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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分析了我国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现状, 探讨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为: 生境破坏; 掠夺式的过度利

用; 环境污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5 点建议, 即提高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 加强立法与执法;

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 大力整治自然环境; 加强生物技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

[关键词 ]　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 保护对策

[中图分类号 ]　X176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129387 (2003) 0520158205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 在全世界

居第 8 位, 北半球居第 1 位[1 ]。同时, 我国又是生物

多样性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由于生态系统

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 使许多物种变成濒危种和受

威胁种。高等植物中受威胁种高达 4 000～ 5 000 种,

占总种数的 15%～ 20% [2 ]。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 (C IT ES)”列出的 640 个世界性濒危

物种中, 我国有 156 种, 约占其总数的 25% [3 ]。因

此,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对

人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　中国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现状

1. 1　生态系统受威胁现状

　　因人为活动使生态系统不断遭到破坏而导致恶

化, 已成为我国目前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主要表

现在森林减少、草原退化、农田土地沙化和退化、水

土流失、沿海水质恶化、赤潮发生频繁、经济资源锐

减和自然灾害加剧等方面。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分布范围最广、生物量

最大的植被类型。我国现有森林 13 370 万 hm 2, 占

世界森林面积的 4% ; 我国森林覆盖率 13. 92% , 与

世界森林平均覆盖率 26% 相比, 低近 50% ; 我国人

均森林面积 0. 12 hm 2, 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森林面积

的 18%。近些年来, 我国森林覆盖率呈增长趋势, 但

主要是人工林面积的增长, 作为生物多样性资源宝

库的天然林仍在减少, 并且残存的天然林也大多处

于退化状态[4 ]。我国天然林在 1971～ 1975 年为

9 817万 hm 2, 到 1981～ 1985 年下降为 8 635 万

hm 2。海南岛天然林的覆盖率 1956 年为 25. 7% , 到

1964 年减少到 18. 1% , 1983 年仅为 7. 2%。黑龙江

重点原始林区, 1975 年天然林面积为2 316万 hm 2,

到 1985 年则下降为 1 238 万 hm 2。西南林区的云南

省, 1975 年天然林面积为 912 万 hm 2, 到 1985 年下

降为 814 万 hm 2 [5 ]。

约占我国国土面积 1ö3 左右的草原地带, 近 20

年来, 产草量已下降 1ö3～ 1ö2, 尤其是北方半干旱

地区草场, 退化极为严重, 草原生态系统面临严重衰

退的局面。在草原受破坏、风沙活动加剧的威胁下,

北方沙漠化进程已经加快, 沙漠化面积大幅度增加。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目前全区退化草场面积占全

区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50% 左右, 其中严重退化面积

接近总面积的 20%。素以水草丰美著称的呼伦贝尔

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 退化草原面积分别达到 23%

和 41% , 退化最严重的鄂尔多斯高原的草场, 退化

面积达 68% [5 ]。

水域生态系统也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近 30 多

年来, 我国海岸湿地已被围垦 700 多万 hm 2, 加上自

然淤涨成陆和人工填海造陆, 给垦区附近广大水域

的海洋生物资源造成长久的不利影响。我国南部海

岸的红树林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有 5 万 hm 2, 由

于几十年来的大面积围垦毁林, 使红树林遭到严重

破坏, 目前仅剩红树林 2 万 hm 2, 且部分已退化成为

半红树林和次生疏林。我国海岸珊瑚礁资源以海南

岛海岸分布最广, 全岛 1 600 km 海岸约有 1ö4 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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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着珊瑚礁, 礁区海洋生物资源丰富。近 10 多年

