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３１１０１００３３ ３３ 陈平

　 第 ２９ 卷　 第 ６ 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中　 国　 环　 境　 监　 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６
Ｄｅｃ． ２０１３

　

日本国家尺度生物多样性监测概况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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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保护地球生物资源，１９９２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１９９３ 年正式生

效。 公约第 ７ 条规定了缔约方有履行识别和监测需要保护的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之义务。 为此，全方位、多层次

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得以建立和开展工作。 日本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为履约

并保护其国内因经济发展而受到严重威胁的自然环境和自然遗产，整合其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展的“自然环境保护基础调

查”和 ２１ 世纪 ２００３ 年开始构建的“重要地域生态系统监测网络”，逐步形成了国家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 根据日

本生物多样性中心公布的信息与数据，介绍了日本国家尺度生物多样性监测的两项主要工作，即自然环境保护基础调查

和重要地域生态系统监测网络；总结了日本国家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提出了加强中国生物多样性监

测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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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目前人类所面临的全球环

境问题之一。 现代工业的发展、人口的急剧增加

和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对地球的各种生物和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产生了极大冲击，使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造成许

多珍稀物种濒危甚至灭绝［１］。 在上世纪五十年

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日本处于经济急速增长

期，经济发展优先于环境保护工作，从而使得日本

自然环境和自然遗产面临严重冲击，为此日本于

１９７３ 年开始第 １ 次全国性“自然环境保护基础调

查”（以下简称为“基础调查”），旨在了解日本全

境的自然环境现状和亟需保护的自然遗产，至
２０１２ 年已经开展了 ７ 次调查。 ２００２ 年，以内阁会

议决定的《新·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方针为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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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开始筹备和建设重要地域生态系统监测网络，
从 ２００３ 至今已经制定两个 ５ 年规划并予以实施。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今，日本耗资 １４８ 亿日元，持
续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积累了大量珍贵和有价

值的管理经验、技术规范和监测数据，为评价日本

生物多样性现状和变化趋势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

础数据。

１　 自然环境保护基础调查

１ １　 基础调查依据和概况

自然环境保护基础调查依据《自然环境保护

法》（１９７２）第 ４ 条之规定：“国家必须每 ５ 年实施

基础调查，包括地形、地质、植被、野生动物以及其

他为保护自然环境所做调查，为实施保护自然环

境政策提供依据”。 基础调查又称之为“绿色国

情调查”，主要开展陆地、地表水和海域的国土状

况调查，其目的在于了解自然环境的时空变化趋

势。 以 ５ 年为一个调查周期，１９７３—２０１２ 年已经

开展了 ７ 次调查，主要为自然保护区规划、自然公

园指定工作、国土规划、环境基本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以及各种地域规划和环境调查及普查工作等

