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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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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野生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由于栖息地丧失、过度采集、气候变化等因素,部分野生植物的

生存受到较大威胁。迁地保护是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方式,在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我国在野生植物物种收集保存、离体种质资源保存、种群扩繁和野外回归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在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方面依然存在力量分散且发展不平衡、遗传多样性保护不充分、物种信息档案不全、
与就地保护体系的协调性不够等问题。未来,我国在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过程中要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以迁地

保护研究中心为支撑,以种质资源库为补充,加强迁地保护统筹谋划,完善迁地保护综合保藏体系,构建全国迁

地保护信息平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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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生物物种不断加速灭绝,生物多样性保

护受到空前关注[1]。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野生植物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目前,全球约有370
 

000种野

生植物,其中约150
 

000种野生植物生存受到威

胁[24]。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野生植物种类,高等植

物约39
 

000种,其中特有物种占一半左右。由于栖

息地丧失和退化、人为过度利用、气候变化、外来物种

入侵和植物自身繁殖受限等因素,部分野生植物生存

面临严重威胁,加强野生植物保护迫在眉睫[56]。野

生植物的保护方式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就地保

护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地或保护小区,对野生植物及其

原生境进行保护,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保护方法。然

而,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不断加剧的背景

下,部分野生植物的栖息地遭受严重破坏,仅靠物种

自身发展无法实现正常繁衍,迁地保护便成为拯救这

些野生植物物种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是开展人工扩

繁、种群恢复和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路径[7]。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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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迁地保护在野生植物

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8]。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野生植物保护工作,尤其

在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方面,颁布实施了多项政策制度

和规划方案,以保障野生植物迁地保护工作有效开

展[910]。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讲话时指

出:“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
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国家植物园于

2022年4月在北京正式揭牌,华南国家植物园于同

年7月在广州正式揭牌。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等部门于2023年9月印发了《国家植物园体

系布局方案》,明确在已设立2个国家植物园的基础

上,再遴选出14个国家植物园候选园纳入空间布局,
构建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国家植物园体系[11]。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了4
个长期目标和23个行动目标,为未来10-30年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设立了具体目标,规划了主要路径,
其中,与国家植物园或植物园关联度较高的目标有

10个;此外,《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还明确要求结合迁地保护和就地保护手段,以实现物

种遗传多样性的有效保护;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生物

多样性危机的共识以及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的决

心[12]。《中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

(2023-2030年)》[13]包括四大领域共27个优先行动

计划,在“优先行动10:生物多样性迁地保护”中提

出:“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构建由国家植物

园、植物园、扩繁与迁地保护研究中心和种质资源库

等组成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体系。”新的《全球植物保

护战略》也即将出台,我国野生植物迁地保护工作面

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

野生植物迁地保护体系,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

划、构建制度标准体系、统筹迁地保护与就地保护等

措施,有效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为履行《昆明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全面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

撑保障。

  本文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在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方

面的现状和成效,全方位分析当前我国野生植物迁地

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的发展思路,以期为我国

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1 我国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现状

  植物园是活植物引种驯化、迁地保护和人工扩繁

的重要基地,我国现有各类植物园约200个,收集保

存了占我国植物区系2/3的植物物种。同时我国还

建设有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和林草种质资

源库等基础设施,设立了兰科(Orchidaceae)、苏铁科

(Cycadaceae)等重点类群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种质资

源保护中心,有针对性地开展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迁地

保护、种质资源保存和野外回归等方面的工作。

1.1 活植物收集和保存

  植物园是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的主要力量,为珍稀

濒危野生植物在人工环境下保存提供了重要场所。
目前,依托现有植物园(树木园),全国约28

 

000种活

植物得到迁地栽培,包括40%的中国本土植物(约

15
 

000种),31%的中国特有植物(约4
 

600种),48%
的珍稀濒危植物(约1

 

800种)以及62%
 

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743种)[1215]。我国保存活植物超过

10
 

000种(含种下单元)的植物园包括国家植物园、
华南国家植物园、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南京中山植物园)、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

明植物园、上海辰山植物园、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等。
随着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逐步推进,国内植物园的

