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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
方法

肖能文，赵志平，李　 果，高晓奇，吉晟男，徐　 靖，刘冬梅，李俊生∗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１２

摘要：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开展本底调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 但以往研究对苔藓、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

识等关注不够，而且调查大部分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土地利用格局和生态环境发

生了巨大变化，已有的部分调查成果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难以满足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需求，因此亟待组织开展全国生

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 在整理历史和现有生物多样性调查技术的基础上，推荐采用网格法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按照

１０ ｋｍ × １０ ｋｍ 分辨率，将全国划分为 ９７１０９ 个调查网格；制定了陆生高等植物、植被、陆生哺乳动物、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昆
虫、大型真菌、内陆鱼类、内陆浮游生物、内陆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内陆周丛藻类以及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 １２ 个类群县域

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技术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动态更新、信息共享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信息化管理平台。 从调查内容规

范、评估指标体系和技术要求等方面探讨了陆域生态系统与物种调查、重点河流水生生物调查、重点物种调查、生物多样性相关

传统知识调查技术方法，并构建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规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 技术

方法在横断山南、武陵山、太行山、西双版纳等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得到应用，同时北京、江苏、浙江和湖北等省份和祁连

山、武夷山等区域也采用该技术体系开展调查，网格法得到逐步推广，并获得大量的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等提供了基础数据。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网格法；数据平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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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同时为人类提供福祉［１］。 我国是世界上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高等植物数量居世界第三位；脊椎动物占世界总种数的 １３．７％，也是世界四大遗

传资源起源中心之一。 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从全球到区域和国家尺度，组织开展很多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评估工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翔实可

靠的基础数据。 全球开展物种 ２０００”（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０００）、“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ＧＢＩＦ）、“全球生物多样性

观测网络（ＧＥＯ ＢＯＮ）”、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和全球性的海洋生物调查计划等行动；在区域尺

度上，欧洲和亚太地区都有相关的项目在组织推动［２］；国家水平上，巴西、南非、印度、日本、德国、瑞典、美国

等均开展了全国性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和《关

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战略与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和包括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和评估。 相

关部门开展了大量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了全国陆生重点野生动物和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资源调查、全国湿地资源调查、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等。 原农业部开展了农业野生近缘植物、畜禽品种资

源、水产种质资源调查、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了中药资源普查试点。 中

国科学院编辑出版了《中国植被》《中国植物志》和《中国动物志》等各类志书。 科学技术部通过基础性工作

专项，支持开展区域和特有类群的生物多样性考察工作。 原环境保护部实施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联合执法检

查、县域生物多样性综合示范调查［３］、全国性的生态状况调查与评估等工作［４］、许多地方政府、自然保护区、
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也开展了大量的本底调查工作，获得了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 许多学者探讨了生物多样

性调查技术规范，如针对自然保护区资源调查［５］以及畜禽遗传资源调查等［３， ６］；相关部门也发布了一系列关

于野生动植物资源、森林资源、药用植物和淡水浮游生物等类群调查技术标准规范［７—９］。 通过上述工作，积累

了我国生物多样性大量本底数据［１０］。 但已有的调查侧重于植物和脊椎动物等类群，对大型真菌、苔藓、生物

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等关注不够，对生物多样性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缺乏数据支撑，同时调查也集中在生物多

样性丰富区域，而缺少全国性调查，同时也存在调查方法不统一、数据格式不一致、数据分散等现象，急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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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系统和综合的调查与评估方法体系。
网格法是国际上较多采用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取样方法，许多国家和地区均采用网格法开展调查，如德国、

英国和日本均以网格为单元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 １９４０ 年，英国将国土划分为 ３０００ 个 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 的

网格，之后逐渐将网格细分得到 ２０ ｋｍ×２０ ｋｍ、５ ｋｍ×５ ｋｍ 或 １ ｋｍ×１ ｋｍ 的网格，以网格为基础开展了动植

物、河流生境等进行调查。 日本依据地形图划分地理网格，基本单位为 １ ｋｍ ×１ ｋｍ，以此为基础开展植被、野
生动植物、地形、地质、陆地水域、海域、生态系统等调查。 我国部分区域调查与监测均采用网格法布样。 网格

法能获得更加均匀的物种分布数据，同时也能规避行政区变化等带来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资源过度利用、工程建设、外来物种入侵、环境污染

与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我国的生物多样性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物种消失、生态系统退化问题严峻。 近 ２０ 年

