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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农业创新团队在山东齐河现代

生态农业试验示范基地，进行玉米大豆宽幅轮间作试验。赵建宁摄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粮食安全、农

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保障。全球75%农作物遗传多样性已经丧失，亟须在保

护农田生物多样性、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等相关重大科学问题上开展联合攻

关。

　　“要想从源头上避免此类病毒的大暴发，我们需要吸取教训反思人类行为。保

护自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实现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这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

重要启示。”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以下简称环保所）所长刘荣乐对科

技日报说，今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将在中国举办，大会将审议通过

新的“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新冠肺炎大流行更让人类重新思考“生物多

样性与生态系统平衡”的关系。

　　充足的物资尤其是农产品的供给，是维持正常生活、稳定社会秩序的保障和支

撑，保障农业安全就是保障我们的饭碗。来自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的一

份报告指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粮食

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保障。农业生态系统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

40%，20世纪以来，全球75%农作物遗传多样性已经丧失，亟须在保护农田生物多样

性、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等相关重大科学问题上开展联合攻关，这对落实党

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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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世纪以来，全球75%农作物遗传多样性已经丧失，亟须在保护农田生物多样

性、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等相关重大科学问题上开展联合攻关，这对落实党

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生态系统失衡，引发自然灾害

　　“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共同形成复杂的食物网，互相依存彼此制衡。人类本不是

新冠肺炎病毒的宿主，为何突然遭受感染的厄运，可能与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平衡

被打破有很大关系。”环保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农业创新团队王慧博士介绍，伦敦

大学学院Kate Jones研发一种预测传染病蔓延与暴发的模型，模型以气候变化、人

口增长和土地利用变化等环境因子为因变量，来预测传染病蔓延与暴发的可能高风

险区，说明了病毒流行风险与“环境因子”的密切关系。

　　环保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农业创新团队张艳军博士举例说，美国有97%的原有

蔬菜栽培品种已经消失；印尼有1500个地方水稻品种已经消亡，75%水稻品种来自

单一的母体后代。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导致了生态系统功能的衰减。在中国，农作

物栽培品种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相当数量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只能存活于实验

室或种子库；以鸟类、蛇类、昆虫、蚯蚓、线虫和蚁类等为代表的生物种群数量正

快速缩减。

　　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不论动植物生物有机体，还是自然生态系统，病虫

害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态系统失衡的问题，而平衡的生态系统生物间是相

生相克的。亚马逊地区森林砍伐仅增加4％，疟疾的发病率就增加了近50％。

　　王慧认为，应用农田生态系统方法，推动粮食安全、保障营养和可持续集约化

农业的发展，保护动植物免受病虫侵害产生的成本效益，远高于应对全面暴发的动

植物健康紧急情况。动植物病虫害一旦发生就往往很难根除，管理病虫害既耗时又

昂贵。

　　兼顾高效与绿色，向生态农业转型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指能够提供粮食、饲料、燃料和纤维的野生与驯养动植

物，还包括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支持农业生产的大量相关生物，它们维持着土壤质

量、为植物授粉、净化水和空气，对作物与牲畜病虫害有预防和控制作用。但是在

全球15亿公顷农业种植中，大规模农作物单一种植就约占80％。集约化农田长期、

大面积、单一种植，造成农药、化肥等高强度投入，严重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平衡，土壤质量下降、病虫草害频发且逐年加重。

　　环保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农业创新团队杨殿林研究员谈到，集约化农田生物多

样性减少和生态平衡失调已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当农作物、家畜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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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土壤质量下降、病虫草害频发且逐年加重。

　　环保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农业创新团队杨殿林研究员谈到，集约化农田生物多

样性减少和生态平衡失调已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当农作物、家畜遭

受越来越严重的病虫害危害，农药、兽药也就越施越多，病虫抗药性增加了，农药

在灭杀有害生物的同时也消灭了天敌，不仅如此，农药的过量施用还给农民、消费

者和环境造成危害。构建健康的农田生态系统是保障农业绿色、安全、高质量和可

持续发展最根本有效的策略。

　　杨殿林表示，目前，全世界农业都在努力向生态农业转型，如何兼顾高效与绿

色是关键问题。亟待开展我国农田生物多样性编目和监测，在东北、西北、黄淮海

和长江中下游等代表性农业主产区开展集约化农田生物多样性普查，监测和摸清我

国主要农田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动态变化，为下一步集约化农田系统的改造升级提供

