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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10月，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研究员、人称“蘑菇先生”的杨祝良
很高兴，因为消失了36年的竹荪类物种

“芳香鬼笔”，被他的学生在云南新平
哀牢山上重新发现。

同样高兴的还有84岁的中国著名
民族植物学家裴盛基，老爷子在网络
平台上开通账号“裴爷爷讲植物”，笑
眯眯地讲述自己年轻时漫山遍野“寻
花”的故事，年轻人纷纷叫着“裴爷爷
辛苦了”，为老人点赞。

坐在工作室，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首席专家番兴明的身后是一株巨大的

“玉米塔”，上面一层一层摆放着他和
团队选育的玉米品种。“这只是一个展
示，我们一共选育了40多个通过国家
和省级审定的玉米品种，全部摆的话，
肯定摆不下。”番兴明自豪地说。

10月13日，在COP15上，三位专家
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相聚在专访室。
显然，相对于讨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最好办法，他们已经用漫长的实践得
出结论，“就是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视频那头，裴盛基说，就在最近，
他和团队从西双版纳哈尼族所常使用
的一种当地草药中，开发出了驱蚊油
和皮肤药膏两种产品。

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
“生物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

是协同进化的关系”

将草药从西双版纳的林中带进实
验室，实现人工栽培推广后，再将其重
新送回家乡。小草还是那株小草，但
从它身上研发出的两种产品正在产生
经济价值。更早之前，裴盛基和团队
将护肤植物的研究技术和企业合作，
生产的护肤品不但让企业获得效益，
更重要的，人工栽培植物在药用上的
实践，更好地保护了野生资源。

“利用资源，保护资源。其实，在
傣医药传承中，在民族文化多样性中，
都包含了很多知识，只是我们过去还
做得不够。”作为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开
创者，裴盛基认为，民族传统文化信仰
为保护自然生态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间拨回到1981年，在中国举办

的第一次环境科学学术研讨会上，裴
盛基提交的论文《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
的初步研究》，令参会的美方代表感到

“不可思议”：“在一个长期处于封闭状
态，与世界主流科学隔离的国家，居然
还有这么一位年轻的植物学人对西双
版纳地区人与环境、植物相互作用的调
查研究得出了如此有‘新意’的结论。”

协同进化，这就是裴盛基对生物
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关系的结
论。他相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植
物有关的认知、信仰、习俗和神话故事
等都属于植物文化范畴。植物文化不
同于科学，但其中却蕴藏着无数的科
学未知与秘密，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
理想素材，“这些植物文化是老祖宗建

立起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宝贵精神
财富，而这些财富最终成就了云南最
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专访
中，裴盛基再三提及。这门原本由美国
芝加哥大学植物学教授提出的学科，因
为璀璨的华夏文明，以及在漫长时间中
流传下的上万本典籍，而深深扎根于中
国。对于裴盛基而言，曾经，他的脚步
踏遍云南的密林深山。如今，他的团队
开始抵达一些他还未踏足过的民族地
区展开调查，积累资料，“我们希望在这个
时代完成一份民族物种的系统资料。”

用15年让羊肚菌不再昂贵
“我们和物种是在保护中利用，

在利用中保护”

似乎是为了佐证裴盛基对于自然
和人之间关系的概括，这个10月，中科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祝良惊喜
地发现，即使早已不是野生植物菌盛
产的七八月，山里的菌种数量依旧可
观，“这说明，生态环境质量变好，而自
然也给出了相应的反馈。”

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最好保护，就
是可持续利用。这句话体现在杨祝良
的研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羊肚
菌。杨祝良和团队通过15年的努力，
选育获得了20余个羊肚菌高产核心种
质，解决了羊肚菌栽培产量不稳的瓶
颈，在“春播夏收”、“夏播秋收”和“秋
播冬收”等种植新模式下，曾经昂贵的
菌种，实现了大田四季高效种植。

杨祝良首先将种质送到了深度贫困
的独龙族、怒族，迄今，杨祝良团队指导的
羊肚菌技术已经在全国累计栽培16800
余亩，帮助企业和农户增收1.5亿余元。

“我们和物种是在保护中利用，在
利用中保护。”杨祝良相信，若只是直接
采集，资源会有枯竭的一天，而实现人
工培育，将会让物种得到更好保护。在
这个过程中，一些传统的观念也将逐渐
转变，“其实野生菌种并不是大家所想
的那么好，可能体内有比较高的重金
属、微生物，所以我们可以养成新的观
念，有好多东西，都比野生的更好。”

类似的，还有被业内评价“很棘
手”的牛肝菌科分类。杨祝良和团队
联合国际同行经过多年研究，首次构
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
架，并对一大批分类混乱的菌种进行
了澄清，其中一些研究被国际权威专
家誉为“里程碑式成果”。

