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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植物园花开两朵国家植物园花开两朵
解亦鸿解亦鸿 齐齐 欣欣

在国家公园体系逐步完善的同时在国家公园体系逐步完善的同时，，国家植物园也开始稳步发展国家植物园也开始稳步发展。。
继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挂牌之后继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挂牌之后，，华南国家植物园近日在广州正华南国家植物园近日在广州正

式成立式成立。。至此至此，，我国一南一北两个国家植物园并峙而立我国一南一北两个国家植物园并峙而立。。

实现迁地与就地保护相互补充

2021 年 10 月 12 日，中国在 《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本
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
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的
批复》指出，国家植物园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尊重自然、保护第一、惠益分享；坚持以
植物迁地保护为重点。2022年5月30日，国务院
批复同意在广东省广州市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时
同样强调：华南国家植物园应“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尊重自然、保护第一、惠益分享；坚持
以华南地区植物迁地保护为重点”。“植物迁地保
护”在南北两座国家植物园的未来发展中都将占
有重要位置。

2012至2022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开展
了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结果
表明，我国的植物多样性保护仍需进一步加强。
在此次调查的283种最受关注的野生植物中，有
98个物种野外数量低于稳定存活界限，严重濒临
灭绝，占调查物种数的34.6%。调查还发现，仅
有 30 种野外种群完全纳入了就地保护，另有 61
种野外种群的 80%以上纳入就地保护，二者相
加，就地保护状况较好的调查物种共91种，仅占
调查物种数的32.5%。这些数据表明，仅靠就地
保护，已不能完整实现植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国务院在设立国家植物园和华南国家植物园
的批复中还强调，国家植物园应“强化自主创
新，接轨国际标准，建设成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从国际同业发展
趋势上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于20世
纪末便开始鼓励对濒危植物进行迁地保护，植物
园成为濒危物种的“诺亚方舟”，承担物种收集
并在其栖息地破坏或退化期间保存物种的任务。
在此背景下，对植物园的功能界定，也更强调植
物迁地栽培、收集植物材料并进行科学记录等内
容。由此可以期待，中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将会在
上述多个领域继续发力，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尤
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一环。

华南国家植物园有何独特？

广州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汇聚了我国南
方大多数植物物种；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
区，也具备更优的区位条件和基础优势。

据住建部《2020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
显示，截至2020年底，广州是中国内地主要城市
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高的城市。在有90余年历
史的华南植物园基础上建立的华南国家植物园，
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现有38个专
类园，迁地保育植物17168个分类群；植物园拥
有3个研究中心、1座植物标本馆、2个国家级野
外台站和3个中科院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

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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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设立的华南国家植物园
则立足华南和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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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南国家植物园园区中心成功培育的报春
苣苔，是对珍稀物种进行迁地保护的缩影。开紫
花的报春苣苔，对生长环境有着严苛的要求。这
种生存于人迹罕至之处的植株曾消失了 120 年。
直到20世纪90年代，3株报春苣苔在广东连州被
发现，处于不折不扣的“极度濒危”状态。2002
年，华南植物园开始了报春苣苔的迁地保护研
究，2003 年利用生物技术成功繁殖报春苣苔，
2007年成功实现野外回归。

如何体现社会公益性？

国务院在设立国家植物园和华南国家植物园
的批复中还强调，国家植物园应“体现国家代表

性和社会公益性”。
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是植物多样性保护的两

种主要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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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国家植物
园为引领的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中国较为完整的植物多
样性保护体系。

与同步发展的国家公园一样，国家植物园的
未来发展也不仅仅局限于成为科研重地，还会更
多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文化和社会公益特征。
由植物园原有的科普功能提升至展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新水平，对于两个国家植物园来说，都
是一项新的挑战。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1997年发布的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列入了一种栖息在密林深
处、散发腐肉气息的“巨魔芋”。从 7 月 19 日
起，“盛开的巨魔芋”开始在网络上刷屏，3株巨
魔芋陆续在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温室里开花。
国家植物园甚至为此开辟了夜场直播，主动吸引
观众观测世界首次迁地保育的巨魔芋在人工栽培
状态下群体开花。

