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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山祖元蘑

林文飞介绍采集样本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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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全琳珉 朱亮羽 文/摄

昨天是第

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在丽水凤阳山-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一条小溪在山间蜿蜒而下。除了流

水声以外，还有“唧—唧—唧—”的叫声，原

来石缝间有一只小蛙。它只有大拇指的指

甲盖那么大，背面有一暗褐色的 X 形花

纹，周边散布着多枚粉色的疣粒。由于全

身都是棕色，它几乎与周边的石头融为一

体。

这就是 2020 年 12 月，丽水对外宣布

发现的一个新物种——百山祖角蟾。

此后，从水里游的、地里爬的，到树上

长的、空中飞的，各类新物种的发现一发不

可收拾。2020年，丽水全年发现的新物种

只有两种，到了 2021 年，就增加到 6 种。

去年更是再进一步，增加到9种，数量傲视

全省。

5 月 11 日下午，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食药用菌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林文飞，收

到了来自百山祖龙泉片区的照片，照片上

显示的是一种蘑菇。林文飞认为，这可能

是一个新物种。他当即就从杭州赶到丽

水，进山采蘑菇去了。

据悉，只有证明分子数据是全球独一

无二的，才能认定这是一个新物种。

在这个过程中，采集样本这个环节最

令人头疼。在落叶铺就的山路上，林文飞

拿着一根木棍在树丛中开山辟路，健步如

飞。他也是丽水前不久公布的新物种百山

祖元蘑的发现者。他说，其实在 2022 年 1

月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百山祖元蘑，但当

时采集的样本数量太少了⋯⋯

植物样本尚且如此，动物样本的采集

更需要十足的耐心。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延庆是百山祖角蟾

的发现者之一，回忆起采集样本的那个雨

夜，他说：“这种蛙个头小，喜欢躲在石缝

里，又有伪装色护体，肉眼就难以辨别。我

们一行三个人听声寻位，在水里摸索了几

个小时。”

“一只是不够的，至少要七八只，还得

包括雌性和雄性个体，所以我们当时又蹲

守了三个晚上。”吴延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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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延庆告诉本报记者：“一个

新 物 种 的 形 成 时 间 往 往 以 万 年

计。丽水发现的这些新物种本来

就存在，只是当地人不知道它们是

新物种。”

而丽水突然冒出来这么多的

新物种，还是与当地加大生物多样

性本底调查力度有很大关系。

2019年以来，丽水市生态环境

局牵头，组织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计

量大学、丽水学院等 50 余家高校、

科研院所，组成了 1200 余人的强

大技术团队实施丽水市生物多样

性调查项目。调查团队历时 30 余

个月，对生态系统、维管植物、陆生

脊椎动物、水生生物、陆生昆虫、大

为何频现新物种

丽水行，本报记者一直带着疑问：

对于生物学家来说，发现一个新物种当然

是令人振奋的，但对于普通人来说，除了满足猎

奇心理，它还能带来多大意义？我们为什么要

对寻找新物种如此热衷？

业内专家表示，新物种的发现事关生物多样

性，而其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消失的数量多了，

就会量变引发质变，致使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

丽水确实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当地人告诉

记者，以前的丽水是有老虎的，但随着栖息地的

破坏和盗猎的影响，老虎在丽水已经难觅踪影。

这就让老虎原本的主要口粮——野猪数量

激增。野猪的繁殖能力极强，一胎可以生十几

只，加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野猪身上有保护动物

的“免死金牌”，大家拒食野生动物的意识不断

增强，如此情形之下，野猪种群的数量不断扩

大，甚至泛滥成灾，给当地经济活动造成了一定

损失。

“每一样生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哪怕是我

们深恶痛绝的蚊子，也关系到青蛙、壁虎等动物

的口粮。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的前提是保护，

保护的前提是发现。”吴延庆表示。

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缔约方之一和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我国一直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动人类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经验。

但眼下，全球生物多样性形势依旧严峻。

国家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曾明确表示：“迄今

为止，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态势并没有得到

根本扭转。”

只有人不负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方能持续

转化为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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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真菌和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等多个类群

开展了调查。

除了调查强度的提升，科学技术的发展也

让新物种认定变得更细致——分子鉴定技术发

展迅猛。

此外，丽水生态禀赋本身就高，加上各方面

保护措施又很给力，让物种的栖息地被保留得

很好。

“发现的前提是要存在。只有生态环境好

了，这么多新物种才能保留下来，等着我们去发

现。”瓯江小鳔（biào）鮈（jū）发现者、生态环

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工程师朱滨清说，瓯

江小鳔鮈是 2022 年 3 月正式发表的新物种，但

它的存在由来已久。

“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环保意识也在显著

提高，水域受到了严格的保护，瓯江小鳔鮈这样

的常见鱼种才能生存下来。”朱滨清表示，当地

群众对未知物种的好奇心，也会无形中增加新

物种的发现几率。

茂密的树林中，胖乎乎、伞状

样的蘑菇趴在干枯的树皮上，惹

人喜爱；

棉被一般厚的落叶上，几株

矮小的灌木分布其间，它们的叶

子边缘都有着小小的“细齿”，散

发着植物的清香。

这些神奇的生物，都是丽水

近日发现的两个新物种，分别是

百山祖元蘑和细齿茵芋。

2020 年以来，丽水已先后

发现了20个新物种。

为何丽水总会冒出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对普通人到底有着

怎样的意义？昨天是第 23 个国

际生物多样性日，就在几天前，本

报记者跟随专家走进深山老林，

在寻找新物种的旅途中探究其中

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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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丽水深山老林探访频频冒出的

近年来，浙江逐步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一批新物种和新记录不断被发现。过去一年，浙

江人的珍稀“小伙伴”又增加了。

浙江是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的省份。

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前列，近海与海岸湿地

是鸟类迁徙的重要栖息地和中转站。全省陆生

野生脊椎动物分布有 790 余种，高等植物 6100 余

种。

今年 2 月，一种名为苕溪鱲（liè）的鱼类物种

首次在杭州余杭与湖州德清两地的苕溪流域内被

发现。它的发现，不仅仅代表着两地野生动植物

本底调查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更彰显着浙江优质

的水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水生生物多样性。

如何让濒危物种“一个都不能少”？

浙江率先开展朱鹮、百山祖冷杉等 35 个重点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保护任务，通过人工繁

育、栖息地改良、野化放归、就地或迁地保护等抢

救保护技术，促进濒危物种种群扩大或种群重建。

被称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头燕鸥曾经 60

多年不见踪迹、近乎灭绝。2004 年，浙江自然博

物院研究员陈水华带领团队在浙江首次发现中华

凤头燕鸥，从 2013 年开始在象山韭山列岛和舟山

定海五峙山列岛，连续多年采用人工招引技术实

现了成功繁殖。如今，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种群恢

复项目成为人工招引恢复鸟类的保护典范。

2022 年以来，浙江积极探索野生动植物保护

机制创新，全省11个设区市、90个县（市、区）均建

立了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在全国

实现了省、市、县三级野保协调机制全覆盖。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发展环环相扣，绿水

青山为“浙”里增添吸引力。

沿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这一

“绿色跑道”，浙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也留住

了生物界的鸟语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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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
欢迎“新朋友”落户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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