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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当 今世 界面 临着 人 口
、

粮食
、

资源
、

环 境 与能源 五大 危机
,

这五 大危 机的 解决都 与生物

多样性 有着 密切 的关 系
。

人 口
,

又 包含 着 人 口 无 限制 地膨 胀与 人 类 的健康 两 大 问 题
.

我 国政

府提 倡计划 生育 的政 策 无疑 是非 常正 确 的
。

要 做好 计划 生育
,

除手术及 避 孕 器具 方法 之外
,

人

类将从 生物 多样性 的生 物物种 中寻 找高 效而 对 人 体无 害的 化合物 来达到 目的
。

根 据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的统 计
,

发 展 中 国 家 有 80 % 的药 物依 靠 传统 的 自然 药 物来 进 行疾 病 的 治疗
,

发达 国 家
40% 以 上 的药物 依 靠 自然 资源

,

中药 中的药 用 植 物有 500 0 种 以 上
,

其 中 1 7 0 0 种 为 常用 药物
.

例 如
,

近年 来我 国 科学 家在 一 个 菊科 的篙 类植物 中提 出青篙 素
,

目前 已证 明 它 是一 种 比 奎 宁

更 有效 的 治疗疟 疾 的药 物 ; 癌症 与爱 滋 病 是 国 际 上的 两 大顽 症
,

科学 的发 展 使 人 们认识 到 中

药 天 花 粉 ( 括楼 的 根 ) 的 蛋 白质不仅 能治 愈绒 毛 膜皮 癌
,

而 且 可能还 是 治 疗 爱 滋 病 的 良 药
。

由于 人 口 不 断 的增长
,

迫 使人 们努 力 去提 高 粮食的 产量
。

要提 高单 位 面 积 的产量
,

灌溉
、

施 肥及 其 它 农业 措 施 固 然重 要
,

良种 的培 育却是 首要 的要 素
。

良种大 面 积 的 推 广
,

在粮 食大

丰收 的同 时也潜 伏 着 很大 的危 机
。

由于 品 种的单 一
,

遗传 物 质基 础 狭 窄而 极 易遭 受病 虫 的危

害
,

可能使 粮食 产 量 急 剧 下降
.

提高抗 病 虫害 能力 的唯 一 途 径是 从生物 多样 性 中寻 找有抗逆

能 力 的品 种 或野 生 近 缘种进 行 杂交
,

或者 应 用 现 代 基因 工 程 方 法
,

把抗 逆 基 因 导 入 作 物品 种
。

例 如
,

美 国 有人 在 十 年前从 我 国 的东北 带 走了 长有 白毛 的野 生 大豆 的一 个 类型
,

用 以 与美 国

的 栽培 大 豆 杂 交
,

培 育 出抗 旱的新 品 种
,

比 原有 栽培 品 种节 水 15 %
,

并 能在 较贫 脊
、

干 旱 的

土 地上栽培
,

扩大 了 种植 面 积
,

从 而使 美 国代替 我 国成 为大 豆最木的出 口 国
。

人 们 谈到 资源
,

往 往想 到 是 石 油
、

矿藏 等不 可再 生的资 源
,

此 类 资源 的危机 固 然严 重
,

但殊 不 知这些 被人 们

忽 视 的生物 多 样 性 的资 源
,

一 旦 受到 威 胁
,

遭到 灭 绝
,

对 当 今 的 人类
,

对一 个 国 家 的经 济发

展
,

对 我 们的子 孙万 代 又 有 多 么 密切 的关 系
。

中国 原 始森 林砍 伐 的速 度是 非常惊 人 的
。

仅 以 西 双版 纳 为 例
,

50 年 代 时
,

当 地原 始森林

覆 盖 率为 55 %
,

而 现 在还 留 下 的 已不 到 28 %
。

全 国 的森林 覆盖 率 12 %左 右
。

森林大 面 积 消失
,

不 仅 造成严 重 的水 土 流失
,

并 使整个 气候 发生变 化
。

50 年代 长 江 的水基 本是清 的
,

而 40 年后

的今 天 已快成 为 中 国 第二 条
“

黄河
” ,

这就是 自然 生态 系统被 破 坏的 后 果
。

海 南岛与 西双 版纳

等 中国 的热带 地 区 原 始森林 砍 伐后
,

大量 种植橡 胶林
.

