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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环境异变和物种灭绝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促使地理科学和宏观生物学的联合
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和广度。
俄罗斯科学家提出了地一生态学；美国国家基金会在2000～2010年“地球科学规划”中，已将有关“
人类活动而导致生态异变”的研究列为支持的重点，有关的动力学研究则为重点中的重点。
而2001年美国景观生态学年会则将“线性科学和非线性科学在景观生态学中的应用”、“把人类和人
类活动整合到景观生态学”和“景观水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列为21世纪景观生态学的主题部分。
国际上正酝酿着基于物种的景观生态学。
国内有关该领域的研究则刚刚起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指南鼓励探索人类活动影响下，地球表层的结构功能变化机制及动力学与
可持续发展途径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将“生态系统分析与生物多样性’’列
为拟重点资助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
几十年来，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地球的物种多样性。
集合种群在大面积的人类干扰（如大范围的森林砍伐、农业活动和城市化）所造成的残留缀块或破碎
的生境片段的续存问题、“子孙债”问题、物种多样性及其预测问题，是当前与地球科学和生态学有
关的交叉学科的前沿研究方向和热点问题。
鉴于种群演化的长期性和生态系统内在的复杂性，诸如此类的许多重要科学问题仅靠传统生态学的野
外观察、抽样分析和基于经验的统计分析是无法回答和解决的。
当前生态学发展的前沿方向之一就是有关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研究和动力学预测（如多样性或多度
的预测）。
众所周知，已知研究对象的某些现象或某些结果并不等于真正认识、洞察该对象。
基于简单的假设和数值模拟的方法是当今自然科学各学科解释现象和结果的最有力、最科学的方法之
一。
但是，国际上有关宏观生态动力学、景观生态动力学和种群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则刚刚起步。
作为科学家，重要的是向政府和大众提供丰富的科学咨询方案，告诉他们，在一种情况下是什么结果
，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什么结果，而不是武断地认为只有一种情况或结果。
所谓的大规模情景模拟就是要概括或通览所有的各种可能的客观情景，真正实现的某一客观现实只是
我们万千情景模拟结果中的一种而已。
在甲地A时段内可能是某一种情景，在甲地B时段内、乙地A时段内、乙地B时段内将完全是另外一些
情景，但万千变化都将在我们的模拟结果（图集）里。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大规模情景模拟科学家的最真实写照，但前提是假设合理、参数完备、取值
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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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负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871083)“若干人类景观活动对(植物)种群演化影响的
数值模拟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内容涉及人类活动环境效应、种群入侵理论、理论生态学、种群多样性，系统地研究了无性系外来植
物物种的入侵机制、外来种子植物的入侵机制、栖息地毁坏时空异质性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本书观点新颖独特，方法科学严谨，论述深刻透彻，所涉及的研究内容均为国际前沿或热点问题。
本书可供地理科学、生命科学、生态学、环境科学以及有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参考，也可作
为相关学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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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振山，男，汉族，1955年7月出生，福建省仙游县人。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大气环境与大气物理专业博士、美国UNM生态专业博士后。
1991年任南京大学讲师，1992年任南京大学副教授，1993年12月～2001年4月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气候专业），享受政府津贴。
1996年7月～2001年2月任美国SUNY、UNM客座教授。
2001年4月回国后受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自然地理专业和环境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2002年起任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
2004年创建了江苏省环境演变与生态建设重点实验室，并任实验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球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环境效应、计量地理学、景观生态学、理论生态学、非线
性科学。
1995年获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1995～2000年任教育部大气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998
年入选江苏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
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核心成员。
现任Ecological Complexity（欧洲）、《自然资源学报》、《资源科学》、《地理科学学报》、《热带
气象》、《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报的编委。
现任教育部高职高专环境与气象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理学会
理事、中国湿地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计量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统计气候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地理学会江苏省分会副理事长。
林振山教授自1992年负责国家首批“攀登项目”（国家基础性重大关键项目）的有关专题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以来，已主持国家“攀登项目”专题、国家“973"项目专题、国家“九五”攻关重中之
重项目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课题10多项。
2002年作为首席科学家负责国家“十五”“211”工程重大项目“不同时空尺度环境演变和生态建设”
。
有关成果2005年1月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一），2007年获教育部高等
学校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排名第一），2004年获国家精品课程奖（排名第四），2002年中
国高校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一），1993年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二）。
已有9部专著问世，已在国际SCI级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在《地球物理学报》、《地理学报
》、《气象学报》、《生态学报》、《自然资源学报》等国家一级（学会）权威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
文50余篇，共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00余篇，论文被引用已达1000多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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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尽管Levins模型抓住了经典集合种群动态的关键属性，但它是一种空间隐式模型，不考虑具体
的空间格局及斑块质量，仅仅研究种群建立与灭绝之间的平衡，不能用于实际的集合种群和实际的管
理。
首先，该理论只能应用于较大数目的生境斑块网络，而实际上，许多集合种群生存于斑块较少的网络
中，在这样的网络里，随机性会提高集合种群灭绝的可能性；其次，Levins模型假定局域种群在适宜
斑块中均质地混合，而实际上一个斑块的被占据就极大地依赖于其他特定斑块的被占据与否，斑块和
种群的分布往往具有集群特征；再次，Levins模型假定集合种群达到了平衡态，但是在现今不断破碎
化的景观中，居住其中的集合种群远未达到平衡态；最后，Levins模型还忽略了拯救效应。
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然生境日益加速地丧失和破碎，许多种群以前以连续种群的方式分布，目前却
以集合种群的方式分布，种群的灭绝往往也经历了集合种群的阶段。
栖息地破碎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的生态系统的严重退化，引起了人们对当前集合种群动态理论的浓厚
兴趣，近年来集合种群成为保护生物学所关注的研究热点。
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种群灭绝，事实上是从种群的局部灭绝开始的，局部灭绝的后果可能导致种群的最
后灭绝。
集合种群理论关注的恰恰是具有不稳定局部种群的区域续存条件（Hanski，1998），避免种群的局部
灭绝，乃至最后的灭绝。
因此，随着人类和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破碎化程度的加剧，迁移个体可以来自任何一个现存的局
域种群，同时任何一个局域种群都有可能灭绝，显然集合种群模型更具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几年内，集合种群动态及其在破碎景观中的续存等概念已在生态学中牢固地树立起来。
许多研究都证实，生存于很小生境片断中的小种群具有很高的灭绝风险，如果人类活动导致分布区破
碎，那么种群密度低得在每个片断中只能够保留下小规模的种群，有可能太小以致于无法继续生存下
去，最终在整个景观中消失（Hanski，1994a；1994b）。
在自然界中，许多濒危的种群规模非常小，我们很难对这类生态系统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张大勇
，2002），一个替代方法就是运用集合种群理论和方法，寻找一个在生态学上与濒危种类似的常见种
进行研究，估计得出模型参数，然后再用于模拟濒危的集合种群动态，从而指导就地保护或易地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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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植物种群动力学演化机制》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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