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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当前状况

以下分析是依据FAO的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
源国际数据库（DAD-IS3系统的中枢系统）作出的，
该系统是畜禽遗传多样性的最全面的国际信息来源。

在全球规模上对动物遗传资源状况进行评估
存在着一些方法上的困难。在过去，通过分析国际
数据库中的有关信息来鉴别全球范围内濒临灭绝的
品种常常受阻，因为动物遗传资源国际数据库信息
系统的结构仅仅基于国家水平的品种种群而非国际
水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使世界粮食与农业动
物遗传资源状况能够提供一个更加有价值的评估，
就需要发展一个新的品种分类系统。目前，将品种
划分为地方品种、跨界品种，和在更广泛地区存在
的区域品种或国际跨界品种（见文本框2）。

国际数据库中共收录了7616个品种，其中地方
品种6536个，跨界品种1080个。在跨界品种中，区
域跨界品种523个，国际跨界品种557个（图4）。

在不同品种的相关重要性方面有一些区域性
区别（图5）。在大部分区域，非洲、亚洲、欧洲
和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以及近中东，地
方品种占到所有品种的三分之二。与之相反的是，

在西南太平洋和北美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是国际跨界
禽类和哺乳动物品种。在欧洲和高加索地区、非洲
和小部分亚洲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是区域跨界哺乳动
物品种，而只有在欧洲和高加索地区有许多区域跨
界禽类品种。

对大多数物种来说，欧洲和高加索地区拥有
的品种数量占世界品种总量的比例较高，高于其占

在为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
而创建的新的品种划分体系下，最主要的区
别是那些只在一个国家中出现的品种，被称
为“当地”品种，和那些在多个国家中出现的
品种，被称为“跨界”品种。在跨界品种类
别中，一个更大的区别是“区域”跨界品种
和“国际”跨界品种。区域跨界品种是指那些
在一个区域的多个国家中出现的品种，国际跨
界品种是指那些在多个区域中出现的品种。至
于哪些地方品种种群可以确定为跨界品种，是
由专家评审并由相关国家的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国家协调员审核决定的。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的
细化，新的划分方式已被证明在评估国际层次
及区域层次的品种多样性方面是一个非常有效
的框架性方案。

文本框 2

种群的新划分体系

图 4 

地方品种和跨界品种在世界上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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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www.fao.org/da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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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世界品种种群数量的比例。其中部分原因是因
为在这一区域，许多品种被鉴别为单独的品种个
体，甚至当他们的遗传相关性非常接近时也被确认
为不同品种。这也反应了该区域在品种分类编目及

特性鉴定方面水平较高。而在许多其它区域中，因
缺少技术资源和受过良好培训的职员限制了品种分
类编目及特性鉴定等工作的开展。

图 6 

世界濒危品种种群数量分类情况

0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图 5 

国际跨界、区域跨界和地方品种的区域分布

注：灭绝品种也包含在这些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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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风险状况
共有1491种品种（约占20％）被划分为“濒

危”品种4。而真实的数据可能会更高，因为有
36％的品种种群数量的有关数据还未采集到。图6 
简单概括了各种风险状况的品种种群数量情况。

濒危品种比例最高的区域是欧洲和高加索地
区（28％的哺乳动物类品种以及49％的禽类品种处
于濒危状态）、北美洲（20％的哺乳类品种和79％
的禽类品种处于濒危状态）。这两大区域都属于高
度专业化的畜牧业生产，这种生产主要依靠少量品
种进行。从绝对数量上来讲，欧洲和高加索地区是
到目前为止濒危品种数最多的地区。尽管从表面数
据来看，这两个区域的濒危品种数量最多，但其他
地区的问题也可能相当严峻，因为在有些地区还有
大量品种的风险状况还未知。比如，在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地区，分别有68％和81％的哺乳类和禽
类品种的风险状况还未知。非洲有59％的哺乳类动
物品种和60％的禽类品种情况也未知。数据的缺失
严重制约了有关品种保存措施方案和优先保护顺序
的有效制定和区分。对某些物种来说这些问题尤其
显得严重，72％的兔品种、66％的鹿品种、59％的
驴品种和58％的单峰骆驼品种都缺少有关的种群数
据。目前急需加大测查力度和后续的种群规模、结
构及其他相关品种信息的报告力度。

通过物种水平上的比较发现，马（23％），兔
（20％）、猪（18％）和牛（16％）是哺乳类动物
物种中濒危品种比例较高的物种。在广泛饲养的禽
类物种中，24％的火鸡品种、33％的鸡品种、31％
的鹅品种和24％的鸭品种被认为已经濒临灭绝。图
7简单概括了这五种世界主要畜种的品种风险状况。

在所报道的灭绝品种（209）中，牛是灭绝品种
最多的物种。另外还报道了大量猪、绵羊和马的品
种灭绝。图中所示的灭绝物种可能还不完全，因为
很有可能部分品种在被记录在案以前就已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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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畜牧业主要畜种的风险状况

