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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喀斯特(karst)，是具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等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的总称，又称

岩溶地貌。除溶蚀作用以外，还包括流水的潜蚀、冲蚀、以及坍陷等机械侵蚀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拥有

喀斯特环境最多的国家，从热带到寒带，各种喀斯特地貌类型齐全。在喀斯特环境中表现出丰富的物种
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但是由于喀斯特环境自身的脆弱性，加上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和

利用，使得区内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不断地遭到破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些

退化地区的恢复与保护管理，但是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回顾了有关中国喀斯特生境与生物多样

性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广西、贵州、云南东部等西南地区，在此基础上探讨喀斯特环境对于生物多

样性的影响，为今后加强环境管理，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提供一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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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rst, also known as karst landform, is the general name of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form formed 
by dissolution of soluble rock by water with dissolution ability. In addition to dissolution, it also in-
cludes water erosion, erosion, and collapse and other mechanical erosion processes. China has more 
karst environment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with various types of karst landforms 
ranging from tropical to cold zones. The karst environment shows rich species diversity, genetic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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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ty and ecosystem diversity. However, due to the fragility of the karst environment itself and 
unreaso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human beings,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region are constantly destroyed, leading to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s. Although some res-
toration and protection management of degraded area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t is not enough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udies on karst habitats and biodiversity in China, 
mainly in Guangxi, Guizhou, eastern Yunnan and other southwest China. On this basis, the impact of 
karst environment on biodiversity is discussed, which provides a certain direction for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guid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acti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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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虽然，生物多样性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经济利益，但是在

近现代，人类的活动日益影响着地球的自然环境[2]，据研究统计，目前世界上每小时就有 3 个物种消失。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3]。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在中国的自然

环境中，喀斯特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且由于其特殊性，喀斯特地区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是

由于喀斯特环境自身的脆弱性，加上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使得区内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不断地

遭到破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可见在我国喀斯特地区开展相应的研究十分重要。本文回顾了有关

中国喀斯特生境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喀斯特环境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指出现有

研究存在的问题，为今后加强环境管理，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提供一定的方向。 

2. 中国喀斯特生物多样性研究背景 

 
Figure 1. Publication of articles related to karst biodiversity research in China 
图 1. 中国喀斯特生物多样性研究相关文章发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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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喀斯特”和“生物多样性”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搜索，得到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相关文献共 643 篇，包括中文和外文(图 1)。有关中国喀斯特生物多样性研究的论文数量

呈稳定上升的趋势。但是这些文章主要聚焦在退化的喀斯特生境[4]，且研究区域尺度一般较小[5]。 

3. 喀斯特 

3.1. 喀斯特的概念与分类 

喀斯特(karst)即岩溶，是水对可溶性岩石(碳酸盐岩、石膏、岩盐等)进行的地质作用，主要是化学溶

蚀作用，辅之以机械作用，如流水冲蚀、潜蚀和崩塌等，以及由这些作用所产生的现象[6]。喀斯特可划

分许多不同的类型。按出露条件分为：覆盖型、裸露型和埋藏型喀斯特[7]。按气候带分为：热带喀斯特、

亚热带喀斯特、温带喀斯特、寒带喀斯特、干旱区喀斯特。按岩性分为：白云岩喀斯特、石灰岩喀斯特、

盐喀斯特、石膏喀斯特[8]。此外，还有按形成时期、海拔高度、水文特征、发育程度等进行划分等。 

3.2. 中国喀斯特的分布 

中国喀斯特环境分布广、面积大，其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1/3，碳酸盐岩出露地区占居主要的地位，

面积约 91~130 万 km2。中国南方的喀斯特面积高达 54 万 km2，其中以广西、贵州和云南东部，这三个

区域所占的面积最大，是全球最大的喀斯特区之一；其他地区，如西藏和北方的部分地区等也有分布。

喀斯特地貌呈纬度地带性分布于我国东部，自南向北依次为热带喀斯特、亚热带喀斯特和温带喀斯特，

西部喀斯特属干旱地区喀斯特(西北地区)和寒冻高原喀斯特(青藏高原)，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水分限制或

