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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植物园 4 月 18 日在北京正
式揭牌，标志着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开
启新篇章，在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
迈出崭新一步。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各具特色的
植物园还有许多，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
此，关注植物园的生态价值。

实现本土植物全覆盖

树影重峦花万朵，地大物博的中
国地貌与气候复杂多样，孕育出丰富而
又独特的生态系统，生存着种属各异、
习性不同的“绿色精灵”。这些野生植物
蕴含完整而多样的遗传基因，是重要的
物种基因资源。

因地制宜，将生活在相似气候带和植
被区划内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到同一片园
区，是留存物种基因、守护植物多样性的
关键举措。自2013年起，中国科学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14家植物园共同牵
头，推进“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计划”，
在对应地区开展植物调查与保护工作。

从南到北，一座座“植物王国”紧
密接力，将缤纷的物种色彩刻写在神州
大地。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致力于热
带、亚热带植物保护；中国科学院武汉
植物园立足华中，助力亚热带和暖温带
战略植物资源收集与利用；秦岭国家植
物园包含高山、中山、低山、丘陵和平
原五个地貌单元，气候垂直变化明显，
保存有大片原始森林；吐鲁番沙漠植物
园则是荒漠植物资源储备库，基本涵盖
中亚荒漠植物区系主要成分类群。

如今在北京，三北地区乡土植物、
北温带代表性植物乃至全球不同地理分
区的代表植物及珍稀濒危植物齐聚于国
家植物园，占世界植物种类的 10%。这
无疑能为中国植物多样性的版图再添一
抹亮色。

国家林草局表示，未来将稳步推进
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逐步实现中国
85%以上野生本土植物、全部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种类得到迁地保护的目标，同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就地保护体系形成有
机衔接、相互补充，有效实现中国植物
多样性保护全覆盖和可持续利用。

为植物妙用献计献策

植物浑身都是宝，草木花果各有其
利用价值。对经济植物、观赏植物、环
境修复植物和珍稀特有植物等重点类群
进行功能评价，创制优良种质并加以应
用，是植物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南京中山植物园向草发力，系统开
展草坪草、观赏草、能源草种质资源发
掘和创新利用研究，已有示范性新品种
和新技术得到推广应用。在南京青奥会
等赛事中，在南海岛礁生态建设项目
上，在马尔代夫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
中，中山植物园培育的小草欣欣向荣，
发挥着运动用草、盐土绿化、水土保持
等作用。

“花王”牡丹是中国特有资源植物，
除了“国色天香”的观赏价值外，牡丹
籽也是珍贵的木本食用油原料。近年
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积极开展油
用牡丹研究，培育出“和谐”等11个牡
丹、芍药品种，研发牡丹栽培专用地

膜、微生物专用肥和人工辅助授粉等12
项技术，已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示
范推广种植 3 万余亩，为打通油用牡丹
产业链提供了技术支撑。

而在武汉植物园，对猕猴桃的全面
系统研究已开展了40多年，建成了世界
上最大、最丰富的猕猴桃种质资源圃，
是国际上重要的猕猴桃品种选育中心之
一。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等人，利
用自主培育的“东红”猕猴桃品种，帮
助贵州省水城县的农民发展猕猴桃种植
产业，将当地猕猴桃亩产量从原来的两
三百斤提升到六百多斤，助力贵州乡村
振兴。

除了单一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混
农林模式能发挥物种多样性的综合效
益，让植物价值再上一个台阶。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内的热带混农林模式展示
区，利用热带雨林多物种共存的原理，
通过人工搭配种植橡胶、茶叶、咖啡、
可可等多层多种经济作物，让植物在更
紧 凑 的 空 间 内 ， 焕 发 出 更 强 劲 的 生
产力。

为城市生活增添活力

“在辰山植物园种下的每一棵树，我
们为它预留的都不是两三年的生长空间，
而是50年、100年，甚至是200年的。一
批有历史的树，将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底
蕴和宝贵财富。”上海辰山植物园执行园
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胡永红说。

