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环境报：作为极小种群（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保护的
实际参与者，您怎么看极小种群保护近些年走过的历程？

王永健：2005 年，云南省探索特有野生动植物极小种群拯救
优先保护行动；2012 年，国家层面发布《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
救保护工程规划（2011—2015 年）》，提出了 120 个需要优先保护的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物种；2021 年 3 月，国家“十四五”规划发布，“极
小种群”一词首次进入国家五年规划文件；2022 年印发的《“十四五”
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建设方案》提出，加强极小种群拯
救保护工程。

近 20 年来，通过开展极小种群保护及其栖息地建设，我国旗舰物
种保护取得积极进展。通过实施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
野生植物就地迁地保护和回归自然等工程，有效保护了大量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种群及其生存的自然植被和陆地生态系统。

极小种群近 20 年的保护历程，也加强了基层保护部门及其从业人
员的能力建设，许多省、市发布了各自的拯救和保护其所辖区域内的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实施计划，推进了区域极小种群拯救保护。

中国环境报：目前，我国极小种群的数量和分布现状如何？保护成
效如何？

王永健：基于极小种群保护近 20 年的历程，我国部分极小种群已
得到拯救保护，如弥勒苣苔由最初发现的 640 株增至 2000 株；野生华盖
木由最初的 52 株，通过人工引种、繁育、回归自然等措施，已恢复至 1.5
万余株；黄梅秤锤树则繁育达两万多株。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40 种极
小种群植物脱离了灭绝风险。

虽然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全国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2011—2015 年）》中，120 种国家级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的种质资源，目前只有一半的物种被保存。并且，随着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干扰加剧，导致一些物种种群逐渐成为新的
极小种群。

目前，我国亟待保护的极小种群的数量在不断扩大，由于我国幅员
辽阔，不同物种种群分布分散，同时由于物种生物学特性、繁育技术等差
异，拯救保护方法不具备普适性，总体上极小种群保护形势较为严峻。

中国环境报：野生华盖木等成功案例，对我们保护极小种群有
哪些启示？保护极小种群，有哪些可以推广借鉴的先进经验？

王永健：保护极小种群不仅是就地保护、迁地保护等生境保
护，还应主攻其繁育技术（常规与分子选育等），通过高效繁育，快
速恢复种群数量，进行回归引种。更重要的是，极小种群保护应
放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前沿，加强对濒危机制到繁育技术与恢
复对策、公众意识和国际影响、极小种群的潜在经济价值等方面
的深入研究和应用。

中国环境报：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从协议到
协力：复元生物多样性”。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极小种群保护，提升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复原力”。如何理解极小种群对生物多
样性、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我们应如何更好地发挥极小种
群的生态价值？

王永健：理解极小种群的重要的生态、经济和文化价值，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极小种群野生物种大多数为我
国特有动植物；二是极小种群是最易丧失的生物资源之一,
如果保护不够及时, 其独特遗传信息、物种价值和生态功能
将随之消失, 给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
失；三是随着全球变化的影响，地球上很大比例的特有植物
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灭绝风险，而极小种群的研究和保护对于
这些特有物种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四是极小种群很多是古
老种群，具有研究起源与演化的重要价值，对于世界生物多
样性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五是极小种群保护可成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标杆，提升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有
助于减缓珍稀濒危物种的威胁。

为了更好地保育极小种群，发挥其生态价值，我们应该完
善极小种群名录，揭示极小种群濒危机制，提升对其濒危风险
的预测能力，推进极小种群快速繁殖技术与恢复工程体系，提
升我国乃至全世界公众对极小种群的认知和保护意识。

中国环境报：在您看来，极小种群保护还面临哪些挑战？
应从哪些方面加强举措？

王永健：当前，极小种群保护在科研和应用方面得到很大支
撑。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典型脆弱生态系统保护与修
复”专项中涉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向，重点支持的也是极小种
群的保护。虽然“十三五”极小种群保护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形成
了部分物种种群生态和保护生物学理论体系、种群保育和更新复

“ 再 过 几 天 ，就 是 一 周 年 纪 念 日
了。”福建省观鸟协会常务副会长杨金
数着日子。去年 5 月 26 日，7 只中华凤
头燕鸥飞抵福建省连江四姆屿，开启
了一段牵动人心的繁殖之旅。

“今年，它们还会来吗？”杨金和
伙伴们满怀期待。

作为全球仅存约 150 只的极危物
种，中华凤头燕鸥的故事里写满了等
待与守候。

60余年，等一则“未灭
绝”的喜讯

中华凤头燕鸥是一种中型水鸟。
它有着像传说中凤凰一般的头型——
夏羽自前额经眼睛到枕部，以及头顶
冠羽，均为黑色。它们背部、肩部和翅
上覆羽均为淡灰色。远远看去，它的外
形十分“高贵”，像交响乐队的指挥家，
顶着一头狂放不羁的黑色碎发。

