虎常单独活动，只有
在繁殖季节雌雄才在一起生活。冬
季发情交配，发情交配期一般在 11
月至翌年 2 月份，发情期间，虎的
叫声特别响亮，能达 2 千米远。怀
孕 期 在 105~110 天 左 右 ， 每 产 2~4
仔，通常 2 仔，新生虎仔重约 1 千
克，哺乳期5~6个月，母虎和幼仔在
一起生活2~3年，在此期间雌虎不发
情交配，故在自然条件下雌虎要每隔
2~3 年才能繁殖一次。雌虎 3 年龄时
性成熟，雄虎要更晚些。野生寿命
15至 17年，最高为 20年，人工饲养
情况下寿命为20~25年。

■链接：

东北虎

城市中的黑臭水体治理进展如
何？“十四五”时期的水环境治理
应该如何做？24日，在生态环境
部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总工
程师、水生态环境司司长张波对这
些热门话题一一回应。

295个地级市黑臭水体基
本消除

“有的地方靠撒药治污、有的
地方靠加盖板遮人耳目、有的地方
靠调水冲污……”发布会上，张波
提到了这些城市治理黑臭水体所谓
的“聪明的做法”。

“这种‘聪明的做法’一度很
盛行。但是群众举报、媒体监督、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把这些问题曝了
光，摆在桌面上，让所谓的‘聪明
人’丢了面子。”张波表示，“黑臭
水体是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实质
是污水、垃圾直排环境问题。任何
一个城市，不管外表多么光鲜，只
要还有黑臭水体，就说明其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还不到位、还不合格。”

随着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的展
开，如今，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不含州、盟） 黑臭水体基本消
除，人居环境明显改善，进一步提
升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将1.2万多座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纳入环境监管，城市生活污水集
中收集效能明显提升。

三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直
接投入超过了1.5万亿元。

“通过黑臭水体的治理，沿河
环湖开展生态修复，把城市一些比
较低价值的空间改造成为了高价值
空间，周边的人气提升，带动了招
商引资，形成了新的经济隆起带。
黑臭水体治理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
经济增长。”张波表示。

张波同时表示，黑臭水体治理
是一场硬仗，治的是黑臭水体，比
的是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能力和作风。下一步，生态环境部
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深入打好黑臭水体治理攻坚
战。充分运用卫星遥感、现场核
实、群众举报等各个渠道，加强监
督。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也会始终把
黑臭水体治理作为重要关注内容进
行监督。今后哪个地方黑臭水体治
理后又返黑返臭了、群众不满意，
我们都会纳入国家清单，实行清单
管理、跟踪督办、逐一销号。不获
全胜，绝不收兵。

2021年全国水质优良水
体比例为84.9%

除了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其
他水治理项目也取得优异成绩。

据张波介绍，2021年，开展
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
整治专项行动，1064家工业园区
全部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累计
建成6.62万公里污水管网。紧盯
长江警示片问题整改，披露的484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437个。

同时，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环
境监管，长江经济带11省市自然
保护区发现整改问题点位 2654
个，已完成整改2374个；开展尾
矿库污染治理“回头看”，初步排
查发现2100多个环境问题，正在
推动边排查边整改；不断强化饮用
水水源保护，累计划定乡镇级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19132个，进
一步巩固提升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水平，确
保群众饮水安全。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水质
优良水体比例为84.9%，丧失使用

功能的水体比例为1.2%。2021年长
江流域水质优良的国控断面比例为
97.1%，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长
江干流水质保持II类。黄河干流全线
达到了III类水质，黄河水质得到了
显著改善。

“2021 年顺利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水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了持续改善
的势头。‘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取得良好开局。”张波说。

“十四五”水环境治理坚持
稳中求进

尽管水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但张波坦言，少数地区消除
劣V类断面难度很大，部分区域城
乡面源污染严重，部分重点湖泊蓝藻
水华多发频发，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等
问题亟待解决。水生态系统严重失衡
的问题还十分突出。

“‘十四五’是我国水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键时期，必须始终坚持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张波表示。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水环境
理化指标当前已经接近或者是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十四五’时期
优良水体比例的目标定为85%，比
2020 年的 83.4%上升了 1.6 个百分
点，5年才上升1.6个百分点，这实
际上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不鼓励各
地去追求过高的优良水体比例，而
希望把工作重心放在夯实工作基
础，补齐工作短板，提高工作质效
上。”张波说。

