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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多样性主要包括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 3个层次.本文围绕这3个层次,介绍了我国丰富多采的

生物多样性,分析比较了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及关系,探讨了我国为实施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一些措施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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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lo gical diversity includes mainly three levels: species diversity , eco sy stem diver-

sity and genet ic diversity. Around the three levels, this paper int roduces rich and varied biolog-

ical diversity in China, compares and analyses the interact ion and relat ionship of biolog ical di-

vers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discusses the steps and act ions of protect ing biolo gical di-

versity being pract iced in China for carry ing 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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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它不仅提供了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生物资源, 也构成

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物圈环境. 生物多样性是指所

有生物种类、种内遗传变异和它们的生存环境的总称,

包括所有不同种类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及它们所

拥有的基因、它们与生存环境所组成的生态系统[1、2] .

可见它是一个包揽了可提高人类生活和福利的自然生

物财富的术语.生物多样性减少, 必将恶化人类生存环

境, 限制人类生存与发展机会的选择, 甚至严重威胁人

类的生存与发展.保护和拯救生物多样性,目的是为使

它们向当代人提供最大的利益, 并保持满足后代需要

的潜力, 以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3] .

1　我国生物多样性丰富多彩

　　我国大部分国土处在中纬度, 亚热带和温带约占

80% . 我国境内地势起伏显著, 山地高原面积大, 季风

环流强盛, 河流湖泊众多,土壤、植被类型丰富,浅海大

陆架宽广, 岛屿星布, 自然环境复杂多样, 且地区差异

明显, 具有适合众多生物种类生存和繁衍的各种生境

条件; 此外, 地质时期特殊的自然历史条件还形成了许

多古老物种的“避难所”或新生类群的发源地. 这一切

不仅为我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发生和发展, 同时也

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的持续利用提供了极其广阔

的生态空间和诸多有利的自然条件,使我国成为全球

12个“高度生物多样性国家”之一[ 4] .

1. 1　物种高度丰富,特有属、种繁多[5]

中国有高等植物30000余种,仅次于世界高等植物

最丰富的巴西和哥伦比亚, 居世界第三位.其中苔藓植

物2200种, 占世界总种数的9. 1% , 隶属106科, 占世界

科数的70% ; 蕨类植物52科, 约2200—2600种, 分别占

世界科、种数的80%和22% ; 裸子植物全世界共15科79

属约850种,中国就有10科34属约250种, 是世界上裸子

植物最多的国家; 中国被子植物约有328科3123属

30000多种, 分别占世界科、属、种数的75%、30%和

10% . 中国的动物也非常丰富, 脊椎动物共有6347种,

占世界总种数的13. 97% . 中国是世界上鸟类种类最多

的国家, 共有鸟类1244种, 占世界总种数的13. 1% ; 中

国有鱼类3862种,占世界总种数的20. 3% . 包括昆虫在

内的无脊椎动物,低等植物和真菌、细菌、放线菌, 其种

类更为繁多. 我国不但物种丰富, 而且特有属种繁多

(见表1) . 例如,有活化石之称的大熊猫、白鳍豚、水杉、



银杏、攀枝花苏铁等.

表1　中国动、植物部分门类特有种(属)统计1)

门类名称
已知种

(属)数

特有种

(属)数

物有种(属)

占总种(属)数%

哺乳类 581种 110种 18. 93
鸟类 1244种 98种 7. 88
爬行类 376种 25种 6. 65
两栖类 284种 30种 10. 56
鱼　类 3862种 404种 10. 46

总　计 6347种 667种 10. 5
被子植物 3123属 246属 7. 5
裸子植物 34属 10属 29. 4
蕨类植物 224属 6属 2. 3

苔藓植物 494属 13属 2. 0
总计 3875属 275属 10. 3

　1)国家环保局等.《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研究》, 1998

1. 2　生态系统类型多样[6]

我国具有地球陆生生态系统各种类型——森林、

灌木、草原和稀树草原、草甸、荒漠、高山冻原等, 总共

大约599类.森林有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阔叶林. 初

步统计, 以乔木的优势种、共优势种或特征种为标志的

类型主要有212类. 我国的竹林有36类. 灌丛的类别更

是复杂,主要有113类. 草甸可分为典型草甸( 27类 )、盐

生草甸( 20类)、沼泽化草甸( 9类)和高寒草甸 ( 21类) .

我国沼泽以草本沼泽类型较多 ( 14类) , 其次为木本沼

泽 ( 4类) ,并有1类泥炭沼泽, 中国的红树林,系热带海

岸沼泽林, 主要有18类. 草原分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

荒漠草原和高寒草原,共55类. 荒漠分为小乔木荒漠、

灌木荒漠、小半灌木荒漠及垫状小半灌木荒漠, 共52

类. 此外, 高山冻原、高山垫状植被和高山流石滩植被

主要有17类.

