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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根基。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地球
家园。

5 月 22 日是第 23 个国际生物多样性
日，也是“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 通过后的第一
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从
协议到协力：复元生物多样性”，表达了
世界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携手开创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新局面的美好愿景。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中国正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为实现

“昆蒙框架”确定的目标贡献中国力量。

四梁八柱更完善

近年来，中国生态保护监管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四梁八柱不断完善——编制印
发 《“十四五”生态保护监管规划》，明确
生态保护重点监管区域和监管任务，进一
步深化、细化生态保护监管体系；推动制
定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
并更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计划 （2011-2030年）》，积极推动生物多
样性主流化进程……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王志
斌介绍，中国加快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
策法规，积极推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
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领域中长期规
划，制定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
制度，指导各地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
评估，更新《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在顶层设计推动下，中国一方面推进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陆域红线
面积占比超过了30%，让重要自然生态系
统得到最严格的保护，不断完善生物多样
性的就地保护；另一方面，中国优化建设
动植物园、濒危植物扩繁和迁地保护中心
等迁地保护设施，完善生物资源迁地保存
繁育体系。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中国生态环境保

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生态保护模式，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出了中国方案。2019 年，中国“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倡议，入选联合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全球15个精品案例。2020年，“生态保护
红线－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创新”
案例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
型案例”中的特别推荐案例。目前，全国生
态保护红线已完成划定并发布。

保护行动更有力

华北豹是中国独有的金钱豹亚种，全
国数量不足400只。

今年 4月，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孟信
垴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摄像机，发现了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并首次发现褐马
鸡和红腹锦鸡，这标志着保护区内生态系
统的完整稳定和生物多样性的高度丰富。
画面中拍摄到的华北豹身材匀称、体型适
中，悠闲地在丛林中行走。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生物物种得到保
护和恢复，这离不开各类专项保护行动，
其中，“绿盾”行动功不可没。

从 2017 年开始，生态环境部联合交
通运输部、水利部等部门，连续6年组织
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打击破
坏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
建立了部门联合的工作机制，排查重点生

态环境问题，突出对重点流域和重点区域
的保护，持续开展部门联合巡查和核实调
研，推动整改，取得了显著效果。

“2022 年，我们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
展‘绿盾 2022’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王
志斌说，一方面，巩固监管成效、扩大监
管范围，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也纳入监管
范围，用遥感监测发现问题，下发问题线
索；另一方面，升级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
监管系统，完善台账管理功能，更好地服
务于监管工作。

在“绿盾”行动的作用下，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人为干扰面积和重点问题面积实现

“双下降”，基本扭转了侵占破坏自然保护
地生态环境的趋势。通过对保护地严格监
管，栖息于此的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
护，许多濒危动物野外种群有了明显
增长。

监测网络更高效

一只水鸟掠过洪泽湖水面，湿地旁的
光学监测装置迅速捕捉到这一画面，通过
抓取高清摄像头记录下的“尾、足、喙”等
细节，经人工智能算法比对后，判断这只
水鸟为白鹭，并在终端系统内记录下时间
等数据——这一幕场景得益于江苏省环境
科学研究院研发的鸟类 AI 识别系统。目
前，这一系统已在洪泽湖湿地、镇江长江
豚类保护湿地进行了搭建与测试。

高效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对摸清
生物多样性“家底”、进一步实施保护行动
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中国已初步建成科
学、全面、长时间序列的生物多样性监测
体系，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成果。

王志斌表示：“我们建立了全国生物多
样性监测网络，掌握生物多样性现状与变
化趋势。针对关键生物类群的分布与迁徙
特点，我国形成了覆盖陆生脊椎动物、昆
虫、淡水鱼类等多个类群及多种生态系统
的专项监测网络。”

其中，依托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建立的中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在 31
个省区市建立了 749个监测样区，获得监
测记录 180万条，开发了全国监测数据信
息管理平台，积累了长时间、大量的监测
数据。中国科学院建立的中国生物多样性
监测与研究网络是全球第一个具有完整纬
度梯度的森林监测研究网络，包含亚洲最
大的鸟类实时在线监测系统和数据库。

与覆盖范围更大的监测网络相伴的，
还有更加“智慧”的监测设备。

近年来，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能力逐
步提升，监测手段不断优化升级。不断更
新的自动化监测设备，推动了生物多样性
监测与创新研究。结合传统的生物多样性
人才队伍和调查监测，浙江丽水、广东车
八岭等地率先建设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体
系，以科技创新助力提升生物多样性监管
和治理水平，建立了“天眼+地眼+人眼”
三位一体的生态环境数字监测监管体系，
建成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管系统，为生物
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开辟了
更多通道。

上图：藏羚羊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
日土县草原湿地觅食。

廖登科摄 （人民图片）
左图：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钤阳办

事处丹江水库区域，成千上万棵油桐树花
开似雪，呈现半山青翠半山雪的美丽生态
景观。 赵春亮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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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在行动
本报记者 刘发为

陕 西 省 佛 坪 县 地
处 秦 岭 腹 地 中 段 南
坡，森林茂密，是陕
西省人口最少的县。

陕 西 省 内 第 一 处
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
护区——陕西佛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即
位于该县西北部的岳
坝镇境内。这里是秦
岭大熊猫模式标本产
地，迄今为止，已多
次发现大熊猫的踪迹。

