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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述了生物高度多样性国家的概念及这些 国家对 于保护世界生物 多样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

重点介绍

了 � 个生物高度多样性国家
�

讨论了生物 高度多样性国家的确定 , 以及在确立保护生物多样性优先重点中的地位
�

关 键词 生物高度多样性国家
, 生物多样性

,

生物物种
,

物种特有性程度
�

� 概述

地球上已描述的生物物种大约有 � �� 万种
,

其中动物大约为 �� � 万种
,

植物为 �� 多万种
,

微生物 �� 多万种
�

而尚未被描述的物种可能比

这要多得多
,

据估计
,

大约在 � �� 万种至 � � � �

万种之间
,

甚至更多 。, � 如此多样性的生物在

世界上 ���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并不是均匀分布

的
,

仅在少数国家的疆域内
,

就拥有世界生物多

样性 �包括海洋生物
、

淡水生物和陆生生物 � 中

的很大部分
�

例如
,

哥伦比亚国土面 积 仅 为

� ��
�

�� �澎
,

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
�

�� 关
,

却栖息

着地球上大约 �� 务 的陆生植物和动物
,

在物种

种数上仅次于 巴西
,

名列世界第二位
�

也就是说

面积不到巴西的 �� �
,

却拥有与 巴西几乎一样

多的物种
�

它拥有 � � � � �一 � � � � � 个高等植物

种
,

与整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总共才有 � � � � �

种植物相比
,

可见其丰富程度 � 它拥有约 � � �。

个兰科植物种
,

居世界第一位
,

占世界兰科植物

总种数的 巧并
�

为了评价世界各国生物多样性和临危生态

系统方面的科学信息
,

有关专家于 �� � � 年提出

了高度多样性 国家 ��
� � � � �� �

� � ��� � 。� � � � � �

的概念
〔� ,��

�

高度多样性是很多不 同类 型 的 生

物信息的综合
,

其中最主要的两种尺度是物种

总数和特有性程度
,

这包括在物种水平上和较

高分类阶元水平上的特有性�如科
、

属�
�

目前世界上已有 �� 个国家进人生物 高 度

多样性国家的行列
「习

�

这些国家是 � 巴西
、

哥伦

比亚
、

厄瓜多尔
、

秘鲁
、

墨西哥
、

扎伊尔
、

马达加

斯加
、

澳大利亚
、

中国
、

印度尼西亚
、

印度和马

来西亚
�

这些国家的生物物种 占全世界总数的

�� 一 �� 务之多
�

这些国家中的生物多样性主要

是由它们境内的地形
、

气候以及长期隔离等因

素所决定的
�

这些国家不管面积大小
,

对于保

护世界生物多样性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

意义
�

高度多样性国家所拥有的不同生物类群在

全球生物界中占有重要地位
�

例如
,

巴西
、

扎伊

尔
、

马达加斯加和印度尼西亚 � 个国家拥有世

界上 � � � 的灵长类动物种 � 中国
、

印度尼西亚
、

巴西
、

墨西哥
、

扎伊尔
、

澳大利亚
、

哥伦比亚 � 个

国家拥有的有花植物占全球有花植物的一半以

上 �扎伊尔
、

巴西
、

印度尼西亚 � 个国家拥有大

面积热带雨林
,

其面积 占世界热带雨林的一半

左右 �墨西哥
、

印度尼西亚
、

巴 西和澳大利亚拥

有的爬行动物占世界爬行动物的 �邝
�

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是在生产发展的同时要求实施持

续利用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

人类只有足够重

视生物高度多样性国家
,

才不会失去世界上生

物多样性的大部分
�

本文重点介绍几个生物高

度多样性国家
�

� � � � 年 � 月 �� 日收到修改稿



� 高度生物多样性国家

�
·

�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一 ��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
,

