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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版 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
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
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高全社会文
明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
特点。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高品质的生态
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第五，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
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
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
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我
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旗帜，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文章强调，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
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
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稳定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
辟了广阔前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
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
民 族 复 兴 的 康 庄 大 道

■上接第 1版 年近七旬的村民王炳
军蹲在田埂上查看水稻长势。“在沙坨
子边上种水稻，这种事以前想都不敢
想。”他说。

彰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被称
为辽宁的“沙窝子”。70余年，从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彰武人用持之以恒的努
力，创造了生态治理的绿色奇迹。目前，
彰武县已完成沙化土地改水田约1.8万
亩，项目区农民户均增收2万余元。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民生福祉
的重大社会问题。新征程上，我们要
按照总书记要求，保持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的战略定力，后续还将改造上万
亩的沙地，让更多沙地变绿洲。”彰武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彭宏川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引下，推进绿色发展、循环
发展、低碳发展蔚然成风。

走进山东万华化学的运输车间，
一排排再生共享托盘在轨道上整齐排
列。据测算，万华化学推行共享托盘，
每年可替代 200万片实木托盘，相当
于少砍33万棵树木。

“总书记提出要持续推进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这为企
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万华化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
增太说，公司将以“双碳”工作为引领，
持续推进行业能效升级，努力探索绿
色工厂、绿色园区建设。

能源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
场。2022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提升到25.9%。

夏秋之交，内蒙古辉腾锡勒草原
上，京能辉腾锡勒风电场的 154台风
力发电机与蓝天、绿草构成一幅美丽
的图景。风电场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
2.5亿千瓦时绿电，相较传统火电可实
现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20万吨。

“风力发电是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的重要力量，总书记关于推动能耗双
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要求，给风
电行业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风电
场场长宋佳奇表示，要把总书记要求
落到实处，紧紧围绕技术创新、智能
化、低碳化、数字化的发展方向，让草
原的风点亮千家万户的灯。

“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保护”“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
进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浙江长兴县煤山镇，省道一侧石
碑上的“国家级绿色制造产业园”十分
醒目。从过去煤矿、蓄电池、水泥等传
统企业林立，到启动产业转型升级、淘
汰“低小散”等污染企业，煤山镇走出
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含绿量”高了，“含金量”增了。浙江
昊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胡宏
平说，现在智能生产线每天的生产量，相
当于过去200个工人的工作量。园区
80%以上员工跟他一样都是本地人，随着
产业升级，他们的工作环境也越来越好。

生态环境保护同每个人息息相
关。从“不愿分、不会分”到“主动分、
智慧分”，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
圾分类志愿者唐金强感受深刻。

“总书记要求持续推进生活方式
绿色低碳转型，鼓励我们继续探索垃
圾分类更精准、更低碳。”唐金强说。

神州大地上，生态文明理念正在
生长、开花、结果。

在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县”之称的
青海玉树州治多县，环保志愿者江文
朋措10多年来一直坚持捡拾垃圾、宣
传生态文明理念。从家人朋友到陌生
人，他的环保志愿者队伍逐渐庞大。

“总书记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我
们受到极大鼓舞，要做好生态环境保
护这件事。”江文朋措说，自己做的事
情看起来很小，但它会像蒲公英一样，
将生态环保的种子带到各地。“我们要
持之以恒做下去，带动更多人参与，共
同守护这片辽阔美丽的土地。”

再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即将开
幕。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内，从祖国
西北源源不断输送而来的绿电，点亮了
亚运场馆的灯光。这将是亚运史上首次
全部竞赛场馆常规电力使用绿电。

“‘绿色’是杭州亚运会的办赛理
念之一，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竞
赛场馆设计和运营。”杭州亚组委场馆
建设部设施运维处副处长李沈飞说，
末端降碳智慧绿网技术在场馆的应
用，可以实现“运动”“舒适”“节能”三
种能效管理模式，最终达到精准降碳
效果，以实际行动，为共建清洁美丽世
界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上接第 1版 分别位居全国第二和
第五位，有力保障了扩大有效投资、稳
定经济增长“动力源”，实现了节能降
碳和经济发展协同并进。

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水平不断
提高。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全
社会资源全面节约集约的指导意见》，
构建了以指导意见为主体，能源、土
地、矿产、粮食等重点领域专项落实方
案为配套的“1+N”政策体系，并围绕