以来，我国未进一步组织开展大规模生物多样性综合调查工作，已有的部分工作远不足以全面掌握我国生物

多样性本底，制约了全国及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编目与评估。 同时也制约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
针对我国生物多样性本底不清，动态不明等问题，我国组织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 本论

文探讨了生态系统和陆域物种、水生生物、重点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等的调查内容、技术指标以及

各指标获取的技术要求，并规范了评估方法，以便得到规范的数据，保障调查和评估质量，服务于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为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的数据库提供技术支撑。

１　 技术方法体系

１．１　 采用网格法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

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采用网格法取样，分辨率为 １０ ｋｍ × １０ ｋｍ。 网格文件采用 ＷＧＳ＿１９８４＿Ａｌｂｅｒｓ 投影

坐标系统，将全国划分为 ９７１０９ 个网格。 全国网格四至范围为：上下（５９２６５１５．２０９６８４ ｍ，１８７６５８５．５４８７４３ ｍ），
左右（－２６３８２９３．１１０５２９ ｍ，２２１１６２５．８８７００５ ｍ）。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生成包含每个网格 ４ 个顶点的文件，
然后获得每个网格 ４ 个顶点的经纬度坐标。 网格采用 ８ 位编号，前四位为（Ｘ 坐标 ＋ ５０００） ／ １０ 取整后乘以

１０，后四位为 Ｙ 坐标 ／ １０ 取整后乘以 １０，Ｘ、Ｙ 坐标均以 ｋｍ 表示。 若网格内县域面积≥２５ ｋｍ２（即网格面积的

２５％），则该网格视为该区域工作网格。
１．２　 调查评估技术方法体系

生物多样性调查涉及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源 ３ 个层级的调查，每个生物类群调查方法不一样，样点设

置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调查中，编制并发布了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技术规定［６］，共包括陆生高等植

物、植被、陆生哺乳动物、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昆虫、大型真菌、内陆鱼类、内陆浮游生物、内陆大型底栖无脊

椎动物、内陆周丛藻类以及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 １２ 个类群的调查评估技术，统一调查采用的方法、样线 ／
样点设置方法，统一数据的采集等技术，保证方法和数据统一［１１］。
１．３　 新技术开发与使用

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需要快速、有效的获得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需要开发和应用一系列新的技术方

法［１２—１３］。 一方面依靠遥感技术获得大范围的数据，一方面依靠红外相机、环境 ＤＮＡ 等方法获取数据。
生物多样性调查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技术方法包括卫星遥感、激光雷达、声音、无人机热红外、红外相机、环

境 ＤＮＡ 等方法［１４—１５］。 如哺乳动物和鸟类的调查普遍采用红外相机方法［１６—１７］，而两栖类和鱼类的调查普遍

采用环境 ＤＮＡ 方法［１８—２０］，无人机搭载热成像仪技术调查大型哺乳动物，这些方法还能提供动物行为、丰富度

和群落结构等信息。
１．４　 数据平台构建

为了便于数据管理，建立了全国统一、动态更新、信息共享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信息化管理平台。 实现

按区域、名称、网格等不同途径进行数据查询与检索，提供统计汇总、分析输出、动态更新等功能，形成多源多

尺度的国家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数据汇总和成果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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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数据质量控制

调查评估工作质量控制主要集中在野外调查方法的统一、物种的分类体系、物种名称的规范以及基础地

理信息格式的统一。 物种分类以及命名符合最新版国际动物和植物命名法规的规定，并参照最新版《中国生

物物种名录》。
为了便于数据统一管理以及数据格式的统一，开发了相关生物多样性调查 ＡＰＰ，共包括红外相机自动拍

摄调查、哺乳动物样线调查、鸟类样线法 ／样点调查、两栖爬行动物样线 ／样点调查、昆虫多样性样线调查、高等

植物样方 ／线路调查、生态系统多样性调查、底栖动物样点调查、浮游生物样点调查、水域鱼类样点调查、大型

真菌调查、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陆生重点动物 ／植物样线调查等功能模块，可以采集样方 ／样线、物
种名称、数量、经纬度、生境、环境信息、威胁因子等信息，按照各类群调查技术方案，遵照数据采集的工作流

程，填报采集信息。 请专家对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 每份信息数据应有其对应的凭证。
为了规范野外调查与数据整理工作，调查中编写统一培训教材，对调查人员开展技术与安全培训。 培训

内容包括方案编制、数据与标本采集、调查方法、标本制作与保存、数据报送、报告编写和安全事项等。

２　 调查评估内容与技术要求

２．１　 陆域生态系统与物种调查

完成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内所有行政县（区）的生物多样性综合调查与评估，掌握区域生物多

