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生态生态2021年 10月 12日 星期二

“像石斛、重楼这样的名贵中药材还

好认些，比较冷门的黄精很多人都不认

识。”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普洱支队队员

郭元丰说，难以识别，给草本植物的保护

带来了挑战。

随着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正式公布，在云南，就地保护、人

工繁育等一系列保护措施持续推进，一些

珍稀濒危草本植物有望得到更多呵护。

“杂草”可能恰是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

郭元丰长期在森林保护一线工作。

他告诉记者，当前野生草本植物保护形势

较为严峻，“公众的相关保护意识比较薄

弱，一些商业价值较高的野生草本植物像

石斛、重楼等，都是被采集的主要对象，过

度采挖对野生植物资源影响很大。”

“有时如果不注意，可能会在不经意

间伤害珍稀濒危植物。”长期致力于兰科植

物保护利用研究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研究员张石宝表示，“有时‘杂草’可能

恰是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特别需要警惕的

是商业介入导致的过度采挖。”他说，由于

大多数兰科植物观赏价值较高，部分还可

做药用，加之此前兰科植物未进入《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有的村民擅自将兜

兰、独蒜兰等采挖回家种植、售卖；有的厂

商定点收购甚至组织村民采挖，严重破坏

了这些植物的野生种群。

根据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兜兰属除了硬叶兜兰、带叶

兜兰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其余 30
多种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石斛

属中除了曲茎石斛、霍山石斛被列为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其余均为国家二

级保护野生植物。

认识植物是保护植物
的前提

张石宝告诉记者，他的团队已连续多

年未在野外观察到野生铁皮石斛。此次纳

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重楼属

植物，曾遍布一些山区群众的房前屋后，但

由于过度采挖，很多已经只残存于深山老

林。“好在草本植物繁殖能力相对较强，随

着保护力度加大，有些保护区边缘已经长

出了新的重楼幼苗。”张石宝说。

“除了生态价值，草本植物的经济潜

力巨大，特别是背后蕴含的巨大种质资

源价值，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好草本植物

的栖息环境。”张石宝介绍，野生草本植

物蕴藏的种质资源，保护了上百万年才

演化来的重要遗传资源，为新品种选育、

老品种改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材料。

201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护种质资

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破坏种

质 资 源 。 不 管 是 为 了 保 护 整 个 生 态 系

统，还是为了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的种质

资源，就地保护都尤为重要。

“认识植物是保护植物的前提。”张

石宝建议，有必要加强自然保护区内珍

稀濒危植物的摸底和相关宣教工作，提

高大家的保护意识。

做好种质资源的收集
保存和人工繁育

保护草本植物既要做好就地保护，

也 要 做 好 种 质 资 源 的 收 集 保 存 和 人 工

繁育。

麻栗坡兜兰由于观赏价值高，受采

挖威胁较大。“生境破坏和人为采挖是导

致野生植物种群减少的主要因素，合理

的人为辅助手段有助于草本植物野生种

群的恢复。”张石宝表示，随着种子无菌

萌发等技术的成熟，可以实现不少草本

植物的规模化繁育，一些人工繁殖的幼

苗可以回归到原生地，恢复野生种群。

由于不少兰科植物本身是小种群散

布，野外种群自然恢复并不容易。

单是收集麻栗坡兜兰的种质资源，

张石宝团队就花了整整 3 年时间。一个

野 外 居 群 往 往 只 有 十 几 株 的 麻 栗 坡 兜

兰，如今张石宝的实验室已经有了上万

株。“人工繁殖栽培是缓解野外种群采

挖压力的重要手段。”张石宝期待，通过

严格的执法和成熟的人工

繁育技术的应用，未来草

本植物的野外采挖

有望得到遏制。

开展就地保护、加强人工繁育，云南——

给草本植物更多呵护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沈靖然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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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种绿孔雀人工种群成功繁育孵化

子一代，滇金丝猴人工种群成功繁殖出

子三代……近年来，云南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成绩背后，是云南科研人员为保护

生物多样性做出的持续努力：建成全球

第 二 大 、亚 洲 最 大 的 野 生 种 质 资 源 库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在