1. 3　独特的遗传多样性, 异常丰富的栽培植物、家养

动物及其野生亲缘的种质资源

遗传多样性为人们提供了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的

育种材料. 一个物种往往包括许多具有丰富的遗传变

异的种群, 这些遗传变异对物种进化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我国的生物种类繁多,种质资源非常丰富, 在栽

培品种、近缘野生种、人工改良或自然形成的特殊变异

型品种等方面都保存着不同的遗传基因. 如至1992年,

全国已建立的17处国家果树种质圃中共收集、保存苹

果、梨等18个主要树种, 涉及31个科58个属的果树种质

资源11835多份 .

我国农民开发利用和培植繁育了大量栽培植物和

家养动物, 共有家养动物品种和类群1938个. 在我国境

内已知的经济树种就有1000种以上, 栽培和野生果树

总数居世界第一位, 其中许多主要起源于我国或我国

是其分布中心. 我国水稻的地方品种达50000个, 大豆

达20000个, 药用植物11000多种, 牧草4200多种, 原产

中国的重要观赏花卉2200多种.具有经济价值植物的

野生原型和近缘种类数量繁多. 例如, 中药人参有8个

野生近缘种, 贝母的近缘种多达17个,乌头有20多个.

2　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必不可少的生

命支持系统”. 生物资源是生物多样性中对人类具有现

实和潜在价值的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总称,是生物

多样性的物质体现. 人类依靠生物多样性为生,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主要是建立在利用生物多

样性的基础之上.

2. 1　物种多样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人类生存需要通过农、林、牧、副、渔业生产获取动

植物资源来满足对食物、药材、燃料和多种工业原料等

基本生存的需要. 人类已经利用了大约5000种植物作

为粮食作物, 其中不到20种提供了世界绝大部分的粮

食. 各种家禽、家畜、鱼类、海产为人类提供了必需的蛋

白质, 各种蔬菜、水果、菌类为人类日常生活所必需. 据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表明, 发展中国家80%的人口依赖

植物和动物提供的传统药物,以保证基本健康.发达国

家40%以上的药物依靠自然资源, 或依靠从大自然中

发现的化合物进行化学合成.中医使用的植物药材达1

万种以上.中国利用野生生物入药已有数千年历史, 记

载的药用植物有5000多种, 其中1000多种为常用药

物[ 13] . 植物和动物是主要的工业原料,如木材、纤维、香

料、橡胶、动物皮毛革羽等. 人类所需要的能源也主要

依靠生物资源,如薪柴、原油、天然气等. 除上述的生物

物种所具有的直接实物价值外,还具有非实物价值, 如

旅游观赏、科学文化和畜力使役等方面的服务价值. 据

有关专家估价, 中国生物多样性年直接实物价值达

1. 02×1012元,非实物价值达0. 78×1012元,直接使用价

值总合为1. 80×1012元[5] .

2. 2　遗传多样性可增加生物生产量和改良生物品种

人类通过传统的育种技术和现代化的生物基因工

程, 成功地培育出新品种, 不断扩大农作物的适应范

围, 大大提高了作物的生产力, 丰富了农作物的遗传多

样性. 19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科学家改良当地生物品

种, 繁育出优良的新品种,使农林作物产量和畜牧渔业

产量大幅度增加,满足了急剧增加的人口的需求. 我国

水稻专家袁隆平教授,利用雄性不育的野生稻培育出

高产的杂交水稻,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利用遗传多

样性改良和提高我国的农作物、园艺、畜牧动物产量乃

是跨世纪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 保护基因多样

性和可持续地利用是维持基本的生命过程和生命支持

系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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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生态系统多样性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多样性的生

态空间和环境

生态系统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 执行着有普

遍意义的功能,它更新大气氧,并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中起中心作用;它保护土壤,调节水文, 降解环境中的

污染物等, 间接地体现出它对人类的价值,已逐渐为人

类所认识和利用[ 7] . 生态系统多样性包括生物群落和

生态环境类型的多样性. 不同的生物或生物群落通过

占据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 采取不同的能量利用方式

以及食物链网的相互关联作用, 维持生态系统中基本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为各种生物

及人类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及环境, 保证了生物多

样性的延续和昌盛. 如果生态系统多样性受到破坏, 随

之而来的将是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和环境恶化, 直接

威胁人类的生存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据专家估

测, 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现代年间接使用价值(生态功能

价值)达37. 31×1012元, 远远高于直接使用价值[5] , 可

见生态系统多样性对人类的巨大价值和作用.

3　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必将动摇可持续发展的自然

基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 (图

1) [8] . 生物多样性的衰减, 主要是人类的活动所造成

的,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类所选择的非可持续的生活

方式和发展模式所致.

