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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一：体量大大增加，新《名录》
物种数是旧版4倍

《名录》第一版发布于 1999 年，22 年间，野生植
物保护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部分濒危野生植物得到
有效保护，濒危程度得以缓解。部分野生植物因生
境破坏、过度利用等原因，濒危程度加剧。

千呼万唤中，《名录》修订版在 2020 年 7 月发布
征求意见稿。不过，许多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征
求意见稿覆盖范围太小，和受威胁的物种数目相差
很远。

与 1999 年版名录、征求意见稿相比，新《名录》
最直观的改变就是体量大大增加。

新《名录》列入了 455 种和 40 类（“类”指的是整
科、整属或整组列入的植物）。把“类”换算成“种”，
整个新名录的物种数大约有 1101 种，较 1999 年版
本增加了约 700 种，较征求意见稿增加了约 300 种，
是旧名录的 4倍。

在顾有容看来，新《名录》最有意义的变化在于
大量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物种列入其中，比如人参

（整属列入）、贝母（整属列入）、天麻、石斛（整属列
入）、肉苁蓉等，这些物种分布较广，但无序开发利
用严重。

同为新增物种的兰科植物、兴安杜鹃、野生郁
金香、雪兔子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这说明，这次修订充分考虑无序开发利用对物
种生存的影响，一些呼声较高的物种都被列入。

新《名录》的变化不只有增加，还有减少。因为
分布广、数量多、种群稳定、分类地位改变等原因，3
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32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植物从名录中删除。如原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异型
玉叶金花，近 80 年没有发现活的个体，但经研究发
现它实为常见种黐花的畸形个体，因此被从名录中
删除。

独叶草、长白松、伯乐树、莼菜等 13 种植物，从
一级保护调降为二级。专家表示，调研数据显示，
这些植物分布广、数量多、居群稳定。调整后有利
于把有限的保护资源集中到真正需要保护的物种
上，避免浪费。

关注二：苔藓植物出现在名录中

新《名录》一个不起眼但是很重要的改变是，苔
藓植物终于出现在名录中。

苔藓植物全世界约有 23000 种，中国约有 3000
种，比蕨类和裸子植物都多，但却因为不起眼，极少
受到保护工作者关注。

但是苔藓植物的生存形式却不乐观。首先，苔
藓植物对环境改变比较敏感。比如藻苔，国内只在
少数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山上有分布，一旦生境
改变则有灭绝风险。同时，部分苔藓采挖情况严
重，如桧叶白发藓、多纹泥炭藓、粗叶泥炭藓等，因
良好的保水特性被园艺行业看中，作为花卉栽培的
材料，野生种群受到比较严重的威胁。

此次，新《名录》列入苔藓 5 个物种，这对保护
苔藓多样性是一个好的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业内专家表示，在征求意见稿
中并没有苔藓，新增 5 个苔藓物种是根据各界意见
纳入的，体现了苔藓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也体现了
主管部门对专业意见的尊重。

“新《名录》相比旧版做了那么大的改动，无论
增删升降都不是拍脑袋的结果。”中科院植物所研
究员、《名录》修订统筹人之一金效华介绍说。

“桫椤科全科保留在二级中，但小黑桫椤和粗
齿桫椤被排除在外，这是因为桫椤的主要威胁因素
是被当做观赏植物采挖，而上述两种桫椤没有直立
主干，不具备“树蕨”的观赏价值，加之野生种群数
量大且稳定，所以不列入名录。”

这样的评估主要是基于专家经验和标本记录，

但目前只有不到一半的物种有较为系统的种群变
化信息。不同的专家对同一个物种的状况评估可
能有很大的分歧。

金效华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之前的论证
会上，我认为红花绿绒蒿是绿绒蒿属分布最广的种
之一，在适宜生境内每公顷个体数超过 10000 株，
没有明显的减少趋势，没有生境破坏，没有过度采
集，没有繁殖障碍，应该从名录中删除；而另一位专
家则认为，这个种数量虽然多，但是被采得也多，威
胁因素很明显，所以应该列入。”