建设发展水平将会得到大幅提升,野生植物迁地保护

能力将不断提高。

  除了植物园(树木园)外,国内其他单位也针对珍

稀濒危野生植物开展了迁地保护,并取得了较好成

果。如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建

成了16
 

hm2 的滇南热区极小种群植物迁地保护专

类园;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对兰科和蕨类植

物开展了专业性迁地保护,收集保存了兰科植物

3
 

000余种、蕨类植物超过1
 

500种;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收集了国内金花茶组

(Camellia
 

sect.Chrysantha)的所有物种等。

1.2 野生植物离体种质资源保存

  我国建成了亚洲最大的生物种质资源库———中

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11
 

305种

90
 

738份本土野生植物种子,2
 

194种26
 

200份植物

离体培养材料,8
 

541种69
 

144份 DNA 分子材料

(http://www.genobank.org/)[8];建成国家林草种

质资源设施保存库山东分库、新疆分库,10万余份各

类林木种质资源得到有效保存[10]。另外,国家药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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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质资源库保存了93科1
 

017属29
 

995份药用

植物种质资源。

1.3 物种人工扩繁和野外回归

  2022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濒危野生植

物扩繁和迁地保护研究中心建设实施方案》[16],计划

“十四五”期间在全国建设35处迁地保护研究中心,
重点围绕100种分布极度狭窄、种群数量稀少、生态

环境极其脆弱或原生境遭到严重破坏的野生植物开

展迁地保护工作。迁地保护研究中心将弥补当前我

国濒危野生植物人工扩繁能力的不足,完善以国家植

物园为引领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网络。近年来,多个

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人工繁育成功,华盖木(Pachy-
larnax

 

sinica)人工繁育幼苗达15
 

000株,百山祖冷

杉(Abies
 

beshanzuensis)成功培育子代4
 

000多株,
崖柏(Thuja

 

sutchuenensis)的人工繁育已经取得突

破性进展,扦插成活率超过90%。
 

  目前,我国已有200多种植物成功实现野外回

归,其中特有种超过一半。首次发现时仅存10余株

的白旗兜兰(Paphiopedilum
 

spicerianum),通过野

外回归已有200余株成活并开花;峨眉拟单性木兰

(Parakmeria
 

omeiensis)从不到100株增加到3
 

200
株,野外居群从2个增加到7个。另外,德保苏铁

(Cycas
 

debaoensis)、紫纹兜兰(Paphiopedilum
 

pur-
puratum)、中华桫椤(Alsophila

 

costularis)等国家重

点保护物种野外回归均取得成功,为更多的濒危物种

野外回归、壮大野生种群积累了丰富经验。

2 我国野生植物迁地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各地建立了以植物园(树木园)、种质资

源库(圃)为代表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基础设施,开展

了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人工扩繁和野外

回归工作,但由于整体缺乏国家层面的统筹谋划,野
生植物迁地保护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

2.1 迁地保护力量分散且发展不平衡

  我国近200个植物园的主管部门各不相同,大多

隶属于科技(含中国科学院)、教育、住房城乡建设、林
草、农业、医药等部门,不同部门主管的植物园其功能

和定位有所差异,如林草部门主管的植物园更注重植

物多样性保护,科技部门主管的植物园更注重科学研

究,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主管的植物园更注重园林园

艺[17],这些差异性导致各个植物园的重点工作和资

金安排不尽相同。同时,目前植物园发展呈现泛公园

化、同质化趋势,真正专注于野生植物保护领域,从事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种群扩繁和野外回归工

作的植物园可能不足20%[18]。此外,由于全国各地

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平衡性,不同地区的植物园迁地保

护力量也参差不齐,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华东、华
南)成为我国植物园主要分布区,植物园综合实力较

强。而一些偏远地区(如新疆、西藏等),尽管具备丰

富独特的野生植物资源,但受经济条件等因素限制,
建设的植物园数量相对较少,迁地保护力量非常

薄弱[19]。

2.2 迁地保护尚未满足遗传多样性保护要求

  Griffith等[20]认为迁地保护某个物种的一个种

群就能保存该物种70%以上的遗传多样性。因此,
对珍稀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不应该只追求物种多样