来, 由于当地居民采礁烧制石灰、制作工艺品等, 导

致海南岛沿岸 80% 的珊瑚礁资源被破坏, 有些岸段

礁资源濒临绝迹。淡水生态系统则由于兴建大型水

利、电力工程及围湖造田等而受到严重破坏。如长江

流域的大量湖区湿地转变为农田, 仅鄂、湘、赣、皖 4

省初步统计围垦 113 万 hm 2。湖北号称“千湖之省”,

目前只剩下湖泊 326 个, 湖面由 83 万 hm 2 减至 24

万 hm 2, 不仅缩小了湿地和水生物种生境, 还带来了

洪水调节能力下降问题, 同时也堵塞了某些重要经

济鱼类的回游通道, 如三峡工程的实施对白鳍豚的

生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 ]。

1. 2　物种及遗传多样性受威胁现状

虽然我国具有高度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但由于

近年来人口的快速增长及经济的高度发展, 增大了

对于资源及生态环境的需求, 对其构成了强大的压

力, 致使许多动物和植物严重濒危。据初步统计, 大

约有 398 种脊椎动物濒危, 占中国脊椎动物总数的

7. 7% 左右, 高等植物濒危种 1 009 种, 占总数的

3. 4% (表 1) [7 ]。
表 1　中国主要生物类群的濒危物种数目

T able 1　T he num ber of endangered species

of b io logical comm unity in Ch ina

类群
T ypes

物种总数
To tal

num ber
of species

濒危物种数
N um ber of
endangered

species

濒危物种
比率ö%
Ratio of

endangered
species

脊椎动物
V erteb rates

哺乳类M amm als 499 94 18. 8

鸟类 B irds 1 186 183 15. 4

爬行类 Rep tilia 376 17 4. 5

两栖类
Amph ib ia2rep tila

279 7 2. 5

鱼类 F ish 2 804 97 3. 5

小计 Count 5 144 398 7. 7

高等植物
A dvanced p lan t

被子植物
A nyio sperm ae 25 000 826 3. 3

裸子植物
Gym no sperm ae 200 75 37. 5

蕨类植物
P teridophyta

2 600 80 3. 1

苔藓植物B ryophyta 2 200 28 1. 3

小计 Count 30 000 1 009 3. 4

合计 To tal 35 144 1 431 4. 1

　　近 50 年来, 我国有 200 种植物灭绝, 高等植物

受威胁种已达 4 000～ 5 000 种, 占总种数的 15%～

20% , 高于世界 10%～ 15% 的水平[8 ]。据濒危野生

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资料显示, 640 种世界性濒

危物种中, 我国有 156 种, 约为其总数的 25% [3 ]。许

多贵重药材如人参、天麻等濒临绝灭。1987 年, 国家

环境保护局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出版的《中国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确定了我国需要保护的珍

稀濒危植物 389 种, 其中蕨类植物 13 种, 裸子植物

71 种, 被子植物 305 种; 定为濒危的种类 121 种, 稀

有的种类 110 种, 渐危的种类 158 种[9 ]。

近百年来, 我国有 10 余种动物绝迹。犀牛
(R h inoceros sp. )、麋鹿 (E lap hu rus d av id ianus) [10 ]、

高鼻羚羊 (S a ig a ta ta rica )、白臀叶猴 (Py g a th rix

nem aeus) 以及植物中的崖柏 (T huja sitchuanensis)、

雁 荡 润 楠 (M ach ilus m inu tiliba )、喜 雨 草
(Om brocha ris d u lcis) 等, 已经消失了几十年甚至几

个世纪了, 但人们普遍认为高鼻羚羊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新疆灭绝的。目前, 大熊猫、金丝猴、

东北虎[11 ]、雪豹等 20 余种珍稀动物的分布区明显
缩小, 居群数量骤减, 面临灭绝[12 ]。海南坡鹿在解放

初期有 2 000 头,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仅残余 76

头[13 ]; 黑冠长臂猿由 2 000 头减少到 30 头左右[5 ]。

许多水域中某些经济价值高的物种和敏感物种

逐步减少以至消失。如长江的“三鲟”、江豚、白鳍豚

变为稀有、濒危动物, 长江鲟鱼、鳜鱼、银鱼等经济鱼

种变得十分稀少; 海产对虾、海蟹、带鱼、大小黄鱼等

主要经济鱼种的可捕捞量也不断缩减。大量的水生

生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

我国的栽培植物遗传资源亦面临严重威胁。在

经济飞速发展、沿海开放区不断增多的情况下, 各农

业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推广优良品种,

许多古老的名贵品种正在绝迹。如云南省景洪县,

1964 年发现有 2 种野生稻 24 处, 由于开垦农田和

种植橡胶, 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只剩下 1 处。山东省

的黄河三角洲和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 过去遍地长

满野生大豆, 现在只在少数地区有零星分布[14 ]。又

如, 上海市郊区 1959 年有蔬菜品种 318 个, 到 1991

年只剩下 178 个, 丢失了 44. 8% [4 ]。其他城市的情

况也类似。对中国宝贵的栽培植物遗传资源如不立

即抢救, 就会面临丧失的危险。动物遗传资源受威胁

的现状也很严重。如中国优良的九斤黄鸡、定县猪已

经绝灭, 北京油鸡数量剧减, 特有的海南岛峰牛、上

海荡脚牛也很难找到[5 ]。遗传基因丧失的后果是无

法估量的。

2　我国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原因分析

2. 1　生境的破坏

　　尽管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成功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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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口增长, 但其业已存在的庞大的人口基数致使

人口增长的绝对值非常大, 加之不断提高的经济发

展速度, 使得我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及由此产生的

环境压力不断增大。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是我国的人口不仅绝对

数量大, 而且地理分布不均衡。中国的人口集中分布

在东南部, 而西北部则人口稀疏。在西北六省区, 即

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自治区以及甘肃和青海省,

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 14 人, 而其余省市区的人

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42 人[4 ]。因此, 中国的人口对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是造成生境破坏的主

