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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物物种种
面面临临灭灭绝绝威威胁胁

在法国马赛举行的第七届世界自
然保护大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9月
4日更新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了
全球138374个物种受到威胁的风险，
其中38543个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更新的名录中，世界上最大的蜥
蜴科莫多巨蜥的物种保护级别从“易
危”升为“濒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指出，科莫多巨蜥正日益受到气候变
化影响的威胁。预计在未来45年内，
全球气温上升和随之而来的海平面升
高将使科莫多巨蜥的适宜栖息地至少
减少30%。受人类活动影响，它也面
临栖息地丧失的威胁。

更新的名录还显示，超过三分之
一的鲨鱼和鳐鱼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这表明世界上大部分海洋缺乏有效的
管理措施。这些物种都被过度捕捞，
还有部分受到栖息地丧失和退化以及
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重新评估的7种金枪鱼物种中，
4种数量出现恢复性增长的迹象。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其不同程度地降
级，并强调这主要得益于相关国家对
其实施了更具可持续性的捕捞配额，
并成功打击了非法捕捞。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布鲁
诺·奥伯勒指出，更新的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尽管海洋
生态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但如
果各国真正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做
法，物种数量是可以恢复的。人类生
活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紧密交织在一
起。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正在举行，与
会国家和相关方应把握机遇，努力实
现基于可靠科学数据的约束性目标。

科普一下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总部设在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是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自
然保护组织，在全球自然保护界具有重
要影响。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是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四年一度的机制性会议。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编制，是全球动
物、植物和真菌保护现状最全面、最权威
的名录。名录将物种划分为9个等级，按
严重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灭绝、野外灭
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危、数据缺
乏、未予评估。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覆盖了相关物种
的生存范围、种群数量、栖息地、趋势、面
临的威胁、急需的保护行动等信息，是全
球生物多样性重要的健康指标。红色名
录除了评估新发现的物种外，也会重新
评估已经评估过的物种。

例如，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将大熊猫从“濒危”降为“易危”，这表明
由于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大熊猫的生存
状态得到了改善。而在此次更新的名录
中，世界上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从“易
危”升为“濒危”。

对于不同的物种，面临灭绝威胁的
比例也不同，其中两栖动物为41%，哺乳
动物为26%，针叶树为34%，鸟类为
14%，鲨鱼和鳐鱼为37%，造礁珊瑚为
33%，甲壳类动物为28%。

科莫多巨蜥的物种保护级别
从“易危”升为“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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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动物均为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濒危动物

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

更新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

3月25日，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将原
本被认为是单一物种的
非洲象（易危物种）分为
非洲森林象和非洲草原
象进行单独评估，并将
森林象列为极度濒危，
草原象列为濒危物种。

据路透社3月26日

报道，IUCN的最新评
估显示，由于持续的偷
猎活动和栖息地遭受
侵袭，两种非洲大象的
种群规模在不断缩小。
在过去的31年间，非洲
森林象的数量下降了
86％以上，而非洲草原
象的数量在过去50年

间至少下降了60％，两
者加起来的种群总数
已经下降至41.5万头。

评估还指出，虽然
非洲森林象被列为极度
濒危物种，但得益于加
蓬等国家近年来的保护
工作，部分种群规模保
持稳定或有所扩大。

偷猎和栖息地受侵
非洲大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濒危物种

关注一下

海南长臂猿喜添两只婴猿 种群数量恢复至35只

第七届世界自然保
护大会正在法国马赛召
开，记者5日从海南省政
府新闻办举行的中国海
口—法国马赛联合新闻
发布会获悉，海南长臂
猿喜添两只婴猿，海南
长臂猿种群数量恢复至
35只。同时，马赛现场
发布了《海南长臂猿保
护案例》的重大成果。

今年3月2日和3

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
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发
现，海南长臂猿B群和D
群各新增一只婴猿，分
别为7月龄和6月龄，持
续的监测显示两只婴猿
健康状况良好，生长发
育正常。8月23日，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召开专家鉴定会，
专家组成员一致确认新

生两只婴猿。至此，海
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已
经恢复到5群共35只。
海南长臂猿被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评定为极
度濒危，名列全球25种
濒危灵长类物种之一，
目前仅分布在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区范围内。

据新华社、《成都商
报》等

我国将全面深化
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6日发布，前海合作区将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
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方案明确，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
发展空间，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
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

方案指出，到2035年，高水平对
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营商环境
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建立健全与港澳
产业协同联动、市场互联互通、创新
驱动支撑的发展模式，建成全球资源
配置能力强、创新策源能力强、协同
发展带动能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
改革创新经验得到广泛推广。

根据方案，在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
新试验平台方面，前海合作区将推进现
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科技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创新，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创新合作区治理模式；在建设高水
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方面，前海合作区
将深化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扩大金
融业对外开放，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
水平，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

开发建设前海合作区，是支持
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澳合
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
要举措，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
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学科类校外培训
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国家发改委加强义务教育阶段相关监管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国家
发展改革委6日发布通知，明确要加
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
费监管。通知指出，义务教育阶段
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
于非营利性机构收费，依法实行政
府指导价管理，由政府制定基准收
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并按程序纳入
地方定价目录。

通知要求，各地要以平均培训
成本为基础，合理制定基准收费标
准和浮动幅度，于2021年底前出台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
政府指导价管理政策以及具体实施
时间。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
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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