样性本底，评估区域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受威胁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１）陆域生态系统与植被调查：开展生态

系统遥感调查，掌握生态系统类型与分布、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及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开展陆域植被实地调

查，掌握植被类型、分布、植物群落特征。 （２）陆域物种多样性调查：开展县域陆生野生高等植物、陆生野生脊

椎动物、陆生无脊椎动物（昆虫）、微生物（大型真菌）的调查，掌握物种种类、组成、分布、生境状况、威胁因子

（表 １）。

表 １　 生物多样性调查内容、指标与技术要求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调查内容与方式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调查指标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技术要求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生态系统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生态系统类型空间
分布

森林、灌木、草地、湿地、荒漠、农田等生
态系统三级类别的多样性调查；主要包
括各类生态系统面积与空间分布

遥感解译获取。 主要通过卫星组网实现本底
年份的数据获取，以高精度空间影像（优于 ２
ｍ）为底图，实现精细制图

自然生态系统质量
生态参数：植被覆盖度、生物量、光合有
效辐射、叶面积指数、蒸散发、净初级生
产力等

遥感反演获取。 实现本底调查年份一年多次
的时序测量

植被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植被

类型
分布
生境状况
群落组成与群落特征

采用样方法。 在样方内，分乔木层、灌木层、草
本层、层间植物对其植物物种组成及特征进行
全面的调查记录

高等植物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 普查

种类
分布
生境状况
威胁因子

采取线路调查法。 基于全面性、代表性、可达
性原则布设调查线路

哺乳类 Ｍａｍｍａｌｓ 普查

种类
分布
生境状况
威胁因子

以样线调查法和红外相机自动拍摄法为主，根
据所调查物种生物学特性辅以其他调查方法

鸟类 Ｂｉｒｄｓ 普查

种类
分布
生境状况
干扰因素

调查次数原则上不少于 ４ 次以样线法、样点法、
直接计数法和红外相机自动拍摄法为主，根据
所调查物种生物学特性辅以其他调查方法

６２５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续表

调查内容与方式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调查指标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技术要求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两栖爬行类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ｔｉｌｅｓ 普查

种类
分布
生境状况
威胁因子

以样线法为主，根据所调查物种生物学特性辅
以其他调查方法；调查样线或调查点的设立应
注意代表性、随机性、整体性及可达性相结合；
调查时期原则上涵盖繁殖期和非繁殖期

昆虫 Ｉｎｓｅｃｔｓ 普查

种类
分布
生境状况
威胁因子

调查样线或调查点的设立应注意代表性、整体
性及可达性相结合样地的布局要尽可能全面，
分布在整个调查地区内的各代表性地段，避免
在一些地区产生漏空；调查次数需根据其世代
历期等来确定

大型真菌 Ｍａｃｒｏｆｕｎｇｉ 普查

种类
分布
生境状况
威胁因子

采用样线法、踏查法、访谈和市场调查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调查。 各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自然遗产地、其他原始植被分布区等生物
多样性丰富的区域采用踏查法，其他区域采用
样线法；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大型真菌，辅以
访谈和市场调查；调查时间尽量贯穿整个大型
真菌子实体生长季节；每年至少调查 ３ 次

２．２　 重点河流水生生物调查

七大重点河流（长江、珠江、黄河、海河、辽河、淮河、松花江等）水系的水生生物，包括淡水鱼类、大型底栖

动物（多毛类、寡毛类、水生昆虫、软体类、甲壳类等）、浮游生物（浮游动物和浮游藻类）、着生藻类和水生哺乳

类（白鳍豚和长江江豚）等的多样性调查，掌握物种种类、组成、分布、生境状况、威胁因子（表 ２）。

表 ２　 重点河流水生生物调查主要指标及技术要求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ｋｅｙ ｒｉｖｅｒｓ

类群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调查指标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技术要求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水生哺乳类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ｍａｍｍａｌｓ