要原因。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对自然资源的

需求不断加大, 森林超量砍伐、草原开垦、过度放牧、

不合理的围湖造田、沼泽开垦、过度利用土地和水资

源, 导致生物生存环境破坏, 甚至消失, 从而影响到

物种的正常生存, 甚至有相当数量物种已经绝灭。植

物的一些珍稀、特有种有的已经灭绝或仅剩少量植

株, 如缘毛红豆 (O rm osia hov ii)、毛叶坡垒 (H op ea

m ollissim a )、毛叶紫树 (N y ssa y unnanensis)、锯叶竹

节 (Ca ra llia d ip lop eta la ) 等数十种已经绝灭, 天目

铁 木 (O stry a rehd eriana )、百 山 祖 冷 杉 (A bies

beshanz uensis)、圆籽荷 (A p terosp erm a obla ta ) 只剩

下极少残株[15 ] , 而中国南海的珊瑚礁更是被严重破

坏, 结果造成以珊瑚礁为栖息地的鱼类的消失[16 ]。

同时, 今后可能会成为治疗人类疾病良药的无脊椎

动物或低等植物在人类尚未完全认识其作用以前也

已经灭绝了。此外, 兴修大型水利工程造成江湖阻

隔, 破坏了水生生物栖息的生境, 阻塞了某些鱼类的

回游通道, 致使大量物种濒危。长江葛洲坝至南津关

段是“四大家鱼”的产卵场, 大坝截流后流速、水温等

水文条件发生了变化, 据统计, 长江中段“四大家鱼”

鱼苗数量有减少趋势, 1980 年为 1960 年的 15. 7% ,

1981 年是 1980 年的 59%。大坝截流阻挡了中华鲟

溯江而上至金沙江产卵的通道, 许多中华鲟滞留于

坝下江段, 有的甚至撞死于坝下, 这对中华鲟的生存

造成严重威胁。另外, 微生物由于个体微小, 对生境

的依赖性大, 对生境的变化反应敏感, 因此, 由于人

类活动造成的生境破坏, 使很多微生物在尚不为人

所知的情况下就已经灭绝了。

2. 2　掠夺式的过度利用

滥捕乱猎是造成物种受威胁的重要原因之一。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猕猴被大量捕捉, 加之其栖息

地的丧失, 中国猕猴的种群数量锐减, 至今尚未得到

恢复[17 ]。此外, 如羚羊、野生鹿及用作裘皮的动物、

各种鱼类等资源, 由于过量狩猎、捕捞, 物种种群数

量大量减少甚至绝灭。中国海域主要经济鱼类资源

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已出现衰退现象, 从 70 年代

开始捕捞过度, 引起各海区沿岸与近海的底层传统

经济鱼类资源持续衰退, 如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鳓

鱼、马鲛鱼、黄姑鱼以及其他某些经济鱼类资源出现

全面衰退。淡水湖泊中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过度采挖野生经济植物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受

威 胁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如 人 参、天 麻、黄 芪

( A strag a lus m em branaceus )、砂 仁 ( A m om um

v illosum )、甘草 (G ly cy rrh iz a ) 等。近几年, 在内蒙

古、新疆、甘肃等地草原上, 甘草被大量采挖, 使其分

布面积剧减, 如新疆巴楚县 1967 年调查有甘草面积

4 万 hm 2, 现已有一半被挖尽[1 ]。内蒙黄芪是驰名中

外的特产, 目前在草原上已很难见到。

有许多珍贵的食用和药用的真菌是我国特有

的, 如冬虫夏草、灵芝、竹荪、蒙古口蘑、庐山石耳等,

由于长期的人工采摘已有濒临灭绝的危险。

2. 3　环境污染

城乡工农业污水大量排放于水域, 大气污染物,

特别是酸雨、重金属以及长期滞留的农药残毒富集

于环境, 使许多水陆生物及生态系统类型因生境恶

化而濒危。据统计, 我国已受工业废弃物明显污染的

农田面积达 1 000 万 hm 2, 约占农田总面积的 10% ,

受农用化学物污染的面积也达 1 000 万 hm 2, 两项

相加造成的总的经济损失约 150 亿元人民币以

上[1 ]。不少湖泊及其他主要河流已被工业废水严重

污染, 这是水生动物区系大量消亡的主要原因。我国

长江、松花江等河流的某些河段中自然生长的梭鱼、

三角鳊、鲫鱼甚至草鱼、白鲢、花鲢、青鱼等等也处于

濒危甚至濒临灭绝的状态。至于海洋, 特别是近海的

海岸污染也是物种减少的主要因素。

此外, 外来种的引入, 新的城市、水坝和水库的

建设, 新矿区的开发, 地震、水灾、火灾、暴风雨、干旱

等自然灾害的危害, 以及因法制不健全, 致使某些破

坏资源的现象无法可依, 或者执法不严, 各级资源保

护部门缺乏有力的协调与配合等, 导致了管理中的

漏洞和失误, 这些都是造成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或灭

绝的原因。

3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对策

保护自然是人类未来的需要, 更是当代生活的

需要。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WW F ) 等一些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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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认为, 21 世纪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的时

