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峥

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巨魔芋，终于在中国开花
了，还是世界首次群体开花。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从北京国家植物园获悉，在北京国家植物园
（北园）展览温室内，7月23日开放的第3株巨魔
芋与7月19日开花的第2株巨魔芋以及7月6
日开花的第1株巨魔芋，一起实现了世界首次人
工栽培状态下的巨魔芋群体开花。巨魔芋原产
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热带密林，过去仅在全
球开花100多次，其每一次开花都是世界植物园
界的一件盛事。

事实上，2022年7月在我国植物界意义非
凡。除了巨魔芋首次群体开花，华南国家植物
园也于7月11日在广州正式揭牌，这是我国设
立的第二个国家植物园。

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
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气候带
和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
济植物，对野生植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华南
国家植物园与北京国家植物园，共同形成了我
国国家植物园体系“一南一北”新格局，标志着
中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国家植物园南北“花”开两朵，各具特
色、各有侧重

中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有野生高等植物3.7万余种，约占全球十分之
一，其中裸子植物约300种、被子植物约3.2万
种。保护植物资源，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
国家植物园体系作用巨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世峰指出，“两个国家
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北京国家植物园。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
18日揭牌的北京国家植物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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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上扩容增效整合而成，总规划面积近600
公顷，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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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已建成20个特色专类园、7个系统进化植物
展示区和1个原生植物保育区，建有牡丹、睡
莲、野生蕨类植物等6个国家花卉种质资源库；
将收集珍稀濒危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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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中国100%的科、95%的属。

北京国家植物园南北两园也各具特色、功能
互补，南园建有裸子植物区（松柏园）、牡丹园等
15个特色专类园，拥有体现植物多样性时空演
化历史的展览温室、康熙御碑等人文景观和菩
提树等国礼植物，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5个、亚洲最大植物标本馆、中
国古植物馆等。北园建有桃花园、月季园、海棠
园等14个专类园和中国北方最大珍稀植物水
杉保育区，园内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卧
佛寺等。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北京国家
植物园不仅在全球唯一集齐了“世界温室三大旗
舰植物”千岁兰、巨魔芋、海椰子，还拥有世界现
存最古老树种“植物界活化石”水杉、我国独有珍
稀名贵观赏植物“中国鸽子树”珙桐、珍稀濒危植
物百花山葡萄、濒危物种大花杓兰、春季郁金香、
文冠果等，全年可欣赏2000余种热带和亚热带
植物。

华南国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依托中
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设立，由广州园区和肇庆鼎
湖山园区组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南亚热带植
物园，主要立足华南，面向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
性保护，进行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育、
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等工作。

华南国家植物园园艺中心主任王瑛介绍：
“降香黄檀（海南黄花梨）、越南篦齿苏铁、望天树
和东京龙脑香是华南国家植物园的‘镇园之
宝’。”华南国家植物园现建有兰园、竹园、姜园、
凤梨园，棕榈园等38个专类园，其中4个将建设
为国内一流；有迁地保育植物17168个分类群，
实现物种保育2万种以上，其中珍稀濒危植物
643种、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337种、经济植
物6000种，95%的华南珍稀濒危植物种类得到

迁地保育，成功实现了杜鹃红山茶、龙州金花茶、
广东含笑、绣球茜等36种华南珍稀濒危植物的
野外回归；拥有3个研究中心、1座植物标本馆、
2个国家级野外台站和3个中科院重点实验室等
科研平台，将以华南地区兼顾全球热带亚热带区
域植物资源迁地保护为核心，建设国家珍稀濒危
植物迁地保育中心和种质资源库等，提升植物迁
地保护能力和效率。

国家植物园为珍稀植物打造“诺亚方
舟”实现迁地保护，也是植物的博物馆和
“活教科书”

“野生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
分，其携带的遗传资源是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
生物安全的核心战略资源。”国家林草局野生动
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野生植物资源保
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构建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

形式，目前我国已实现约75%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
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
可、有机互补，形成我国较为完整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体系。

2021年10月12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中国提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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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建立国家植物园？周志华指出，建
设国家植物园体系意义重大，一是各国家植物园
资源共享，全面提升我国植物学研究水平；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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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
绝风险；三是有利于引领示范全国植物园科学发
展，提升我国植物园建设水平，实现各植物园均
衡发展；四是结合区域特色优势，收集展示具有
民族特色的珍稀濒危植物，可使国家植物园成为
展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美好的精神
享受。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认为，气
候快速变化时，很多植物无法适应自然的环境，
这种情况下把面临灭绝或濒危的物种全部保存
在国家植物园当中，这个迁地保护功能就相当于
植物的“诺亚方舟”。

事实也证明，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
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植物园（树
木园）约200个，迁地保护植物2.3万余种，占本
土植物种类的60%。对全国60个主要从事活植
物收集的植物园调查发现，我国植物园迁地栽培
活植物约2.8万种。“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
物总数占全球迁地保护物种的25%，迁地保护
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
48%。”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我国植
物园迁地保护优先种类主要有木兰科、姜科、棕
榈科、蔷薇科、杜鹃科、猕猴桃科、山茶科、兰科、
裸子植物以及中国特有植物。