提供基础信息和数据。
基础调查是拉网式的资源普查性质，是生物

多样性本底调查的基础工作。 主要从区域角度了

解日本自然环境的现状，调查区域依据地形图划

分地理网格，网格基本单位为 １ ｋｍ × １ ｋｍ。 调查

项目包括植被、野生动植物、地形、地质、陆地水

域、海域、生态系统等诸多方面。 由环境厅委托地

方政府及民间调查机构开展调查，
调查技术路线：首先成立由各个领域专家组

成的“自然环境保护调查委员会”和相关学科委

员会，通过召开“自然环境保护基础调查研讨会”
制定调查方法和技术规范，根据规范开展调查和

数据处理（汇总、统计和归一化）和发布。 调查方

法以收集资料、分析解析资料、遥感判读、现场调

查和监测（抽样调查、样地调查、记录等）、听证会

等形式为主。
调查结果有报告书和各类专题图集，调查成

果通过报告书、地图等方式予以公开，可以从生物

多样性中心网站获取［２］。
１ ２　 历次调查情况

基础调查已经持续 ３０ 年，每次调查项目根据

情况进行调整，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３⁃５］，历次调

查概况见表 １。
第 １ 次基础调查始于 １９７３ 年，以保护自然环

境中重要世界遗产等亟需保护的自然区域为中心

开展调查。 主要调查内容有自然基础资源本底调

查和变化情况调查两大方面，调查区域划分为陆

域、陆地水域和海域三大区域类型区。
第 ２ 次基础调查历时 ５ 年，在实施调查前，明

确调查性质为开展关于自然环境网状调查，收集

客观基础信息，为此，在调查前进行规划后予以实

施。 调查区域划分使用网格法，对自然环境进行

全覆盖的客观调查，收集基础信息。 根据实施政

策的需要和考虑调查可行性的前提下，明确 ５ 个

方面作为调查工作重点，确定了 １４ 个调查项目。
５ 个调查工作重点包括：① 制定关于需要保护的

重要动植物评选标准，根据评选标准制定动植物

风险物种，了解风险较高的动植物栖息地及栖息

状态。 ②制作 ５ 万分之一植被分布图（制作区域

覆盖全日本约 ２ 分之一国土面积）。 ③了解野生

动物分布状况。 ④了解海岸、河流、湖泊等自然环

境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情况，列举其中还未受到人

为因素改变保持天然状态的地域。 ⑤将调查数据

汇总、整理，使信息利用达到不仅可以供行政机关

使用，还可以供民众广泛利用的程度。
第 ３ 次基础调查：在第 ２ 次调查基础上，一方

面扩大调查对象继续开展调查，另一方面，了解第

２ 次调查之后的变化。 与第 ２ 次相比，不同在于：
①调查对象增加了动物调查，开展的是动植物全

面调查。 ②调查方式和人员采用了志愿者参加方

式，吸收一般民众参与调查，对居民居住地周边地

域进行调查 （动植物分布调查，环境指标种调

查）。 ③开展了地形状况等自然景观资源调查。
第 ４ 次基础调查：采取网格布点方式，了解第

３ 次调查之后的变化趋势。 第 ４ 次调查不同于第

３ 次调查的有以下 ３ 点：①调查增加了巨大树木·
林（树干周长大于等于 ３ ｍ）的分布调查。 ②之前

的历次调查主要以一级河流的干流及其主要支流

和冲绳县内的浦内川为调查对象，此次调查增加

了主要二级河流的干流及一级河流的支流。 ③开

始了生态系统整体监测。
第 ５ 次基础调查：目的在于了解整体状况及

变化趋势。 与第 ４ 次调查不同之处在于：①增加

了湿地调查。 ②开展了环境指标种调查和特定物

种调查。 ③河流调查区域与第 ３ 次相同。 １９９４
年进行了生物多样性调查，１９９７ 年开展了海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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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重要沿岸生物调查、海栖动物调查组成的海域 自然环境保护基础调查。

表 １　 日本自然环境保护基础调查项目实施概况表［４］

调查 第 １ 次调查 第 ２ 次调查 第 ３ 次调查 第 ４ 次调查 第 ５ 次调查 第 ６ 次调查 第 ７ 次调查

实施年代 １９７３ 年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８３—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 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

调查
概况

植被 自 然 度 调
查：完成 １ ／ ２０ 万
现存植被图；评
价植 被 自 然 度
（１０ 个等级）

植被调查：完成 １ ／ ５ 万现存植被图

植被调查：根据
遥感图像解译植
被变化地域，修
订植被图

植被调查
植被调查：对应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全面
修订植被图，完成 １ ／ ２ ５ 万现存植被图

优美自然地域调
查： 选 择 “ 全
国”、 “ 地 方 ”、
“都道府县” 三
级优美自然地域

动物分布调查：
完成大中型哺乳
类、繁殖鸟类全
国分布图

动植 物 分 布 调
查：包括一般志
愿者参加的“环
境指 标 物 种 调
查”和专业人员
进行的“全物种
调查”

