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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长宁区中山公园有一个与公园
风貌融为一体的站房，这个不时吸
引附近居民和游客驻足的漂亮岗
亭，是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已建成
的第一个观测点，也是国家林业局
生态观测网络100多个观测站中首
个设在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区公园的
观测点。

上海交大方面介绍说，中山公
园观测点已于去年11月开始试运
行，实时监测公园中大气温湿度、负
氧离子浓度、污染物（包括PM2.5浓
度）等环境因子。仪器将实时记录
数据，并进行分析，定期向国家林业
局提交。实时监测数据会在站房电
子屏上滚动显示，告诉居民和游客

公园环境质量。
中山公园是全市第一个24小时

开放的城市公园，试运行期间的数据
显示，公园中的空气质量和负氧离子
浓度要显著优于附近的商业区，说明
公园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优美的景观
和锻炼健身的场所，更是创造了清洁
健康的游憩环境。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
除臭工程通过验收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近日，由
上海建工旗下上海市政总院承担建
设的世界最大规模、国内最高标准的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期（除
臭）工程 EPC 项目顺利通过环保验
收，考核495项指标，关键指标去除
率达到99.9%，标志着这项上海市重
大工程圆满收官。

据介绍，这次工程主要内容包括
全封闭加盖超25万平方米，安装收
集输送风管超78.5公里，高标准除臭
规模达4200万立方米/天，施工作业
面达200公顷，相当于280个足球场
大小。工程负责人告诉记者，工程设
计及施工管理难度极大，环保验收指
标多、标准严、要求高：同时考核臭气
厂界一级标准、收集及去除效率、排
放口八种臭气组分浓度、噪声、废水
等五方面共495项指标，在厂界周边
设置6套在线臭气浓度监控仪表，实
时监控厂界臭气浓度指标，并要求

“以新带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开
创了污水厂除臭严格监测的先河。

工程总建设工期仅6个月，还跨越
春节，遭遇了上海26年来极寒气候以
及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市政总院项目
团队自始至终满腔激情，克服工期紧、
天气恶劣、施工作业广、管理难度大等
一系列困难，管理人员和主要设计人日
夜在工地现场值守，在安全质量可控前
提下全力推进工期，力争把每个技术细
节和工程难点都落实到位。通过严格
的项目管理，工程施工实现了在白龙港
污水厂200公顷工程作业面内的安全
生产和文明施工，确保零事故发生。

国际航行船舶联合
登临检查新模式开启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刘
琛 在洋山港海事局组织召集下，来自
洋山港海事局、洋山海关、洋山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洋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的九名执法人员日前同时登上国际航
行船舶——“美恩马士基”轮实施联合
检查，标志着上海口岸国际航行船舶
联合登临检查模式正式开启。

记者从海事部门获悉，前期上海
口岸四家执法单位建立了沟通联络
机制，对相关工作进行了精心组织和
周密部署，确保了联合登临检查工作
的顺利推进。在当天下午的联合登
临检查过程中，各口岸单位首先对船
舶证书及船员信息进行检查核对，随
后依各自职责对船舶设备、货物、人
员健康情况及免税品等项目开展船
舶现场检查。检查结束后，各口岸单
位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出具了相关文
书，办理了相关手续。本次检查共持
续45分钟，相较于此前约3个小时的
口岸相关检查程序，联合登临检查模
式大幅提升了口岸查验的通关效率。

据介绍，国际航行船舶联合登临
检查是落实“三互”推进大通关建设
的重要举措，是提高船舶出入境查验
效率、便利船舶进出口岸的重要手
段。通过统一时间节点，实施联合检
查，减少了船舶在港期间接受检查的
频次，降低了船员劳动强度，提高了
船舶通关效率和查验效率。

城市“绿肺”值多少“金山银山”？森林生态观测站来测算

上海将建12个森林生态观测站点

中山公园内的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 受访者供图

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但是城市“绿肺”
到底值多少“金山银山”？

“毛估估”肯定不行！青年
报记者昨日了解到，上海交
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和
上海市林业总站正在建设
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国
家定位观测研究站（简称

“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
将对本市典型城市森林进
行长期定位观测。根据规
划，“十三五”期间，本市将
建成拥有12个观测站的上
海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网
络。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据介绍，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
的另外两个观测点分别落址于浦东
外环林带金海段和崇明东平国家森
林公园内，整体布局呈现从“中心城
区”到“城郊接合部”再到“远郊区”
的观测梯度。在这两个站点处，不
仅要像中山公园一样观测气象条件
及大气污染物，还将配备包括综合
观测塔、土壤和植物生长监测系统

等设备，完成对森林水文、土壤、气
象和生物因素等近百项指标的观
测，全方位记录森林的生长情况和
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格局。按照计
划，这两个观测点的建设工作将在
今年内完成。

根据上海市林业局的规划，在
“十三五”期间，依据上海自然地理特
征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城市森林生

态系统的分布、结构、功能和生态系
统服务转化等因素，将在上海全市范
围内再布局9个城市森林观测点，成
为拥有12个观测站的上海森林生态
定位观测网络，实现“多功能组合，多
站点联合，多尺度拟合，多目标融合”
的网络观测和研究目标，在省（直辖
市）域森林生态观测网络建设上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生态站实时的观测数据，在汇总
之后经过处理，即可向市民发布“森
林游憩指数”。不久后，市民或许能
在上海各片城市森林中，发现一块写
有林内环境指标瞬时值的大屏幕，以
此了解是否适合游玩、休闲、锻炼。
而在将来，市民或许通过微信平台就
能了解到实时的“森林游憩指数”，以

便选择去哪个林子游玩。通过长期
定位观测，总结出季节、时段对森林
游憩舒适度的影响，比如居民想知道
周边哪个林子适合锻炼、某个林子什
么时段最适合锻炼等，都可以先看看
游憩指数。

此外，生态站另一大功能，就是
研究城市森林的结构和演替动态，评

估森林系统服务价值，为科学经营、
种植森林提供参考。比如，定位观测
可以了解哪些树种吸附PM2.5的能力
强，哪些植物群落能够创造更多的负
氧离子，以什么密度、高度种植最有
效果，乔木、灌木、阔叶、针叶应如何
配置等等，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
支撑。

上海是我国大陆地区城市化水
平高（88%）和人口密度大（3800 人/
平方公里）的国际化大都市，居民对
城市森林和绿地有着极大的需求。
至2015年底，上海市的森林覆盖率
达到15.03%，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38.5%。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40）》中，提出了森林覆盖
率25%以上，达到“城在林中，林在城
内”的生态宜居城市构想。

在这样的形势下，城市森林生态
站就成为了助力上海宜居城市建设
的“绿色战靴”。通过长期定位观测，
科研人员就可以掌握“城市绿肺”的
生长动态和健康状况。有了这些基
础数据，进一步结合不同树种叶片的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等生
命过程，那么城市森林在固碳释氧、
污染物隔离、空气净化、维护生物多
样性等方面的功能动态价值都将一

一呈现。
用科学的数据来量化价值，把

“上海的绿水青山价值多少金山银
山”这本账核算清楚，为更智慧的
城市决策提供参照的基础。据悉，
由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和上海市林业总站共同开展的新
一轮“上海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评估”已通过专家验收，评估结
果将择日发布。

首个观测站已在中山公园投用

今年内再完成两个观测点建设

观测数据可发布“森林游憩指数”

算清“绿水青山值多少金山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