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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植物园植物文化建设与植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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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ꎬ植物园的形成和发展在历史长河中处处体现着人类因

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形成的植物文化ꎮ 现代植物园在植物迁地保护上虽然做出了卓越贡献ꎬ但其植物文化的

建设稍显滞后ꎮ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过程中ꎬ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重视ꎮ 在此背景下ꎬ该文探讨了生物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紧密联系、共
同演化的关系ꎬ回顾了早期植物园和我国古典园林中植物文化的体现ꎻ通过对全球 ３ ０８５ 个现代植物园主要

功能的分析ꎬ发现开展了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植物园占比 ７. ３６％ꎬ开展了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植物园占比

１１.１８％ꎬ制定了植物保护计划的占比 １７.１８％ꎬ从而揭示了现代植物园保护功能的提升和文化功能的弱化ꎮ
基于当前植物园植物多样性有效保护中对植物文化建设的需求ꎬ该文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植物园植物文化建

设的不足ꎬ主要包括:(１) 植物物种多样性信息中植物文化信息数据不足ꎻ(２)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传统知

识惠益分享的考虑欠缺ꎻ(３) 缺少以文化展现植物多样性的主题园ꎮ 在此基础上ꎬ该文聚焦国家植物园植

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目标ꎬ从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惠益共享、公众参与 ３ 个层面对国家植物园体系中

的植物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议ꎬ以期为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生态文明特色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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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ｎｋꎬ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 ＡＢ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ａｎｄ ａｄ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ｍｅ ｐａｒｋｓ ｏｒ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ｈａｌ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ｌａ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ꎬ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

精神产品的总和ꎮ 植物文化是文化中与植物相关

的部分ꎬ是人类给植物赋予的文化属性ꎮ 其概念涉

及民族植物学、药用植物学、园艺、自然美学、环境

伦理学、植物分类学、植物解剖学、植物地理学等

(刘华杰ꎬ ２０１７)ꎮ 植物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自古以来许多植物物种通过诗歌、绘画、
雕刻等文化艺术形式来展现ꎬ植物物种本身被作为

人类品德的隐喻ꎬ如寓意为道德高尚“岁寒三友”的
松、竹、梅ꎬ以及“花中四君子”的梅、兰、竹、菊(陈
阳ꎬ ２０２１ꎻ 李文等ꎬ ２０２１ꎻ 龙春林ꎬ ２０２２)ꎮ 我国民

族植物学的发展和研究成果更是从礼仪植物、观赏

植物、植物崇拜、饮食文化、传统医药文化等方面展

示了植物文化多样性(程卓等ꎬ ２０２２)ꎮ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中ꎬ文化与传统

知识ꎬ以及利用这种知识所产生的遗传资源惠益

获取与惠益分享紧密关联ꎮ 国际公约和相关协定

明确了文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层面的重要性ꎮ
«生物多样性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 ＣＢＤꎬ

１９９２ 年)第 ８( ｊ)条鼓励每一个缔约方国家“尊重、
保存和维护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

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
创新和实践ꎬ 并促进其广泛应用”ꎬ并在«名古屋

议定书»中更加体现了对传统知识的尊重(张渊

媛ꎬ ２０１９)ꎮ ２０２２ 年«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形成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

明确提到“将把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公平和公平地

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放在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核心ꎬ同时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

性之间的重要联系”ꎬ其中 ３ 个行动目标涉及“传
统知识”、７ 个行动目标涉及“土著人民和地方社

区”ꎬ全文共有 ８ 处使用了“传统知识”、２０ 处使用

了“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表述ꎮ «全球植物保

护战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的目标 ９ 和目标 １３ 分别提

到了“尊重、保留和维持相关的土著和地方知识”
以及“酌情维持或加强同植物资源有关的地方知

识创新和做法”对于植物资源的重要意义ꎮ 可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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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传统植物知识和植物文化在植