现有高等植物 �� � 科
、

� � � � 余属
,

约 � 万

种
,

占世界高等植物种类的 �� 外 以上
,

有许多

是北半球地区早已灭绝的古老孑遗植物
�

单种

�型 �属和少种�型 �属约有 � � � � 余属
,

尤其是特

有属种亦十分丰富
,

计 有 � �� 多个特有属
,

约 �

万多个特有种
�

中国乔木树种达 � � � � 多种
,

特

别是裸子植物
,

全世界共有 �� 科
、

月 属
、

� �� 余

科
, ,

中国就有 一� 科
、

斗� 属
、

� � � 多种
�

针叶树

的总种数约占世界同类植物的 �� �
�

裸子植物

中的银杏
、

银杉
、

金钱松
、

台湾杉
、

白豆杉等
,

都

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孑遗植物
�

被子植物 占世界

总科数的 �� 肠 以上
,

其总种数仅次于巴西 �约

� , 万种�和哥伦比亚 �约 �
,

� 万种�
,

居世界第

三面一被子祖面中富含古老的类群和特有种
,

如琪铜
、

香果树
、

昆栏树
、

连香树
、

鹅掌揪和水青

树等
�

许多专家认为
,

中国植物最丰富的西南

地区
,

有可能是被子植物发生的摇篮和分化中

心
�

中国中草药种类达 � � � � 种以上
,

已发现的

香料植物约 � � � 种
,

油脂植物 � �� 余种
,

酿酒和

食用植物约 多�� 种
,

工业用植物 � �� 种以上
�

中国的动物资源亦十分丰富
,

有脊椎动物

� � � � 种
,

约占全世界脊椎动物总种数的 �� 汤 �

有兽类 � � � 多种
,

占世界的 �一�外 � 鸟类 � �� �

种
,

占世界的 ��
�

� � � 两栖类动物 �� � 种
,

爬行

动物 � 巧 种
,

鱼类 � � �。余种
,

分别 占全世界同

类动物总种数的 �� 外 左右
�

许多珍稀动物为

中国特有种
,

如大熊猫
、

金丝猴
、

白唇鹿
、

褐马

鸡
、

黑颈鹤
、

黄腹角难
、

杨子鳄等
�

中国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

是

由中国辽阔的国土和特殊的地理位 置 等 决 定

的
�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
,

南北纵跨纬度

钓 度以上
,

东西横越经度 �� 多度
,

面积约有

� � 万 “�
, � 气候从北到南有寒温带

、

温带
、

暖

温带
、

亚热带和热带 �地貌变化很大
,

除平原
、

盆

地外
,

尚有山峦起伏
,

高山与深谷相间
,

西南有

世界最高的青藏高原
�

特别是在中生代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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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裸子植物繁盛和被
一

