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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性研究成为保 护 生 物 学 研 究 的 焦 点 之 一，“ 全 球 $%%”是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确立的旨在拯救地球上急剧损失的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 域 的 清 单，是 确 定 大 尺 度 生 物 多 样 性 优 先

保护的一种方法。本文介绍了“ 全球 $%%”的研究方 法，分 析 了 在 应 用 中 存 在 的 问 题，着 重 讨 论 了“ 全 球

$%%”中涉及到中国的部分以及它们与中国目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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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全球性环境问题相比，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更为严峻。因为物种的灭绝是不可

逆的（ZBAA9<:9B9< 9A @DL ，&[["）。生物多样性包含基因、物种、生态系统、景观多个层次，到

底从哪个尺度上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才更有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P<@>JDB>，&[[4；

*7??，&[[\）。近年来，保护生物学家已经注意到，人类活动导致生境丧失是对生物多样性

的最大威胁，单纯保护某一个濒危物种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应该在更大尺度上进行

研究。虽然我们不可能保护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但至少应该在区域尺度上使所有具有代

表性的生态系统类型和栖息地均能保存下来（,F7AA 9A @DL ，&[[4；*7?? V ’77E9<<BH9<，&[[#；

.D?7> V /B>9<?A9B>，&[["）。由于生物多样性正在迅速丧失而保护行动可用的资源有限，

保护所有的生物多样性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地球上生物的分布本身并不是均匀的，集中

力量优先保护一些更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可能是更现实的途径，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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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性研究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确定生物多样性 保 护 优 先 性 的 指 标 很

多，如稀有物种的丰富度（)$#*+#$,-%. #. -/0 ，&’’1），分类学上具有特征意义的物种多样性

的丰富度（2-*#34$5,6. #. -/0 ，&’’&；45//5-7% #. -/0 ，&’’&），以及特有物种集中分布并且其

生境严重 丧 失 的 程 度 等（ 68.%98.%）（ !"#$%，&’::，&’’(；!"#$% #. -/0 ，;(((；)$#*+#$,-%. #.
-/0 ，&’’’；<5*%=#$,，&’’’）。 这 里 介 绍 的“ 全 球 ;((”（ </8=-/ ;((）是 由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44>）最近发起的、以基于生态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8$#,58*3=-%#+ =58+5@#$%5." ?8*%#$A
@-.58*）为理论基础 的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优 先 保 护 的 区 域 清 单。它 按 主 要 生 境 类 型（7-B8$
6-=5.-. ."9#%）将全球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地区划分为 ;11 个生态区（C/%8* D E5*#$%.#5*，

&’’:）。

&F F “ 全球 ;((”的研究方法

虽然保护行动在国家尺度上实施起来比较方便易行，但是生物多样性格局和生态过

程（ 如迁徙）是不可能恰好与国界相吻合的，因此，“ 全球 ;((”以生态区为单元来实施保

护行动。生态区是相对比较大的陆地或水体单元，它是由共享大量物种、动态过程和环境

条件的地理特征比较明显的自然群落所构成的一个集合（C/%8* D E5*#$%.#5*，&’’:）。生

态区在区域尺度上之所以作为一个有效的保护单位，是因为一个生态区内的生物群落基

本上是类似的，而且 其 边 界 大 致 是 与 关 键 生 态 过 程 最 强 烈 相 互 作 用 的 区 域 范 围 相 吻 合

（C$5-*%，&’’1；G8%%，&’’H）。

为了保护全球尺度上具有代表性的生物多样性，“ 全球 ;((”首先将全球分为陆地、淡

水和海洋生态系统 1 大类型，然后在每一种生态系统类型内再细分主要生境类型。主要

生境类型（!IJ%）是指拥有相同的环境条件、生境结构和生物复杂性格局以及相似物种

适应性的地理单元，主要生境类型的分类大致与生物群系（ =587#%）相似。陆地生态系统

类型内确定了 &; 个主要生境类型，淡水生态系统中确定了 1 个主要生境类型，海洋生态

系统中划分了 K 个 主 要 生 境 类 型。每 一 个 主 要 生 境 类 型 再 进 一 步 分 为 生 物 地 理 区 域

（=58,#8,$-965?-/ $#-/7），以代表不同洲际的特有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最后在生物地理区

域范围内确定每一个主要栖息地类型中最具特征意义的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区。在 全 球

;11 个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生态区中，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区有 &1H 个（ 占 L:M ），淡水生