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的重要作用ꎮ
植物园在全球植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Ｂｌａｃｋｍｏｒ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Ｈｅｙｗｏｏｄꎬ
２０１７ꎻ 陈进ꎬ ２０２２)ꎬ是集迁地保护、栽培与驯化、
科学研究以及保护利用为一体的机构ꎬ也是拉近

城市居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引导公众关注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平台 ( Ｄｕｎｎꎬ ２０１７ꎻ 魏钰等ꎬ
２０２３)ꎮ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ꎬ植物园不仅能

够而且应该在植物文化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ꎬ并
由此促进社会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Ｄｕｎｎ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０１７ꎻ 刘华杰ꎬ ２０１７ꎻ 龙春林和马克平ꎬ
２０１７ꎻ 龙春林ꎬ ２０２２)ꎮ

我国现已建 １６２ 家植物园ꎬ为我国植物物种的

迁地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焦阳等ꎬ ２０１９)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ꎬ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ꎬ标志着

我国植物园体系开启新篇章ꎬ但同全球其他植物园

一样ꎬ在植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的提升中ꎬ植物文化

的建设明显滞后ꎮ 因此ꎬ本文通过对生物文化和生

物多样性、植物园和植物文化的阐释ꎬ分析植物园

植物多样性保护中对植物文化的需求ꎬ以及我国现

代植物园植物文化建设的不足ꎬ进而从植物多样性

保护和管理、中国式现代化对植物文化的需求等层

面对国家植物园体系植物文化建设提出建议ꎮ

１　 生物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

植物文化属于生物文化的范畴ꎬ“生物文化”一
词最初源于景观地理学家和生态学家对社会生态

系统和以人为本的“文化景观”的理解ꎬ«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１９７２)将“文化景观”的概念

纳入并进行定义ꎬ该定义中强调了人同自然环境景

观的 密 切 关 系ꎬ 生 物 被 包 含 在 自 然 景 观 之 内

(Ｂｒｉｄｇｅｗａｔｅｒ ＆ Ｒｏｔｈｅｒｈａｍꎬ ２０１９)ꎮ Ｍａｆｆｉ 首次从语

言多样性的基础上定义了 “生物文化多样性”
(Ｐｏｓｅｙꎬ １９９９)ꎮ 之后ꎬ“生物文化多样性”逐渐涵盖

更广的范畴ꎬ定义为“生物多样性所有层次所表现

的文化多样性ꎬ并包含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Ｌｏｈ ＆
Ｈａｒｍｏｎꎬ ２００５)ꎮ 这个定义展现了“生物文化多样

性”的 ３ 个要素:生命的多样性包含人类文化和语

言ꎻ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联系ꎻ这
些联系能够因互相作用而共同演化和发展(Ｈｉｌ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Ｂｒｉｄｇｅｗａｔｅｒ ＆ Ｒｏｔｈｅｒｈａｍꎬ ２０１９)ꎮ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

策平台” ( ＩＰＢＥＳ)以及«公约»将“生物文化多样

性”概念的纳入ꎬ更加确认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

样性之间的紧密联系ꎬ以及二者共同演化的关系ꎮ
不少交叉于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研究也证实

了这一点ꎬ维管植物、哺乳动物、鸟类等类群的多

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存在正相关关系(龙春林和裴

盛基ꎬ ２００３ꎻ Ｓｔｅｐｐ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ꎻ Ｌｏｈ ＆ Ｈａｒｍｏｎꎬ
２００５)ꎮ 与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相关的神山、圣
湖、森林等“圣地” ( ｓｃａｒｅｄ ｓｉｔｅｓ)被证明具有更强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效力( Ｓ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０１５ꎻ
Ｓｉｎｇ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生物多样性丧失同生物文化丧失的危机互相

关联、共同存在ꎮ 许多物种与民族或地区文化和习

俗紧密相连ꎬ甚至被赋予某些象征意义ꎬ这些物种

一旦存在灭绝危机ꎬ该民族或地区文化的完整性和

对民族和地区身份的认同感随之消失ꎬ这类物种被

定义为“文化关键物种”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ｒｉｓｔａｎｃｈｏ ＆ Ｖｉｎｉｎｇꎬ ２００４ꎻ 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 ＆ Ｔｕｒｎｅｒꎬ
２００４)ꎮ 例 如ꎬ 在 彝 族 的 饮 食 文 化 中 将 荞 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作为一切植物之首ꎬ是与母