华南国家植物园同样具有提升自然、文化科
普教育功能的良好基础。园中还有众多的文物古
迹，南宋抗元名将文天祥的恩师朱澄墓也坐落在
这里，2002年7月，朱澄墓被公布为第六批广州
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华南国家植物园的龙眼洞
中，人们可以参观飞鹅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龙眼
洞所在的飞鹅岭，曾出土了大批新石器时代磨制
石器和陶片以及13处文化遗址。

会不会出现更多国家植物园？

2022年6月16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规划院
组织编制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情

况调查报告》通过专家评审，其提供的最新数字
表明，我国已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迁地保
护机构134个，野生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已经初步
形成。

依靠迁地保护实现与就地保护的相互补充，
是完整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重要途径。位于北京的
国家植物园地处温带，而华南国家植物园则位于
亚热带，两个园区属于不同的气候带。在迁地保
护植物类群上各有特点。更重要的是，中国地域
辽阔，气候和植被类型多样，在我国建立的近
200个植物园 （树木园） 中，还有更多植物园具
备加入“国家队”的潜力。

在2021年举行的“COP15”大会期间，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园 “扶荔宫”吸引了许多人的
目光。这里保存着2500多种特色植物，展示了素
有“植物王国”之称的云南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
别具特色的生态景观。

从体系特征来看，位于中国西南的昆明植物
园，其覆盖的云南高原、横断山区及青藏高原区
域，植物种类异常丰富，蕴藏着重要的国家战略
生物资源，是全球 3 个山地生物多样性中心之
一。与位于温带的国家植物园、位于亚热带的华
南国家植物园不同，昆明植物园属中亚热带内陆
高原气候，丽江园区海拔纵跨 2680 至 3600 米，
高差近1000米，呈现出典型的立体气候背景和山
地垂直植物带谱。

现在，昆明植物园已建成了山茶园、岩石
园、竹园、水生植物园、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
园、扶荔宫温室群、裸子植物园等16个专类园，
收集保育来自全球、特别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
植物资源8840余种……

加强生物多样性就地与迁地保护，是我国加
大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力度中的重要一步。完善
就地与迁地保护体系、创新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等中国实践，为全球保护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
恢复生态脆弱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人们有理由
相信，以国家植物园和华南植物园为开端，中国
的国家植物园体系，将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扩展。
通过迁地保育珍稀濒危植物、特有类群和重要经
济植物，中国的国家植物园体系能够为保护地球
上生物多样性和世界和谐发展进步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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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地保护是以整株、种子、花
粉、营养繁殖体、组织或细胞培养物
的形式，在其自然栖息地之外保存和
维护活体样本。

迁地保护从保护的目的出发对特
别的类群进行引种收集和相关研究。
为了达到好的效果，要注意植物材料
的收集类型、收集方法及其档案，综
合考虑物种的生物环境及非生物环
境，对有活力的种质资源进行后续监
测和管理。

延伸阅读

“中国意大利文化和旅游年”展示文化遗产

“百年无极”展览
美术大家云集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在位于北京的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展出的“百年无极——西方现当代艺
术大师作品展”现场，一位小朋友轻声读着展览的前言部分，并时不时询
问：“妈妈，那个字念什么？我会看到梵高的画吗……”

本次展览由意大利文化部支持，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意大利国家现当代
美术馆等共同主办。7月23日向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展。
这其中很多是“父母+孩子”组合，孩子们还带来了图画本，边看边画。