种类
数量
分布
生境状况
威胁因子

以观察为主要调查方式，不采集标本样品；根据调
查对象生活阶段确定调查时间和范围

鱼类 Ｂｉｒｄｓ

种类
分布
生境状况
威胁因子

以现场采样为主，通过访谈补充调查市场渔获物；
每年至少保证春、秋季 ２ 次调查；尽量降低对生境和
物种资源的破坏

大型底栖动物 Ｍａｃｒｏｂｅｎｔｈｏｓ

种类
分布
生境状况
干扰因素

采用现场调查法；至少保证每季度调查 １ 次，可根据
调查需求增加调查采样频次；尽量在鱼类调查采样
范围内设置采样点

浮游生物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种类
分布
生境状况
干扰因素

采用现场调查法；至少保证每季度调查 １ 次，可根据
调查需求增加调查采样频次；尽量在鱼类调查采样
范围内设置采样点

着生藻类 Ｅｐｉｐｈｙｔｉｃ ａｌｇａｅ

种类
分布
生境状况
干扰因素

采用现场调查法；至少保证每季度调查 １ 次，可根据
调查需求增加调查采样频次

２．３　 重点物种调查

为降低我国重点代表性物种灭绝风险，逐步减缓并遏制栖息地破坏趋势，依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

录———高等植物卷》《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

７２５２　 ７ 期 　 　 　 肖能文　 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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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三卷·无脊椎动物）》等资料，筛选我国保护旗舰物种、特有种、受威胁物种、重点

野生经济资源物种、社会关注物种以及重点遗传资源，以资料收集、数据共享、大数据分析为主，辅以实地补充

调查和分子测序的方法，获取重点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的基础信息数据，评估其分布状况、种群数量、遗传多

样性、动态变化趋势、保护现状与成效，掌握其受威胁因素，提出重点物种保护与监管的对策措施。 通过典型

流失与丧失案例研究，明确导致重要生物遗传资源流失、丧失的主要因素，针对保护空缺与监管需求，提出对

策建议（表 ３）。

表 ３　 重点物种调查内容、指标与技术要求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ｋｅ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调查内容与方式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调查指标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技术要求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高等植物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 重点物种详查

除普查指标外，还包括：重点物种所在
群落特征、重点物种生长状况及数量特
征、受威胁程度

重点物种详查对象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
受威胁和数据缺乏物种以及稀有的地方特有种等；
采取样方法，按照典型取样原则合理布设样方，对
样方内分布的重点物种进行调查记录

哺乳类
Ｍａｍｍａｌｓ 重点物种详查

除普查指标外，还包括：发现位置、物种
特征、受威胁程度

重点关注对象为：重点保护物种、中国生物多样性
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物种与数据缺乏物种、中国特有
种、有重要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的稀有野生物
种等

鸟类
Ｂｉｒｄｓ 重点物种详查 除普查指标外，还包括：种群密度

重点关注对象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受威
胁物种与数据缺乏物种

２．４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

查明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类别、生物基源、持有者、数量、分布、利用、保护与传承、丧失与流失。 重

点关注传统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利用药用生物资源的相关知识、具有工业开发潜力的与生物

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等。 调查指标和技术要求如表 ４。

表 ４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主要指标及技术要求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ａｉ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ｕｒｖｅｙ

调查指标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技术要求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生物基源 Ｂｉｏｇｅｎ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
持有者 Ｈｏｌｄｅｒ
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利用 Ｕｔｉｌｉｚｅ
惠益分享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
保护与传承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受威胁因素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丧失与流失 Ｌｏｓｓ

采取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实地调查点覆盖县域内所有乡
镇；尽量采集与制作生物基源凭证标本；充分利用影音设备记录调查过程

２．５　 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

从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威胁因子、保护状况等方面构建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体系，开展生物多样性综合评

估（表 ５）。 从全国、区域和县域三个尺度，评估物种丰富度与多度、物种特有性、物种濒危程度，分析人为干扰

和自然因素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明确急需保护的生态系统类型、物种、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提出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政策建议。

３　 讨论

生物多样性调查技术规范，大多针对特定区域或特有类群，如针对自然保护区资源调查［５］、畜禽遗传资

８２５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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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调查等［３， ６］、野生动植物资源、森林资源和淡水浮游生物等类群调查技术规范［７—９］。 这些技术探讨对规范

野外调查和数据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也存在侧重资源调查等不足，且缺少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技术体

系。 本研究共包括了生态系统、物种等 １２ 个类群的调查评估技术，统一了外业收集和统一数据采集技术，尤
其关注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覆盖类群全面，保证方法和数据统一，将为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提供

技术指导。 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技术规定发布后，在横断山南、武陵山、太行山、西双版纳等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域得到应用，同时北京、江苏、浙江和湖北等省份和祁连山、武夷山等区域也采用该技术体系开展