在张波看来，“十四五”要充分
考虑自然因素的影响，实事求是地开
展水质评价、考核、排名，有效地指
导地方把重点放在“人努力”推进环
境质量改善上，适时修订相关的考核
评价标准。

同时，在“进”的方面，“十四
五”将始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着力推动水生态环境保护由污
染治理为主向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协同治理、统筹推进转变。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力争在城乡面
源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等若干难
点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

“‘十四五’只要扎扎实实构建
起‘三水统筹’的工作格局，‘十五
五’‘十六五’再不断深化完善，就
会为实现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张波说。

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
计成交量1.79亿吨

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启动上线交易以
来，全国碳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市场
活跃度稳步提高。截至2021年12月
31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79
亿吨，累计成交额76.61亿元，成交
均价42.85元/吨，履约完成率99.5%
（按履约量计），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
约周期顺利收官。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推动
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
政策工具。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
期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家，年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45亿吨二氧化碳。”生态环境部新闻
发言人刘友宾介绍说。

总体来看，全国碳市场基本框架
初步建立，价格发现机制作用初步显
现，企业减排意识和能力水平得到有
效提高，促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和加
快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初步显现。

刘友宾表示，下一步，将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
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修订
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和技术规范，切实
抓好全国碳市场建设，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十四五”碧水保卫战完美开局

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王菡娟

虎年春节即将到来，让我们一起
来了解下老虎的相关知识。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

老虎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
种。老虎野生种群的生存与发展,既
关系到生态系统的完整和健康,也关
系中华虎文化的传承。

据估算，要想维系1只成年东北
虎长期生存，每年需要500只大中型
食草动物的种群基数。可见，要想支
持一个野生东北虎种群的长期生存，
必须要有一个大面积的、食物链完整
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

在我国，虎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100多年前，全世界野生虎估
计 10万只。中国曾拥有全球 9个虎
亚种中的5个，是虎的重要分布区，
曾广泛分布于东北、华北、华南地
区。

如今，全球野生虎成年个体数量
为 2154-3159 只。在中国，分布极
为狭窄，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其中东北虎现分布于吉林、黑龙
江；华南虎已超过 30 年无野外证
据，可能野外灭绝；印支虎现分布于
云南，数量极为稀少；孟加拉虎，现
分布于西藏东南部，数量极为稀少，
近年无确凿消息；里海虎，现已灭
绝，曾分布于新疆，最后一次野外目
击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全面
加强老虎保护，全面停止将虎作为害
兽进行猎杀，并将其列为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在野生虎分布区建立了
自然保护区和管护站，强化栖息地巡
护和监测，促进虎栖息地维护、恢复
和改善。

自1993年开始全面禁止虎骨入
药及贸易，严厉打击盗猎及走私、非
法经营虎产品行为；积极开展人工繁
育，保存和维护种质资源基因；开展
与虎分布国间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与
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促进野生虎及栖息
地的保护。同时，对野生虎及其捕食
动物造成人畜伤害、作物损失实施补
偿措施，切实维护群众利益，避免挫
伤当地公众的保护积极性，争取其最
大限度理解和支持。

当前，我国野生虎栖息地条件持
续向好，人工繁育技术不断提高，进
一步为我国野生虎种群恢复和人工繁
育种群扩大创造了好的条件。东北
虎、印支虎、孟加拉虎等的野外种群
和栖息地都得到了有效保护，野生种
群有所恢复。

虎豹家族开始“人丁”兴旺

在中国东北地区，野生东北虎和
东北豹在历史上曾经达到了“众山皆
有之”的盛况。然而，由于人为活动
的增加，森林消失和退化，野生东北
虎豹种群和栖息地急速萎缩。在1998
年-1999年的一次中俄美三国专家联
合调查中，仅发现少量东北虎豹的痕
迹，判断当时中国境内东北虎仅存12
只~16只、东北豹7只~12只。

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自然
保护区建立，特别是吉林、黑龙江两
省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实施全面禁
猎，东北虎豹栖息地生态环境逐步改
善，野生种群得到恢复。

北京师范大学虎豹研究团队在原
国家林业局、吉林省林业厅、黑龙江
森工总局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长达
10年的定位监测，并建立了中国野
生虎豹观测网络。监测数据发现：
2012年-2014年期间，中国境内的
东北虎已达到27只，东北豹42只。