在 佛 坪 县 域 内 ，
岳坝镇大古坪村是最
偏远的自然村，村集
体林与佛坪保护区国
有林犬牙交错。为了
有效保护这里的野生
大熊猫，大古坪村民
积极配合大熊猫物种
就地保护，切实发挥
了社区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一边要保护大熊
猫 ， 一 边 要 谋 求 发
展，大古坪村摸索出
了新路子——环境友
好型产业。大坪村村
民吴彦良，曾是全国
第四次大熊猫综合调
查佛坪保护区调查队队员，如今建有两处蜂场，分
别位于西河边的侯家坪和东河边的纸厂沟。用保护
区工作人员的话说：吴彦良的蜜蜂，酿出的是有故
事的蜂蜜。

在侯家坪蜂场附近，时常能发现大熊猫活动的
痕迹。前不久的一天，吴彦良走出家门去往侯家坪
蜂场。一路上，西河潺潺，野鸟啾啾，行走其中，
惬意如斯。

吴彦良走到蜂场时，猛然发现前方路边石头上
坐着一个“人”。他暗自忖度：“这里是保护区，周围
没有人家。作为保护区的社区村民，我得留个心。”
再走近一点，吴彦良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大熊
猫。吴彦良观察着大熊猫，只见它转头看看四周，
一会儿便往竹林里走去。吴彦良远远地跟着熊猫，
直到确认它无伤无病，才没再继续跟踪。

大熊猫光顾村民的蜂场已不是稀罕事了。今年3
月，在大古坪村三官庙村民小组，一只野生大熊猫
来到老屋蜂场，揭开李红新家的两箱蜂，吃了蜜，
捣了箱。三官庙保护站工作人员闻讯赶来，饱了看
大熊猫吃蜂蜜的眼福。几位蜂农和巡护员和颜悦色
地说：“吃吧吃吧，你吃谁家的，都没人生你的气。”

“来到秦岭腹地，看到莽莽森林、潺潺流水，与
我们日常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直接或间接‘撞个满
怀’，还能与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人们——
这些保护生态系统的主力军一起交流。”北京大学山
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赵翔感慨道。

每当看到这片绿色山谷、动物乐园，都会被眼
前这富有生命力的画面所感动。与此同时，也不应
忘记，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耕耘的人们，是守护绿
水青山与生灵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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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
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
称“昆蒙框架”），其中最受关注的行动目
标是，到 2030 年保护至少 30%的全球陆
地和海洋 （简称“3030”目标）。

这是一项兼具雄心与务实的目标。
然而，生物多样性在全球的分布并不均
匀，在实现“3030”目标时，除了国家主
权和国情外，还需要考虑生物多样性的
空间分布格局。

为此，我们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分
析，识别了全球统一保护30%或50%生物
多样性和碳储量最丰富的区域 （全球情
景的保护优先区） 和国家各自保护其国
土范围内30%或50%生物多样性和碳储量
最丰富的区域 （国家情景的保护优先
区），对比了上述两种情景下识别的优先
区保护成效，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面临
的保护挑战，并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了
实现“3030”目标的路径和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协调

各国的保护投入，而非各国保护其境内
的30%或50%，可以极大地提高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效率，但在此过程中，各个国
家和地区面临着如何公平分担保护成本
的关键问题。

全球情景下的保护优先区集中在物
种丰富度高、碳储量高的地区，包括南
美洲的亚马孙河流域、中非的刚果盆地
和东南亚的多个热带国家。在全球情景
下，各国面临的保护挑战差异巨大。在
面临挑战最高的 30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21 个位于非洲，且多为热带发展中国
家；在面临挑战最低的 30 个国家和地区
中，有一半以上是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
家，只有少数位于非洲和南美洲。

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采用“全球保护优先区”指导国

家保护行动，并使用“全球保护优先区维
持或恢复到良好状态的比例”作为评估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的一项指标；二
是条件与面积目标不同的国家，其保护
措施应有所侧重；三是各国参照“全球保

护优先区”在其国内的面积和比例，充分
考虑立法、政策、社会经济、保护意愿
和能力方面的差异，调整国家目标，并
将其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四是建立适当的平台，及时反映各
国的需求、努力和进展，鼓励国家间开
展合作行动，定期掌握各国在实现预定
保护目标方面的进展并调整行动方案等。

作为以上建议行动的支撑，需在国
际上建立强有力的筹资机制来支持国家
间的合作和协调行动，以便在全球范围
内公平地分担保护成本。“昆蒙框架”通
过后，《生物多样性公约》 各缔约方应尽
快建立有效机制，确保各国公平地分担
责任和义务，并履行各国承诺的全部资
金责任，支持面临高保护挑战的欠发达
国家实现其自然保护地目标，避免这些
国家因承受过重负担而加剧全球议程中
的不平等，切实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各国应公平地分担责任和义务
申小莉 马克平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新城湿地拍摄的震旦鸦雀。 王健民摄 （人民视觉）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新城湿地拍摄的震旦鸦雀。 王健民摄 （人民视觉）

一只野生大熊猫幼崽在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岳
坝镇大古坪村攀爬树木。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