态系统生态区有 1H 个（&HM ），海洋生态系统生态区 H& 个（;HM ）。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区

的数量较其他类型多的原因是因为陆地上特有种的数量较多，另外，缺乏淡水和海洋生态

系统的生物地理信息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生态区之间不仅其生物特征的差异性比较明显，而且它们所 处 的 保 护 状 态 也 不 同。

保护状态是对一个生态区目前或将来保持可存活物种种群、维持生态过程以及对短期或

长期环境变化作出反应能力的评估。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区的保护状态是从景观尺度的特

征来评价的，如全 部 栖 息 地 的 丧 失 和 破 碎 化 程 度，以 及 将 来 受 威 胁 或 保 护 的 程 度（I-$A
?8N$. #. -/0 ，&’’H；E8=%8* #. -/0 ，&’’O）。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区的保护程度分为三个类别：

关键的或濒危的、易危的、相对比较稳定或相对未受破坏的，它们的生态区所占比例分别

为 KOM ，;’M 和 ;KM 。对于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还没有完成这种保护状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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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全球 !##”的保护目标

“ 全球 !##”致力于保护那些拥有在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过程的陆

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以主要生境类型作为建立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的 关 键 依

据。这种方法源于保护生物学的理论基础，它不仅保护物种多样性这一传统保护生物学

长期致力保护的目标，而 且 还 综 合 考 虑 特 殊 生 态 系 统 和 生 态 过 程 这 一 层 次 的 保 护 行 动

（$%&’()*+，,---）。世界上多达 , . ! 的物种生活在热带雨林中，其他 /#0 的物种可见于

其他各种生态系统类型中。为了保护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对于热带雨林之外

的其他生态系统的保护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冻原、热带湖泊、红树林以及温带阔叶林

都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多样性代表，为特殊物种、生态过程和进化现象提供了避难所。虽然

这些系统不可能拥有像热带雨林或珊瑚礁那么丰富的生物群落，但是却包含着适应特定

环境条件、反映不同进化历史的物种群落。如果失去这些代表性的群落，将会带来无法估

量的损失。

1" " “ 全球 !##”中涉及中国的部分及其与“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域”的比较

在“ 全球 !##”中，涉及中国的生态区有 ,2 个，其中陆地生态系统 ,! 个，淡水生态系

统 3 个，海洋生态系统 , 个（ 图 ,）。在这些生态区中，仅部分全部包含在中国领域中，大

部分是跨越国界的。

在《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根据地区的物种丰富度和特有种的数量将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划分为 ,2 个，其中陆地区 ,, 个，湿地区 1 个，海洋区 1 个

（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4）（ 图 !）。显然，按生态区确立的生物多样

性优先保护区的范围要比中国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大得多，因为生态区的边界基本上都

是潜在生物群落的原始边界，而且常常是跨越国界的。虽然两种体系确立优先保护地区

的标准不尽相同，但“ 全球 !##”中涉及到中国的部分，基本上囊括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关键区域，尤其是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但由于两者界定的标准不同，两种体系的保护区

域还是有些差别。

在“ 全球 !##”中，陆地生态系统中的台湾山地森林、阿尔泰山地森林和蒙古大草原生

态区，淡水生态系统中的湄公河和怒江及云南的湖泊溪流生态区在《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

情研究报告》中没有列出。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域中陆地类的湘、黔、川、鄂边

境山地和浙、闽、赣交界山地，淡水类中的沿海滩涂湿地在“ 全球 !##”中均未涉及到。此

外，海洋生态系统中两者的保护区域相差甚大。从“ 全球 !##”优先保护的生态区与中国

具体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吻合程度的比较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确定基于生态区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区域的依据主要是潜在生物群落的原始边界，并没有考虑国界，更不用说是各

国内的行政边界。而实际上各国内部的保护行动更多的是在一定行政范围内实施的，保

护的区域范围也更具体。

无论是“ 全球 !##”的生态区还是《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的关键区，区域

范围的确定都是初步的，其范围的准确确定、生物多样性、生态过程和进化现象的深入分

析都需要进一步的 工 作。但 是 通 过 比 较 分 析，可 以 找 出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 空 白 或 遗 漏

213第 3 期 " " " " " " " " 赵淑清等：全球 !##：确定大尺度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一种方法



（ !"#）地区，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更趋全面、合理。

图 !" “ 全球 #$$”中涉及中国的生态区示意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 区 划 图 绘 制，比 例 尺 为 $ %
&’’ 万，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 $- ./0123 4"# 567 130 02670!+689 +8:6;:0< =3+8" +8 130 >;6?"; @’’

