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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部规划，从2003

年起，南京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了动植物以及生态环境的
摸底普查。参与编写规划的
专家告诉记者，统计结果表
明，南京地区共有高等植物
1823种、昆虫 795种、鱼类
99种、陆栖野生脊椎动物

327种。“南京是个过渡带，
许多热带、温带分布的动植
物，在这里都能找到。”专家
说，但南京缺乏特有物种，例
如南京特有的植物只有青
檀、明党参、地构叶等，45种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中，南京

仅有10种。同样，从数量上
来看，动物资源也是“较为丰
富”，但野生动物中，国家 I
级保护动物只有 4种，II级
也不过32种。

调查中发现，近年来的
大规模开发，原有的自然生

态环境不断遭到人为干扰。
专家担忧，长此以往，珍稀物
种会濒临灭绝。

专家说，比如牛首山的
南京椴林，正面临着人工毛
竹林种群的侵袭，“毛竹的繁
殖能力很强，原先只是种植

了一片，但现在漫山遍野都
是它的身影。”毛竹很霸道，
所到之处，别的物种很难生
存。如果这样下去，山上的南
京椴林将被毛竹林取代。

特殊的地域性，使南京
外来植物也特别丰富。外来

植物在丰富了南京的生物多
样性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

损失。例如三叶草就是披着
美丽外衣的“欧洲入侵者”，

已引起南京地区草坪严重退
化，每年造成的损失达 2000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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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首先

要加强生物栖息地的保护与
恢复。

记者了解到，《规划》中
提出，南京将花10年时间，恢
复 530平方公里丘陵山地森
林生态系统。包括牛首山、祖
堂山、云台山、青龙山、汤山、

栖霞山、灵岩山、老山等，此外
还有中山陵、幕府山、雨花台、
方山、灵山—桂山、太子山、龙
王山等城市森林公园。

湿地生态恢复方面，将
长江南京段湿地、七里河湿
地、滁河湿地和潜洲、八卦洲

等 5洲岛以及 12座中型水
库、芝麻岭等区域列入生态
保护区，面积达到 1280平方
公里。
《规划》确定，严禁砍伐

天然次生林，保护鸟类栖息
地，对一些自然保护区，除了

对核心区域的绝对保护之
外，还要加强对缓冲区的保
护力度，扩大保护范围。森林
生态修复以恢复植被为主，
专家建议，要尽量选用乡土
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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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中，最重要的一

项是将生物生态廊道建设工
程提上日程。

“人类往往只顾着自己
修路建桥，却切断了动植物

的路，让生态环境破碎成一
块一块的。”专家表示，生态
廊道就是要为动植物铺路，
打通各个生态安全源区间的
联系，包括各森林生物多样
性保护区，以及湿地生物多
样性保护区间的联系。在市

中心区域，主要形成以紫金
山、栖霞山风景名胜区、幕府
山—燕子矶、老山和牛首山
以及长江为节点的环行生物
生态廊道。
“为方便小型哺乳动物

的迁移和活动，应在局部地段

建设生态桥，或在道路下方留
有涵洞。”此外，南京处于候
鸟迁徙的东路线上，来自西伯
利亚、俄罗斯的候鸟经过南京
的有100多种，天然林地为
鸟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因
此，由北向南应规划出一条宽

约10公里的鸟类迁飞廊道，
保证其食物、栖息地和迁飞路
径的安全与稳定。

水生动物则要建立洄游
廊道，主要以长江和秦淮河
为主线，治理河道污染，防止
过度捕捞。

专家提出，生态廊道的
建设要避免过于人工化，选
择当地乡土种，模拟自然的
手法，拉近动植物群落之间
的距离，从而为动植物的流
动、基因交换和营养交换创
造必要的空间条件；还可以

在中山陵等自然生态良好的
大型公园内划出生态保护
区，或者动物栖息繁殖地，以

利于动物安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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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名录》，结合南京的野
生资源现状，37种野生动物
被列为今后的重点保护对象。

名单包括：中华虎凤蝶、
虎斑蝶两种昆虫；白鲟、中华
鲟、鲥鱼、胭脂鱼 4种鱼类；
棘胸蛙、虎纹蛙、黄喉拟水

龟、黑眉锦蛇 4种两栖爬行
类；鸳鸯、小鸦鹃、仙八色鸫、
震旦鸦雀等 21种鸟类；穿山
甲、豹猫、大灵猫、河麂、江
豚、白鳍豚等6种哺乳动物。
专家介绍，由于环境变化，这
些动物在南京的数量锐减，有

些甚至近年来几乎绝迹。比如
豹猫，以前在南京的山林地区
数量很多，但人类贪图它的皮
毛及肉的美味，过度捕杀，现
在豹猫在野外已很难见到。大
灵猫更是如此，近 20年来，
在野外都没有实体发现。

专家介绍，根据规划，10
年后南京将形成相对完善的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既可以
保存物种基因，还可以起到
净化大气、涵养水源等作用。
“如果要换算成实实在在的
价值，到时候，南京的生态系

统一年产出的生态效益价值
将达到70亿元。”专家说，这
个价值包括直接的，如木材、
水果、树脂等，最重要的是还
有固碳释氧、调节气候防灾
减灾、以及古树名木的存在
价值等间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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