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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由北京大学世界自然
遗产研究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等单
位，启动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中国
自 然 遗 产 价 值 评 估 与 潜 力 区 筛 选

（2016YFC0503301） ”研究。经过长
达5年的科研工作，该项目已于2021
年圆满通过各项成果考核。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新疆地区的
天山两翼，西藏地区东南部，横断山
区尤其是其东北部、东部和南部，云
南哀牢山尤其是红河及其以西、以南
的原生林斑块，是鸟类和哺乳动物重
要的栖息地，能被视作生物多样性申
遗潜力区。广袤的青藏高原北部，东
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则是大
型哺乳动物尤其是大型食肉动物和有
蹄类动物重要的栖息地，同样也可认
定为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世界遗产专家
委员会委员闻丞作为此次研发项目组
骨干成员之一，参与了此次科研的全
过程，他表示：“这一结果并不令人
意外，这种空间连续且面积广袤、单
个地块均达数千甚至数十万平方公里
的区域，具有丰富的物种资源，受人
类活动的干扰微小，而且许多识别出
的潜力区本来就位于世界公认的‘全
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范围内，也
是人们提到‘生物多样性’时最容易
联想到的区域，这符合长期以来人们
对中国生物、生态区‘哪些地方值得
保护’的传统认知。”

此次研究有另一重大发现：在经
济发展迅速、人口密集的中国东部和
南方各地，事实上也存有许多野生动
物重要栖息地；同样具备以生物多样
性标准申遗的潜力。

这些新揭示出的潜力区，表现为
中、低海拔山区及平原至沿海的森
林、草地、湿地甚至农田，例如中条
山-太行山-燕山局部区域、东南沿
海局部山地、松嫩平原、黄渤海沿
岸、长江中下游湿地尤其是洞庭湖和
鄱阳湖地区等。这些区域通常彼此隔
离，面积较小且斑块破碎。最小的潜
力区地块甚至仅有平方公里大小。

“也就是说，中国许多地方的生
物多样性丰富程度，其实远远超出人
们的传统认知。或许它就是你经过的
一片不起眼的农田，一片河湖滨的荒
草地，或是一片尚未开发的湿地滩
涂。”闻丞描述说，“对于生物多样性
保护而言，不仅是大熊猫、雪豹、东
北虎、藏羚所生存的那些人迹罕至区
域才有极高的保护价值，位于人口密
集区的一些‘小地块’也有极高的保
护价值，不亚于中国东北、西北、青
藏高原和横断山的广袤荒野。”

这项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认
知：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遍布于
中国所有的省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发
现，中国台湾省中部的玉山山脉与武
夷山、横断山等山地遥相呼应，具有
相似的生物多样性申遗价值。

这些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是
如何分辨出来的？科研团队借鉴了全
球最新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区”识别
评价标准体系，并结合中国最新的研
究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

关键生物多样性区是指对于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特殊意义的区域。
这类区域或是物种丰富度高、特有种
的数量多，重要保护对象比较集中；
或是对某些濒危物种的全球或地理种
群延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9 年 ，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 发布了关键生物多样性区
的识别标准。 其中，基于物种和生
态系统完整性的评估标准与世界遗产
标准的第（ⅸ)和第（ⅹ）项有共通之

处。国际重点鸟区等在概念上与关键
生物多样性区相容的区域，皆被作为
筛选、推荐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的
前提。也就是说，“关键生物多样性
区”可以作为判断能否成为生物多样
性申遗潜力区的基本参考依据。

“但是，以 IUCN 为例，其备案
的中国关键生物多样性区数据还是十
几 年 前 的 。 其 时 效 性 已 经 大 大 滞
后。”闻丞介绍，自2017年开始，科
研团队每年都与专业机构合作，综合
汇集国内外数据，更新绘制中国近
1400种鸟类和120种以上陆生哺乳动
物的分布图。这样，研究者能在中国
陆地国土空间中每1公里见方的格子

中，计算出可能分布有多少种鸟类和
兽类；随后，从叠加结果中，再提取
鸟类丰富度最高的前 5%区域，或是
有至少1种濒危、极危鸟类或哺乳动
物生存且不可替代的区域，由此辨识
出全新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区。

“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并不能等
同于“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是
否能够申请自然遗产，还要满足价
值、完整性和保护管理等多方面标

准。研究团队进一步综合考虑了《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保护
管理和完整性的要求，衡量了生态保
护在社会发展中的优先性等要素，最
后遴选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生物多样性
申遗潜力区。

在“中国自然遗产价值评估与潜
力区筛选”项目成果中，生物多样性

申遗潜力区密集分布在中国地图上的
各个地区。在西部地区，生态系统相
对完整，所以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大面
积的红色标识；如果不放大观察，则
极容易忽略分布于中国中、东部的申
遗潜力区——它们都太“小”而且分
散。那里人口密集，人类活动强度
大，所以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和申遗潜
力区并不连续也不广袤，呈“点”状
零散分布。