2015年 6月，对东北虎豹来说，
是一个里程碑的时期。基于北京师范
大学虎豹研究团队10年科研成果而
编写的《关于实施“中国野生东北虎
和东北豹恢复和保护重大生态工程”
的建议》通过民盟中央提交中央，建
议将东北虎豹保护列入国家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建议做出重要批
示，推动建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2016年4月8日，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办公室召开会议，部署以吉林省
为主、黑龙江省配合开展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2016年12月5日下午，《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获中央深
改组审议通过。

2021 年 10 月 12 日，中国正式
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就位列其中。

2020 年，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
监测与研究中心成功研发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
这是全球首个全域覆盖、实时高效的

“天地空”一体化自然资源监测、评

估和管理系统。
这套系统不仅可以完成红外野保

相机图像和高清视频的实时回传，土
壤、水质、空气等传感器的生态因子
采集回传，还可以实现森林防火和道
路卡口监测影像的实时传送，以及实
时查询护林员巡护轨迹，实现护林员
视频或语音实时对讲等。

在系统的良好运行下，现在已有
了一些喜人的发现——生态学家在试
点之初区内统计的基础上，又发现每
年都有多个新繁殖的虎豹幼崽出生。

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东北虎新
生幼虎10只，种群数量达到50只以
上；东北豹新生幼豹7只，种群数量
达到了60只以上。

不仅是东北虎豹之“家”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我国吉
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
（珲春—汪清—东宁—绥阳） 区域，
划定的园区是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种
群数量最多、活动最频繁、最重要
的定居和繁育区域，也是重要的野
生动植物分布区和北半球温带区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设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将有
效保护和恢复东北虎豹野生种群，
实现其在我国境内稳定繁衍生息；
有效解决东北虎豹保护与人的发展
之间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有效推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体制创新，实现统一规范
高效管理。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的不仅
是东北虎、东北豹。这里养育和庇
护着完整的野生动物群系。生活着
中国境内极为罕见、由大型到中小
型兽类构成的完整食物链，如大型
的东北虎、东北豹、棕熊、黑熊；
中型的猞猁、青鼬、欧亚水獭；小
型的豹猫、紫貂、黄鼬、伶鼬等。
还有食草动物群系包括马鹿、梅花
鹿、野猪、原麝、斑羚等。

此外，还有极为丰富的温带森
林植物物种和鸟类、爬行类、鱼类
等。据不完全统计，高等植物达到
数千种，其中不乏一些珍稀濒危、
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的物种，以
及各种鹀类、鸫类、鹟类等林栖鸟
类，中国林蛙、东方铃蟾、棕黑锦
蛇、乌苏里蝮蛇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图们江、鸭

绿江和绥芬河水系上游支流的山涧溪
流中，生长着一种中小型冷水稀有鱼
类——花羔红点鲑，这是世界上最著
名的 5 种鲑鱼之一，仅生存在图们
江、绥芬河、鸭绿江流域上游两岸森
林茂密，且水流湍急、清澈的区域。

线上“云游”来看虎

1月25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针
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推出了首张
12.5 亿像素国家公园 VR 全景照片。
用户可在手机端 120 倍对其进行放
大，发现隐藏于其中的珍稀野生动
物，观赏到它们“闯入”红外摄像机
镜头的独家视频，体验在家“云”游
的乐趣。

网友通过QQ浏览器、微信“搜
一搜”搜索“国家公园寻虎”或从
QQ 浏览器“直达”点击“Doodle”
即可进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VR全景
互动。

2021 年，国家林草局与腾讯公

司达成合作，共同探索国家公园的
“全真互联”体验。恰逢壬寅虎年，双
方合作的首个试点项目落地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

技术团队深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无 人 区 ， 利 用 航 拍 设 备 在 距 地 面
200米的高度，拍摄了共 8.3GB、92张
8K高清照片，通过影像处理技术，将之
拼合成一张分辨率高达12.5亿像素的全
景图，并在此基础上使用了自研多级分
片渲染技术。该技术可根据用户屏幕分
辨率和用户网络带宽自适应高质量快速
渲染用户可视画面，克服超高分辨率照
片手机无法正常加载或加载速度极慢等
问题，使其能以最清晰的样貌流畅展示
在手机移动端，供所有人在“云端”走
进这片山林秘境。

此外，找到东北虎，用户还有机
会获得国家林草局与腾讯公司联合推
出的“寻虎纳福”国家公园主题限量
版微信红包封面。

今年春节期间，足不出户，也能
看虎啦！

虎年说虎
本报记者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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