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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面临的严重威胁 :生物多样性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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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全球据科学家估计有1 400 ×104 种生物 ,但其丧失速度非常惊人。文中指出目前大约有 492 种

乔木的遗传多样性受到威胁 ;未来将有 5 %～20 %的动植物种群濒临灭绝 ,6 ×104 种植物在今后 20a 里可

能灭绝。生物多样性丧失原因为 :生物资源需求量的剧增 ,但管理不力 ,缺乏利益权衡 ,不合理的生产活

动 ,自然栖息地被人为占用 ,土壤、空气、水的污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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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ion by scientists , there are 14000000 kinds of living beings in the whole

world. Unfortunately , the species are decreasing at very surprising speed. It is pointed out in the article that

there are about 492 kinds of arbors whose hereditary diversity is threatened at present . Moreover , it is predi2
cated that there are 5 %～20 % species endangered in the near future. Main reasons of bio2diversity loses ,

argued in this paper , are : sharp increasing demand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 without effective management ,

unreasonable activity in production and living , occupation of natural habitat , as well as pollution of soil , air ,

water , etc. In respect that biodiversity is valuable to human society , not only at present , but also in future ,

more efforts should be devoted to prevent endangered species from disapp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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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指一个区域内生命形态的丰富程度 ,

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

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 ,包含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

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

系统 ,有遗传 (基因) 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

样性 3 个层次。遗传多样性是指生物体内决定性状的

遗传因子及其组合的多样性 ,包括同种的显著不同的种

群或同一种群内的遗传变异 ;物种多样性是指一个区域

内物种的多样化及其变化 ;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

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化以及生态系统内

生境、生物群落和生物过程的多样性 [1～3 ] 。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全球生态系统也发生了

巨大变化 ,特别是区域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消失 ,不仅

大大加速了物种的绝灭 ,同时还造成种群、群落、生态系

统、景观和全球水平基因和功能多样性的消失 [4 ,5 ] 。生

物多样性大范围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栖息地的改

造和破坏、大量外来种的侵入和过度开发等人为因素。

1 　全球生物多样性状况
科学家估计地球上大约有1 400 ×104 种生物 ,其中

仅有 170 ×104 种经过科学描述。一般从极地到赤道 ,物

种的丰富程度呈增加趋势 ,其中热带雨林几乎包含了世

界一半以上的物种 [6 ] 。1980 年 ,科学家被热带森林昆虫

多样性所震惊 ,仅对巴拿马 19 棵树的研究中发现 ,全部

1 200种甲壳虫的 80 %以前没有命名 [4 ] ;1m2 的土壤可能

含有 20 ×104 节肢动物和线蚓属动物以及几十亿的微生

物 [7 ] ;仅亚马逊河中的鱼类就有3 000多种 [4 ] 。但是 ,全

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更加惊人。

1. 1 　基因多样性的丧失

当前 ,全球大约 492 个遗传上显著不同的乔木种群

受到威胁 ;在美国西北部 ,159 个遗传上显著不同的海洋

回游鱼类种群已经处于高度或中等程度的绝灭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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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8 ] 。自 20 世纪 50 年代 ,“绿色革命”中出现的玉米、小