"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区 A0770917+"; 02670!+689
热带亚热带湿润阔叶林 A76#+2"; "8< 9B?176#+2"; 46+91 ?76"<;0"5 5670919：$, 北 印 度 支 那 亚 热 带 湿 润 森 林# C6713078

D8<623+8" 9B?176#+2"; 46+91 5670919—EF"84"7，A3"+;"8<，G"69，H+018"4，=3+8"，@, 中国东南亚热带森林 .6B13I
0"91 =3+8" 9B?176#+2"; 5670919—=3+8"，J, 台湾山地森林 A"+K"8 4681"80 5670919—A"+K"8，=3+8"，&, 海南岛森林

L"+8"8 D9;"8< 5670919—=3+8"
温带针阔叶林 A04#07"10 268+507 "8< ?76"<;0"5 5670919：M, 俄罗斯远东温带森林# NB99+"8 *"7 O"91 104#07"10 5670919—

NB99+"，=3+8"，P, 阿尔泰山地森林# Q;1"+ R ."F"8 4681"80 5670919—NB99+"，S"T"/91"8，E68!6;+"，=3+8"，U, 中

亚山地温带森林和草原# E+<<;0 Q9+"8 46B81"+89 104#07"10 5670919 "8< 910##0—SF7!FT91"8，AB7/408+91"8，Q5I
!3"8+91"8，VT?0/+91"8，S"T"/91"8，A"W+/+91"8，X"/+91"8，D8<+"，E68!6;+"，=3+8"，D7"8，), 华中温带森林 =0817";
=3+8" 104#07"10 5670919—=3+8"，(, 东喜马拉雅针阔叶林# O"91078 L+4";"F"8 ?76"<;0"5 "8< 268+507 5670919—Y3BI
1"8，D8<+"，C0#";，EF"84"7，=3+8"

温带草原、稀树草原及灌丛 A04#07"10 !7"99;"8<9，9":"88"9 "8< 937B?;"8<9：$’, 东喜马拉雅高山草甸# O"91078 L+I
4";"F"8 ";#+80 40"<6K9—Y3B1"8，C0#";，D8<+"，EF"84"7，=3+8"，$$, 青藏高原草甸# A+?01"8 X;"10"B 910##0—

=3+8"，D8<+"，$@, 蒙古大草原# Z"B7+"8 910##0—E68!6;+"，NB99+"，=3+8"
"淡水生态系统生态区 *7093K"107 02670!+689

小的江河溪流 .4";; 7+:079 "8< 9170"49：D, 俄罗斯远东江河和湿 地# NB99+"8 *"7 O"91 7+:079 "8< K01;"8<9—NB99+"，

=3+8"，E68!6;+"，QB917";"9+"8；

大江流域 G"7!0 7+:079：DD, 湄公河和怒江# E0/68! "8< .";K008 N+:079—="4?6<+"，H+018"4，G"69，EF"84"7，A3"+I
;"8<，=3+8"，DDD, 长江及其周围湖群 ["8!1T0 N+:07 "8< ;"/09—=3+8"；

湖泊及封闭盆地淡水生态 系 统 G"/0 "8< 2;690< ?"9+8 57093K"107 0269F91049：DH, 云 南 的 湖 泊 和 溪 流 [B88"8 ;"/09
"8< 9170"49—=3+8"。

"海洋生态系统生态区 E"7+80 02670!+689
沿海海洋生态系统 =6"91"; 4"7+80 0269F91049：+, 黄 海 和 中 国 东 海# [0;;6K .0" "8< O"91 =3+8" .0"—=3+8"，C6713

S670"，.6B13 S670"，\"#"8 O"91078 X"2+5+2 ]20"8。

# 跨越中国和其他国家边界 70#7090819 02670!+689 13"1 <68 1̂ 2685674 16 26B817F ?6B8<"7+09

&- - “ 全球 @’’”实施的局限性

“ 全球 @’’”生态区的边界是在跨越五大洲地区生物多样性分析的基础上界定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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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有生态区基本上都是潜在生物群落的原始边界。“ 全球 !""”生态区所涉及的范围之

广，使地球上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在自己的国土范围内支持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

动。因此，“ 全球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长期续存的框架和纲领。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

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民族习惯（ 尤其是宗教信仰）、教育水平等各有差异，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认识也相距甚远。因此，基于生态区的全球保护或许只是一个理想的纲领，具

