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有野生高等植物 3.7 万余种，其中裸

子植物约 300 种、被子植物约 3.2 万种。保护

植物资源，要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其

中，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

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7 月 11 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东省广州

市正式揭牌，加上 4 月 18 日在北京正式揭牌的

国家植物园，我国已在一北、一南揭牌运行两

个国家植物园。

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
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

司长周志华表示，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

顺利设立，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

有力举措，开启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

序幕，谱写了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

体系建设新篇章。

“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

世峰说，国家植物园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

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

代表性植物；华南国家植物园则立足华南、面

向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致力于全球热

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

传播。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国家植

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

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

效有机整合而成，收集了“世界温室旗舰植物”

千岁兰、巨魔芋、海椰子以及“植物界活化石”

水杉、春季郁金香等，全年可欣赏 2000 余种热

带和亚热带植物。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介绍，华

南国家植物园保藏了望天树、海南黄花梨等国

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营造了以龙洞琪林

景区为代表的自然园林风格，开拓了以凤

梨园和兰园为代表的新岭南园林特色和

以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栖息地造

园风格。

“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要加强植

物园能力建设，突出五大功能。”周志华

介绍，一是健全迁地保护网络，建立野生

植物迁地保护栽培繁育体系、迁地保护信息

平台和综合保藏体系，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

能力，这是核心功能；二是打造科学研究平台，

开展迁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活动，加强植物保

护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持续推进植物保护专业

人才培养；三是构建科普教育体系，建设科普

教育平台，实施科普教育培训计划；四是提升

园林展示空间，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促进

公众深入了解和支持国家植物园建设；五是推

动植物资源利用，加大引种驯化和新品种开发

力度，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产业服务水平。

做强植物园迁地保护，
丰富植物多样性

周志华介绍，野生植物保护主要包括就地

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

式，目前我国已实现约 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就地保护；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

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

缺一不可、有机互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介绍，

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全

国植物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气候带和

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济

植物。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

陈进介绍，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包

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基于保护

目的的活植物收集，旨在让植物（或

者特定的野外居群）免遭灭绝。植物的野外采

集应该符合相应规范，并有完整的档案记录。

二是为了保护的后续行动，还要加强对引种植

物的研究，包括扩大繁殖和相应的生物学特性

研究，并可将其用于开展野外种群的重建与

回归。

“华盖木的保护就是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生

动实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

物园主任孙卫邦说，华盖木是目前世界上保存

数量最少和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之

一，野生华盖木仅存 52 株。一段时间内，由于

华盖木野外生境片段化，有效传粉的甲虫密度

不高，传粉效率较低，加之人为大量采集种子

导致可用于野外散布的种子数量急剧减少，华

盖木的种群自然更新困难。昆明植物园研究

团队对华盖木开展了系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

并采取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

归自然等抢救性保护措施，效果显著，华盖木

迁地保护种群已有 39 年树龄，并于 2013 年首

次开花。

事实证明，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

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植物园

（树木园）约 200 个；对全国 60 个主要从事活植

物收集的植物园的调查发现，我国植物园迁地

栽培活植物约 2.8 万种。

我国植物园迁地保护优先种类主要有木

兰科、姜科、棕榈科、蔷薇科、杜鹃科、猕猴桃

科、山茶科、兰科、裸子植物以及中国特有植

物。“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总数占全球

迁地保护物种的 25%，迁地保护的受威胁物种

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 48%。”华南国家

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迁地保护的植物中，

约 43%的植物仅在 1 个植物园中保育，38%的

植物在 3 个或 3 个以上植物园中保育。

加强统筹谋划，高质量
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

记者采访发现，我国现存的植物园多隶属

于不同主管单位，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功能

和定位不同，在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

艺及环境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物园综合

效益的发挥。”廖景平坦言，目前，我国植

物园的功能总体上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缺

乏对植物园体系的统筹部署和整体布局。

部分植物园片面追求物种收集数量，缺乏科

学有效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策略，针对特有和

珍稀濒危植物类群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战略性

和前瞻性，植物学研究人才匮乏。

为握指成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建

立了国家植物园四方协调机制。中国科学院

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在按照程序共同成立国

家植物园理事会。四方协调机制和理事会的

成立，将统筹负责国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日

常管理运营等工作，解决部门重叠和职能交

叉 等 问 题 ，高 质 量 推 动 国 家 植 物 园 建 设 和

运行。

新揭牌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强化统筹协

调，充分用好现有相关投资渠道，完善多元化

投入机制，加强重点功能区、馆藏设施、科研平

台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

建设运行管理水平，稳妥有序推进建设各项

任务。

“为适应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要求，我国

植物园将进行全面提升。”周志华表示，要提高

迁地保护管理水平，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支撑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建高效保护研发

体系，实施整合保护策略，承担全国主要气候

带与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迁地保育

与利用研发基地、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

加强区域、国家与全球资源收集保护联动；要

提升植物园美誉度，坚持改革创新和“科学内

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建园理念，建立生态

文明建设教育示范基地、高水平植物园专业人

才培养基地，实施生态园林建设与科普教育高

度融合。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有没有明确的

“时间表”？周志华透露，目前国家植物园体系

建设规划已完成初稿，下一步将进行专家论

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坚持统筹谋划、科学

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综合考

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带和重要植被类型

等自然条件，以及现有植物园发展水平，地方

积极性和科研支撑情况，按照“成熟一个、设立

一个”的原则，稳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

织密野生植物保护网络，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建好国家植物园 呵护自然之美
本报记者 常 钦 顾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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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
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全国植物
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
气候带和植被类型、生物多样
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济植
物，对野生植物保护具有重要
意义。