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澜意表示，“百年无极”展览在中国的展出，为中国
观众近距离聆听意大利艺术家和欧洲其他国家艺术家的对话，了解不同时
代不同绘画流派的发展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是“中国意大利文化和旅
游年”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希望中意两国文博机构在更广泛领域加强合
作，更好展示双方文化遗产，共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杨晓波表示，中意两国是人类文化的杰出代
表，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让远隔万里的中西文明彼此呼应、相映成辉。
今天，“百年无极”展览又让中意绵延千年的友好交往绽放出新的友谊之
花，中意两国文化交流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展品均来自意大利国家现当代美术馆

北京大学丁宁教授将展览特点概括为“三多”，即名家大师多，所反映
的艺术流派多以及名家大师的代表作多。“这样的展览，一定会带给中国观
众极其美好的审美享受和对现代性的深刻理解。”丁宁说。

确实，展览汇集了梵高、莫迪里阿尼、毕加索、康定斯基、莫兰迪等
46位影响欧洲现当代艺术发展的艺术大师所创作的62幅艺术珍品，作品艺
术风格跨越浪漫主义、印象派、抽象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
等，讲述欧洲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与流变。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展览全部展品均来自意大利国家现当代美术馆。
这是意大利国家现当代美术馆首次携体量如此之大、规格如此之高的重磅
珍品来华展出。其中，在展览第三部分“梵高的花园”中展出的梵高作品

《园丁》是意大利公共收藏中最重要的梵高作品之一，备受观众瞩目。
同样首次在华展出的，还有意大利表现主义画派代表画家之一莫迪里

阿尼的《汉卡·扎布罗夫斯卡肖像》，该作品作为其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代
表作之一，引发关注。

展现了不同时代、不同绘画流派发展脉络

“我当然知道意大利，也知道欧洲有很‘厉害’的画家；我在美术课上
临摹过展览中的一幅作品，但在现场看到是第一次，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一位小观众在观展后描述自己的感受时说。

一位观众则用相机记录下了展板上的一些艺术大师的名言。“比如莫迪
里阿尼的‘当我洞悉你的灵魂，我会画出你的眼睛’，梵高的‘我拥有自然 、艺
术和诗歌，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这些与现场作品结合，都让我很受触动。”
他这样说。

意大利国家现当代美术馆馆长克里斯蒂安娜·科卢在该展览开幕视频致
辞中表示：“这是一个顶级展览，不仅因为展品的品质及传达的理念，更因
为展陈设计给观众带来的独一无二的体验”。她希望未来有机会在意大利国
家现当代美术馆举办中国现当代艺术家作品的展览。

7月26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
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
器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览展出中韩日3国国家博物馆珍
藏的青铜器类精品文物约50件 （组），呈现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传统与科技、艺术成就。

图为展出的高丽时代青铜钟。 李 扬摄

作 为 荷 兰 后
印象派重要画家
和 表 现 主 义 先
驱，梵高的艺术
创作对西方美术
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图为观众
在展览现场观看
梵高的 《园丁》，
这是梵高艺术风
格成熟时期的重
要作品。
供图：中国文物
交流中心

华南国家植物
园西北侧，有一个三
面环水的半岛，种植
着油棕、椰子、棕榈
藤、槟榔等 300 多种
棕榈植物，这是始建
于 1956 年 的 棕 榈
园。园中建有“蒲岗
自然教育径”，供人
们学习、体验自然科
普知识。
图片来源：华南国
家植物园网站

经由华南国
家植物园迁地保
育的植物，目前
有 643 种珍稀濒
危植物和 337 种
国家重点野生保
护植物，包括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 生 植 物 望 天
树 、 东 京 龙 脑
香、坡垒等。

图为在华南
国家植物园标本
馆，工作人员对
植物标本进行编
号整理。

新华社记者
邓 华 摄

华南国家植物园
依托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园设立，目前已
实现了报春苣苔、杜
鹃红山茶、虎颜花、
龙 州 金 花 茶 、 猪 血
木、广东含笑、绣球
茜等36种华南珍稀濒
危植物的野外回归。

图为工作人员对
兜兰进行增殖处理。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