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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多彩，生命可爱。生物多
样性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物
资源、健康安全的生态环境和各具
特色的生态景观，让蔚蓝星球充满
生机。

然而，气候变化、环境污染、
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等问题，正
在严重威胁地球的生物多样性。联
合国发布的相关评估报告显示，全
球物种灭绝的速度“至少比过去
1000 万年的平均速度快数十到数
百倍”，并且正在加速。在地球上
大约800万种动植物物种中，有多
达100万种面临灭绝的危险。

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将对
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威胁。因
此，我们必须肩负起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责任，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
生命共同体照亮未来。

多年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行动步履铿锵。从建立自然保护
区到实施一系列重大生态修复工
程，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到颁布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从签署《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到
承办缔约方大会，中国切实推动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将生物多
样性保护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
全过程，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

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中国为
物种保护做出的每一项努力，都心
怀人类福祉，为地球家园的生命之
美平添光彩。近 10 年来，中国平
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约200种，占
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 1/10；历
时 13 年创建完成的中国西南野生
生物种质资源库，抢救性采集和保
存了中国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生物
种质资源，与英国的“千年种子
库”、挪威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
库”一起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要设施。

勇于担当，分享智慧，是中国
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动选择。
这样的决心，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
支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长效机制正在形成。人
们关注云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之
旅，将珍稀鸟类视为“城市贵
客”，为野生动物修建生态廊道，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环境日等
主题宣传活动日益深入人心……保
护生物多样性越来越成为公民的自
觉行动。

正因如此，我们更有信心实现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各项目标，
更有热情团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的有生力量。未来，还应加强对水
生物种、特别是海洋物种的保护力
度，开展对生物多样性和物种栖息
地环境的长期科学观测，进一步了
解物种濒危过程与机制，提升对遗
传多样性的关注度，加快整合生物
多样性的数据资源，实现更高质
量、更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让
我们携起手来，从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寻找发展机遇，让五彩斑斓的生
命光彩照亮地球家园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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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近年来，中国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做了哪些工
作？下一步如何继续保护好生物多样性？近
日，本报记者对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马克平进行了采访。

记者：近年来，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马克平：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人类共同
的责任，中国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可以
从实施保护措施和生态系统修复两方面
来看。

在实施保护措施方面，中国加快建设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目前覆
盖的国土面积大约占18%左右，有1万多个保
护地；随着国家植物园的揭牌，中国的国家
植物园体系建设翻开了新篇章，这些对于保
护生物多样性来说是非常有效的方式。不仅
如此，中国近年来大力推动生态保护红线的
划定和管理，是中国自然保护的创新模式，
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

在生态系统修复方面，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是基于不同生态系统
功能之间相互联系的内在规律创立的系统治
理模式。它是从整体的系统考虑，进行景观
尺度或流域尺度的规划和治理，能够改善中
国重要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是实现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重要措施。

记者：目前，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取
得了哪些成就？

马克平：说起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成就，有数据为证：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个

体数量40年间增长了67%，朱鹮从最初发现
的7只到如今已有至少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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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显示，中国物种
受威胁趋势明显好于全球的总体趋势，其中
种子植物和兽类已经出现受威胁程度降低的
趋势。保护成就的取得不仅源于有效的保护
行动，而且得益于有力的法律法规建设。中
国近10年来颁布和修订了20多部生物多样性
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对中国生
物多样性的现状进行了梳理，2008年《中国
生物物种名录》第一次发布的时候，大约有
4.4万多种生物，到今年的版本，《中国生物
物种名录》包括的物种数已经达到了12.5万
种。据统计，中国的高等植物有 3.9 万多
种，鱼类有近 5000 种，鸟类有接近 1500
种，兽类有680多种，真菌也很丰富，有1.7
万多种。

放眼世界，整个北美洲一共只有1.7万多
种高等植物，整个欧洲跟中国的面积相近，
也只有1.25万多种，而中国仅云南一个省就
有至少1.6万种高等植物。从这个侧面也可以
看到，中国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

记者：2021年10月在中国云南昆明举办
的 2020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第一阶
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了“昆明宣言”，承
诺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
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
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 2050 年愿景。在您看来，
要实现这一愿景，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马克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中国生
态文明的理念是高度契合的，跟中国提倡的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也是高度一
致的。要实现这一愿景，有 3 件事情很重
要，即制定一个未来10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框架，有足够的创新的资金机制支持，
建立有效的履约机制。

第一件事就是要务实地策划稍微近一点
的目标，也就是未来10年，到2030年我们要
有什么样的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全
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机构、人士，最
关注的就是如何制定一个兼具雄心、目标均
衡和可执行的未来10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框架。这是为实现愿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
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资金，有了目标、内容，

如果没有资金支持，那也很难去实现。第三
件事是制定一个有效的履约机制，资金只是
一方面，如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
化，如何去评估、如何去调动政府、社会所

有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也有很多工作
要做。

对中国而言，除采取保护和修复方面的
工作外，还必须通过变革性改变，即推进可
持续生产、可持续消费，以减少对生物多样
性的威胁，这才是从根本上实现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途径。保护、修复和变革性改变的有
机结合，可以称之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
趋势。

下图：自2020年以来，海南省海口市江
东新区迈雅河区域生态修复工程有序实施。
如今，迈雅河流域生态系统恢复生物多样
性，已成为众多鸟类的栖息地。图为湿地公
园水清岸绿，一片秀美。

