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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世界农业生物多样性实施有效管理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挑战。尤其是畜牧业，
正面临着巨大转变，为满足快速增长的肉、蛋、奶的需求，规模化生产不断扩
张。丰富的动物遗传资源对于农业生产系统的发展，十分关键。在应对大气变化

和新出现的恶性动物疾病突发事件等方面，也需要强调保持牲畜的这种适应能力。对于千
百万农村地区的贫穷人口来说，牲畜仍然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并能够满足他们的多种需
求；在世界上一些环境极端恶劣地区，牲畜还能确保那里人们的生计。畜牧生产为实现食
物安全和生活保障，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今后十几年里，这种
贡献作用还将显著增强。

然而，遗传多样性面临威胁。品种灭绝的报告率之高，引人关注。但更令人担心的
是，一些还未被记录的遗传资源正在丢失，这些资源的特性未被研究，潜力未被评估。加
强对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认识并制定优先重点，需要发奋努力。同时，
必须建立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传统的牲畜饲养者，通常是生活在边缘环境中的贫困人
口，他们保存了大量的动物遗传多样性。我们不应忽视他们的作用，不应忽视他们的需
求。利益分享需要一个公正的方案，以确保动物遗传资源可在广泛范围内获取。建立公认
的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国际框架是十分必要的。

本报告是第一份对全球性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和趋势的评估，以及对管理这些资源的制
度和技术能力状况的评估。世界粮食峰会行动计划宣告了改善遗传资源管理的承诺，本报
告为呼吁各方加强努力，确保实现承诺，提供了基础。本报告的发布是粮食与农业遗传资
源委员会工作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由衷感激世界各国政府对本报告的支持，特别是有169个
国家向FAO提交了国别报告。本报告在准备和编写过程中，在提高公众意识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促成了国家和区域层面上的一些活动，这些贡献也给了我巨大的激励。当然，还有
许多工作有待开展。在瑞士因特拉肯召开的动物遗传资源国际技术会议上发布世界粮食与
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必将成为行动的契机。我希望借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认识到动物遗
传资源是我们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价值，不应被忽视。承诺保护、发展、可持
续利用这些资源，并加强合作迫在眉睫。

前 言

雅克●迪乌夫
粮农组织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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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是第一份国际性畜禽多样性评估报告。世界粮食与
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取材于169份国别报告，并得益于众多国际性组织和12项特
设的主题研究的帮助，分析了畜牧业的农业多样性状况，包括起源与发展、利用与

价值、分布与交换、风险情况和面临的威胁；分析了资源管理能力，包括制度、政策和法律
框架、有组织育种和保存规划。在推动畜牧生产体系产生变化的外力一章中对畜牧生产体系
的需求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评估。在品质鉴定、遗传改良、经济价值评估和畜禽保护的方法
一章中对加强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和发展所需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了阐述。

千百年来，在人类对动物进行的管理和育种控制与自然选择的双重影响下，最终形成了
世界畜禽群体中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既包括高产动物品种，指那些在统一管理控制的集约化
饲养方式下提供单一产品；也包括与之并存的多用途品种，由小规模农场主或牧人饲养，其
生产体系大部分为低外部投入畜牧生产体系。

有效的动物遗传多样性管理对国际食品安全、可持续发展和成千上万牲畜饲养者的生
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畜牧业和国际社会目前正面临着许多挑战。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地方快
速增长的畜产品需求、不断出现的动物疫情、气候变化及如千年发展目标等国际目标都迫切
需要解决与实施。许多品种拥有的某一特性或多种特性，如高抗病性、对恶劣气候的高耐受
力或能够提供某种特殊产品等，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将可能有较好表现。然而，大量证据显
示，目前这些基础遗传资源正在衰减，且衰减速度很可能正在加速。

FAO的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国际数据库总共包含有7616种畜禽品种的数据信息。大约有
20％记录在案的品种被确认为濒临灭绝。更令人关注的是在过去的六年中有62个品种灭绝—
—几乎相当于每个月灭绝一个品种。而这些数字仅仅显示了遗传侵蚀的部分现象。因为世界
上很多地方的品种目录，尤其是群体数量和品种水平上的结构调查还很不完整充分。所有品
种中还有36％的群体数据没有调查清楚。不仅如此，对于许多大范围使用的高产奶牛品种来
说，因为仅使用少数具有高生产性能的种畜进行育种，其种内遗传多样性也正在被破坏。