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的水南
村，就是这样一块区域。这片正在拆
迁的村庄有着开阔的旷野，虽然方圆
只有 1.5平方公里，但大小林地散布
其中，农田草地相互连接，凉水河从
村南蜿蜒而过。

从2017年开始，4只在这里常年
越冬的大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首先
吸引了众多观鸟人和拍鸟人。大鸨是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自2017年起，这里开始有了完
整的大鸨越冬观察记录。自 2015 年
开始，水南村共记录到 264 种鸟类，
其中珍稀濒危鸟种达到了 45 种。从
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图上看，凉水河沿
岸包括水南村在内的一片区域属于鸟
类丰富度前5%的区域。

于是，这些在我们当今已经熟视
无睹的郊野和田地，在保护生物学研
究者眼中却极具价值。“这些开阔原
野一旦连片面积达到平方公里的量
级，就会有大量鹤类、雁类等前来栖
息，成为保护价值很高的野生动物栖
息地，甚至达到关键生物多样性区的
标准。”闻丞说。

像水南村这样的地块其实处处可
见。在流经北京的温榆河、潮白河、
永定河、北运河等几大河流域沿线的
生态空间内，以及北京西郊、北郊浅
山区和山前平原范围内，都有同样
类型的区域。北京本身处在4大候鸟
迁飞区交汇处。凡是有一定面积的湿
地及周围开阔的草地或者农田，会很
自然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在北京西
郊，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就是在这样

的地块上营建而成。颐和园和周边人
文底蕴深厚的圆明园、燕园，同属于
全国鸟类丰富度前5%-10%的区域。

而在中国整个沿海地区，尤其是
黄渤海沿岸有近自然滩涂、河口三角
洲的所有区域，也都是鸟类重要的栖
息地。“几乎每条大小河流的入海口
都有一处重要的生物栖息地。”闻丞
说。尽管这些地方人口密集、经济活
动高度活跃，但事实上其同时也成为
国际受胁鸟类主要集中分布的区域，
进而成为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其中那
些符合保护管理和完整性要求的，就
成为了申遗潜力区；有一些特别具有
保护重要性的地块，近年已经成为世

界遗产地。
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 ”为例，在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前，其中的条
子泥区域已有大片滩涂经过围垦、或
者正待开发。“20年前，许多人都不
会意识到，这样的待开发用地会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上有不可替代的全球意
义。但现在人们已经非常珍视这些滩
涂——一些仅有数百个个体的全球极
危物种比如勺嘴鹬和中华凤头燕鸥的
栖息地。

“这样的地块在中国东部还有很
多。”闻丞反复强调。

“胡焕庸线”是在地理学和人口
学中描述中国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
分界线，同样也适用于观察生物多样
性申遗潜力区的分布特点。

在“胡焕庸线”以西及中国东北
地区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每片

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都有完整的生
态系统，分布有数量、种类丰富的大
型有蹄类动物和大型食肉动物。大型
有蹄类动物包括藏野驴、野牦牛、藏
羚、盘羊和各种大型鹿类等；大型食
肉动物则包含虎、豹、雪豹、豺、
狼、熊等。这些区域是广袤的“荒
野”或近现代经自然恢复、人工保育
而成的“原野”，已建成较为完善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其中包括一些面积
达到上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人类
活动的干扰程度也相对较轻。

在这些区域，承载着“生物多样
性申遗潜力”的一些物种如国人耳熟
能详的“豺狼虎豹”，多年前也曾遍

布“胡焕庸线”以东。但今天它们已
几乎完全退出了中国东部。从群落角
度看，中国东部广大地区已经不存在
结构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但这并
不妨碍中国东部仍然存在着野生动物
的重要栖息地。

“中国自然遗产价值评估与潜力
区筛选”研究中发现，在“胡焕庸
线”以东，除东北的大、小兴安岭以
及长白山地区以外，尚存有大量的生
物多样性关键区。每平方公里地域的
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内都有不低于 20
种珍稀、濒危脊椎动物，包括国家重
点保护或中国特有，全球受胁或列入
IUCN 物种红色名录上的易危、濒
危、极危物种。这些区域是濒危物种
最重要、不可替代的庇护所。这些区
域外围往往为人类城镇建设、农林业
生产用地所环绕。因此，也面临着人
类活动的巨大压力。

