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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很荣幸能够借助国家地理大讲台这个平台，与大家对保护区

的相关工作，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下面我带大家走进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

保护暖温带、华北石质山地、次生落叶阔叶林系统的为主的保护区，位于门头沟区清水镇，

是 2008年新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北京市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总面积 2.17 万公顷，海拔 1991 米，为北京市最高峰；保护区内动植物资源丰

富，素来有“华北天然动植物园”之称，是北京市重要的西部生态屏障。百花山保护区的

前身是百花山林场，百花山林场成立于 1962 年，是北京市市林业局下属的林场，上世纪

80 年代百花山林场，由市属林场转为门头沟区林业局下属林场。1985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批

建成立了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为省市级自然保护区，2008 年 1 月由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2010 年正式组建了百花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管理处下设百花山管理站、

江水河管理站和保护区珍稀动物救助站，为门头沟区直属的差额事业单位。 

自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紧抓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保护区是新成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所以说近几年来

保护区开展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就是我们新建的一座集科研、办公、住宿为一体的

一个综合业务用房，完善了多项旅游服务设施，包括改造景区大门，维护上山路和山顶路

占道，新建售票处、检票处、客运站休息室、厕所等；提高了保护区的旅游服务水平。 

三是对保护区的周边进行一个生态环境的修复，来推动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也建立了一个保护区的宣教基地，这个宣教基地不仅是展示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一个

窗口，同时也为科研工作者、学生大众提供了一个宣教的平台，建立了一座污水处理场，

提高节能减排的能力，也完善了各项管护措施，建立了保护区的保护点、检查站、保护区

界碑、界牌，新建巡护道路等，这些工作也完善了保护区的管理和保护网络；同时也加强

了一些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这些工作的开展，为自然保护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

基础，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古老又充满生机的百花山。 

百花山诞生于古老的中生代，落户太行山北段，沉积岩、变质岩等地质构造，孕育着

今天百花山自然保护区内的山山水水，生出如诗如画般的俊秀和灵气，境内常年云雾缭绕，

气象万千，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是北京的重要水源涵养之地，也是著名的永定河

流域清水河的源头，保护区常年雨量充足，水资源丰富，自海拔 600—2200 米均有清泉分

布。青山、碧水、蓝天，孕育着这里的生物物种多样性，华北天然动植物园的桂冠名副其

实。 

保护区是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80%，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绿色世界，

有着明显的层次带谱。从 800 米向上依次分布，中下部为落叶阔叶林和灌木林，中部为山

杨、白桦、黄栗、辽东栗、蒙古栗等大片成熟的森林，在山中上部为次生桦木矮林带，山

顶的顶部有着亚高山的灌丛带，到 2000 米以上就为亚高山草甸，每当春风吹来之时，百鸟

争鸣引得百花盛开，壮观的草甸宽广而美丽，它是百花山的象征。 

百花山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共计有高等植物 140棵 485属 1100种，分别占北京市植

物总棵数的 69%，总属数的 51%，总种数的 49%；其中有 5 种特有植物，因为这些特有植物

对生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而百花山的自然条件恰巧能满足这些生物的生存要求，它们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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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花山上逐渐地繁衍扩大，最终成为百花山的特有植物。 

来我们看一下图上的特有植物，它们是百花山鹅观草、百花山花楸、百花山柴胡、百

花山毛苔草和百花山葡萄；这五种植物中，有一种植物最为特殊，那就是百花山葡萄！大

家可以看一下百花山葡萄的图片，普通的葡萄它的叶子、形状是和鸟指相似的，分裂较少。

但是百花山葡萄一个叶柄上有五六个分裂叶片，而且每个叶片又各有分裂，是非常罕见的。 

根据 2011 年的北京最大规模的植物种植资源调查显示，北京目前野外仅存一株百花山

葡萄，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大家可以看，目前的保护区管理处也启动了相关的保护项目

与高校合作繁育百花山葡萄幼苗，完成百花山的野外回归，实现百花山葡萄种群，在百花

山的逐渐扩大和繁衍，这最后一枝百花山葡萄也在告诫我们，当我们处于大自然之中，请

爱护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每一株植物，让它们在阳光下自由的生长，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说到濒危植物，不得不说的还有百花山兰科植物，百花山共计有兰科植物 11 种，均被

