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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30年和《生物多样性》创刊30周年之际,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从281名中国研究人员

收集到763个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研究问题, 通过归纳与整理, 并参考英国生态学会提出的100个生态学基本问题, 从中筛选出

30个核心问题。这些问题涉及7个方面: 演化与生态(6个问题)、种群(4个问题)、群落与多样性(7个问题)、生态系统与功能(3

个问题)、人类影响与全球变化(4个问题)、方法与监测(4个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2个问题)。前5个方面主要聚焦在物种形

成、生物多样性维持等的关键过程与机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功能关系、全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制等, 第6方面主

要涉及生物监测与预测、数据共享等, 第7方面涉及多样性保护、自然与人类健康关系这两个与公众息息相关的重要话题。

这30个问题的筛选难免存在偏颇, 希望能以此为契机, 促进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人员对本领域核心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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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 Method: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ournal Biodiversity Science, we conducted questionnaire surveys from Chinese biodiversity 

researchers to gather the crucial questions in biodiversity science, and finally collected 763 questions from 281 

participants.  

Results: By summarizing these questions and using the 100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British Ecology Society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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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we narrowed down these questions into 30 key questions, which is grouped into 7 subjects: evolution and 

ecology (6 questions), populations (4 questions), communities and diversity (7 questions), ecosystems and functioning 

(3 questions), human impacts and global change (4 questions), methods and monitoring (4 questions),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2 questions). The first five subjects mainly focus on the important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of 

speciation and biodiversity maintenances, the relation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ing,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global change in biodiversity; the sixth subject focus on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prediction and data 

sharing; the last subject covers the key issues in conservation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health.  

Prospect: Although some biases certainly exist in the selection of these questions, we hope that the 30 key questions 

could stimulate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mote in-depth discussions among Chinese biodiversity researchers. 

Key words: evolution; population ecology; community ecology; ecosystem functioning;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科学研究是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过程, 凝练核心科学问题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至

关重要。2005年, Science在创刊125周年之际发布了

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 其中不少与生态学

和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Kennedy & Norman, 2005)。

2013年, 英国生态学会在学会成立100周年之际筛

选了生态学研究的100个基本问题(Sutherland et al, 

2013), 为生态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1992年6月1日, 《生物多样性公约》由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发起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在内罗毕通过, 成为生物多样性领域的重要里程

碑。在过去30年间, 中国生物多样性科学与保护取

得了快速发展, 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自然保护地体

系不断完善, 新的研究问题也不断涌现。为梳理中

国生物多样性领域在过去30年的发展, 在《生物多

样性》创刊30周年之际, 编委会组织国内本领域的

学者来共同凝练生物多样性研究的30个核心问题。

通过两轮的问题征集, 共收到来自281名研究人员

的763个问题。其中, 来自编委会成员和特约顾问

(共72人)的233个 , 来自其他研究者(共209人)的

530个。这些问题涉及到生物多样性研究的诸多领

域, 从中筛选与归纳出30个核心问题, 并非易事。

参考英国生态学会的100个生态学基本问题的分类

方式(Sutherland et al, 2013), 并结合所收集问题的

一些特点, 我们从演化与生态、种群、群落与多样

性、生态系统与功能、人类影响与全球变化、方法

与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7个方面筛选出30个核心

问题。 

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有句名言: “如果不考虑

演化 , 生物学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light of evolution)。生

物多样性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问题1和2在专家推

荐的问题中多次出现, 也包括在2005年Science列出

的125个问题之中。物种是演化的基本单位(Simpson, 

1951), 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单元。本刊2016年第

9期专门组织专题对“什么是物种” (问题1)进行讨论, 

指出“生物多样性事业需要科学、可操作的物种概

念” (洪德元, 2016)。关于物种形成(问题2)和多样化

机制(问题3)的研究历时已久, 新的证据和假说不断

涌现(薛成等, 2022)。在我国, 东亚地区生物多样性

的起源和演化问题尤为重要, 季风气候、地理隔离、

生态过程等如何影响并塑造当前的生物多样性格

局仍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同时, 自

然杂交、性选择、表型可塑性等都会影响物种形成

(问题4‒6), 其内在的演化机制与生态意义仍待深入

探究。 

(1)什么是物种？ 

(2)什么决定了物种多样性? 

