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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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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以下简称 ＣＯＰ１５)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以下简称«昆蒙框架»)ꎬ包
括 ４ 个 长 期 目 标 和 ２３ 个 行 动 目 标 ( 马 克 平ꎬ
２０２３)ꎬ为全球 ２０３０ 年前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问
题明确了目标和路径ꎮ 近年来ꎬ中国实施了一系
列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ꎬ包括国土空间规划、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和管控、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建设等ꎬ率先实现了«昆蒙框架»中
关于通过全域空间规划实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行动目标 １)、保护 ３０％陆地面积(行动目标 ３)等
重要目标ꎬ为国际社会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ꎮ 尽管如此ꎬ还必须认识

到ꎬ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态势尚未得到全面扭
转ꎬ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存在加剧的趋势ꎮ 作为
ＣＯＰ１５ 的主席国ꎬ中国应将推动«昆蒙框架»的实
施作为 ２０３０ 年前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工作
内容ꎮ 在国家水平采取有效的保护举措ꎬ并实现
对生物多样性有利的变革性转变和高质量发展ꎻ
在区域水平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规划和管理的能力ꎬ寻求适合不同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模式ꎻ在全球水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
的原则ꎬ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ꎬ实现
公平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治理ꎮ 所有这
些行动都需要有针对性的研究来支持ꎬ目前的研
究虽然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Ｍ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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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保护实践的需求还远远不够ꎮ
生物多样性科学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ꎬ需要

各个方面共同努力ꎮ 为此ꎬ我们组织出版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专辑ꎮ 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 对 « 昆 蒙 框 架» 的 解 读 ( 罗 茂 芳 等ꎬ
２０２３)ꎬ特别是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的总
结梳理(张丽荣等ꎬ２０２３)和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如何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罗明等ꎬ２０２３)ꎬ以及
对富于争议的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问题我国应
采取的对策(孙名浩等ꎬ２０２３)等展开探讨ꎮ

第二ꎬ从多个角度、跨文化视角探讨生物多样
性保护ꎬ包括国家植物园文化建设 (李飞飞等ꎬ
２０２３)和华南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进展(谢丹等ꎬ
２０２３)ꎻ我国１ ０３２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分布
特征、保护现状以及潜在分布区(余江洪等ꎬ２０２３)ꎻ
通过种群遗传多样性分析ꎬ并结合种群历史动态分
析以及不同气候情景下物种潜在分布区预测ꎬ探讨
了水角(Ｈｙｄｒｏｃｅｒａ ｔｒｉｆｌｏｒａ)的濒危机制(吴欣怡等ꎬ
２０２３)ꎻ合蕊柱和花粉团一直被视为兰科物种多样
性演化过程中的关键性状ꎬ其形态建成离不开雄蕊
发育的多样性(李璐ꎬ２０２３)ꎻ采取其他有效的基于
区域的保护措施(ＯＥＣＭｓ)是当前国际上广泛关注
的就地保护方式ꎬ中国的风水林(靳程等ꎬ２０２３)和
保护小区(胡仁传等ꎬ２０２３)是有效的案例ꎻ展示了
青海热贡唐卡的生物文化多样性(林晨等ꎬ２０２３)ꎻ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ꎬ推动野生食用菌资
源保护和产业的协同发展(李才慧等ꎬ２０２３)ꎮ

第三ꎬ通过比较研究发现ꎬ野生和栽培下的阿
尔泰银莲花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多样性具
有显著差异(王晶等ꎬ２０２３)ꎮ

第四ꎬ从群落到景观水平多样性研究取得进
展:系统梳理了植被恢复和演替理论的进展ꎬ对于
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具有指导意义(任海ꎬ２０２３)ꎻ
对新冠疫情与森林面积变化的关联分析显示ꎬ在
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ꎬ超过四分之三国家的
森林损失面积下降ꎬ而接近五分之一国家的森林
损失面积上升(周帅ꎬ２０２３)ꎻ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
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实验研究基地 ( ＢＥＦ－Ｃｈｉｎａ)
是目前包含树种最多、涉及多样性水平最高的大
型森林控制实验平台ꎬ在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
生产力、养分循环以及多营养级相互作用关系等
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李珊等ꎬ２０２３)ꎻ加拿
大一枝黄花入侵对南京地区植物多样性和群落组
成具有重要影响(李伟杰等ꎬ２０２３)ꎮ

第五ꎬ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ＮＳＩＩ)的标本数
字化信息等对生物多样性研究起到重要的支撑作
用ꎬ在过去的十年间ꎬ有 １ ０７０ 篇文章(其中ꎬ期刊论

文 ８２２ 篇)使用了 ＮＳＩＩ 数据(金冬梅等ꎬ２０２３)ꎮ
面对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的挑战以及实施«昆

