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熊猫从濒危降为易危

　　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显
示，当时我国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只有1114只。
2015年，国家林业局公布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
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野生大熊
猫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864只，栖息地面积达到
258万公顷，与第三次调查相比，10年间分别
增长了16 . 8%和11 . 8%，野生种群数量稳定
增长。
　　从圈养大熊猫来看，1990年圈养大熊猫的
数量只有104只，到2020年年底，已经达到了
633只，是1990年的6倍多。
　　其实，早在当地时间2016年9月4日，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就曾宣布，中国国宝大
熊猫已经不再处于世界濒危动物之列，由“濒
危”（Endangered）变为“易危”（Vul-
nerable）。
　　当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更新的“红色
名单”中介绍道：由于有效的森林保护措施和
再造林，大熊猫的数量有所增长。为此，之前
被列为“濒危”的大熊猫已经被列入“易危”
范围。
　　在报告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称，大熊猫
生存状态的改善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在保护大
熊猫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切实有效的。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物
种濒危等级划分为7个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
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
无危。

很多珍禽异兽正在“归来”

　　其实，不只大熊猫。很多美丽的身影也
“回归”人们视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青海
代表团代表展示了两张红外线相机自动拍摄的
照片。一张是草丛中的荒漠猫，另一张是行走
在树丛中的雪豹，它们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生活在祁连山国家公园。曾经过度放牧、
开矿挖山、乱砍乱伐，令祁连山满目疮痍，如
今荒漠猫和雪豹归来，反映出祁连山国家公园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今年6月，湖北潜江有市民在汉江潜江段发
现江豚出没，这是近30年来潜江首次发现江豚
活动。长江江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为
“水中大熊猫”。
　　这些美丽身影的“回归”，离不开我国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方面做出的诸多
努力。
　　据介绍，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逐步纳入国家各类规划和计
划，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年）》等，都对全面加强生态系
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做出部署。2019年
底，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已达1 . 18万个，总面
积超过1 . 7亿公顷，占陆域国土面积18%，提前
实现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提出
的2020年达到17%的目标要求。我国还通过建
立各类植物园、野生动物繁育基地，人工成功
繁育大量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保护
与修复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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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方到北方，从内陆到海
滨，消失多年的珍禽异兽正在
“归来”。近日，生态环境部
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
会上说，大熊猫野外种群
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
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
易危。
　　崔书红说，近一个
时期，关于生物多样性的
新闻很多。祁连山保护区拍
摄到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
荒漠猫；云南海拔2000多米的
山林里拍摄到三只棕颈犀鸟；黑
龙江东北虎进村，云南亚洲象北
迁，引起网民关注；最近鲸鱼又
出现在深圳大鹏湾。野生大熊
猫、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频繁
“现身”。这些现象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生态修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自然界里，有一些种群数量极少、
随时可能灭绝的动植物，被称为“极小
种群物种”。拯救它们，是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当务之急。
　　物种灭绝离我们并不遥远。科学界
普遍认为，当前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
种大灭绝，而这一次物种大灭绝主要是
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去年9月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
展望》指出，“人类在留给后代的遗产
问题上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生物多样
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而造成其
减少的各种压力在加剧。”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消息显示，我国
已知脊椎动物4357种（除海洋鱼类），
其中处于极危、濒危、易危状况的受威
胁物种932种。科研人员评估发现，我
国已知高等植物35784种，其中受威胁
物种有3879种。
　　“地球上的生物圈构成了一个生命
共同体。现存物种都是亿万年演化而来
的宝贵遗产；任何物种的消失，都会降
低生命共同体的稳定性。”国家林草局
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闻丞说。研究

表明，一种植物常与10-30种其他生物
共存，一种植物灭绝会导致10-30种生
物的生存危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孙卫邦说，极小种群物种具有四个显著
特点，即种群数量极少、生境狭窄或呈
间断分布、人为干扰严重、随时濒临灭
绝。一个偶发事件，都可能给它们带来
灭顶之灾。
　　拯救保护，刻不容缓。从概念到行
动，从地方到全国，拯救保护极小种群
物种形成广泛共识。2010年，云南省政
府批复《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
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62种
植物、50种动物列为极小种群物种，实
施抢救式保护。随后，《全国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2011-
2015年）》的发布，进一步将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保护上升为国家行动。
　　通过采取栖息地恢复、食源地建
设、物种动态监测、生态廊道建设等措
施，极小种群动物保护成效明显。监测
显示，滇金丝猴、绿孔雀、黑颈鹤等
“国宝”种群数量均呈恢复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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