亲等同重要性的比喻(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在一些太

平洋文化中将芋头(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作为食物和

精神的象征ꎬ并认为祖先直接来自这类植物(Ｄｕｎｎꎬ
２０１７)ꎮ 同样ꎬ生物文化的丧失ꎬ会影响一些物种的

社会显著性ꎬ从而导致被社会性遗忘ꎬ这种现象被

称为 “物种的社会性灭绝” (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而物种的社会性灭绝不仅会改变人与自然

的关系ꎬ也会影响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愿

(Ｊａｒｉｃ'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ꎮ 此外ꎬ传统文化的淡化ꎬ可能

带来生物多样性的大幅下降ꎬ Ｐｉｋｉｒａｙｉ 和 Ｍａｇｏｍａ
(２０２１)揭示了位于南非北部文达的几处 “圣地”
(Ｔｈａｔｈｅ 森林、Ｆｕｎｄｕｄｚｉ 湖和 Ｐｈｉｐｈｉｄｉ 瀑布)ꎬ随着商

业种植和采矿业的发展ꎬ不仅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生

物多样性ꎬ而且造成了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ꎮ 因

此ꎬ我们必须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与其相关的文化多

样性之间的互为载体的关系(楚雅南等ꎬ ２０２２)ꎬ并
基于此构建真正有效的保护方案ꎮ

２　 植物园与植物文化

２.１ 早期植物园中植物文化的体现

植物园的产生从一开始就跟人类的物质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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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需求相关ꎮ 古文明时期的古埃及寺庙花园、美
索不达美亚城中花园以及古希腊的公共花园中ꎬ
栽培的主要是具有食用、药用价值和宗教意义的