麦、水稻和其他农作物品种的传播很快排挤了本地品

种 ,印度尼西亚1 500个当地水稻品种在过去 15a 里消

失 ;这种遗传多样性丧失造成农业生产系统抵抗力下

降 ,1991 年 ,巴西桔子树遗传相似性导致了历史上最大

的柑橘溃烂 ;1972 年前苏联小麦大面积损失 ;1984 年佛

罗里达柑桔的溃烂的大爆发 ,皆起因于遗传多样性的减

少 [6 ] 。

112 　惊人的物种绝灭速度

据专家估计 ,自6 500 ×104 a 前恐龙消失以来 ,当前

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 ,

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或许是它们在未受干扰的

自然界中的 100 倍至 1 000 倍 [4 ] 。自 1600 年以来 ,大约

有 113 种鸟类和 83 种哺乳动物已经消失 ,而且还有许多

其他物种濒临绝灭或面临严酷的生存威胁 [6 ] (见表 1) 。

90 年代初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评估生物多样性的一

个结论是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 ,在可以预见的未

来 ,5 %～20 %的动植物种群可能受到灭绝的威胁 [9 ] 。

表 1 　全球受到威胁的物种数量

Table 1 　Quantity of endangered species in the world

灭绝 濒危 渐危 稀有 未定
全球受威

胁总数

植物 384 3 325 3 022 6 749 5 598 19 078

鱼类 23 81 135 83 21 343

两栖类 2 9 9 20 10 50

爬行类 21 37 39 41 32 170

无脊椎动物 98 221 234 188 614 1 355

鸟类 113 111 67 122 624 1 037

哺乳类 83 172 141 37 64 497

　　注 :引自《保护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1. 3 　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丧失

就生态系统而言 ,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发生在包含

全球物种 50 %以上的热带森林。按当前每年砍伐 0117

×108 hm2 的速度 ,在今后 30a 内 ,物种极其丰富的热带

森林可能要毁在当代人手里 ,大量的热带森林物种将面

临灭绝 [10 ,11 ] 。温带森林的破坏同样严重 ,许多物种丰富

的原始森林被单一的次生林和人工林代替 ,导致大量野

生物种濒临灭绝。除非立即减缓毁林 ,否则大约 6 ×104

种植物在今后的 30a 里可能绝灭 ,脊椎动物和昆虫的消

失比例可能更高 [12 ] 。大面积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也在

不断丧失和严重退化 ,其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处于相

对封闭环境中的淡水生态系统 ;另外 ,一些岛屿物种的

生存也面临严重的威胁 ,现存物种中 11 %的哺乳动物和

40 %的鸟类的生存受到威胁 [12 ] 。

2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原因可概括为如下几方

面 [12～14 ] : 　①自然栖息地的侵占和人为隔离 (片断化) ;

　②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过度开发 ; 　③外来种的侵入 ;

　④土壤、空气和水污染 ; 　⑤气候变化 ; 　⑥工业化农

业和林业。然而 ,是人类活动改变了局部、全球环境 ,导

致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和严重的环境污

染。人类为了扩展农田、都市和道路 ,破坏了大量的自

然栖息地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人

类 ,包括人口的增加、人类自身生态位的拓宽以及对地

球上生物产品越来越多的占有、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

等。

2. 1 　生物资源需求量剧增

自 1950 年以来谷物、鱼类和木材的人均需求量分别

增加了 40 %、100 %和 33 %[12 ] ,然而 ,人类所能利用的自

然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不尽早完善当前的工农业生产活

动 ,未来人均所能拥有的鱼类、耕地、森林数量将大幅度

下降。人类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活动带来的污染日趋严

重 ,臭氧层的耗竭、酸雨、空气和水污染都对会导致严重

的生物多样性损失。世界人口最多、耕地和淡水等自然

资源人均最少的中国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2. 2 　认识不足

当前民众认识到食物、生物产品、药物和旅游业的

价值 ,但没意识到正是各种生物协同作用才为人类的繁

衍提供了各种服务 ,包括供给食物、净化空气和水、稳定

气候、缓解洪涝和干旱、形成土壤和恢复土壤肥力、散播

种子、传粉、控制害虫等 ;应认识到许多物种巨大的潜在

价值 ,如未开发的药物 ,尚未发现但也许未来需要的农

产品野生亲缘种。由于没有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巨大

价值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常被认为是耗资而不是投资。

2. 3 　管理不力

例如世界各地渔业资源的不断衰竭不是因为缺乏

渔业知识而是相关的法规制度不完善。大部分自然资

源保护机构和组织存在管理力度等方面的不足 ,人力和

财力匮乏 ;缺乏法律法规系统的制约 ,即使有一些相关

法规制度 ,出于局部和短期利益的诱惑 ,也难以真正贯

彻执行 ,有法不依、有禁不止的现象普遍存在。

2. 4 　缺乏利益权衡

大多数人只关心当前利益而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

为带来的长远后果 ,缺乏短期经济利润和长期效益之间

的正确权衡 ,不考虑会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留给子孙后

代。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大面积采伐、开垦、过度放牧 ,

724 卷第 2 期 徐世晓等 :生物资源面临的严重威胁 :生物多样性丧失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导致栖息地的大量丧失 ,即使保留下来的也支离破碎 ,