调查，网格法得到逐步应用，并获得大量的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

多样性公约履约等提供了基础数据。 但技术体系以常规调查方法为主，存在对新技术关注不够等不足，如鱼

类和底栖动物等水生生物的环境 ＤＮＡ 技术，鸟类的声音监测等。 同时也缺少土壤动物、除昆虫外的无脊椎动

物等类群的调查评估技术，尤其是土壤动物受到广泛关注，需要尽快制定相关技术规范。

表 ５　 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及技术要求

Ｔａｂｌｅ ５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评估内容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评估指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技术要求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现状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生态系统构成
生态系统面积：土地覆被分类系统中，各类生态系统面积统计值
构成比例：土地覆被分类系统中，基于三级分类的各类生态系统面积比例

生态系统分布格局

斑块数：评价范围内斑块的数量，衡量目标景观的复杂程度
平均斑块面积：评价范围内平均斑块面积，用于衡量景观总体完整性和破碎
化程度
聚集度指数：景观总体单位面积异质景观要素斑块间的边缘长度

生态系统质量

植被覆盖度：某一地域植物垂直投影面积与该地域面积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生物量：某一时间单位面积或体积栖息地内生物群落中所有生物种的总个数
或总干重
叶面积指数：单位土地面积上植物叶片总面积占土地面积的倍数
净初级生产力：净第一生产力中再减去异养呼吸所消耗的光合产物的剩余
部分

物种丰富度 调查区内物种总种数：统计调查区内物种总数

物种多度
频度：物种在调查区内出现的频率，以包含该物种个体的抽样单元数占全部
抽样单元数的百分比统计

物种受威胁程度
受威胁物种比例：调查区域受威胁物种占调查区域内物种比例
红色名录指数：基于红色物种名录指数进行评估

威胁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 土地利用变化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与分布的改变

生境破碎度 景观破碎度指数：景观被分割的破碎程度

环境污染

水体水质：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进行评价
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采用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进行计算
污染物排放：单位 ＧＤＰ 污染物（ＳＯ２和 ＣＯＤ）排放量

生境退化
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
荒漠化、沙化与石漠化：面积

自然灾害
极端气候：如暴雨、洪水、高温、干旱、严寒、大风等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与
强度
火灾：发生频率与强度

病虫鼠害 发生范围与影响强度

外来入侵物种
数量
发生面积与危害强度

保护 Ｐｒｏｔｅｃｔ 自然保护地 面积及所占国土面积比例

县域财政转移支付强度 国家财政对于重要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补偿额度

生物多样性评估在不用尺度上有不同指标体系。 在全球尺度上，《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决议 ＶＩＩ ／ ３０ 中确

定了一套由生物多样性状况、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力或威胁、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利、文化上的多样性等 ７
个重点方面组成的评估体系，用于评估全球尺度上 ２０１０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进程。 区域尺度也制定了

９２５２　 ７ 期 　 　 　 肖能文　 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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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评估指标体系，如欧盟于 ２００５ 年启动 “整合欧洲 ２０１０ 年生物多样性指标”（ＳＥＢＩ ２０１０），环北极生物

多样性监测的指标［２１］。 英国、美国、德国、墨西哥和日本等国也分别制定了国家尺度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

体系。 这些指标体系基本都是参考《生物多样性公约》全球生物多样性指标的基本框架，适用于全球与区域

尺度，部分指标不适用我国情况。 我国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生物多样性评估方面的探讨。 部分指标体系侧

重于生态系统尺度及局部地区尺度上的生物多样性评估［２２—２４］，也有针对某个生物类群的评估指标体系［２５］。
我们指标体系基于实地调查数据，从现状、威胁、保护三方面开展评估，共 １５ 个指标构成，基本能反映行政区

生物多样性本底、受威胁状况与保护现状，数据也可以通过调查以及地方政府报告获取，对制定相关保护政策

有重要参考作用。
通过生物多样性调查，可以获得较为完整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明确区域生物多样性种类、分布、

受威胁状况以及保护现状，对探讨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和维持机理研究提供基础，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发布的

方案中明确提出生物多样性科学的 ９ 个关键科学问题 ／重要研究方向［２６］，问题的解决均需要生物多样性本底

数据以及长期的生物多样性观测数据作为支撑［２７—２９］，大量的新数据集（如物种分布、特征、系统发育和交互

网络）能理解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深度，可靠地预测变化，并实施保护行动［１３， ３０—３１］。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１５
次缔约国大会将提出“２０２０ 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３２—３３］，为了推动“２０２０ 后”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生物多

样性调查和评估。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与措施制定均需要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及保护情况有较为精确的

了解，如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名录的制定与修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以及生态保护红

线监管［３４］，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制定与修编［３５—３７］等，尤其是重点保护物种有长期监测，才能有效评估其保护

成效，针对性开展监管措施［３８—３９］。 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数据将为其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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