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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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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随着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人类活动范围

与强度的不断增加，人类社会遭遇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生态

环境问题，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粮食和能源等 5 大危

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自然资源的合理

利用密切相关。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人们在开展自然保护

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各个物种之间、生物与周围

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自然保护仅仅着眼于对

物种本身进行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往往也难于取得理想的效

果。要拯救珍稀濒危物种，不仅要对所涉及物种的野生种群

进行重点保护，而且还要保护好它们的栖息地，或者说，需

要对物种所在的整个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背

景下，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对“生物多样性”作了定义：“所

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

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生态综合体等；这包括物种

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也就是说，生物多样

性就是指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

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综合。生物多样性是

一个等级系统，包括多个层次或水平，从基因、细胞、组织、

器官、个体、种群到群落、生态系统、景观，每个层次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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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富的变化，都存在着多样性。但理论与实践上比较重要

的有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或称基因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多样性三个层次。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均与生态系统

多样性密不可分，生态系统的退化导致系统内物种多样性和

遗传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的毁灭使其中许多生物失去了赖

以生存的环境条件而在当地消失。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

湿地是地球之肾，具有净化水体、调蓄水量、蓄洪防旱、

调节气候等功能。森林是地球之肺，靠光合作用吸收大量的

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维系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平

衡，净化了环境，使人类不断地获得新鲜空气。我们可以把

生物多样性的功能与作用比作地球的免疫系统。

当一个健康的人受到病菌侵袭的时候，其免疫系统会迅

速做出联动反应，保护人体不受病菌的侵害。正如人类的免

疫系统保护着人体的健康一样，生物多样性也在保护着生态

系统的健康。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自我维持其功能，

保持机能的稳定，对干扰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和恢复力，并且

具有一系列的生态服务功能，包括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和空

气、巩固堤岸、防止土壤侵蚀、降低洪峰、改善地方气候、

吸收污染物等。上世纪 70 年代，英国科学家洛夫洛克就提

出了一个看法，其核心思想就是把地球看作是一个生命有机

体，它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而维持着这个有机体正常运转

的关键性要素，就是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的免疫功能在于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这