体实施起来无疑困难极大，甚至不可能。在现有框架下，探索可操作的实施途径应该是今

后重点研究的方向。

# # 图 !"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域示意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绘制，比例尺为 $
% &"" 万，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 # )*+, !# -./012 345 678 18*0*149 8/+*7:; 76 <*7=*>/8;*0? 17:;/8>40*7: *: @2*:4
"陆地类 A/88/;08*49：$, 横 断 山 南 段（ 藏 东 南、滇 西 北、川 西 南 ）-7B02/8: 5480 76 C/:+=B4: -24:（ -7B02/4;0/8:

<78=/8 76 A*</0，:7802D/;0/8: EB::4:，;7B02D/;0/8: -*12B4:），!, 岷 山 F 横 断 山 北 段（ 川 西 北 ）G*: -24: F
:7802/8: 5480 76 C/:+=B4: -24:（ :7802D/;0/8: -*12B4:），H, 新、青、藏交界处高原山地 I940/4B 4:= 37B:04*: 8/J
+*7: D2/8/ K*:L*4:+，M*:+24* 4:= A*</0 3//0，&, 滇 南 西 双 版 纳 地 区 K*;2B4:+<4::4，-7B02/8: EB::4:，N, 湘、

黔、川、鄂 边 境 山 地 A2/ 37B:04*:7B; 8/+*7: D2/8/ CB:4:，OB*P27B，-*12B4:，4:= CB</* 3//0，Q, 秦 岭 山 地

M*:9*:+ G7B:04*:;，R, 桂 西 南 石 灰 岩 地 区 S*3/;07:/ 8/+*7: 76 ;7B02D/;0/8: OB4:+T*，(, 海 南 岛 中 南 部 山 地

G7B:04*:7B; 8/+*7: 76 1/:0849 4:= ;7B02/8: C4*:4: I87>*:1/，’, 浙、闽、赣交界山地 A2/ 37B:04*:; *: 02/ <78=/8
</0D//: U2/L*4:+，)BL*4:，4:= V*4:+T* I87>*:1/;，$", 伊 犁 F 西 段 天 山 山 地 E*9* F W/;0/8: 5480 76 A*4: -24:
G7B:04*:;，$$, 长白山地 @24:+<4* -24: G7B:04*:;

"湿地类 W/094:=;：X4, 东北松嫩平原湿地 W/094:=; 76 -7:+ F :/: I94*: *: Y7802/4;0/8: @2*:4 ，X< , 三江平原湿

地 W/094:=; 76 -4:L*4:+ I94*: *: Y7802/4;0/8: @2*:4，XX, 长江下游湖区 S4./; *: 02/ 97D/8 8/412/; 76 02/ E4:+0P/
Z*>/8，XXX, 沿海滩涂湿地 @74;049 </412 D/094:=;

"海洋类 G48*:/ <*704：*, 闽江口外 F 南澳岛海区 -/4 48/4 7B0;*=/ 02/ G*:L*4:+ Z*>/837B02 07 Y4:47=47 X;94:=，**,
舟山 F 南麂海区 U27B;24: F Y4:L* ;/4，***, 渤海海峡及渤海海区 A2/ [724* -084*0 4:= [724* -/4

虽然“ 全球 !""”将保护的目标从最初的物种多样性保护拓宽到涵盖生境多样性、生

态过程、进化现象及物种对全球不同环境条件适应的综合保护。但是，对于特殊生态过程

或进化现象，最终的衡量标准仍然是物种的丰富度和特有物种的多少。此外，它也没有考

’H&第 & 期 # # # # # # # # 赵淑清等：全球 !""：确定大尺度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一种方法



虑小的生物有机体，如无脊椎动物，真菌和细菌（!"#$%&，’()*），但正是这些小的生物体在

分解和固氮作用等重要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中起着关键作用。

“ 全球 +,,”行动将有限的资金和人力资源集中用于全球优先保护的 +-- 个生态区，

但是如同所有确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性（.%/$%& 01 2#3 ，’((4；50"6，’(()）的努力一样，

它并没有告诉人们如何成功地保护，充其量也就是告诉人们首先应该保护什么。

如果将保护的资金无重点地用于保护“ 全球 +,,”中每一个生态区的生物多样性，无

疑会漏掉生态区内重要的热点地区和物种多样性丰富的地区。

因此，正如 7"&$/089（’(((）指出的，除非能够有办法保护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维持全球

环境的长期稳定性，否则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性研究只不过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历史

记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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