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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甘肃地处中国的中部偏北，位于黄土高原、内蒙 古 高 原 和 青 藏 高 原 的 交 汇 处，是 我 国 唯 一 横 跨

三大自然区的省份。全省的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据不完全调查，共有脊椎动物 9#: 种和亚种，占国内

:";% 种的 <9= $<> ；种子植物 5";3 种，占国内 5$ $$$ 种的 <#= 9> 。由于生态环境破 坏，乱 捕 滥 猎，使 许

多动植物相继消失，许多国家级保护的动植物成 为 濒 危 物 种。为 保 护 生 态 环 境，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本 文

提出了 % 项持续利用的对策：（<）加强对资 源 的 调 查 与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科 学 研 究；（#）提 高 全 民 族 的 生 态

意识，制定特殊的奖惩条例，加大保护动植物资源教育的力度；（5）完善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建 立 各 级

自然保护区基金；（:）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土地资源；（%）保护动植物栖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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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土地总面积有 :%= : 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 3>（ 黄大!主编，<993）。

错综复杂的地形决定了省内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但是由于人口的迅猛增长，人类掠夺式的

开发，加之生态大环境的自然演替，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日趋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得许多

动植物尤其是国家级保护珍稀物种，甚至一些世界闻名的特有物种濒临灭绝。因此如何保护

与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介绍了

甘肃动植物资源现状，并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 ! 甘肃自然地理状况

甘肃地处我国的中部偏北，位于 9#_<$‘ 4 <$"_:5‘*；5#_5;‘ 4 :#_#3‘)，东西长 <;%% [V，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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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宽 !" # "$% &’。地处黄 土 高 原、内 蒙 古 高 原 和 青 藏 $ 大 高 原 交 汇 处，西 邻 秦 岭 山 地 边 缘。

境内地势高、地形复杂、地域差异性大。全省分为陇东高原、陇中黄土高原、河西走廊、祁连山

地、北山山地、陇南山地等区域。境内海拔除局部地区低于 (%%% ’ 外，大都在 (%%% # $%%% ’
之间，是我国海拔较高的省区之一，属山地型高原地貌。山地高原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 ) $，

平原和河谷川地约占 ( ) $。甘肃是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较大的省份，沙漠戈壁和多风沙危害

的土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 以上。全省气候复杂多样，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年降水量 $% #
,-% ’’，其中降水量少于 $%% ’’ 的地区占 -*+ 。全省年均温 * # (*./，无霜期 (*% # !!% 天。

省内除陇南南部外，大部分地方光能丰富，年总辐射在 ,0 1 # (%0 , 万 &2 ) ’! 之间。年温差、季

节温差、日温差大，风沙也多。从南到北可分为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 * 个气候带，山

区垂直气候显著（ 黄大!主编，(331；伍合光等主编，(33,）。

!4 4 动植物资源现状

!" #$ 动植物资源多样性

!" #" #$ 动物资源多样性 4 据不完全统 计，甘 肃 脊 椎 动 物 有 3!* 种 和 亚 种，隶 属 $- 目 ((( 科

*!$ 属，占国内 *,-" 种的 (30 %(+（ 表 (）。其中哺乳纲 , 目 (1" 种和亚种，鸟纲 (1 目 "-* 种和

亚种，爬行纲 $ 目 ", 种，两栖纲 ! 目 !* 种，鱼纲 - 目 (%! 种。像灰冠鸦雀（!"#"$%&%#’() *#+,-.
"/)0((）、黑额山噪鹛（1"##2/"& )20"3)45,-(）、甘肃长尾鼹（64"*"’2/2) %-,’(）、金丝猴（75(’%*(35,.
42) #%&,//"’",）、羚牛（82$%#4") 3"&(4%/%#）、大熊猫（9(/2#%*%$" :,/"’%/,24"）等为甘肃省特有或我

国仅有（ 表 (）（ 陈灵芝主编，(33$；王香亭主编，(33(；王香亭等，(3,(）。

表 #$ 甘肃省脊椎动物物种数、特有种数及分别占全国比例

56789 (4 :;’79< => ?@9AB9? 6CD 9CD9’BA ?@9AB9? => E9<F97<6F9? BC G6C?; 6CD FH9B< @<=@=<FB=C BC /HBC6

纲

/86??

