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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生物多样性】


　　天山网-新疆日报记者 曹华


　　高山之上，“雪山隐士”雪豹的身影被红外相机看得一清二楚；飞跃千里，候鸟迁徙路线被卫星清晰记录；灌木林中，AI面部识别能精准分辨河狸……


　　近年来，新疆加大数字科技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中的应用创新，运用卫星跟踪、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视频监控、遥感、野外巡护APP等现代信息技术，逐步构建野生动植物智慧保护体系，以科技之力守护野生动植物多样之美。


　　红外相机让野生动物频“露脸”


　　雪豹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生活在高海拔山区，而且行踪诡秘，被称为“雪山隐士”。但近年来，一向以神秘示人的雪豹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由“隐士”变为了“常客”。


　　今年4月，一段拍摄于新疆天山天池景区大东沟片区的雪豹“刨坑”视频引起广泛关注。画面中，几只雪豹来到一处坡顶，在找到合适地点后，用后腿来回蹬了几下，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刨坑”是雪豹标记领地的行为，通过视频，人们看到了雪豹不为人知的一面。


　　无独有偶，4月8日，新疆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富蕴分局在收回冬季架设的红外相机时发现，相机清晰记录了雪豹等多种国家保护动物的影像，这也是该区域连续2年捕捉到雪豹的影像资料。通过拍摄动物数量对比，可以观察到野生动物在逐年增加，林区有效管护为野生动物撑起“保护伞”。


　　“人们能通过视频、图片看到雪豹等野生动物身影，是因为红外相机在野生动物监测上的广泛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马鸣说，红外相机具有自动拍摄、不干扰野生动物的优点，目前已成为监测研究野生动物的重要手段。


　　马鸣是我国首个使用红外相机拍摄到雪豹在自然环境下影像的学者，2005年，马鸣在天山托木尔峰拍摄到32张清晰雪豹照片。“那时的红外相机价格昂贵，存储容量小，不像现在价格便宜，而且更轻、更智能化，能够大规模布设。”马鸣说。


　　如今，红外相机成为监测新疆野生动物的标配，广泛用于对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活动范围和行为模式研究，为科学制定保护策略提供了支撑。


　　卫星无人机提升生态感知能力


　　不仅地面有科技手段，连天上的卫星、空中的无人机也成为新疆智慧野生动植物保护体系的一部分。


　　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栖息着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骆驼，近年来，保护区积极开展科研监测建设，建立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在天上，通过卫星定位，对26峰安装卫星跟踪项圈的野骆驼进行追踪，掌握野骆驼的活动范围和迁徙习性。在空中，通过无人机巡护，提升巡护效率，能够及时发现各类违法犯罪行为，遏制对野骆驼及其栖息地环境扰动。目前，保护区已实现了对野骆驼全方位、全过程监测追踪，包括野骆驼的生长、繁殖、迁徙等情况都能掌握。


　　记录鸟的换羽状况、年龄和性别、脂肪度，为它们佩戴卫星跟踪器……在我国重要的野生鸟类栖息地博斯腾湖，来自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专家通过为鸟安装卫星定位装置，更好地了解和研究候鸟迁徙、分布、季节运动、种群结构等情况。卫星定位装置可以向后台持续定期发送位置信息，从而清晰展示候鸟迁徙路线图，为研究候鸟的迁徙路线、停歇地点、迁徙时间提供科学数据分析。


　　在卡拉麦里的广袤荒原上，普氏野马跑到哪里，就会在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出来。设在保护区深处的无人值守无人机接收到指挥中心指令后，能够自主升空巡航，实现对保护区更大范围野生动物追踪、火情监测、应急处置，提升了保护区空中生态感知能力。


　　“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管理平台，更好地实现‘看得到动物，管得住人’，使野生动物数量趋于稳定、稳步增长，植被覆盖度进一步提升。”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马伟说。


　　让人与自然互动可视、可感


　　新疆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野生脊椎动物700余种，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达178种。近年来，新疆加快野生动植物智慧保护体系建设，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新疆移动公司先后签署了《“十四五+智慧林草”战略合作协议》和《“数字林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快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在国土绿化、林果业提质增效、森林草原防火监测、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等重点领域的应用，生态感知能力不断提升。


　　今年3月3日是第11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全球主题是“连接人类与地球：探索野生动植物保护中的数字创新”，我国主题为“构建野生动植物智慧保护体系”。在当天举行的新疆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活动上，新疆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在野生动植物工作实践中的数字创新经验。


　　智能笼舍、野生动物知识库、卫星定位追踪鸟类迁徙、图像识别野生动物……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维康在《数字科技促进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讲解中，展示了形式多样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数字创新应用场景。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新疆野生动植物日常巡护及监测保护的效率，还拉近了公众与野生动植物的距离，推进新疆林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在无人机森林防火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将进一步拓展到对野生动植物的监测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林草行业客户经理罗志坚说，公司将加快技术迭代，不断提升无人机热成像清晰度和AI算法的精准度，让无人机在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推广。


　　随着新疆构建智慧野生动植物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新疆生态保护正在向无人机、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转变，让人与自然的互动变得可视、可感，更好守护绿水青山。
 【编辑:付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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