最后，本着“应保尽保”的原则，红花绿绒蒿保
留了国家二级保护的地位。

关注三：《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修
订在抓紧推进

相比有眼睛鼻子、能跑会跳的野生动物，植物
较难引起人们共情，有时需要借着“美食博主用濒
危植物煮面”之类的热门事件，才会引起一波对濒
危植物保护的关注。因此，在持续做好植物保护理
念知识普及的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才
能给予濒危植物强有力的保障。

目前，我国与濒危野生植物保护直接相关的法
律是《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罪”以及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
护条例》。

新《名录》颁布后，将使很多濒危野生植物的保
护拥有更加“名正言顺”的依据。

据了解，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野生植物保
护条例》修订工作，依照《名录》所列物种的自然分
布区落实地方政府责任，确保其种群及生境安全，
全面依法依规加强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工作。

保护级别有升有降保护级别有升有降 覆盖范围大大拓展覆盖范围大大拓展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新名录公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新名录公布

记者日前从“COP15 春城之邀”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
系列新闻发布会·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综合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云南省立足现有条件攻坚克难，在全国率先
提出和倡议保护极小种群物种，聚焦立法保障、协同发
力、自主创新，多措并举抓实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项
目，在极小种群物种保护措施和保护管理模式方面不断
取得新突破。

明确112个优先保护对象，实施120
多个保护项目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卫斌介绍，
云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位居全国之首，与此同时，野
生动植物的多样性和脆弱性并存，全省有 2000 余种高等
植物和 50%以上脊椎动物的生存处于受威胁的状态。

云南省历来高度重视极小种群物种的拯救保护工
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多次就极小种群物
种拯救保护作出批示指示，提出明确要求。2005 年，云南
在全国率先提出“极小种群”保护倡议；2010 年，省政府批
准实施《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规划纲要》，明确
了 62 个野生植物和 50 个野生动物物种共计 112 个优先保
护对象。“十三五”期间，林草、科技、生态环境、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等部门围绕极小种群保护物种开展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实施 120多个保护项目。

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方面，云南省纳入国家和
省级政府层面保护行动计划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共计 87
种。2017 年以来，通过科学筛选保护对象、科学打造保护
网络、实施种群保护及栖息地修复等措施，对自然保护区
和其他就地保护点内的 67 个植物物种进行了科学管理和
保护，占政府层面保护行动计划总数的 77％。“十三五”以
来，建立了 30 个保护小区（点）、13 个近地和迁地基地

（园）、5 个物种回归实验基地，突破了 36 个物种的人工繁
育技术，在人工繁育基础上对 61 个植物物种开展了迁地
保护，对 16 种累计 3 万余株极小种群植物进行回归种
植。目前，云南有富民枳、巧家五针松、华盖木等 20 余种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通过就地、迁地和回归等抢救性保护
措施得到有效保护，脱离灭绝威胁。

在极小种群野生动物保护方面，重点加强以自然保
护地为主、保护小区和社区共管为辅的动物栖息地保护
与建设。截至目前，全省共划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自

然保护区等 11 类、362 处自然保护地。在保护地外，还分
区域建立了以绿孔雀、印度野牛等野生动物为主要保护
对象的保护小区或社区公益保护地。同时，建立健全亚
洲象、滇金丝猴、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绿孔雀等极小种
群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栖息地全面巡护监测体系，确保
野外种群安全。实施了亚洲象栖息地恢复、监测预警
和安全防范等三大工程，绿孔雀人工繁育技术取得突
破性进展。联合 26 个机构成立“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
络 ”，构 建 了 政 府 、公 益 组 织 、科 研 机 构 、社 区 、公 众和
企业联合保护野生动物的新模式，通过网络筹集社会资
金，实施了滇金丝猴种群监测、巡护、栖息地廊道修复、社
区保护、自然教育全方位保护，为旗舰物种的保护积累经
验、树立典范。

聚焦立法保障、协同发力、自主创新，
保护工作提质增效

立法保障、协同发力、自主创新，是云南聚焦极小种
群物种拯救保护工作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下真功夫、细
功夫、苦功夫、长功夫。