在胡永红眼中，植物园不仅仅是个
供奇花异木栖居的园子，还要不断探索
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繁华都市保留一份
属于泥土的记忆。

城市中最常见的植物，当属行道
树。自然环境中的树木根系可以延伸至
地下数米深，但在城市，它们的生长空
间难免受限。如何让这些“城市树”长
得更好？胡永红带领科研团队研究出妙
招——在 1.5 米见方的种植坑中，直径
5-6 厘米的碎石混合泥土，“各显身
手”：碎石抗压，避免土地板结，为树木
提供根系蔓延与呼吸的空间；泥土吸
湿，能让雨水快速渗入地下，防止出现

道路积水等“城市病”。
在碎石种植法的支持下，城市有了

越来越多生机盎然的绿意。胡永红认
为，植物园有责任为城市生态建设与可
持续发展服务，植物园工作者应该当好
城市的“园艺师”。

而对于深圳人来说，仙湖植物园这
块“都市里的翡翠”为快节奏的现代都
市增添了不一样的活力。

每年冬季，在仙湖植物园内的露天
草地上，一场森林音乐会如约而至。人
们可以在森林的怀抱里，在星空的照拂
下，以惬意放松的姿态，聆听中外知名
交响乐团演奏经典曲目，尽情享受音乐
与自然的交融。

到了春天，“粤港澳大湾区·深圳花
展”在仙湖植物园启幕，风格各异的国
际花园、城市花园、创意花园、未来花
园令人目不暇接。往届展会吸引游客均
超过50万人次，人们通过赏花乐游，表
达对春日好景的喜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植物园推出
科普课程和植物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探
索绿色奥秘，感悟自然之美。辰山植物
园为儿童游客添置树屋、攀爬架等游乐
设施，开设“辰山奇妙夜”夏令营、“闻
香辨植物”等主题活动，让孩子们能无
拘无束地与植物亲近。

胡永红希望，孩子们能在植物园中
收获一段充满芬芳的绿色记忆。“孩子是
城市的未来。只有让他们在植物园感到
快乐，等他们长大了才会怀揣对自然的
善意，成为这个星球的守护者。”

向世界发出绿色邀约

植物园是科学研究与知识传播的场
所，1934年，植物学家胡先骕等人在江
西创建庐山森林植物园，中国有了正规
的植物园。

尽管依托植物园开展植物保护与研
究工作起步较晚，但中国的植物园始终
以开放的胸怀，积极参与植物保护的国
际协作。国家植物园北园前身北京市植
物园，自20世纪50年代建设种子库起，
就面向世界各国的植物园及科研单位，
提供种质资源服务，开展种子交换工

作，提供分享植物种子 5 万余份，遍及
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的39
个国家、近300个机构。

在彩云之南的葫芦岛上，蔡希陶等
老一辈植物学家创建了西双版纳热带植
物园。40多年前，作家徐迟曾设想这座
植物园所做的工作将如蒲公英一样远飞
高扬，“到东南亚，到刚果河和亚马孙河
浓郁的热带雨林和世界上的其他的森林
中去”，如今这已成为现实。

2015年，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缅
甸成立“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组成中缅联合科学队。经过 9 次大规模
野外考察，共发现 700 多个动植物新物
种，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区域性物种研究
合作的典范。

“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像我一样
的外籍科研人员还有 100 多名，来自 30
多个国家。”日本昆虫学者中村彰宏表
示，作为世界上户外保存植物种数最多
的植物园之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拥
有无可替代的生物多样性，为开展昆虫
生态学研究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与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一样，更多
的中国植物园向世界发出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的绿色邀约：中山植物园与美国
密苏里植物园合作建立“姊妹园”；武汉
植物园成立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为非洲
的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提供技术
支持；仙湖植物园举办国际植物学大
会，与全球植物学研究者共话未来……

伴随着国家植物园的亮相，中国植
物园的国际影响力还将进一步提升。专
家认为，国家植物园代表一个国家植物
多样性研究、保护和利用的最高水平，
未来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还
将涌现出更多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上图：游客在江苏省南京市中山植
物园赏花拍照。苏 阳摄（新华社发）

