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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万物，物种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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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 

自然状态下：2000年灭绝一种鸟类，

8000年灭绝一种哺乳类 

人类活动干预下：2年灭绝一种鸟类，

1.2年灭绝一种哺乳类。  



资料：  

联合国大会于2001年5月通

过决议，宣布每年5月22日

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全

世界目前约有3.4万种植物

和5200多种动物濒临灭绝 



                        
因为人类 
你将再也见不到这些精灵 





              
这些， 
也是因为人类 





发表一个新物种需要多久？ 

过程繁琐： 

性价比堪忧 

发现跟不上灭绝 

《中国植物志》全书80卷126册，
5000多万字，记载了我国301科
3408属31142种植物，由全国80

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位作者
和164位绘图人员耗费80年工作
积累、45年艰辛编撰才得以完成。 



人类与生物多样性 

（1）全世界500-5000万个物种，仅有170万被描述。 

（2）随着工业化和高速经济的发展，人类不合理的过

度开发利用，使物种灭绝的速率超过新种形成的千倍。 

（3）一旦物种消失就不可挽回。 

（4）拯救珍稀濒危物种的代价是巨大的。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和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 



(1)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2)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3)遗传多样性保护 

(4)物种多样性保护 

(5)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 

 

主要内容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定义：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

生态过程的综合，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

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遗传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 

生态系统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一定区域内物种多样化及其变化，包括一定

区域内的生物区系状况、形成及演化，分布格局及其维持

机制。 
 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圈内环境系统、生物系统和生态过

程的多样化及生态系统内环境系统的差异、生态过程的多

样性。 

 遗传多样性：生物所携带的各种遗传信息的

总和，包括种间和种内遗传变异。 



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 

层次 内容 性质 

遗传多样性 基因、基因型 
物种内不同种群或
种间的遗传变异 

物种多样性 
生物种类的丰

(富)度 
不同物种 

生态系统多样性 
生物群落、栖

息环境 
不同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各层次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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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直接价值：易察觉和衡量的价值，如食物、人类生活、种质资源、医疗保

健、工业 

 间接价值：难以用货币衡量的价值，如维持生态平衡、稳定生态环境的

非消费使用价值，固定、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水源涵养，及休闲和生态

旅游等。 

http://photo.zol.com.cn/photo/8547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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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多样性及其保护 



测 度 

遗传变异 
染色体畸变 
基因突变 
基因重组 

 
染色体多态性 
蛋白质多态性 
DNA多态性 

来 源 

a.能测量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b.可以揭示物种或居群的进化历史 
c.能探讨物种稀有或濒危的原因和过程     

意 义 

遗传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分析与评价 

 遗传多样性的丧失 

1.奠基者效应：群体基因库来自最初建群的少数个体，初始群体的基因频

率对后代种群的影响较大（新建种群 < 源种群）。 

2.瓶颈效应：一个群体的大小骤然减少时，某些基因从基因库中消失，后

来的少数个体发展为大群体。 

3.近交：亲缘个体间的交配，使杂合子数量降低，纯合子数量增加，有害

的隐性基因表达，导致近交衰退。 

4.杂交：遗传上有明显分化的个体间的 

 交配，杂交衰退、遗传同化、渐渗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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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多样性的检测方法 

 形态学水平 

 生化水平 

 染色体水平 

 线粒体DNA水平 

 核基因组DNA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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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与遗传多样性保护 

 转基因技术 

 克隆技术 

 低温冷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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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技术：利用重组DNA技术将优良目的基因
导入生物细胞或组织，并在其中进行表达，从而
获得原物种不具有的形状、功能或者丧失某种原
有特性的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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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克隆羊-Dolly 

基因克隆技术：通过无性繁殖产生与原来生物
遗传结构完全相同个体的过程。 

 基因克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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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温冷藏技术 

 低温冷藏技术：低温冷冻植物种子、动物精卵、
胚胎和活体组织材料保存物种遗传资源的手段。 

 超低温条件：液氮，-196度，细胞代谢近乎停止。 
 国外已经建立野生动物组织、细胞的深低温保存
库:圣地亚哥、昆明动物所等 
建立“冷冻动物园” 



