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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are the current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glob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human activities continue to expand, ecosystems face unprecedented pressure, leading 
to a sharp decline in biodiversity and the weakening of ecosystem servic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recovery, 
and propos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recovery strateg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theories and data.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importance of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analyzes the major threats to global and regional 
biodiversity, including habitat destruction, overexploitation,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nd explores the specific impact of these 
threats on the func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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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是当前全球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议题。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生态系统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导致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减弱。本文旨在系统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恢复的现状、挑战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相关理论与数据，提出科学有效的保护与恢复策略。本文阐述了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基本概念及其重要性，分析了当前全球及区域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栖息地破
坏、过度开发、污染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探讨了这些威胁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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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系统的基础，涵盖了物种多样

性、基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和生态

系统功能的重要保障 [1]。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则是指生态系统

通过自身运作，为人类提供的诸如食物、清洁水源、气候调

节、文化价值等多方面的服务。这两者密切相关，共同构成

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然而，随着全球人口的

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生物多样性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显著下

降。栖息地破坏、过度开发、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不仅

导致物种灭绝和基因多样性的丧失，还削弱了生态系统的自

我调节和恢复能力。因此，如何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恢复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成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任务。

2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基本概念及
其重要性

生物多样性指地球上生命形式的多样性，涵盖物种多

样性、基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物种多样性

是指不同物种的数量和种类，基因多样性则涉及同一物种内

不同基因型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则指不同生态系统类

型及其结构和功能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高低直接影响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多样性的生态系统通常具有

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强的自我恢复能力，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环

境变化和人为干扰。此外，生物多样性也是人类社会的重要

资源，提供了食物、药物、纤维等多种物质基础，同时也是

文化和精神价值的重要来源。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

生态保护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生

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通过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为人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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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各种有益服务。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生态系统

服务可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四大

类。供给服务包括食物、淡水、木材和药材等直接供给人类

使用的资源；调节服务涵盖气候调节、水质净化、病虫害控

制和自然灾害缓解等间接服务；文化服务涉及精神享受、文

化遗产和休闲娱乐等；支持服务则包括土壤形成、养分循环

和光合作用等基础生态过程。这些服务相互关联，共同维持

着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不仅直接影响人类

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也在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

失等重大环境问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理解和保护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于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2]。

3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与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的影响

3.1 栖息地破坏与生境丧失
栖息地破坏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城市化、农业扩展和基础设施建

设等活动不断侵占自然栖息地，导致大量物种失去生存空

间 [3]。例如，森林砍伐、湿地填埋和草原过度利用等行为，

直接减少了生态系统的面积和连通性，破坏了物种的栖息环

境。栖息地的丧失不仅导致物种数量的减少，还影响了物种

间的相互作用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因

此受到严重影响，如水源涵养能力下降、土壤侵蚀加剧和生

物控制能力减弱等。因此，保护和恢复栖息地是维护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措施。

3.2 过度开发与资源消耗
过度开发和资源消耗是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另一大威胁。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高强度开发，如过度捕捞、非法狩猎、采

矿和过度放牧等，导致资源枯竭和生态系统的退化。例如，

过度捕捞不仅减少了渔业资源，还打破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平

衡，导致底栖生物和大型鱼类数量的急剧下降。非法狩猎则

直接导致珍稀物种的灭绝风险增加，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过度放牧和采矿活动不仅破坏了植被覆盖，还导致

土壤侵蚀和水源污染，进一步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资源的过度消耗不仅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也影响

了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提供，进而威胁到人类社会的长远

发展。

4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策略与措施

4.1 保护区建设与管理
建立和有效管理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

策略之一。保护区通过限制人类活动，提供安全的栖息环境，

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目前，全球已建立各类保护

区约 2.7 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15%，但保护区内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效果因管理水平的差异而存在较大差异。科学