中华凤头燕鸥被称作“神话之鸟”，因
为它极其神秘、罕见，珍稀程度远超大熊
猫。自1937年被记录到之后，中华凤头燕鸥
便杳无音信，人们普遍认为它已经灭绝了。

这一等，便是 60 多年。直到 2000 年，
中华凤头燕鸥在马祖再次被记录到，外界欣
喜、感恩：“万幸，它还在。”

18年，等一条繁殖地的线索

每 一 次 邂 逅 ，都 是 新 一 轮 等 待 的 开 始 。
2004 年，福建省观鸟爱好者在长乐闽江河口湿
地记录到两只中华凤头燕鸥。此后，观鸟爱好者
们每年都会在福建沿海寻觅它的踪迹。

在等待和寻觅的日子里，中华凤头燕鸥衔系
一湾海峡，促成了两岸保护者十余年的通力合作。

2008 年 7 月 20 日，福建省观鸟协会会员与台湾的台
北市野鸟学会会员相继在闽江河口湿地和马祖，记

录到一只下喙被塑料管套住的中华凤头燕鸥。这让
海峡两岸的保育机构得以确定，闽江河口湿地和马祖

的中华凤头燕鸥属于同一种群。两岸由此开启了保护
合作，通过举办保育交流研讨会、同步调查、技术共享

等，开展种群保护和恢复行动。
在 2018 年的一场两岸研讨会中，志愿者们获悉，一只

背有卫星定位器的中华凤头燕鸥经常出现在连江县四姆
屿。沿着线索，志愿者们在四姆屿发现了不少燕鸥卵，并观

测到中华凤头燕鸥亚成鸟。“这说明，四姆屿很可能是中华

凤头燕鸥的繁殖地。”杨金兴奋地说。

4年，等一只新生的幼崽

为了守护四姆屿繁殖地，福建省观鸟协会成立了专项保
育小组，在专家指导下，针对相关岛群及周边可能区域，持续
开展调查和种群保护、恢复行动。志愿者在岛上除杂草、铺
撒碎砂石、灭鼠，还架设了太阳能摄像机、布设假鸟模型，进
行燕鸥社会化招引。

每年 5 月—8 月是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季，志愿者们轮流
值守，在手机 APP 上，通过岛上摄像机回传的实时信号，观测
飞鸟行踪。

然而，一连三四年，也不见有中华凤头燕鸥来此繁殖后
代。这让杨金倍感压力：“没有人知道我们会不会成功。”他
一面鼓励泄气的伙伴，一面盘算着：“如果还没进展，就真不
好意思再向外界筹款募资了，我们干脆自掏腰包吧。”

转机出现在去年 5 月 26 日，7 只中华凤头燕鸥跟随 800 多
只大凤头燕鸥，飞抵四姆屿，并在此产卵。“看着它们降临，我
感觉到巨大的幸福。”杨金激动地说。

值守的志愿者回忆，那阵子特别兴奋：“要不是太阳能摄
像机电量有限，我恨不得时时刻刻开着 APP 看岛上的状况。”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 7 月 3 日，值班人员第一次在监
控视频中发现了刚刚孵化的中华凤头燕鸥幼崽。大家欣喜
若狂，为它起名“华宝”。一些志愿者甚至喜极而泣：“我们能
帮助这个数量极少的种群添丁，哪怕只有 1只，也弥足珍贵。”

又一年，等“凤”再来

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地多位于无居民海岛，保护难度极
大。台风、高温、禽流感、滥采鸟蛋等，都会影响它的繁殖成
功率。“我们希望它的繁殖地更多、更分散些，这样才能降低
风险，避免出现一场极端天气给种群繁殖带来毁灭性打击的
情况。”杨金说。

为此，今年刚一开春，志愿者们就抢在风浪初歇之际登
岛，为燕鸥育雏创造条件。有了去年的经验，志愿者们在专
家指导下，扩大了砂石地面积、增加了灭鼠笼数量及灭鼠频
次、加固增高了部分太阳能监控系统，以期达到更好的招引
效果。

这一次，等待中少了几分焦灼，多了几许从容。
杨金感慨：“近 20 年来，我们何其有幸，记录下中华凤头

燕鸥的倩影，参与了对它的保护，甚至助力了幼崽的诞生。”
他只希望，今年它们的孵化率能更高些。

志愿者陈先生也乐在其中。在都市生活的间隙，他打开
手机 APP，便能一览岛上风光。“就像口袋里装着一座属于自己
的海岛，我们打开‘任意门’，就穿越到了春暖花开的海边。”他的
脑海中时常闪现去年燕鸥来时的画面——数百只燕鸥齐飞，如天
边升腾起的一片祥云，翩翩然驾临岛屿保育区上空。