对野生物种造成了毁灭性影响 ,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

的可持续生产能力。

2. 5 　不合理农、林、渔生产活动

当前农作物种类非常单一 ,这些作物在产量或品质

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随着作物种类的减少 ,当地固

氮菌、捕食者、传粉者、种子传播者以及其他一些传统农

业系统中通过几世纪共同进化的物种消失了。化肥、杀

虫剂和旨在短时间里寻求最大产量和效益的高产量品

种的使用加剧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在林区 ,快速和全面

的森林转变 (经常转向单优势种群的经济作物) 正在蔓

延 ;在水域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地毯式捕鱼”越来越

普遍 [12 ] 。对生物物种的过度捕猎和采集等掠夺式利用

方式 ,使野生物种难以正常繁衍。

3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3. 1 　物质生产

人类几乎从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和驯化组分中得到

了所需要的全部食品、许多药物和工业产品。在 70 年

代后期 ,仅从野生物种中得到的经济效益就占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的 415 % ,每年达 870 ×108 美元 [15 ] 。主要以野

生物种为基础的渔业 ,1989 年向世界提供了 1 ×108 t 的

食物 ;在加纳 ,3Π4 的人摄取的大部分蛋白质来自野生生

物 [12 ] 。木材、观赏植物、油料、树胶和许多纤维也都来自

野生生物种。当今驯化物种的经济价值更大 ,在低收入

的发展中国家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2 % ,在中等收

入的国家则为 12 %[6 ] 。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积累人

类不可缺少的生命维持物质 ,制造了大量的社会发展必

须的重要自然资源 ,各种生物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形成

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是工业发展基础。农、林、牧业的

发展直接依靠粮食作物、糖类作物、油料作物、蔬菜作

物、森林和牧草 ;制糖工业、淀粉工业、纤维工业、橡胶工

业、油脂工业、油漆工业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丰富的动

植物资源 ;植物所含的生物碱、多种萜类、苷类、有机酸、

氨基酸、激素、抗菌素、鞣质是医药的主要成分 ;木材和

其他植物材料不仅用于建筑 ,世界能原消费的 15 %也是

由木材和其他植物材料提供 ,在发展中国家 ,这些生物

量提供近 40 %的能量消耗 [16 ] 。许多野生生物产品可直

接用于各种工业生产 :树胶、精油、松香、树脂、染料、丹

宁、蜡和其他许多化合物。

3. 2 　农业方面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在农业上尤为明显 ,估计 90 %的

潜在的农作物害虫通过天敌控制 ,包括许多鸟类、蜘蛛、

寄生蜂、苍蝇、飘虫、真菌、病毒和大量其他类型的有机

体 ,自然生物间的相互作用控制害虫 ,减少化学杀虫剂

的使用 ,每年可节省数十亿美元 [15 ] 。土壤肥力的产生和

维持也是大量细菌 ,真菌、甲壳动物、螨类、白蚁和昆虫

活动的结果 [17 ] 。所有这些物种作为一个整体发挥重要

作用 ,一些细菌负责固氮 ,从空气中获取这种蛋白质的

重要组成成分 ,并转变成植物可利用的形式 ,最终为人

类和动物所利用。

遗传多样性在作物增产、抗病虫害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各种生物类型提供丰富的基因和生化资源 ,巩固

