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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科普
GREEN SCIENCE

穿山甲升为 “国一”
和退出 《国家药典》 背后的博弈与思考
             ——以中国绿发会穿山甲工作组为例
Game theory and thinking behind elevation of 
pangolin to first-class national protected animal 
and its withdrawal from Chinese Pharmacopoeia
■文 / 王静1  张思远1  周晋峰1  王玉巍2

由穿山甲保护所引发

的一系列变化和热议，正

在逐步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以生

态文明为核心，保护野生动物的一系列思维方式、行

为准则正在给各方面带来密切影响，虽然仍有各种困

难，但不断向好的改变已然发生。

“双喜临门”，但还不能有丝毫松懈
2020年6月初，穿山甲先是被调整为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随后又被从 《中国药典》中移除，一时间，穿

山甲风头强劲。

“2020年可以说是穿山甲的生死之年，是因为现

在已经到了穿山甲种群生死存亡的时候，如果全球的

穿山甲走私、盗猎继续加剧，那么这个物种将彻底灭

绝。”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说。

中国绿发会推进穿山甲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切

入点，是人们对穿山甲药用和食用功效的认识误区。

2019年，中国绿发会穿山甲工作组根据穿山甲

走私和非法贸易情况的盘点数据，将工作重点放在为

穿山甲“正名”之上——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告诉

公众：以往人们对穿山甲有特殊食疗效果、药用效果

的相关认识是错误的，穿山甲肉不仅没有任何食补价

值，反而因为来源于野外，

属于野生动物，没有经过

任何检验检疫程序，很可能携带细菌或病毒，贸然食

用，非常危险。

最难的还是劝说社会各界改变对穿山甲药用的

认知。穿山甲鳞片可以入药，在中国有传统医书记载。

但中国绿发会穿山甲工作组始终呼吁大家正视一个

重要事实：穿山甲鳞片有毒，在传统中药中属于下品

药，要慎用。此外，中医对药材的选取有很严格的地域

和时令要求。在目前中国本土的穿山甲几近灭绝的情

况下，实际用来入药的穿山甲鳞片大多来自国际走

私，这与中医药理已经严重相悖。

2019年2月，中国绿发会穿山甲工作组曾拜访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并介绍了穿山甲的濒危状况，希望能

够联合推动穿山甲保护，停止穿山甲鳞片继续药用。

2020年就收到了穿山甲从药典中被移除的好消息。

《中国药典》是国内最权威的药用标准，共分为四

部，其中一部收载的是药材和饮片，植物油脂和提取

物、成方制剂和单位制剂等。能被药典收载是一种荣

耀，说明该药更好、更安全；被药典除名，说明该药在

某些方面有问题，将穿山甲除名的原因，是根据2020

年版药典的编审大纲要求：野生资源枯竭的品种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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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中退出或不再增加收入本版药典。

如果细究一下，移除药典，代表着穿山甲不再作

为药典推荐药品，但继续打击穿山甲走私和非法贸

易、杜绝黑市交易的工作，依然不容懈怠。

穿山甲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如此。随着穿

山甲保护等级的提升，对于非法行为的有关刑罚，最

高人民法院应该调整量刑情节标准，例如对涉及非法

猎捕、交易穿山甲行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

的判罚标准，也应该参照其他一级保护动物的标准进

行调整；希望国家相关机构尽快出台穿山甲保护条

例，保护等级的提升所带来的变化应该是一系列的。

与穿山甲休戚相关的三个年份
2015年，联合国千年计划递交答卷之年，许多国

家都没有完成的7B项“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

任务被凸显出来。同样是在这一年，作为专业生物多样

性保护公益组织，中国绿发会成立穿山甲工作组，联合

国际知名穿山甲保护机构共同开展穿山甲保护工作。

而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对生物多样性和穿山甲保护并没

有像今天这样较为普遍地接受和了解，很多人并不知

道穿山甲的生活习性，也不了解它的濒危状况。

穿山甲被普通公众广为知晓，可以说是开始于一

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惨烈方式——食物。近些年，不断

出现的“穿山甲大爷”“穿山甲公子”“穿山甲公主”，

在网上晒出在国内外吃穿山甲的照片，以此炫耀，似

乎吃穿山甲成了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中国绿发会

穿山甲工作组抓住这些反面典型，在网络上开展了系

列穿山甲保护宣传，加之志愿者、媒体的传播与报道，

让穿山甲这一走向灭绝、被列入禁止国际贸易的物

种，进一步被国民认识和了解，其关注度甚至在某段

时间与大熊猫不相上下。这些显著的变化发生在2017

年，中国绿发会也因此把这一年定为穿山甲的命运转

折之年。

不过，这对保护穿山甲而言，仅仅是起步阶段。

2018年的盘点工作，中国绿发会穿山甲工作组把重点

放在了国内穿山甲野外种群数量统计、海关罚没穿山甲

及其制品数量统计、中国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穿山甲救

助存活情况统计上。随着中国国内穿山甲数量锐减，为

了满足市场需求，非洲穿山甲也正在不断遭到捕杀。

与走私贸易量成反比的是穿山甲的救助成活率。

按规定，被查获的活体穿山甲需送到省级林业部门进

行救助。“但现在，在省级林业部门救助的穿山甲基

本上有三种结果：一是很快因救助无效死亡，这部分

占绝大多数；二是救助后被送给一些企业等进行人工

繁育，根据中国绿发会穿山甲工作组多方调研，这部

分最后也大多死亡；三是有数量极少的存活穿山甲始

终在林业部门救助中心圈养，几乎没有被野外放归。

穿山甲更需要回归自然，发挥生态功能。”苏菲表示，

她是中国绿发会穿山甲工作组负责人。

升为“国一”后的穿山甲

一个月内两次野外放归 
在穿山甲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后没几天，中国

绿发会“穿山甲女孩”苏菲关注到浙江省丽水农户在

自家鱼塘发现一只穿山甲并送到金华救助中心救助。

2020年6月25日，淳安县大墅镇村民在路边发现了一

只中华穿山甲，并送到淳安县林业局大墅林业中心

站救助。大家为它们取名“丽金”和“林科”。为保证尽

早野放，6月10日、6月25日，苏菲分别抵达两地，在

为它们提取口鼻分泌物及皮肤表面组织后，同救助站

工作人员一起对“丽金”“林科”进行了野放。野生动

物对大自然的感知是何等敏锐，在驱车到达山路地段

时，“丽金”已经嗅到自然的味道，十分兴奋，略显暴

躁，到达放生地点后工作人员打开救助箱，它便迫不

及待地迅速向山林深处爬去，行动十分矫健。

改变，已然发生
人和动物，共享自然，本应和谐共处，让动物在自

然的栖息环境中生存、繁衍，这既是爱护动物，同样是

爱护人类自身。

各相关机构应进一步梳理野生动物管理体系、法

律法规和驯养繁殖利用方面所存在的一系列不足，让

全社会都深刻认识到这些不足带来的危害并吸取教

训，也可以让更多的公众加入到保护野生动物中来。

食用和非法利用野生动物具有严重危害。在以穿

山甲为主角的这场保护运动中，是如何正确对待、救

助与放生野生动物新旧观念的一种碰撞过程，正是这

种碰撞，让生态文明不断渗透到野生动物保护的“肌

理”中，不断推动野生动物保护。

改变，已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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