列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公约中。现在我们看一下百花山的兰科植物，它们是凹

舌兰、珊瑚兰、紫斑杓兰和沼兰，现在凹舌兰和沼兰的花瓣的形状特别像一个狭长的披针，

是比较细长的。大花杓兰、小花火烧兰、裂唇虎舌兰和首参，首参在民间应用得比较多，

它是蒙药的一种。尖唇鸟巢兰整个形状像模仿干枯的树枝，鸟巢兰、二叶兜被兰、兽草

（音），这个兽草它分布得比较广。二叶舌春兰这株植物它是集观赏和药物于一身，是在百

花山的林海中很难得的一种珍宝。这十七种植物中，紫斑杓兰和大花杓兰均被列为北京市

一级保护植物，其他的植物属种兰科植物被列为北京市二级保护植物。以大花杓兰为例，

由于兰科植物的形态高度特化，常常需要特殊的访花昆虫和特殊的生境条件，才能够正常

生殖繁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花杓兰的结实率和成活率；另一方面，大花杓兰属

喜高山的凉生性植物，随着气候变暖，和山上适宜生境的减少，对旅游踩踏方面等环境的

压力，承受力也很低，所以大花杓兰艳丽硕大的花朵经常被游客顺手摘走，这也就限制了

大花杓兰在百花山上的种群发展。 

当您来到百花山，偶遇这些美丽的兰科植物时，请在一旁静静地观赏它们，不要采摘

它们，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不仅需要保护区工作者，也需要我们大众的参与，与我们一起

去保护生态环境！让这份美丽可以驻足自然！ 

前面讲了保护区几类濒危和特有植物后，百花山的野生植物资源中还有一类山茶资源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像金莲花、黄芪茶、金银花、山玫瑰等皆可为茶。 

所谓“高山出好茶”，尤其是金莲花，据《北京植物志》记载，具有清热解毒、去淤

消毒的功效。相传清朝第六位皇帝曾经来到百花山，见到百花山上草甸广阔、百花盛开，

便把一种金黄色的大花命名为金莲花。因为金莲花生长在高寒之地，固有一篇《金莲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首诗。这样美丽且可作为茶饮的植物也会成为游客采摘的目标，但是在

保护区内山茶资源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作为观赏，所以还请大家手下留情。 

之前讲的植物不让大众采摘，是为了保护保护区的野生资源，现在我们要说的这些植

物，不让您采摘就是保护自己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铃兰、乌头、小顶冰花、北重楼，这四种植物都是有剧毒的植物。你

看铃兰花，它的花瓣像小钟似的，非常漂亮，但是它的各个部位都是有毒的，特别是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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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你泡过这个花的水都有可能会有毒。再看这个乌头，乌头是中医常用的一种药材，因

为它的毒性特别大，是需要进行泡之后才能用的。它食用很少量便可引起中毒。小顶冰花

也是全株都有毒，以鳞茎的毒性最大，食用四颗以上就有可能死亡。再就是北重楼，误食

以后会使人有一种想要呕吐的症状，它也是可以作为蛇药。在百花山，如果大家在游览的

时候碰到，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巡护的过程中有被蛇咬的，附近正好有这个北重

楼，也是一个应急的办法，因为它可以解蛇毒。还有一种是蜇人的实物蝎子草，它的茎和

叶上长满了尖锐的蜇毛，人的皮肤接触到它便会产生刺痛的感觉。 

植物产生毒素或者长出蜇毛，是它们在生存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得

以防御外界的伤害。所以有的时候，采摘野生植物也是要付出不小的代价的。 

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构成了百花山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也奠定了

优越的物质基础。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也不断增加，据考察，保护区有陆生脊椎动物20

目47科169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褐马鸡、金钱豹、黑獾、金雕，还有就是二级保

护动物包括勺鸡、狍等10种。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野生资源，百花山也积极加强了创新与日常巡护相结合，多措并

举全面开展了监测保护工作。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利用红外相机对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日

常行为进行监测。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布置红外相机。野外放置的红外相机主要布置

的区域在动物常出没的一些地点，甚至涵盖了森林、沟谷、水塘边、林园、山梁上、道路

旁、悬崖边等地点。说到布置红外相机我们工作人员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小麻烦。下面我就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张图片。 

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是在野外巡护的时候将红外相机绑在了猪窝附近，监测周期时间到