目前的农业发展。面对新的害虫、疾病和其他压力 ,粮

食增产能力主要依靠从野生相关种移植抵抗这些挑战

的基因 ,这种从生物多样性“基因库”中的移植每年增加

粮食产量约 1 % ,创值 100 ×108 美元 [4 ] 。运用当代生物

技术从各种有机体中移植作物基因 ,更有效地利用丰富

的基因库 ,将成为未来增产的主要部分 [6 ] 。传统作物产

品以外 ,其他许多生物可能的潜在的新食物 ,历史发展

进程中 ,约有7 000种植物被人类作为食物 ,另外 710 ×

104 种植物部分可食 ,其中仅有 150 种植物被大面积种

植 [16 ] ,当前 82 种植物占去全球食用植物的 90 %[17 ] 。然

而 ,有许多别的更有营养或适应能力更强的物种 ,利用

现有作物的野生亲缘种可以培育出抗病虫害新品种。

由于可灌溉农田渍化的日益严重和气候变化的可能性 ,

未来的食物保障可能要依靠现在农业中相对没有重视

的抗旱、抗盐种。

3. 3 　医药方面

生物多样性组分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大 ,差不多所

有的药品都来自植物和动物 ,超过3 000种抗生素源于微

生物。美国最普遍的 150 种药物中 ,118 种依靠自然资

源 :71 %植物 ,18 %真菌 ,5 %靠细菌和 3 %靠脊椎动物

(蛇) ,10 种最常用药中的 9 种基于植物产品 ; 2 500多植

物种在前苏联作药物用 [18 ,19 ] ;中国传统的中医更是依赖

种类繁多的动、植物和微生物。从一种土壤真菌中提取

的 Cyclosporin ,通过抑制免疫反应 ,使得心脏和肾脏移植

手术有了很大的突破 ;阿司匹林以及其他许多人工合成

的药品首先是在野生物种中发现的 [6 ] 。

3. 4 　净化环境

在分解有机废物方面 ,生物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还

可以分解许多潜在病原体。粗略估算全球每年产生有

机物废物约1 300 ×108 t [20 ] ,各种土壤微生物象生产线工

人一样加工特殊的化合物 ,摄取有机废物中化学健能并

使之沿着食物链传递。许多工业废品 ,包括肥皂 ,去污

剂、杀虫剂、石油、酸和纸 ,如果其浓度没超过系统的承

载能力 ,都能通过各种生物有机体解毒和分解。各种植

物不仅是人类食物和药材的来源 ,还是净化空气 ,制造

氧气的天然“氧吧”。通过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与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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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 CO2 和 O2 ,使大气中 CO2 和 O2 的动态平衡得以维