聚焦立法保障。近年来，省林草局牵头编制实施了
《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保护规划》《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
拯救保护紧急行动计划》。2018 年，极小种群物种抢救性
保护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在全省范围内
统筹推进就地保护、迁地保护、离体保存相结合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体系和保护网络建设，要求各地积极谋划制定
物种保护目标和行动方案。近期，省人民政府印发的《云
南省创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促进条例实施细则》再次
明确，要加强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形成生物多样性保
护合力。

聚焦协同发力。林草部门将极小种群物种保护纳入
林草发展规划，制定了极小种群物种保护发展目标，连续
11 年落实林草动植物保护专项资金，累计投资超过 3500
万元，确保保护措施落实落地。科技部门积极支持科研
机构组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创新团队”，申报
实施国家、省级极小种群植物重大科研课题。生态环境
部门把极小种群物种保护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
容，设立了专项资金。社会组织资助实施保护项目，建立
政府-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NGO）开放共赢的合作方
式，共同推动云南极小种群拯救保护。

聚焦自主创新。包括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云南大
学、西南林大、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在内的 10 多家高
校和科研机构，组建精英团队协同攻关，依托云南动植物
专家团队，率先科学定义“极小种群物种”概念，评估筛选
自然个体数量以“个、十、百、千”计、种群规模已低于最小
可存活种群而濒临灭绝的物种，作为优先保护对象；制定
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原则与方法》国家标准，编制
出版了《云南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实践与探索》《云南
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研究与保护》，发行《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拯救保护通讯》，组织培训交流，指导全省工作实
践。同时，将红外相机、无人机、遥感技术、APP 等信息技
术集成运用于极小种群动物监管，研发“象脸”“猴脸”自
动识别、自动预警技术，实现亚洲象、滇金丝猴等种群动
态监测和安全防范预警。

抓实3项重点工作，确保种群数量稳
步增长

王卫斌介绍，在评价、总结和分析第一批极小种群保
护名录物种保护成效、方法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云
南将重点开展以下 3个方面的拯救保护工作。

一是坚持目标规划引领。编制《云南省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拯救保护规划（2021-2030）》，出台《云南省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2021 版）》，根据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的生存和保护现状，对 2010 年提出的第一批 62 个植物物
种进行了调整和更新。目前，新目录已经通过公示审查
程序，近期将上报省政府审定公布，未来 10 年聚焦 101 种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开展拯救保护工作，着力实现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保护从物种资源收集保存到野外种群恢复壮
大的根本性转变。

二是完善管护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极小种群物种
就地、近地、迁地多元化保护体系，着力推进极小种群野
生动植物物种信息化监测管护体系建设，建立人防、物
防、技防相结合的信息化资源监测监管体系，提升野外种
群保护管理水平并确保种群及其栖息地安全。

三是突出拯救保护重点。持续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人工繁育和回归。组织实施一批极小种群野生动物重
要栖息地修复项目，进一步提升栖息地质量。加快实施
绿孔雀等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野化放归，确保极小种群
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快速增长。

保护极小种群物种，云南在行动
实施 120多个保护项目，突破 36个物种人工繁育技术

◆本报记者蒋朝晖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颁
布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以下
简称《名录》），1999年颁布的旧版名录于同日废止。

“对于植物保护工作者和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天大
的好消息。”果壳特约作者、科普大V顾有容发文表示。
在他看来，时隔22年，中国的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又向前
迈进了一大步。

2021 年 9 月，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马步乡洞口村的山坳梯田，金黄
的中稻即将成熟，与油茶、蜿蜒的公路、民居及远处的绿山、晨雾，构成
一幅彩色稻田画，扮靓美丽乡村。 邓龙华 张林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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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速递

本报讯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
区万市镇杨家村一家特色民宿近
日开业，并以“破羊圈与花”这一
别致的名字，吸引了不少人的关
注。

“这个‘破’就是破烂的破。”
民宿女主人杨女士表示，这里的
许多家具都由老物件改造而来。

“我很喜欢旧木头、废铁、大石块
等旧物，就常要邻居朋友给我留
着，大家有时会调侃我是‘收破
烂’的，但改造旧物是一件非常有
趣的事。”杨女士说，她非常享受

改造旧物的过程，旧木头、旧铁架
之类的物件对她来说也远比市场
售卖的钢材木材更为“迷人”。

“破羊圈”里的很多物件，都
是杨女士和父亲一起设计、加工
而成的。一些工艺复杂的东西，
则由村里一位资深老木匠手工加
工，改造耗时 1 年多。在精心的
设计与耐心的打磨之下，废弃的
木材、钢架、石头被改造为如今民
宿内的书架、茶几、桌椅等物件，
大多数家具都采用榫卯结构。