了以后，去取红外相机的时候发现红外相机没有了，就剩了一个绑带，还有一些碎片。当

时因为我们布置红外相机的这个位置是禁止游客进入的地点，几乎是没有人为活动的。所

以当时也推测，因为是在猪窝附近，是不是被野猪吃掉了或者是损坏了，可是后来才发现，

在10米外的另外一个相机的旁边发现了我们丢失的红外相机。我们通过红外相机的拍摄，

有这么一个过程，发现一只野猪它将丢失的红外相机叼到了另外一个红外相机的面前。距

离还比较远，大概有10米左右。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在想，动物对新鲜事物也是蛮好奇

的，而且看来它是不是发现红外相机在偷拍它，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反抗的行为，把红外相

机都弄到一起摆了一下。而且还有点特殊星座的感觉，还有点强迫症，把这个整齐地摆了

一下。所以说动物的心思也很难猜的。 

这种小插曲毕竟比较偶然，更多情况我们是利用红外相机成功地监测到一些野生动物

的种群活动，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百花山上的岩松鼠，我们在冬夏两个季节都拍到了岩

松鼠外出觅食，它是百花山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小动物。大家在百花山游览的时候，偶尔也

会在树上或者丛林中看到这个小动物，种群非常多。 

这个是小花鼠，看到了吗，特别小，比岩松鼠小一些，在百花山上也是非常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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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出来这个是什么动物吗？这是一只獾。它在我们放置的红外相机面前进行一个泥

沙浴，在洗澡，然后很满意地走掉了。在跟这个视频相距一个小时的凌晨，就是说同一个

地点，过了一个小时天亮了，一只黄腹山雀过来了，它们在觅食。这只鸟的俗名叫采花鸟，

也是一种稀有鸟类。 

我们再看。这个是我们拍摄到的一个比较珍贵的视频，这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勺鸡。

它正在整理自己的羽毛，勺鸡呢，我们曾经在保护区的生活区、山梁上还有草甸的农园都

曾经发现过，可以说它在保护区的分布比较均匀，在多种生境都曾经出现过，只有冬季的

时候向海拔比较低的地区迁徙。 

这是百花山上主要的一个食肉动物，它是豹猫。它一般喜欢独处，我们在监测视频也

很少拍到过成对或者成群出现。 

有见过这个动物的吗？狍子。正在刨坑呢，这种狍子在保护区种群也很多。它是很单

纯的一个动物，警惕性非常小，所以很好抓。有的时候你去抓它，它把头放在雪地里，它

以为你看不见它了。这时候你抓是最好的时候，但是大家不要去抓它。 

这个呢，这个见过吗？野猪。猪妈妈领着小猪在觅食，而且它还挺调皮，闻了闻我们

的红外相机。野猪的繁殖很快，在保护区它的种群数量非常庞大，刚才它还破坏了我们的

红外相机，对不对。我们这些监测除了拍摄到一些种群活动以外，还拍摄到一些动物的幼

体活动状况。 

这个是狍子，右边这个是它的幼体，它是一个小动物。左边这个是成群的野猪，大小

野猪在活动。这个是獾，右边是野猪。还有就是也拍到了小野猪、小野鸡的活动，应该说

这些反映出保护区这些动物种群的更新是很良好的。值得关注的是，在我们这几年的监测

保护当中我们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褐马鸡的珍贵视频。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物种，

实际上褐马鸡的珍贵程度是可以和熊猫相媲美的，它被誉为“东方宝石”。许多动物学家

都建议，应该把褐马鸡定为中国国鸟，百花山呢是褐马鸡在世界上分布的最东端和最北端。

大家看看，褐马鸡漂亮吗？它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耳部有两个雪白的耳羽，好似长角。另

外一个呢，就是它尾羽上翘后披散地垂下，如同马尾，很漂亮。 

在1989年的时候，我们的护林员和科研人员在灵山附近，灵山附近的椴木沟内，发现

了褐马鸡的种群活动，然后之后呢在’92年、’98年、2003年，也都相继在小龙门、百花

山、龙门涧等林区发现了褐马鸡它的种群活动踪迹，但是它一直没有留下影像资料。 

2012年保护区实施了监测项目，第一次拍到了褐马鸡在保护区活动的影像资料，大家

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些拍摄的资料也为专家的推测提供了数据支撑，因为这几年都陆