持 ;如果没有植物的光合作用 ,大气中的 O2 含量可能会

逐渐下降并最终消耗殆尽。有些植物还可以减少空气

中硫化物、氮化物、卤素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滞留和滤过

粉尘 ,1km2 阔叶林可以吸收 SO288165kg、滞尘 10111t [18 ] 。

当前地球上的极端气候事件的不断出现都在一定程度

上与大片草地和森林的破坏有关。

3. 5 　生态系统稳定性

物种的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及其功能 ,当

一个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发生变化时 ,生态系统对污

染的吸收和分解、土壤肥力和小气候的维持、水的净化

以及其他功能同样也发生变化 [21 ,22 ] 。最近的研究 [4 ] 表

明 :随着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下降植物生产力也随之下

降 ;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生态系统抵抗干旱等灾害的

能力下降 ;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引起土壤氮水平、水分利

用、植物生产力、病虫害等生态过程更加不稳定。随着

植物多样性的下降 ,草地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也急剧下

降。当植物种类从 25 种减少到 5 种或更少时 ,草地抗干

旱能力下降 ;并且总生物量下降 4 倍多 ,结果草地对干

旱更加敏感 ,恢复其原有生产力所需时间更长 [23 ,24 ] 。

3. 6 　娱乐旅游

生物资源同样也在娱乐和旅游业中起着重要作用 ,

野生生物摄影等以自然为基础的娱乐活动 ,每年创造价

值 8 ×108 美元 ,自然观光性质的旅游也每年增加 120 ×

108 美元的税收 [15 ] 。多姿多彩的生物界是人类美感、灵

感无可比拟的源泉。

3. 7 　其他潜在的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命多样性的最大价值可能还在

于为人类提供适应当地和全球变化的机会。基因、物

种、生态系统未知的潜力展现出一个永无休止的、不可

估量的但肯定是很高价值的生物学前沿。遗传多样性

使杂交育种者可以按照新的气候条件“设计”作物 ;地球

上的生物群落 ,拥有治疗不断出现的疾病的秘方 ;多样

化的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是一种能够随着人类的需求

变化而选择的资源 [6 ] 。

4 　我国生物多样性状况
4. 1 　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

我国地域辽阔 ,自然条件复杂多样 ,南北跨约纬度

49°15′,东西跨越经度 62°,气温存在明显的北、南剃度 ,

从北向南有寒温带、中温带、暖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

带、南亚热带、北热带、热带等 ;降水量地区差异极大 ,从

湿润、半湿润过度到半干旱、干旱、极干旱 ;山脉众多复

杂 ,海拔高度从海平面直到海拔高达8 848m 的高峰 ,青

藏高原的隆起、众多山脉阻隔和垂直分异造成自然地理

环境复杂 ,这些纬度、经度、垂直三维空间的相互结合及

其复杂的自然历史演变过程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

类 ,使我国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特丰富国家之一 [25 ] 。

我国维管束植物有 353 科、3 184属、27 150种 ,分别

占世界科、属、种的 5619 %、2415 %、和 1114 % ,按种的数

量仅次于马来西亚和巴西 ,居世界第三位 ;被子植物 291

科、2 440属、24 300多种 ,分别占被子植物科、种的 5314 %

和 10 % ;裸子植物 11 科、41 属、236 种 ,占世界裸子植物

科、属、种的 92 %、5717 %和 2915 % ;木本植物2 000种 ,占

世界木本植物种数的 40 % ;苔藓植物 106 科、408 属、

2 100多种 ,约占世界科、属、种的 70 %、50 %和 10 %。陆

栖脊椎动物 2100 多种 ,占世界总种数的 10116 % ,其中鸟

类、哺乳类、两栖类和爬行类分别是世界种数的

13180 %、1119 %、7150 %和 5161 % ;鱼类2 804种 ,占世界

总种数的 1311 %[3 ,25 ] 。我国特有植物约有 15 000 ～

18 000种 ,特有脊椎动物 662 种 ,分别处于世界第 7 和 8

位 [26 ] 。同时 ,我国复杂的地势、土壤和气候条件 ,加上各

民族各种各样的耕作制度 ,产生了众多适应不同地区栽

培需要的地方品种 ,基因多样性丰富。如在全国农业生

产中起重要作用的大豆品种达 907 个 ,小麦品种达 600

多个 ;花卉品种中菊花有上千个品种 ,牡丹有 500 多个品

种 ;家畜的地方品种也多达 204 种 ,其中马 15 个 ,驴 10

个 ,黄牛 28 个 ,牦牛 5 个 ,绵羊 25 个 ,猪 48 个 ,鸡 27 个 ,

鸭 12 个 ,鹅 13 个[27 ,28 ] ,这些品种都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

值 ,也是宝贵的“基因”资源。另外 ,如此复杂的气候和

地貌条件也使我国拥有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生态系统

类型 ,包括森林生态系统 248 类、灌丛生态系统 126 类、

草原生态系统 55 类、荒漠生态系统 52 类草甸生态系统

77 类、沼泽生态系统 37 类 [25 ] 。

4. 2 　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

由于长期过度开发利用 ,我国已有不少野生植物已

经或将灭绝 ,如海南美登木、海南细辛、瓜耳木、霉草、海

南粗榧、海南论环藤、嘉兰、海南阿斯菲木以及蒙古高原

产的单花郁金香等 ,而受到威胁的种至少有4 600种。

1984 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公布的我国第一批《中国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目录》就有 389 种。面临人类掠夺式

采挖 ,青藏高原的雪莲、红景天、冬虫夏草等稀有药用植

物已濒临灭绝 ,若不立即采取有效保护措施 ,可能完全

失去可持续开发利用能力。野动物中已经灭绝的脊椎

动物有 7 种 ,麋鹿、蒙古野马、高鼻羚羊、豚鹿、白臂叶

猴、台湾蓝腹鹇和黑长尾雉。据 1982 年公布 ,我国濒危

野生动物有 105 种 ,1987 年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目录》有 206 种 ,1988 年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

录》有 257 种 ,其中兽类 83 种、鸟类 77 种、爬行类 17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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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类 22 种 ,分别占全国相应总种数的 1814 %、6149 %、

