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双版纳宣言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于 2019 年 1 月 3-5 日举行第四届西双版纳国际研讨会,会议主

题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拯救植物”。所有参会人员经认真讨论，一致同意发布下列宣言。 

1. 认识到植物多样性是支撑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关键基础。 

2. 认识到维持植物多样性是实现许多重要国际公约所设目标的基石，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2011-2020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the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国家生物多样性战

略和行动计划》等。 

3. 特别注意到植物多样性会对实现以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做出贡献：消除贫穷（目标 1）、防止

饥饿（目标 2）、人类健康（目标 3）、清洁饮用水（目标 6）、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目标 7）、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 11）、气候行动（目标 13）和陆地生物（目标 15）等。 

4. 认同世界各地的植物仍然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威胁，这些威胁因素包括生境消失与退化、不可

持续的开发、污染、物种入侵和气候变化。 

5. 注意到当前技术水平已经可以做到防止任何一种植物物种的灭绝，通过在保护区和其他可持

续管理的栖息地中进行的就地保护，和通过种子库、超低温保存和活植物收集区（或专类园）

里的迁地保护，已经有能力保护所有已知的珍稀濒危物种。 

6. 因此可以认为，任何一种已知植物物种的灭绝都是不可原谅的。 

7. 也认识到植物园是一独特的保护机构，可以将专业知识、经验和技能及资源综合运用到有效

的植物保护中，并实现科学研究、园林园艺、保护和公众教育之间的有效融合。 

8. 注意到许多植物园已经对植物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必须承认，仍急需扩大现有的植物保

护行动的规模，包括各个植物园自身的行动以及通过与合作伙伴网络、机构及其他组织的联

合行动。 

9. 指出于 2002 年正式被《生物多样性公约》接受、2011 年更新的《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为全球

植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框架并取得了重要成绩。 

 

因此，2019年西双版纳第四次国际会议的参会人员倡议： 

10. 极力主张植物园及其他相关植物研究和保护机构应利用个人和集体的资源和力量： 

（1）加快完成全球植物物种编目，因为只有已知或描述过的物种方可进行保护； 

（2）支持开发有效的物种鉴定工具，以加强对受非法或无管制交易威胁物种的保护； 



（3）完成对所有已知物种的灭绝风险评估，以便对最需要保护的物种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保

护； 

（4）设计、设立、保护和管理更多的保护区及其他可持续管理的栖息地， 尤其是生物多样

性的重点区域，以便在自然环境中保护受威胁的植物物种，即就地保护，使得它们在野外成

为一稳定的种群并支撑与之相关系的其它物种； 

（5）研究和监测珍稀濒危和衰退的植物野生种群，确保它们是有效保护项目的对象，实现种

群的野外自我繁衍； 

（6）继续发展配套措施，支持珍稀濒危植物物种的保护和种群恢复，包括迁地保护措施，如：

在种子库、超低温冷库和活植物收集区，开展基因多样化和补充性的种质收集； 

（7）弄清所有已知珍稀濒危物种的种子储存能力和繁殖方法，以便提供最及时有效的迁地保

护方法； 

（8）发起保护迁移（conservation translocations）的新计划，扩大生态恢复的规模，以

支持濒危物种及其生境的恢复； 

（9）对普通大众、决策者和所有年龄段的学生进行科普，包括植物的重要性及对人类福祉的

重要价值，植物保护的重要性及方法。 

（10）让当地、区域及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参与到制定植物保护的政策和行动中来，确保植物

物种的永久存在； 

（11）积极参与构建活跃的植物保护网络，填补植物保护的空白区域、发展相关知识。 

11. 呼吁所有植物园将植物保护列为其使命的重中之重，与主管机构、资助机构、赞助商、游客、

当地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一道，扩大植物保护行动的规模并提高其有效性，以确保植物物

种零灭绝。 

12. 进一步呼吁建立新的植物园，并加大对现有植物园的支持，尤其是处于植物多样性富集的地

区和具有气候和生物地理独特性的植物园，以弥补现有植物园网络中分布不够合理的不足。 

13. 最后，与会者敦促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关注并制定新的 2020 年之后的《全球植物保护战

略》，其中包括确定新的可衡量的目标，进而支撑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