如今，一切就绪，只待“凤”来。

岁岁年年等岁岁年年等““凤凤””来来
◆本报记者陈妍凌

“2008 年，我刚读研一，第一次跟随导 师 开 展 野 外 调 查 ，
很 幸 运 地 在 延 庆 松 山 发 现 了 一 株 丁 香 叶 忍 冬 。 然 而 ，后 来
的多次调查中都未曾再发现新的个体。”提及第一次在野外
见 到 丁 香 叶 忍 冬 的 经 历 ，沐 先 运 的 内 心 同 时 被 庆 幸 和 遗 憾
这两种矛盾的情绪所填满。

丁香叶忍冬，一种特产于华北山地的极小物种。它花味幽
香，是金银花、金银木等常见药用、观赏植物的野生近缘种，因叶
片类似于丁香而得名。如今，据文献和标本记录显示，仅在河
北、北京和山西有少量分布。株数稀少、样本量严重不足是丁香
叶忍冬等极小野生植物种群保护研究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作
为一名从事植物分类与保护的学者，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
护学院教授沐先运曾在野外见过许多生境独特的植物，不过，对
丁香叶忍冬，他一直保留着一份独特的喜爱。

形态独特、生境特殊、踪迹难觅

2008 年第一次于延庆松山相见，2015 年确认北京市怀柔区慕
田峪有少量个体存活，对于沐先运而言，走进丁香叶忍冬的世界
并不容易。

“石灰岩生境的山顶、崖壁或山脊的向阳开阔处，是丁香叶忍
冬生存的环境。这里平均海拔约 1200 米，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区
域。”沐先运告诉中国环境报记者，“北京地区最早的文字记录描
述其分布于门头沟区的东灵山，但却一直未见活体。”

如果不对其开展科学研究，有效的保护措施将无从谈起。然
而，开展科学研究，则需要一定数量的野外个体做样本支撑。有关
丁香叶忍冬的分布记录之少、凭证标本之少，就成为横亘在科学研
究与保护工作之前的一道鸿沟。

幸运的是，2008年发现的那一株个体，为开展物候观测类基础工
作提供了可能。到了2016年的春天，怀柔慕田峪所发现的少量个体
则为人工授粉实验提供了可能。

早春的北京，经常出现大风天气。这样的气候也给授粉实

验的开展带来了麻烦。“一夜之间，大风能把我们前一天完成的套
袋吹去大半。狂风有时甚至等不及我们下山，正在授粉时它就吹
来，强迫大家只能在山顶抱紧石头休息片刻。”在野外开展实验
时，沐先运和团队经常被这样的坏天气“捉弄”。

但人工授粉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解析丁香叶忍冬的繁育系统
类型，为保护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其中，实验还包括收集花粉
再授粉、观测和抓捕传粉昆虫、收集同期开花植物的花粉，以及花
粉活性和柱头可授性等检测。

困难必须要克服。2019 年，在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下，沐先运和团队进一步开展了丁香叶忍冬全 分 布 区 的 调 查 。

“ 同 学 们 从 南 太 行 逐 步 北 上 至 五 台 山 ，向 东 至 河 北 阳 原 县 、张
家口，家门口的门头沟、延庆和怀柔等区县更是不放过。通过
深入的野外调查，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丁香叶忍冬的资源本底、
分 布 现 状 和 面 临 的 威 胁 因 素 ，采 集 了 果 实 、叶 片 等 研 究 材
料 。”沐 先 运 补 充 道 ：“ 围 绕 丁 香 叶 忍 冬 的 历 史 和 未 来 适 宜 分
布区变化、繁育系统类型和种群遗传格局，我们相继开展分析和
研究，并发表了研究论文、提出保护建议。”

复壮华北地区特有、濒危物种种群规模，推
动生态系统整体保护

“针对丁香叶忍冬的多次调查，让我对它顽强的生命力佩服
不已。”盛夏的中午，怀柔慕田峪山顶的岩石裸露，石灰岩岩体表
面经雨水长年冲刷后参差不齐、似如刀刃，十分锋利，沐先运就是
在这里发现丁香叶忍冬的踪迹。

“石头上的温度有时候足够煎鸡蛋，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丁香叶忍冬顽强地从岩石缝中存活下来，甚至生长至一两米高、
拖把杆粗细的大个子，傲视山野。”沐先运的话语里充满了对丁香
叶忍冬的赞美和喜爱。

他也一次次地被丁香叶忍冬强大的抗旱、抗高温能力所打
动。实验室里，生长在口径 6 厘米小花盆里的 7 株丁香叶忍冬种
子实生苗在长达 3 个月无人照看的情况下，仍然不会枯萎。越是
研究了解得深入，越是赞叹于它的独特。