子植物发生发展的 时 期
,

一直是温暖的气候
�

第四纪冰期时
,

中国又没

有直接受到北方大陆冰川的破坏
,

只受到山岳

冰川和气候波动的影响
,

基本上保持了第三纪

古热带比较稳定的气侯
�

因此
,

在不同的水平

地带和垂直地带上生活着丰富的动植物物种
�

植物区系具有泛北极和古热带两大植物区系
�

丰富的动植物区系和复杂的自然条件
,

形成多

种多样的生物类型
�

仅以陆地生态系统而言
,

除赤道雨林外
,

几乎所有北半球的植被类型都

有分布
�

森林中包括寒温带针叶林
、

温带落叶

阔叶林
、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以及热带季雨林和

雨林
�

此外
,

还有灌丛
、

草原
、

荒漠
、

冻原和高山

植被以及隐域性草甸
、

沼泽和水生植被
�

中国

植被分类中仅高中级单位就包括 �� 个植 被 类

型组
,

�� 个植被类型和 加 多个群系
�

�� � 马达加斯加的生物多样性“ ��,�
。,

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东南部
一

的一块 大

陆
,

面积只有 ”
�

�� � �
, ,

但拥有世界上其他任

何地区都未发现的大量物种
�

这里距非洲东海岸只有 � �收�
,

但地理隔

绝已有 � 亿年之久
�

由于长期被隔绝
,

马达加

斯加有着独特的生物进化历程
,

在某些方面成

为世界上特有物种分布程度最 高 的 地 区
�

马

达加斯加的 � � 种灵长类动物中有 �� 种仅限于

该岛分布
,

是世界上灵长类动物特有种最多的

国家
�

此外
, � 种食肉动物中的 � 种

,

�� 种无尾

猜中的 �� 种
, � �� 种爬行动物中的 � �� 种

, �科

种两栖动物中的 ��� 种以及 � � � 种棕搁植物中

的 � � � 种都是该岛特有种
�

马达加斯加的 �� �

个鸟类物种中有 � �� 个是特有种
,

其中包括 �

个特有科
�

世界上只有澳大利亚具有如此高的

特有科水平
�

该国的面积只占非洲的 �
�

� 沁
,

但

拥有的兰花种类比整个非洲大陆的还要多
�

它

拥有近 � � � � 个有花植物种
,

占整个非洲植物总

数的 �� 外
,

其中有 �� 沁为特有分布
,

包括 , 个

特有科
�

马达加斯加的森林生态系统可 分 为 三 大

类
,

即南部沙漠多刺植物
,

西部干旱落叶林以及

东部雨林
�

每一大类中都有相当数量的物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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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都有相当多的特有种
�

自 �� � �一 � � � � 年前人类来到该岛以来
,

环

境的变化已经导致不少物种消失
,

该岛的特有

物种和独特的生态系统正在受到极大的威胁
。

人口 的快速增加形成对这个岛国 自然生境的持

续压力
,

如果不加以控制
,

将会造成世界上更多

最珍贵生物的绝灭
�

�� � 巴西的生物多样性
【‘

,

,
·

侧

巴西地处拉美东部是世界上物种多样性最

丰富的国家
。

在巴西 �针
�

� 万 �耐 的国土上
,

生

活着许多多样性居世界第一位的生物类群
�

例

如
,

灵长类动物 �� 种
,

占世界总种数的 �� 怕 �

两栖类动物 弓�� 种
,

陆生脊椎动物 � � � � 种
,

濒

危和渐危脊椎动物 � �� 种
,

这些都居世界第一

位
�

巴西的有花植物 �
�

� 万种
,

占世界总种数的

� � 务 � 淡水鱼类 � � � � 种
,

位于世界第一位
,

比位

于世界第二位的国家种数多 � 倍
�

巴西拥有的其他生物类群也居世界前列
�

例如
,

爬行动物 � �� 种
,

居世界第四位 � 鸟类

�� � � 种
,

居世界第三位 �棕桐类 � �� 种
,

居世界

第三位 �哺乳类动物 � � � 种
,

居世界第四位
�

巴西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密闭的热带 森 林
,

面积达 � � � � � 万 � �
,

几乎 占全球热带森 林 总

面积的 �� 呢
,

比居第二位的印度 尼 西 亚 多 �

倍
�

亚马孙森林的最大部分�砚 多�位于巴西境

内
,

占了巴西全境的 �� 多
。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

家的国土有如此广阔的热带森林
。

��  扎伊尔的生物多样性 汇‘
,

�� ��� 

扎伊尔属于全球物种最丰富的地区 之 一
,

是非洲大陆上拥有脊椎动物最多的国家
�

现存

哺乳动物 � �� 种
,

居世界第四位 �淡水鱼类种数

占世界第二位
,

其中 �� 多 为特有种 � 灵长类动

物 �� 一 �� 种
,

鸟类 � � � � 种
,

两栖类动物 � �� 种
,

燕尾蝴喋 �� 种
,

其物种数都居非洲第一位
�

扎

伊尔的植物多样性程度 �� � � � � 种�仅次于南非

而居非洲大陆第二位
�

此外
,

扎伊尔还拥有地

球上现存的几块最重要 的大面积热带森林荒野

地
�

扎伊尔的雨林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而从未被

开发过
。

该国东部拥有好几处森林残遗种避难

料 学
。

��
�

所
,

这是地球上尚存的一些具有多种原始种残

存种群的区域
,

其中好多种已在世界其他地方

绝迹
�

生存在这些残遗种避难所的野生动物中

包括一些具有全球重要性的物种
,

如一种叫矮

黑猩猩 ��
。 ,
�。川 �� �� �的森林动物

,

与人类亲缘

关系最近
,

是分布在扎伊尔中部的一个特有种
�

生活在大片原始非洲雨林中的野生动物完

全值得受到特别保护关注
�

扎伊尔 �� 种哺乳

动物中的 � � 种和 �� 种 鸟 类 中 的 �� 种 列 人

�� � � 的
“

濒危动物名录
”