左图：游客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植物
园观赏郁金香。张晓峰摄（人民图片）

下图：国家植物园风光。
贺路启摄（人民图片）

为植物保护贡献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 朱金宜

不久前，国家植物
园在北京正式揭牌。在
2021 年的 《生物多样性
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中
国提出了启动北京、广
州 等 国 家 植 物 园 体 系
建设。

植物是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
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
植物资源富饶，是世界
上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国家之一。近年来，中
国 植 物 园 建 设 硕 果 累
累 ， 目 前 共 有 植 物 园
（树木园） 近 200 个，为
植物的保护与利用提供
了有利条件。这一座座
植物园如同一个个绿色
宝库，正释放出越来越
多的生态价值。

用好植物园这个宝
库 ， 呵 护 更 多 文 明 的
种子。

保护和延续植物的
生命，就是保护人类生
存发展的基础与潜力。
人类很早以前就与植物
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生活中所需的食材、建
筑和简单的工具都有取
材 于 植 物 的 部 分 。 后
来，人类将部分植物培
育成作物，为生存繁衍
提供了食物保障，城市
等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
有了坚实的基础。如果
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视角
来看，植物就像是脊柱
一样支撑着这个系统，保
护土壤不被流失，通过授
粉让昆虫繁衍生息，保护
了动物多样性……植物
在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过 程
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
角色。

与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 的 就 地 保 护 形 式 不
同，国家植物园的一个

主要任务是植物的迁地保护，这两种保护形式相互结
合、有机衔接，形成了更加完整的植物多样性保护体
系，在保护更多种子的同时，也在保护人类的灿烂文明。

用好植物园这个宝库，汲取更多植物的智慧。
植物是有智慧的。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

植物，在寒冷的地方，植物能给“自制棉衣”，在干旱地
区，植物的叶子等具有针形抗旱能力，植物的生存智慧
常常能给人类以启示，许多发明创造都是从植物身上吸
取了宝贵的经验。

植物的美也丰富了人类文明。从古到今，中国人民
一直崇尚自然、热爱植物，人们也常爱用植物抒发感
情、交流思想，中华文明中包含着博大精深的植物文
化。“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小荷才露尖尖角，早
有蜻蜓立上头”，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离不开千姿多彩
植物的文化给养。中国2000多年前编成的诗歌总集《诗
经》记载了130多种植物，中医药学为人类健康作出了重
要贡献，以植桑养蚕缫丝为标志命名的丝绸之路成为促
进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植物园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便是科学研究和教
育。了解物种进化、生命起源、物种之间的关系这些植
物的智慧，都离不开有大量物种的植物园。植物园也肩
负着科普公园的使命，要让更多的植物智慧一代接一代
地传递下来。

用好植物园这个宝库，讲好更多生态的故事。
如果说一座座植物园是一个个小花园，那么，整个

世界就是一个大花园。无论生长在哪片土地，每种植物
背后都与人类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都写就了自己
的文化与故事。

植物就像是文明交流的一座桥梁，植物园更是生态
文明集中展示的窗口和平台，中国的许多植物园以植物
为纽带，与他国的植物园互相交流生态保护和环境治
理，共同为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地球探讨和努力
着。国家植物园揭牌后，也将同上百个国家的植物园和
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讲好世界的生态故事。

放眼神州大地，一座座植物园点缀在四面八方，展
示着人与植物和谐相处的生态图景。植物多样性无国
度，保护植物，就是让地球这座生命花园得以延续并变
得更加美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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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一景。
新华社记者 孙 敏摄

植物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
关。设立活植物收集区，围绕植物进行科研、保护、展示与科普教育，
这便是人类为神奇植物打造的温暖家园——植物园。

作为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拥有已知的高等植物
3.7万余种，约占全球的1/10。中国植物园 （树木园） 迁地保护植物2.3
万余种，约占全球植物园物种保育总数的23%，受威胁植物的迁地保育
比例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植物园已成为中国保护植物多样
性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保护生物多样性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