蒙框架»的迫切需求ꎬ需要行之有效的对策和解决
方案提供支撑ꎮ 中国作为 ＣＯＰ１５ 的主席国ꎬ主导制
订了 ２０３０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议程ꎮ 当前ꎬ最紧
迫的任务是有效实施这个议程ꎬ即«昆蒙框架»ꎮ 正
如 ２０２３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从协议到协力:
复元生物多样性”所说ꎬ要将国际协议转化为实际
行动ꎬ以恢复生物多样性ꎬ共同保护生物多样性ꎬ为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ꎮ
我们应该借势而上ꎬ既要做好本国的事情ꎬ又要为
其他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支持ꎬ尤其是
在科技方面的创新方法和解决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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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ＨＰꎬ ＳＵ 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ｏｉｌ ｏｆ Ａｎｅｍｏｎｅ ａｌｔａｉｃａ [ Ｊ / ＯＬ ].
Ｇｕｉｈａｉａ: １－１６ [２０２３－０８－３１]. ｈｔｔｐ:/ / 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５.１１３４.Ｑ.２０２３０７２５.１００６.００６.ｈｔｍｌ. [王晶ꎬ 张会萍ꎬ
苏晓ꎬ 等ꎬ ２０２３. 阿尔泰银莲花根际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研
究 [Ｊ / ＯＬ]. 广西植物: １－ １６ [２０２３－ ０８ － ３１]. ｈｔｔｐ:/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５. １１３４. Ｑ. ２０２３０７２５. １００６. ００６.
ｈｔｍｌ.]

ＷＵ ＸＹꎬ ＷＡＮＧ Ｍꎬ ＺＨＥＮＧ Ｘ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 Ｔｈｅ ＲＡＤ￣ｓｅｑ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ｅｒａ ｔｒｉｆｌｏｒａ
[Ｊ / ＯＬ]. Ｇｕｉｈａｉａ: １ － １４ [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５. １１３４. Ｑ. ２０２３０９０１. １０２３. ００８.
ｈｔｍｌ. [吴欣仪ꎬ 王蒙ꎬ 郑希龙ꎬ 等ꎬ ２０２３. 基于简化基因
组测序揭示水角的濒危机制 [Ｊ / ＯＬ]. 广西植物: １－１４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５.
１１３４.Ｑ.２０２３０９０１.１０２３.００８.ｈｔｍｌ.]

ＸＩＥ Ｄꎬ ＺＨＡＮＧ ＹＱꎬ ＲＥＮ 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Ｊ / ＯＬ]. Ｇｕｉｈａｉａ: １－１８ [２０２３－０８－３１].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５. １１３４. ｑ. ２０２３０７１１. １３４０. ００８.
ｈｔｍｌ. [谢丹ꎬ 张奕奇ꎬ 任海ꎬ 等ꎬ ２０２３. 华南国家植物园
植物引种及迁地保育 [Ｊ / ＯＬ]. 广西植物: １－１８ [２０２３－
０８ － ３１].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５. １１３４. ｑ.
２０２３０７１１.１３４０.００８.ｈｔｍｌ.]

ＹＵ ＪＨꎬ ＱＩＮ Ｆꎬ ＸＵＥ ＴＴ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Ｊ / ＯＬ]. Ｇｕｉｈａｉａ: １－１３ [２０２３－
０８－３１ ]. ｈｔｔｐ:/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５. １１３４. Ｑ.
２０２３０１３０.１０３６. ００２. ｈｔｍｌ. [余江洪ꎬ 秦菲ꎬ 薛天天ꎬ 等ꎬ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现状及潜在分布区预
测分析 [Ｊ / ＯＬ]. 广西植物: １－１３ [２０２３－０８－３１]. ｈｔｔｐ:/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５. １１３４. Ｑ. ２０２３０１３０. １０３６. ００２.
ｈｔｍｌ.]

ＺＨＡＮＧ ＬＲꎬ ＬＵＯ Ｍꎬ ＺＨＵ Ｚ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 Ｋｕｎｍｉｎｇ￣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Ｊ / ＯＬ]. Ｇｕｉｈａｉａ: １－１４ [２０２３－
０８ － ３１].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５. １１３４. Ｑ.
２０２３０７１１.０８５８.００２.ｈｔｍｌ. [张丽荣ꎬ 罗明ꎬ 朱振肖ꎬ 等ꎬ
２０２３.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引下我
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路径探析 [Ｊ / ＯＬ]. 广西植物:
１－１４ [２０２３－ ０８－ ３１].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５.１１３４.Ｑ.２０２３０７１１.０８５８.００２.ｈｔｍｌ.]

ＺＨＯＵ Ｓꎬ ２０２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Ｊ / ＯＬ]. Ｇｕｉｈａｉａ: １ － １６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３１].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５. １１３４. ｑ. ２０２３０７１１. １３４３. ０１０.
ｈｔｍｌ. [周帅ꎬ ２０２３. 新冠疫情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
区森林面积的影响 [Ｊ / ＯＬ]. 广西植物: １－１６ [２０２３－０８－
３１ ].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５. １１３４. ｑ.
２０２３０７１１.１３４３.０１０.ｈｔｍｌ.]

(责任编辑　 蒋巧媛)

９４３１８ 期 马克平等: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更多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