期, 而珍稀濒危物种应视为优先保护之列。保护的目

标是通过不减少基因和物种多样性, 不破坏重要的

生境和生态系统的方式, 尽快挽救和保护濒危的生

物资源, 以保证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发展和利用。

3. 1　提高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

尽管人类一直致力于寻找一个与地球相近而可

供人类生存的星球, 但还远未能如愿。人们不得不承

认地球目前仍然是人类的惟一家园, 历经 10 多年的

“生物圈 2 号”试验的失败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人类

离开地球将无法生存。因此, 我们必须善待地球、善

待自然, 不能以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为发展模式;

不能以高消费、高享受为发展目标和推动力; 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 片面强调发展的速度和数量。相

反, 应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强调资源的持续利用,

强调后代人享有与当代人同等的发展机会。增强环

境道德观念和持续发展观念, 共同维护我们惟一能

够生存的地球家园, 是人类应该追求的理想。

3. 2　加强立法与执法

为保护生物资源, 我国先后颁布了野生动物保

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森林法、草原

法和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另外, 我

国还签署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制定了《中国

环境保护 21 世纪议程》[18 ]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行动计划》等, 使我国保护生物多样性工作纳入法制

轨道。但目前仍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滥捕乱杀、非法出口等现象一直未能禁止。自 1983

年以来, 被抢救的大熊猫数量没有被偷猎的多; 不加

控制地猎杀黄羊、狍、岩羊等有蹄动物, 使原来常见

种沦为稀有种; 非法走私大量麝香、虎骨、犀牛角、动

物毛皮等, 使这些动物面临绝迹的危险。人为因素始

终是生物多样性锐减的主要因素, 对那些危害生物

多样性, 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不法分子应严厉打击,

严肃处理。

3. 3　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

要保护好生物多样性, 必须深入调查研究, 弄清

其组成成分、分布、结构, 了解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

的作用和功能, 找出生态脆弱区, 找出濒危动植物,

并实施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护。建立和完善

自然保护区、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基因库等, 始

终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措施, 特别是自然保护

区的建立, 对维持物种的生存, 维持生物资源的持续

利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目前, 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尽管如

此, 根据我国自然资源面临枯竭的现实和多数公民

的环境、生态意识淡薄的实际, 必须树立危机感和抢

救意识, 努力提高公民的生态保护意识, 加大保护力

度, 增大保护面积。

3. 4　大力整治自然环境

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剧增, 造成的

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从陆地到海洋, 从赤道到两

极, 从低地到高空, 几乎没有未被人类污染的地方,

自然界生物生存的条件受到严重破坏, 许多植物面

临灭绝的危险。必须坚持“谁破坏谁恢复, 谁开发谁

保护, 谁受益谁补偿”的方针, 切实落实《中国 21 世

纪议程》及《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加快“三河”、“三

湖’、两区和其他一系列绿色工程的治理和建设步

伐, 整治自然环境, 遏制不断加剧的环境污染, 保证

生物能够正常的繁衍生息, 保护人类环境的清洁优

美, 维持社会的持续发展。

3. 5　加强生物技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

采用转基因技术把某些具有高产、抗逆等优良

性状的基因导入原来不具备这些性状的生物体内,

达到改良和培育新品种的目的。在这方面成功的例

子不少, 如在畜牧水产实践中, 转基因技术为动物品

种改良以及获取某些重要蛋白质提供了新途径, 并

已培育出转基因鱼、转基因鸡和转基因猪[19 ] , 其中

我国关于转基因鱼的研究已居世界领先地位。在农

作物方面, 我国已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水稻、小

麦、玉米及马铃薯等新品种, 提高了粮食作物的产量

和质量[20 ]。转基因动植物的产生丰富了生物多样

性, 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今后还要继

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推广工作, 科学合理的利用

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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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paper analyzed sta tu s of th rea tened b iodiversity in Ch ina, based on p len ty of actual

m ateria ls, and p robed the reason s that led to th is phenom ena. Su rvival environm en t destruct ion,

overtaxat ion of b io2resou rces and environm en t po llu t ion are the m ain reason s. O n the basis of th is, the

paper expounded five p ieces of advice to p ro tect b iodiversity: Increasing the realiza t ion to p ro tect

b iodiversity. Strengthen ing the leg isla t ion and execu t ion. Strengthen ing the research to b iodiversity.

Great ly refo rm ing the natu ra l environm en t. Strengthen ing the app ly of b io techno logy in b iodiversity

con serv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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