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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几个国际热点

钱迎倩 马克平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北京 l加09 3)

摘 要 D lv E R sI T sA 是国际上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主要项目
,

到 19 95 年时
,

这项 目发展到一个

新的阶段
.

研究内容由过去 4 个方面发展到 目前代表 D IV E R S I T A S 核心的 5 个主要项 目组成部

分及 4 个交叉项目组成部分
.

系统学作为生物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

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

生命的多样性
.

为了世界性地提商对系统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

加强系统学基础设施和人才资

源
,

国际上制定了 20 X() 年系统学议程项目
.

此外
,

本文还介绍了 IU B S 组织的物种 2以刃 项目
.

关链词 生物多样性 ; D IV E R sI T A S ; 2 000 年系统学议程 ; 物种 2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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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及其栖息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

近几十年来
,

由于世界人 口无节制的膨胀及

人类的经济活动
,

导致人类 自己把赖以生存的基础肆无忌惮地加以破坏
。

据估计
,

生物多样性正

以 自然灭绝 1 000 倍的速度在消亡着
.

80 年代以来
,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持续利用的研究兴起
.

90 年代特别是 19 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 生物多样性公约 》 被批准后
,

与生物多样性密

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及基础学科蓬勃展开
.

本文介绍几个重要的研究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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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V ER S IT A S (飞〕

199 1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生物科学联盟 ( I U B S ) 第 2 4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一个重要的

研究项 目
,

即
“

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功能
” .

到 19 92 年这项目扩大并发展
,

与环境问题科学委

员会 ( S C O P E ) 和联合国教科文 ( U N E S C O ) 合作
,

把项 目名称改为 D IV E R S IT A S
.

从此
,

这项目的研究发展为从遗传到生态系统水平的地球上所有有生命的生物
.

研究包括了生物多样性

的起源
、

组成
、

功能
、

保持和保育 ( co ns er va it o n)
。

开展 D IV E R SI T A S 项 目的目的是确定关键

的科学问题
,

并通过国际合作以促进这些科学问题的合作研究
.

1994 年时国际微生物科学联盟

( IU M S ) 参加到该项 目中
。

到 19 95 年时 D IV E R SI T A S 进人到一个新的阶段
,

又增加了两个新

成员
,

即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 ( I C S U ) 和国际地圈
、

生物圈项 目 / 全球变化和陆生生态系统

( I G B P / G C T E )
.

由 19 9 2 年时研究主题
,

即 ( l) 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功能 ; ( 2) 生物多样

性的起源和保持 ; ( 3) 生物多样性的编 目和监测 ; ( 4) 家养种的野生近缘种的生物多样性等 4

个 〔2 〕扩大为 9 个组成方面
,

并分为主要项 目及交叉项目两个部分 (图 l)
。

第一部分即主要项目组成方面
,

也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关键领域
,

即:

l
、

起源
、

保持和丧失

2
、

生态系统功能

3
、

编目
、

分类和相互关系

4
、

评估与监测

5
、

保育
、

恢复与持续利用

第二部分称为交又 ( er os s一cu itt gn ) 项目组成方面
.

下列 4 个方面是由于它们的重要性和迫

切需要而列出的:

6
、

生物多样性的人类影响范围 ( h u m a n d im e n s i o n s )

7
、

土壤和沉积物的生物多样性

8
、

海洋生物多样性

9
、

微生物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影响范围之所以是交叉的项 目组成方面因为是涉及多学科的
,

强调人类

社会从很多的方面去了解
、

影响和利用生物多样性
。

后面 3 个
,

即土壤和沉积物
、

海洋和微生物

生物多样性所以是交叉的是由于必须以多学科的途径去研究极为重要的栖息地 ; 提出对系统学迫

切的需要 ; 考虑到生物多样性的保育
、

起源和保持方面的主要问题
.

D I V E R SI T A S 也非常重视

对有关的生物类群的系统学的研究
,

因为这是开展上面 9 个项 目组成部分研究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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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物多样性科学的国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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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上述 9 个项目组成方面作进一步的介绍
. ’

_

1
.

1 生物多样性的起源
、

保持和丧失

这个项目的研究 目的是去了解人类如何能保持一个丰富的生命世界
。

一个物种对它所在环境发生变化后的反应是根据物种的遗传
、

生理
、

物种间相互关系和生活

史等参数而异
.

.

