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的成都，花红柳绿，生机勃勃。
成都市区往东70公里，跨越一片

葱茏，山脊之上，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丹景台是近两年成都最热门的打卡
地。登高远眺，“一山连两翼”的广阔
格局尽收眼底。

周末，络绎不绝的市民和游客中，
有一群特别来宾——中国科学院成都
生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
务领域潘开文研究员和他的团队。

过去几年，潘开文和他的团队是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常客。他们一次
次地抵达，是为摸清这里的生态家底。

生态摸底
监测样地覆盖整个龙泉山脉

从空中俯瞰，整体呈螺旋向上的
丹景台形似一只眼睛，也是如此，这里
被称作“城市之眼”。5年前，丹景台所
在地还是一片乡野景象；如今，这里是
成都的“网红”景点之一。

2017年，成都启动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建设，城市格局也从“两山夹一
城”转变为“一山连两翼”。总面积
1275平方公里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就是这“两翼”的支撑，成为跳动在成
都东边的一颗绿色“心脏”。

龙泉山要华丽转身，摸清家底是
第一步。这里的生态本底究竟如何？
2018年，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
会的支持下，潘开文组建团队进驻龙
泉山，开展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生态
效益监测工作。

潘开文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成
都这几年做了大量的生态建设工程、
生态恢复工程，成效到底如何？”多年
来扎根成都，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潘
开文也在寻找答案。

这项工作既大又小。大，是指项
目的监测范围，须覆盖整个龙泉山脉，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小，是指项目的
监测细节，一棵树的种类、高度、周围
环境、每年长势……

为此，在充分考虑坡度、坡向、植
被类型等因素后，潘开文团队在龙泉
山上建成了31个永久性生物多样性固
定监测样地。“这些生物多样性固定监
测样地，是了解龙泉山生物多样性本
底的重要依据，获取到的相关数据则
是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和公园城
市的支撑。”潘开文说。

具体的监测工作，则包括样品收
集、样方调查，温湿度等生态环境要素
监测等。“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龙
泉山的4个方向搜集大量样品，做调
查。”潘开文说，样品监测中，科研团队
会为植物编号，“测量高度、粗细后，会
持续监测植物长势，几年后再来观察
它的变化。”样方的监测也是如此，通
常样方大小以10米×10米或20米×20
米为标准，来监测范围内植物的种类、
长势变化，以此判断环境的变化。

至于生态环境要素的监测，则是
通过自动监测仪器，来了解各监测点
的光照、温度、湿度、负氧离子、二氧化

碳等要素——这些数据可以从空间上
了解不同地区的降雨量和环境效益，
是植被恢复和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的重
要依据。

惊喜发现
35棵中国特有珍稀树种香果树

这是一项基本靠走的调研。
在潘开文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地图。每次出
发前，他和团队都会先在地图上进行
线路规划，而后带上测高仪、望远镜、
长焦镜头等十来种设备，前往龙泉山。

从2018年底开始，这样的调研每
个月会有两三次，每次持续数日或十
几日，最长时一个月有20多天都扎根
在龙泉山。“生态摸底的调查工作量比
较大，需要把基础工作做得扎实一
些。”潘开文说。

扎实的基础调研，换回了令人振
奋的数据。“如今，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的植物本底初步摸清。”潘开文说，

目前龙泉山分布有高等植物约170科
571属951种，其中乡土植物500余种，

“但我觉得应该不止这些。”他说，数据
来源于代表区域、百姓反馈和沿路采
样，并没有涵盖整个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该项数据还将随着调研的时间
拉长而继续完善。

“在龙泉山，我们还发现了群落结
构比较完整的天然常绿阔叶林，大概
一公顷左右。”潘开文说，龙泉山脉属
于低山丘陵区，通常，低山丘陵地区人
类活动相对强烈，农业开垦范围更广，