动植物分布调查

物种 多 样 性 调
查：大幅扩充动
植物分布调查，
追踪鸟类 ２０ 年
趋势变化。

物种 多 样 性 调
查：：分析大中型
哺乳 类 和 鸟 类
２０ 年变化趋势

物种多样性调查：收
集数据较少的生物分
类数据，以掌握分布
地域变化，修订濒临
灭绝的野生生物表

环境 给 予 度 调
查：计算关东地
区植被生物量

特定植物群落调
查：根据选定标
准，提出需要保
护群落。

特定植物群落调
查：包括追加调
查、追踪调查、生
育状况调查

巨 大 树 木·林
（树干周长≥３
ｍ）分布调查

基因 多 样 性 调
查：分析 ４０ 种动
植物的基因

物种多样性调查：委托都道府县实施生态
系统监测模型调查；为制定监测 １ ０００ 网
络的技术规范和大型哺乳动物密度及个
数估算做技术准备。

海岸调查、湖泊沼泽（湿地）调查、河流调查；湖泊沼泽调查到第 ４ 次调查为
止、湿地调查在第 ５ 次实施

特定哺乳动物生存情
况调查沿岸地域变化
情况调查

滩涂、藻场、珊瑚
礁调查

海域生物环境调
查

重要沿岸生物调
查、海栖动物调
查

藻场、滩涂调查：选择 ５００ 个重要湿地开
展藻场、滩涂调查，以了解浅海域生态系
统的环境质量

自然景观资源调
查

生态系统综合监
测调查

生态系统多样性地域调
查：调查生态系统的构
成要素（物种名录） 与
构造 （动植物群落结
构），以获取保护生态
系统所需的基础资料

监测 １ ０００ 网络：森林、草原、农林
牧区、湖泊、湿地、珊瑚礁、岩石海
岸、滩涂、藻场、高山、岛屿等标志
性生物的定点观测。 目的在于了
解生态系统的质量状况

调查
经费 ／
日元

４ 亿 １４ 亿 １４ 亿 １２ 亿

２８ 亿（包括第 １
期多样性调查和
海域 调 查 的 经
费）

３５ 亿（其中包括
监测 １ ０００ 网络
的 ８ 亿）、第 ２ 期
多样性调查经费

４１ 亿 （ 其 中 监 测 １
０００ 网络的监测费用
为 ２１ 亿）

　 　 第 ６ 和第 ７ 次调查：主要工作包括，①重新修

订制作了 ２ ５ 万分之一植被分布图，至 ２００７ 年

末，日本国土 ３９％ 的地域修订完成。 ２００４ 年之

后，随 ＧＩＳ 技术的开发与进展，日本从 ２００５ 年开

始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的植被分布图 ＧＩＳ 化；为提高

效率，利用遥感等技术开展植被概况调查工作。
②物种的多样性调查（哺乳类调查）。 ③浅海域

生态系统调查。 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度，选择 ５００ 个

重要湿地进行滩涂、藻场生物群落的调查工作，收
集了浅海域生态系统的基础信息。

２　 重要地域生态系统监测网络

２ １　 重要地域生态系统监测网络构建依据和概

况［５］

重要地域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以下简称为监

测 １ ０００）是以 ２００２ 年内阁会议决定的“新·生物

多样性国家战略”方针为契机，于 ２００３ 年开始构

建。 《新·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第 ３ 部第 ６ 节规

定：为能够早期了解自然环境恶化情况，分析其原

因，作为促进保护战略实施需要收集高质量的数

据，组织地域专家及 ＮＰＯ 等各部门专业人员，在
全日本建设 １ ０００ 个左右固定监测子站，开展动

植物栖息地环境及生活状态的长期监测网络。 此

项工作 ５ 年为一个周期，开展连续 １００ 年的长期

生态监测。 与自然环境保护基础调查不同在于，
此项工作不是覆盖日本全境的国土普查，而是长

期定点监测，目的在于了解生态系统状况，进行生

物多样性评价。
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正常运转是

人类享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本保证，生态系

统状态正常与否的核心在于其能量流动和物质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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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状态，监测 １ ０００ 的构建理念就是了解生态系