本项 目研究是在物种内的遗传和种群水平上进行以及研究物种形成和物种灭亡的

过程和机制
。

去探索
、

了解种群和遗传过程导致生物的多样化和丧失
,

然后利用这些知识来发展

保持生物多样性的有效的策略
.

1
.

2 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功能

这个项 目是研究生物多样性是如何为人类服务作贡献的
.

本项目主要说明两个基本问题 : ( a ) 物种多样性如何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和恢复以及全球

变化如何影响这些关系? ( b) 生物多样性 (基因
、

物种和景观 ) 在例如生产
、

分解和营养循环

等等生态系统过程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

包括反馈以及全球变化 (气候变化
、

土地利用变化和生物

人侵 ) 全过程
。

通过评估和直接进行实验
,

这个项目将定量化地来说明生态系统是如何为下列各

方面服务或起作用的
,

例如水质和水量
、

土壤肥力
、

空气质量的维持以及了解气候变化对以上这

些方面的影响
。

生物多样性功能性的知识可以被综合起来
,

并有助于设计一个实验性研究方案去

与其它相关的国际性项 目接轨
。

1
.

3 生物多样性的编目
、

分类和相互关系

这个项 目企图说明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以及如何信息化后为所有的国家可利用
.

本项目将发展一种为国际上一致能接受的
,

对全世界物种的系统学的编 目方法和优先领域 ;

把从全球获得的信息分析和综合成能反映生命史的具有推断性的分类 ; 并去促进把这种知识组织

成为世界各国都能得到的一种有效的
、

有推断性的数据库
.

同时还要反映出在系统学方面基础设

施和人才资源的匾乏
,

以致世界性地妨碍了对生物多样性特性的描述与了解二
这个项 目与下面要谈到的第 2 个问题

“

2 0 00 年系统学议程
”

( S ys et m at i es A g e n d a
20 00 )

,

是

一致的
。

下文将稍加展开加以叙述
。

1
.

4 生物多样性的评估和监测

这个项 目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分布以及它们又如何在迅速地变化着
.

要对全球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持以及缓和它们丧失的影响作出政策和管理的决定必须基于对

自然
、

物种数和物种相互作用改变的程度以及从遗传到生态系统水平上所造成后果的了解
。

这个

项 目将发展出有效的和标准化的监测方法和优先领域
.

这样做可促进快速积累有关生物多样性现

状和未来状态的资料
,

从而得到地球不同位置之间作比较和监测活动的一个更可靠
、

更具预测性

的框架
。

第 4 个项目应与第 3 个项目有紧密的联系
.

1
.

5 生物多样性保育
、

恢复和持续利用

这个项目是研究生物多样性如何保育
、

恢复和持续利用
.

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和它组成部分的持续利用对保持全球的稳定性起决定性的作用
。

这个项 目

在保育策略上对生物多样性和其内涵的动态增加了科学的了解
。

特别强调对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

野生近缘种遗传多样性的保育
。

与项目 l 一致的地方是
,

从生态系统和种群动态研究得到的知识

将有助于保育政策制定和生物资源的持续管理
。

另一个重点研究领域则是强调对退化生态系统的

恢复
,

了解在恢复过程中种群统计和遗传过程
,

以及在恢复过程中提高生物多样性保育所需要的

不同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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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6生物多样性的人类影响范围

这个项 目要了解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
、

幸福间的关系
.

人类的很多活动
,

例如通过生产食物
、

纤维
、

盖房子和娱乐等等来改善生活质量
,

可是其后

果往往对生物多样性是不利的
。

由于人类在改变生态系统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

所以重要的是

在保育和持续管理生物多样性时
,

要将人类活动综合到这些生态系统功能中去考虑
。

本项目从下

列各个方面获得并综合到的科学信息
,

可起到一种催化剂的作用 : 在了解社会文化特征和其相应

对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理解之间的关系 ; 在评估人 口压力和生物多样性动态之间的关系
,

这个关系

是指对人类健康
、

幸福的影响 ; 分析传统的与现代的人类社会
,

`

即过去如何管理和现在正在管理

生物多样性的这些高度复杂的管理方法 ; 以及保证在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和持续管理生物资源上
,

对人民参予的策略进行评估等等方面
。

1
.

