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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家植物园？与其他植物
园相比，国家植物园有什么不一样？
记者采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
人，解读相关问题。

什么是国家植物园？

国家植物园是标志性国家象征，
是国家植物多样性保护基地，以开展
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为主，兼具科
学传播、园林园艺展示和生态休闲等
功能的综合性场所，是一个国家经济、
科技、文化、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水
平的重要标志。

为什么要建国家植物园？

国家林草局动植物司副司长周
志华：野生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基本组成部分，其携带的遗传资源
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
由于栖息地破坏、过度开发、气候变
化、外来种入侵、自身繁殖受限等因
素，一些野生植物濒临绝灭，亟待采
取有效的保护拯救措施。建设国家

植物园，实现植物在多地迁地保护，
有利于降低因区域自然灾害、极端
天气及突发状况造成的植物物种的
灭绝风险，提高植物多样性保护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国家保存重要
的战略资源。

国家植物园有什么特点？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
师叶建飞：丰富的物种收集是国家植
物园的根本特色，也是国家植物园与
其他植物园的主要区别。无论是资源
迁地保护、植物科学研究，还是科学传
播和园林园艺展示，都是建立在丰富
的物种收集基础上。

国家植物园是国家植物战略资源
储备中心，在活植物物种数量、植物标
本和种质资源储备上具有较大规模；
是保护濒危植物的“诺亚方舟”和国家
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重要基地，代
表国家迁地保护的最高水平；是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展示平台，传承
植物园建设发展的科学内涵、园林艺

术和文化底蕴。

什么是植物迁地保护？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
师叶建飞：国家植物园的一个主要任
务是植物的迁地保护。迁地保护不是
简单地把植物挖过来栽在植物园里，
而是指以人工途径，将生存受威胁物
种、区域特有物种或具重要经济价值
的物种从原产地迁往其他地域的专业
机构（如植物园、树木园等）予以保护，
也包括建立种质资源库保存植物种
子、组织、器官等。

近些年，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
植物回归相结合的综合保护理念，被
日益重视、应用到植物的多样性保护
中。由于威胁生物多样性因素的多样
化和复杂性，任何单一的保护方法都
不可能取得成功。

国家植物园里有什么？

国家林草局：国家植物园重点收
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

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植物
及珍稀濒危植物 3 万种以上，覆盖中
国植物种类 80%的科、50％的属，占
世界植物种类的 10％；收藏五大洲
代表性植物标本 500 万份；陆续完成
植物科学研究中心、迁地保护研究中
心、种质资源保藏中心、标本馆二期、
五洲温室群等项目，建设 28 个特色
专类园。

为什么把国家植物园设在北京？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
全：国家植物园代表一个国家植物多
样性保护、研究和利用的最高水平。
在首都设立国家植物园，是世界许多
国家的通行做法。

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既充分
体现了国家代表性，又能整合中科院
植物所和北京市植物园的优势资源，
具备全国领先的科研实力和植物迁地
保护水平。总之，北京现有资源为设
立国家植物园提供了保障与支撑。

（央广网）

我国明年发射首个大型空间巡天望远镜
记者17日从国新办举行的中国空间站建

造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完成
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初步计划每年发射两
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运飞船。航天员将长期
在轨驻留，我国载人航天将从近地空间走向
地月空间。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
介绍，今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工程
将转入为期十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初
步计划是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

运飞船。航天员要长期在轨驻留，开展空间
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并对空间站进行照料
和维护。

郝淳表示，为进一步提升工程的综合能
力和技术水平，还将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
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其中，新一代载人运载
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可以实现
重复使用。新一代载人飞船综合能力得到了
大幅提升，可以搭载7名航天员，另外它的上
行和下行载荷能力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同

时，我国正在考虑研发空间站的扩展舱段，为
进一步支持在轨科学实验和为航天员的工作
和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

此外，空间站这十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
阶段还将利用空间站舱内安排的科学实验柜
和舱外大型载荷设施，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
研究实验和新技术试验。主要涉及空间生命
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
与地球科学、航天新技术等众多领域。

郝淳透露，计划明年发射我国首个大型

空间巡天望远镜，开展广域巡天观测，将在宇
宙结构形成和演化、暗物质和暗能量、系外行
星与太阳系天体等方面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有望取得一批新成果。

“在进行空间站研制建设的同时，我们也
开展了载人月球探测关键技术攻关和方案深
化论证。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华民族千
年来嫦娥奔月、蟾宫折桂的神话梦想将会成为
现实。”郝淳说，中国载人航天将会从近地空
间走向地月空间，进而迈向深空。 （中新社）

正式揭牌！首个国家植物园来了
将重点收集珍稀濒危植物等超3万种

4月18日，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据国家林草局介绍，设立国家
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
件的基础上，经过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总规划面积近600公顷。

据悉，国家植物园坚持国家代表性和
社会公益的理念，充分发挥植物迁地保护
和科学研究的核心功能，重点收集三北地
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
地理分区的代表植物及珍稀濒危植物 3 万
种以上，收藏五大洲代表性植物标本 500
万份，陆续完成植物科学研究中心、迁地保
护研究中心、种质资源保藏中心、标本馆二
期、五洲温室群等项目，建设 28 个特色专
类园。

2021年10月12日，中国在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
上宣布，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
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
建设。2021年12月2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
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

国家植物园是标志性国家象征，在首都
设立国家植物园，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行
做法。国家植物园是以开展植物迁地保
护、科学研究为主，兼具科学传播、园林园
艺展示和生态休闲等功能的综合性场所，
是国家植物多样性保护基地，是一个国家经
济、科技、文化、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
的重要标志。 （央广网）

■解读

首个国家植物园有啥不一样？

▲国家植物园里的大花杓兰，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人民网

◀4月18日，国家植物园，游客们
徜徉于郁金香花海。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