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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the one of 12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biodiversity, and as a “green pearl” on the Tropic 
of Cancer in Yunnan, China, Pu’er is selected as a key conservation area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biodiversity status in Yunnan and even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ituation of biodiver-
s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for Pu’er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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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普洱作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海明珠”，其生物多样性

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重要的保护地位，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地区。本文对普洱市生物多样性现

状、特点及保护措施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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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的概念，就像许多其他科学概念一样，至今还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定义。

1995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表的关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巨著《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给出了一

个较简单的定义：生物多样性是所有生物种类，种内遗传变异和它们与生存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的总称

[1]。陈灵芝认为，生物多样性是所有生物种类、种内遗传变异和它们的生存环境的总称，包括所有不同

种类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所组成的生态系统[2]。综上所述，

可以将生物多样性简要地划分为三个层次：物种多样性(species diversity)、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
生态系统多样性(ecosystem diversity)。人类地球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蕴藏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生

物多样性在地球表面的分布并不均匀。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12 个国家之一。普洱作为北回

归线上的“绿海明珠”，其生物多样性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重要的保护地位，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重点地区。 

2. 普洱市的自然地理概况与气候特征 

普洱位于云贵高原西南边缘、云南省西南部，地跨北纬 22˚02'~24˚50'，东经 99˚09'~102˚19'之间，北

回归线从普洱市墨江境内穿过，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临楚雄彝族自治州、玉溪地区和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南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北接大理白族自治州，西和西北以澜沧江为界，与临沧

地区隔江相望，东南与越南、老挝接壤，西南与缅甸毗邻。拥有“一市连三国”的区位特征。 
普洱市地处低纬度、高原，属于南亚热带为主的山地季风气候地区。终年气候温暖，四季年温差小，

年平均气温在 19.7℃~20.2℃之间，干湿季节分明。在云南省各州市中，普洱国土面积最大，与发达市州

相比，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但其复杂多样气候类型，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资源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繁衍

场所，成为珍稀动植物的荟萃地，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森林覆盖率高达 68.7%，分布着 16 个自然

保护区，包括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是生物多样性的天堂。 

3. 普洱市生物多样性现状 

3.1. 物种多样性 

据有关资料表明，普洱境内已记录的高等植物有 352 科、1688 属、5600 余种，占全省的 32.9%，其

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有 58 种，占云南国家级保护植物种数的 51%，占全国的 23.4%，普洱

特有种 5 种。各类植物中，主要部分是林木和草类资源，林木资源主要有针叶林、常绿阔叶林、竹林；

草类植物有饲用植物、药用植物等。药用植物资源分布较广、品种较多，已经普查到的植物药材有 150
科、457 属、726 种，有茯苓、龙血树、石斛、首乌等。已记录到的动物资源近 2000 种，其中有国家级

珍稀濒危保护动物 118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 24 种，云南特有种 25 种。已记录的昆虫类动物有 20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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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科、980 种；鱼类有 7 目 19 科 248 种；兽类 200 余种，爬行动物 46 种，鸟类 460 种，其中有名贵观

赏鸟类白鹇、白腹锦鸡、绿孔雀等[3]。在上述动植物种类中，普洱的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占云

南国家级保护植物种数的 51%，占全国的 23.4%；国家级珍稀濒危保护动物占云南陆生保护动物的 68.8%，

占全国陆生保护动物的 33.2%。 
在普洱市众多动植物之中，属于“极小种群物种”的约有 28 种(占全省 112 种的 25%)，其中植物 9

种(占全省 62 种的 14.5%)；动物 19 种(占全省 50 种的 38%)。被《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紧急行

动计划》(2010~2015)列为优先保护极小种群野生动物的包括：亚洲象、印支虎、黑西冠长臂猿、白颊长

臂猿、马来熊、绿孔雀和圆鼻巨蜥[3] [4]。 
普洱昆虫资源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有 980 种以上的昆虫，仅无量山就分布有 600 种以上昆虫。