统状态和监测其发生异常变动的迹象和发展趋

势，解析变化原因。 而表明生态系统功能的指标

是，在各种生态系统类型中承担重要任务的生物

群落以及保证其流动的温度、水、湿度等物理化学

要素的情况。 具体有：生态系统工程师、主要生物

的优势种、关键种、授粉者、种子传播者以及在各

类生态系统之间移动的生物 （候鸟、洄游鱼类

等）。 表 ２ 的调查项目体现了生态系统功能状态

的各类指标。

表 ２　 日本重要地域生态系统监测网络监测子站一览表［７］

生态系统类型 主要调查项目
子站

数※
备注

子站类型 调查者

陆域

高山带

森林、草原

农林牧区

①物理环境调查（气温、地温）②植被调查
（植被、树龄、开花节律）③昆虫调查（飞虫、
爬虫）

５ 研究人员

①植被概况调查。 ②树木调查（树种、树高、
树冠等数据）。 ③落叶和落枝调查。 ④昆虫
调查。 ⑤陆生鸟类调查。

２０ 核心子站 研究人员

①植被概况调查。 ②树木调查（树种、树高、
树冠等数据）。 ③陆生鸟类调查。 监测频
次：１ 次 ／ ５ 年

２８ 准核心子站 研究人员

①植被概况调查。 ②陆生鸟类调查。 监测
频次：１ 次 ／ ５ 年

４２２ 陆生鸟类子站 市民调查员

①人为干扰调查。 ②草本植物调查。
③水环境调查。 ④指示动物调查（６ 项目） １８ 核心子站 市民调查员

卫星子站的调查内容：从核心子站的 ４ 类调
查中选择，开展 １ 种类型类或多种类型调
查。

１７６ 卫星子站 市民调查员

陆地
水域

湖泊和沼泽、湿地
①植被概况调查。 ②浮游生物调查
①湖泊沼泽概况调查。 ②雁鸭类调查

１０
８０ 雁鸭类监测子站

研究人员
市民调查员

海域

沿岸、
浅海
地域

　 　 　 岛屿中的小岛屿

沙丘

岩石海岸

滩涂

大叶藻场（大叶藻：海带）

藻场

珊瑚礁

①海滨概况调查（面积、植被）。 ②海龟登陆
产卵调查

４１ 海龟监测子站 市民调查员

底生生物调查 ６ 研究人员

底生生物调查等 ８ 研究人员

①（ 滩 涂 概 况 调 查 ）、 ② 鹬 科 （ 学 名：
Ｓｃｏｌｏｐａｃｉｄａｅ ） 和 鸻 形 目 （ 学 名：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ｆｏｒｍｅｓ）海洋鸟类调查

１３３ 鹬科鸻形目海洋
鸟类监测子站

市民调查员

海草调查等 ６ 研究人员

海藻调查等 ６ 研究人员

①底质、底质中悬浮物含有量、②珊瑚礁被
度、长棘海星调查等

２４ 研究人员

①植被概况调查、②全部鸟类调查、③对象
物种调查

３０ 海鸟监测子站 研究人员

合计 １ ０１３




























　 　 注：※子站数为暂定（包含暂定子站），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监测 １ ０００ 的构建和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同时期重点有所不同。

　 　 调查技术路线：首先成立由各个领域专家组

成的“监测 １ ０００ 促进研讨委员会”和分学科研讨

会，通过召开“监测 １ ０００ 调查研讨会”制定点位

设置原则、调查方法和技术规范，根据规范开展调

查和数据处理（汇总、统计和归一化）和发布。 调

查方法包括：现场目视调查、标本采集和分类、电
子仪器分析等方法。 调查人员包括专业研究人

员、市民志愿者等。
根据全日本各种生态种群的类型（森林、草

原、高山带、湖沼、湿地、岩石海岸、滩涂、海藻场、
珊瑚礁、岛屿）选取典型区域建设监测子站并开

展典型生态类型区的监测。 监测子站分为核心子

站（ｃｏｒｅ ｓｉｔｅｓ）和卫星子站（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ｉｔｅｓ）２ 种，核
心子站又分为核心子站和准核心子站（ ｓｕｂ⁃ｃｏｒｅ
ｓｉｔｅｓ）。 核心子站具有明确的范围，调查项目较

