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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是人类的朋友，是地球的
卫士，是生态环境的主角。地球的
各种生命活动均依赖于植物。植物
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生态系
统中的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
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把无机物转
化为有机物，不仅供给自身的发育
生长，也为其他生物提供物质和能
量。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也
离不开植物。植物不但为我们提供
了清新的氧气、优美的环境，还为
我们的衣食住行提供粮食、蔬菜、
调料、纤维、药物、工具、材料以
及工业原料。植物是留住金山银
山、青山绿水和浓浓乡愁不可缺少
的绿色基底。

世界上已知的高等植物有30多
万 种 ， 大 约 有 35856 种 分 布 于 中
国，数量居于世界第三位，其中石
松类及蕨类植物2129种，裸子植物
237种，被子植物28996种。中国也
是许多重要农作物和果树资源的原
产地，其中园林花卉植物种类超过
7500种，被英国植物探险家欧内斯
特·亨利·威尔逊称为“世界园林之
母”。

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自身
繁 育 障 碍 的 双 重 影 响 下 ， 据 估
计，中国约有 10%—20%的植物遭
受威胁。这些植物一旦灭绝，不
仅意味着植物多样性的减少，还
威胁着其他物种的生存乃至影响
人类的未来。

在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任
重道远，迫在眉睫。首先要提高
公 众 对 于 植 物 保 护 重 要 性 的 认
识。在一些大众的意识里，植物
只是一些可以随意采摘默默无闻
的花花草草，大家丝毫没有意识
到有何不妥。要通过宣传教育，
让公众了解植物资源的重要性，
了 解 野 生 植 物 受 威 胁 的 严 峻 局
面，了解野生植物保护的难点和
热点。要增强公众的守法意识，
认识到破坏植物资源的严重性。

还要提高公众的参与程度。要
在全社会倡导健康绿色的生活方
式，不仅仅是要保护和禁食野生动
物，还要像保护动物一样保护野生
植物，不采集和食用野生植物、不
使用濒危珍稀野生植物制品，自觉
抵制野生植物来源的各类产品。要
倡导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
积极倡导生态旅游的理念，尽量减
少对野外环境的干扰。

要积极引导野生植物所在地的
人民，通过可持续的生活和生产方
式致富，改变滥采滥挖野生植物的
陋习。通过积极建立各种类型的保
护地，引导当地人民参与到保护的
实践中。通过开展物种保护、生态
和自然教育提高收入，培养与植物
和谐相处的文明风尚。

同时，还要加强植物资源保
护的普法工作，建立健全野生植
物保护法规。强化对破坏野生植
物违法活动的惩治力度，鼓励公
众积极制止和举报破坏野生植物
的违法行为。

保护中国的植物多样性，需要
你我他的共同参与。

（作者系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
院总工程师，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
分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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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高等维管束植物3万多种，占全世界已知维管束植物种类的十分之一。作
为生态系统第一生产者，植物几乎是生态系统中能量及有机物质的最初来源，对涵蓄水源、调节气候、保持水土、吸收和分解污
染物，维持全球自然生态平衡和稳定极为重要。但由于生境丧失或破碎化、资源过度利用、环境污染、入侵物种竞争及全球气候
变化等因素，大约有 11% 的植物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每一种生命都值得尊重。从2008年发布实施首个国家级植物保护战略至今，中国在保护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方面做了大量富
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公众参与

须加强
赵世伟

成就与挑战并存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植物保护工作，积极响
应 《全球植物保护战略》（GSPC），并制定和
发布了 《中国植物保护战略》（2011-2020）。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BGCI） 中国办公室负责
人文香英介绍，在过去十年，中国在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濒危植物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就
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物种回归以及公众植物保
护意识和保护能力提高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执
行进展。

然而，由于栖息地丧失、生境破碎化、不
可持续的过度利用、外来物种入侵、环境污染
和气候变化等外在因素，再加上许多植物自身
繁育障碍，如授粉率低，胚胎畸形和休眠，萌
发率低等，导致居群更新受到影响，中国许多
植物已处于受威胁状态。《中国生物多样性红

色名录-高等植物卷》（以下简称，《红色名
录》） 显示，目前我国有 3879 种 （约占 11%）
植物面临灭绝的风险。

成就和挑战并存。2018年，由中科院华南植
物园主任任海教授牵头、国内外二十多位植物
科 学 家 组 成 的 专 家 组 对 中 国 执 行 GSPC
2011-2020 进展情况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中
国在2020年之前提前实现了本底摸查、评估、及
时有效地开展就地保护等方面（GSPC的目标1、
2、4、5和7），并在信息共享、迁地保护、提高公众
对植物多样性的认识及能力建设和促进公众参
与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GSPC的目标3、8、
9、14和16），而在剩余的6个与可持续植物资源
管理和利用相关方面（GSPC 的目标 6、10、11、
12、13 和 15）取得的进展有限。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副局长李春良总结说，过去十年，我国实现了
GSPC 中70%的主要目标。

青岛市城阳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的志愿者在白沙河种植净水植物。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极小种群”与乡土植物