威胁遗传多样性的许多因素都是可以被鉴别出来的。其中最主要的威胁就是传统生产体
系以及相关的地方品种受到排斥，在集约化畜禽生产快速扩张的驱使下，经常出现使用少数
高产品种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情况。 全球肉、蛋、奶生产越来越依赖少数几个高产品种，在工
业化生产体系中，这些高产品种按照利润最大化方式被使用。集约化过程受畜产品需求的增
长而加剧，现在的遗传物质、生产技术和资本投入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便捷地运转也加速了这
一发展趋势。集约化和工业化在增加畜产品产量和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食物需求等方面作出
了一定贡献。然而，有必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以减小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这一全球公共物品
的潜在损失。

重大流行病及各种重大灾害（干旱、洪水、军事冲突等）等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巨大威胁
也应引起关注，尤其对那些种群数量较小，地理分布较集中的品种。这类威胁很难消除，但
是他们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是可以减小的。在这种情况下，前期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
种突发情况中所采取的其他随机行动远远不及前期准备有效。这种前期准备，或者更广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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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遗传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要依靠大量改进后的知识，如品种特性，保护的优先顺序，以
及品种在地理上的分布、在生产体系中的分布等等。

在有些情况下，畜牧业相关政策和法律框架并不能有效地促进动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显性的或隐性的政府补助在促进大规模生产发展的同时，通常是以牺牲小饲养者生产体
系为代价的，而这些小饲养者生产体系恰恰是利用地方遗传资源进行生产的。发展方向及灾
后重建计划的不科学倾向也会给遗传多样性带来威胁。涉及畜禽的各种发展计划及灾后重建
计划也应先评估其所要采取的措施可能对遗传多样性产生的影响，并确保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所使用的品种与当地生产环境相适宜，能够满足受益人的需求。应对灾情所采取的捕杀计划
要考虑到相关措施，保护稀有品种；在有些情况下，有必要修改相关的不科学立法。

当家畜生产体系的发展威胁到那些具有潜在价值的遗传资源的利用时，以及在弥补突然
惨重损失时，应考虑制定品种保护措施。活体保存的方法包括建立专门的保种场或保护区、
对那些在稀有品种特定生产环境中饲养珍贵品种的饲养者给予补贴或支持措施。液氮中遗传
物质的活体保存也为活体保存方法提供了一种有效补充途径。在可行的情况下，加快新型可
持续利用模式的建立应作为目标之一。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为特定市场提供特殊产品、以自
然或风景管理为目的放牧动物，为品种保护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如果要将本地品种留给当地
饲养者用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则应制定详细完善的遗传改良计划。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外部低投入体系适用战略的实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牧人和小农
是世界上大部分畜禽多样性的守护者。他们能够继续扮演守护者角色的能力需要外部政策措
施来支持和加强，如确保其能够不受限制地使用牧场等。与此同时，另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
各种保存措施的实施不会限制生产体系的发展或限制饲养者谋生的机会。部分以社区为基础
的保存和育种计划已经开始准备解决这些问题。其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探寻。

动物遗传多样性的有效管理需要一定的资源条件，其中包括受过良好培训的职员和充足
的技术设施。计划及决策中的合理的组织结构（如用于动物记录和遗传评估的）以及多方面
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育种者和牲畜饲养者）也都很重要。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这些
先决条件都较缺乏。世界上48％的国家没有报道国家水平上的活体保存计划，63％的国家称
他们没有活体计划。同样，在许多国家不存在有组织育种计划，或仅仅是个摆设。

在这种快速变革及普遍私有化的时期，应制定相关的国家计划来确保公共产品的长期供
应。畜牧业发展方针应鼓励为农村人口建立平等的目标，从而他们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
其生活所需的生产能力，增加社会所需的产品供应量和服务。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也要与其
他农村和农业发展框架中的目标相平衡。应关注地方品种所扮演的角色、作用和价值，以及
这些品种如何能为发展目标发挥作用。

世界各国和各区域在利用动物遗传资源方面是相互依赖的。从历史基因漂流的有关证
据以及当前畜禽分布模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将来，来源于世界任何地方的遗传资源
将被证明对其他地方的育种者和牲畜饲养者也是至关重要的。国际社会目前需要承担管理这
些共享资源的责任。需要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期国家来鉴定、保存和利用他们国内 
的畜禽品种。使农场主、牧人、育种者和研究人员广泛获取动物遗传资源，这对可持续利用
和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次上制定有关广泛接触动物遗传资源、
平等分享利用动物遗传资源规则框架。在制定这些规则框架时，考虑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显著
特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因人类干预而形
成，并需要人类继续有效地管理。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与畜牧业发展其他
方面的一体化，将有助于确保世界畜禽多样性宝库在粮食和农业方面的合理利用和发展，并
能持续保留下去为后代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