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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A Primer of coervation
Biology”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保护生物学教科书，目前已经翻译成15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被广
泛采用，颇受赞誉。
本书是其第4版的中文编译版，在准确翻译原书的大部分内容的同时，还增加了许多中国的案例，以
增强内容的可读性和亲近感。
本书反映了保护生物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包括了若干专题的信息，如作为保护目标的全球生物多样性
的热点地区和受威胁物种的最新评估。
突出了文献中关于物种回归自然、种群生存力分析、保护地管理和生态系统服务补偿等最新成果。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了解什么是保护生物学、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现状、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原因、如何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等。

本书可以作为自然保护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人员和相
关部门的管理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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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Richard B．Primack
波士顿大学生物学院教授，环境研究项目前任副主管。
197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76年在杜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而后在坎特伯雷大学、哈佛大学
和东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他是热带生物学与保护协会(Association
for Tropical Biology and Coervation)前任主席，目前是国际著名保护生物学杂志“Biological
Coervation”主编。
出版的专著有：Essentials of Coervation Biology，目前已经出到了第4版；A
Field Guide to Poisonous Plants and Mushrooms of North
America(与Charles
K．Levy共同编著)；Ecology，CoervationandManagementofSoutheastAsianRainforests(与ThomasLovejoy共
同编著)，Timber，Tourists，and
Temples：Co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aya Forest of
Belize，Guatemala and Mexico(与David Bray，Hugo Galletti及Ismael
Ponciano共同编著)；Tropical Rainforests：An Ecological Biogeographical
Comparison(与Richard
Corlett共同编著)。
研究领域为：气候变化对植物和鸟类的影响；热带森林生态学、保育及管理；保护生物学教学等。
 马克平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中
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理事，国
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中国委员会副主席，《生物多样性》主编(2008—)、《植物生态学报》主
编(1998--2008)，“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生态学报》等杂志编委。
近年来在积极推动生物标本数字化及其共享平台的建设、全国生物物种编目、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
络建设和森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研究平台建设等项目。
已发表学术论著180多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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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保护生物学的定义
 1.1 保护生物学的本质和起源
 1.1.1 保护生物学的哲学根源
 1.1.2 保护生物学的国际进程
 1.1.3 多学科协作途径：保护生物学实例分析
 1.2 保护生物学的伦理原则
 1.3 成果与挑战
 小结
第2章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2.1 物种多样性
 2.1.1 什么是物种?
 2.1.2 生物多样性的测度
 2.2 遗传多样性
 2.3 生态系统多样性
 2.3.1 营养水平
 2.3.2 食物链和食物网
 2.3.3 关键种和关键种组
 2.3.4 关键资源
 2.3.5 生态系统动态
 2.4 全球生物多样性
 2.4.1 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物种?
 2.4.2 去哪里寻找世界上的生物多样性?
 小结
第3章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3.1 生态经济学
 3.2 直接经济价值
 3.2.1 消耗使用价值
 3.2.2 生产使用价值
 3.3 间接经济价值
 3.3.1 生态系统生产力
 3.3.2 水土保持
 3.3.3 气候调节
 3.3.4 种间关系和环境监控
 3.3.5 宜人价值
 3.3.6 单一资源的多种利用：案例研究
 3.4 长期价值：选择价值
 3.5 存在价值
 3.6 环境伦理学
 3.6.1 伦理学观点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3.6.2 深层生态学
 小结
第4章 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因素
 4.1 人口的增长与影响
 4.2 生境退化
 4.2.1 热带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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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热带落叶林
 4.2.3 温带草地
 4.2.4 湿地
 4.2.5 海岸带
 4.2.6 荒漠化
 4.3 生境破碎化
 4.3.1 破碎化的威胁
 4.3.2 边缘效应
 4.4 环境退化与污染
 4.4.1 杀虫剂污染
 4.4.2 水污染
 4.4.3 大气污染
 4.5 全球气候变化
 4.5.1 气候变化与海洋环境
 4.5.2 全球变暖的整体影响
 4.6 过度开发
 4.6.1 传统社会自然资源的利用
 4.6.2 国际野生物种贸易
 4.6.3 商业捕获
 4.7 外来种入侵
 4.7.1 岛屿上的入侵物种
 4.7.2 水生生境中的入侵物种
 4.7.3 外来物种的入侵能力
 4.7.4 遗传修饰生物体
 4.8 疾病
 小结
第5章 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5.1 “灭绝”的含义
 5.2 灭绝率
 5.2.1 水生环境中的物种灭绝率
 5.2.2 岛屿上的物种灭绝率
 5.2.3 岛屿生物地理学和灭绝率预测
 5.2.4 局域灭绝
 5.3 物种对灭绝的脆弱性
 5.4 小种群问题
 5.4.1 遗传变异性的丧失
 5.4.2 有效种群大小
 5.4.3 种群统计随机性与环境随机性
 5.4.4 灭绝漩涡
 小结
第6章 保护种群和物种
 6.1 应用种群生物学
 6.1.1 背景研究
 6.1.2 种群的野外监测
 6.1 3种群统计学研究
 6.1.4 种群生存力分析
 6.1.5 集合种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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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保护等级
 6.3 建立新种群
 6.3.1 转移安置物种个体以建立新种群
 6.3.2 实施新种群建立项目需要考虑的事项
 6.3.3 建立新植物种群
 6.3.4 新种群的状态
 6.4 迁地保护
 6.4.1 动物园
 6.4.2 水族馆
 6.4.3 植物园
 6.4.4 种子库
 6.5 物种的法律保护
 6.5.1 国家法律
 6.5.2 美国濒危物种法案
 6.5.3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6.5.4 国际公约
 小结
第7章 自然保护地 1
 7.1 保护地的建立和分类
 7.2 保护地的有效性
 7.2.1 我们应该优先保护什么?
 7.2.2 保护地有效性测度：空缺分析
 7.3 自然保护地设计
 7.3.1 保护区大小的讨论
 7.3.2 最小化边际效应和生境片段化效应
 7.3.3 保护地网络
 7.4 景观生态学
 7.5 保护地的管理
 7.5.1 监测
 7.5.2 生境管理
 7.5.3 管理和人员
 7.5.4 保护地分区
 7.6 公园管理面临的挑战
 小结
第8章 保护区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8.1 未被保护的公共和私有土地
 8.2 人类控制的景观
 8.3 与当地人合作
 8.3.1 就地农业保护
 8.3.2 可获取自然产品的保护区
 8.3.3 基于社区的动议
 8.3.4 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8.3.5 评估保护的主动性
 8.4 生态系统管理
 8.5 恢复受损生态系统
 8.5.1 恢复生态系统功能的需要
 8.5.2 生态系统恢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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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 主要的恢复目标
 8.5.4 恢复生态学的未来
 小结
第9章 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9.1 地方和国家层面上的可持续发展
 9.1.1 地方性的保护条例
 9.1.2 国家立法
 9.1.3 土地信托基金会
 9.1.4 保护的激励
 9.1.5 执行和其他问题
 9.2 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途径
 9.2.1 国际条约
 9.2.2 全球峰会
 9.3 保护基金
 9.3.1 环境信托基金
 9.3.2 债务自然环境转换
 9.3.3 贷款和资助
 9.3.4 私人基金
 9.3.5 保护基金的两难局面
 9.3.6 基金的挑战
 9.4 保护教育
 9.5 保护生物学家的作用
附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
小结
附录 部分环境组织和信息资源
章节目录前图片说明与致谢
词汇表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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