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生物多样性 ! "##$，!（%）："&% ’ "&(

)*+,-.- /+01+2-3.+45

生物系统学与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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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生物系统学的知识是自然监测和保护的基础。随着自然保护观念由强调重点物种或代表性生

态系统保护转向强调保护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生物系统学将在自然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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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论

随着世界人口增长，全球变化加速。人类利用自然资源提供食物、居室、衣物和燃料已经

带来重大的环境影响，包括森林大面积消失、空气和水污染及全球气候变暖。六十至七十年代

以“ 寂静的春天”作者 3 T )HKD<; 为代表的环境保护倡导者指出，以化学农药为主的“ 环境污

染”唤起人类对其居住的地球的污染危机的意识，八十到九十年代“ 生物多样性”观念的提出

进一步唤起人类对地球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意识。我们面临着世界范围的生物多样性下降、栖

息地丧失及对宝贵的生物资源的需求增加。各国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

护地球和人类的未来。作为物种丰富国家和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的首批签约国之一，中国对

实施国家和国际范围的自然监测和保护负有重要职责。

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设置的原则主要是针对重点动植物和代表性生态类型。我国已有

的自然保护区绝大多数都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和野生动物类型，草原、荒漠、水域、湿地、岛

屿等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很少［"］。虽然以珍稀濒危物种（ 包括所谓“ 旗舰种”）为对象

的保护区，实际上也保护了所在地的其它物种。但由于未将其它物种列入保护名录，管理人员

对它们的保护往往是无意识的。近年来出现的蝴蝶、兰花滥捕滥采和走私出口问题即属于此

类情况。针对代表性生态系统的保护区的数量有限，并不能覆盖所有物种及其栖息地，因此，

以最大程度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标准来衡量，我国自然保护区的设置和管理原则有待进一步完

善。一些物种是多点分布的，另一些物种却可能仅在狭窄的区域内出现，这就存在着怎样选定

保护区以达到利用一定数量的保护区保护尽可能多的物种的问题。

针对如何更好地开展自然监测，提高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覆盖面和有效性，欧美一些生物

系统学家正在积极研究，从生物系统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方法［%］，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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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物系统学的定义及任务

生物系统学是研究物种的发生系统和分类系统的学科，对历史和现有生物物种进行发现、

描述和分类。生物系统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描述和理解地球上的物种，努力寻求下列问题的

答案：地球上有那些物种？它们在那里发生？具有怎样的特性？相互间的关系？依据这些知

识，系统学家提出生物分类系统，作为所有生物学知识的基础，并为推估已知或有待发现的生

命形式的特征提供框架。

系统学的实践包括：标本采集（ 包括生物学观察和记录）、整理、归类、登记和入馆，标本鉴

定、性状分析、描述及发表，标本数据库和物种数据库的建立。系统学的理论包括：分类单元等

级划分，物种特征分析，地理特征分析，自然类群亲缘关系分析及起源和演化的推估。其成果

有助于确定和划分生物地理区划、特有性丰富地区、群落类型及进化辐射中心。

系统学家往往也是某一生物类群的专家。在野外考察和采集过程中，观察和积累了丰富

的生物学知识，有时进行一些室内饲养和生物学试验。在分类论文和专著中，除了一般的记述

（ 种名及文献引证、形态特征、鉴别特征、标本采集信息、分布、检索表等），常常也包括有关物

种的生物学记述（ 如栖息地类型、寄主、取食行为、繁殖行为、发生历期及代数、多度估计等）。

随着生物学研究技术手段的发展和提高，系统学家越来越多地采用先进的研究技术手段

（ 如计算机、显微扫描电镜、#$% 的应用，细胞染色体和核型分析技术，生化技术等），尝试建立

计算机自动检索和分类专家系统。标本馆更多地引进计算机管理。许多机构已开始或计划将

标本和分类信息输入数据库，使用 &’( 数据分析处理及开展国际范围的计算机联网和数据交

换。可以预料，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引入和发展，亦将带动系统学的发展和知识传播。

)" " 生物系统学在自然监测中的作用

生物系统学知识是监测全球变化的基础。作为生物系统学研究基础的标本收藏能够提供

有关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变化的记录。因为这些标本收藏包含着不同物种存在和鉴别的原始