物种多样性及其保护 



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内容 

 物种丰富度  

 高阶元的丰富程度（类群多样性） 

 物种密度 

 特有种类所占比例 

 濒危物种的数量 



物种多样性的时间空分布格局 

 季节变换、世代演替和生态演替，不同尺度周期性和随机性 

 新物种的产生、发展、分化和灭绝是一个长期过程 

 进化时间和演替时间 

 从大的时间尺度看，物种多样性呈逐渐增加趋势 

 



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 

 纬度梯度：纬度增加，多样性降低 

 海拔梯度：海拔升高，多样性降低 

 干燥度梯度：湿度降低，多样性降低 

 深度梯度：水深度增加，多样性降低 

 岛屿-内陆梯度：大陆高，岛屿低 

 其他因素：土壤深度、洞穴内光照强度、土壤和水中营养或

有毒物质浓度等频度和强度影响。 



物种多样性的测度 

 α多样性测度指标：单个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物种密度 

 特有种比例 

 物种丰富度指数 

 物种均匀度 

 物种多样性指数  



 

生物多样性的测度 

α 多样性：在一个群落中，物种的数目；也称物种丰富度。 

 

β多样性：描述一个大区域内物种组成沿环境梯度的变化程度。 

 

γ 多样性：指一个大范围内所有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综述， 

                 比如陆地范围内的物种总数。 



 



 



 





举例说明 

Shannon-wiener指数 

H′=-ΣPilnPi 

 式中： 

Pi=Ni/N  

 



 
 

物种 物种个体数N（多度） %(Ni/N) Ln %*Ln

sp1 12 0.051724 1.079181 0.05582

sp2 0 0

sp3 45 0.193966 1.653213 0.320666

sp4 0 0

sp5 5 0.021552 0.69897 0.015064

sp6 32 0.137931 1.50515 0.207607

sp7 1 0.00431 0

sp8 0 0

sp9 67 0.288793 1.826075 0.527358

sp10 43 0.185345 1.633468 0.302755

sp11 27 0.116379 1.431364 0.166581

物种个体总数 232 1.59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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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 Project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R统计与作图软件 

http://www.r-project.org/misc/acpclu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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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的起源 

1995年由新西兰Auckland大学统计系的Robert Gentleman和Ross Ihaka，基

于S语言的源代码，编写了一能执行S语言的软件，并将该软件的源代码全

部公开，这就是R软件，其命令统称为R语言，1997年R核心团队。 

Robert Gentleman Ross Ih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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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 Journal 



物种多样性的研究方法 

1.本底资源调查 

 历史资料收集 

 标本采集和保存（不同季节、不同海拔、不同生境） 

 生境调查 

 标本分类鉴定与名录编制 

2.物种多样性分析 

3.地理成分和生物演化分析 

4.信息技术的应用 



    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植被保存较好、生物种类丰富且特有程
度较高的地区。人们称之为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critical 
area）（陈灵芝 1993）。 

    根据陈灵芝等（1993）的资料，中国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
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有14个： 
吉林长白山地区 
河北北部山地地区 
陕西秦岭太白山地区 
四川西部高山峡谷地区 
云南西部高山峡谷地区 
湖南、贵州、四川、湖北边境山地 
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南岭山地 
 

浙江、福建山地地区 
台湾中央山脉地区 
西藏东南部山地地区 
云南西双版纳地区 
广西西南石灰岩地区 
海南岛中南部山地地区 
青海可可西里地区。 
 

    另外还划分出了5个具有全国性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
地区，5个湿地和淡水水域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11个海岸和海
洋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无疑，这些地区在中国物种多样性研
究和保护方面将起重要作用。 



我国物种多样性保护现状 

地形地貌类型复杂多样 

东西、南北范围广，垂直高差大 

物种资源丰富 

受威胁物种状况十分惊人，大量物种处于不同等
级的濒危状态，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丧失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且濒危物种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我国物种多样性受威胁的原因 

 各种类型森林的大规模砍伐 

 水土流失严重 

 草原过度放牧，使草场退化 

 湿地被开发。 



生态系统多样性 

     及其保护 





 

全球生态系统多样性 



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 

• 森林 

• 草原 

• 荒漠 

• 农田 

• 湿地 

• 海洋 

 