基线数据。

　　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农业生态系统的使命不仅仅要养活快速增加的世界人口，还需保护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健康的农业生态系

统原则上应该包括4个层级的多样性，即生物遗传多样性、生物物种多样性、作物/

非农生境多样性和农业景观多样性。”环保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农业创新团队赵建

宁认为，健康的农业生态系统首先要能够供给人类足够的粮食、蔬菜、水果、纤维

等农产品；其次要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系统生态平衡；再次要能够发挥水土

涵养、固碳减排、调节气候的作用；最后能够提供农业观光、农业科教等文化服

务。

　　“农产品供给仍是核心，但不再是唯一目标，必须发挥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综

合功能，体现出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均衡发展，实现集约化农田的可持续利

用。”赵建宁说，提升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确认

为集约化农田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有前途的解决方案。“针对农田、农场、景观、区

域不同尺度，研发条带化轮间作、生态斑块、生态廊道、乔灌草立体生态网构建技

术和自然半自然斑块生态修复技术，为构建集约化生态农田系统储备技术与模

式。”

　　杨殿林说：“集约化生态农田系统主要元素应该包括，在景观尺度甚至区域尺

度上，自然半自然生境，如林地、草地、水域等非作物生境应该保有一定的比例，

并且要联通成网，并镶嵌于农田景观中；在农场尺度上，要采用轮间套作种植多种

作物，建立成网的乔灌草立体植被和生态沟渠，在坡地、近水域建设植被缓冲带；

在田块尺度上 田边保有足够宽度的花草带 田内设有供甲虫 鸟类等小动物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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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数据。

　　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农业生态系统的使命不仅仅要养活快速增加的世界人口，还需保护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健康的农业生态系

统原则上应该包括4个层级的多样性，即生物遗传多样性、生物物种多样性、作物/

非农生境多样性和农业景观多样性。”环保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农业创新团队赵建

宁认为，健康的农业生态系统首先要能够供给人类足够的粮食、蔬菜、水果、纤维

等农产品；其次要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系统生态平衡；再次要能够发挥水土

涵养、固碳减排、调节气候的作用；最后能够提供农业观光、农业科教等文化服

务。

　　“农产品供给仍是核心，但不再是唯一目标，必须发挥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综

合功能，体现出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均衡发展，实现集约化农田的可持续利

用。”赵建宁说，提升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确认

为集约化农田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有前途的解决方案。“针对农田、农场、景观、区

域不同尺度，研发条带化轮间作、生态斑块、生态廊道、乔灌草立体生态网构建技

术和自然半自然斑块生态修复技术，为构建集约化生态农田系统储备技术与模

式。”

　　杨殿林说：“集约化生态农田系统主要元素应该包括，在景观尺度甚至区域尺

度上，自然半自然生境，如林地、草地、水域等非作物生境应该保有一定的比例，

并且要联通成网，并镶嵌于农田景观中；在农场尺度上，要采用轮间套作种植多种

作物，建立成网的乔灌草立体植被和生态沟渠，在坡地、近水域建设植被缓冲带；

在田块尺度上，田边保有足够宽度的花草带，田内设有供甲虫、鸟类等小动物栖息

的非作物斑块，为鸟类、传粉者、害虫天敌等野生生物提供适宜的栖息地和觅食场

所。”

　　“生态农业既是科学、也是实践、更是管理，需要一边研究一边实践，在实践

中完善理论，提出集约化生态农田构建方法和生态系统管理的政策建议以及相关技

术标准和规范，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农业科技创新，指导我国集约化生

态农田系统的建设实践与管理。”刘荣乐表示，人们对“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系统的认识还很不足，其中的科学原理和过程机制、关键的治理技术都有待深入

研究。此外，我国生态脆弱区覆盖了75%的贫困区，多分布在江河源头地区和内陆

地区，长期面临贫困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如何将“山水林田湖草”和生态

文明建设与民生问题的解决相协调也存在很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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