国家植物园与普通植物园有哪些不同？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叶建飞介绍，丰
富的物种收集和雄厚的科研实力是国家植物园
的根本特色，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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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建立在丰富的物种收集基
础上，雄厚的科研实力更是国家植物园的坚强支
撑。除了迁地保护，科学传播和园林园艺展示也
是国家植物园的重要功能，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植
物的了解，以及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知，进一
步增进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蜂窝数据显示，随着国家植物园的揭牌，
平台内“国家植物园”搜索热度上涨超过66%，
国家植物园的路线、门票、攻略等相关搜索的热
度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国家植物园可以说是一
所关于植物的博物馆，从植物标本、活的植物到
种子，这些丰富的物种收集就是它的‘馆藏标
本’。”叶建飞表示，在国家植物园，人们能了解和

认识植物，近距离接触大自然。国家植物园还是
科学传播工作的“活道具”，既是活的教科书、教
育实习基地，也是园艺观赏、游憩的理想场所。

国家植物园要突出五大功能，成熟一
个、设立一个，逐步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植
物园体系

植物园升级为“国家队”后将有哪些变化？
周志华介绍，国家植物园要突出五大功能，一是
健全迁地保护网络，建立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栽
培繁育体系、迁地保护信息平台和综合保藏体
系，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能力，这是核心功
能；二是打造科学研究平台，开展迁地保护基础
科学研究活动，加强植物保护国际国内交流合
作，持续推进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三是构建
科普教育体系，建设科普教育平台，实施科普教
育培训计划；四是提升园林展示空间，创新园林
园艺展示方式，促进公众深入了解和支持国家
植物园建设；五是推动植物资源利用，加大引种
驯化和新品种开发力度，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
产业服务水平。

国家林草局规划院今年6月16日发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情况调查报
告》表明，我国已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迁地
保护机构134个，野生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已初步
形成。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和植被类型多样，是
否还有更多植物园可以加入“国家队”？

昆明植物园会是第三个国家植物园吗？
2021年举行的“COP15”大会期间，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园“扶荔宫”曾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这
里保存着2500多种特色植物，展示了“植物王
国”云南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别具特色的生态景
观。现在，昆明植物园已建成了山茶园、岩石园、
竹园、水生植物园、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扶
荔宫温室群、裸子植物园等16个专类园，收集保
育来自全球、特别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植物资源
8840余种。从体系特征来看，昆明植物园位于
西南，属中亚热带内陆高原气候，其覆盖的云南
高原、横断山区及青藏高原区域，植物种类异常
丰富，蕴藏着重要的国家战略生物资源，是全球
3个山地生物多样性中心之一。

从热带雨林到高山植物，从奇花异果到沙漠
植物景观，国家植物园不仅可展示种类纷繁的植
物奇观，还能将植物界的美丽传说化为真实情
境，诠释着独属于植物世界的神秘与梦幻。相信
以北京国家植物园和华南植物园为开端，中国的
国家植物园体系将会出现更大规模扩展。周志
华透露，目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规划已完成初
稿，将坚持统筹谋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
实施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
气候带和重要植被类型等自然条件以及现有植
物园发展水平等，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
原则，稳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
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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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到 9 月 10 日，
“绿色消费·低碳生活”2022北
京绿色生活季正式启动，绿享
生活、绿动京城、绿畅出行、绿
唤未来、绿助光盘、绿色金融、
绿碳积分、绿游山水8大板块
的40余项亮点活动将陆续开
展，涵盖食、住、行、游、购等领
域。市民可关注“节能北京”公
众号了解详情，参与活动的减
碳量可获得绿色积分，兑换丰
厚奖品。

启动仪式上还推出了以雪
豹为原型的北京节能环保中心

“双碳”宣传大使“元小源”，通
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宣
传“双碳”知识，倡导绿色节能
生活。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活动期间北京市百
余家门店及电商平台推出以旧
换新等多项优惠举措；美团单
车将举办“骑行达人赛”，活动
期间累计骑行减碳量（骑行里
程）排名前50名者，可获2022
年绿色骑行达人荣誉证书及美
团单车不同规格骑行卡奖励；
交通银行与百度无人驾驶“萝
卜快跑”活动在首钢园、经开区
推出“限量领取30元专属数币
红包，免费体验百度自动驾驶
汽车”，鼓励市民智慧出行、数
字支付；北京银行为参与“绿色
生活季”小程序互动用户提供

“10天消费贷款免息券”。此
外，主办方还联合北京咖啡行
业协会、太平洋咖啡共同组织

“自带杯立减”活动，城市铁建、
大地影院、京东物流等知名品
牌也将加盟“绿碳积分”板块，
推出多面额优惠券、多种积分
兑换劵等。

（敏稳）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
员近日在《先进能源材料》杂
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首创了
一种柔性可穿戴热电设备，能
将体热转化为电能。该设备
具有通常很难结合起来的特
性：既柔软又可拉伸，既坚固
且高效。

研究人员制造出一种原
型设备，即使在30%的应变下
进行了15000多次拉伸循环后
仍保持完整功能，这对可穿戴
电子设备和柔性机器人非常
理想，比以前的可拉伸热电发
电机功率密度提高了6.5倍。

为制造这种原型设备，研
究人员3D打印了在每一层都
具有工程化功能和结构特性
的复合材料，填充材料含有液
态金属合金，可提供高导电性
和导热性。该团队还嵌入了
空心微球，将热量引导至核心
层的半导体，并减轻了设备重
量。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可将
这种设备打印在可拉伸的纺
织面料和曲面上，这表明未来
的设备可应用于服装和其他
物体。

（胡珍）

北京启动绿色生活季
积攒绿碳积分可兑奖

新柔性可穿戴设备
可用人体体温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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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观察观察

▲ 华南国家植物园温室植物群一隅

▲ 开花的巨魔芋

▲ 北京国家植物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