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邮编：100062 电话：67194786（总编室） 67113790（广告部） 67113791（发行部）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8048号 年价：390元 月价：32.50元 零售：每份1.50元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

境界·美丽中国04
2020.03.04 星期三 责编:陈妍凌 电话: (010)67112251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wenhuabeijing@126.com

增强保护意识，推动公众参与

在王康看来，无论是因药用价值还是
观赏价值而导致的乱采滥伐，解决问题的
当务之急在于提高公众科学素养，让公众
停止消费野生植物。

“很多人迷信‘野生’效果，相信‘野生’
价值更高，殊不知误采误食了黄连、乌头、
钩吻，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一些野生的竹
笋、苹果、杏可能会附带地表径流的污染。
没有证据证明野生的效果就比人工的好。”
王康警告说。

在史军看来，今天人类早已超脱了以
所有动植物为食物的自然属性，站在人类
角度，自然界的动植物有了更高层级的用
处。

“每种植物身上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学习这些生存方式，对人类的发展有着重
要价值。不说别的，单单是气候变化，我们
就能从不同种类植物身上学到很多知识，
不是吗？如果只是当野菜吃掉了，那无异
于把黄花梨家具当劈柴烧火了。”史军说。

教育，成为很多人寄予希望的所在。
“多参加植物园或自然机构的教育课

程，多与科学家交流学习，哪怕到大自然中
走一走，都是公众可以采取的行动举措。”
王康说。

邵文杰告诉记者，去年网络上有美食
博主用濒危植物“雪兔子”煮泡面，还有男
子炫耀式破坏高山植物塔黄，是公众的监
督与声讨，让事件得到了应有的关注，也让
涉事者得到了相应的惩罚。在他看来，这
是公众参与植物保护的极好例子。

“此外，公众还可以参与一系列关于植
物保护的行动和倡导。比如在网络上曝光
乱采滥挖濒危花木的行为，担当保护濒危
花木宣传员，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和监督，
呼吁国家加快出台最新的植物保护名录
等。”邵文杰说。

不被重视的植物花木

因为“世界野生动植物日”，自然保护行
动者、中国绿发会濒危物种专项基金负责人
邵文杰，想起了 11 年前中央电视台一则让他
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关于“百山祖冷杉”
的公益广告。

广告里，植物画师李爱莉平静地说：“在
我的职业生涯里，画过很多种植物，但有一种
植物令我印象深刻，它就是百山祖冷杉，被发
现的时候只有 5 株，如果不努力保护，人类以
后只能在画纸上认识它了。”

李爱莉说的每一个字，像针一样一下一
下地扎在邵文杰的心上。“5”这个数字，更是
如刀刻斧凿般印在他的脑海中。

1976 年，人类才在浙江南部庆元县百山
祖南坡海拔 1700 米以上的地带发现百山祖
冷杉，因此以百山祖命名。发现的时候只有
5 株，其中一株营养不良，另一株生长衰弱，
因此对外宣传说只有 3株。

为了挽救百山祖冷杉，自发现以来，人们
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通过自然保护和人
工繁育相结合，如今，百山祖冷杉在自然状态
发芽的幼苗有 400 多株，又经过胚胎培育，培
育了很多幼苗。虽然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它
依然是世界级的极危物种，但距离灭绝，总归
是远了些。

百山祖冷杉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因
为尽管它的野外种群仍然濒危，但至少得到
了人的关注。

然而，小叶橐吾、干生铃子香、小叶澜沧
豆腐柴、单花百合、云南刺果藓、喙毛红豆、毛
叶紫树、锯叶竹叶树、绒毛茜、异叶玉叶金花、
红喙兰……这些植物的名字，很多人可能是
第一次听，但它们已经灭绝。

每失去一个野生植物物种，就失
去了一座独特基因库

很多人对于植物的灭绝不以为意。
因为很多灭绝的植物物种公众普遍不认

识，生活中大多也没有机会接触，不能感受到植
物消失的损失以及对人类本身的影响。

但事实是，植物消失的影响虽然不直观，却
不可估量。

仅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每失去一个植
物物种，人类就失去了一座独特的基因库。一
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如果没有野生水稻种质
资源，人类将不可能成功培育杂交水稻。

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上世纪 50 年代
末，美国大豆感染了囊孢线虫病，大豆生产濒于
毁灭，科学家从野生大豆种质资源中筛选出了
抗囊孢线虫病的“北京小黑豆”，育成高产抗病
新品种，从而挽救了美国的大豆产业，并使其大
豆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

