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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远景规划项目”筛选
了国家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对象，包括物种、群落和
生态系统，并对其分布和状
态进行分析。该项目在物种
和生态系统两个层面上，不
仅考虑了物种的丰富度、稀
有 性 、 特 有 性 、 受 威 胁 程
度，还充分考虑了生态系统
的重要过程和功能。项目在
全国范围内确定了 35 个 （32
个陆地，3个海岸和海洋） 生
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这些
优先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具 有 全 国 甚 至 全 球 的 重 要
性，对这些区域加强保护一
直是自然保护地建设和发展
的重点。

自 1956 年建立第一批自
然保护区以来，中国的自然
保护地经历了停滞期、稳步
增长期以及 1997 年以来的迅
猛 增 长 期 。 截 至 2019 年 7
月，中国自然保护地数量达
到11800多处，保护面积覆盖
我国陆域面积的 18%、领海
的 4.6% ， 超 过 世 界 平 均 水
平。这些自然保护地覆盖了
大部分生物多样性优先区，
对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

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原真
性、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
在规律，中国将自然保护地
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
依次分为3类，即以国家公园
为 主 体 、 自 然 保 护 区 为 基
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
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三个
管理类别在体系中分别有清
晰、差异化的目标、定位和区位，实现差异化管
理，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国
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大部分位于我国的生物多样
性优先区。

中国所有国家公园试点都位于生物多样性保
护优先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完整性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很多物种 （老虎、大熊猫、雪豹、藏
羚羊、候鸟等） 需要很大的生存领域才能保证足
够的食物或者迁徙需求，只有保持栖息地的完整
性，才能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这是过去相
对较小和相对独立的自然保护区无法实现的。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加速，国家统一管理下的
大范围的国家公园保护，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
要措施。据研究，温度每上升1℃，物种就要往冷
的地方迁移100公里，或垂直高度上升100米。这
样巨大规模的迁徙需求，只有国家公园能够满
足，使各类生物有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从而达
到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的目的。

从国家公园覆盖生物多样性优先区情况来
看，一些国家公园试点在保护其所在地的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方面做得较
好，例如三江源、大熊猫、海南热带雨林、祁连
山、东北虎豹、神农架国家公园，分别覆盖其所
在的生物多样性优先区 15%以上。因此，笔者建
议在建立国家公园时，应进一步评估目前试点的
位置、范围和分区，以及与周围其他自然保护地
的关系，以保护这些优先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只有将最核心的和最具
国家代表性的生态系统，以及其所拥有的独特生
物多样性完好保存下来，才能为其他区域生态系
统的恢复和健康提供遗传种源基础，为国家生态
安全提供保障。为实现上述目标，就要对完整生
态系统范围中的全民以及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实
施统一管理和保护。

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实施大范围保护，还
需要跨越不同行政区域，打破传统行政区划和管
理体制机制束缚，由国家主导对公园内的自然资
源进行统一规范高效管理，实现对重要自然生态
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保护。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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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家谱

生物多样性包含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大类，是人类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基石，是社会生态文明水平的重
要标志之一。为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2015
年环保部圈定了32个内陆陆地和水域生物多
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以及 3个海洋与海岸保
护优先区。

设立优先区是在兼顾生产生活的情况
下，对生物多样性采取的最大化保护措施。为
兼顾保护与发展，国家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类
型的代表性、物种丰富程度、特殊生态功能、
物种珍稀濒危程度、地区代表性、经济用途、
科学研究价值等因素，圈定了生物多样性丰
富、生态保护价值高的区域为保护优先区。

保护优先区一般覆盖了几万到几十万平
方公里的辽阔区域，内部有自然保护区、森
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城镇、农田、林场等
多种土地利用类型。中央民族大学生态与环
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介
绍，到2010年时，全国保护优先区内已建立
了30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09个国家森林

公园和 187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这三种类
型的国家级保护地总面积达到国土面积的
11.55%。