甘肃省种数!（ 特有种数）

:=0 => ?@9AB9?
（ 9CD9’BA ?@9AB9?）BC G6CI
?;

国内种数"（ 特有种数）#

:=0 => ?@9AB9?
（ 9CD9’BA ?@9AB9?） BC /HBI
C6

比例（+ ）特有种比例）

J9<A9CF6K9（ 9CD9’BA
?@9AB9? @9<A9CF6K9）

哺乳纲 L6’’68B6 (1"（(%） *33（1$） $"0 (（($0 1）

鸟纲 ME9? "-*（$"） ((,-（33） *10 -（$"0 *）

爬行纲 N9@FB8B6 ",（!） $1-（!-） ("0 *（10 1）

两栖纲 M’@HB7B6 !*（%） !13（$%） ,0 -（%）

鱼纲 JB?A9? (%!（-） !,%*（**%） $0 -*（(0 *）

!见：黄大!（ 主编），(33,；"见：蒋志刚等（ 主编），(331；#见：王香亭（ 主编），(33(

甘肃省被列入国家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名 录 的 脊 椎 动 物 有 (%! 种，占 全 国 脊 椎 动 物 保 护 种 类

$11 种的 !10 (+ 。其中受国家一级保护的有 !1 种，受国家二级保护的有 1" 种。一级保护动

物中兽类有 (( 种，占全国 "% 种的 !!+ ；鸟类中有 (- 种，占全国 *( 种的 $3+ 。受保护的爬行

类、两栖类、鱼类均是二级保护种类。可见在鸟、兽保护方面甘肃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将成

为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重点地区之一。省内可供观赏的动物有 (3% 种，占全省野生脊椎动物

的 !"+（ 陈灵芝主编，(33$；王香亭主编，(33(；王香亭等，(3,(；郑生武主编，(33*）。

!" #" !$ 植物资源多样性 4 甘肃省境经纬跨度较大，从东南到西北气候条件和土壤因素逐渐变

化，植被的水平、地域差异十分显著，表现出经向地带性规律。在一些山地尤其是祁连山、甘南

山地、陇南山地等，植被还有明显的垂直地带分异。环境的高度异质性孕育了丰富的植物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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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 表 !）。由于与四川、陕西接壤的甘肃最南部地区在第四纪冰期中没有受到冰川侵袭

和破坏，为植物的生存和演化提供了良好条件，河西走廊地区在第三纪时在酒泉一带就已形成

无森林的干草原或半荒漠植被，加之与其它植物区系的长期隔离，使一些特有种和孑遗种得以

保存，因此甘肃的特有种、属和单种、少种的科属较多。少数种（! " # 种）和单种属分别为 $%&
个和 %’# 个，占甘肃总属数的 $%( $) 和 %’( *) ，二者相加高达 ’!+ 属，占 ’$( !)（ 表 $）。从中

国特有属的数量看，甘肃有 #$ 属，占中国特有属 !#+ 属的 !,( -) ，其中苞藜属（!"#$%"）、穴丝

荠属（&#’$#(’)"）就目前所知仅分布在甘肃。所统计的 &$,, 种（ 含种下等级）木本植物中甘肃

特有种仅 ## 个（ 含种下等级），占 %( !)（ 陈灵芝主编，&**$；黄大!主编，&**-）。

表 !" 甘肃省高等植物（ 苔藓植物除外）科属种数及占全国比例

./012 !3 456027 89 9/6:1;，<2=5> /=? >@2A:2> 89 B:<B27 @1/=C>（ 2DA15?:=< E7;8@B;C/）:= F/=>5 /=? CB2:7 @27A2=C/<2
:= GB:=/3 3 3 3 3 3 3 3 3 3

门

H:I:>:8=

甘肃省 F/=>5 J78I:=A2! 中国 GB:=/" 比例 J27A2=C/<2（) ）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K/6:1; F2=5> L@2A:2> K/6:1; F2=5> L@2A:2> K/6:1; F2=5> L@2A:2>

蕨类植物 JC27:?8@B;C/ $% -’ !*! #! !!% !+,, +#( % $%( ’ &&( !