多，是为全面了解生态系统状况而实施的调查与

监测；卫星子站监测项目较少，也不严格要求明确

的范围。 监测频次因子站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



２０１３１１０１００３３ ３３ 陈平

　 １８８　　 中　 国　 环　 境　 监　 测 第 ２９ 卷　 第 ６ 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核心子站监测频次原则上 １ 次 ／年，准核心子站和

卫星子站的监测频次为 １ 次 ／ ５ 年。
监测 １ ０００ 网络布点设置原则在以下 ５ 个方

面体现了综合性和地域性特点。 第一，划分地域

类型区。 环境省根据日本气候带、地形、洋流、植
物区系、土地利用类型等划分 １０ 个类型区（保护

生物多样性国土分区）。 具体有以下 ４ 个指

标［６］：①岛屿规模，分为大陆岛屿和海洋岛屿两

种。 ②生物地理界线，根据渡濑线和布莱基斯顿

线划分。 渡濑线为日木屋久岛、种子岛与奄美各

岛间，由七岛滩（吐噶喇列岛）东西所引的生物地

理线；布莱基斯顿线（Ｂｌａｋｉｓｔｏｎ′ｓ ｌｉｎｅ）—在日本本

州岛和北海道岛间所划的生物界线，系 １８８０ 年布

莱基斯顿和普赖尔（Ｔ． Ｗ． Ｂｌａｋｉｓｔｏｎ，Ｈ． Ｐｒｙｅｒ）根

据鸟类分布所提出的界线。 ③气温，根据温暖指

数划分。 温度指数（ｗａｒｍｔｈ ｉｎｄｅｘ；ＷＩ）—由日本

生态学家吉良龙夫（Ｋｉｒａ Ｔａｔｕｏ）提出的反映一个

地区热量条件的指标，是一种简易的有效积温，由
大于 ５ ℃的各月平均气温累加而得。 ④年降水

量。 １０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为：北海道东部区

域、北海道西部区域，本州岛中北部太平洋沿岸、
本州岛中北部日本海沿岸、北陆·山阴区域、本州

岛中部太平洋区域、濑户内海周边区域、纪伊半

岛·四国·九州区域、奄美·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

区域。 第二，在日本全境根据生态类型划分区域

选点设置监测子站。 第三，子站布置地域尽量覆

盖全日本，各个行政区也需要兼顾平衡布局。 第

四，在满足以上条件的基础上，子站设置点位在考

虑进行生态系统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兼顾日本特

有生态系统和物种监测地域。 第五，参考自然环

境保护基础调查结果，根据各类生态类型区的地

域特点，考虑实施调查监测的可行性（人员、费
用、安全性、工作基础等）设置子站。

监测网络管理部门为环境省自然环境局生

物多样性中心，主要负责构建监测网络、确定监

测调查项目、研究及制定监测技术方法及开展

监测、公布监测结果等方面的工作。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年度开展第 １ 期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设计调查技术路线、选定调查子站、构筑调查体

制、确定调查目的。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正式调查监

测工作。 截止 ２０１１ 年共设置 １ ０１３ 个监测子

站，具体见表 ２。
监测网络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内容：了解各种

生态系统变化趋势，进行全国数据比对。 掌握

日本生物多样性状况。 累积高精度的自然环境

信息和数据，进行生物多样性评价。 跟踪变化

趋势，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保护自然环

境。
对于调查监测获取的资料，原则上根据生态

系统类型发布年度调查报告，例如历年的《高山

带调查报告》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森林·草原调

查报告》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陆地水域调查报

告》（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沿岸调查报告》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珊瑚礁调查报告》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
等。 根据各个专业委员会的研究结果，每 ５ 年