里的稳定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抵抗力，另一个是恢

复力。抵抗力是指生态系统免受外界干扰而保持原状的能

力。而恢复力是受到外界干扰后回到原来状态的能力。

一般地，生物多样性越高，其系统的抗干扰能力越强，

也就越稳定。物种的特征各不相同，物种多样性高的生态系

统包含了能够抵御各种环境扰动的物种，从而降低了扰动对

系统所造成的影响。健康的天然森林生态系统在群落组成上

是多物种的，个体之间年龄差异呈现多层次性，食物网交错

复杂，这使得天然林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恢复能力也很

强。与之相反的是人工林生态系统所表现出来的同质性，如

物种组成单一、所有个体都处于相同的演替阶段等特征，使

得它们一旦遭到较大的干扰，抵抗能力往往比较弱。

物种多样性水平直接影响群落的恢复力。扰动对群落结

构和功能的影响主要是打破了群落原来的平衡，导致群落格

局的紊乱。物种多样性丰富的群落中，具有不同生物学特性

的种群对某一特定扰动的反映以及扰动后的恢复情况各不

相同，扰动后的群落可能留下足以占据现有生态位的种源。

生物多样性保护人类的健康

人类健康与否，尤其是接触到许多传染病的风险，可能

取决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维持。研究表明，超过

60%的人类病原体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的，其大部分的传染媒

介是节肢动物物种。现有证据表明，丰富的野生生物物种将

有助于减少野生病原菌感染人类。



森林中有许多植物可以用于治病。较大的外科手术需要

的箭毒碱，为印第安人所发现。这种药物是从南美热带森林

里生长的一种植物提取的。另一种外科手术药品毒扁豆碱，

则是从西非热带森林中的加拉巴豆属植物中提取的。如果施

行心脏手术，就需使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蛇根木提取物，

以保持心脏跳动。萝芙木也是促进心脏有规律跳动的一种药

物。在印度有人用蛇根木治疗蛇咬伤、痢疾、霍乱、发烧和

神经错乱。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西方医学家发现蛇根木这

种植物还有降低血压和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作用。

在我国，传说中的医药发明者神农氏就有“神农尝百

草”的传说。炎帝神农氏为给民众寻找治病解读良药，几乎

嚼尝过所有植物，“一日遇七十毒”。我国很多地区还是著

名的中药产地，例如四川瓦屋山的中草药种类达 2000 余种，

常用的有 280 余种，其中杜仲、黄连、厚朴、红豆杉、薯蓣

等规模较大；湖北神农架的民间草药十分丰富，且有“头顶

一颗珠”、“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和“七叶一枝

花”这“四个一”更是闻名海内外。我国的中医、藏医等也

使用了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药物。例如，现知最早的本草著作

《神农本草经》收载有包括动物、植物、矿物在内的药物共

365 种；明朝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收录植物药有 881 种，

附录 61 种，共 942 种。这些传统医药经典著作，如今成为

我国医药资源开发的宝库。

我国历经 380 多次鼠疟筛选，抗疟青蒿于 1971 年筛选

成功；1972 年从中药青蒿中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命名为



青蒿素，对鼠疟、猴疟的原虫抑制率达到 100%；1973 年经

临床研究取得与实验室一致的结果，抗疟新药青蒿素由此诞

生。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因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

氢青蒿素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奖。据世界卫生组织 2009

年的统计，全球感染疟疾者多达 2.5 亿人，将近一百万人因

感染疟原虫而死亡。实践充分证明，青蒿素是目前防治疟疾

疗效最好的药物，否则 2.5 亿疟疾感染者中，还会有更多的

人丧失生命。青蒿素的发现，显示了天然抗疟疾药物在化学

结构上的独特性，而且其在临床上所表现出来的有效性和抗

多药耐药性的特点，使其至发现 40 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国际

上受到广泛的重视，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传统药用植

物研究的经典之作。

出于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目的，我国正在进行药用植

物的引种栽培和药用动物的驯养以及替代药物的研究工作。

如今，我国已经能对不少名贵或短缺药材进行异地引种，以

及药用动物的驯养，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如原依靠进口的西

洋参在国内引种成功；天麻原产贵州而今在陕西大面积引

种；人工培育牛黄，人工养鹿取茸，人工养麝及活麝取香，

人工虫草菌的培养等。随着我国医疗事业和科学技术的进

步，我国中药材的人工培养、驯化以及替代等可持续利用工

作必将取得新的进展，为人们的身体健康提供更加高效而安

全的保障。

生物多样性丰富人类的生活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与灾害斗争的历史。而病虫灾害

作为最严重的生物灾害之一，受到极度重视。人们不断地总

结应对病虫害的经验，治本与治标紧密结合。利用生物多样

性防治病虫害是一种良好的治本措施，是一项生态措施，值

得提倡与进一步研究。

森林生物多样性与林木病虫害发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生物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

其中某一些生物种消失必然会打破这种协调关系，导致结构

和功能的失调。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和危害正是生物多样性破

坏、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失调的一种外在表现。大面积单一

树种和无性系造林的日益普及，原有森林生物多样性遭破

坏，生物关系失调，森林生态系统的自我防御和维持能力丧

失，导致病虫害日益加剧。

许多研究表明，林下植被盖度是影响松林昆虫种群发展

的最关键的因子。加强松林保护，封山育林，增加松林中植

物物种多样性，对提高松林有益昆虫种群数量，从而增强对

松毛虫灾害的控制能力是有益的。因此，在病虫害防治中必

须充分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改善和提高生物多样

性，走生态防治道路，是控制病虫害，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

研究表明，林地植物多样性增加，能增加森林土壤微生

物的多样性和活性。而天然林和人工林相比之所以具有很高

的维持土壤肥力能力，关键在于它有多种多样的动植物种

类，丰富的微生物群体。物种的多样性能促进林地的养分循



环，形成良好的土壤性质。植物根系呼吸放出的大量能量支

持着复杂的土壤生物群落。研究发现，土壤杆菌属的许多种

明显集中在植物的根际，根际土壤中的土壤杆菌比非根际土

壤高 1000 倍。而且土壤细菌的代谢活性和代谢多样性随着

植物数量的对数和植物功能组的数量呈直线上升。此外植被

的多样性对土壤微生物碳、氮源的利用也具有重要影响。林

下植物越多，土壤中细菌、放线菌、真菌数量也越多，特别

是氮转化的芽孢杆菌等显著增加，土壤中水解酶、氧化还原

酶类活性都明显提高，腐殖质组成改善，水稳性团聚体增加，

营养元素含量提高，土壤肥力增强。因此，森林中的生物多

样性对土壤的肥力具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各种生产受市

场变化影响加大，作为对自然有最大依赖性的林草行业，丰

富的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将为我们提供多种多样的选

择机会。随着社会进步，木材消费方式也将发生变化，传统

用材方式改变，消费量减少，而纸桨材、人造板材、装饰板

材和珍贵细木工家具材需求量将会增加。所以，樟类、栎类、

白蜡类、楝科、胡桃科等阔叶树种的造林将相应提高，与此

相应的基因型选择和杂交育种的作用会更突出，丰富的物种

资源更为重要，它将为科学绿化和林业生产提供大量选择机

会，满足木材生产和木质能源的生产需要。

生物多样性有利于抵御外来物种入侵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的大幅增长和旅游业的蓬勃

