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如何，还面
临哪些困难？未来，如何发力保护我
们的地球家园？记者专访了生态环境
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

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增加到
1864只，亚洲象野外种群增至约300
头，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到30万只以
上……

珍禽异兽归来的背后，是近年来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持续努力。

崔书红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
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成效。我
国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
化，明确将“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得
到基本控制，全国生态系统稳定性明
显增强”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
目标之一，逐步纳入各级各类的规划
计划中。

近10年来，我国颁布和修订森林
法、长江保护法和生物安全法等20多
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
实的法律保障。各省区市也结合当地
实际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建立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各类自然保护地近
万处，面积超过1.7亿公顷，约占陆域
国土面积18%。海洋自然保护地总面
积达12.4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管辖
海域面积4.1%。90%的陆地生态系
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同时，我国建立了植物园、动物园
（含海洋公园、海洋馆）、野生动物救护
繁育基地以及种质资源库、基因库等
较为完备的迁地保护体系。普陀鹅耳
枥、华盖木等一些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初步摆脱灭绝风险。60多种珍稀濒
危野生动物人工繁殖成功并建立稳定
人工种群。

崔书红介绍，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是我国在国土空间管控方面的制度创
新，进一步加强对生物多样性重点区
域的保护。初步划定的全国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不少于陆域国土面积25%。

近年来，我国还推动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开展生物多样性
调查和评估，并持续加强对外来物种
入侵的防范应对。

推动开启生物多样性保护新篇章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
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崔书红表示，生物多样性保护还
存在法治体系仍需完善、体制机制有
待加强、基础能力依旧不足、资金机制
较为单一等问题。

他介绍，推动开启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新篇章，首先要加强生物多
样性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深化生物
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法规研究，强
化法治保障。

其次，要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空间网络。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切实加强重点区
域的保护和监管，完善珍稀濒危动植
物迁地保护体系。

第三，构建完备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监测体系。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
底调查、观测和评估，探索建立生物多
样性价值评估、保护成效评估等技术
体系。

第四，着力提升生物安全管理
水平。加强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管
理，持续提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管
理水平等。

第五，创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
用机制。加强生物资源开发与可持续
利用技术研究，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生
态产品体系。

此外，要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
度，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并加大公众
参与力度，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
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崔书红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
国“十四五”期间生物多样性保护水
平有望得到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重要生态
系统、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得到
全面保护。

共绘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蓝图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即将在
昆明召开，将制定并通过新的战略与
行动计划，即“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绘制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蓝图。

崔书红介绍，目前“框架”讨论稿
提出4项2050年长期目标和20余项
2030年行动目标。各方已在“框架”
目标内容上取得诸多原则性共识。“框
架”通过后，缔约方将据此更新国家生
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并根据公
约规定，更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执行

“框架”所需的财务、技术和能力建设
支持。

我国对“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的期待如何？

崔书红表示，中方期待，“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通过
和执行过程真正体现多边主义，各国
守望相助，携手同行，合作共赢，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
之路。

他说，“框架”应推动生物多样性
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流化，确
保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框架”也
要兼顾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及
挑战，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
用和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使全人类
能够享受生物多样性为减少贫困、维
护粮食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带来的
惠益。

此外，“框架”目标的制定和执行
应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在目标制定
时，要积极换位思考，求同存异；发达
国家要切实履行公约义务，在资金、技
术、能力建设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更多支持。 据新华社

5月20日在福建省明溪县夏阳乡紫云村拍摄的黄腹角雉。新华社发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8时）
AQI指数 46 空气质量：优
优：攀枝花、泸州、广元、内江、西昌、康定、马
尔康、乐山、广安、达州、巴中、雅安、宜宾、南
充、眉山、资阳、自贡、绵阳、遂宁、德阳

22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7—87
空气质量等级：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同呼吸

23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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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为了更好推
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今年我国将在青藏高原、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
功能良好的区域，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这是记者22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
解到的。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我国
系统实施濒危物种拯救工程，有效保护了
90%的典型陆地生态系统类型，300多种珍
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大熊猫野生种群增至1864只，朱鹮野外种群
数量超过6000只，亚洲象野外种群增至约
300头，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到30万只以
上。曾经在野外消失的麋鹿、普氏野马在多
地建立了人工繁育种群，并成功实施放归自
然，重新建立了野外种群，生存区域和范围不
断扩大。我国建有各级各类植物园近200
个，收集保存了2万多个物种，占我国植物区
系的2/3。野外回归珍稀濒危植物达到206
种，其中112种为我国特有种。

推动开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篇章
——专访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

青藏高原等区域
将新设一批国家公园

5月17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五指山片区拍摄的桫椤。新华社发

5月3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五指山片区拍摄的长腹扇蟌。新华社发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当天，中国科学院生物
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2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38293个，较2021版新增
10343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