规划保护区的布局，确保生态连通性，是提高保护效果的关

键。此外，保护区的管理需要结合当地社区的参与，通过社

区共治模式，提升保护区的管理效率和可持续性。定期的生

态监测和评估，也是确保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持续健康发展

的重要手段。通过综合运用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策略，可以有

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功能 [4]。

4.2 物种保护与恢复
物种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

对濒危和灭绝物种的保护至关重要。保护措施包括建立物种

数据库、实施基因库建设、开展物种繁育和再引入项目等。

例如，通过基因库技术，可以保存濒危物种的基因资源，确

保其在未来的生存和繁衍。同时，物种繁育项目通过人工饲

养和繁殖，增加濒危物种的数量，提升其在自然环境中的存

活率。再引入项目则通过将繁育的物种重新引入其原生栖息

地，恢复其生态功能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此外，防止非法

捕猎和贸易，加强对濒危物种的法律保护，也是确保物种存

续的重要措施。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物种保护与恢复策略，

可以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促进生态系统的健康

和稳定。

4.3 基因多样性保护与管理
基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基因

多样性对于物种的适应性和进化能力至关重要。基因多样性

的保护策略包括建立基因库、开展遗传多样性监测和促进基

因交流等。基因库通过保存不同物种的基因材料，确保在自

然环境遭受破坏时，能够通过基因重组和交配，恢复物种的

多样性和适应性。遗传多样性监测则通过定期采样和分析，

评估物种的基因变化情况，识别潜在的基因瓶颈和遗传退化

风险。此外，促进基因交流，如通过生态廊道连接不同种群，

增加基因流动，防止近亲繁殖和遗传漂变，提升种群的遗传

健康和适应能力。基因多样性的保护不仅有助于维持物种的

生存和繁衍，也为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功能提供了坚实的基因

基础。因此，科学有效的基因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是实现生

物多样性长期稳定的重要保障。

5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的策略与措施

5.1 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生态修复技术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扮演着关键

角色。当前，常用的生态修复技术包括植被恢复、湿地重建、

土壤改良和水体净化等。此外，土壤改良技术如有机肥施用

和土壤微生物修复，可以提升土壤肥力和结构，促进植物生

长，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水体净化技术通过构建

人工湿地、生物滤池等手段，减少水体污染物的排放，改善

水质，恢复水生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功能。随着科技的发展，

生态修复技术不断创新和完善，推动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

有效恢复和提升。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生态修复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提升生态系统的恢复效率和可持续性，图 1 为自然

环境的服务功能的解析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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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然环境的服务功能的解析示意

5.2 自然资本管理与生态补偿机制
自然资本管理是指通过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

护和提升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

展。自然资本管理包括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的保护

和恢复，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例如，通过实施可

持续森林管理，可以平衡木材采伐和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

确保森林的长期健康和生产力。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如

湿地保护、草原恢复等，能够提升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提

供更多的生态服务。同时，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通过

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评估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价值，为自然

资本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经济支持。此外，生态补偿机制作

为自然资本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市

场交易等方式，激励和支持生态保护和恢复活动。例如，通

过支付生态服务费用，补偿生态保护区域的土地所有者，促

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提供。自然资本管理与生态补偿

机制的结合，不仅有助于提升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还促进

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局面 [5] 。

5.3 社会参与与公众教育
社会参与和公众教育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的重要

保障。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直接影响生态保护和恢复的

效果。通过开展广泛的公众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生

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其环保意识和责任感。例如，

通过环境教育课程、宣传活动和媒体报道，普及生态系统服

务的相关知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可持续消费行为。此外，

鼓励公众参与生态保护和恢复项目，如志愿植树、湿地清

理和生物多样性监测等，可以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促进生态保护的社会共识和共同努力。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在促进公众参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组织和协调各类

环保活动，推动社区和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恢

复。此外，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激励措施，支持公众参

与生态保护和恢复活动，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的社会

基础和动员能力。通过社会参与和公众教育，形成全社会共

同关注和支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的良好氛围，推动生态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是实现生态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地

球生命系统的稳定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系统

分析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基本概念，探讨了当前面

临的主要威胁，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与恢复策略。未来，应

进一步加强政策法规的完善，提升技术手段的创新和应用，

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态

保护与恢复体系。通过综合运用科学的保护与恢复策略，提

升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功能，确保生物多样性的持续稳定和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长期发挥，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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