··

人类生存的基础

物种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

自然群落
(生态系统多
样性)

动 物 微 生 物 植 物

食物 医药 生活资料 维护水平衡 调节气候 保护土壤 控制沙漠化

人 类 生 存

图1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生存基础[ 8]

3. 1　物种多样性受到威胁

自从6500万年前恐龙消失以来, 世界性的物种灭

绝速度在加快,尤其是最近400年以来. 如兽类在17世

纪平均5年灭绝一种, 到20世纪每 2年灭绝一种[ 9] .

1850—1950年间, 鸟类和哺乳动物平均每年灭绝一种.

科学家预测,如不采取保护措施, 地球上全部物种多样

性的1/ 4在未来20—30年里有被消灭的严重危险.现在

每年有1万—2万个物种灭绝, 物种灭绝的速度是形成

速度的100万倍.

　表2　1600年以来有记录的动植物种灭绝的数目1)

地区 动　物 植　物

海　岛 367 219

大　陆 124 380

1)资料来源: U NEP: Global biodiversity As sessment , 1995

我国物种受威胁的情况也是惊人的. 据统计, 大约

有398种脊椎动物处于频危状态, 占脊椎动物总数的

7. 7% . 1988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并公布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 共257种, 其中一级保护的96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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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保护的161种. 《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规定中

所列的640个禁止或限制贸易的濒危动物中,我国被列

入的就有156种. 处于濒危状态的高等植物1019种, 占

高等植物总数的3. 4% , 而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的高

等植物达4500—5000种,占高等植物总数的15% . 1987

年出版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中,列入濒危

类121种,稀有类110种, 渐危类158种.属于一级重点保

护的8种、二级保护的159种、三级保护的222种.

3. 2　生态系统多样性受威胁

物种大量灭绝是生态系统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所

导致的结果.因此, 物种灭绝反映了生态系统多样性的

丧失或减弱.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主要表现有森林资

源减少、草原退化、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水质恶化、

湖泊面积减少、自然灾害加剧等. 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

森林、草原、农田、水域等各种生态系统多样性面临着

严重的丧失和退化, 其淡水生态系统多样性受到的冲

击可能最严重.例如, 我国淮河流域, 由于各种污染物

的排放, 淮河污染极其严重,部分河段水质恶化, 生物

多样性几乎丧尽.历史上水草丰美的科尔沁草原、鄂尔

多斯草原, 由于过牧等多种原因, 草场退化,草原生物

多样性丧退.据专家推算, 1986年我国与污染有关的生

物多样性损失价值为12. 17×109元, 生态破坏经济损

失值为83. 15×109元. 生态破坏损失值是环境污染损

失值的7倍, 二者总计为95. 32×109元, 占当年我国

GNP 的比例为9. 84% . 并推测, 我国1994年环境污染

及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值达613×109元[5] .

3. 3　遗传多样性受到威胁

每个物种都有一个基因库 ,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

性的降低或丧失,必将导致遗传多样性的减少.世界范

围内, 大约492个遗传上显著不同的乔木种群受到威

胁, 以热带雨林等生态系统的基因损失量最大.遗传多

样性的丧失直接危及农业的发展. 自20世纪50年代开

始, 现代“绿色革命”中出现的玉米、小麦、水稻和其它

农作物品种的传播很快排挤了本地品种, 使得当地种

类大大减少,甚至完全丧失.野生种和野生近缘种植物

也面临灭绝的危险. 据广东和海南1978—1980年普查,

共有1182个野生稻分布点, 到1994年冬, 发现两省15个

县的原有16个分布点中有13个消失,剩下的3个野生稻

点的面积大大退缩. 有人预言, 若不采取紧急保护措

施, 在近期内有全部灭绝的危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从环境和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

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和模式, 特别指出环境和自

然资源的长期承载能力对发展进程的重要性以及发展

对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早在1980年, 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向世

界发布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就保护生物资源

提出了3个主要目标: ( 1)维持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

支持系统; ( 2)保持遗传的多样性; ( 3)保证物种和生态

系统的永续利用. 1992年6月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

境和发展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该公约旨在

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促进保护并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及其组成部分. 该公约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

重要的意义.

4. 1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 并把保护生物多

样性纳入可持续发展规划之中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里约热

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 全面部署制定了我国可持

续发展的国家战略, 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

明确指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持

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保护生物多样性”[10] .该议

程共20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第15章专门论述. 可见

我国政府对生物多样性是何等的重视. 在国家一级设

立了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和直属机构组成的“中国履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协调组”. 1994年制定并发布了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提出了我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优先项目[ 11] . 1998年,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

情研究报告》正式出版.该报告对我国广阔国土和海域

上的生物及其生境的理论研究、实践活动以及近年开

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种活动及其经济评估作了全面

总结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家策略》也在制定之中. 这一

切都充分说明了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证.