植物物种ꎬ如无花果、葡萄、没药等 ( Ｓｐｅｎｃｅｒ ＆
Ｃｒｏｓｓꎬ ２０１７)ꎮ 随着对不同植物药用价值关注度

的提升ꎬ医学上开始重视植物的识别和应用性的

区分ꎬ１６ 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ꎬ学习药用植

物已成为当时拥有医学院大学课程的主要部分

(Ｆｏｒｂｅｓꎬ ２００８ꎻ Ｓｐｅｎｃｅｒ ＆ Ｃｒｏｓｓꎬ ２０１７)ꎮ 因此ꎬ早
期的植物园主要为当时的大学提供药用植物资源

和植物疗法的研究服务ꎬ如建于 １５４５ 年的帕多瓦

大学 植 物 园 主 要 用 来 栽 培 药 用 植 物 ( Ｆｏｒｂｅｓꎬ
２００８ꎻ Ｓｐｅｎｃｅｒ ＆ Ｃｒｏｓｓꎬ ２０１７)ꎮ 此外ꎬ欧洲殖民的

扩张ꎬ咖啡、茶叶、橡胶等经济植物成了 １８ 世纪至

１９ 世纪所建的邱园(１７６０ 年建立)、印度豪拉植物

园(１７８６ 年建立)、佩拉德尼亚皇家植物园(１８２１
年建立)、新加坡植物园(１８２２ 年建立)等植物园

主要关注的类群( Ｓｍｉｔｈꎬ ２０１９)ꎮ 因此ꎬ植物园的

建设历史伴随着植物文化的发展历史ꎬ它早期的

功能是收集和保存具有使用价值的植物物种ꎬ并
对这些物种开展引种驯化和开发利用研究(龙春

林和马克平ꎬ ２０１７ꎻ 陈进ꎬ ２０２２)ꎮ
２.２ 我国古典园林中植物文化的体现

我国植物园建设虽然起步较晚ꎬ但文化的展现

已成为我国古典园林和庭院景观建设中最重要的

部分ꎮ 除了用植物与粉壁、山石、门窗等形成绘画

意境的表达载体外ꎬ所栽培植物处处展现了通过植

物的寓意表达希望和向往的“比兴”价值和以植物

寄托人道德属性的“比德”价值(陈阳ꎬ ２０２１ꎻ 李文

等ꎬ ２０２１)ꎮ 例如ꎬ清代皇家园林植物多用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圆
柏 (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龙 爪 槐 ( Ｓｔｙｐｈｎｏｌｏｂ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Ｐｅｎｄｕｌａ’)、梅(Ｐｒｕｎｕｓ ｍｕｍｅ)、西府海棠

(Ｍａｌｕｓ×ｍｉｃｒｏｍａｌｕｓ)、玉兰(Ｙｕｌａｎｉａ ｄｅｎｕｄａｔａ)、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等植物ꎬ表达了德行、长寿、雅韵、
富贵、多子多福的寓意(胡楠等ꎬ ２０２２)ꎮ 与我国古

典园林中植物种类相比ꎬ西方以植物收集驯化为主

的植物园虽然较少ꎬ但一些具有典型文化属性的植

物类群在我国历史早期却有了专类园ꎮ 例如ꎬ象征

高洁品性的荷花(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自春秋时期就有

了专类园ꎬ元代已有寓意为长寿的菊花专类园(孙
欢等ꎬ ２０１６ꎻ 陈阳ꎬ ２０２１)ꎮ 此外ꎬ我国古典园林和

庭院景观的植物文化意识还体现在景点品题和雕

刻中ꎬ如苏州听枫园雕门楼上的匾额“听枫读画”
(杨晓东ꎬ ２０１１)ꎬ留园内的建筑中雕刻有双面镂雕

葫芦藤蔓纹样ꎬ寓意为福寿绵长、子孙繁盛(裴元

生ꎬ ２０２０)ꎮ
２.３ 现代植物园保护功能的提升和文化功能的弱化

植物园的建设和大量植物物种的收集、保存ꎬ
促进了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以及植物标本馆的建

立ꎮ 分类、命名和描述植物物种ꎬ从作为达到经济

需求的手段到转变为重要的科学知识体系( Ｓｍｉｔｈꎬ
２０１９)ꎮ 分类学、系统发育、群体遗传等重要的基

础学科逐渐成为植物园研究的重点(Ｂｌａｃｋｍｏｒ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随着生物多样性概

念的形成和发展ꎬ植物保护成为植物园的主要工

作任务(Ｈｅｙｗｏｏｄꎬ ２０１７ꎻ 魏钰等ꎬ ２０２３)ꎮ 在国际

植物园保护联盟(ＢＧＣＩ)针对«公约»出版的«全球

植物保护战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中ꎬ植物园是执行该

战略的主要保护和研究机构ꎮ １９８１ 年ꎬ全球植物

园迁 地 保 护 了 约 ３５ ０００ 种 维 管 植 物 ( Ｒａｖｅｎꎬ
１９８１)ꎬ到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全球 ２ １１２ 个植物园(树木

园)迁地栽培了约 １０ 万种维管植物(黄宏文和廖

景平ꎬ ２０２２)ꎬ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相比ꎬ增长了近

３ 倍ꎮ
由于植物园功能和主要研究方向的转变ꎬ因

此植物园的文化功能明显减弱ꎮ 黄宏文和廖景平

(２０２２)统计了全球 ４０ 多个国家约 ８０ 个国家植物

园的主要研究领域ꎬ共 ５０ 余类ꎬ其中包含民族植

物学研究的国家植物园仅有 ５ 个:３ 个在非洲ꎬ主
要为肯尼亚的内罗毕植物园ꎬ以及马拉维的国家

植物标本馆与植物园、低地国家植物园ꎻ１ 个在印

度洋ꎬ为斯里兰卡的佩勒代尼耶皇家植物园及 ５
个分园ꎻ１ 个在美洲ꎬ为美国国家热带植物园及 ５
个分 园ꎮ 根 据 ＢＧＣＩ 数 据 统 计 ( ｈｔｔｐｓ: / / ｔｏｏｌｓ.
ｂｇｃｉ.ｏｒｇ / ｇａｒｄｅｎ＿ｓｅａｒｃｈ.ｐｈｐ)ꎬ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在 ３ ０８５ 个植物园(南极洲除外)中(表 １)ꎬ开
展了民族植物学研究(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植