地形的影响[9]。 

4. 喀斯特与生物多样性 

4.1. 物种多样性 

在喀斯特地区中，贵州是中国乃至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最强烈、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区，拥

有碳酸盐岩出露面积 13 万 km2，其物种多样性及丰富，其共有维管束植物 250 科 1551 属 5691 种(变种)。
其中蕨类植物约 53 科 147 属 808 种(包括变种、变型和杂交种)；种子植物约 200 科 1276 属 5530 种，是

中国植物种类较丰富的省区之一。贵州的被子植物中还富含鹅掌楸、珙桐、连香树、香果树、水青树等

古老的类群和特有种。同时是中国现存裸子植物最多的省区之一，拥有贵州苏铁、梵净山冷杉、青岩油

杉等特有的珍稀孑遗植物。由于特殊的生长环境，贵州具有很多特有的植物物种，此外，其苔藓和地衣

资源和脊椎动物同样极其丰富[10]。谈洪英对贵州喀斯特地区沟谷环境中的存在的苔藓植物进行了多样性

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贵州喀斯特沟谷苔藓植物共有 55 科，隶属于 126 属 346 种[11]。 
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CI)将中越边境确定为世界 34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的地区之一

[12]。许为斌等通过调查研究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发现，该喀斯特地区共有种子植物 3118 种，分别

隶属于 187 个科 1050 个属，其中含有裸子植物 20 种，隶属于 7 科。其对该地区种子植物科内种的数量

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种子植物具有明显的优势科，部分科在构成

该区的森林植被中起重要作用。另外该地区的种子植物中小科和单种科要比其他科更占优势，这也说明

了此地区有着高度的多样性[13]。唐启明等，对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叶附生苔类植物的多样性进行了

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区是叶附生苔类植物也很丰富，共有叶附生苔类植物 5 科 15 属 43 种[14]。 

4.2. 遗传多样性 

贵州喀斯特生境作为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具有 500 多种食用植物，100 多种蔬菜，5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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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菌类，127 种果树，40 多种农作物，同时具有药用植物高达 3700 多种。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在人工

选择下，贵州喀斯特地区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作物类型和品种，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10]。广西也是我

国重要的喀斯特生境分布区，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其生物多样性居全国第三位，已发现和

命名的陆生脊椎野生动物种类达 1151 种，居全国第二位，野生维管束植物高达 8562 种，居全国第三位。

莫运明等对广西底定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物种多样性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区具有两栖动物 22
种、爬行动物 23 种[15]。 

4.3. 生态系统多样性 

在喀斯特生境中，具有多种类型的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灌丛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石漠

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洞穴生态系统等。各个生态系统具有其各自的特点[16]，其所

拥有的物种的种类也不同。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全球环境保护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主体

地位。喀斯特森林及其复杂且类型多样，有连片的大森林，也有很多片段化的森林[17]。还有石洞、石槽、

石沟、石面和土面等多种类型[18]，喀斯特多样性化的森林，使其拥有更多适合于不同物种居住的环境，

所以物种丰富。Xiang 等将广西中亚热带喀斯特区和非喀斯特区两类森林生物多样性进行研究对比，表明

天然的喀斯特森林可以承载很高的生物多样性，喀斯特森林的物种丰富度(120 种)高于非喀斯特森林(116
种) [19]。在灌丛生态系统和草原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坡向其土壤的理化性质不同，具有明显的差别，所

以适合生长的植物物种不同[20]。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的地表基岩大面积出露，生境中的土壤不连续，土层