(3)重要生物类群起源和多样化的过程、动因和

机制是什么？ 

(4)自然杂交在生物适应性进化中的作用有哪些？ 

(5)生物性别多样性的演化机制与生态意义是

什么？ 

(6)表型可塑性如何影响生物演化的路径？ 

作为研究种群生长、存活、繁殖、灭绝等的分

支学科, 种群生态学是生态学中最成熟的分支, 这

与其坚实的数学根基和聚焦于物种分布和多度这

些最基础的问题密切相关(Krebs, 2015)。生物种群

1  演化与生态 

2  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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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的适应机制(问题7)是种群生态学的核心问

题。在极端环境下, 生物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适应策

略(问题8)。厘清种群衰减或灭绝的原因与机制(问

题9)是开展物种保护的前提。理解上述问题以及提

出切实可行的种群恢复策略都需要对种群生活史

的深入了解(问题10)。本刊近年来针对不同生物种

群组织了多个专刊来推动种群生态与保护的工作, 

如: 2016年第5期“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 (蒋志刚

等, 2016)、2017年第7期“中国高等植物红色名录” 

(覃海宁等, 2017)、2020年第3期“中国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保护” (许玥和臧润国, 2022)、2022年第9期“中

国猫科动物研究与保护” (李晟和王天明, 2022)。 

(7)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机制是什么？ 

(8)物种如何适应极端环境(如 : 高山、深海

等)？ 

(9)生物濒危或灭绝的原因与机制是什么？ 

(10)哪些生活史特征决定了自然种群的完

整性及其对扰动的恢复力？ 

自哈钦森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浮游生物悖论” 

(Hutchinson, 1961), 群落生态学迎来了持续30多年

的百家争鸣 , 新的理论和假说不断涌现 (Vellend, 

2016; 王少鹏等, 2022), 但始终缺乏普适性的理论, 

以至于英国生态学家John Lawton指出“群落生态学

一片混乱” (Community ecology is a mess) (Lawton, 

1999)。2001年, Stephen Hubbell的专著《生物多样

性与生物地理学的统一中性理论》 (The Unified 

Neutral Theory of Biodiversity and Biogeography)开

启了一轮新的论战(Hubbell, 2001), 但关于“生物多

样性是如何维持的” (问题11)目前仍缺少一个统一

的理论体系(Vellend, 2016; Leibold & Chase, 2018; 

王少鹏等, 2022)。稀有种作为群落物种组成的主体, 

理解其在维持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中的作用(问

题12)对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间相互作用是驱动群落过程与动态的关键, 但

关于同一营养级(种内和种间竞争)和不同营养级之

间如何共同作用来影响群落构建尚不明确(问题

13)。当前物种共存研究多聚焦在较小的局域群落,

生态学家逐渐认识到局域尺度的多样性受到区域

物种库、地质历史等的影响(Ricklefs, 1987); 局域群

落的多样性是否以及如何受到区域群落的调控(问

题14)对于理解多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维持至关重要。

山地环境的异质性被认为是造成热带高生物多样

性形成与维持的重要机制之一(Janzen, 1967), 理解

山地区域高的生物多样性及其成因(问题15)对我国

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Mi et al, 

2021)。随着基因组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动植物与微

生物共生关系(问题16)成为生物间相互作用研究的

热点话题(高程等, 2022)。由于微型生物在演化策

略、扩散方式等方面与大型生物存在较大差异, 宏

生态学(macroecology)的格局及其驱动机制在这些

类群之间是否存在差异(问题17)? 检验这一问题对

于寻求生态学的普适性规律有重要意义 (Vellend, 

2016)。 

(11)生物多样性是如何维持的？ 

(12)稀有物种对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

能有多重要？  

(13)生物间相互作用与营养级联如何影响

生物多样性？  

(14)局域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在多大程度上受

到扩散限制和区域物种库的调控？  

(15)为什么山地系统具有更高的物种多样性？ 

(16)动植物与共生微生物的协同进化机制是什么? 

(17)宏生态格局(如: 物种‒多度分布、种‒面积

关系)是否同样适用于大型生物和微型生物, 以及

同样的格局是否源于同样的生态过程？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是近年来生

态学研究的热点话题。这一主题在我们收集的问题

中出现次数也非常多。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

关系已通过控制实验和野外调查数据等进行检验, 

多数结果发现植物多样性越高, 群落生产力越高、

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抗入侵能力等也越强, 但对结果

的解释仍存在诸多争议, 主要表现在实验或采样设

计的有效性、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作用的机理、

野外与控制实验结果的一致性等(徐炜等, 2016)。不

同营养级的生物多样性对生物系统多功能性的影

响在很长时期内仍将是生态学的热点之一(问题18), 

尤其是地下生物多样性(土壤动物、微生物等)对地

上生物的反馈机制及其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机

3  群落与多样性 

4  生态系统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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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傅声雷等, 2022) (问题19)。物种功能性状因代表

了生物多样性的功能维度, 可能与生态功能存在更

强的联系, 该假说的真实性尚需进一步的检验(问

题20)。 

(18)生物多样性变化如何影响和改变生态

系统功能？  

(19)地上与地下生物多样性的关联及其对生态

系统功能的影响是怎样的?  

