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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国家公园。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更好保护三江源国家公园

生物多样性，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在总结巩固过去十余年内多次组织植物科考队实地考察研究

植物多样性成果的基础上，从我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角度，

以为国家提供一个区域旗舰物种研究与保护的新范式为目标，形

成了该咨询报告，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议，以供参考。 

一、三江源国家公园植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现状分析 

植物是地球生物安全的基础，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

是人类生存的安全保障，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运转。在过去的

几十年中，三江源地区的植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进展，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三江源国家公园植物多样性本底数据尚不完善。三江

源国家公园是全球高山植物多样性高富集区之一，但同时也是受

气候等环境因子最敏感的区域之一。近三十年来的气候变化对植

物物侯、植物水平及垂直梯度分布以及植物间的相互作用过程等

都有显著影响。加之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随着植物分类学的学

科发展及科考活动的日趋增多，物种归并、新物种的发布、新分

布记录的发表屡见不鲜，例如，2020 年我们在青海杂多发现了粗

毛肉果草，该物种未被《青海植物志》收录，在《中国植物志》

和《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版）中均没有在青海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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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记录；2021年 8月我们在青海玛多发现了华福花，作为青海省

野生植物唯一的特有属华福花属的唯一种，在此之前仅在玉树、

囊谦一带有分布记录。此外，根据最新的分类学研究结果，对一

些植物类群的分类系统进行了调整，例如，梅花草属从虎耳草科

调整至卫矛科；肉果草属从玄参科调整至通泉草科；“藏茵陈”的

重要基源植物四数獐牙菜从獐牙菜属分出，新成立青藏高原特有

的单种属异型株属；新发表了以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西北高原所

刘尚武研究员命名的新属尚武菊属。这一系列最新的科考和植物

分类学研究成果并没有在现有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植物多样性本底

资料中体现出来。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植物多样性本底数据主

要是以 1996-1999年出版的《青海植物志》（1-4卷）为基础，汇

总各类植物科学考察数据得出，导致其数量波动较大。例如：《三

江源国家公园植物多样性及名录》中统计三江源国家公园分布植

物种类共有 832 种；而在《三江源草地植物图集》中统计三江源

地区草地植物共有 1091种；根据《青海植物志》统计在三江源国

家公园内有分布记录的植物共有 1676种。本底资料不完善也严重

制约了三江源野生植物资源的发掘、利用和相关学科深入的理论

研究。 

（二）植物多样性保护评价缺少关键指征。2021年生态环境

部首次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以引

导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

和生态系统退化趋势。但在生产及科研实践中，缺少针对三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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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生态系统这一特殊生境下的植物多样性评价指标及标准。生

物多样性是一门复杂性科学，要完美地监测和管理生物多样的所

有方面是很困难的，所以极需要找到一两个切入点来解决这个复

杂庞大的问题，“旗舰物种”的提出正好迎合了这种需求。旗舰物

种指被挑选出来作为代表一个需要保护的特殊栖息地的濒危物种，

是一类仅利用自身“魅力”来获取大众支持的巨型动物。尽管不

是任何官方组织所提出的，但在发挥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做

出了重要贡献。在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严格的保护

措施使得使藏羚羊濒危状况得到有效缓解。2017 年更新的 IUCN

红色名录收录的 82954 个物种中，藏羚羊的濒危级别已经从“濒

危”降为“近危”。现在越来越多的珍稀动物，如大熊猫、东北虎、

雪豹等被提出作为旗舰物种，并在相关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

起到了显著的带动效应。但是，旗舰物种在植物多样性的保护中

鲜有应用。这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尤其是目前的保护的薄弱区，

由于缺少旗舰物种的带动效应，在未来的保护过程中可能会持续

处于弱势地位。三江源独特、丰富的高山植物多样性能为植物旗

舰物种的筛选提供了基础。开展植物旗舰物种的筛选、评估，以

旗舰物种的变化与保护整体带动一带一路植物多样性的安全体系

建设已成为三江源地区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三江源植物迁地保存繁育体系基础薄弱。迁地保护是

将自然界中的野生植物种子或整个植株移栽到人工创造的适宜环

境中保存、繁育。迁地保护是对频危物种进行抢救性保护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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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植物园是活体植物迁地保护的主要依托平台。我国近 200