裸子植物 F;6=8>@276/2 - &- %+ &! $! !,, +’( $ #$( & !$( ,

被子植物 M=<:8>@276/2 &*+ *-+ $’!& !!+ $&&+ !# ,,, ’+( - $,( $ &#( $

!见：黄大!（ 主编），&**-；"见：陈灵芝（ 主编），&**$

表 #" 甘肃被子植物科属种数量统计及占全省总数的比例（ 黄大!主编，&**-）"

./012 $3 .B2 >C/C:>C:A> 89 9/6:1; ，<2=5> /=? >@2A:2> 89 M=<:8>@276/2 /=? CB2:7 @27A2=C/<2 := F/=>5
科数

48( 89
9/6:1;

科比例（) ）

J27A2=C/<2

属数

48( 89
<2=5>

属比例（) ）

J27A2=C/<2

种数

48( 89
>@2A:2>

种比例（) ）

J27A2=C/<2

含 $,, 种以上的科

K/6:1; 89 8I27 $,, >@2A:2>
& ,( + -# -( - $+# *( #

含 %, 种以上的科

K/6:1; 89 %, " +, >@2A:2>
!! &%( & +,! +&( + !+-’ -,( &

含 + " %, 种的科

K/6:1; 89 + " %, >@2A:2>
#- $+( # !-! !-( ’ *-* !#( +

含 ! " # 种的科

K/6:1; 89 ! " # >@2A:2>
%, !#( + -& -( $ &$& $( %

单种科

N8=8C;@:A 9/6:1; $- !$( - $- $( ’ $- &( ,

甘肃的不少珍稀植物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重点保护植物，其中 %% 种是自然分布的，&& 种是

引种的，共计 ## 种，占国内保护种类 $’* 种的 &%( &) 。其中属一级保护的有水杉（*’+",’-.#%"
/$01+#,+2#3#%4’,）和珙桐（5"6%4%" %(6#$.72"+"）! 种，占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总数的 !#8 ；属二级保

护的有银杏（9%(:/# 3%$#3"）、金钱松（;,’.4#$"2%< ")"3%$%,）、岷江柏（&.12’,,., 7=’(/%"("）、白豆

杉（;,’.4#+"<., 7=%’(%%）等 &- 种，占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总 数 的 &, > -8 ；属 三 级 保 护 的 有 秦 岭 冷 杉

（?3%’, 7=’(,%’(,%,）、樟 子 松（ ;%(., ,0$6’,+2%, I/7( )#(/#$%7"）、沙 冬 青（ ?))#1%1+"(+=., )#(/#$%@
7.,）、梭梭（A"$#<0$#( "))#4’(42#(）等 $+ 种，占国家三级保护 总 数 的&+ > !8 。这 些 植 物 分 属

于 $$ 个科 #, 个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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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资源植物也是多种多样，其中冬虫夏草（!"#$%&’() )*+’+)*)）、贝 母（,#*-*../#*/ (#0’1/.2
)3**）、当归（4+5’.*&/ )*+’+)*)）、党参（!"$"+"()*) (*.")6./）、大黄（78’69 "::*&*+/.’）、甘草（;.%&%#2
#8*0/ 6#/.’+)*)）、黄芪（4)-#/5/.6) $/86#*&6)）等 !"# 种药用植物在国内久负盛名。其它作为工业

原料、淀 粉、纤 维 以 及 作 为 观 赏 花 卉 的 植 物 也 名 目 繁 多（ 黄 大!主 编，#!!$；伍 光 合 等 主 编，

#!!%）。

!" !# 动植物资源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利用资源的规模愈来愈大，盲目地、不合理地利用动植物资源，

使生态系统失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森林资源、草场资源大面积减少。甘肃省的水土流失面

积有 #& 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 ，每年约有 ’) ** 亿吨的泥沙流入江河（ 黄大!
主编，#!!$）。