“能水粮地矿材”构建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评价指标体系，推动资源节约集约
工作标准化、数字化。深入开展待批
项目、“半拉子”工程、闲置土地、沉淀
资金、开发区闲置资源要素“五个大起
底”行动，有效盘活了一批闲置资源资
产，有力破解了全区经济社会领域长
期存在的低质低效、闲置浪费等问题。

生态保护新格局不断构建。近年
来，内蒙古始终牢记筑牢我国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这个“国之大者”，编
制完成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着力构
建“三山一弯，两带十区，一核双星多
点”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布局。
科学划定“三区三线”，其中：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59.69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
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划定耕地保护目
标 1.7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1.33亿亩；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59万公顷、城镇开
发边界管控线 27.94万公顷，把“三区
三线”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

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着力
构建生态保护新格局。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内蒙古坚持
不懈保生态、治污染、促转型，让广袤草
原“带薪休假”，在兴安林海“挂斧停锯”，
对重点沙漠“锁边治理”，累计营造林
1.22亿亩、种草2.86亿亩，年均防沙治沙
1200万亩以上，规模均居全国第一，全
区草原植被盖度和森林覆盖率分别由
40.3%和20.8%提高到45%和23%，荒
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尘暴
天数由每年4.9天减少到0.6天。

新能源产业大干快上。2021年以
来，累计获得国家及自治区批复新能源
规模超1.7亿千瓦。其中国家在“沙戈
荒”地区批复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规模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第一。本地
消纳新能源方面，内蒙古在全国率先提
出源网荷储一体化、工业园区绿色供电、
风光制氢一体化等6类市场化并网新能
源项目实施细则，累计批复规模超4000
万千瓦。截至6月底，全区新增新能源
并网规模超800万千瓦，居全国首位，新
能源累计并网装机总规模超7000万千
瓦、居全国第三；在建待建新能源规模约
1.6亿千瓦，约占全国在建待建新能源总
规模的三分之一。

内蒙古在全国生态日当天还发布
了《亮丽内蒙古——筑牢我国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主题宣传
片。由此，全国生态日内蒙古主题宣
传活动全面启动。

内蒙古“生态文明重要成果”新闻发布会召开

■上接第 1版 2012-2022 年，全区
累计营造林1.22亿亩、种草2.86亿亩，
年均防沙治沙1200万亩以上，规模均
居全国第一，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面积持续减少，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交出亮丽答卷。

活动中，知名航拍飞手们将聚焦
内蒙古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成效，开展集中拍摄。人

民日报等中央媒体、腾讯等商业媒体
和自治区主要媒体将全程跟进报道，
优秀航拍作品将在全国各类媒体发
布传播。此外，还将推出《青山绿水
看内蒙古》网络画册，对活动成果进
行集中展示。

中央驻区媒体、自治区媒体有关
负责同志，新浪、腾讯、抖音内蒙古地
区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

■上接第 1版 加快大型风光基地和
源网荷储、风光制氢等场景项目建设，
预计年底全区新能源并网装机规模超
过 9000万千瓦，为全国实现“双碳”目
标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做减法：推动降碳减污
协同增效

8月 11日，包钢集团 80吨转炉绿
色低碳升级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据
介绍，项目将对 1号转炉本体、汽化冷
却系统、倾动机械、氧枪系统、转炉投
料系统、底吹系统及附属电气系统等
进行升级改造，预计于今年 12 月 20
日完工。改造后转炉完全可以满足
排放标准，提高节能降耗水平，促进
企业低碳绿色发展，加快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

这是包钢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精神，坚决执行国家产业政
策，积极响应钢铁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号召，全面助力自治区完成“双碳”
目标任务的具体实践。

钢铁行业是能源消耗高密集行
业，是节能降碳主战线之一。近年
来，包钢以节能降碳、超低排放、淘汰
落后等方式积极践行绿色低碳转型，
先后淘汰焦炉、高炉、转炉、烧结机等
技术落后设备 16台套，减少粉尘排放
约 12305吨/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
29728吨/年。

实现“双碳”目标，推进高耗能行业
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是关键。为了确保
完成“双碳”目标，内蒙古出台一系列节

能降耗政策措施，积极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持续稳运行、
促发展、调结构、提质效，大力推进工业
领域节能降碳。