周兆木 温欣欣王杰 陈钱

浙江：

富阳一民宿改造旧物作家具

本报讯 在国家气候中心近
日组织的专家评审会上，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因宜居气候
禀赋优越、气候宜居评价指标优
良率高、气候环境符合国家气候
标志相关评价标准，被授予“中国
气候宜居县”国家气候标志。

据悉，根据评价指标，尼勒克
县 42 项 二 级 指 标 优 良 率 为
81.1%，优 秀 率 为 71.4%；气 候 宜
居禀赋指标和气候条件两项一级
指标的合计优良率为 78.6%，是

“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天然
福地。

近年来，尼勒克县以康养旅
游产业发展为契机，以创建“中国

气候宜居县”工作 为 抓 手 ，全 面
做好综合环境治理和各项监测
数 据 积 累 工 作 ，以 独 特 的 气 候
资源、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
旅游景观、深厚的民俗底蕴、宜
人 的 康 养 资 源 、健 康 的 绿 色 产
业 为 特 色 ，全 面 建 设“ 甜 蜜 、多
彩、宜居尼勒克”。

“十四五”期间，尼勒克县将
坚守最美“底色”，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更加进步，生产生活方式绿
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
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陈奕皓曹明

新疆：

尼勒克喜提“中国气候宜居县”

本报讯 记者近日在青海省
渔业技术推广中心了解到，生活
在长江源头海拔 4800 米左右的
关键鱼种——小头裸裂尻鱼，经
过人工授精、孵化后，两万尾幼鱼
苗生长良好，这标志着青海长江
源关键鱼类规模化人工繁殖圆满
成功，首次实现了对世界海拔分
布最高关键鱼种的规模化人工
繁殖。

小头裸裂尻鱼属于冷水鱼，
生长发育缓慢，长至 50 厘米长的
成鱼，一般需要 10 多年，是我国
特有的大中型鱼类，也是青海重
点保护鱼类，是长江源水生态系
统中的关键鱼种之一。长江科学

院于 2020 年突破了这一鱼种的
人工繁殖技术，掌握了成鱼的最
佳性成熟时间节点、胚胎发育水
温 需 求 过 程 以 及 关 键 出 膜 水
温 。 同 时 ，研 究 团 队 挑 战 性 地
完成了两万尾仔鱼的长距离汽
车 陆 运 任 务 ，经 过 13 个 小 时 、
1000 公 里 的 不 间 断 运 输 ，将 新
生鱼苗从杂多基地安全运抵西
宁 ，养 殖 在 省 渔 业 技 术 推 广 中
心。经过规模化人工繁殖的幼
鱼 苗 ，目 前 游 动 活 泼 、长 势 良
好。下一步，长江科学院将强化
基础研究，夯实长江源鱼类多样
性研究和保护工作。

夏连琪

青海：

关键鱼种实现规模化人工繁殖

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报道
在距赤水河入口 8 公里处，长征
电站拦河的水坝已不见踪迹，只
有左岸残存的部分坝体还保留着
水电站的一丝印记。长征电站是
赤水河一级支流古蔺河上大坝最
高、蓄水量最大的电站，它的拆除
是赤水河流域四川段小水电清理
整治的一个缩影。

2018 年，我国启动长江经济
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赤水河
流域四川段加大清理整改力度。

截至目前，132 座小水电中已退
出 71座，另有 8座停止发电。

据了解，长征电站已完成大
坝、厂房及所有附属设施拆除工
作，目前正对拦河坝库区垃圾进
行清理，对库区淤泥清运并集中
处置。

古蔺县拦河坝拆除后，古蔺
河下游水质明显改善，恢复了古
蔺河与赤水河的连通性，打通了
鱼类生物的洄游通道，珍稀特有
鱼类栖息地范围明显扩大。

四川：

泸州清理小水电拆除拦河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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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晓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