康登淋摄（人民图片）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行动
——访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马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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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物资源的本底更清楚

拿出手机，打开一款名为“生物
记”的APP，一名野外调查工作人员
就能快速识别生物物种，记录物种出
现的时间、位置及环境信息。相较于
过去借助书籍和标本进行人工比对，
如今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更显“轻
装上阵”。

生物记 APP 的开发者，是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林聪田博士。他
告诉记者，利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
技术，开发有针对性的生物智能识别
模型，能大大提升生物物种鉴定与识
别的效率，更好回答神奇生物“是什
么”的问题。

“了解生物资源本底是开展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前提。”林聪田介绍
称，他所从事的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研
究，正在寻求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构建基于声音与影像的生态智能
监测解决方案，助力保护区及县域生
物多样性调查，进一步摸清生物多样
性的“家底”。

除了认识物种，探索物种分布、
追踪物种迁徙，也是了解生物多样性
的“必修课”。多年来，中国生物的
分布数据虽然已经大量积累，但却分
散于不同的论文专著及数据库中，难
以形成科学有效的应用。

而在中国科学院A类专项“地球

大数据科学工程”的支持下，一幅整
合了近5万个物种、400多万条分布
数据的中国生物地图徐徐展开。在这
张数据地图上，动物、植物及微生物
重点类群的分布地区一目了然，能够
有力支撑重点物种的保护工作。

“为了广泛收集数据，中国科学
院还联合抖音自然、爱鸟国际等平台
和组织，发动更多人参与物种观察与
信息收集，目前已收集超过 30 万幅
生 物 影 像 ， 新 增 了 10% 的 分 布 位
点。”林聪田说。

发挥旗舰物种的伞护效应

2021 年 11 月，一只野生大熊
猫体态圆润、活力满满的身影，被
四川省都江堰市国有林场的红外相
机记录下来。经专家辨认，这只

“国宝”正是 3 年前从中国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放归野外的“小核
桃”。它的出现，是一次令人兴奋
的“报平安”。

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
究员胡义波看来，野生大熊猫携
带的遗传变异对于大熊猫种群保
护至关重要。“一个物种所包含的
遗传变异越丰富，它的演化潜力
就越高，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就越强。”胡义波指出，遗传因素
在物种濒危与灭绝中扮演重要角
色，因此，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

样性中不容忽视的关键组成部分。
为探究大熊猫的濒危机制，胡义

波跟随魏辅文院士，开展分子粪便学
和保护遗传学研究，发现大熊猫并非

“生来脆弱”，它们仍具有较高的遗传
多样性和演化潜力，从遗传多样性层
面消除了人们对大熊猫种群未来的
担忧。

除了大熊猫，雪豹、小熊猫等动
物界的“明星”也是胡义波的研究对
象。物种千千万，为什么对它们青睐
有加？胡义波告诉记者，保护好大熊
猫等旗舰物种，能够发挥“伞护效
应”，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的最
大化。

“在大熊猫栖息地中，还分布有
8000 多种野生动植物，其中既有金
丝猴、羚牛等濒危哺乳动物，也有许
多中国特有的鸟类和两栖爬行类动
物。”胡义波说，为大熊猫打造适宜
生境，不仅能复壮其野生种群，还能
庇护同域分布的众多其他物种。

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等问题得到较好
解决，金钱豹、雪豹等与大熊猫同域
共存的食肉动物也频频现身。多种多
样的生灵悄然回归，唱响新的生命交
响曲。

凝聚守护多彩生命的合力

谈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未来，林
聪田和胡义波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关
键词：公众。

“生物多样性数据的获得，仅依

靠科研工作者是远远不够的。”林聪
田表示，公众科学是生物多样性研究
和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公众更便
捷地获取物种知识，吸引公众参与物
种识别与记录，不仅能够形成大量数
据反哺科研，同时也能增强生物科普
的有效性，促进生态文明的践行。

胡义波认为，人类对野生生物资
源的过度利用是导致物种濒危的主要
原因之一，公众应该对此有更深刻的
认识。“我们积极推进大熊猫、雪豹
等旗舰物种保护，也是考虑到它们更
为公众熟知和喜爱，能够唤起更多人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从而实现
旗舰物种带动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整体
保护。”

实际上，生物多样性并非一国一
域的局部问题，而是牵系着人类可持
续发展的共同命运。作为世界上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不仅
建立起全方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
系，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既向世界
共享生物物种名录等重要数据，又帮
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梳理并整合
生物资源，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注
入正能量。

“未来，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
下，希望能建立更加成熟的全球生物
多样性数据共享机制，让生物多样性
资源惠益更多人。”林聪田说。

左图：武夷山国家公园桐木村周
边风光。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下图：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
兰县境内黑颈鹤、藏野驴等和谐共
生。 刘晓东摄（人民图片）

科研领跑 公众参与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本报记者 朱金宜

新征程·新步伐新征程·新步伐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当天，《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2版发布仪式在线上举行。据介绍，此次更新的《中国生物物
种名录》共收录125034个物种，13259个种下单元，较2021版新
增10343个物种及种下单元。这标志着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
护工作迈出新的一步。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扎实推进，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价值越来越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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