5131 %和 10148 %。1981 年江西豹的数量仅为 1963 年的

117 % ,水獭、大灵猫、小灵猫是数量只为 50 年代的

7101 %、3120 %和 18111 %。80 年代以来公布的世界级稀

有动物白鳍豚种群数量研究结果先后为 1982 年的 400

头、1987 的 300 头、1993 年的 200 头、1994 的不足 200 头、

到近年的不足 100 头 ,种群数量下降的趋势非常明

显 [3 ,25 ] 。我国沿海共有数十个经济开发区 ,由于注重经

济发展而忽略环境管理 ,生活、工业污水源源不断排入

近海 ,再加上过度捕捞、围垦湖泊、兴建闸坝等压力我国

鱼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鱼群密度和渔获个体趋小。例

如 ,出于短期利益的渔民不顾国家规定 ,捕捞大量产卵

或卵尚未成熟而即将产卵的带鱼 ,致使资源急速趋于枯

竭 ,东海渔区的鱼群密度已不及 60 年代的 40 % ,资源量

只有 70 年代的 49 %[26 ] 。农业生产中过于强调高产品种

的推广和外来种的引进 ,已导致不少地方品种和类型的

丧失 ,如在我国小麦生产上起重要作用的品种已从 50

年代的 623 个减少到 80 年代的 472 个 ,优良的九斤黄

鸡、定县猪已经灭绝 [29 ] ;到 90 年代初已灭绝的家畜有牛

种 3 个 ,绵羊 1 个 ,猪 2 个 ,鸡 4 个 ,濒临灭绝的猪种有 5

个 ,鸡种 2 个 [28 ] 。

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丧失尤为严重 ,例如东灵山有

代表性的生态系统类型落叶阔叶林大部分被砍伐而形

成灌丛和草地 ,还有很大一部分被开垦为农田和果园 ;

东北鸭绿江流域、图门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流域

的平原被大面积开发 ,昔日的荒芜草原、灌丛以及坡度

较缓的山林皆为农田所替代。黑龙江天然林面积 50 年

代是 1 77914 ×104 hm2 , 到 60 年代就减少了 8513 ×

104 hm2 ,至 70 年代减少了 21911 ×104 hm2 ,截至 1980 年减

少了 29112 ×104 hm2 ,与 50 年代比较下降了 1613 % ,相

反 ,农、牧业用地大幅度上升 [3 ,25 ] 。全国各大牧区过度放

牧、滥垦乱挖、鼠害等原因引起的草地退化、沙化更是惊

人 ,以青海为例 [30 ] ,同德县现有可利用天然草地面积

41199 ×104 hm2 ,退化草地 19176 ×104 hm2 ,占全县草地可

利用面积的 47105 % ;从 60 年代至今果洛州玛多县共有

116 ×104 km2 的草地退化 ,占全县天然草地的 70 %以上。

每年夏季大批民众涌向草地挖麻黄、党参、贝母、野茴

香、冬虫夏草等草药 ,大片的草地因此而沦为流动、半流

动的沙地 ;还有大量的民工掏金毁坏植被 ,原本丰茂的

草场短期内彻底变成不毛之地 ,促使整片草地迅速沙

化。为了保证众多人口的粮食问题 ,我国许多自然生态

系统被人为改造成人工生态系统 ,即使还未被人为改造

的自然生态系统 ,也已在很大程度上经受了人类的掠

夺 ,自然生态系统类型急剧减少 ,同时由于人工生态系

统物种非常单一 ,这一人为的转变过程导致生物物种多

样性大量丧失。

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的剧增

和人为造成的自然资源的高速消 ,不断狭窄的农、林、渔

生产、严重环境污染等。如果现在不立即采取行动扭转

目前物种灭绝日益加剧的趋势 ,我国丰富的生物资源将

会在不远的将来被挥霍殆尽 ,危及未来的生产、发展和

生态环境稳定。

5 　小结
大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极大程度上降低甚至可能

导致许多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丧失殆尽 ,造成人类

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然资源不可估量的损失。生物

多样性的巨大价值及其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重要性

迫使人类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丰富的动、植和微生物资

源 ,努力寻求既能满足人们对生物资源的需求 ,又能维

持地球上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模式。保护生物多

样性不仅包含对野生种的保护 ,也包含对栽培和驯化种

及其野生亲缘种的遗传多样性的保护 ,还包括各种生物

栖息地和生境的稳定。维持丰富的自然生物提供的人

类生命支持系统稳定 ,同时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社会发

展所必需的生物资源 ,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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