7 土城和沉积物生物多样性

这个项目是研究人类了解得极少的土壤和沉积物中的生物在生态系统中起什么作用
。

土壤和淡水水体及海洋系统的沉积物中的生物在重要的生态系统过程 (包括营养循环的控制

和它们对温度
、

气体的影响等 ) 中起关键的作用
。

虽然对土壤和沉积物的生态系统功能和主要分

类类群已有了一个粗放的和一般性的了解
,

但非常需要在物种水平上有协调的信息
,

进一步去发

现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的细节
。

了解保持肥沃的土壤和沉积物的生物学基

础将是一个重点研究问题
。

要为评估和监测土壤和沉积物建立数据库及标准的方法
,

以及开展定

量化的实验去了解土壤和沉积物中的生物在生态系统功能中的作用
。

本项 目要与 D I V E R SI T A S

其他项目的活动协调进行
。

1
.

8 海洋生物多样性

这个项目是研究海洋和海岸带的生物多样性是如何被人类活动所影响
。

人们常常把海洋生态系统看作是全球共有的
,

对这个生态系统的保育将要求对控制海洋生物

多样性的模式和过程要有更广泛的了解
。

海洋是如此之大
,

相对难以接近
,

其混合
、

扩散和输导

的过程等等向研究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学者提出了大量科学和保育方面的挑战
。

人类对海洋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模式和过程也了解得非常之少
。

因此
,

这项 目将研究海洋生物多样性如何受到渔业作

业
、

富营养化作用
、

物理栖息地的变动
、

外来种入侵以及其它人类活动影响
。

这个项目将在大量

有兴趣的研究单位间建立网络共同来对生物多样性的起源
、

保持和生态系统功能等方面的问题加

以阐明
.

1
.

9 徽生物生物多样性

这个项 目是研究微生物的活动如何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功能
.

微生物具巨大的遗传多样性
,

在食物链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它们作为基本组分起到极为重

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

虽然这么重要
,

可是全球微生物已描述过的少于 5%
。

本项 目要建立方法

和技术以加速微生物多样性的发现和描述
,

要开发一个数据库机制去收集和交换微生物生物学特

性的信息
.

2 2 0 0 0 年系统学议程

系统学是一门发现
、

组织和解释生物多样性的学科
.

为解释全世界物种的特性
,

用系统学的

知识通过建立一种概念性的框架
,

把生物学的一切领域都统一成一体
.

一切企图进行生物多样性

保育和持续利用的人们
,

必须要掌握系统生物学的知识
。

系统学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基础 〔 4 〕
。



4 期 钱迎倩等 :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几个国际热点 299

20 0 0 年系统学议程最早是在 19 9 4 年 由美国植物分类 家学会
、

系统生物学学会和 W ill i

H e n ni g 学会等 3 个国际系统学会与系统学收集馆协会合作
,

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而制定出

版的
。

到 19 9 5 年「I寸又成为 I U B S 的一个国际性项 目
,

称为 T h e S y s t e m a t i c s A g e n d a 20 0 0 In t e r
-

n at io n al P or gr a m m e ( S A 20 0 0 / 工 )
。

其主要 目的是企图把国际级和国家级的系统学学会以及例

如博物馆和植物园等等研究和培训机构组织成一个大的网络
。

对所有国家
,

尤其是物种丰富的国

家强调系统学荃础设施和人才资源的建设
。

在下列 3 个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研究 : ( l) 全世界物种

的编 目 ; ( 2 ) 对生命的多样性进行系统发育的研究
,

最后归人分类系统内 ; ( 3 ) 把获得的系统

学的各种各样信息组织成一种有效的
、

计算机化可查询的形式
,

以满足科学和社会各方面的需

要
。

3 物牙中2 0 0 0

这是在 19 94 年 9 月 I U B S 第 25 次全体大会上决定的一个新的项目
.

这项目与 I C S U 的科学

和技术数据委员会 ( C O D A T A ) 和 I U M S 合作进行
。

物种 20 00 ( S pe ic es 20 0 0) 项目的 目的是把地球上所有已知的动
、

植物
、

真菌和微生物列举

出来
,

作为研究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性的数据库
,

其总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全球重要物种数据

库
,

增加现有的数据库间的合作
,

在合适的时候还可建立新的系统
.

建成后可起到下列的作用: 成为各国为履行 《 生物多样性公约 》 所必需的信息的重要组成部

分 ; 为制备生物多样性的概况和编目提供支助 ; 可作为有关生物资源和它们利用及保育进行全球

性交流的共同媒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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