当然橡 胶 的种植 有其重 大的政 治意义

及 经 济意 义
,

但 是从 环 境 的角度来 看
,

单 一 的 人工 生 态 系 统 并 不 能 替代 自然生 态 系统 的功能
,

对 环境 的恶 化还 是 严重 的
。

根据 我 国 热带 地 区有 关研 究所在 海 南 岛尖 峰岭 林 区 的观 察
,

森林

破 坏后 短短 一 年 内
,

地 表径 流 量 增加 5一 6 倍
,

水土 流 失量 为 105 m 3

/hm
, ,

为 有 林 地的 7 倍
,

径

流 含 沙 量为 有 林 地 的 20 倍
,

有 cZ m 的 表土被 冲走
。

云 南西 双 版 纳 的 植 胶 区
,

由于 单 一 的人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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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替代 了 天然 林
,

据 20 年 资料 分 析
,

温度 的年 变 化幅 度增 加 1一 1
.

5 ℃
。

冬 季温 度降低
,

暖季

温度升高
,

年 雨 量 减少 100 一 2 00m m
,

雾 日减 少 20 一 30 天
,

大 风 日增 加 6 一 8 天
,

雷 暴天气增

加 10 一 60 天
。

不 仅 如此
,

原有 自然生 态 系统 中的动
、

植物
、

微生 物 的种类 十分丰富
,

一 旦 变

成农 田或单 一 的经济 林后
,

原 来不 少 生物 由于 丧 失 其栖 息地 而 灭绝
。

对农 田来说
,

原来 丰 富

的生物 多样性 中存在 很多 虫害 的天 敌
,

由于 天 敌 无 栖息 地而 灭绝
,

造成 害虫大量繁殖
。

环 境

的破 坏
,

对 人 类粮食 生产 带来 的恶 果是 显 而 易见 的
。

最 后
,

众所周 知
,

人 类 目前所 利用的绝

大 多数能源
,

例如 石 油
、

煤等 都是 由几 百 万 年 前的 森林 或其 它 生物 储藏 的几 百 万 年前 的太 阳

能所提供
,

全 世 界 一年 内消耗 的煤 炭便 相 当于 消耗 一 万 年所 储存 的 太阳 能
。

这些不可再 生 的

能量资源总 有一 天 将 为人 类耗 尽
。

人 们必 须
,

也 已 经 在 生物 多样性 中开发新 的油脂植物
。

现

代工 业 生产 也需 要从 生物多样 性 中开发 更多 更 新 的生 物 资源
,

为各 种工业 生 产提 供新型 的能

源
。

综上 所 述
,

保护 生 物 多样性 的重 要性 已是 不 言 而 喻
。

所 以
,

在 巴 西 召开 的举 世 瞩 目的联

合国 环 境与发 展大会 ( U N c E D ) 上
,

生 物多样性 成 为会议 的主 要议 题之 一
。

2 生物 多样性 的概念

根据化 石 的考 证
,

地球上 出 现 低 级形 式的 生命 ( 例如 细 菌和 蓝 藻 ) 起源 于 40 亿 年以 前
。

经过 几十亿 年的缓 慢进 化与分 化
,

逐渐 出现多种 多 样的 千变万化 的生命形式
,

形 成 了 生物 多

样性
.

换句话 说
,

生物 多样性 就是地 球上 存在 的所 有动物
、

植 物和 微生物
,

它 们每个 个体 所

拥 有的基 因
,

以 及 由此形 成的 错综 复杂 的生 态 系统
。

一 个 地 区 生物多样性 的丰富度 一般来 说

是指 该地 区 物种 数量 的多 少
.

但是
,

一个 物种 内 的 不 同个 体绝 对 不 是 完全 一 样的
。

在物种 之

下
,

还有变 种
,

亚种
,

品 种 以 及 生理小 种等等
。

此 外
,

不 同 的物 种又 往 往 是 聚 集在 一 起形 成

群落
,

它 们与环 境在 一 起又 组 成 了 不 同 的生 态 系 统
。

因此
,

讨论 生物多样性 通 常包含 有三个

层 次 的概 念
,

这 就是 物种多样 性
、

遗 传多样性 和 生 态 多样性
,

多样性是这三个 层 次 的固 有 特

性
。

一 个物 种是 指某 一 类生物
,

它 们 之 间的遗 传特性 十分 相似
,

能够通过 交配繁殖 出有繁殖

能力的后代
.