研究发现，这些区域及周边一定
范围的区域，目前仍还具有巨大的生
物多样性承载力和恢复潜力。

这项研究提供了重要而直观的科
学认知，让人们意识到日常中其实有
很多珍稀濒危物种就共同生活在周
边，甚至从世界遗产的角度看还能构

成申遗潜力区。那些位于人口密集区
的地块，往往尚未建立任何类型的自
然保护地，或者存在存有一些风景
区、绿地。但从保护生物学研究者的
成果来分析，这些地块中的生物多样
性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是在历史
上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区域建立起
来的。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区的生物多
样性关键区和申遗潜力区格局表明，
在人类活动强度很大的区域，只要具
备一定自然恢复的条件，就能达到很
高的生物多样性水平。”闻丞举例
说，“例如，颐和园是世界文化遗
产。当游客徜徉于此时，主要欣赏的
是其文化遗产价值，很少会留意到颐
和园及附近西山的生物多样性。其
实，这里是全球重要的猛禽和水鸟迁
徙通道。每年春、秋两季，会有大量
水鸟和猛禽迁徙路过或经停颐和园。
其中不乏青头潜鸭、草原雕这样的濒
危物种。”

“如果，颐和园和周边的自然公
园、园林绿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能够达到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要求，
颐和园及周边区域自然也能成为生物
多样性申遗潜力区。”

颐和园、北京大
学校园都可能成为
“潜力区”

许多地方的生
物 多 样 性 丰 富 程
度，远超传统认知

以“关键生物
多样性区”，辨识出
“申遗潜力区”

以“关键生物
多样性区”，辨识出
“申遗潜力区”

大别山大别山、、庐山庐山、、武夷山北麓余脉都蕴含着武夷山北麓余脉都蕴含着
极为丰富的自然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极为丰富的自然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其中三清其中三清
山山、、龙虎山龙虎山、、庐山庐山、、黄山等黄山等，，分别以作为自然分别以作为自然
遗产遗产、、文化文化 （（景观景观）、）、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先后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先后
列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水系和平原类型的属于水系和平原类型的
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数量是最多的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数量是最多的。“。“苏州园苏州园
林林””虽属于世界文化遗产虽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但恰是在人居环境中但恰是在人居环境中
浓缩了这一区域特有的湿地浓缩了这一区域特有的湿地、、平原乃至部分山地平原乃至部分山地
景观的多样性景观的多样性，，体现了自然和人文的融合体现了自然和人文的融合。。

长江长江、、淮河流域拥有大量的湿地淮河流域拥有大量的湿地，，分布在鄱分布在鄱
阳湖阳湖、、太湖和大运河串联的南四湖周边太湖和大运河串联的南四湖周边。。华北平华北平
原东缘的江苏盐城黄海海岸带以及各湿地周边的原东缘的江苏盐城黄海海岸带以及各湿地周边的
草地草地、、农田农田，，构成了丰富的平原类型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丰富的平原类型生物多样性
潜力区潜力区。。其中其中““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第一
期期） ”） ”已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已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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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从地理区域来划分，生物多样性潜力区
涉及山脉、水系及平原3大类型。

图中红色区域为“中国自然遗产价值评估与潜力区筛选”研究成果标定的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 制图：顾燚芸 佟 浩

珍视人口密集
区尚存的重要生物
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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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遗产

延伸阅读

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
值”的 10项标准中，第（ⅸ)和
第（ⅹ）项着眼于生物多样性，
是评价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标
准之一。

中国列入 《世界遗产名

录》的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
混合遗产中，有多项符合生物
多样性标准。

随着世界遗产保护工作不
断推进，中国还有哪些生物多
样性申遗潜力区？

从生物多样性标准看

中国申遗潜力区知多少
本报记者 何欣禹 齐 欣

包 括 滇 池 、 巢 湖 、 太
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在内
的长江流域湖泊，均有着独
特的水文和生态过程，也有
丰富的区内特有水生动物，
包括淡水鲸类、爬行动物、
两栖动物、鱼类和螺、蚌等
软体动物，也是全球重要的
候鸟栖息地。

图为课题组在云南滇池
考察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水
资源状况。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区的白
云山，是这一生态区代表性特
有鱼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唐
鱼的模式标本产地，也是多种
特有淡水生物如淡水虾、蟹的
栖息地。

通过多年的人工和天然次
生林恢复，这里已经具有很高
程度的物种承载力。近年，这
一生态区特有的全球濒危鸟种
鹊色鹂，在白云山有持续记
录。这类具有自然保护地属性
的山地，是典型的生物多样性
价值申遗潜力区。

图为科考队员在白云山调
查唐鱼等物种的潜在生境。（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每 年 的 5 月 22 日 ， 是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
（动物、植物、微生物） 与环
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
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
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
基因3个层次。

1972 年，联合国召开人
类环境会议，与会各国共同
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生
物资源保护被列入二十六项
原则之中。1993年，《生物多
样性公约》 正式生效，公约
确立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
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
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
而产生的惠益三大目标，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启了新
纪元。

中国幅员辽阔，陆海兼
备，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
孕育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态
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签署
和批准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缔约方之一。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