4. 2　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的措施

1987年国务院环委会发布了《中国自然保护纲

要》, 随后适时颁布了各种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

津、法规、条例等, 尤其是《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

护法》和《自然保护区条例》等. 这些法律、政策、管理措

施及制度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提供了重

要保证.

( 1) 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措施[ 12]　建立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是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的

主要措施.至1995年底, 全国建立了799个自然保护区、

512个风景名胜区、755个森林公园.初步形成了全国自

然生态系统保护区网络, 有效地保护了一批具重要科

学、经济、文化价值的自然生态系统. 自然保护区面积

已超过国土面积的8% ,风景名胜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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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1993年底的统计资料 ,全国共建立以各种自

然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433个,保护

面积为4703万 hm2, 分别占中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和总

面积的56. 7%和71. 1% . 其中: 已建立森林生态系统类

型自然保护区371个, 面积1429万 hm2; 建立草原与草

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14个, 面积137. 8万 hm2;

建立荒漠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7个,面积3066. 7万

hm2; 已建立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

区16个, 面积91. 6万 hm 2;已建立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

类型自然保护区25个, 面积37. 8万 hm 2. 在生态建设

上, 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植树造林工

程, 动员全民植树造林,初步做到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

量逐年增长, 促进了我国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

( 2) 物种多样性保护措施　物种保护措施主要是

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就地保护主要是建立自然保护

区. 至1993年底, 全国共建立野生生物类(包括野生动

物和野生植物两个类型)自然保护区284个, 面积1904

万 hm 2,国家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大多数种已得到保护. 其中,

已建立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214个, 面积1800万

hm2, 其中许多自然保护区是专门保护某一动物或几种

动物, 建立了16个专门保护大熊猫的自然保护区,建立

了20多个保护鹤类和10多个保护天鹅的自然保护区,

还为保护金丝猴、黑叶猴、猕猴、东北虎、华南虎、野牛、

亚洲象、赤斑羚、长臂猿、羚牛、坡鹿、白唇鹿、野骆驼、

白鳍豚、儒艮、朱 、杨子鳄、海龟、中华鲟、文昌鱼等数

十种野生动物建立了专门的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

的建立使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得到恢复和增殖. 已建

立野生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70个, 面积104万 hm 2, 其

中许多保护区是专门保护某一植物种群或群落, 例如,

建有专门保护水杉原始林和保护珙桐、银杉、桫椤、金

花茶、苏铁、银杏、人参、望天树、连香树、水青树、龙血

树等植物的专门自然保护区,还建立了许多野生药用

植物资源的自然保护区.

物种迁地保护主要是建立动物园和植物园及珍稀

濒危动植物人工繁育基地. 目前全国共建有动物园和

动物展区171个, 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动物园28个. 这

些动物园保存的脊椎动物有600余种, 10万余只 (头) .

此外, 全国已建各种野生动物繁育中心126个, 并建立

了大熊猫、朱 、海南坡鹿、扬子鳄、麋鹿、高鼻羚羊、野

马、白鳍豚、东北虎等珍稀动物驯养中心和珍贵动物救

护中心等共14处. 目前已有极少量驯养动物进行了野

化回归试验.至1994年, 已建植物园和树木园110个, 引

种各类高等植物23000种, 其中属于中国区系成分的

13000种以上,还在华南植物园建立了木兰科、姜科、苏

铁科植物保存园等. 此外,还在各地建立了地区性珍稀

濒危植物引种基地和人工繁育中心.

( 3)遗传多样性保护措施[5]　我国建立了一批遗

传资源保存设施,例如,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建立了微生

物菌种保存库,收集保存活菌90000多株,在上海、昆明

建立了野生动物细胞库; 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北京建立

了药用植物种质保存库, 保存了900种药用植物; 中国

农科院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容量达40万种质材料的大型

作物种质资源长期保存库, 保存有30多万份作物种质

材料 .农业部门还在全国建立了各种作物种质资源中

期保存库共27座;建立了15个果树资源保存圃,入圃品

种资源2. 27万份;建立了10个多年生作物种质资源圃;

还建成淡水鱼类种质资源综合库,鱼类冷冻精液库, 试

验性牛、羊精液库、胚胎库等. 至1993年底, 林业部门已

建林木种子库19个, 林木良种基地624处, 面积6万多

hm2, 其中在河南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泡桐基因库.

地球属于人类,也属于其它生物, 人类只有与其它

生物“公平”相处,整个社会才能持续地发展.尽管我国

初步建立起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体系及制定了具

体的保护措施,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任务依然艰巨, 我

们将通过不懈地努力, 保护好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 实

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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