普洱学院师生野外实习采集的昆虫标本，查阅《中国蝶类志》、《中国生态昆虫大图鉴》、《高黎贡山

昆虫生态图鉴》、《云南常见昆虫图鉴》等几十种图书，仍有半数种类难以鉴定。有人曾对蝽类作过初

步调查，采集到 18 科，82 种。 
许多珍稀昆虫在我市均有分布：① 珍稀蝶类：金裳风蝶、枯叶蝶、巴黎翠风蝶等。在《中国珍稀昆

虫图鉴》中列入的多种昆虫在我市却十分常见，如翠蓝眼蛱蝶、多恩乌蜢，紫胶虫等。② 珍稀蝗虫：在

普洱发现，命名时冠以普洱的新种就有普洱板齿蝗、普洱蚱、普洱蟾蚱等，有的新种采集地就在普洱城

郊的梅子湖公园。③ 经济昆虫多种多样：普洱众多的昆虫中，许多是资源昆虫，如产丝昆虫、产蜜昆虫、

观赏昆虫、天敌昆虫、食用昆虫等。普洱食用昆虫丰富，我校教师曾调查过本市食用昆虫种类，达 12 目

49 科 152 种之多。常吃的种类有蜂蛹、竹虫、蚂蚁、爬沙虫、蝗虫等。 
普洱市蕴藏着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据初步调查，常用野生食用菌约有 76 种，隶属 15 个科 26 个

属[5]。普洱市常见的野生果类植物有 59 种，隶属 25 个科 37 个属[6]。因数据不够，总的香浓指数还无

法算出。 

3.2. 遗传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蕴藏在所有物种的群体内，储存在染色体、细胞器基因组的 DNA 序列中，内容十分丰富。

普洱拥有众多的农作物的野生型、过渡型和野生近缘种，以及大量地方特有农作物、畜禽品种品系。普

洱市有野生茶树群落约 7.85 万 hm2，有 1.21 万 hm2 的古茶园，以及一些过渡型古茶树，野生和近野生茶

约占普洱市全部茶园总面积的 53%——为普洱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遗传种质基础。普洱市有 900 多个稻

谷栽培品种，其中陆稻有 500 多种，已发现普洱市拥有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两个野生种类。水果中

有林生杧果、野龙眼、野菠萝蜜、野荔枝、野芭蕉等。普洱市地方特有农作物栽培品种有墨江紫米、景

谷芒果等，特种饲养畜禽如镇沅瓢鸡、无量山乌骨鸡、哀牢山毛脚鸡等。普洱市经济土著鱼类众多，有

中国结鱼、丝尾鳠、巨魾、中华刀鲇，叉尾鲇等，其中中华刀鲇，叉尾鲇短须鱼芒三种土著鱼类被列为

“国家级水产良种资源”。此外，普洱市特色林业种质资源有思茅松、西南桦、红椿、山桂花、红木荷、

常绿榆、刺栲、旱冬瓜、黄毛青冈、楠木等。遗传资源是普洱市乃至云南省农林产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资

源基础[4]。 

3.3. 生态系统多样性 

根据《云南植被》，普洱市生态系统类型约有 55 种。其中，陆生生态系统有 13 个植被亚型约 35 个

群系，主要为湿润雨林、季节雨林、落叶季雨林、半常绿季雨林、季风常绿阔叶林、中山湿性常绿阔叶

林、暖热性针叶林、暖温性针叶林、温凉性针叶林、热性竹林、暖热性稀树灌木草丛等群系类型[7]。普

洱市境内有澜沧江、红河、怒江三大水系支流纵横，有李仙江、澜沧江、南卡江三条国际河流，大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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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100 多条，水库湖泊 600 多座。水生生物多样性丰富。 