性,更应该注重其遗传多样性[21]。植物园是迁地保

护珍稀濒危野生植物最主要的场所,但在珍稀濒危植

物收集和引种过程中,根据最小可存活种群(Mini-
mum

 

Viable
 

Population
 

size,MVP)理论提出的有效

种群大小“50/500”法则或“100/1
 

000”法则,要求迁

地保护500个甚至1
 

000个个体,以维持物种长期的

进化潜力,但植物园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实现[7]。种质

资源库是活植物保存的重要补充[22],但受到库容量

以及收集难度等因素制约,目前仍以物种多样性保护

为主要目标,无法实现物种不同地理种群之间的变异

和群体遗传多样性的系统保存,难以满足植物物种、
遗传多样性的多层次保护[8]。

2.3 迁地保护物种信息档案不全

  多数迁地保护机构对物种的生长、发育等过程缺

乏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观察记录,忽视对野外

采种记录和证据标本的保存,包括物种的编号、繁殖、
栽培记录等基础信息,缺乏对各种病虫害、环境和生

境的动态监测以及在各种极端气候条件下物种的适

应情况记录[7,17,23]。虽然中国植物园联合保护计划

为方便植物园开展园区植物清查、生长量和物候观

测、日常更新迁地保护物种数据等工作建立了植物信

息管理系统,但仅有少数植物园定期更新数据,物种

信息档案记录质量参差不齐。迁地保护物种的信息

档案不全,不仅制约了迁地栽培活植物的规范化管

理,也影响了相关部门保护政策制定、目标任务设立

和保护行动实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4 与就地保护体系的统筹协调不够

  一方面,植物园等迁地保护机构受园区空间限制

和物种引种栽培的数量限制,栽培的物种通常是由少

数建群个体构成的种群,受人工栽培条件的干扰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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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物种居群大小变化明显;同时,由于物种是特地选

择栽培的,容易导致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及适应性进化

潜力丧失。另一方面,目前迁地保护机构与就地保护

体系(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的统筹协

调、合作交流不够,迁地保护机构的科研条件、人才团

队等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24]。野外回归工作与野生

种群保护缺乏统筹,导致回归后的种群动态监测

不足。

3 迁地保护体系的发展思路和重点任务

  国家植物园体系将对植物类群进行系统收集、完
整保存、高水平研究、可持续利用,逐步实现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的有效迁地保护;建设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扩繁和迁地保护研究中心,推进珍

稀濒危野生植物种群扩繁、迁地保护和野外回归研

究;依托现有种质资源保藏平台,逐步收集、保存珍稀

濒危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国家植

物园为引领、迁地保护研究中心为支撑、种质资源库

为补充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体系。

3.1 发展思路

3.1.1 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

  国家植物园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以迁地

保护植物多样性为目标,实施生物多样性整合保护行

动计划,在国家层面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方面发挥引

领示范作用[23,25]。国家植物园及候选园涵盖了我国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主要气候带,在野生植物迁地

保护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稳
定的科研团队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可以在野生植物迁

地保护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并加强与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就地保护体系的统筹协同,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

新格局。鼓励已设立的国家植物园牵头构建区域性

迁地保护网络,辐射带动所在区域植物园或迁地保护

机构,提升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水平,实现国家重点、珍
稀濒危野生植物的有效迁地保护。

3.1.2 以迁地保护研究中心为支撑

  结合现有植物园、种质资源圃等条件,按照加强

优化、改建改造、新建扩建等不同类型统筹布局,选择

与濒危野生植物原生境条件相似、与物种潜在分布区

相适宜、可通过调控措施人工营造相似生境的地区,
布局建设迁地保护研究中心,实现空间和物种互相适

应。迁地保护研究中心应聚焦亟须保护的野生植物

类群,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开展濒危野生植物分

布现状调查、致危机理和适应性研究、规模化扩繁、种

群恢复、野外回归和动态监测等工作,提升珍稀濒危

野生植物迁地保护和种群恢复能力。

3.1.3 以种质资源库为补充

  作为植物园活体保存的有效补充,种质资源库在

迁地保护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较于

活体引种栽培,植物的种子相对较小,容易采集,而且

能够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内保存较长时间[22]。国家植

物园正在筹建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库,规划收集来自世

界范围内的植物种质资源,包括植物种子、试管苗、

DNA、植物活植株、花粉和孢子、植物组织、器官、植
物微生物等,实现我国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全覆盖。林