物园仅有 ２２７ 个(占比 ７.３６％)ꎻ开展了保护生物

学研究(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植物园有

３４５ 个(占比 １１.１８％)ꎻ制定了植物保护计划( ｈａｖｅ
ａ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的植物园有 ５３０ 个

(占比 １７.１８％)ꎮ 从各大洲情况来看ꎬ虽然北美洲

植物园数目最多ꎬ但其开展保护生物学研究、保护

计划、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比例均不高ꎮ 欧洲植物

园历史悠久ꎬ数量仅次于北美洲ꎬ是植物园开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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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物学研究和保护计划比例较高的大洲ꎬ但开

展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植物园同样较少ꎮ 全球开展

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植物园比例较高的是非洲

(１２.４３％)、亚洲(１０.０４％)和南美洲(８.０６％)ꎬ这
３ 个大洲也是全球生物文化多样性最高的大洲

(Ｌｏｈ ＆ Ｈａｒｍｏｎꎬ ２００５)ꎮ

表 １　 全球各大洲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保护生物学研究和保护计划的植物园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ａ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大洲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民族植物学研究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保护生物学研究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保护计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总计
Ｔｏｔａｌ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５８ ５.２３ ８４ ７.５８ １４７ １３.２７ １ １０８

大洋洲
Ｏｃｅａｎｉａ

３ ２.１６ １３ ９.３５ ２６ １８.７１ １３９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２ １２.４３ ２０ １１.３０ ４１ ２３.１６ １７７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７ ８.０６ ２７ １２.８０ ３２ １５.１７ ２１１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７２ ７.９８ １３２ １４.６３ ２０１ ２２.２８ ９０２

亚洲
Ａｓｉａ

５５ １０.０４ ６９ １２.５９ ８３ １５.１５ ５４８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２７ ７.３６ ３４５ １１.１８ ５３０ １７.１８ ３ ０８５

３　 国家植物园体系植物多样性保

护使命中植物文化建设的思考

３.１ 植物文化建设是全球植物园植物多样性保护

的新需求

尽管全球对植物物种保护做了大量工作ꎬ但
在降低植物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上效果并不显

著(Ｂｌａｃｋｍｏｒ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公众对植物的文化、
经济价值以及保护的必要性缺少足够认识是其中

一个原因(Ｈｅｙｗｏｏｄꎬ ２０１７)ꎮ 由于植物园除了迁

地保护之外ꎬ还兼具可持续利用、园艺展示、科学

普及和文化传播等多种功能( Ｃｒａｎ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龙春林和马克平ꎬ ２０１７)ꎬ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植

物园是解决恢复人类与植物物种和植物文化联系

的关键ꎬ因此可以通过保护、展示和新媒体等向公

众传达植物保护、植物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和 信 息 ( Ｄｏｄｄ ＆ Ｊｏｎｅｓꎬ ２０１０ꎻ Ｄｕｎｎꎬ ２０１７ꎻ
Ｈｅｙｗｏｏｄꎬ ２０１７ꎻ 刘华杰ꎬ ２０１７)ꎮ 同时ꎬ植物园也

应是解决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人类健

康等背景下如何可持续利用植物物种资源问题的

重要机构(Ｃｒａｎ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Ｑｕｍｓｉｙｅｈꎬ ２０１７ꎻ 龙春林和马

克平ꎬ ２０１７ꎻ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 Ｓｍｉｔｈꎬ ２０１９)ꎮ
国际上部分植物园已经将植物文化建设融入