发展，物种无意或有意传播的机会大大增加。全球气候变化、



自然生境和生态系统退化使外来物种更容易产生和入侵。外

来入侵物种问题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通常情况下，一个入侵种对本地群落的影响首先决定于

入侵者是否能够在新的生境中生存和繁衍，即生态系统或群

落的可入侵性。生态系统的可入侵性与本地物种对入侵的抵

抗能力有关。这种防止入侵物种的建群、增长、存活和繁殖

的能力可能因群落中的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异而有所差

异。许多研究表明，物种多样性和功能群多样性增加可以在

很大范围内提高外来物种入侵的抵御能力。而且，一些物种

在赋予群落的入侵抵抗力中可能起着关键作用。因此，维持

本地物种可以减少外来物种入侵的机会，生物多样性丧失将

降低生境的入侵抵抗力。

生物多样性能够增加生态系统对外来种入侵的抵御能

力，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一些野外观测与科学试验都表明

生物多样性与可入侵性存在着负相关。比如紫茎泽兰和飞机

草是我国南方地区主要的外来入侵植物，野外的观测表明，

生物多样性低，特别是退化的生态系统，比较容易被这两种

植物入侵；而在物种组成比较丰富，物种多样性高的生境中

没有紫茎泽兰和飞机草的分布。从全球角度上讲，物种丰富

的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的外来种少。

生物多样性低的群落更容易被入侵，这是因为：相对比

较简单的植物和动物群落，其所达成的平衡更容易被打破。

而物种丰富的生态系统能够形成相互联系的生态关系网络

以抵抗入侵。比如，农田是人为的简化了的群落，也是入侵



和暴发最容易发生的地方。热带雨林中几乎没有害虫的暴发

又是支持多样性抵御入侵的又一个例子。本地种丰富的植物

群落，可能减少了可利用的光和营养，增强了群落中物种间

竞争的压力，所有的生态位都已经被占据了，从而减少了外

来种入侵成功率。越是物种多样的群落就越稳定，因此就对

外来种入侵具有更大抵抗力。

生物多样性可减少森林火灾

近几十年来，由于气候变化的不断加剧，气温逐年升高，

降水减少，从而导致森林火灾发生的几率大大提高。森林火

灾存在着很多的危害性：直接烧毁大量森林资源，破坏森林

环境继而造成地质灾害，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破坏，造成

环境污染和巨大的经济损失，直接威胁到人民生命的安全。

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在防治火灾上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在世界一些地区，天然林区能很好地适应有规律的火灾。

生物多样性对森林火灾的控制 , 主要是通过在森林火灾易

发地区种植耐火阔叶树种，建立有效的防火隔离带；通过营

造阔叶防火林带，使针叶树冠呈不连续分布；也可采取合理

的抚育措施，减少林内阳性杂草，调节林内的枯枝分布，降

低林分的燃烧性。合理的混交林分可以提高生产力，改善森

林生态环境，提高林分的抗火能力，还对防止土壤灰化，促

进枯落物的分解有积极作用。将难燃的阔叶防火树种与易燃

的针叶树按合理的比例和方式混交，形成微观密集型防火网

络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林分生产力，发挥森林的多种效益，



同时还可以降低林分燃烧性，提高森林自身抗御火灾的能

力。

由于森林火灾是在开放环境中自由燃烧，必然受可燃物

特征与分布、空气湿度、地形与风场等因素的影响，而所有

这些因素又在森林燃烧过程中相互影响，构成了森林火灾的

复杂性与随机性。防火林带阻火机理有 3 个层次：防火林

带的火环境、防火林带树种、防火林带结构。其中防火林带

的结构有 3 种形式：单层结构、复层结构和矮林结构。紧密

结构的林带要比单层林的防火效果好。从垂直结构看，多样

性高的林内阴湿，林火不易蔓延，而且可以有效地阻止飞火

的传播。林带郁闭度大可以抑制阳性杂草的滋生，不利于地

表火的蔓延。国内现有的防火林带大多数是单层林。防火林

带对森林火灾的阻隔作用不仅是由于防火林带选用树种叶

片含水量高，不易燃烧，而且防火林带可以形成林带内小环

境，不利于森林火灾的发生与蔓延。

生物多样性在调节区域和全球尺度的气候方面也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生态系统强烈影响着气候和空气质量，因