制定“十四五”化解过剩产能计划，
加快淘汰、化解落后和过剩产能。截至
目前，全区已完成炼钢产能置换和关停
退出438万吨，关停退出限制类铁合金
产能371万吨、电石380万吨、焦炭849
万吨，腾出用能空间 900万吨标准煤，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0多万吨。

制定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和节
能技术改造实施方案，确定技改企业清
单，加强项目储备，加快节能技术改造
步伐。2021—2022年累计实施节能技
术改造项目153个，节能量263万吨标
准煤。2023年，计划实施节能技术改
造项目152个，预计节能量107万吨标
准煤，现已开工项目达90个。

深入实施煤电节能降碳、灵活性和
供热改造“三改联动”，印发《自治区“十
四 五 ”煤 电 改 造 升 级 实 施 方 案》，
2021—2022年两年累计完成节能降碳
改造1128万千瓦、灵活性改造1290万
千瓦、供热改造376万千瓦。

节能降耗做减法，推进降碳减污协
同增效。“十四五”以来，全区单位工业
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13.8%，完成进度
目标（“十四五”目标为下降 20%）。重
点行业能效水平显著提升，水泥、甲醇、
多晶硅、铜、铅、镁等 11个行业单位产
品能耗达到国家能耗限额先进值。

做乘法：激发创新的乘数
效应

走进鄂尔多斯市鄂托克经济开发
区建元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由
黑变白”“由粗到细”的精彩“蝶变”一目
了然：一块块黑黝黝的煤炭在科技的

“催化”下，变成了汽车轮胎的帘子布、
高档箱包服饰、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器材
的优质材料。“通过产业链的延伸，企业
目前可实现原煤、精煤、粗苯、纯苯、焦
油、煤气等产品 100%自用深加工，产
品种类达到40多种。”建元煤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总工程师狄建国介绍。

从燃料到原料，在科技创新加持下，
煤炭产业链不断延伸，价值链不断攀升。

近年来，鄂尔多斯不断强化“链式
思维”，瞄准“煤头化尾”，聚力建设国家
非常规能源战略储备、煤基可降解材料、
煤基高端化学品等“六大基地”，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煤基全产业集群发展全面
推进，构筑了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甲醇
和烯烃、煤基新材料等多条产业链。

实现“双碳”目标，科技创新至关重
要。近年来，内蒙古积极发挥科技创新
引领能源发展第一动力作用，为推动能
源技术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能源体系提供坚强保障。

研究制定《内蒙古自治区碳达峰碳
中和科技创新实施方案》，以突破新型
电力系统技术、风能光伏新能源装备技

术为重点，围绕自治区重点行业领域的
低碳/零碳燃料与原料替代、工业过程
重构，推进“双碳”领域产业链、创新链、
价值链“三链融合”。

启动“双碳”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
程，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与新
型电力系统、传统产业节能降碳为重
点，突破一批关键技术、转化一批成果，
形成一批产业。

采取“揭榜挂帅”、首席科学家负责
制等新型项目组织方式，由自治区企业
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技术攻关和
成果转化落地，解决实际问题，推动自
治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高质量建设
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提供科技支撑。

目前，内蒙古已布局启动了双碳、
新能源装备、稀土等一批重大科技创新
示范工程。其中，“MW级飞轮储能关
键技术研究”相关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稀土碳酸盐连续化生产节能降碳技
术”实现每年减排二氧化碳80%以上，成
为稀土行业和自治区唯一入选我国“原
材料工业20大低碳技术”的项目。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创新的“乘数效应”不
断叠加，激发出内蒙古经济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减存量、优增量，增加“含绿量”；强
创新、转动能，提升“含金量”。“双碳”战
略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持续推进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在发展中降
碳，在降碳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加快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内蒙
古正在书写崭新篇章。

用活“加减乘” 解好“双碳”题

8 月 15 日，北京市房山区河
北镇中心幼 儿 园 东 庄 子 分 园 教
师李笑博在园内消杀。近日，北
京市门头沟区、房山区等因特大
暴 雨 灾 害 受 损 的 学 校 正 全 力 进
行 灾 后 恢 复 重 建 和 教 育 教 学 准
备工作。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推
进学校清淤消杀 、环境治理 、维
修校舍 、学生借址就读等，为即
将到来的开学做准备。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北京：受灾地区
全 力 保 开 学