植物多样性保护和科研工作ꎬ以及与社区或公众的

交流合作中ꎮ 例如ꎬ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开启了马达

加斯加民族植物学计划ꎮ 他们协助当地大学开展

民族植物学研究以及相关课程ꎬ并与当地居民一起

制定既利于生态又利于文化的保护计划ꎬ同时所开

展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为马达加斯加的植物保护增

加了许多植物文化信息 ( ＭｃＣｌａｔｃｈｅｙ ＆ Ｇｏｌｌｉｎꎬ
２００５ꎻ Ｒａｋｏｔｏａｒｉｖｅｌ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新加坡植物园于

２０１８ 年增建了民族植物园主题园ꎬ在该园展示了东

南亚文化中使用的 ３００ 多种植物ꎬ并包含一个民族

植物学展览中心(Ｆｒａｎｃｏ ＆ Ｍｕｓｔａｑｉｍꎬ ２０２１)ꎮ 建于

２００８ 年的约旦植物园着重展示了与其植物多样性

相关的地质和文化历史ꎬ并将人类生计作为其开展

工作的关键前提之一(Ｄｕｎｎꎬ ２０１７)ꎮ 美国康奈尔

植物园(康奈尔大学)领导国际科学家团队同亚洲

帕米尔山脉当地社区合作ꎬ利用传统的“生态日历”
来记录、监测植物物候和预测气候变化ꎬ并结合民

族生态学研究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Ｄｕｎｎꎬ
２０１７ꎻ Ｋａｓｓａ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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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我国现代植物园植物多样性保护中植物文化

建设存在的不足

我国现代自主建设的植物园始于 ２０ 世纪初

(胡宗刚ꎬ １９９７ꎻ 黄宏文和廖景平ꎬ ２０２２)ꎬ至今已

发展至 １６２ 家植物园ꎬ迁地保护了我国本土高等

植物物种的 ６０％、濒危及受威胁植物物种的 ３９％
(焦阳等ꎬ ２０１９)ꎬ并成立了“中国植物园联盟”ꎬ目
前已吸纳了 １２２ 家植物园ꎬ用以推进植物园间物

种资源、信息的共享与人员技术交流ꎬ为我国植物

多样性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在我国植物园体系

中ꎬ如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设立了民

族植物区、广西药用植物园建设了民族药物园ꎬ这
是植物园建设中突出植物文化的代表ꎮ

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ꎬ我国植物园体系在迁

地保护方面虽然成绩斐然ꎬ但植物文化建设却显

滞后ꎬ并且与植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结合不足ꎮ
３.２.１ 植物物种多样性信息中植物文化信息数据

不足 　 近年来ꎬ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ꎬ我国植物

园在生物多样性信息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ꎬ大量数

字信息化的物种编目、标本、物种照片、研究文献等

均已实现了网络化以及检索和查询功能ꎮ 例如ꎬ由
国家植物园(南园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南

国家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中国科

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中
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联合建设的“植物科学数

据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ｌａｎｔｐｌｕｓ.ｃｎ / ｃｎ)ꎬ包含了“植
物物种全息数据库” “植被生态大数据” “迁地保育

大数 据 ” 三 大 核 心 数 据 库ꎮ 中 国 植 物 园 联 盟

(ＣＵＢＧ)联合国内多家植物园构建了“中国迁地保

护植物大数据平台”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ｐｃ. ｃｕｂｇ. ｃｎ / )ꎬ该数

据平台关联了“植物园影像库” “植物园机构数据

库”“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数据库”等 ７ 种数据库ꎮ
由国家植物园(南园)建立的“中国植物图像库”
(ｈｔｔｐ: / / ｐｐｂｃ.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ꎬ以及由该植物园和上海辰

