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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
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介绍，东北
虎、东北豹、亚洲象、朱鹮等物种数量明显增
加。从南方到北方，从内陆到海滨，消失多年
的珍禽异兽正在“归来”，显示我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崔书红说，近一个时期，关于生物多样性
的新闻很多。祁连山保护区拍摄到世界上最
神秘的猫科动物之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荒
漠猫；云南海拔2000多米的山林里拍摄到三
只棕颈犀鸟；黑龙江东北虎进村，云南亚洲象
北迁，引起网民关注；最近鲸鱼又出现在深圳
大鹏湾。野生大熊猫、雪豹等珍稀濒危野生
动物频繁“现身”。这些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方面所
取得的成就。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逐步纳
入国家各类规划和计划，如《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等，
都对全面加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修
复作出部署。2019年底，我国各类自然保护
地已达1.18万个，总面积超过1.7亿公顷，占陆
域国土面积18%，提前实现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爱知目标”提出的2020年达到17%的
目标要求。我国还通过建立各类植物园、野
生动物繁育基地，大量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人工繁育成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取得重
大进展。

重点保护动物保护级别标准

1.灭绝：如果具有确凿证据证明一个分
类单元的最后一个个体已经死亡，即认为该
分类单元已经灭绝。

2.野生灭绝：如果已知一个分类单元只
生活在栽培、圈养条件下，或者只作为被自
然化后的种群生活在远离其过去栖息地时，
即认为该分类单元属于野生灭绝。

3.极危：当一个分类单元的野生种群面临
即将绝灭的几率非常高，即符合极危标准中的
任何一条标准时，该分类单元被列为极危。

4.濒危：当一个分类单元未达到极危标
准，但是其野生种群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绝灭
的几率很高，即符合濒危标准中的任何一条
标准时，该分类单元被列为濒危。

5.易危：未达到极危或濒危标准，但在未
来一段时间，其野生种群绝灭的几率较高，
即符合易危标准中的任何一条标准时，该分
类单元被列为易危。

6.低危：通过评估被不符合极危、濒危或易
危等级中的任何一个等级的分类单元。
列为低危的分类单元可以再分三
个亚等级，即依赖保护，接近
受危和需要予关注。

7.无危：目前尚
无灭绝危险。

野外种群数量达1800多只
我国野生大熊猫喜提“降级”

7月7日，崔书红介绍，我国已建立了较
为完备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大面积自然生态
系统得到系统、完整地保护，野生生物生境得
到有效改善。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存状况得到
改善。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种群逐步恢复，东
北虎、东北豹、亚洲象、朱鹮等物种数量明显
增加。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800多只，
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

我是大熊猫
从濒危降级到易危
以后还是“国宝”吗

我有着鸟中“东方宝石”之称，全球数量已由
1981年发现时的7只，扩展到现在的5000余只，其中中
国境内4400只，陕西境内4100只，保护等级由极危降
为濒危。

我是朱鹮
已从极危降为濒危

朱鹮是鹮科朱鹮属动物，古称朱鹭、红朱鹭，朱鹮
系东亚特有种。朱鹮栖息于海拔1200至1400米的疏
林地带，在附近的溪流、沼泽及稻田内涉水，漫步觅食
小鱼、蟹、蛙、螺等水生动物，兼食昆虫；在高大的树木
上休息及夜宿；留鸟，秋、冬季成小群向低山及平原作
小范围游荡；4至5月开始筑巢，每年繁殖一窝，每窝
产卵2至4枚，由双亲孵化及育雏，孵化期约30天，40
天离巢，性成熟为3岁，寿命最长的记录为37年。

曾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日本、俄罗斯、朝鲜等
地，由于环境恶化等因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至
20世纪80年代仅中国陕西省洋县秦岭南麓有唯一7
只野生种群，后经人工繁殖，种群数量已达到200只
（2008年）。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由1981年
发现时的7只，扩展到现在的5000余只，其中中国境
内4400只，朱鹮受危等级由极危降为濒危。

我们在中国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
石”和“中国国宝”，主要生活在四川、陕西和甘肃的山
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野外生活的成员
已经达到1800多只了。

大熊猫为什么成为了国宝？

大熊猫是中国独有，别无分号的珍稀物种！仅分
布于中国，只生存于中国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到第二阶
梯之间的长江黄河流域区域,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
它们必须生活在气候温凉潮湿、湿度80%以上，坡度
较缓、海拔约2400至3500米的高山中，还必须竹子
多，而且还得是箭竹。大熊猫仅在中国岷山、邛崃山、
凉山、大相岭、小相岭及秦岭等几大山系，面积共约
20000平方公里的6块狭长地带生存。

根据2015年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数据显示，
至2013年底，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为1864只；2003年
的第三次大熊猫普查显示我国共有大熊猫1596只；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次调查分别为：2459只和1114
只。实际上，野外大熊猫的数量由最初时候的2000
多只，到将近减半，再到逐步恢复到1800只左右，花
费了整整50多年的时间。

根据统计，78%的雌性大熊猫不孕，90%的雄性
大熊猫不育！更麻烦的是，雌性大熊猫一年只发情一
次，遵循“发情—求偶—择偶—交配”原则，择偶条件
极高。生出来的幼崽又极其脆弱，非常容易夭折。

再者，大熊猫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了！
800万年前多少种动物已经灭绝，而大熊猫存活到现
在，实在是不易。

大熊猫为什么变多了？

在历次大熊猫调查过程中，野外大熊猫的数量从
多到少，再由少到多，正在逐渐恢复接近上世纪70年
代的水平。

1983年的时候，四川的箭竹开花。箭竹一旦开花
就会枯死，大熊猫因缺少食物而死亡。国家开始着手
开始实施大熊猫保护措施。1984年，世界自然基金
会将大熊猫列为世界10种濒危动植物之首！与此同
时，国家宣布设立大熊猫保护区、布设巡防力量，启动
栖息地生态移民、禁止林木采伐，有效地挽救了濒于
灭种的大熊猫，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的挫折之后，大
熊猫的数量逐渐恢复！

1992年在联合国多样化生态圈和可持续发展大
会上，大熊猫正式被我国定为国宝。

作为一个人畜无害，最多也只会让人“笑死”的萌
物，在全世界圈粉无数，是众多人心目中最佳的小可
爱和大可爱！

所以，即使大熊猫从濒危降级为易危，但它的国
宝身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不会变的。

据新华社、《华商报》等

■ 相关链接

近近日日，，鲸鲸鱼鱼出出现现在在深深圳圳大大鹏鹏湾湾。。

棕棕颈颈犀犀鸟鸟（（摄摄于于
22002211年年33月月77日日））

在在青青海海省省西西宁宁野野生生
动动物物园园拍拍摄摄的的荒荒漠漠猫猫（（资资
料料照照片片））

珍禽异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