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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4.6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IX/17. 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 

缔约方大会, 

邀请各有关组织和捐助机构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发展中国家

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技术和财政支助，帮助其查明并实施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并为土著和当地社区创收的土地利用备选办法，包括让公私部门伙伴关系参与这些活

动和建立一个特别基金，用以资助这些活动； 

鼓励各缔约方建立区域和次区域研究中心和网络，用以交流有关缺水和半湿润地区

的研究、信息、传统和文化知识和技术； 

鼓励各缔约方考虑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并为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创

收的土地使用备选办法，并建立样板，同时酌情借鉴生态系统方法和考虑到缺水和半湿润

地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与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之间的联系； 

指出可持续的野生物管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为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带来可持续收入

的低影响机制，鼓励各缔约方进行土地使用规划，以尽量减少人类与野生物之间的冲突和

实现野生物的可持续利用，以此加强可持续的野生物管理； 

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本地物种自然适应本地环境条件，例如低降雨量和病害，

可持续的野生物管理与其他土地使用办法相比可能具有相对优势； 

还指出由于上述因素，用于可持续的野生物管理的土祠与其他土地使用方法相比，

很可能更能承受预计的气候变化影响； 

认识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的重要作用，并欢迎该

公约的用以加强其执行工作的《十年战略计划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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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秘书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防治荒漠化公约》和其他有关组织和合

作方协作： 

(a) 汇编并出版有关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管理和可持续利用的科学和技

术知识、包括传统知识在内的案例研究报告清单；  

(b) 开展关于制定工具包的可行性研究，用以支持地方社区和土著社区在可持续

畜牧业、改良农业方式、控制水土流失、为自然资源定价、水和土地利用管

理及碳收集方面进行的努力，并查明对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影响最

大的威胁； 

(c) 汇编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土壤管理和畜牧业领域的经验； 

(d) 探讨协调各项有关公约之间的报告问题，并加强为评估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的

现状、趋势和所面临威胁所进行的协作； 

又要求执行秘书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防治荒漠化公约一道探讨

根据第 VIII/2 号决定第 11(c)段加强在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的畜牧业和农业利用领域进行合

作的途径，并考虑到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的具体特点及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民的特别需求，

编写已经开展和需要开展的行动的报告，供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缔约方大会

第十届会议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审议； 

还要求执行秘书与防治荒漠化公约协作，制定将气候变化考虑因素纳入缺水和半湿

润地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提议，供科咨机构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之前审议，这些

提议应在以下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关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第 IX/16 号决定所载、现有

工作方案已涉及的指导意见的基本内容，对执行情况的评估，所指明的执行当中的不足，

包括探讨各种障碍和克服这些障碍的建议，同时考虑到必须在缺水和半湿润地区实行可持

续的森林管理和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并需要更好地了解缺水地区的森林与气候变化有关的

作用； 

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在缺水和半湿润地区上对改善生计、加强粮食保障以及缓解和适

应气候变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欢迎秘书处为支持落实工作方案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工作方案中现有的气候变化构成部分所进行的工作，并要求执行

秘书协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联络组第七和第八次会议的报告以及执行秘书关于加强里约三公

约之间合作的备选办法的说明（UNEP/CBD/WGRI/1/7/Add.1），并要求执行秘书根据第

IX/16 号决定加强生物多样性、土地退化、荒漠化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和联合优势，并

继续在联合联络组内讨论第 IX/16 号决定中指出的各项问题； 

通过附件二所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削减养护监测中心（环境规划署养护监测中心）

的研究报告提出的界定办法，但须在其中增加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热带森林，该定义考虑到

了《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标准，并采用了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定义为基础的标准来

界定生态地区，其中包括生物和生态标准，以之作为依据来界定缺水和半湿润地区，并要

求执行秘书协同环境规划署养护监测中心更新附件二所载地图，以更好地反映缺水和半湿

润地区热带森林； 

认识到欧洲太空署正在进行工作，以测量与缺水和半湿润地区有关的生物多样性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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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速度的变化，包括编制测试该方式的原型地图，并期待于 2008 年下半年提供预期的成果，

同时注意为弥补信息和数据方面的差距所需要的更多资源； 

表示深为关切里约三公约与其他涉及生物多样性的公约之间联合优势问题非洲区域

讨论会以及关于缺水和半湿润地区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优势

讨论会指出，一些主要障碍、需要和限制因素可能使得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无法在缺水

和半湿润地区上实现； 

意识到缺水和半湿润地区贫穷率很高，并考虑到为改善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的生计所

开展的活动因此同时涉及若干项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 1（“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

和目标 7（“保证环境可持续性”），要求执行秘书进一步发展 UNEP/CBD/COP/9/19 号文件

第 29 和 30 段所载活动，特别是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定值和报酬有关的活动，同时铭记，

附件只是一份指示性清单，旨在供科咨机构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之前审议，强调为了

在这些地区克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需要采取通盘方式，除其他外考虑到当地人民的生计

和适应气候变化； 

要求执行秘书协同有关组织，例如国际减少灾害战略，汇编关于干旱对生物多样性

产生的影响的资料，并拟订关于生物多样性与干旱备选管理办法，包括早期预警系统的提

议，以供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之前审议。 

附件 

根据降水量和生态系统定义，包括旱地和半旱地、草地和热

带稀树草原以及地中海地貌地区划定 

1. 环境规划署养护监测中心开展的一项研究在全球范围进行地理信息体系空间分析，

以便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缺水和半湿润地区工作计划中初步界定这些地区。由特设技术

专家组定义的缺水和半湿润地区应包括：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草原和热带稀树草原以及地

中海地貌地区。这个定义下的地区相当于全球陆地面积的 47.39%。 

2. 分析包含世界自然基金会陆地生态地区和缺水地区地图。特别是，通过使用以《生

物多样性公约》定义为基础的标准，对生态地区的描述进行了评估，以便对生物气候定义

以外的地区进行划分。 

3. 用于这一地图目的的生态地区定义包括： 

i. 对地中海生态系统的定义很宽松，因为还没有专门的气候或生物气候定义。

一般来说，地中海生态系统包括冬季寒冷而潮湿，夏季干燥而温暖或炎热的

地区。他们包含众多生境种类(森林、林地、草原)，以树木繁多、易发火灾

的硬叶低矮灌木丛为代表； 

ii. 热带稀树草原生态系统的贴地层主要由草和草类植物组成。它们形成了一个

连续体，从没有树木的草原到开阔林地，再到地面有草覆盖的葱郁林地； 

iii. 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定义很宽松，主要指由草或草类植物、以及少数木本植物

覆盖的地区。自然草原和热带稀树草原生态系统的典型特征包括：周期性缺

水、季节性极强的降雨、火灾和放牧大型草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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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ESRI，1993；CRU/UEA；UNEP/GRID，1991
比例：1:1 亿 
投影：Robinson 

 

 
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缺水 和半湿润地区工作计划有关的地区的划

定 

定义中有包括，P/PET<0.65 
假定包括：干地特征，但是 P/PET≥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