进行汇总分析，发布综合报告书，时间单位从 １
年、５ 年以及数十年不等，分析生态系统的时空

变化趋势。

３　 日本国家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

３ １　 生物多样性监测特点

生物多样性监测具有和其他环境媒介（空

气、水、土壤等）监测不同的特点，可以从点位布

局设置、监测区域范围、分析方法和评价方法 ４ 个

方面体现。
３ １ １　 生物多样性监测点位布局特点

监测点位整体布局来看，早期的环境监测主

要侧重于公害影响较大的位置或区域（污染区），
起因是为查明发生污染事故的原因而实施定点监

测，目的在于查出污染事故的污染源和污染物质；
而伴随环境意识的提高和对环境全球性认识的加

强，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地域性更加受到关注，无
论是传统污染物的监测与评价或后现代工业对环

境产生的风险和威胁的理念形成，环境问题不再

是单一某个污染物质排放或公害，而是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的问题。 监测对象从传统的 ７ 大公害

（大气污染、恶臭、噪音、水质污染、振动、土壤污

染和地基下沉）扩展到温室气体监测、生物多样

性监测等具有全球影响的物质和对象。 环境监测

也从污染源监测扩展到环境质量监测，从管理角

度分可为常规监测、应急监测、监督性监测、调查

和普查等。 从区域角度看，不再是小尺度、局部的

污染问题，而是大尺度区域性问题，环境污染原因

的综合分析、环境风险评价以及全球控制等日益

受到国际和各国政府的重视。 上述监测 １ ０００ 网

络点位设置原则的综合性和地域性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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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２　 生物多样性监测区域范围特点

从监测区域来看，空气、水等环境媒介监测是

以点位监测为主，监测点的位置、高度等信息规定

明确，数据表明的位置要求明确。 如水深 ５、１０ ｍ
等，监测点位数据易于标明。 而生物多样性监测

之所以是使用“子站”的概念，是因为其监测是在

一定范围，一定区域尺度内进行。 例如，珊瑚礁监

测，根据《２０１１ 年度重要生态系统监测地域监测

网络珊瑚礁调查报告书》的数据，２４ 个珊瑚礁子

站共对 ５０２ 个监测点开展调查监测，根据监测数

据得出珊瑚礁分布状况（珊瑚被度、集中分布区

域等）和现状（良好生存区、珊瑚礁白化状况等）
等结论。
３ １ ３　 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法特点

监测分析方法方面，水、气、声等环境媒介的

监测以分析化学和物理监测手段为主，定量乃至

现代实验室的痕量分析，表明现代环境监测的实

验室分析技术的高精度化，结果常常以浓度值标

明。 而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法以资料汇总解析和调

查为主，现场调查、遥感调查等，结果是概况，定性

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３ １ ４　 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特点

评价方面，水、气、声等环境媒介评价以标准

限值为评价标准，即使是多因子评价，也是在单因

子监测结果达标与否或浓度值加权分析为主；而
生物多样性状况及异变往往与自然地理的区域特

点、人类活动、地域经济结构、人口和城市带的分

布以及环境状况（全球气候温暖化、海洋酸化、化
学物质污染、外来物种侵袭等环境问题）具有密

切相关性，因此，生物多样性的评价往往采用自

然、人文、经济等许多统计数据和大量的国土普查

数据和环境监测数据来进行评价；生物多样性评

价常常是定性评价，分析趋势变化，分析其好转或

变差。
３ ２　 日本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

“基础调查”属于国土资源普查性质，“监测

１ ０００”属于生态系统类型典型区域的长期定点监

测；二者相辅相成，具有密切联系，但其工作目的、
点位布设原则各有特点，不可相互替代。 日本环

境省在总结半个世纪工作的基础上，整合上世纪

７０ 年代开展的“自然环境保护基础调查”和本世

纪 ２００３ 年开始构建的“重要地域生态系统监测网

络”，逐步形成了国家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体

系。

４　 研究日本国家尺度生物多样性监测体

系对加强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

启示

　 　 日本国家尺度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构成和形

成历程表明，国家尺度生物多样性监测是一个需

要长时间、高投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发

展历程及其经验对于加强我国生物多样性监测具

有借鉴意义。
４ １　 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现状［８］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条内容为查明与监测。
协议要求每一缔约国应尽可能并酌情，特别是为