中
�

�
�

� 墨西哥的生物多样性「卜 , ’」

墨西哥位于拉美西 北 部 是 连 接 新 北 界

��
� � � � � �� � 和新热带界 ��

� � � �� � �� � �� 两个生

物地理界之间的桥梁
,

从而创造了北方区系成

分与热带区系成分之间的生物种间进行交流的

特有条件
�

这种生物种间大规模相互影响造成

了这一具有世界重要性的独特生态系统
。

该国

有着复杂的地形
,

千差万别的土壤和气候条件
,

各种各样的生境和生态区域以及不同地质历史

和地理位置
�

这都是该国生物之所以如此丰富

的原因
�

墨西哥拥有丰富的动物区系
,

包括爬行动

物 � �� 种
,

位居世界第一
,

其中特 有 种 高 达

�� 肠 � 哺乳动物 � �� 种
,

居世界第二位
,

其中

� � 多为特有种 � 两栖动物 �� � 种
,

居世界第四

位
,

其中 �� 呢为特有种
�

该国拥有鸟类 �� ��

种
,

比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的总数还多�� 呢
,

并是这两国许多候鸟最重要的越冬地
�

此 外
,

还有蝴蝶
、

鱼类
、

鲸
、

蝙蝠以及龟等迁徒物种分

布
,

它们都是国际共有的自然资源
�

墨西哥的植物区系也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

特有分布
�

仅有花植物就有 � � � � 多个属
,

已 记

载 � � � � � 种
,

有 �� 多 的植物属和 知一 �� 肠 的

植物种是该国特有分布
,

其中包括世界上 知铸

的菜豆属 ��人
� � � � �。 � � 种

, � � 并 的龙舌兰 属

�� �
� , �

� 种
,

� �务 的鼠尾草属 ��
� �, ‘� �种

,

以

及 � � 肠 的黄芥属 ��
� “� �   ! � ∀ !

# 种
.
这些植

物中有一些具有药用特性
.

2. 6 印度尼西亚的生物多样性
〔工 ,

101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
,

这里拥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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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生物地理条件和大面积的热带雨林
,

几乎

在所有的动物
、

植物区系类目上都是亚洲生物

最多样化的国家
,

而且在一些类目上名列世界

第一位或列于世界前列
.
该国是连接印度马来

亚和大洋洲这两个生物地理界和许多生物地理

省的桥梁
.
境内的沃菜西是这两个生物地理界

之问的一个巨大过渡带
.
该过渡带拥有面积达

114 万 k耐 的郁闭森林
,

并分布抬大量的特有

种
.

该国的热带森林面积在世界上仅次于巴西

而居第二位
,

比亚洲第二位的国家要多 1倍多
.

森林甲生长着世界上最多样性的棕相植物和约

20 00。种有花植物
.
世界 上许多在经济上具有

重要性的植物物种都起源于印度尼西亚
,

其中

包括柑桔
、

胡椒和甘蔗等
.

该国拥有丰富的动物区系
,

包括哺乳动物

5巧 种
,

居世界第一位
,

其中 36 外 为特有种
,

鹦

鹉科的鸟类 78 种
,

其中 40 呢 为特有种 ;燕尾蝴

蝶 12 1种
,

居世界第一位
,

其中 44 多为特有种 ;

鸟类 15 19 种
,

其中有 12 6 个是受威胁种
,

是世

界
__
匕受威胁鸟类种数最多的国家 ; 灵长类动物

33 种
,

其中有 18 个是特有种
,

位于亚洲第一

位
.

印度尼西亚的领土面积大约为 192 万km
, ,

由 1300 0 个岛屿组成
.
然而该国领海面积却比

领土面积大
,

其海域中的海洋动物区系无疑属

于世界上最多样化的区系之列
.
在该国已发现

的海洋值类约有 70 00 种
.
据最新调查

,

仅在桑

卡朗
·

{;可齐派拉谷 (S
ank ara;、9 A

r e
h i p

e
l
a
g
o
)

这么 一个小区域内就记载了 262 种硬珊瑚
.
其

海域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待研究
.