个植物园中建有专类园区约 1200个，保存植物 396科、3633属、

23340 种（含种以下等级），其中本土植物约 20000种，占中国高

等植物的 60%，占全球保育总数的 25%，迁地保育受威胁植物约

1500 种，约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 39%。植物园对我国本土植

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我国对植物资源的收集保藏

和迁地保护起步相对较晚，植物迁地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目前植物园整体布局缺乏整体设计与协调，部分区域的植物

迁地保护还未覆盖，如青藏高原仅 1 个植物园（华西亚高山植物

园，四川都江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

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

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中办国办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提出，优化建设

动植物园等各级各类抢救性迁地保护设施，填补重要区域和重要

物种保护空缺，完善生物资源迁地保存繁育体系。2021 年 12 月

28日国务院已批准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要建设一个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同时指出国家林草局、住房

城乡建设部、中科院要进一步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稳步推进全

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作为青藏高原主要组成部分的青海在这

方面的工作还几乎处于空白，这将使青海省在下一阶段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作，尤其是植物旗舰物种的迁地保护工作缺少必要的

科技支撑，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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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植物多样性保护公众认知度和参与度不高。公众对于

植物多样性的认识模糊。以我们在西北高原所 2021年全国科技周

活动期间对前来参观学习的公众开展的随机调查为例，能够明确

知道植物多样性内涵的人几乎为零，能够说出三江源国家公园、

青海省或青藏高原特有或代表性植物的名称的公众占比不及 5%。

而有意识学习植物多样性知识、认识濒危植物或主动参加科普活

动等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导致公众的参与度则比较低。这与我们

的组织体系的不完善、科普宣传的形式单调等都有着一定的关系。

此外，科学家对科普活动的热情不高、参与度较低也是下一步亟

待解决的问题。 

二、政策措施建议 

（一）开展植物多样性变化调查，完善植物志书。以第二次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为契机，在中国科学院——青海省人民政

府三江源国家公园联合研究专项、青海省科技计划等项目中积极

布局本底调查类研究，开展国家公园网格全覆盖的植物多样性调

查，获取全面、完整和精准的植物多样性本底资料；建立物多样

性调查及数据采集的标准体系和开放共享的大数据平台。在科考

数据积累的基础上，适时启动《青海省植物志》修订、《三江源国

家公园植物志》等相关志书的编撰工作。 

（二）三江源植物旗舰物种筛选、评估。依托科学调查和海

量历史数据，从生物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动态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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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三江源“生态功能显著”和“人类热点关注”的植物旗舰物种，

深入挖掘旗舰物种的生态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不仅仅是社会关注

的明星物种，更要延伸到在环境生态上具有标示意义的核心物种；

在族群文化和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精神向心力和文化向心力

的物种，例如中国的“五谷”，就是基于核心谷物的文化象征物。

探索建立生物多样性变化指标体系，以旗舰物种的变化与保护整

体带动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的安全体系建设。 

（三）开展旗舰物种保护生物学研究。深入分析三江源植物

旗舰物种的主要威胁和保护现状，规划优先保护地，开展就地和

迁地保护研究，积极建设收集与保存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研究平

台。探明旗舰物种遗传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或维持机制、物

种分化以及生存适应 ，预测和评估全球变化植物性格局的响应

或变化趋势等。通过对生物多样性数据有效融合及深度关联分析，

感知旗舰物种的发展态势，在区域尺度、时间尺度可视化展示旗

舰物种的动态变化，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相关政策决策提供

支撑服务，为国家提供一个全球生态治理以及区域旗舰物种研究

与保护新范式，体现我国的大国责任，支持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四）普及旗舰物种知识，提高公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中的参与度。三江源地处高海拔、高寒区域，同时这里也是一个

美丽多彩、生机盎然的世界。要运用图片、音频、视频、动漫、

直播等新媒体传播手段制作吸引力强的作品，引导科学家积极持

续开展植物多样性相关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营造生态立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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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宣传氛围，通过国家科普活动周等形式多样、扎实有效的

宣传工作，提高公民参与旗舰物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责任

意识。建立长效宣传机制，要把开展旗舰物种与生物多样性科普

工作列入各职能部门的重要议事议程，定期分析、研究和解决存

在的问题，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期盼的“中国积极同世界各国

开展科普交流，分享增强人民科学素质的经验做法，以推动共享

发展成果、共建繁荣世界”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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