全国率先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体

系研究；组织推进“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

计划”，完成我国近 2/3 本土植物的评估

与野外考察。

摸清家底，为保护提
供科学依据

云南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摸清家

底，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第一步。

翻山越岭、风吹日晒、蚊虫叮咬，这

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

立松的工作常态。40 年来，他的足迹几

乎遍布西南横断山区，采集了近 6 万号标

本，拍摄了超 3 万张图片，只为寻找一种

鲜为人知的物种——地衣。每年花半年

以上时间去野外采集标本，多年持续跟

踪，王立松共发现地衣新种 36 个，完成

DNA 分子材料 8200 多份，摸清了近 2000
种地衣的来龙去脉，为构建我国最大的

地衣生物资源数据库打下基础。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 所 长

孙航介绍，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科学家

就 开 始 对 云 南 植 物 多 样 性 进 行 调 查 研

究，一代代像王立松这样的分类学家踏

遍山山水水，一步步摸清云南生物多样

性的家底，为云南以及国家开展生物多

样性保护、利用、研究和管理，提供了重

要科学依据。

2017 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联合国内外科研团队，发现并命名新

种 长 臂 猿 —— 高 黎 贡 白 眉 长 臂 猿 。 据

《云 南 新 物 种 新 记 录 种 名 录（1992—

2020）》统计，1992 年至 2020 年，云南省

累计发现新种 3718 种，其中新物种 2519
种，新记录种 1199 种。近年来，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联合国内科研机构，发布了地方生物多

样性的家底编目《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

（2016 版）》《云南省生态系统名录（2018
版）》等，为云南省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

地方性法规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守护物种基因库，抢
救性保护濒危物种

摸清家底，是为了更好守护。

今年 8 月 28 日，一头出生仅 6 天的幼

象脐部受伤被母象遗弃，随后人们将其

带回西双版纳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

心。2008 年成立的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

助中心，迄今已成功救助 24 头野生亚洲

象，成功辅助大象繁育出 9 头小象，成活

率 100%。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亚洲象、滇金丝

猴、西黑冠长臂猿等多种珍稀濒危野生

动物种群呈现稳定增长趋势。经过基因

组 鉴 定 的 纯 种 绿 孔 雀 人 工 种 群 初 步 形

成，并成功繁育孵化子一代；滇金丝猴人

工种群成功繁殖出子三代。

2007 年，中国首个野生生物种质资

源 库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 建

成。经过 10 余年建设，中国西南野生生

物种质资源库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亚洲

最大的野生种质资源库。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

保存植物种子 10601 种 85046 份，占我国

种子植物物种数的 36%。

云南在全国率先开展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保护体系研究，调查获得了 80 个植

物物种种群现状的基础数据。2015 年，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在昆明植物

园内开始建设，目前已构建了 44 种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的迁地保护种群，在昆明

植物园早期进行迁地保护的华盖木、显

脉木兰、滇桐等种类已开花结实，标志着

迁地保护取得初步成功。

作为中国植物园联盟的牵头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推进的

“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计划”在全国范围

实施，完成了我国近 2/3 本土植物的评估

与野外考察，对 2620 种受威胁植物采取

了保护措施。

科学开发，推动生物
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

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对 201 科 589 属 1271 种植物进行了

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发表新天然产物

超万个。天麻素、宫血宁、草乌甲素等一

大批从植物中提取成分的药品已成功上

市，实验室已逐步建设成为引领国际植

物化学领域的研究中心之一。

云南特有鱼类多，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杨君兴团队迁地保育云南土著鱼

类活体 102种，突破人工繁殖技术 48种，初

步实现产业化的有 3种。培育的滇池金线

鲃水产新品种“鲃优 1 号”，成为我国第一

个基于国家级保护鱼类创制的新品种。

不只是物种，从基因到生态系统，云

南科研人员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开发了

多类群的 DNA 条形码技术，牵头组织我

国生命条形码计划，使我国成为国际生命

条形码计划的 4个中心节点之一。由中国

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牵头建设的中

国西南—中南半岛东经 101 度森林样带，

已初具规模。这是沿水热环境梯度分布的

连续完整的森林样带，通过观测可以了解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究竟有哪些影响。

科研人员表示：“研究生物多样性，

不仅关系当下，更能借以了解未来。保

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云南云南加大极小种群保护力度加大极小种群保护力度、、积极抢救基因资源积极抢救基因资源

多样生物多样生物 多种保护多种保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帆帆 杨文明杨文明 叶传增叶传增

核心阅读

建成中国西南野生
生物种质资源库，率先
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保护体系研究，守护物
种基因库——近年来，
云南积极开展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日