如今，对丁香叶忍冬所开展的科学保护与研究，除了能延续
这一濒危物种的基因，也有着重要的生态价值。沐先运告诉记
者：“保护丁香叶忍冬有利于复壮华北地区特有、濒危物种的种群
规模，有助于推动对其所在分布区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是充分
发挥华北地区伞护种综合性生态价值、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增强
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有益举措。”

不仅如此，利用保护基因组学等前沿技术，深入解析以丁香
叶忍冬为代表的华北山地特有物种的起源与时空演化格局，既可
以进一步探究其濒危的遗传学肇因，也可推进对物种适应性进化
机理的认识，还可为深入认识华北地区植物多样性的形成和维持
机理提供生动案例。

“能够为命运多舛的丁香叶忍冬的濒危性评估和保育实践贡
献力量，助力其种群复兴，我既欣慰又自豪。”沐先运与丁香叶忍
冬的故事还在继续。

它于悬崖石缝中寻生机它于悬崖石缝中寻生机
◆本报记者肖琪

王永健：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
家级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

曾参与湖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保护优先序及其保护策略研究，构建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优先值评价体系，明确湖北省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优先保护等级分类；开展基于全球变化
和生物入侵风险下极小种群分布和预测的研究。

科研人员在崖壁上调查丁香叶忍冬科研人员在崖壁上调查丁香叶忍冬。。

2023年5月22日是第23个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从协议到协力：复元
生物多样性”。本版今日推出特别策划—关
注极小物种，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光，聚
焦于野外种群已极度稀少的物种。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自然界的动植物
演绎着生生不息的故事，它们的命运，连
接着人类的未来。从现在起，关注它们，
保护它们，让未来的世界继续上演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

壮技术体系和全链条式保育恢复工程支撑体系，但极小
种群保护还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全球变化快速影响物种的生存环境，物种濒危
状态也在动态变化。同时，由于野外调查到的种群规模
通常较小，形态特征差异较小, 物种分类存在困难。因
此，极小种群的名录更新与完善非常关键。

二是极小种群物种缺乏长期动态的观测和濒危风险
预测能力。

三是从濒危机制到保育恢复工程体系不够完善。
四是极小种群保护在社会公众认知和国际影响的推

广上有待提高。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应通过以下措施加强对其系统

性研究和保护。
一是采用形态和分子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分类，定期

开展野生种群现状及其生境条件调查，对极小种群名录
定期更新和完善。

二是对单个物种的系统性与长期性研究亟待增强。
应开展持续调查和长期观测，建立完善的、针对性强的保
护小区，开展保护效果评估与保护适应性管理，增强濒危
风险预测能力，提升极小种群的稳定性。

三是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基因靶向方法和策略有
利于推动保护基因组学，进而从演化的角度阐明物种的
濒危机制；基于濒危机理和物种繁殖生物学特征，研发常
规与分子选育结合的人工繁殖关键技术，加强种质资源
保存—种苗扩繁—抢救性保护策略（包括就地建立保护
小区（点）、人工繁育进行迁地保护、开展近地保护等）—
野外回归的全链条式保育恢复工程支撑体系建设，推动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和扩繁基地建设。

四是开展与相关国际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交
流，加强极小种群概念的推广，介绍我国极小种群拯救保
护的经验, 使中国极小种群的保护行动成为世界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重要模式之一，提升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
际影响力。

中国环境报：保护极小种群，公众
参与也是重要措施。但是，当前很多极
小种群，公众并不熟知。对于全面推动
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您有何建议？

王永健：极小种群的保护，公众参与
必不可少。但当前公众对很多极小种群
并不熟知，在于我们缺少把科学研究的专
业内容转换为科普的通俗易懂内容。

极小种群野生物种或濒危物种中最为
代表的一个概念是“旗舰物种”，指某个对社
会生态保护力量具有特殊号召力和吸引力
的珍稀濒危物种，其作用在于可促进社会对
生物多样性及物种保护的关注。旗舰物种是衡
量一个地区生态保护水平和生物多样性的标杆，
也是地区生态维护的代表物种，是珍稀物种中的

“大明星”，如大熊猫、东北虎、金丝猴、长江江豚、百
山祖冷杉、银杉、白花兜兰等。我们以“旗舰物种”
为标签，以其种群的保护来宣传对极小种群的保护，
将会体现极小种群保护的“明星效应”，能更好地提
高关注度和极小种群内涵的理解。

如何全面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可
基于旗舰物种科普化的介绍，通过国际生物多样性
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等，
以各种形式开展新闻报道、宣传倡导，依托国家植物
园标杆与其他植物园、动物园与海洋公园的特有濒
危旗舰物种保护展的引领作用，开展公众开放日科
普、观赏等活动，提高生物多样性尤其是旗舰物种种
群（极小种群）保护宣传力度。同时，以植物园、动物园
典型活动开展各地宣传活动，推动企业、社会组织、公众
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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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协议到协力：复元生物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