例 如 白狗与花 狗虽 然外形 不一 样
,

颜 色不 一 样
,

它 们能交配
,

并后 代还 有繁 殖

能 力
,

因 此 是一 个物 种
.

马 与驴经 交配 得到 的骡 子 没 有繁殖 能力
,

马 与驴 就 是两 个物 种
.

白

人 与黑 人虽 然都 属 同 一 物种
—

人
,

但是他们的肤 色不 一样
,

这意 味着他 们是不 同 的人种
,

拥

有不 完全 相 同的 基 因
,

说 明物 种 下有不 同的遗传 多样性
.

在某 一环境 内
,

生存 着丰 富多彩 的

动物群落
、

植 物群 落
、

微生物 群落
,

群落 与群落 之 间以 及它 们与所栖 息的环境 之 间形 成 了 具

有 一 定相 互关 系 的不 同生态 系统
,

不 同的地理及气 候 条件构成 了各种各 样的 环境
,

不同 的环

境 下又 有 千 姿百 态的 生物
,

它 们又 组 成 了生态 系统 多 样性
。

3 生 物 多样性 的现状

有 人形 容
,

数 百年来
,

人 类象对 付一 部租 来 的汽车 一 样地对 待地球
.

不仅 不关 心这颗 星

球
,

而且 刻 薄 地
、

肆 无忌 惮地 加以 利 用
,

使它正 在 我 们眼 前毁 灭
.

人 类 大量砍 伐森林
,

工 业

的发展带 来大 量废 气
、

废物 污染 了环 境
,

破坏 了 自然
。

不 仅大量 的生物物 种被 消灭
,

也造成

了很多物 种 由于 没有 了 栖息地 而 死去
.

再 由于 人 口 的膨胀
,

大量 地消耗 自然资 源
,

造成 了 更

多 的物 种 的灭 绝
.

世界 的热带 森林 栖 息着世界半 数 以 上 的物种
,

但每年 有象 奥地利 国土面 积

大小的热 带 雨林 遭到 破坏
。

有 人估 计
,

目前 的世界
,

每 天有一 个 种正 在 消灭
,

热带 地 区每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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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0 个 种正 在灭 绝
。

如果 人类 的消 费模式 和 破 坏作用仍 不 改变 的话
,

到 200 0 年
,

地球上 所

有物种的 巧 % ~ 20% 将会 消失
。

在 自然情 况下
,

物种 一方面 在进化
,

一 方 面 也在 自然 灭绝
,

但

由于 人 类破坏 的干 扰
,

物种 灭绝 的速率是 自然 灭 绝速 率 的 1000 倍
。

按估 计
,

世 界上 现 有 1000

万 个物种 (有 人 估计 有 30 00 万 种 )
,

但 已 为人 们定名 的仅 140 万 种
。

很 多物 种在连 名都未 定

下来
,

用途 更不知道 的情况 下正 在 不断地从 地球 上消 失
.

一 个物 种一 旦 消失
,

不 可能在 地球

上 再 出现
,

这对 人类 本身来说
,

又 是 多么 悲惨 的现实 呵 !

总 之
,

对生物 多样 性保护 的重要性 日益为 人 们所认 识
。

生物 多样性 与全 球变 化 的关 系 已

引起人 们 的重视
,

人 类要利 用生物 多样性 才能 生存
,

但又 必 须合 理地 利用
,

持续 地 利用
,

这

也成 为科 学家 的一 个 研究课题
。

总 之
,

生 物 多样性 的保护 及持续 利 用 已成 为近年 来 国 际社会

重 点关 注 的问 题 之一
。

1980 年 发表 的 《世 界 自然保护 大纲 》 就 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 问题进 行 了专题论 述 ; 世 界 自