前，我国发布《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

书，介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理念、

重要举措和进展成效。

我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取 得 哪 些 成 效 ？

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取得哪些进展？下

一步工作如何开展？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

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魏辅文，

以 及 中 国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正 高 级 工 程 师

徐靖。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
得显著成效

记者：我国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时俱进、创新发展，您认为成效主要体现在

哪些方面？

魏辅文：我 国 高 度 重 视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

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创新性地将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相结合，推动落实生态

保护红线制度，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和修复，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体

制机制保障，成效显著。具体来说，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显著增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成为全党

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越来越多的人从生态

利用者转为保护者，当上了野保员、护林员

等。2016 年以来，西藏、青海累计为群众提供

生态岗位 90多万个，农牧民增收近 80亿元。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再上新台阶。目前，我国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

地近万个，约占陆域国土面积 18%，提前实现

《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所确定的 17%的

要求。初步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覆盖了全国

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将各类自然保护

地和大多数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区域纳入其

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1%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系统

实施濒危物种拯救工程，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群得到了恢复与增长。大熊猫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 1114只增加到 1864只；亚洲象野外种群数量从上世纪 80年代的 180头，

增加到目前的 300头左右；藏羚羊由不足 7.5万只增至 30万只以上。

科学实施全球最大的生态修复工程，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我国实施了

天然林保护修复、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工程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以及

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河湖与湿地保护修复等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

工程。2000 年至 2017 年，全球绿化增长面积中 25%来自中国，中国贡献比

例居世界首位。

基础研究水平全面提升，科学支撑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治理。科技部、

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和中科院，启动了多个重大生物多样性调

查、科学考察和科学研究项目，加强了战略生物资源平台及野外研究台站网

络建设，实现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并跑，濒危物种保

护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水平呈现出国际领跑态势。

我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取得积极进展

记者：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我国履约取

得了哪些进展？

徐靖：1992 年 5 月 22 日，《生物多样性公约》文本在肯尼亚内罗毕通过，确

立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公平公正分享遗传资源利用产

生的惠益这三大目标。1992年 6月，我国成为最早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

家之一，此后又批准并加入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名古屋遗传资源

议定书》。我国积极采取行动，扎实履行公约，将公约规定的义务落到实处。

报告国家履约进展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的义务。我国始终严格

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相关议定书义务，按时高质量提交国家报告。

2019 年提交的《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国家报告》，评估了我国

在执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一战略

计划由缔约方大会审议通过，确定了全球在 2020 年需要实现的 20 个生物多

样性目标（即“爱知目标”），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纲领性文件。

第六次国家报告评估结果显示，我国生物多样性履约取得积极进展。

实现并超越了设立陆地自然保护区、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增加生

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等 3 项“爱知目标”，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可持续管

理农林渔业、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等 13 项“爱知目标”取得良好进展。

我国积极组织和参与“2020 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的讨论及磋商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总体形势？

魏辅文：自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短短 200 多年时间里取得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人与自

然的关系陷入危机。目前全球范围内面临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生物多样性丧

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挑战。这些都不断警示人类，必须深刻反思人与自

然的关系，需要“变革性措施”来扭转生物多样性不断恶化的全球挑战。

记者：您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及未来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哪些期待？

魏辅文：《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制定“2020 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未来 10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和路径。

作为大会东道国和候任主席国，我国正积极组织和参与“2020 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讨论及磋商，力争达成平衡体现《生物多样性公约》三

大目标、兼具雄心和务实、照顾发展中国家关切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框架，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新动力。

作为“变革性措施”的推动者，中国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生物多样性保

护，采取有力政策行动，为国际社会应对挑战提供了重要参考。“生态文明”

被写入联合国环境公约缔约方大会的主题，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的高度认同。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及保护生物学研究迈上新台阶，未来我们要以《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为契机，踏上新征程，以科学研究助力

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出更大的贡献。

徐靖：《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制定“2020 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这将是大会的重要成果。我国积极参与制定这一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全球战略文件，通过总结梳理国内履约经验，为未来全球生物多

样性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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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南省丽江市

宁蒗彝族自治县积极推进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不断提

升治理水平，采取多项措施，

认 真 抓 好 高 原 湖 泊 保 护 工

作。目前，泸沽湖水质稳定

保 持 在 国 家 地 表 水Ⅰ类 标

准，为海菜花等水生植物的

生长提供了条件。

图为泸沽湖的海菜花。

陈 畅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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