许多优先区生态保护已初见成效。比如
秦岭地区，是 32 个陆地生态保护优先区之
一。监测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秦岭地
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珍稀野生动植物
数量不断增加，污染程度逐年减轻。2020
年，秦岭的大熊猫野外种群增幅、密度、
DNA调查获取率均为全国第一，生物多样性
正在稳步恢复中。

青草摇曳，牛羊奔腾，青藏高原不仅是
风景如画的世界“第三极”，也是高原生物
多样性资源宝库。西藏正在实行最严格的生
态保护政策，全区约 45%的国土面积被划入
了生态保护红线。通过持续不断地实施保护
措施，近年来，部分高原特有珍稀野生动物
种群数量得到明显恢复。截至 2021 年 2 月，
西藏野牦牛数量由2.5万头增至4万多头，藏
羚羊数量由8万只增加到超过20万只，新发
现珍稀野生动物 5种，过去认为已经灭绝的
西藏马鹿已突破1万只。2007年到2017年十
年间“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与分子进化教育
部创新团队”在西藏共采集上千种植物的
4000万颗种子，填补了种质资源库中西藏种
子的空白，为人类储存下绵延后世的“基因
宝库”。

从全国来看，保护优先区的生态状况普
遍得以改善。据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
司长崔书红介绍，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优
先区面积约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 29%，维管
植物数占全国总种数 87%，野生脊椎动物占
全国总种数的 85%，同时发现了新种和新纪
录种50余个，这些新种丰富了中国生物多样
性“家谱”。

保护优先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
家之一，几十年来，通过实施就地保护、迁
地保护、重大生态工程等措施，生物多样性
保护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 提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基本原则是“保护优先，持续利用，全民
参与，惠益共享”。保护优先区将生物多样
性富集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发展区作为生物
多样性就地保护的基地，要求加强自然保护
区的管理质量，在就地保护的同时，辅以迁
地保护措施，确保珍稀濒危物种及其遗传资
源得到有效保护。

茫茫雪原上，成群结队的藏野驴、岩羊、
藏原羚等珍稀野生动物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
觅食，成为冬日里一道充满生机的风景线。对
野生动物实行就地保护在祁连山保护优先区
已颇具规模。像祁连山国家公园一样，近年
来，通过实施就地保护，许多国家公园和自然
保护地里的动植物种群数不断扩大，栖息繁
衍的野生动物数量逐年增多。

麋鹿群安逸地静卧在洞庭湖边草地上，
两只大公鹿竖起鹿角一左一右警戒，这正是
野放在洞庭湖的北京麋鹿逐步适应洞庭湖生
态的景象。2020年12月7日，北京南海子野
放10只麋鹿到洞庭湖，对这些麋鹿实施迁地
保护。经过一个多月的湖畔生活，麋鹿们的
体型逐渐强壮，在未来，它们有望融入当地
的野生种群，提升麋鹿遗传的多样性。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内，科研人员
通过对不同区域进行生态影响评估，对保护
优先区进行进一步细化，确定了“优先区中
的优先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长期过程，当下
的成效可能在几十年后才会显现。中国科学
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牛振国认为，
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既
需要不断提升科研能力，也需要普及大众的
保护观念。未来几年，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
地体系，精准管理，拉紧“生态保护红线”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措施。

从大兴安岭到塔里木河，从长白山到西双版纳，生物多样

性保护优先区像繁星般散落在神州大地的绿水青山间。中国幅

员辽阔、地大物博，拥有丰富多样的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类

型，是全球 12 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类动植

物在优先区里得到特殊“庇护”，维护了生物多样性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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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图 ： 金
丝 猴 在 神 农 架
国 家 公 园 大 龙
潭 金 丝 猴 野 外
研究基地玩耍。

新华社记者
王斯班摄

上图：浙
江丽水发现一
两栖动物新物
种。因其模式
产地在丽水境
内百山祖国家
公园内，故被
命名为百山祖
角蟾。

（新华社发）

左 图 ： 在
云 南 高 黎 贡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保 山 段 发
现 的 滇 桐 枝 条
和叶片。

徐聪丽摄
（新华社发）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百万只候鸟云集洪泽湖湿地。 张连华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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