续有人目击到褐马鸡的行为，专家也曾经推测过，褐马鸡的种群呢在百花山至少有1000只

左右，所以我们拍摄的视频也为专家的推测提供了数据支撑。 

我们在近几年的工作当中，就是在不同的位置，冬夏不同季节也都监测到了褐马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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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活动，其中最多的一次也曾经拍摄到20多只褐马鸡的一个种群活动。这是在另外一个

位置发现的褐马鸡的活动。我们看到这些小动物好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觅食。 

根据发现褐马鸡痕迹、褐马鸡幼体活动，还有我们监测数据的显示，可以推算目前褐

马鸡在保护区域的监测和保护下种群也在逐渐地扩大。这是夏季拍摄到的。大家看到的这

些红外的视频使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对我们保护区内的动物、动物数量的种类在各山径的分

布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对重点保护动物的数量分布和生存状况也有了一个掌握，但

红外相机的数据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统计和分析处理，制定出一套比较科学的保护方案。 

除了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褐马鸡的种群活动，我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护当中呢

还用数码设备拍到了褐马鸡与其他种群活动的视频。 

工作人员在巡护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褐马鸡的脚印，还有它比较新鲜的粪便，就推测出

这附近可能会有褐马鸡出现，于是就隐蔽在了距离褐马鸡位置大概30米左右的位置，拍摄

了这段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褐马鸡也是在觅食，这个时间是冬末初春的时候，阳光比较好，它们在

阳光下比较悠哉地晒着太阳觅着食。 

大概有一分钟左右吧。好景不长，一会儿就有一只不速之客闯了进来，大家能猜到是

什么动物吗？刚才我讲到了。太聪明了，大家期待一下野猪的出场。 

看，来了。很大吧。它一闯进来，就占领了褐马鸡的地盘。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

没有办法的，也是要让开的，它们依次向旁边的山沟转移了，去寻找新的食物。百花山的

野猪就是这么霸道，它们一定不知道褐马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百花山的野猪也还一度撞坏了我们巡护人员保护点的大门，还损坏了我们的相机。它

在刚才褐马鸡觅食的地方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收获。 

最后好像是在等它的小伙伴，它们聚齐了以后也转移了。我们去年在这个地方的同一

个位置也发现了小野猪的种群活动。想发现野猪只要去比较密集的森林里边都容易发现，

但是这是不允许有游客进入的。 

大家看百花山的自然环境、百花山的生态环境就是这么神奇。它安住着如此多的可爱

的小动物，然后它们在它们的世界里不期而遇。也为了加大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一个保护力

度，2013年保护区成立了一个监控指挥中心，在百花草甸呢视野较开阔的高点架设这种监

测设备，对整个保护区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目前我们的监控的覆盖面积大概在保护区的

50%左右，它主要用于森林防火监测、游客活动的监测和野生动物资源生态的一个监测。 

知道这是哪儿吗，同志们？有去过灵山的吗？这个就是灵山的缆车。我们通过我们的

监测设备，我们监测设备在哪，是在我们百花草甸的一个制高点上，通过这个设备可以观

察到25公里以外的灵山的缆车的一个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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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监测设备它可以利用可见光和红外波段对保护区进行一个全天候、全方位的一个

高精度的实时监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重点的监测区域，它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轮

巡，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有隐患的地方呢，产生一个报警机制，给我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一个信号。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重点卫星地点，然后呢它对这个地点，我们的这段设置

的距离，进行一个宏观的监控。 

应该说呢，白天百花草甸的游人非常多，大家嬉戏欢乐，这里就是我们放松身心、接

近大自然的最佳场所，通过我们的监测设备，就是比较高的远程的监测设备，我们也拍摄

到了百花草甸在夜晚所呈现的另外一种场景，大家看一下。 

好像又是野猪！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类的喧嚣渐渐从百花山草甸退去，这里便开

启了另一个欢乐的模式，成为了野生动物们交流和玩耍的乐园。这两只狍子在嬉戏呢，跑

得很快吧。 

一会儿还有一只动物，可能还要出现，跟它们会个面，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吗？果然是

它，又来了,通过这个视频,也充分显示了我们草甸的动物们共存的一个和谐的画面。漂亮

吗？这个也是通过我们的远程监控拍到的一个百花山的月亮，这是我们工作人员就是在进

行轮巡之后的，一个时间点上拍摄到的百花山月亮的一个图片，大家看看。哪个是月亮，

这个，我们在这个屏幕上看到的这个亮点，圆圆的这个亮点，当找准这个位置拉近的时候

呢，月亮也就变得渐渐地清晰起来。看到了吗，这个月亮在动，看见环形山了吗？还有陨

石坑，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有没有摄影爱好者和天文爱好者，可以来百花山工作。 

其实这也反映出来一个现象，就是百花山它的那个周边的环境非常好，能见度也很高，

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不是在，可能如果说是在另外一个生态环境下，生态圈下，可能不一

