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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

日。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的基

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但

由于人类活动影响，生物多样性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

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

人类的未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在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致

辞中说，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人

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一个国家无

论多么富有或强大，都无法独自

应对。

万物共生 和美永续

2025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以“万物共生，和美永续”为主
题。据联合国官网介绍，生物多
样性不仅包括多种多样的植物、
动物和微生物，还涵盖物种内存
在的遗传差异以及湖泊、森林、沙
漠和农业景观等多样的生态系
统，这些系统中的人类、植物与动
物相互作用，构成了复杂而精妙
的自然网络。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
础。据统计，全球有超过30亿人
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海的多种
生物，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
木材林产品谋生。世界上超过一
半的药物成分来源于天然动植
物。

每一个物种都可被视作一个
宝贵的基因库。如果物种基因还
未开发就永远失去，损失无法估
量。为保护这些遗传资源，中国西
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挪威斯瓦
尔巴全球种子库和英国基尤千年
种子库等保存物种种质资源的机
构应运而生。此外，美国、欧洲、日
本以及中国还建立了大型基因数
据库，以尽快存储濒危生物物种种
质资源。守护物种多样性，就是守
护人类自身的生存根基。

守护生态 迫在眉睫

当今人类对水、粮食、药品、
衣服、燃料、住所和能源等多种资
源的获取，仍严重依赖于健康且
有活力的生态系统。然而，全球
生物多样性正遭受气候变化、外
来物种入侵、过度开发等多重压
力的威胁，形势令人担忧。

世界自然基金会去年10月
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
地球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惊人。
根据该基金会编制的“地球生命
指数”，自1970年至2020年，受
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平均规模缩

减了73%。栖息地退化和丧失、
过度开发和物种入侵是主要影响
因素。

据联合国框架下的生物多样
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
策平台发布的报告，目前全球约
有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
威胁，其中许多物种将有可能在
未来几十年内灭绝。当前物种灭
绝的速度比过去1000万年的平
均值高出几十到几百倍，而且正
在加速。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指出，目
前的物种灭绝速度比自然基线高
出10至100倍，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这种损失
威胁到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包
括授粉、土壤肥力和水净化，对人
类健康有直接后果。例如，自
1970年以来，可以过滤淡水的湿
地退化，导致全球湿地覆盖率下
降35%，进而造成水传播疾病增
加，还导致20多亿人的可用水资
源减少。

全球行动 中国贡献

为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局
面，全球已经在采取积极行动。

在2025年2月底召开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
大会（COP16）续会上，各缔约方
就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方
案等重要议题达成共识。会议期
间还启动了卡利基金，该基金专
注于公平和公正地分配利用遗传
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所产生的效
益，将合理利用来自私营部门的
资金来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
事业。

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
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中国
始终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参与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
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
主席国，成功推动达成“昆明—蒙
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
一揽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中国在2021年 10月正式宣布，
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
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
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去
年10月COP16举行期间，昆明
基金支持的首批9个小额项目获
得通过；去年1月，中国对标“昆
蒙框架”全球目标，更新发布了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
动计划（2023—2030年）》，成为

“昆蒙框架”通过后第一个完成生
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更新的
发展中国家。

中国自身积极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绿色实践带来了生物多样
性的复苏，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
世界共同守护地球的多样之美：
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南南合
作”，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积极为
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
支持，全球超过80个国家受益；
先后与俄罗斯、蒙古国、老挝、越
南等国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
地和生态廊道；建立中非环境合
作中心，促进环境技术合作，共享
绿色发展机遇；与肯尼亚合作编
纂该国首部国家植物志《肯尼亚
植物志》，填补该国植物资源研究
领域的空白……

生物多样性保护任重道远，
行动刻不容缓。正如古特雷斯的
呼吁,“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是人类为所有人营造
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让
我们一起走上这条道路吧！”

据新华社电

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正徐徐展开亮眼画卷

在四川平武川金丝猴科普自然教育基地里，长期与金丝猴打交道
的巡护员徐庭友成为川金丝猴的“朋友”（5月21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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