随着华南国家植物园在
广东省广州市正式揭牌，我国
已在一北、一南揭牌运行两个
国家植物园，国家植物园体系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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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高温天气，长时间在室外作业或运动的人，容

易出现中暑，严重的会引发热射病。北京协和医院急诊

科主任朱华栋介绍，中暑主要症状为头痛、头晕、口渴、

多汗等，一开始体温正常或略升高，核心体温达到 38摄

氏度以上时还会出现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等

症状。中暑如果不及时干预，可能逐渐发展为昏迷伴四

肢抽搐，严重时会发展为热射病。朱华栋解释，热射病

是指人在高温高湿环境中，体温调节出现问题，自身产

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出去，导致体温不断升高，造成一

系列器官功能损伤，尤其是大脑损伤，死亡率较高。

哪些人是中暑易感人群？朱华栋说，包括对体温

不敏感的人、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等。一些需要长时间在室外作业的工人、户外锻炼的

运动员等也容易出现中暑。

预防中暑，关键在于降温。朱华栋建议，选择穿轻

便、宽松的衣服，尽量在室内或阴凉处。尽量将户外活

动安排到较凉爽的早上或晚上。喜欢户外锻炼的人，

在热天最好减少锻炼强度，如果出现心跳加速、喘不过

气等情况，要停止运动，到阴凉处休息。平时要及时喝

水，补充水分，不要等到渴了才喝水，不建议大量喝冰

水。一些室外作业的特殊工种，要做好严密的防暑降

温措施，尽量避免高温时段作业；如果工作中出现身体

不舒服，应尽快找阴凉地方休息。

高温天气做好防暑降温
本报记者 申少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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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7日电 （记者邱超奕、王浩）18 日

至 20 日，西南地区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黄

淮、江淮等地部分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大到暴雨，部

分地区有大暴雨。17 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

部召开防汛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会，进一步分析研判雨

情汛情灾情，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会商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抗洪关

键期，各级防指要立足于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提前

做好各种应急准备。要针对今年汛期降雨过程具有范

围大、移动速度快、局地强度大等特点，进一步加强极端

灾害防范应对，提高统筹协调能力。要压紧压实防汛责

任，把重点区域、重要环节责任层层分解到各地区、各部

门和具体人。坚持气象部门直达基层责任人的高等级

预警“叫应”机制，明确应急响应行动措施。

受近期降雨影响，辽河干流出现洪水过程，铁岭站

17 日 11 时水位涨至 60.22 米，与警戒水位持平。依据

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辽河

2022 年第 1 号洪水”。目前，辽河干流福德店以下河段

维持超警。水利部 17 日 10 时针对辽宁省汛情启动洪

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当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辽河发生2022年第1号洪水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是黄河上游和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带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近年来，

贵德县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生态环境治理形成了共抓、共管、共治的工作合力，让贵德大

地更加美丽。

图为贵德月亮湾。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碧水映丹山

7 月 12 日，浙江杭州气温

突破 40 摄氏度。当日，全国有

31 个国家气象站最高气温刷新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极值……

最近，中央气象台连续 10
多 天 发 布 高 温 预 警 ，四 川 、上

海、浙江、江苏、河南、河北等多

地最高气温超过 40摄氏度。

据 中 央 气 象 台 预 报 ，7 月

18 日夜间至 20 日，四川盆地、

云南、贵州至黄淮、江淮一带将

自西向东出现一次明显降雨过

程。受降雨影响，南方地区高

温范围将明显缩小，强度减弱；

但预计 7 月 18 日白天，新疆沿

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陕西东

南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仍有 35—37 摄氏度高温天气，

7 月 20 日后南方地区高温将再

次发展、范围扩大。

6 月 以 来 ，高 温 事 件 已 持

续 30 多 天 。 河 北 、河 南 、天

津 、云 南 、四 川 、浙 江 等 地 共

有 238 个 国 家 气 象 站 日 最 高

气 温 突 破 月 极 值 ，71 个 国 家

气 象 站 日 最 高 气 温 突 破 历 史

极 值 。 其 中 ，河 北 灵 寿（44.2
摄氏度）、藁城（44.1 摄氏度）、

正 定（44.0 摄 氏 度）和 云 南 盐

津（44.0 摄 氏 度）日 最 高 气 温

达 44 摄氏度以上。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

示，今年 6 月以来（截至入伏前），我国平均高温日数

5.3 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综合强度为 1961
年以来第六强。

今年夏天为何那么热？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今年 6 月，全球平均气温

较常年偏高约 0.4 摄氏度，为 1979 年以来最高。国家

气候中心指出，全球变暖是北半球高温热浪事件频发

的气候大背景，大气环流异常则是 6 月以来全球多地

高温热浪频发的直接原因。国家气候中心汛期值班首

席袁媛介绍，今年 6 月以来，在北半球副热带地区上

空，形成了大范围的环球暖高压带。在暖高压带的控

制之下，盛行下沉气流有利于地面增温，加之在大范围

高压带的作用下，空气较为干燥，不易形成云，也使得

太阳辐射更容易到达地面，导致高温频发，且强度较

强，进而造成北半球多地出现持续高温热浪事件。具

体到我国，目前正在持续的拉尼娜事件为今年 6 月以

来南方高温的发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气候背景条件。

此外，由于副热带高压携带的水汽使得我国中东部地

区湿度较大，体感温度也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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