了第 ８ 条至第 １０ 条的目的：（ａ）查明对保护和持

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组成部

分，要顾及附件 １ 所载指示性种类清单；（ｂ）通过

抽样调查和其他技术，监测依照以上（ ａ）项查明

的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要特别注意那些需要采

取紧急保护措施以及那些具有最大持续利用潜力

的组成部分；（ｃ）查明对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

样性产生或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过程和活动

种类，并通过抽样调查和其他技术，监测其影响；
（ｄ）以各种方式保存并整理依照以上（ａ）、（ｂ）和
（ｃ）项从事查明和监测活动所获得的数据。

生物多样性的查明与监测活动是履行生物多

样性公约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中国已将生物多

样性查明与监测纳入到国家和跨部门计划中，并
正在积极履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在查明与监测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主要有：①初

步建立了监测体系。 ②开展了大量的生物资源本

底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另一方面，中国在执行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

动计划过程中，由于多方面的条件限制，进展相对

缓慢，其重点仍然停留在查明、收集和异位保存方

面，监测计划尚未全面实施。 生物多样性的查明

与监测只是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初级阶段，
在查明与监测方面遇到以下主要限制因素：①资

源本底仍然不够清楚。 ②资源调查缺乏持续性和

制度化。 ③监测体系不够健全。 ④监测人员技术

队伍不稳定、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分类人才缺口较

大，野外调研人员野外工作经验不足，专业技能有

待提高。 ⑤资金不足，中国地大物博，生物多样性

非常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查明与监测是一项长期

而耗资巨大的工程，目前资金问题仍然是困扰生

物多样性查明与监测的主要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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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加强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重要性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的不

合理利用、种植和养殖品种单一化、外来物种入

侵、气候变化等原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面临着严

峻的威胁。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环保部在中

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中指

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已经进入一个关键

阶段，但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已明显滞后于保护

需要。 应加快建设国家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开
展生物多样性长期监测。 为此，在“今后优先行

动和能力建设需求”中提出，开展全国重要生态

系统、物种、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与编

目，构建相关数据库和信息网络，建设全国生物多

样性监测和预警体系，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评

估［９］。
４ ３ 加强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建议

中国迄今已经建立了主要生态系统和关键物

种的监测网络，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监测工作。 建

立了森林资源监测体系、湿地资源监测中心、野生

动植物资源监测中心和荒漠化监测中心；建立了

农业环境监测网络、全国海洋环境监测系统；组建

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建立了生态定位研

究站。 长期从事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演替、物种

消长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１０］。 为

加强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提出以下建议：第
一，中国应该整合已有的各部门和科研机构的专

业监测网络和已有工作基础，建立覆盖全国的生

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基

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开

展生物多样性监测构建监测网络，需要根据生物

监测特点体现区域性、综合性设置网络；覆盖中国

各种生态系统类型，包括森林、草原、山地、内陆水

域、缺水和半湿润地区、农区、陆地、海洋和沿海、
岛屿生态系统。 监测网络功能在于开展各类生态

系统、物种和遗传监测，查明中国生物多样性情况

和变化趋势。 第二，加强技术体系研究，主要包括

建设生物多样性监测标准体系、技术培训、数据汇

总与分析、专题报告和综合报告编写、数据库的构

建和维护等方面。 标准体系包括监测指标和监测

技术方法等内容。 第三，加大资金投入，开展国家

尺度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逐步建立和完善国

家尺度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 第四，建立有效机

制维护和组织从调查和监测计划中得到的数据，
并在国家层面协调信息收集和管理。 第五，加强

统筹管理和相互协作，使得负责生物多样性调查

和监测工作的机构在资金和行政上的管理具有稳

定性和联系性；为生物多样性评价和保护工作提

供数据支持和技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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