摸清本底是进行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基
础。野外调查、采集植物标本则是其中必不
可少的环节。野外调查工作不仅条件艰苦，
而且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对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种。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是 2005年由当时
云南省林业厅组织省内专家在制定野生动植
物保护方案时提出的。据他介绍，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并不是形态袖珍的植物，而是受外
界因素干扰，分布狭窄或呈间断分布，种群
的个体数量极少，濒临灭绝的野生植物。

在极小种群的保护工作中，流传着一段
佳话——漾濞槭重生。漾濞槭是云南大理漾
濞县的特有植物，最初被发现时全世界仅存
4株。实际上，极小种群保护刚提出时，国
际上并不认可。对于这类几近灭绝的物种，
是否还有拯救的必要？对此，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孙卫邦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每一种生命都值得尊重。人们往往忽视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忽视了大自然各种生命形态

是紧密相连的一体，一种植物灭绝，常导致10
种到30种生物出现生存危机。”

经过 10 多年的保护，如今昆明植物园
内已经繁育出数万株漾濞槭，部分已回到苍
山西坡的原生境生长繁衍。十几年的极小种
群保护工作证明，此概念的提出是保护生物
学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正影响着中国乃至

世界珍稀濒危物种的综合研究与保护实践。
在植物多样性保护中，乡土植物保护也

是近年来的重点工作之一。中国国土面积广
阔，横跨多个气候带，且境内地势地形多样，
使得植物地域性十分显著。北方乡土植物以
针叶树、落叶阔叶树为主，而南方热带地区则
以棕榈科植物为主。乡土植物具有对当地自
然环境条件的适应性、抗逆性、经济性和历史
文化性等特点，近几年来备受关注。

2013年，中国植物园联盟开展了“中国
乡土植物全面保护计划”，旨在保护全国的
植物多样性。到2016年，中国195个植物园
中有1285个植物活体组织收集中心，迁地保
护 了 22104 种 乡 土 植 物 ， 隶 属 288 个 科 ，
2911 个属，占中国全部乡土植物科的 91%，
属的 86%和种的 65%，确保了迁地保护收集
的植物材料具有足够的基因多样性。

此外，城市的绿化也在朝向“让野草
长”、尊重本土植被的理念转变，体现了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理
念的落地，也是生态文明理论在绿化工作中
的生动实践。漾濞槭。 资料图片

药用植物的可持续利用

中国对药用植物的发现、使用和栽培有
着悠久的历史，但对植物资源药用价值的过
度开发和利用，也是导致许多野生植物濒临
灭绝的主要威胁之一。如何保障药用植物的
可持续利用？浙江余姚市探索出一条路子。

浙江余姚市鹿亭乡上庄村，处于四明山
一带，史载为铁皮石斛、霍山石斛、细茎石
斛和黄石斛的分布地。兰科石斛属是主要的
药用植物群体之一。《红色名录》 中记载的
石斛属有 80 种，其中 72 种被界定为近危及
以上受威胁等级 （占90%）。

2012年，当地人无意中发现了一株形态
奇异、神似石斛的植物，后经植物学家鉴定
确为野生铁皮石斛。

据当地企业浙江韵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姚国祥介绍，铁皮石斛既是珍贵的
药材，在中国古代药典里位于“九大仙草”
之首，素有“药中黄金”之美称，同时因对

生长的自然条件要求苛刻，低自然繁殖率，
又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为了保护这一“仙草”，2012年6月，姚国
祥与浙江大学、浙江省农科院等展开产学研
合作，共同研究野生铁皮石斛的组培技术。
2019 年，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基金会的支持下，当地正式建立“中华铁皮石
斛保护地·余姚”。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当初
零散分布生存的几株野生铁皮石斛，如今已
建有占地1200多亩的种植基地。

中国工程院张伯礼院士提出，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用植物所在海南进行的人工繁育沉
香很成功，探索出一条靠生态种植减少野生
资源消耗的创新之路。现在野山参濒危需要
严格保护，而林下参品质还需要通过仿野生
栽培进一步提升。虫草、重楼、贝母等有药
用价值的植物繁育研究问题都陆续得到了解
决。这些可以写在未来植物保护战略的目标
之中。希望未来药用植物的保护和利用能得
到国家的政策支持。

浙江韵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仿野
生铁皮石斛种植大棚。 肖 青摄

浙江韵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仿野
生铁皮石斛种植大棚。 肖 青摄

西 藏 自 治
区 是 青 藏 高 原
的 主 体 ， 地 势
高 峻 ， 地 理 特
殊 ， 野 生 动 植
物 资 源 、 水 资
源 和 矿 产 资 源
丰 富 ， 拥 有 碧
水 蓝 天 和 广 袤
的 草 原 。 目
前 ， 西 藏 自 治
区 已 建 立 各 级
各 类 自 然 保 护
区 、 生 态 功 能
保 护 区 、 国 家
级 风 景 名 胜
区 、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 初 步
形 成 了 一 个 类
型 齐 全 、 分 布
合 理 的 生 态 保
护 网 络 体 系 。
图 为 西 藏 林 芝
波密县风光。

新 华 社 记
者 李 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