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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熊熊猫猫““脱脱险险””，，大大猩猩猩猩““濒濒危危””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大熊猫移出“濒危”物种

中国努力效果显著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自１９６３年开始编
制，每４年进行一次重要更新，被
认为是记录全球动植物物种保
护现状最全面的名录，也是生物
多样性状况最具权威指标之一。

该名录将物种保护级别分
为９级，最高为“灭绝”，其次是

“野外灭绝”。往下顺延的“极
危”、“濒危”和“易危”３个级别
统称“受威胁”，之后是“近危”、

“无危”、“数据缺乏”和“未评
估”。

在于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
行的全球大会上，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发布了最新红色名录。
名录提到，由于中国持续不懈
的努力，大熊猫的数量在缓慢
增加，因此对大熊猫的评级从

“濒危”降为“易危”。
中国去年２月发布的最新

调查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年
底，中国有１８６４只野生大熊猫。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说，大熊猫
生存状况的改善“证明中国政
府保护这种动物的努力行之有
效”，其中包括大力重建熊猫栖
息需要的竹林。

另一个国际环保组织“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首席环保官
约翰·鲁滨逊告诉法新社记者：

“很少有物种能够从（濒危）名
单上被划掉，这说明保护措施
有效。”

与此同时，藏羚羊的数量
也有可观增长，评级从“濒危”
连降两级成为“近危”，一举摘
掉“受威胁物种”的帽子。

对此，国家林业局回应认
为，IUCN的报告是根据相关
数据和技术指标，从理论上做

出的判断。国家林业局作为大
熊猫保护管理部门，着眼于实
际工作情况和保护形势，认为
大熊猫仍是濒危物种，将大熊
猫保护等级降低还为时过早。

我们正在消灭“近亲”？

同在地球村，大猩猩等６个
类人猿物种生存状况却每况愈
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说，东非
大猩猩、西非大猩猩、婆罗洲猩
猩和苏门答腊猩猩都处于“极
危”状态，“与灭绝仅有一步之
遥”；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被列为

“濒危”物种。
名录特别提到东非大猩猩

“处境危险”，目前全球数量仅
有５０００只左右，而且还在不断
减少。过去２０年来，战争、捕猎
和人类侵占栖息地使得东非大
猩猩的数量“灾难性地减少了

７０％以上”。
东非大猩猩的一个亚种东

非低地大猩猩，数量从１９９４年
的１.６９万只急剧减少到２０１５年
的３８００只。好在另一个亚种山
地大猩猩数量出现小幅增长，
不过数量也仅有８８０只左右。

专家指出，对于大猩猩来
说，最大的威胁就是捕猎。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
英格·安德森说：“今天是让人
难过的日子，因为ＩＵＣＮ的红色
名单表明，我们正在消灭我们
的一些近亲。”

2 . 4万物种面临灭绝

红色名录共收录了８２９５４
种动植物，其中近２.４万，也就
是将近三分之一处于“极危”、

“濒危”或“易危”状态，面临灭
绝危险。与此前相比，越来越多

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意大利萨皮恩扎大学的哺

乳动物专家卡洛·龙迪尼尼说，
与２００８年的红色名录相比，如今
已评估的哺乳动物里近２８％都
面临着灭绝威胁，增加了３％。

比如平原斑马，捕猎致使
其数量在过去１４年间从６６万匹
下降到５０万匹，评级也从“无
危”升为“近危”。

不光动物，全球许多植物也
逐渐走向灭绝。在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大会的举办地夏威夷，４１５
种当地植物中的３８种被评为“灭
绝”，４种为“野外灭绝”，８７％当
地物种为“受威胁”。

“我们想强调的关键点是，
我们并没有怀着对物种保护的
敬畏走向正确的方向，”安德森
说，“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失去物种。”

综合新华社、澎湃新闻报道

寨寨卡卡蔓蔓延延快快，，新新马马好好紧紧张张
新加坡确诊者已达258人，马来西亚担忧疫情暴发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ＩＵＣＮ）４日发布最新濒
危物种红色名录，不再把大
熊猫列为“濒危”物种，原因
是由于中国的努力，大熊猫
的生存状况已有改善。与此
同时，东非大猩猩类人猿等
则徘徊在灭绝边缘。

不过，对于该消息，国家
林业局5日回应认为：该名录
只是基于理论判断，就具体
工作而言，大熊猫仍是濒危
物种，将大熊猫保护等级降
低还为时过早。

9月5日，在新加坡，一名工作人员展示搜集到的蚊子幼虫。 新华/路透

新加坡卫生部5日发
布公告说，最新数据显示，
新加坡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增至258例。而寨卡病毒在
新加坡的扩散也引起了邻
国马来西亚的恐慌，两国
正在通过灭蚊等多项措施
防止疫情扩散。

中国公民30人感染

据央视报道，中国驻新加
坡大使馆接新加坡卫生部通
报，截止到9月5日中午，共有
30名中国公民在新加坡感染
寨卡病毒。

与此同时，其邻国马来西
亚卫生部也警告称，寨卡在该
国可能会进入暴发模式。

新加坡５月中旬发现首例
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８
月２７日发现首例本土传播病
例，此后新增病例连续多日激
增，促使新加坡政府开展大规
模灭蚊行动，强化控蚊措施。

在新加坡寨卡疫情不容
乐观的情况下，邻国马来西亚
卫生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４日
说，马来西亚恐将发现更多本
土传播的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马来西亚本月１日确认首
例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上月曾赴新加坡探望家
人，８月２８日开始出现皮疹等
症状，尿样检测出现寨卡病毒
阳性反应。

本月３日，马来西亚确诊
第二例寨卡病毒感染病例，这
是马来西亚首例本土传播的
寨卡病例。这名６１岁的男性患
者先前已受高血压、冠心病、
痛风和肾结石等疾病困扰，发
烧３天后于８月３０日前往沙巴
州首府哥打基纳巴卢的医院
接受治疗。３日深夜，马来西亚
卫生部宣布这名患者死亡，但
死因无关寨卡病毒，而是源于
心脏疾病并发症。

马来西亚隐患更严重

路透社报道，每天经主要
通关口岸往来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的人员达到２０万人次。新
加坡本土传播的寨卡病毒感
染病例激增后，马来西亚加大
了对两国往来人员的核查，并
强化控蚊力度。

尽管如此，首例本土传播
的寨卡病例还是在马来西亚
引起不小担忧。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国
家医疗系统先进排行榜中，新
加坡居第１０位，远高于马来西

亚的第４９位。
马来西亚一些卫生专家

认为，马来西亚人口近３０００
万，数倍于新加坡，比新加坡
面临更严峻的寨卡疫情挑战。

根据官方数据，马来西亚
去年共确诊１２万登革热病例，
死亡３３６人，为１９９５年以来最
多。马来西亚当局一直将更多
精力投入到应对登革热疫情。

一些地区卫生专家担心，
因寨卡病毒感染者出现的症
状相对轻微，这一疫情在马来
西亚乃至东南亚地区没有得

到足够重视。
事实上，世卫组织还将印

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
南列为“２０１６年可能局部传播
或本土传染寨卡病毒”的国
家。

寨卡病毒在1947年首次在
乌干达被发现。上世纪60年代
至80年代，它曾在非洲和亚洲
引起感染。今年初，寨卡病毒
在巴西传播，导致受感染孕妇
产下的婴儿罹患小头症，引发
全球性恐慌。

据新华社、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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