□新华社记者

莽莽江源，奥秘无穷。
2023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队近期深

入青藏高原腹地，在平均海拔超过4500
米的长江源区开展科考。23名队员在跨
越约4000公里的科考行程中，采集不同
样品，开展各种观测，解读江源奥秘。

长江源区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响应
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全球气候变暖
将对江源生态环境产生哪些影响？此
次科考聚焦冰川、河湖和湿地，对长江
源区水环境、水生态等进行“体检”，摸
清江源生态本底，找寻江源变化规律，
为长江大保护提供更多科学支撑。

冰川考察：解析全球变暖
背景下的江源冰川变化

从海拔超过4700米的格拉丹东雪
山脚下，科考队员董士琦、范越和队友
们一起背着 30多公斤的雷达设备，向
主峰冰川进发。他们依靠冰爪和绳索
辅助，登上海拔超过5400米的冰川后，
铺设测量线，每半米记录一次雷达信
号，依据雷达数据探测冰川厚度。

2023年江源综合科考由水利部长
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牵头组织，联
合多家单位对长江源区水资源、水生态
环境开展考察。从2012年开始每年一
次的江源综合科考，是对长江源区开展
次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科研活动之一。

有“固态水库”之称的冰川，是全球
重要的淡水储备资源，也是气候变化的
敏感指示器。

“这是我们第二次登上格拉丹东雪
山主峰冰川，在去年测量的区域开展了
4条测量线的雷达探测。”董士琦说，去
年测量区域冰川平均厚度约 12米，此
次探测结果可用来比较冰川的厚薄变
化，为计算冰储量积累数据。

长江科学院总工程师徐平介绍，今
年用雷达探测格拉丹东雪山主峰冰川和
长江源区的另一座冰川冬克玛底冰川，
掌握探测位置的冰川厚度，结合前期积
累数据，将更精准地测算探测区域内冰
储量，研究气候变化对冰川的影响。

研究显示，全球山地冰川整体处于
退缩状态。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有将
近 6000条小冰川消失，大多数冰川在
萎缩。长江源区冰川普遍处于末端退
缩、面积减小和厚度减薄状态。

近年来，长江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联合对冬克玛
底冰川展开“空—天—地”立体观测。据
介绍，冬克玛底冰川近年来持续消融，
2009年退缩分解为大、小冬克玛底两条
冰川后，目前冰川前沿冰舌仍在退缩。

专家指出，全球气候变暖，是长江源
区冰川退缩的主要原因。监测显示，长
江源区近20年来升温速率明显加快，过
去10多年来的年平均气温比此前40多
年的平均气温上升了1.4摄氏度。

“受全球升温影响，冰川消融退缩加
剧，易引发季节性洪水、冰崩等灾害。同
时，当冰川消融达到拐点，对江河径流补
给功能减弱乃至丧失，也会诱发一系列
生态问题。”科考队员、长江科学院水资源
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洪晓峰说，对冰川变
化的观测和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目前，长江源区冰川观测等科考项
目人工观测与自动监测相结合，参与自动
监测的科研单位逐渐增多，监测内容日益
丰富，将为长江源区生态变化研究和保护
管理提供更多基础数据及科学对策。

河湖观测：揭示水生态
环境与江河径流变化

今年科考中，来自长江科学院水环
境研究所的科考队员刘晗，先后采集到
裸腹叶须鱼、小头裸裂尻鱼等江源鱼种
样本。近年来，他和同事多次在长江南
源当曲发现斯氏高原鳅，被证实为长江
南源的“第六种鱼类”，使南源已知鱼类
种类由5种增至6种。

长江科学院长江源关键鱼类栖息地
研究创新团队负责人李伟介绍，长江南
源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高寒缺氧，监
测到新的土著鱼类说明长江源水生态系
统持续向好，鱼类多样性仍有可能增加。

鱼类是长江源生态中的指示性物
种，鱼类完整性指数较高，显示长江源
水生态系统比较健康。青海省生态部
门数据显示，长江干流青海境内水质多
年保持在Ⅰ类至Ⅱ类的优良状况。

水质保持优良，长江源区河流的径
流也在明显增加。

来自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的科
考队员徐志成和杨绪海，每到一个采样
点就采集河道床沙和悬沙样品，测量河