草部门布局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主库、山
东分库、新疆分库、内蒙古分库、湖南分库、海南分库、
青海分库等设施保存库已进入全面建设或筹备建设

阶段。随着我国种质资源保存设施的不断完善,不仅

可对重要类群野生植物的种子等繁殖材料进行系统

收集和长期保存,降低物种灭绝风险,还应充分考虑

物种不同地理种群之间的变异和群体遗传多样性的

系统保存,实现物种、遗传多样性不同层级的有效迁

地保护。

3.2 重点任务

3.2.1 加强迁地保护统筹谋划

  在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迁地保护机

构所在地理区域和已有工作基础,在科学论证的基础

上,明确迁地保护对象和侧重类群,由野生植物主管

部门向国家植物园等迁地保护机构统筹分配珍稀濒

危野生植物保护任务,实施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迁地保

护行动计划,争取实现我国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迁地保

护全覆盖,尽可能地保护其遗传多样性。

3.2.2 完善迁地保护综合保藏体系

  迁地保护机构按照“一种一策”的原则,采用一个

核心收集园区和多个异地收集园区的收集保藏模式,
实施覆盖全国各大气候植被类型的保护性收集,聚焦

特殊环境及重要资源的战略性收集,以及面向全球植

物区系的研究性收集,形成国家活植物收集迁地保藏

体系。同时,加强重点物种不同生态环境和地理来源

居群的收集,丰富种质遗传多样性,提高迁地保护均

衡性和稳定性。制定迁地保护技术标准,指导各植物

园和研究中心规范化开展工作。

3.2.3 构建全国迁地保护信息平台

  依托林草生态网络感知系统、植物信息管理系

统、中国科学院植物科学数据中心等,建设国家植物

迁地保护综合信息平台。迁地保护机构应加强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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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包括植物引种、定植、生长量观测、物候观测、园
区植物清查等数据的管理和更新。对于野外回归的

物种,定期观测并记录生长情况,由自然保护地管理

机构、基层林草部门等通过全国林草系统生物多样性

监测子平台提交数据。

3.2.4 统筹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

  国家植物园等迁地保护机构与相关国家公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加强合作,协同开展野

生植物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野外回归和动态监测等

工作,强化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拯救繁育和遗传多

样性保护研究;广泛收集未纳入自然保护地的国家重

点保护、珍稀濒危、我国特有和本土野生植物;与相关

自然保护地联合开展人才培养、业务培训和项目推

进,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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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richest
 

wild
 

plant
 

species,while
 

wild
 

plant
 

species
 

are
 

facing
 

huge
 

threats
 

due
 

to
 

habitat
 

losses,overcollection,climate
 

change,etc.Exsitu
 

conserv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protect
 

plant
 

diversit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rare
 

and
 

endangered
 

wild
 

plants.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conservation
 

of
 

wild
 

plant
 

species,in
 

vitro
 

germplasm
 

resource
 

conservation,population
 

expansion,and
 

reintroduction.However,

the
 

exsitu
 

protection
 

of
 

wild
 

plants
 

in
 

China
 

still
 

have
 

problems,such
 

as
 

dispersive
 

forces
 

and
 

unbalanced
 

de-
velopment,inadequate

 

protection
 

of
 

genetic
 

diversity,incomplete
 

species
 

information
 

files,and
 

insufficient
 

co-
ordination

 

with
 

insitu
 

protection.In
 

the
 

future,China
 

should
 

take
 

the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s
 

as
 

the
 

lead,exsitu
 

conservation
 

centers
 

as
 

the
 

support,and
 

germplasm
 

banks
 

as
 

the
 

supplement
 

to
 

strengthen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exsitu
 

conservation,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preservation
 

system
 

of
 

exsitu
 

conser-
vation,build

 

a
 

national
 

exsitu
 

conserv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coordinate
 

insitu
 

conservation
 

and
 

exsitu
 

conservation,and
 

provide
 

China's
 

solution
 

for
 

glob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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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
 

plants;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s;exsitu
 

conservation;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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