为它是包括碳在内的化学物质的源和汇，而且，由于植被的

物理属性，它也影响着热量和水的交换。因此生物多样性也

可通过调节全球气候变化从而间接的对森林火灾的减少产

生影响。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

一个物种、一个品种乃至一个基因能繁荣一个产业、繁

荣一个国家。生物多样性的未知潜力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展



示了不可估量的美好前景。然而，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不可

超越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阈值，超过了这个阈值就要遭受大

自然的无情报复。在上下约万年的人类文明长河中，一些古

老文明国家和地区，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地中

海文明和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等，之所以消亡、衰

落，其共同的根源，就是过伐森林、过度放牧、过度垦荒和

盲目灌溉等，使广袤的森林、草原植被遭到毁坏，河道淤塞，

水土流失加剧，土地沙化、盐碱化，肥沃的表土遭到侵蚀、

剥离，失去了作物生长所需的大量矿物质营养，于是随着土

地生产力的衰竭，它所支持的文明也就必然日渐衰落、消亡。

我国黄河文明的兴盛与衰落，根本原因亦在于自然生态系统

的繁茂与破坏。“顺自然生态规律者兴，逆自然生态规律者

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铁律。

在自然选择规律支配下，物种灭绝是不可避免的。在过

去二亿五千万年中，重要的物种灭绝事件大约每隔二千六百

万年就发生一次。但是，自人类大规模农业生产以来，人类

行为一直在推进物种灭绝。近几十年来，物种灭绝的速度显

然加快了，照目前的情况推算，在本世纪末，地球上存在的

物种将进一步减少 15％－20％，其消失的速度将由每年一种

提高到每小时一种，这比物种自然消失的速度将近快了 1000

倍。

健康的环境意味着系统内所有组分（包括生态系统、生

物群落、物种、种群等）均处于良好状态。然而，由于世界

人口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地利用地球的自然资源，加快了



物种灭绝的速率，使得生物多样性降低，地球的免疫系统受

到破坏。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有效遏

制，栖息地破坏、人类过度采伐、外来种入侵、全球气候变

化这些因素仍在威胁着全球的生物多样性。

栖息地破坏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主要原因。近几

十年来，由于全球人口的增长，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

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农业开发、城市化、工程

建设等人类活动正日益侵蚀和破坏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森

林覆盖了全球陆地表面面积的三分之一，森林中栖息着一半

以上的陆生动物和植物物种。但是全球毁林（主要是转变为

农业用地）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栖息地破坏的一个严重后

果是生境破碎化，物种被隔绝在支离破碎的环境中，种群之

间的基因交流受到阻隔，影响物种的繁衍。如西双版纳部分

地区橡胶园取代森林之后，使得当地特有种白颊长臂猿数量

急剧减少，成为世界上最濒危的物种之一。

人类的巨大需求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全球生物资源

遭受过度乃至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如果单单满足人类基本

生活需求不一定导致物种的灭绝和生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

低效浪费使用和过度消耗也是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因素。

偷猎野生动物、滥采野生植物并进行非法贸易，曾经造成了

一些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数量下降并几近灭绝，比较知名的种

类有老虎、苏铁、兰科植物等。

从 20 世纪以来，各国记录到的外来物种数量一直在上

升。外来入侵物种常常比本地物种具有更强的生存和适应能



力，通过压制和排挤本地物种，形成单优势种群，危及本地

物种的生存。研究发现，外来物种使本地的哺乳动物、鸟类

和两栖动物面临更大的危胁，并且是淡水贝类灭绝的第二大

原因。在欧洲的 11000 种外来物种，有十分之一观察到生态

影响。在我国，外来入侵物种已呈现传入数量增多、传入频

率加快、蔓延范围扩大、危害加剧、损失加重的态势。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

显示：20 世纪全球温度平均上升了 0.6 度，海平面平均上升

了 17 厘米，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也在不断增加。越

来越多的数据表明，温度升高、降水格局变化及其他气候极

端事件，已经对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影响。目前，

气候变化已成为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且预计在

今后的几十年中，将越来越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直接

驱动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评估认为 80% 的物

种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气候

变化造成了动植物候期的改变，如植物生物期延长、鸟类迁

徙时间改变，而这些已经造成了生态紊乱；气候变化使动植

物向高海拔和高纬度地区迁移，而这带来了生态系统的改

变；气候变化使物种的栖息环境改变，使病虫害增强，影响

了物种的繁衍和种群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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