4 品种中母畜的数量不足或仅为1000头，或品种中的公畜不足或仅为20头，或品种
总种群数量规模大于1000小于1200并在不断减少且母畜数量与公畜数量相比不到
总数的80％时，则认为该品种濒临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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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衰减趋势
遗传衰减的趋势可以通过对比品种当前和以

前的受威胁情况来确定，其中最直接的评估可以通
过比较地方品种的数量来获得。通过对1999年到
2006年阶段内的风险分析，我们了解了多方面的情
况。一些品种种群开始变得越来越壮大，60个在
1999年被认为处于濒危状态的品种，到2006年时被
认为已经处于无风险状态。然而，有相同数量（共
有59种）的品种在这一阶段内由无风险状态转为濒
危状态。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保护意识和各种措
施实施的力度不断加强，品种仍在不断消亡。在
1999年12月到2006年1月期间，有62种品种被报道
已经灭绝，相当于每个月消亡一个品种。

种群数量数据的风险状况数字还不能揭示整
个遗传衰减的程度。品种种内多样性也是一个重要
指标。因不加选择的杂交育种5而导致的致遗传衰
减程度很被难检测出，这是当前检测品种状态的一
个不足之处，也是难以克服的弱点之一，很多专家
认为，这可能成为遗传多样性的最大威胁。风险状
况的有关数字也很难揭示可能出现的同系繁殖，乃
至在拥有较大规模的种群数量的品种中，使用少数
种畜育种而导致的同系繁殖。这些数据也很难提供
相关的分析依据，来分析品种内的各次种群在遗传
性上被隔离的程度，而这正是制定管理决策的重要
依据。

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和评价

在许多国家，畜牧业为国家经济产出作了巨大
贡献。平均看来，在近东、中东、亚洲和非洲其贡
献率最大（占区域生产总值4％－5％）。虽然整体
数据相对平缓，但应注意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畜禽
生产所得已经占到农业生产总值的30％，预计2030年
将达到39％。不仅如此，在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
家，其贡献率远远超过了统计的区域平均数。近几
年另一个重大进展就是发展中国家新增的奶、肉、
蛋净出口。然而，国家和国际水平上的产量和贸易
数字不能完全说明畜牧业的社会经济重要性。畜牧
业为相当数量的人们提供了生计，他们中很多都生
活在世界贫穷地区，这一现实已经开始被重视。从
另一方面来说，大面积土地用于畜禽生产也显示了

畜牧业发展对环境和社会的潜在影响。畜牧养殖是
全世界生态系统和生产环境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食品、纤维、毛皮等产
品的价值能够通过市场化被很好地体现，而那些没
有进入市场的产品和其他一些不易定量的收益价值
却被低估。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小户生产体系来
说更是如此。如许多农户依靠动物来进行农作物耕
作（使役及施肥）。另外，当现代金融制度无法提
供帮助时，饲养动物还可以备急需资金时卖掉兑换
成现金，这为许多家庭提供了变相的储蓄和保障措
施。畜禽及其产品也承载了很多社会和文化功能，
他们是很多宗教节日、婚礼、葬礼和其他社会集会
的重要一员，并在运动和休闲活动中发挥了一定作
用。在许多饲养家畜的社区中，动物间的交易也有
助于增进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建立，以备不时之
需。畜禽也发挥了重要的农业生态学功能，如养分
循环、种子传播和栖息地维护等。

在较富裕国家，畜禽的功用相对较少。然
而，它们的一些文化功能仍十分重要，其中包括运
动和休闲（主要为马）以及文化意义重大的食品产
品供应。另外在旅游观光经营中也出现了一些新功
用（通常只发生在传统型品种身上）。

虽然这些功用可以罗列很多，但对于特定品
种的当前作用、它们是否拥有能够适于特殊用途或
生产条件的特性等方面却存在知识盲点。我们需要
收集更多更详细的数据来解决这些问题。

多重的功用和多重的功用组合需要畜禽种群
中的多样性，包括单一和多用途品种两种。然而，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领域中决策的制定通常对多用途
畜禽缺乏重视。在这些情况下，多用途地方品种的
价值很可能被低估；在畜种所有的可以为人类所利
用的用途中，只有部分用途得到了重视。

动物遗传资源和抗病力

特定畜禽品种中的主要潜在价值是疫病抵抗
力或耐受力。重大疾病控制战略的持续性无法确
定，这些战略措施包括药物的使用和对病菌媒介等
的控制等。其中引起不确定的因素包括化学法治疗
对环境和食品安全可能产生影响、贫穷畜禽饲养者
的承担和接受能力不同，以及耐药性可能扩大等。
通过遗传多样性管理来加强在畜禽种群中发现的抗
病性和耐受力，为疫病控制提供了一种新途径。其

5 不加选择的杂交包括一系列的杂交：未对相关生产环节中的有关品种的各
个方面表现进行足够的评估就进行改良或利用杂交将改良的动物遗传资源引
入当地畜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