如今，杨祝良依旧跋涉在野外，他最
喜欢别人叫他“蘑菇先生”。“这还是一位
小学老师起的。当时我去给一所小学做
科普，老师介绍时叫我‘蘑菇先生’，我觉
得特别准确，我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我国玉米遗传育种研究已经

从‘跟跑’到‘并跑’，进化到‘领跑’”

同样奔波的还有云南省农业科学
院首席专家番兴明，不过，他内心牵挂
的玉米地遍及世界。因为小小一粒玉
米种子，事关粮食安全。

“1个11岁的孩子，身高还不足一
米，营养的缺乏让他和同龄孩子有着
很大的差距。”多年前，在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偏远山村看到的一幕令番兴
明至今难忘，这位自称“玉米人”的科
学家想要做更多的事。

于是，他将选育优质蛋白玉米和
鲜食玉米作为重点攻关课题之一，带
领团队选育出“云瑞”系列等一批适应
我国热带亚热带种植的高产抗逆玉米
品种，多个品种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主
导品种。其中，“云瑞88”等多个品种创
下高海拔高产纪录，“云瑞47”在2012年
云南干旱严重的情况下实现高产。

“世界范围内有300多个玉米种
质，但被我国广泛开发利用的仅三四
个，玉米多样性匮乏、遗传基础狭窄对
国家粮食安全的威胁是现实而又紧迫
的问题。”番兴明说。为此，他想要走
遍全世界玉米种植国家和地区。他曾
因地面48℃的高温而晕倒在泰国的玉
米试验地里，也曾因前往中非共和国
开展合作交流，结果一同前往的13名
专家中9人得了疟疾……

终于，他走遍世界三分之二的玉
米种植国家和地区，学习先进育种技
术，引进大批玉米种质，并对种质加以
驯化、改良。如今，通过钝化热带玉米
的光周期反应，他引入的热带亚热带
种质可以在我国北方正常开花结实，
推动了热带玉米种质北移。他改良的
玉米种质在伊朗、尼泊尔、不丹、印度、
缅甸等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优异的抗病
性、抗旱性和丰产性。

“多年来，我们团队累计向国内外
发放玉米种质1万多份次，为我国玉米
育种提供了丰富的种质资源和重要的
遗传材料。”番兴明相信，我国玉米遗
传育种研究已经从“跟跑”到“并跑”，
进化到“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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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专家热议：“就是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裴盛基（左）在香格里拉荞麦地考察。

▲“蘑菇先生”杨祝良。

▲潜心于玉米遗传育种研究的番兴明。

（上接02版）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主要有

国际、国家和民众三个尺度。“国际社
会主要是提出目标愿景，国家是行动
的主体，而民众是参与者与受益者。”
任海解释道，“昆明宣言”强调主流化，
而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就是将生物多
样性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从
而避免先破坏后保护，做到防患于未
然，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得
以同步进行。

以综合协同的手段
保护生物多样性

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也
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由行政命令向
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
政办法转变的主要途径。对此，任海
相信，主流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为

更好地推进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工作，应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强
化科学和技术支撑、开发更有效的方
法并出台指标体系。

对于“主流化”同样感触颇深的还
有高吉喜，他认为，在“昆明宣言”中，
综合协同的保护手段首先体现在环
境、经济和社会综合上，“各国政府政
策制定的核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成为‘主流化’，将其纳入
国家政策或决策之中。”

具体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手段
上，他强调“昆明宣言”体现了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生态保护和修复措施仍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同时，通过
加强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以满足
人们的需求。

高吉喜表示，“昆明宣言”强调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共同参与，“包括
各级政府、所有利益相关方，还特别提

到了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参与作
用。”此外，“昆明宣言”注意到了要加
强与其他公约的协同互动，以提高生
态环境改善效能，“例如，要进一步加
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对接等。”

建立约束指标
还要进行考核

同时，两位专家在谈及“昆明宣
言”的落地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吉喜认为，制定“2020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中，需要有明确指标
和考核方案。要建立在全球、国家和
地区几个层次和方面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约束指标，还要考核指标是否落实
到位，“最好每年或者每隔几年可以对
落实情况进行评估，以便对相应指标
进行调整。”

在任海看来，怎么把科学知识拿
去共享也是关键，这涉及到生物多样
性的利用问题，也是“爱知目标”没有
能够完全实现的核心所在。当下，发
达国家在保护中利用，发展中国家则
是在利用中保护，这二者之间需要找
到一个平衡点。

当然，还有资金和技术问题。任
海认为，地球是一个共同体，要增加投
入到需要保护的关键地区和物种中，
以达到最大化效益。“未来怎么多掏点
钱，投入到需要保护的地区、物种，用
最强的保护力度得到最好的效益，这
是目标，也是难点。”

“这也要体现公平正义。”高吉喜
认为，不少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和
生物多样性下降比较严重的地区相对
比较贫困，发达国家需要拿出资金来
帮助这些国家，还要向发展中国家输
出技术，“生态保护也是一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