山植物园共同开发建设的 “中国自然标本馆”
(ｈｔｔｐｓ: / / ｃｆｈ.ａｃ.ｃｎ / )容纳了大量的植物物种影像信

息数据ꎮ 虽然“植物科学数据中心”和“中国迁地保

护植物大数据平台”均包含有资源植物信息数据ꎬ
并对资源植物按照食用、药用、油料、染料、香料等

使用价值做了区分ꎮ 但是ꎬ前者仅整理了«中国植

物志»内记载的相关信息ꎬ后者信息虽然有所补充ꎬ
但仍然只包含了物种作为各类资源用途的简单条

目ꎬ缺少文化来源、使用地区或民族、文化价值等相

关信息ꎮ
３.２.２ 欠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传统知识惠益分

享的考虑　 ２０１０ 年ꎬ«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上

达成«名古屋议定书»ꎬ成为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

获取与公平惠益分享的基石ꎮ 植物园作为全球植

物多样性迁地保护和引种驯化的主力军ꎬ是国家

或地区之间交换种质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的重要机

构(Ｄａｖ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植物园在与其他机构分

享种质资源或传统知识时ꎬ需要尊重«名古屋议定

书»的要求ꎬ承认、记录和有效传播这种惠益分享ꎬ
确保遗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持有者的利益ꎮ 我国

植物园体系中收集了大量种质资源(遗传资源)ꎬ
并遵循«公约»规定ꎬ开展了保护和公平共享遗传

资源惠益的工作ꎬ但却忽视了与遗传资源相关的

传统知识的惠益分享ꎬ缺少与传统知识相关的“获
取与利益分享”(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ꎬ ＡＢＳ)ꎮ
３.２.３ 缺少以文化展现植物多样性的主题园 　 我

国植物园中以专类植物展现文化的专类园居多ꎬ
如国家植物园(北园)的月季园、海棠园、丁香园ꎻ
武汉植物园的牡丹园和竹园ꎻ华南国家植物园的

兰园ꎻ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棕榈园等ꎮ 这些专

类园充分展现了一类植物的形态特征ꎬ以及与该

类植物相关的文化ꎬ使公众对若干类群的植物更

为熟知ꎮ 但是ꎬ以文化展现植物多样性的主题园

几乎没有ꎮ 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所涵盖的植物物

种非常丰富ꎬ如端午节粽子的包裹材料多达 ５７ 种

(Ｌ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西藏吉隆镇制作植物有 １６ 种

(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ꎻ水族用于制作酒曲的野生植

物达 １０３ 种(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西双版纳傣族佛

寺栽培的“五树六花” (许再富ꎬ ２０１１ꎻ 龙春林等ꎬ
２０１７)ꎮ 如果能以这些文化为基础构建植物文化

主题园ꎬ就能更加展现植物文化中植物物种多样

性的价值ꎬ将植物物种保护、传统文化传承和可持

续利用理念更有效地传播给公众ꎮ
３.３ 植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需求下国家植物园体

系的植物文化建设

２０１６ 年ꎬ洪德元院士对植物园提出了 ３ 个使

命ꎬ之后他在 ３ 个使命中进一步明确要求了植物

园需要“保护和利用植物多样性ꎬ造福人类ꎬ特别

是造福人类的未来”ꎮ ２０２１ 年ꎬ国务院同意在北京

设立国家植物园ꎬ批复文件中要求国家植物园体

系坚持以植物迁地保护为重点的同时ꎬ强调了“植

８８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物知识”同“园林文化”的融合展示ꎬ要求国家植物

园“讲好中国植物故事ꎬ彰显中华文化和生物多样

性魅力”ꎮ 可见ꎬ无论是科学家的远见卓识还是国

务院从国家层面决策的高屋建瓴ꎬ都强调了植物

园、植物多样性同人类福祉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

的关系ꎮ 国家植物园在聚焦收集、保护和管理植

物物种的同时ꎬ需进一步考虑人类社会发展的需

求和可持续利用等问题ꎮ 因此ꎬ我们从植物多样

性保护和利用、惠益共享、公众参与 ３ 个层面对国

家植物园体系植物文化建设提出建议ꎮ
３.３.１ 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层面 　 需要瞄准«公
约»三大目标ꎬ真正理解«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行动目标、«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以及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２０１１—
２０３０ 年)中关于“传统知识” “遗传资源” “土著人

