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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世风光
悬崖断壁长达10余公里

沿着美姑河，在雷波和美姑两县
之间有一段长达10余公里的悬崖断
壁，这就是龙头山大断崖。龙头山是
黄茅埂山脊东南端的主峰，海拔3724
米，从高空俯看，这里的山形似一艘船
伫立于群峰之间。

在短视频时代，这样惊险又美丽
的绝世风光很容易变成巨大的流量。

通过检索，记者发现在抖音平台，
不少博主以旅行短视频的形式推荐

“地球的边缘”。有的开场白是“世界
上的断崖有很多，但被《中国国家地
理》杂志称为‘地球边缘’的，只有龙头
山一处”；有的分享在云端驾车和在草
甸纵横驰骋的刺激体验，他们多驾越
野车或摩托车前往。

在小红书平台，网民多以图片形式
展示龙头山顶的美景，并推荐通往山顶
的路线，以及户外露营、拍照贴士等内
容。在年轻人聚集的B站，博主以游记
VLOG为主，记录前往龙头山的旅程，
记录沿途美景及航拍大断崖全貌等。

走红的B面
车轮碾坏草甸垃圾遍地

在互联网的感召下，到龙头山自
驾的游客越来越多，“地球的边缘”受
到的伤害与日俱增。

雷波县阿合哈洛村村支书吉韦尔
者告诉记者，随着游客越来越多，人们
丢弃在高山草甸上的垃圾也日益增
多。由于越野车经常在此处驰骋，辗
压出新的车痕，对草甸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破坏。

麻咪泽省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贾
银辉介绍，大断崖所处的位置最高海
拔接近3900米，有18.5万亩高山草
场，植被中80%左右是草木，高山栎、
高山杜鹃和箭竹占10%至20%。“据
科考报告显示，植被中没有国家一级
和二级保护植物。”他说。

高山草甸被汽车碾压，影响到底
有多大？

三年前，甘孜州格聂神山景区的
“格聂之眼”，周围植被被违规穿越的
车队碾压出“黑眼圈”，修复花了两年
时间。

对此，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
究员潘开文表示，在高海拔区域，受积
温低影响，植被生长的速度非常缓
慢。他以一株50厘米的灌木为例，称
其生长可能需要近50年。另外，能适
应这个区域环境的植物种类相对较
少，因此一旦植被遭到破坏，恢复起来
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不加以保护，
无序开展旅游活动，很有可能造成当
地高寒草地的退化，增加水土流失，进
而影响栖息在草地生态环境中的动物
活动，降低生物多样性，削弱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潘开文说。

不过，让人略微宽心的是，贾银辉
认为“目前对植被的破坏力度还不大，
可以通过人工修复和自然更新得到恢
复。”吉韦尔者也表示：“我们正在积极
找寻补救的措施，草苗将于9月之后
撒种，只要没有人为破坏，草甸的恢复
会很快。”

保卫“地球”
雷波多部门发布禁入令

贾银辉告诉记者，龙头山大断崖
走红网络后，引起了雷波县、美姑县相
关职能部门的注意，也关注到了自驾车
对当地环境的破坏。于是，两个县的分
管领导在龙头山上“会盟”，决定联手
保护好网民心中的“地球的边缘”。

据了解，大断崖在雷波与美姑境
内均有分布。目前，可以分别通过美
姑、雷波县的三个方向驶入。为了保
护好它，两县分别在特喜乡、拉马镇和
拉米乡设立卡点，还采用巡查等方式，
禁止旅游车辆驶入。

贾银辉称：“假期前来的车多一
点，两个县三个卡点都在劝返，最多时
一天劝返了20多辆越野车。”

8月27日，雷波县多部门发布通
告，对麻咪泽省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的
阿合哈洛大草原及龙头山大断崖区域
实施长期封山管控，任何单位和个人
未经批准不得进入龙头山大断崖景
区。因科学研究需要，必须进入保护

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
当经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未了心愿
龙头山的开发何时来？

2020年5月12日，四川省林业和
草原局官方网站发布的《关于四川麻咪
泽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的公示》显
示，保护区设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
区。在这次调整中，位于拉咪乡的“地
球的边缘”调到了实验区以外。贾银
辉表示，“地球的边缘”属于外围保护
地带，根据相关规定，外围保护地带在
不破坏环境的前提条件下，可以建设
一些基础设施，对其进行适度开发。

《中国国家地理》风景评审师刘建
表示，现在很多景区都以环保的名义
关停，但很多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得当
的情况下也可以对外开放。他认为，

“地球的边缘”在经过科学测算，同时
制定环保措施后可以开发，进一步保
障景区环境不受破坏。

探险家、地质学家杨勇也认为，让
这样的绝世风光沉睡太可惜。他建议
参考国家公园模式，用开放与保护、科
普教育的理念，将“地球的边缘”打造
成大凉山现代旅游新地标。

记者了解到，目前雷波县有意对
这里的旅游资源进行规划，待规划后
再进行开发。“封闭保护是第一步。”相
关负责人如是说。

地球的边缘高山草甸
新闻链接

雷波县发布通告对阿合哈洛大草原及
龙头山大断崖区域实施长期封山管控

遭游客车轮碾压

杨勇：第一个叫响“地球的边缘”的人

“我小时候在凉山州金阳县城长大，父母告诉我如果篮球掉
到龙头山下，需背着干粮去捡球。”探险家、地质学家杨勇说，小时
候他没有想象过地球的空间格局，2016年，第一次看见那连绵不
绝的大断崖，一种“地球的边缘”的意像呼之欲出。于是，他在
2018年第6期《中国国家地理》的稿件中称它是“地球的边缘”。

这样的叫法很响亮，也成为雷波县乐意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见习记者罗石芊

今年以来，在互联网社交平台，凉
山州雷波县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称
为“地球的边缘”的大断崖火了。

蓝天白云下，越野车驰骋在辽阔
的高山草甸，脚下，是落差上千米的悬
崖，还有翻涌的云海，给人一种野性、
霸气又时尚的感觉。

然而，随着游客越来越多，车辆对当
地植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人们丢
弃在高山草甸上的垃圾也日益增多。为
了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8月27日，

雷波县多部门发布通告，对麻咪泽省级
自然保护区境内的阿合哈洛大草原及龙
头山大断崖区域实施长期封山管控，凡
违反通告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的个人或团体，将受到处理。

瞬间，“地球的边缘”成为众多网
友未能抵达的遗憾。

记者了解到，雷波县对龙头山的
旅游开发规划正在酝酿中，邻近的美
姑县也期待联手开发，让更多人看见

“地球的边缘”。

雷波县设卡禁
止旅游车辆进入
龙头山大断崖。

贾银辉供图

雷波县发布的
对龙头山大断崖
封山管控通告。

车辆的进入对
龙头山草甸造成
伤害。

唐晓军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