2. 7 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 〔‘
,

l0J

澳大利亚位于太平洋西南部
,

由于长期地

理隔离的地然历史
,

这里有着独特的植物
、

动物

区系
,

并具有高度的特有分布现象
.
在其面积

为 76 8
.
23 万 km

,

的国土上拥有有花植物物种

2 300种
,

居世界第五位 ;拥有爬行动物物种 686

种
,

居世界第二位
,

两栖动物 197 种
,

列世界第

十位
.
更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该国高比例的特有

分布的物种
,

而且是较高分类层次的特有属和

特有科
.
它具有 12 个有花植物特有科

,
7 个哺

乳动物特有科
,

4 个鸟类特有科
,

这比其它任何

国家的特有科都多
,

特有科列居世界之首
.
就

属一级而言
,

该国鸟类中有 45 多 的属
,

哺乳类

动物中有 35 多的属都是特有分布
.
至于在种

这一级上
,

有花植物和陆生脊椎动物特有分布

平均高达 81 多
,

这个比例与马达加斯加并列世

界第一
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以及附近一些岛屿一

起组成了地球上八大生物地理界之一 在澳大

利亚近海分布着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
—

大

堡礁
,

这是地球 仁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

区之一 虽然这个地区的旅游业正在发展
,

但

其生态系统仍保持着原来的面貌
.

3 生物高度多样性国家的确定及作用

当前
,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能采取的措

施
,

远不如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多
.
但是

,

应该看

到
,

地球上的野生生物多样性并不是均匀分布
,

不同自然区域都有自己的生物多样性中心
.
有

些国家具有较高的生态多样性
,

所以这些国家

也会比其他一些国家拥有更多的物种
.
这些国

家的生物保护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充 分 关注
。

同时
,

自然保护项目实际上是由主权国家的政

府来确定和实施
.
确定

“

生物高度多样性国家
”

是确定保护生物多样性优先重点的一种国家性

途径
.
确定生物高度多样性国家是为了使人们

重视这些物种丰富并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
.

确定生物高度多样性国家有两 个 主 要 尺

度
,

一是物种总数
,

另一是特有性程度
仁3‘. 例如

已进人生物高度多样性国家行列的巴西
、

哥伦

比亚
、

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物种最为丰富
,

并

常有高度的特有性
.
澳大利亚和马达加斯加则

以极高的特有程度著称
,

不仅在种的水平上
,

而

且在较高阶元水平上(如属
、

科)的特有程度也

较高
.

一般说
,

湿热带低平地区的陆生生态系统

具有最大的生物多样性
,

随着雨量减少和温度

降低
,

生物多样性就逐渐减少
.
孤立的岛屿和

小块具有独特生境的区域
,

具有更多的特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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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海域的珊瑚礁和一些巨大的古老的湖泊是

多种多徉水生生物的聚集地
.
已进人生物高度

多样性国家之列的 12 个国家
,

主要分布在南
、

北纬 30 度之间地域内
.
中国

、

巴西属于世界上

面积较大的国家之列
,

由于特殊的地质历史和

地理位置
,

成为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
.
马

达加斯加和澳大利亚虽说在物种总数上 不 高
,

但两国的特有程度极高
,

也被列人生物高度多

样性国家
.
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拥有独特的生

切地理条件
,

成为连接不同生物地理界和许多

生物地理省的桥梁
,

具有独特的生态系统
.
由

于人口较少及森林消减速率较低
,

扎伊尔的森

林和野生生物所受到的威胁始终保持在一个相

当低的水平
.

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常常导致生物多样

性的急剧降低
.
随着地球资源的不断减少

,

人

类的商业与物质生产活动将逐渐进人到那些有

着丰富的木材
、

矿产和娱乐资源
,

但 由于地理位

置偏僻而从未被开发过的地区
.
确定生物高度

多样性的国家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开展
.

这种方法可 以起到一种促进作 用
,

为保护生物

多样性开辟新的经费来源
。

例如
,

采用了这种

方法后
,

世界银行就增加了对保护 巴西和马达

加斯 如等国家生物多样性的关注
,

一些口际组

织 已 圣在巴西
、

墨西哥 以及马达加斯加等国家

投人 了大量经费
.
在任何情况下

,

一旦确定了

某一个生物高度多样性国家
,

就应该针对 呛点

科 学
.
“
.

采取后续行动
,

找出处于最高优先地位的生态

系统和濒危物种等
.
生物高度多样 性 国 家 赋

有崇高的责任为整个世界而保护他们的生物财

富
,

而国际社会也赋有为他们实现保护 目标而

提供任何必需帮助的特殊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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