民和地方社区”的要求ꎬ并以之为准则ꎬ加强在植

物多样性信息和种质资源库建设中植物文化的考

量ꎬ形成以提高植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成

效、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为导向的植物文化

建设目标ꎮ 国家植物园体系需联合地方利益相关

方ꎬ鼓励植物园决策层和科研人员ꎬ以及地方高

校、科研院所、保护组织、社区积极开展民族植物

学研究ꎬ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文化研究ꎬ开
设相关培训课程ꎬ积累相关科研成果ꎮ 制订遗传

资源和传统知识的编目标准ꎬ充分收集、整理、归
纳已有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成果ꎬ依照标准要求对

现有的植物物种、种质资源、植物图像等数据信息

平台进行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信息数据的更新和

补充ꎮ 在编目中尤其需要明确归属区域 /民族、可
持续利用方式、来源文献和视觉参考资料等信息ꎬ
为实现保护以及惠益分享提供便利ꎮ
３.３.２ 植物多样性惠益共享层面 　 为确保植物园

引入的、向第三方提供的活体植物材料ꎬ以及相关

传统知识都能得到保护和监督管理ꎬ应建立涵盖

传统知识的 ＡＢＳ 标准程序ꎮ 参照邱园已经开发的

“ＡＢＳ 工具箱”(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２０２２)ꎬ该标准程序可包

含对工作人员政策和程序的定期培训ꎬ选择专人

负责该事项ꎻ基于传统知识信息数据库ꎬ对相关传

统知识信息来源和分享进行记录ꎬ并进行跟踪监

管ꎻ相关传统知识使用说明ꎬ说明植物园将如何使

用ꎻ制订事先知情同意书( ｐｒｉ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ｓｅｎｔꎬ
ＰＩＣ) 和 共 同 商 定 条 件 (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ａｇｒｅｅｄ ｔｅｒｍｓꎬ
ＭＡＴ)的文件ꎻ传统知识获取和利益分享协议ꎮ 此

外ꎬ２０ 世纪欧美植物园已将我国大量植物物种引

入ꎬ其中仅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就引种了我国 １ ７００
多种植物、９００ 多种特有种(武建勇等ꎬ ２０１３)ꎬ一
些重要的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已在议定书生

效前被欧美植物园获取ꎮ 因此ꎬ需要我们抓紧对

这些已经流出的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信息进

行梳理、跟踪和监管ꎬ以确保今后第三方用于商业

开发时能获得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ꎮ
３.３.３ 植物多样性公众参与层面 　 基于我国植物

文化的丰富性ꎬ国家植物园建设应充分考虑其所

能展现的地域性和独特性ꎬ增设民族植物文化主

题园或展览馆ꎮ 例如ꎬ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ꎬ增
设西南地区民族植物文化主题园ꎬ在广东增设岭

南植物文化主题园ꎬ或者定期组织与当地民俗或

节日文化相关的植物文化展示活动ꎮ 这类植物文

化展示能够以多种形式展现民族文化中对植物物

种的利用和精神连结ꎬ传播植物多样性与人类生

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理念ꎬ同时结合民族植物学、
民族生态学的研究成果ꎬ让公众更加理解植物资

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粮食

安全、人类健康等问题的重要性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ꎮ 我国近年来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ꎬ成
功举办«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ꎬ形成具有历

史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ꎬ
指导全球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需要实现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目标ꎬ这份框架被称为“人与自然的和平协

定”ꎬ是我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球引领作用的

体现ꎮ ２０２２ 年ꎬ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开启ꎬ
标志着我国植物物种迁地保护走上了一个崭新的

阶段ꎬ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ꎮ 如何

在有效保护植物多样性的同时满足人类社会的需

求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国家植物园这一

阶段的重要课题ꎮ 因此ꎬ基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

明和深厚的民族文化ꎬ我国植物园在植物多样性

保护中增强植物文化建设ꎬ必将形成具有中国生

态文明特色的国家植物园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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