定能看得这么清楚。它的 PM2.5 值是全北京市唯一达标的一个地方。再看会儿吗？这套监

控设备不仅仅是用来看月亮，最主要还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巡护工作。对于野生资源、动物

植物资源的保护，我们在开展监测同时呢，保护区域也坚持日常巡护工作。保护区的一线

工作者，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会进行巡护。利用巡护路线，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巡护，

记录野生动植物的情况和人类的活动情况，确保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安全和旅游安全。 

在巡护人员开展常规巡护的同时，将机防与人防相结合。如果监控指挥中心的工作人

员通过检测设备发现了突发情况，或者游人的不当行为时，可就近通知巡护人员到现场进

行联络管理，提高保护区的一个应急反应能力。这个就是我们的巡护人员在接到监控指挥

中心的通知以后，去制止游客在草地游玩的一些不文明行为，他们带着红袖标会规范一下

这些游人的不太合适的行为。因为我们百花草甸的花草资源是非常珍惜的，它的生境环境

也需要我们的保护，你看有的游人他就下到了草丛当中，这是非常破坏生态环境的。 

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危险程度的，因为在草丛当中，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会

有野猪对不对，还有一种动物非常可怕，那就是蛇，哪怕是那腹蛇，也是有剧毒的。如果

大家不怕蛇，喜欢蛇，那也不要碰它，有一个观蛇的地点是非常经典的，就是在我们生活

区附近的贵宾楼，周边的那个——这叫石挡墙——旁边，它常年有一只腹蛇在那里晒太阳，

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它就在旁边的树枝上挂着，它与人无害，这已经是它养老的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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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就选择在这里了。所以说如果大家特别喜欢小动物，也最好是远观一下，也不要去

跟它们有过多过近的沟通。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保护区科学有效的管护相结合，百花山的自然景观和生物资

源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随着城市的发展，在高楼林立和喧嚣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人们对

于回归大自然的需求日益强烈，百花山因其所拥有的丰富的生物资源和自然景观，还有便

利的地理位置条件，成为了北京周边地区人们生态旅游的首选之地。 

那么下面就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百花山美丽的自然风光。 

幻灯片（00：36：59）—（00：41：25） 

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非常美丽的自然资源呢，同时我们保护区也借助了非常丰富的生态

资源，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生态教育活动。这是我们的标本馆，植物资源、植物标本和鸟类

的标本有很多，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的一个标本。这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大

讲堂，有来到百花山的游客，也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标本馆。 

也编写了百花山的相关书籍，包括百花山、百花山植物、百花山诗文、百花山概况，

也挖掘了保护区的一些人文资源。再就是我们也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进一步提升了科研

宣教的水平，这是一个市级校外人才培训基地的一个揭牌活动。我们也成为多所高校的一

个实习基地。兰科植物的一个调查，还有露叶松扩繁的一个项目，都是在百花山展开的，

而且都有了一定的成果。这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在实习。再来看一个视频。 

    （视频 00：43：04—00：45：05） 

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区工作的一些小故事，还有一些自然资源。您是不

是也想亲自到百花山来看一看呢，来感受一下百花山独有的不同于都市的一个生态圈，来

看看这里可爱的小动物和比较奇妙的植物呢？现在百花山还属于冬季防火的封山阶段，您

还需要再等一个星期，五一过后，百花山就要对大众进行开放了。 

来保护区，我给大家一些建议。七八月份是浏览百花山的最佳时间，大家可以选择乘

坐公交或者自驾来到百花山，当然了大家要注意自身安全，避免进入草丛。非开放区域，

在非开放的区域浏览，不要在保护区露营。同时也要保护好保护区的环境和资源，不要进

行野外用火等活动。同时山区的气象变化很大，经常刚还是晴天，一会一片云就飘过来下

起雨了。出游前还请密切关注着天气情况，选择合适的服装，您也可以在出游前向保护区

进行咨询。我们的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有些匆忙还请大家见谅。希望呢，非常欢迎大家来百花山玩，

美丽的百花山也期待着您的到来，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