“所以很多人认为，低山丘陵区没有天
然常绿阔叶林。”他说，在龙泉山发现
天然常绿阔叶林，无疑为下一步生态
恢复修复提供了依据和样板。

潘开文说，比如龙泉山在进行植树
造林时，可以依据这片天然常绿阔叶林
的结构，对人工低产低效林进行改造，

“天然阔叶林的物种是选择物种的重要
参考，它可以提供一些种源，进行人工种
子繁殖，从而提供苗木。”同时，这片常绿
阔叶林也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生态建
设、碳储备林建设等生态工程提供了植
物物种应用和群落结构配置参考。

更惊喜的是，在龙泉山，潘开文和
团队发现了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香果树，一共35棵。这是中国特有
的珍稀树种，被世界著名植物学家威
尔逊誉为“中国森林中最美丽动人的
树”。位于龙泉山的香果树种群是目
前已知的龙泉山脉唯一一片天然种
群，也是四川盆地浅丘平坝地区少见
的可以实现自然更新的种群。

重要参考
让增绿添绿更具成都特色

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
程师伍小刚看来，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的监测数据对于成都建设公园城市
有着重要的意义。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
府新区考察时，首次提出了建设公园
城市的理念。4年来，绿色成为成都高
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的生态本底则是优化城市结
构、提升区域森林覆盖率的重要参考。

在成都，推窗见绿越来越成为一

种城市态度。“以前园林树种，很多物
种都是外地引种来的，包括植树造
林。”伍小刚说，如今，龙泉山的生态摸
底可为成都增绿提供最佳范本，包括常
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灌丛等，纷繁复
杂，错落有致，实现生态效益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摸底，让最具
成都特色的景观设计有了现实依据。

“如何设计树种配比和搭配植物，可以
依托本身的生态本底而来，避免千篇
一律，也有自己的风格。”伍小刚说。

这也是一个更加良性的循环。“以
前造林都喜欢种植柏木，植物覆盖率
很高，但动物却很少。”潘开文进一步
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的动物不喜欢柏
木种子，更中意淀粉含量高的坚果或
糖分含量高的浆果，“植物的种类多
了，可以提供的食物来源就多了，动物
也就自然多起来了。”

事实上，近年来在龙泉山观测到的
鸟类的确多了起来，其中更是不乏戴
胜、灰胸竹鸡、红嘴蓝鹊等。这里也是
成都观赏猛禽的绝佳地点，据成都观
鸟协会及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不完
全统计，2021年春秋两季，经龙泉山
过境的鸟类有几十上百种，其中猛禽的
种类有31种，累计监测到超过1万只。

见证变化
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进行生态本底摸底的这几年，潘
开文也发现了龙泉山的一些变化。

就在丹景台，日落黄昏之际，远处
的城市灯光闪烁，脚下的土地被森林
环绕，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如果不
是公园城市建设，也不会看到这么美
的景象。”潘开文说。

让伍小刚印象深刻的，是这几年
前往龙泉山进行调研的路上，碰到的
游客一年比一年多，“无论是民宿、景
点还是基础设施，都比以前完善了。”

在日复一日的调研中，伍小刚愈
发感知到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在世界
范围内的独一无二。“同样是城市森林
公园，与美国中央公园相比，这里更像
是一座城市的‘心脏’。”作为“一山连
两翼”的支撑，绵长的龙泉山为成都输
送着源源不断的绿色能量。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北接德阳
市，南连眉山市，“这不仅是生物多样
性的连通，更能由此辐射到城市，最大
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伍小刚说。

尽管生态摸底的主体工作已差不
多结束了，潘开文和他的团队仍旧保
持每月到访龙泉山的习惯，从植物植
被到猛禽鸟类，还是会有新发现。他
说，如果可以，这项工作将会一直持续
下去，5年、10年，甚至更久——将时间
跨度拉得越长，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的建设成果才能更显现。

又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潘开文
依旧期待，这次的抵达能带来再一次
记录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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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跳动在成都东边的绿色“心脏”

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

越这5年
了不起的我们

2018年，《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实施意见》正式印发，美丽四川的建设目标更加明确。意见明确，到2035年，生态环
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建成全国生态环境示范区，美丽四川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
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大美四川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丹景台。

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拍摄的香果
树花朵。 何秀林 摄

潘开文团队在龙泉山发现了群落结构比
较完整的天然常绿阔叶林。 伍小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