(20)物种功能性状多大程度上可以预测群

落特征以及生态系统功能变化？  

人类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地球上大部分地方的

自然状况, 因人类威胁而濒临灭绝的物种比任何时

候都多(IPBES, 2019)。生物入侵(刘艳杰等, 2022)、

气候变化(井新等, 2022)、人类活动等正在重塑着

局域、区域和全球尺度的生物物种组成、群落结构

和生态系统功能(问题21), 一些关键的生物类群则

面临着大范围的衰退(问题22)。近年来, 极端气候

事件(如干旱、野火等)发生频率不断增加, 这些快

速的环境变化对生物群落可能造成极大影响(问题

23)。为应对这些急剧变化的环境, 联合国大会提

出了“联合国生态恢复十年(2021‒2030)”倡议, 退

化生态系统的恢复需建立在生态学理论基础之上

(问题24)。 

(21)生物入侵、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影响生

物多样性的内在机制与演化后果是什么？ 

(22)关键生物类群(大型动物、顶级捕食者、传

粉者等)衰退的关键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是什么？ 

(23)生物群落如何响应与适应不断增加的极端

气候事件？  

(24)如何确定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目标并重建

包括复杂营养级的生态系统稳定性与持续性？ 

地球上有多少物种存在(问题25)是生物多样性

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我国在物种监测和编目等方面

开展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为了解我国物种多样性现

状提供了重要资料(Mi et al, 2021), 但这些数据在

生物类群(如昆虫、苔藓植物、土壤动物等)和地理

区域等方面存在较大偏差。近年来, 新监测方法与

技术(如红外相机、遥感、基因组学、公众科学等)

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调查方式(问题26), 也在逐

渐减少着在物种名录、分布、生活史特征、时间动

态等方面的知识空缺 (Hortal et al, 2015; 张健 , 

2017)。除了监测手段的革新, 生物多样性研究也需

要在数据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上的改变。由于生命

系统的复杂性, 生态学家常因研究结果的不可重复

性及难以进行尺度推演和预测而备受批评(Currie, 

2019), 生物多样性科学的发展需要通过数据分析

方法的创新来提高其预测能力(问题27)。同时, 高质

量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也需要海量的、高质量的、可

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再用的大数据作为支

撑。推动高质量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对于提升生

物多样性研究深度和广度、科学制定多样性保护政

策至关重要(问题28)。本刊出版的新物种年度报告

(如2021年第8期、2022年第8期)、红外相机监测(如

2014年第6期、2019年第3期、2021年第9期)、遥感

监测(如2018年第8期)、数据论文(如2016年第12期、

2021年第9期)等都是在这些方面的探索与努力。 

(25)地球上有多少物种？中国有多少物种？ 

(26)如何开发和推广适用于生物多样性调查、

监测和研究的新方法与新技术？ 

(27)如何结合多尺度、多类型的监测数据提

高对生物多样性相关属性的预测精度？  

(28)如何生产和共享高质量的生物多样性数据？ 

当前, 全球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人类活动、气

候变化等的严重威胁。新冠疫情的暴发与蔓延也让

我们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的紧密联系, 让

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吕植, 2020)。在

我们收集到的问题中, 有很多是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相关的, 涉及到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自然保护

地管理、国家公园建设、人类健康等, 我们将这些

问题归纳为问题29‒30。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都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 而是需要建立在上面提

到的28个核心问题回答的基础之上, 构建与完善

生物多样性科学、保护与管理的网络体系。 

(29)如何建立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和行动

科学性和有效性的机制？ 

(30)生物多样性如何影响人类精神与生理健康? 

5  人类影响与全球变化 

6  方法与监测 

7  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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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281名研究人员的763个问题中筛选出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30个核心问题。这些问题部分反

映了人们当前对生物多样性研究的认知程度。毋庸

置疑, 这些问题的筛选难免存在偏颇。在《生物多

样性》创刊30周年之际, 我们仅希望能够以此为契

机, 促进我国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研究人员对本领域

核心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并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新

的可能性 , 从新的角度来看旧问题” (Einstein & 

Infeld, 1938), 这样才标志着生物多样性科学的真

正进步, 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短期和长远目标与

行动提供依据。 

致谢: 感谢281名生物多样性研究者对调查问卷的

反馈。感谢郝占庆教授的建议与讨论, 感谢华东师

范大学王潇然、张然、杨贤宇、陈佳乐、王宇卓、

田中平、刘鹏程等帮忙整理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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