然 保护 基金 会 19 89 年 就这 问题 发表 了声 明 ; 联 合 国 环境规 划 署将 它列 为 全球 关 注 的 间 题 之

一 ; 世界银 行和 亚洲 开发银 行为此 已提 供了 大 额贷款 与部 分赠款 ; 由联合 国环 境规 划署 组织
、

国 际 自然保 护联盟 起草 并经 1992 年 6 月 巴 西 里约 热 内卢联合 国环 境与发 展 大 会通 过 的《生物

多样性 公 约 》 我国 政 府也 已 参加 ; 美 国国务 院及 世界许 多有关组 织和 科 研机 构 ( 例如 美 国的

eK ys ot en ce nt er 和 世 界 资源研 究所 ) 召 开 了一 系列研讨会 ; 南美洲 的哥斯 达黎 加成 立 了生物多

样性 研究所 ; 一 系列 国 际 组 织
,

如联合 国 教 科文组织
、

国 际 生物 科学 联盟 等
,

都 把 它 列 入 重

要 的议 事 日程
。

列 举 这些 已足 以 说 明对 生物 多样性保 护及 持续 利用 的关注 已成 为 国 际上 的历

史 趋 向
。

在这 种情况 下
, “

保 护动物 就是保 护 人 类 自己 ” , “

拯救植物 就是 拯救我 们 自己
”

的 口

号 在世界 上被 响亮地 提 出来 了
。

我 国 的情 况 又 是怎样 呢 ? 地 质年 代第 四 纪 冰 川期
,

东亚
、

欧洲
、

北 美 由于 地理 条件的不

同 而 有着 完全 不 同 的遭遇
。

由于 冰 川的来 临
,

北美 的南面 是 墨 西哥 湾和 墨 西哥 沙漠
,

生物 向

南退 却 的后路 被切 断而 遭 灭 绝 ; 欧洲 南部横 着一 条 阿尔卑斯 山
,

使 北欧
、

中欧及阿 尔 卑斯 山

几 乎全被 冰 川覆盖
,

仅少 数生 物在避难 所里 保存 下来
.

而 东亚
,

由于 不 存在 上 述 障碍
,

生物

可 随冰 川前进 而 向南 退 却
。

而 东亚地 区 的冰 川活动 又 较弱
,

因此遭 灭 绝 的生物 较少
,

保 留了

大批第三 纪 及 第三 纪 以 前 就有 的古老植 物
.

以 植物 为例
,

中国的银 杏就 是典 型 的 已 生存 一亿

多年 的活 化石
。

此外
,

水 杉
、

银 杉都是 中 国 所特有
。

我 国植 物 的特 有属 超过 20 0 个
,

特 有种

超过 1 000 0 个
。

此 外
,

我 国 气候 从热带 直至 寒温 带
,

这 种气候带 的多 样性 是世 界上 唯一 的
。

我 国从东面

沿海到 世 界屋 脊的青 藏高原 有三 级 台阶
,

从 地平 面
,

甚 至 地平面 以 下到 海拔 888 4 米
,

地形的

复杂性也是 世界 之最
.

多样 的气 候和复杂 的地理 条件 为生物多样 性 创造 了 极大 的丰富度
,

我

国的生物多 样性 占世界 的第八 位
。

我 国的 国土 面 积虽 仅占世 界 总 面 积的 6
.

4%
,

可是 高等植物

和脊椎动物 种类 却占世 界总数 的 l / 10
.

尽管我 国有如 此得 天独厚 的优越 条件
,

生物 多样性 又 如此之 丰富
,

但它 却面 临着严重的

危机
.

近 30 年来我 国毁林 的速 度十分 迅速
。

例如海 南岛
,

50 年代 初期森 林面 积占 25
.

7%
,

现

在仅存 7
.

2%
,

每年 递 降率为 2
.

7% ; 此 外
,

沿 海的红树 林
、

珊 瑚礁 也遭 到严重 的破坏
.

50 年

代科学 工作者 采到 的标 本
,

很 多 已在 我国 灭 绝
。

有几个 数字是触 目惊 心的
, 1 987 年从我国走

私 到 日本 的察香达 70 0 多公斤
,

而采集 700 公 斤察香 需 10 万 多头 察
。

我 国 到 底还 有多少头野

生磨? 磨这个 种正处 于 灭 绝的过 程
.

我国某 些公 司 要求 出 口 1 万 条蟒蛇 皮 以及 大批眼镜蛇及

眼 镜王 蛇
,

甚 至 成 吨 出 口珊 瑚
,

而 生 活 在珊 瑚礁 中的许 多 海洋生 物极可 能成 为解救人 类心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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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和 癌症的关键 药物
,

珊瑚 礁 的破坏 使这 些海 洋 生物 失去 了 它 们的栖息地
,

生存了受到严重

的威胁
.