宽、水深、比降、流速，对比此前科考观
测数据，分析长江源区河道水沙输移特
性和河床演变情况。

位于青海省称多县歇武镇的直门
达水文站，扼守着长江源头干流通天河
出口，测报长江流域面积约 13.77万平
方公里，水文数据被视为长江源区整体
水文情况的代表。

来自直门达水文站的科考队员云
金召介绍，监测数据显示，长江上游干
流通天河在直门达河段过去近10年的
年平均径流量为167亿立方米、年输沙
量 为 1200 万 吨 ，分 别 比 1967 年 至
2000 年 的 多 年 平 均 值 高 出 24.6%、
20%，这意味着长江源区河流整体径流
量和含沙量呈现明显增加态势。

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副所长周
银军表示，近年来，受气候变暖驱动径
流量和输沙量显著增加的影响，长江源
区辫状河流的横向扩张持续增强，水流
路径更加自由散乱，局部河岸冲刷后
退、河道过流面积有所加大。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长江源区湖
泊面积也在增加。以雀莫错为例，这个
距格拉丹东雪山前沿约26公里处的湖
泊，2000 年时面积不足 80平方公里，
目前总面积已达100平方公里左右，面
积年均增长接近1%。

专家指出，河流径流量和湖泊面积
增加，水质保持优良，有利于提升长江
源区水生态的调蓄能力，更好地保护生
物多样性，但同时存在一些隐患，需要
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周银军表示，辫状河流的强烈冲刷，
加上湖泊面积扩大，将给河湖附近公路、
桥梁、输油和通信管线等基础设施安全
造成一定威胁，需要在长江源区基础设
施建设和运维中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湿地研究：提升高原高寒
湿地科学认知

平均海拔4600米左右的当曲查旦
湿地，是长江源区面积最大的湿地。

在查旦湿地，来自长江科学院空间
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的科考队员张双
印和队友合作，用绳子圈出一个1平方
米的正方形草地样方，采集样方内的植
被样品；将圆柱形环刀钉入地下，采集

土壤样品。这些植被、土壤样品将被送
回实验室，统一分析碳含量。

“我们在查旦湿地采集了100多份
样品，覆盖‘水—土—植被—底泥’四类
碳储存载体。”张双印说，后续将结合遥
感影像和原位监测，建立科学模型得出
查旦湿地碳储量估算结果，为摸清长江
源碳储“家底”探路。

高原湿地是多种珍稀动物栖息地和
植物生长区，具有生态蓄水、水源补给、气
候调节、固碳增汇等生态功能，对维护青藏
高原生态平衡、净化江源水质有重要作用。

刘晗表示，以湿地为主要形态的当
曲流域，是长江源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区域。近年来，他在长江源区监测到
的浮游生物密度、生物量、多样性指数以
及采集鱼类的丰度，当曲都是最高的。

“分析气候变化条件下湿地生态功能
响应，可以更好地提升对高海拔高寒湿地的
科学认知。”徐平说，加强湿地监测和科学研
究，对长江源区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以及湿
地资源管理与合理利用有重要参考价值。

全球气候变暖同样对长江源区湿
地带来一系列影响。科考途中，经常可
看到高寒湿地中出现高低起伏、半圆状
的冻胀丘，周边常有滑塌现象，不少低
洼处还出现大小不一的土坑、水坑。

“这是典型的冻融循环变化与冻土
消融带来的局地微地貌改变。”来自长
江科学院的科考队员任斐鹏说，气温升
高导致长江源区冻土活跃层深度和范
围发生明显变化，不少永久冻土转变成
季节性冻土，也有不少冻土发生消融，
引发热融滑塌等新的土壤侵蚀现象，同
时冻土消融也会直接造成湿地植被退
化和水源涵养能力下降。

研究发现，近 40年来长江源区沼
泽湿地面积也呈现减少趋势，主要是增
温背景下多年冻土退化导致土壤水分
逐渐散失、蒸发增强所致。

冰川退缩、冻土消融、径流增加、湖泊
扩张，长江源区发生的这些变化，已成为
江源科考的长期关注焦点和研究重点。

“今年是江源科考常态化开展的第12
个年头，我们围绕长江源区水土、泥沙、冰
川、生态等领域，采集到了大量珍贵样品和
数据。”徐平说，我们将对这些样品和数据展
开分析，加强全球气候变化下的长江源区
水环境、水生态变化规律研究，为长江大保
护提供更多的本体数据和科技支撑。

（记者 刘诗平 李鹏翔 李劲
峰 陈杰）

（新华社西宁8月15日电）

冰 川·河 湖·湿 地
——江源科考探究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长江源区生态环境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