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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组织编写的第三次《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以下简称《展望》）刚刚正式发
布。
《展望》编写组根据对各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情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并没有实现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2010年目标。
当然也要承认，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于2002年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2010年目标以后，各缔
约方和有关组织和机构积极努力，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但总体而言，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中国面临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尤
其巨大。
由于人类的过度利用、生境丧失与破碎化等因素的影响，生物多样性锐减，现在的世界正经历着一次
新的生物大灭绝。
地球的地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生物大灭绝，都是由于自然因素引起的。
发生在约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的第三次生物大灭绝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多达96％的海洋生物物种
和75％以上的陆生动物种惨遭灭绝，其中华南有94％的海洋动物种灭绝。
而发生在6500万年前的第五次生物大灭绝，以恐龙的消失为标志，是大家所熟悉的。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04.）资料，自1600年以来，大约有77种哺乳动物和129种鸟类已经
灭绝，分别代表其已知种类的1.6％和1.3％。
尽管这些物种的灭绝率可能并不惊人，但它们的灭绝率呈现升高趋势，近200年则是灭绝事件的高发期
。
从1600年到1700年，鸟类和哺乳动物类每10年约有1个物种灭绝。
然而，1850年到1950年间已经激增到每1年就有1个物种灭绝。
灭绝最初几乎总是发生在岛屿上的物种，但自1800年以来大陆上的物种灭绝也增加了。
灭绝率的增加对生物多样性已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目前，正在发生的生物大灭绝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其灭绝速率比自然发生的背景灭绝速率高100～1000
倍。
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007年的生物多样性受灭绝威胁状况评估报告可以看出，很多生物类群受到严重
威胁。
鳄鱼和龟鳖类受灭绝威胁的比例分别占其物种总数的43％和62％，灵长类受灭绝威胁的比例占39％，
棕榈类和裸子植物受灭绝威胁的比例分别达到67％和33％，形势十分严峻。
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活动的不断加剧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
引起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原因很多，主要包括过度利用、生境片段化和丧失、环境污染、外来种入
侵等。
中国既是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受到威胁最为严重的国家。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无节制地开发生物资源、砍伐森林、过度放牧等，致使生态系统严重退
化；乱砍滥伐、开垦耕地和城市化等导致自然生境高度破碎化，大量适于物种生存的自然生境丧失；
环境污染对水域和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尤其突出。
据2010年5月31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监测的488个城市（县）中
，出现酸雨的城市258个，占52.9％；酸雨发生频率在25％以上的城市164个，占33.6％；酸雨发生频率
在75776以上的城市53个，占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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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进展8：第八届会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集》经
专家审查后收录了第八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上的论文47篇，其中综合性论文3篇，
生物多样性信息学9篇，遗传多样性3篇，物种多样性10篇，生态系统多样性5篇，自然保护地管理4篇
，生物入侵5篇，大会讲话8篇。
本文集反映了我国生物多样性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最新成就，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信息学方面的动
态，对于从事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研究的学者、自然保护工作者和相关专业的师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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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刘慎谔在法国留学期间，与留法同学林镕、齐雅堂、刘厚等人，组织成立中国生物学会，并任
会长。
其时，刘慎谔已形成回国之后，推进中国生物学发展的构想。
1929年10月刘慎谔出任植物所所长，即聘请夏纬瑛、孔宪武为助理员，招收王作宾、刘继孟为练习生
，吴锡周为植物园事务员，夏纬珍为绘图员；1930年在法同学林镕回国，来所任兼职研究员；刘慎谔
在大学兼任教授，其得意门生如郝景盛、王云章、朱彦丞等也应邀来所工作，他们后留学国外，学成
归国后，仍回所服务。
建所之初，研究领域确定为中国北方植物，后延伸到西北，开展广泛而又深入的调查与采集，研究成
果主要有连续出版物《中国北方植物图志》（共五卷），研究论文主要刊载于该所编辑出版的《北平
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丛刊》。
1934年聘请著名本草学家钟观光来所任专职研究员，从事《本草纲目》研究，其子钟补求也来所工作
。
此后又招聘傅坤俊、王振华、王宗训等人，绘图员改聘蒋杏墙。
植物所人员聘定、职务晋升、薪津调整等，均由所长刘慎谔决定，研究院只是履行批准手续而已。
抗战时期，植物所先后在陕西武功、云南昆明设立分支机构。
胜利之后，1946年林镕先回北平，在原址陆谟克堂主持植物所的复员，1947年刘慎谔回到北平，按其
设想。
北平植物所作为研究中心，而武功、昆明主要从事采集工作，故大多研究人员回到北平。
主要人员及研究领域如下：刘慎谔：欧洲冰期时代对中亚及东亚植物分布上的影响、行道树木与绿篱
；林镕：菊科之研究；汪发缵：中国单子叶植物分类之探讨；夏纬瑛：中国古书之植物名称考订；匡
可任：植物术语辞典、胡桃科之研究；简焯坡：虎耳草科之研究；崔友文：石竹科之研究；王云章：
太白山锈菌之研究；赵继鼎：中国多孔菌之研究。
聘冯晋庸继任植物绘图员。
1948年11月郝景盛也回所工作。
保存在武功、昆明的标本、图书也陆续运往北平，而西北调查所改由王振华负责，昆明植物所则由朱
彦丞负责。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北平研究院植物所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合组为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
4.3植物调查采集在北平时期，1929年9、10月间，植物所尚在筹备之中，刘慎谔即抽暇赴西山、东陵采
集，时已秋末，草木衰落，所得标本无多，然实为植物所采集之始。
此后每年均派人赴河北及邻近各省采集，至抗战之前，足迹曾至西北。
主要有1930年刘慎谔、王作宾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1930年孔宪武、刘继孟赴辽宁铁岭、千山。
1931年刘慎谔赴新疆、而西藏，转而印度。
1932年郝景盛、王作宾赴河北、河南、陕西。
1933年孔宪武、王作宾赴陕西。
1933年夏纬瑛、白荫元赴宁夏、甘肃。
1934年刘继孟赴山西。
1935年刘慎谔、钟补球赴安徽黄山。
此中以1931年刘慎谔赴新疆、而西藏，转经印度回国最为艰辛。
此行之源起为是年刘慎谔偕郝景盛司参加中法联合西北科学考察，5月中旬自北平出发，经内蒙古而
达新疆，郝景盛在内蒙古时即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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