!" !" $# 动物资源现状 + 人为干扰的加剧、植物资源的破坏、环境的恶化等使许多动物的栖息

地发生了变化。据调查，从 &, 世纪 ", 年代至 #!!# 年，甘肃至少有 # 种鱼，# 种鸟和 - 种哺乳

动物绝迹，-, 种有经济价值的鸟、兽处于濒危，’, 种产业鸟、兽数量在急剧减少。甘肃最后一

匹野马（<=66) (#0’1/.)3*）在 #!"$ 年被猎杀于肃北县野马泉，最后一只虎（>/+-8’#/ -*5#*)）于同

年在会宁死亡，朱"（?*(("+*/ +*(("+）也于 #!"$ 年在甘肃省境内绝迹（ 王香亭主编，#!!#）。

由于麝香收购价格的一再上涨，走私失控，麝资源面临灭顶之灾。在甘肃 #!$* . #!$’ 年

有马麝（@")&86) )*:/+*&6)）-! "," 只，而 #!%% 年调查仅有 #- *’* 只。以 #& 年的数据计算，马麝

的年平均下降率为 %) !$( 。#!$* . #!$’ 年有林麝（@")&86) A’#’0"B)3**）##" *!" 只，#!%% 年只

有 *# !", 只，年平均下降率为 %) **(（ 刘#发，陈强，#!!$；郑涛等，#!!#）。

尽管已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并且也在进行人工繁殖，但种群增长极为缓慢。大熊猫是接近

极危种类的物种，甘肃文 县 自 然 保 护 区 #!$* 年 有 #"* 只，#!%$ 年 只 有 !’ 只，大 熊 猫 以 每 年

-) *’( 的速率下降（ 黄华梨，#!!,）。

因实行各种保护措施，有些种类近 #, 余年内种群数量持续增长。如盘羊（CB*) /99"+），

#!$’ 年在甘肃阿克塞和肃北 不 足 # ,,, 只，#!!& 年 调 查 有 " ,,, 只，年 平 均 增 长 率#,) ,’( 。

#!$’ 年在阿 克 塞 野 骆 驼（ !/9’.6) :’#6)）只 有 $, 余 只，#!!& 年 有 *,, 余 只，年 平 均 增 长 率

#,) %!(（ 刘#发，陈强，#!!$；王香亭主编，#!!#）。

!" !" !# 植物资源现状

#）森林植被状况 + 全 省 林 业 用 地 占 总 土 地 面 积 的 #-) !(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 年 代 初 的

&"( 下降到目前的 $) $( 。森林资源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天水、陇南、甘南三地、州。甘肃的

天然林中次生林比重很大，约占全省森林面积的 ’,( 以上；全省林分综合生长率只有 &) ,’( ，

而全国是 &) %%( ；林分每公顷年生长量为 #) ! /- ，而全国为 &) * /- 。另外，森林的枯损量和不

合理的消耗量却很大。据调查，林分年平均生长率为 &) *%( ，自然亏损量却为 ,) ’-( ，净生长

率只有 #) %"( ，可是全省年平均消耗率达 &) ,%(（ 黄大!主编，#!!$）。

&）草场植被状况 + 这里所述的草场是指可被利用作放牧、刈草的植被地带。甘肃是我国

’ 大牧区之一，全省各种 类 型 的 草 场 面 积 约 有 #$*, 万 0/& ，可 利 用 的 面 积 约 有 #’&* 万 0/& 。

但是面积大并利用充分的只有高寒草场，约有 ’’,) " 万 0/& ，可饲养 ##’! 万羊单位。由于超

载放牧、冬春草场贮草不足、鼠害破坏严重等诸多原因，使草场退化，阻碍了畜牧业的发展。如

甘南大水军牧场，就因割草过度致使草场退化，不得不缩减母畜。扩大人工草场是一项积极措

施，但目前全省人工草场和半人工草场只有 -&) ! 万 0/& ，其中多是在农区荒草地，达 &$) & 万

0/& ，而牧区只有 #) "- 万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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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植被状况 " 甘肃省的荒漠植被可分为干荒漠、盐土荒漠和高寒荒漠，其中干荒漠

面积较大。据调查，仅河西走廊荒漠区内的植物就有 #$ 科 %&# 属 ’$( 余种，主要是超旱生、旱

生和旱中生的种类，可以作为建群种的只有 )( 多种。全省的荒漠植物群落结构简单、种类稀

少，常呈单优势种群落，盖度一般都在 %(* 以下（ 黄大!主编，%++)）。

!" #$ 自然保护区建设状况

甘肃省根据自己的特点，截止 %++# 年共建立各种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 个，其中国家

级的 & 个，省级 %, 个，市（ 县）级 # 个，厅级 ) 个。其功能主要为：水源涵养林自然保护区、珍稀

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和典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 $%,- %, 万 ./’ ，占总面积的 %%-
&* 。其中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兴隆山青扦林生态系统与景观自然保护区，祁连山水源涵养林