科学依据，是物种绝灭的最可靠的记录。若无物种存在和发生的科学记录，就不可能准确估计

生态变化和物种绝灭。生物系统学为生物多样性危机提供可靠度量。著名的例子是通过对标

本馆收藏鸟类标本羽毛中水银的含量分析，发现了环境污染与某些鸟类种群衰减的关系。

在利用指示种进行全球变化监测方面，准确的物种鉴定是必需的。所有的群落都含有对

特别环境变化极其敏感的某些物种。例如，某些两栖动物和苔藓对空气质量的变化特别敏感，

水生群落中有些鱼种对水体纯净度变化高度敏感，而一些蝴蝶对栖息地植被变化敏感。这些

物种可被用作环境监测的指示物种。这类监测可行与否取决于对有关物种的准确鉴定和描

述、对其分布详情及关系密切物种的认识。

地球上各种栖息地和生态系统都含有种类丰富程度不同的物种，各个物种彼此间关系错

综复杂。生态学家和资源管理专家应侧重研究这些关系的动态变化规律。但由于人们对所研

究物种的鉴定及其分布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加上对这些栖息地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基本描述

的不完整，因而影响到研究的可比性。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系统学研究，准确地鉴别和描述地球

上形形色色的生物群落中发生的物种，这类信息对用来确定自然监测的基准是关键的。

世界自然保护监测中心（*$+$）的有关项目（ 包括其监测系统的设计）很大程度涉及生

物系统学的内容［)］，并有系统学家参与，说明了生物系统学对自然监测的重要性。

," " 生物系统学在自然保护中的应用

生物系统学在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中起着基础作用。负责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管护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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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需要清楚所保护的物种及其地理分布，以便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对策。系统学提供了物种

鉴别和需要采取特殊保护物种的信息。规模巨大的动植物国际贸易也迫切需要准确的系统学

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实施。系统学信息还可直接应用于

自然保护区的选择和规划，近年来在欧美生物系统学界这是一个热门研究题目。

设置自然保护区的目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对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经常需

要考虑下列三个问题：（&）如何测度某一保护区的物种多样性？（’）怎样利用保护区物种多样

性的互补性，达到利用有限数量的保护区尽可能的多保护物种多样性？（(）如何选择设计保

护区，达到利用最少数量的保护区覆盖某一类群的全部物种？其中第一和第二个问题是针对

保护区的物种多样性，第三个问题是针对某一具体类群的物种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的最简单测度是物种丰度。因为各物种存在差异，彼此不等，比如，一些物种

相对珍稀，另外一些物种可能属于进化上的孑遗种，还有一些物种可能是特有种。它们可能属

于生物演化谱系中的罕见物种谱系。所以，衡量一个保护区的物种多样性，不仅要考虑物种的

种数，还应考虑到物种的差异。)*++*,-. 等人结合利用现代生物系统学支序分析的结果，提出

了可以反映物种在系统演化意义上的差异即分类多样性的计算方法［/、0］。分类多样性的测度

的基础是支序分析。

对上面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可结合物种丰度和分类多样性各项测度来作出，并应考虑该保

护区的物种特有性。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回答了的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再结合考虑动

植物的区系互补性，排出保护区的优先序列。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分析有关类群在各有

关保护区的分布情况包括特有性，再结合物种的分类多样性测度，考虑到保护区间物种的分布

互补性，提出全面保护该类群的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区优先序列。为了方便进行以上分析，)*+1
+*,-. 编制了一个计算机程序 )2345678。

09 9 结论

生物系统学对自然监测和保护有着重要的基础意义。目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生物系

统学不景气的现象，如资金匮乏、标本收藏退化、职位削减和年轻人员转行等。这与目前人类

日益高涨的关心和保护环境的热情极不相称。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保护环境及生物多样性

的国际公约，承担了履约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对所在国的生物多样性编目、监测和采取必要

的保护对策，加大了系统学家的任务。因此，对该学科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国可用于自

然保护的经费很有限，更有必要在进行自然保护和保护区规划设计时吸收系统学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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