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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在各个行业当中应用不断

广泛,尤其是对与环保相接近行业来讲,可持续发展将会大力的提升行业发展水平以及速度。因此,在此

篇文章中要针对甘肃地区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推动甘肃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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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ncept of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Especially for industries clos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speed of 

the industr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Gansu area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ansu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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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各行各业的不断发展,对新技

术和新工艺的需求不断增高,因此,每一

个行业都要有发展前提作为背景,在此

篇文章当中,针对行业中的问题分析,对

于后续的发展实现最优的保障,提升发

展水平和实力。 

1 生物多样性的情况 

近年来,物种灭绝正以惊人的速度

增长。生物物种正在以每小时一种的速

度消失,消失的物种不仅会使人类失去

一种类别的自然资源,还会通过植物链

引起其他物种的消失。每消失一种植物,

往往有10~30种依附于这种植物的动物

和微生物也随之消失。生态学家估计,

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失去了几十万个

物种,以这种速度持续下去,我们有可能

在21世纪失去全部活着物种的一半。而

过去的这样大规模物种灭绝则发生在上

千年,有时是几百万年。自然界中物种的

灭绝并不是现代才有的过程。历史上物

种灭绝的原因都是环境急剧变化的结果,

是自然的力量。现代生物的灭绝除了自

然因素(环境的变化)外,和历史上生物

灭绝的根本不同是：人类的经济活动,

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现代生物灭绝。这

些活动主要包括：第一,改变生态环境。

人类对森林的过度开发、土地的过度开

垦、对于植物的大规模的采集及其他经

济活动,使野生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

发生改变,甚至消失。第二,过度捕杀。

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乱捕滥杀,是野生动

物生存的最大威胁。第三,外来物种的引

入,给原始野生物种带来巨大的生存威

胁。第四,环境污染。工业三废的排放、

农药的大量使用等,对生物的生存产生

了重大的破坏影响。第五,其他因素。由

于人口的增长和人类活动的增加,越来

越多的人们要求更多的食物和更大的生

活空间,生活中将制造更多的垃圾。以往

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的,经济政策未能注意评估环境及其资

源的价值,生物资源利用不均衡,法律和

制度不合理[1],都威胁着生物多样性的

存在。 

2 可持续发展战略基本内容 

人类是在与自然环境之间不断作

用、不断协调的过程中发展的。19世纪

以来,地球上的生物物种急剧减少,人类

生存的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面临

巨大的危机,生物的再生能力受到了限

制和破坏,人类频频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后代生存也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寻求环

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的、生态和经济可

协调的长期发展模式,世界环境与发展

委员会,于1987年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

发展”的概念[2]：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

个概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经济

学家、社会学家、环境学家等从各自的

领域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意义与应用

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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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保护人

类生物多样性举措 

3.1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对甘肃地区的社会受众而言,需要

根据实际情况树立适度发展的思想来调

整自己的行为,满足自身需求的,最大程

度地适应自然的状态。在适度发展思想

的前提下,确保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进行,使得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现。人

类社会生产力不仅是一种改造自然的能

力,也是保护自然的能力。适度发展着眼

于自然环境的呵护,其所关怀的是人的

生存和发展问题,不仅仅关怀人类现实

的利益和发展,更关怀人类未来的利益

和发展[3]。这说明了人的主体性的成熟

和完善,人类开始在更高的层次上、更自

觉的意义上成为世界的中心和主体。当

代人要考虑到人类将来选择的可能性,

在当代人的利用和后代人的选择之间,

建立适当妥协的行为模式,在自然资源

的开采、利用上,以人类生活的够用为

满足标准,而不追求过度消费。适度发

展、适当妥协是人类的共同使命。政府

与公众的参与程度决定了实现使命的

实现进程。 

3.2完善生物多样性政策 

经济增长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不

矛盾。完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政

策体系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保证

和依据。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开始意

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5],制定

了国际公约。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许多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法规、条约。随着认

识的深入,世界各国都不断制定新的政

策和法律体系。其既要适应经济增长的

需求,又要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明

确大气、海洋、淡水和森林等永久性损

害。在生物多样性政策的完善中,势必

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工作,以持续性

发展理念为主,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管

控举措,以期实现最优的数据信息以及

综合内容。 

3.3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技术 

(1)保护技术 

保护技术包括就地保护、迁地保护

和离体保存技术[4]。对受到严重威胁的

物种及各类生态系统,要采取措施在野

外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使物种和生态

系统得以延续。栖息地丧失或改变是物

种濒危与消失的重要因素,所以建立自

然保护区是保护物种及栖息地和生态系

统的最基本措施之一。同时,加强重要物

种及其遗传资源的迁地保护,重点开展

高濒危物种的拯救工作。迁地保护要注

意该类别物种能否正常的生长发育、繁

衍后代和尽可能保持原有的遗传性、是

否有足够的种群以减少其遗传多样性损

失、是否建立科学的记录系统。另外,

还需要积极开展生物的离体保存,将生

物的一部分进行长期储存(如建立动物

的细胞库、精子库和胚胎库等),收集动

物基因。对于传统农牧区保护生物多样

性技术、药用物种资源保护技术、水产

物种资源保护技术和特殊的经济生物资

源的保护技术加以研究。 

(2)可持续利用技术 

可持续利用技术主要包括野生物种

人工繁育技术和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

技术。这项工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综合分析,如下所示：①加强珍稀濒危动

植物进行人工繁育技术的研究,扩大濒

危野生动植物的数量。②要投入力量研

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技术,包括生

态农业技术等,主要源于生态系统一旦

破坏,就以当前的技术很难恢复,而我国

生态系统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对甘肃

地区而言,若是想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势必要确定良好的管理标准和管理体系,

定期或者不定期做好对区域的考察和综

合分析,开展专项处理性工作,以期为后

续的制定高效的计划奠定基础。 

(3)现代生物技术 

现代生物技术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研

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其不

仅仅需要开发研究现代生物技术,还要

注重评价生物技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正负作用或风险。另外,要建立生物多样

性基础信息系统,包括数据库、模型库和

专家系统库。数据库主要包括物种资源

数据库、生物多样性保护数据库、标本

数据库、分类数据库、以及植被与环境

因子数据库等,另外应分别建立森林资

源信息系统；作物品种资源数据库系统；

中药材资源数据库；海洋资料信息服务

系统等。防止动植物物种的灭绝需要人

们对土地和水源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管理,

保护它们的栖息生长地,避免过度开发,

保证本土生物种不为引进外来种的干扰

所破坏,消除或减少环境污染对生物多

样性的威胁。 

4 结束语 

通过此篇文章当中的分析,可以很

明显的看出甘肃地区发展仍然有着很大

的障碍,在具体发展过程当中,很难具体

的提升,因此,就必须要保障发展水平,

能够更好地得到控制,然后才能够更好

地提升发展力量,促进日后教育事业的

发展,为今后创造绿色健康中国提供更

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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