及珍稀动物自然保护区，安西县干荒漠草场、珍稀动物、历史文化遗址、风蚀地貌景观综合自然

保护区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另外，在张掖市还建立了珍稀雉类繁育中心，面积 %, 万 ./’ ，负

责蓝马鸡（!"#$$#%&’(#) *+"’&+,），血雉（ -&.*/’)’$ 0"+1)&+$）等的繁育。此外，各县（ 市）还建立了

一些森林公园，既有保护功能，又作保护区。全省 +$* 以上的动植物分布在保护区内，为保护

动植物资源起着积极的作用（ 刘#发，陈强，%++)；王香亭主编，%++%）。

!" " 可持续发展对策

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关注与开发，及早地在甘肃制定相关的动植物持续发展对策十分

必要。

#" %$ 加强对省内资源的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研究

首先应尽快地组织有关方面摸清本底，查明现状，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动植物生存和环境之

间的内在联系、数量的消长规律，只有通过这两个主要环节，我们才有可能主动地利用自然规

律，采取相应措施，控制生物资源的数量。如加强对珍稀濒危动植物基因的研究，并把此项工

作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在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时，将调查、分类与采取多种

措施对濒危物种进行人工复壮，建立基因库、加强基因流、迁地保护等结合起来。全省目前已

有此类中心 ’ 处：张掖蓝马鸡场和武威濒危动物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蓝马鸡、野驴（23++$
.1,’#)+$）等 # 种珍稀物种（ 王香亭主编，%++%）。

#" !$ 提高全民的生态意识，制定特殊的奖惩条例，加大保护动植物资源教育的力度

与全国一样，甘肃大部分动植物资源分布在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落后、交通、通讯不发达

的贫困山区。因此有必要组织专业人员深入到山区，对各地老百姓宣传、灌输保护意识，普及

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森林保护法知识，普及山区 + 年制义务教育，提高教育水平。同时，制定一

些特殊的奖惩条例，凡是保护了动植物资源的个人与单位应受到奖励，保护了珍稀濒危动植物

资源应受到重奖；反之，偷猎或盗伐动植物资源的应受重罚，严重者应按法律量刑。另外，还要

加强当地群众的监督作用。

#" #$ 完善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建立各级自然保护区基金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证动植物资源持续发展的重要对策。甘肃经济较落后，能投入到自

然保护区的资金不多，因而给保护区的基本建设、正常管理和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又由

于文化教育落后、科学管理自然保护区的水平不高，现有经费的使用又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为

了摆脱保护区目前存在经费不足、经费使用不当现象，保护区应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增强自身

活力，改变封闭式管理方法，可以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聘请专家进行指导；建立省自然保护区

基金委员会，负责管理和审批各保护区的申请项目等。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有关国际组织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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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赞助；利用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动物的展出宣传，扩大影响、增加收入；利用区内文化古迹

和独特的自然景观扩大生态旅游景点。如兴隆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每年可接待游人 !" 万 以

上。

!" #$ 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土地资源

甘肃省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总体来说属于贫困地区，延袭着

自然环境严酷#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地质量下降

$ %
加快开垦砍伐&贫穷落后&干旱缺水&灾害频繁&产出量减少

的恶性循环模式（ 彭可珊，张俊，#$$%）。因而提倡利用与保护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发挥区域优

势，借鉴国内外同类地区的成功经验，合理调整农、林、牧等结构，形成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

牧则牧、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土地利用良性循环局面。

!" %$ 保护动植物栖息环境

栖息环境对于野生动物尤如人之家园。全省受威胁最大的是森林、草原和湿地环境，同时

由于工业污染，无计划用水等原因致使许多湿地水源枯竭。因此全省必须停止森林采伐，尤其

要严格限制甘南等黄河上游地区森林的砍伐；限制超载放牧，用围栏、人工控制等措施改良草

场，有计划地扩大人工草场的面积；恢复和保护湿地；合理利用水资源，大力推行喷灌、滴灌、微

灌、渗灌等节水灌溉技术；治理工业污染，改善环境，以利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恢复和保

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致谢 & 本文在完成过程中得到蒲训先生与罗文英先生的指导与帮助，特此表示衷心地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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