“每个物种都是生态链中的独特一环，在生
态系统中与其他生物产生互动。有的物种历经
千万年进化，能在极端干旱、寒冷的环境中生
存，无论从生态系统的功能性还是遗传资源的
特殊性来说，都有独特和尚未被人类认知的价
值。”科普达人“植物人史军”告诉记者。而一旦
这些野外物种灭绝或消失，其具有的抗病、抗
寒、抗旱等基因不可能再生。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濒临灭绝的植物物种，
并不是人工栽培成功，就可以不用担心了。很
多濒危物种虽然可以在非自然环境下进行人工
栽培，但是从科学研究及自然环境保护上讲，人
工栽培无法代替植物的自然生长。

也正是因为如此，银杏、水杉这些被称为
“活化石”的植物，虽然人们已经能够随处可见，
但依然位列 IUCN 的红色名录中，因为野外种
群的数量已经难得一见。

保护植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保护植物，就是在保
护人类自己。

北京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告诉记者：“如
果 没 有 植 物 ，人 类 将 无 法 在 这 个 地 球 上 生
存。”

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蔬菜、水果、油料
等都来源于植物资源。据统计，人类历史上
有 3000 种左右的植物被用作食物，还有 7.5
万种可食用植物，人类种植了约 150 种。即
使是动物蛋白质来源，也是由各种植物为牛、
羊、猪、鸡、鸭等提供食料的。野生植物更提
供了多种多样的工业原料，如木材、纤维、橡
胶、松脂、天然淀粉等。可以说，野生植物与
人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野生植物与人类的医药健康也直接相
关。很久以前，人们就开始利用野生植物和
真菌入药，直至今日。有数据显示，发达国家
40%以上的药物依靠自然资源，许多现代药
品尽管是化学合成的，但其原材料却取自野
生植物。中药药材更是离不开植物，据统计，
全国中药材种类有 12000 多种，其中 11000 多
种是植物用药。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正是
从菊科植物黄花蒿中提取出了治疗疟疾的高
效药物青蒿素。

更不用说野生植物在整个生态系统平衡
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一起构
成了两类重要的自然生态资源，并且野生植
物发挥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无论是利用光
合作用为绝大多数物种生存提供能量，还是
调节气候变化、固定土壤、稳定水文、吸收分
解环境中的污染物，植物构成了整个生态系
统运行的基础。

人与野生植物的剧烈冲突

王康常在公众场合讲血皮槭的故事。血皮
槭是我国特有种，观赏性强，是我国北方大地冬
季少有的暖色调树种，曾在陕西、湖北等地广泛
分布。但是由于稠密的人口分布、高速公路等
设施的修建，血皮槭的栖息地分布逐渐碎片
化。这使得血皮槭树与树之间难以进行基因交
流，也很难结出种子。如今，野生血皮槭属于濒
危物种。

“今天是血皮槭，明天又会是哪个物种呢？”
王康担心的是，因为人类活动的加剧、栖息环境
的破坏、法律法规的缺失、气候变化的影响等，
目前植物整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空间已经被压
缩到了极致。“物种灭绝仅仅是野生植物保护严
峻形势的一个方面。”王康说。

邵文杰也发现，人类对植物栖息地的破坏
以及过度的采摘利用，集中体现了人与植物的
冲突，前者影响植物自然繁殖，后者导致其数量
减少。

“尤其是出于对野生植物药性的迷信和畸
形的观赏需求，很多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将黑手
伸向了野生植物。”邵文杰说。

比如，因为长得好看、具有极高的观赏价
值，兰花科的植物遭遇疯狂采摘。人们要么将
其摘回家里摆放，要么将其卖给专业玩家。这
让全国多地的兰花科植物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威
胁。

再比如，同样是人参，人们天然相信野生人
参比人工种植人参的效果要好。目前，人们已
经很难在野外找到野生人参。

“天山雪莲也是如此，人们相信野生天山雪
莲的药用价值就比人工种植的要高。这使得天
生 雪 莲 的 分 布 面 积 ，在 短 短 60 年 间 内 ，就 从
5000 万亩下降到如今的 1000 万亩，减少了 4/5，
分布海拔也从 1800 米上升到 3000 多米。”邵文
杰说。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红豆杉、绿绒蒿、塔黄
等植物物种的身上。

过去100年，灭绝或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有哪些？
能随口说出一种或几种的人，一定不在少数。
那么，野生植物呢？
很多人可能连一个名字都说不出来。
但事实是，野生植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地球上消失。

去年最新公布的、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植物学调查显示，自
1900年以来，世界上的种子植物以每年近3种的速度消失，
比预期的自然灭绝速度高出近500倍。而1750年以来，确定
已经灭绝的植物有571种，并且由于人类对植物的认识非常

有限，真实的灭绝数量要高得多。
令人遗憾的是，与动物灭绝相比，野生植物引发的

关注和涟漪要小得多，采取的保护行动和
举措也要少得多。

3月3日是“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主题
是“维护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在这样一个
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留一
些给野生植物，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
础。

它们的灭绝悄无声息它们的灭绝悄无声息
◆本报记者王琳琳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