4. 普洱生物多样性特点 

4.1. 动植物区系成分复杂，过渡性明显 

根据《云南植被》，普洱市植被属于云南植物区系的滇南、滇西南小区，地处泛北极植物区系和古

热带植物区系的交汇地带，以及中国动物地理区系华北区和西南区的交汇地带，在经度方向上，地处滇

西南横断山区和滇东高原两大地理单元的交汇地带，区系过渡特征明显。植物区系的组成特点是：以热

带东南亚成分为主体，还有其它各种热带成分，并出现了大量热带——热奥成分，并在历史起源上与近

代的热带大洋洲、热带非洲、热带美洲有渊源悠久的联系，有许多种属是泛大陆 Pangaea 古热带区系的

直接后裔，植物区系直接起源于第三季的古热带植物。常绿阔叶林的种类组成较为丰富，故为“季风常

绿阔叶林”，与古热带植物区系的滇、缅、泰地区有较强烈的联系[7]。 

4.2. 气候类型多样，物种丰富程度高 

普洱地形复杂，立体气候明显，垂直差异大，从而形成了多种气候类型：北热带气候类型、南亚热

带气候类型、中亚热带气候类型、北亚热带气候类型、南温带气候类型[3]。多样的气候类型和复杂的地

形，造就了植被的多样化，蕴育了丰富的物种多样性。特别是哀牢山和无量山自然保护区分布的中山湿

性常绿阔叶林是我国现存面积最大、最原始、植被类型最完整的分布代表，是地球同纬度带生物多样性

最为丰富的自然宝库，堪称“北回归线上的绿海明珠”。普洱至今尚未开展过彻底的本底物种资源调查，

据专家估计，植物种数可达 7000~8000 种左右。 

4.3. 物种组成差异不大，特有种丰富程度较低 

普洱市地处云贵高原横断山脉南段，地势北高南低，山脉、河流系北南走向，有利于南北植物交流，

因而物种组成差异不大，特有种丰富程度相对较低[8]。 

4.4. 生态环境日益脆弱，外来物种入侵严重 

随着人们对自然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地球生态环境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正

在急剧减少。尽管普洱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67%，但实际上包含了近二三十年来新增的商品经济林，桉

树林、思茅松林、橡胶林、咖啡、普洱茶等人工纯林占据了大面积的生境，各种经济作物种植园地不断

扩大，随着近几年的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较严重地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生态环境变得日益脆

弱。 
生态环境的破坏，为外来物种的入侵创造了有利条件。普洱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但同时也是外来入侵物种种类最多、危害最重的地区之一。典型的外来入侵物种如紫茎泽兰、飞机草等

已经对普洱的生物多样性造成较大的破坏。据调查，初步确定普洱的外来有害入侵植物有 62 种，隶属

24 科 51 属，其中，菊科植物有 16 种，占 25.8% [9]。 

5. 普洱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 

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在日益减少，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障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呼声已

经成为世界的最强音。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普洱的生态环境受破坏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

普洱为保护生态环境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为保护生物多样性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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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保护政策措施 

近几年来，为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普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关于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普洱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席会议工作制度》、《普洱市环

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普洱市林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普洱市实施方案(2013-2020)》作为普洱市未来几年生物多

样性资源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指导性文件，制定了 6 大保护目标和 7 项主要任务，划定了 5 个保护

优先区域，提出了 5 大保护优先领域和 37 个优先项目。 

5.2. 自然保护区建设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截止 2011 年，普洱市建成自

然保护区 16 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个：景东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和景东无量山自然保护区；省级自

然保护区 5 个：景谷威远江自然保护区、孟连竜山自然保护区、太阳河自然保护区、糯扎渡自然保护区、

墨江西岐桫椤自然保护区；9 个县级自然保护区。 

5.3. 专项保护工程 

普洱市通过政府的投入、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式，通过林业、环保等部门的通力协作，在“天然林

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专项行动”、“澜沧江防护林工程”等项目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复，为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4. 迁地保护措施 

随着自然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迁地保护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普洱市在迁地保护方面也开展了

一系列的措施。市林业局与华能集团在澜沧江糯扎渡水电站合作建立“野生动物救助站”、“糯扎渡水

电站珍稀植物园”，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救助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景东县政府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合作建立“景东亚热带植物园”工程，已进入实质性的阶段，成为普洱市亚热带植物迁地保

护的一个重要举措。 

5.5. 成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基地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保护生物多样性是

每一位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公众开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科普教育，提高公众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锐减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普洱学院率先成立“生物多样性科学教育馆”，

面向大中小学生和社区群众开放，开展保护宣传教育，并与普洱市环保局合作建立“普洱市生物多样性

保护教育基地”，成为面向公众开展保护生物多样性科普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树立公众的保护意识方面

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效应[16]。另外，糯扎渡水电站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基地”、磨黑中学的“环境

保护教育基地”等科普场所都在积极地开展着保护宣传教育活动。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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