而 目前我 国 生物 多样性 消亡 的情况 是无 人 能提 出一个 估计 数字的
、

巫 待研究的课题
.

从另一 角度看
,

我 国 已建 立 了近 60 0 个 自然 保 护 区
,

占 国土面 积的 3%
,

其 中长 白山
、

鼎

湖山
、

卧龙
、

武 夷 山
、

梵净 山
、

锡林 郭勒 和 博格达 峰 等 7 个 自然 保护 区先 后 加入
“

国际 生物

圈保 留地 网
” ; 收 集主 要粮食 作 物 的 品种及 野 生近 缘种 已是 近 几 个五 年 计划 中的 国家攻关项

目
,

并 已 建立 了品种 资源库 ; 某 些珍 稀濒 危物 种 的保护
,

如大 熊 猫和 白暨豚 的保护
,

已为政

府部 门及 国 际上 所重视 ; 大 量 的科研 单位
,

尤 其是 中 国科学院
,

解放以 来对 我国生物资源的

调查 也十分 重 视
,

科学 家 已陆 续 写 就关 于 生 物 的 《红 色 名录 》 及 《红 皮 书 》; 《自然 保护纲

要 》 已 出版
,

《中国 植物 志 》
、

《中国 动 物 志 》
、

《抱 子植物 志 》 也在 相继 出版
.

凡此 种种
,

说明

了 我国 进行 生物 多样性 的研 究 已 有 了较好 的 基础
,

同 时也反 映 了国 家对生物 多样性 的保护 及

永续利用 的问 题 已开 始重 视
。

但是
,

从 总体 角度 来看
,

工作还 是 零散的
,

很 不完整
.

面 临的

现 状十分 严峻
,

大 量的工 作急 待进行 研 究
。

生物 多样性 保护 的重 要 性有待进 行全 民教育
,

有

效的政策 措施有 待 制定
。

4 保 护生物 多样性应采取 的措 施

保护 生物 多样 性应 采取 的措施
,

这 里仅 提 纲 掣领 地提 出几个 要点
。

1) 生 物多 样性 的调查 及 生 物编 目 (iB o in ve nt o yr ) 中国 的 生物多样性 如此之 丰富
,

但至

今 除高等 植物 及脊 椎动 物调查 比 较清楚 外
,

大量 的生 物
,

尤其 是 昆 虫还 未查 清
,

更 有大量的

标本 尚未 定 名
。

在 调查 的基础 上还 必 须 利用 现 代 信息 处理 的方 法 进 行生物编 目
。

2) 生 物 多样性 的就 地保护 及迁 地保 护 建立 自然 保护 区是 生物 多样性就 地 保护 国 际上 目

前普 遍采 用 的好方 法
。

但不少 我 国 的珍 稀
、

濒危 物种 必 须进行 迁地 保护
。

植 物园
、

动物 园及

野 生 动物 饲 养场是 迁地 保护 的优 良场所
。

迁 地保 护 后 还 必 须让 这些生 物 回 归大 自然
。

3) 生 物多 样性 的经 营管理 世界上 不 少 国 家及 国 际 组 织都 在实 施生 物多 样性 的行动计

划
,

并 十分 重视 生物 多样性 的经 营及管 理 问题
.

我 国尽 管 已经 建立 了约 6c 。个 自然保护 区
,

但

经 营 管理 上还 存在 着大量 巫 待 解决 的问题
。

4) 基础 研 究 生物 多样性 的就地 保 护及迁 地保 护
,

自然 生态 系统 的恢 复
,

把生 物多样性

作为 全球 变化 的指 示 进行 长期 监测
,

直 至 物种 内遗传变 异通过 物理特 征或生物 化学 的实验测

定等 一系 列 课题 有待 进行基 础 研 究
。 、

5) 宣 传与教 育 生物多 样性这 个术 语 的本身至 今还鲜 为人 知
。

保护 生物 多样性 的重要 性
,

及其 与 人类 的生 存 与发展 的 密切关 系还 必 须进 行大 量的宣 传
、

教 育
。

6) 政府 要 制订 或修订 一 系列 有关 法规
,

履行 国际公 约 为 了真正 保 护生物 多样性
,

单靠

宣 传教 育是 不够 的
.

政府 必 须制 定切实 可行 的法规
,

其 中包括 生物 资源 国 际 贸易 的法规等 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