草原生态系统 

生物资源丰富：鸟类和哺乳类的乐园 

草原植被根系发达，对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起重
要作用。 

也是农牧业的重要基地 

分为温带草原、高寒草原、荒漠区山地草原3类 

我国草原4亿hm2，居世界第二位，占国土面积的
40%，但目前因不合理使用，草原面积正在急剧下
降，草场退化十分严重。 



稀树草原 



 

红树林 



湿地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常绿硬叶林 



温
带
落
叶
阔
叶
林 



 

针叶林 



 

温带草原 



荒
漠 



 

冻原 



生态系统多样性与稳定性 

• 系统越复杂，越稳定，对外界环境改变具有一定限度

的抵御和调节能力。 

 

• 局部稳定性，非全局稳定性：生态系统中每一物种聚

集能抵御一定水平的生物或非生物因子的干扰。 

     功能群、关键种、冗余种等概念的产生，为多样

性与稳定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生态系统的退化 

退化生态系统的特征 

      种类组成、群落或系统结构发生改变，如生

物多样性降低，生物产量下降，土壤和微环境恶

化等，湖泊富营养化，外来物种入侵，人为干扰。 

退化的原因：人类活动的干扰+自然灾害 



生态系统的恢复 

 极度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严重的水土流失、反复
土壤侵蚀等，需要控制水土流失，引进先锋植物，根
据演替规律构建稳定群落。 

 次生林地生态系统的恢复：被破坏的林地，要进行
封山育林、林分改造、透光抚育等。 

 废弃矿地生态系统的恢复：尾矿、废石对生态系统
的物理化学影响，要进行化学改良、利用有机废物。 

 沙漠或荒漠植被的恢复：充分利用地下水造林，建
新林地。 

 



保护措施 
Protection measures 

01 
就地保护&迁地保护 

02 
建立基因库&自然保护区 

03 
构建法律体系 

生物多样性保护 



物种编目 

物种编目：包含分类单元的名称及分布地点，及其与
物种生物学和生态学相关的信息（时间、栖息地类型
、种群大小等）。 

编目可以在不同地域级别展开。全球、区域或国家、
地区等。 

编目信息可通过直接的野外调查和分析获得，也可通
过文献和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建立物种编目数据库 

物种编目 



物种编目的程序 

程序：设计——资料收集——补充调查——鉴定——
编制名录或数据库。 

设计：根据目的选定范围、类群，规定格式和条目，
经费预算和制定计划。 

资料收集：尽可能收集区域或类群的已发表或未发表
的资料。 

补充调查、鉴定和建立数据库。 

物种编目 



重要的编目和监测计划 

全球范围编目和监测计划 

监测项目当属（WSMC）数据库和监测系统 

 DIVERSTIAS国际项目： 

国际生物网络 

系统学议程2000 

物种编目 



重要的编目和监测计划 

区域和国家范围编目和监测计划 

 南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调查。 

 本国动植物编目计划：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 

 中国大规模的生物资源调查：中国动物志、中国植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
中国经济植物志、中国经济动物志、中国经济昆虫志、中国哺乳动物志、中
国鸟类纲要等。 

 中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和监测网络：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生物多样性研究
和信息管理网络等。 

    

物种编目 



 IUCN濒危物种等级 
1)灭绝：如果1个生物分类单元的最后一个个体已经死亡，列为灭绝。 

2)野生灭绝：如果1个生物分类单元的个体仅生活在人工栽培和人工圈养状
态下，列为野生灭绝。 

3)极危：野外状态下1个生物分类单元灭绝概率很高时，列为极危。 

4)濒危：1个生物分类单元，虽未达到极危，但在可预见的不久将来，其野
生状态下灭绝的概率高，列为濒危。 

5)易危：1个生物分类单元虽未达到极危或濒危的标准，但在未来一段时间
中其在野生状态下灭绝的概率较高，列为易危。 

6)低危：一个生物分类单元，经评估不符合列为极危、濒危或易危任一等
级的标准，列为低危。 

7)数据不足：对于1个生物分类单元，若无足够的资料对其灭绝风险进行直
接或间接的评估时，可列为数据不足。 

8)未评估：未应用有关IUCN濒危物种标准评估的分类单元列为未评估。 
 

 

物种濒危等级 物种濒危等级划分 



http://www.nature.com/scitable/knowledge 

 



感谢聆听！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