浅薄、土壤瘠薄，从而植被稀疏[21]。湿地生态系统中湿地的类型多种多样[22]，其可以不仅具有天然的

多种物种，同时也可以进行人工的改造，将不同的物种引入适合其生存的环境中，提高物种多样性。淡

水生态系统中，微藻种类占主导地位，且丰富度极高[23]。微藻还是主要的光合固碳类群，不同的微藻群

落组成会导致生态系统中的光合固碳能力有差异[24]。在喀斯特地区中，溶岩洞穴及其发育，根据所接受

的阳关多少分为不同的类型。在洞穴生态系统中，主要是以动物物种为主，种类和数量都很多，物种多

样性丰富，比如蟋蟀、蝙蝠、甲壳虫等动物[25]。 

5. 喀斯特环境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 

中国的喀斯特地区分布面积广，生境类型多样，但是这其中，石漠化的喀斯特面积居首位，而且连

片裸露的碳酸盐岩面积最大。某些学术界更是将喀斯特环境定为是与沙漠边缘一样的脆弱的环境[26]。由

于人类的各种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程度日益增加，对森林的乱砍滥伐，过度放牧，围湖造田过度开

垦荒地，不断猎杀野生动物的资源等，导致天然的喀斯特环境退化严重[27]，所造成的生态问题不容忽视，

为缓解这一问题的继续恶化，保护好喀斯特这个自然的生态环境及其生物多样性，国内学者进行了不少

的研究工作。喻理飞等对退化喀斯特森林是如何自然恢复的，对其恢复过程进行了研究评价，为挖掘退

化植被恢复的潜力以及提高退化植被恢复速度提供了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4]。刘映良从整体出发，研究

喀斯特山地生态系统的退化，为喀斯特山区退化植被的恢复提供了科学的依据[28]。He 等对中国北方和

南方的喀斯特地质环境和喀斯特水资源进行了系统的对比分析，研究成果有助于岩溶地质资源开发利用

和岩溶地质灾害防治的战略规划和决策过程[29]。尤鑫对贵州南部的三州喀斯特地区进行了研究，通过总

结和梳理实践中得到的生态治理经验，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模式和具体的措施和经验，为三州的生态治理

和经济发展都指明了方向，促进该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5]。Xi 等对喀斯特地区石漠化进行研

究，分析了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时空演变特征，其得出的结论为石漠化治理提供了科学支撑[30]。除了对退

化喀斯特环境进行恢复治理研究外，还在多个喀斯特地区，针对不同的环境或者不同的需要受保护的物

种建设了相应的自然保护区，对其进行就地保护[31]。如贵州茂兰喀斯特森林自然保护区、贵州施秉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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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自然保护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对喀斯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6. 结语 

喀斯特环境因其特殊的生态背景有别于其他的生态环境，中国喀斯特地区面积广阔，生态系统类型

多样，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使其拥有形式多样的生物栖息地，因此有着及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在许多

喀斯特地区中，其所特有的稀有物种和特有物种都是及其丰富的。但由于喀斯特环境的自身的脆弱性以

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程度的加深，各种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喀斯特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日益

严重。自然环境不断遭受破坏，植物的种类和数量急剧减少，一些种类的分布范围也逐渐缩小，其中一

些已受到严重威胁或已经灭绝，成为群体数量稀少、分布区域狭窄的物种。目前为止，已经对其退化的

区域，尤其是石漠化的喀斯特区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对其恢复实践提供了方案。同时对多个地区采

取措施进行了相应的保护，更多的是根据实际情况建设了各种不同规模的自然保护区对其进行就地保护，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还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或者公约等进行保护。但是这还远远不够，首先在意识形态

上，仍然还需继续进一步加强全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其次在科学研究上，还需要进行更加深

入、系统化的研究，在致力于恢复已被破坏或者退化的环境的同时，也要注意对其他尚且完好的区域的

保护与监测。不应该只局限于目前的研究与保护，还需要继续采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电子技术

等方法来不断深入地研究，综合研究喀斯特生态系统的多功能综合，对喀斯特环境的生物多样性进行长

期定位监测等，只有更加系统的进行多方位的研究，才能更好地保护喀斯特自然生态环境中的物种多样

性，同时也是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发挥更好的功能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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