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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松针叶群体数量和寿命的水平

与垂直变化趋势分析

肖 瑜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摘 要 根据对巴山松针叶舞体的水平和垂直变化特征及趋势进行的研究
,

得到如 下 结

果 单株太的针叶总数和各龄针叶总数随胸径增加而增多
,

随密度增加而减少 当年生针

叶数量所占比例随径阶增加而增大
,

年生针叶比例与此相反
,

而 年生和 年生针叶比例基

本保持稳定 单株木的径阶愈小
,

针叶平均寿命亦愈长 就针叶平均生存期限而言
,

劣 势

木最短
,

优势木次之
,

而平均木最长
。

各龄级针叶群体的数量一般在树冠中部所占比例最

大 下部所占比例次之 上部比例最小 在林分中处于不同地位的林木表现形 式 略有差异
,

与

树冠内光照的分布有关 针叶的内察增长率随着径阶的增大
、

树高的增加及相对光 照 强

度的增高而增加 树冠中针叶的平均寿命随树高增加而减小 另外
,

对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也

进行了部分探讨

关键词 巴山松 针叶群体 叶片寿命 内察增长率 光照状况

了解种群动态及自然选择的作用是当代种群生态学的两个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 。

为

了更好地解释种群动态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

闸明植株的构件 在不同条件下

的变化特征
,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无疑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研究种

群动态的出发点 ’“ , , ’ ’。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
,

植冠结构是植物光合生产力的一 个 主要决

定性因素 『“‘ ,

由于树木 尤其是针叶树 叶片的光合作用速率是受年 龄 制 约的 , ’ , ,

不同

叶龄的叶片具有不同的生理学意义
,

各龄级叶片的比例及它们对净光合作 用 的相对贡献

极 地影响了树木的生产力
。, ‘“ , “ , 么‘ 礼 , ,

所以对针叶树叶龄结构的研究历 来 受到广泛

的重视
,

在促进树木种群生态学整体水平的提高上起到了一定作用
。

但纵观以往的各项研

究
,

由于对预期结果的要求不同
,

所收集到的数据很难用种群统计学 的方

法做进一步分析 召】,

因此至今对叶群体的变化特征了解不够
。

虽然目前对植物叶群体生

态学的研究已提出一些假说
,

但主要是针对作物
、

草本或灌木的‘’‘ , ,

有关树木的资料比较

缺乏
。

鉴此
,

我们对巴山松 , , 而。 针叶群体在水平和垂直两个层次结构上的数量

与寿命变化规律进行分析
,

这样可进一步了解自然状态下枝条的稀疏过程
、

树冠的动态变

化过程
、

针叶的周转和它们与林木生产力的关系以及林冠内光照分布对叶群体 动 态 和生

长的影响
,

并能够对某些假说进行检验
。

研究方法

调查区设置在陕西省南郑县黎坪林场
。

工作期间按常规方法共建立并调查了 个

丰文于 年 月收到 , ” 年 月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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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山松天然同龄林标准地
。

在每一标准地内根据立木株数按径阶的分布选择各胸径级的

标准木
,

随后将其伐倒
,

采用分层切割法
,

与生物量和生产力的测定同步进行
。

由树冠基

部向上
,

以枝系 包括枝条和针叶 同生群
,

即轮生枝层 为单位分层测定枝叶重量

与数量
。

经实测
,

巴山松树木每一轮生枝层由 一 个活枝组成
,

在砍下这些枝条全部称

重后
,

选择一标准枝
,

采摘下全部针叶按年龄称重各龄针叶
,

并分别取样以供内业分析
。

同

时测定这一标准枝主枝系上各年龄枝条的生长长度与中央直径
,

由此可以推算各年龄枝

条在主枝上的表面积
,

最后再按等级分别称重这些枝条
。

经测定与观察发现
,

巴山松的

针叶生长密度 各龄枝条单位面积上着生的针叶总数或疤痕数 基本 一 致
,

约 为 叶
“ ,

据此可估算各龄级针叶的凋落量
。

采用这一工作方法直到树冠顶部
,

共测定 标准木

株
。

同时在标准地内均匀布设 个样点
,

用宁夏产
一

型相对照度计测定各标准地

内的相对光照强度
。

在内业工作中
,

根据各层次分别取得的各龄针叶样品
,

分别按各龄针叶的数量一
千重

关系推算该层次各轮枝条上这一年龄级的针叶总数
。

这样可依次得到各枝系同生群内各

龄级针叶的目前存活数量
,

累计后就为单株木的针叶总数或各龄针叶总数
。

单株木或各轮枝条上针叶的平均寿命采用特定时间生命表法进行估算‘”’, , , ’,

为 了

解各轮枝层针叶的生长对整个枝系的影响及技条自然稀疏的情况
,

用下式求得针 叶的年

周限自然增长率 , 名。 ,

几 某年生长的针叶总数 前一年生长的针叶总数

这一指标也称为种群趋势指数 ’或群体净替代率 ’“ ,

也可作为一种自然选择 的适合

性量度
“ ’。 为使其表达更广泛的意义及方便起见

,

我们采用内察增长率 表示 各龄叶

群体的动态变化
。

两者关系如下 ,

几

结果与分析

叶群体数量的水平变化特征

根据 株标准木的统计结果
,

表明单株木胸径与针叶总数或各龄针叶总数之间存在

密切的异速生长关系 图
。

针叶总数离差平方和中 帕 的变异可 由图 中 的 经验方程

表示
,

因此采用这一方程也能比较精确地预测单株木的总叶数
。

另外
,

平均单株木的针叶

总数随密度增加而降低 图
,

这一结果与 总结草本植物叶片数与密度 的关系后

得出的结论一致 ”“ 。

由图中还可看出
, 当年生针叶数量也与密度有较密 切 的关系

,

一 。

经分析发现
,

在森林这类由个体间差异非常显著的高大乔木组成的群落内部
,

即使在

同一密度条件下
,

不同径阶的林木之间针叶数量也有显著差异 表
。

以胸径为准对

株巴山松立木各叶龄针叶数量的统计可以发现
,

径阶立木株数最多
,

为 株
,

但针叶

总数在 径阶最多
,

达 了 束 为更清楚地表示各径阶针叶数量之间的关系
,

将其

整化为 。。。,

其它径阶叶数按比例缩小
。

各径阶林木中
,

当年生针叶数量所占的 比例

随径阶增加而增大
,

年生针叶比例的变化表现出相反的趋势
,

而 年生和 年生针叶数

量所占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

由针叶数量与胸径的关系可以看出 图
,

在所有密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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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叶 层 火
七 至

里
’“ 当年生针叶数

︵飞一︶。﹄﹄。

、
口卜口一叔古祷坷令

﹄名日二留。。芝

﹄。。招闷。﹄日之
摹的古本关擞挤

胸 径 七 七

图 巴 山松单株木脚径与总叶数间的关系

七

么

密度 一

图 单株木针叶总数和当年生针叶总数在不同

密度林分中的表现
。

七 日七

七 日

。。一 。株 下
,

针叶总数并未因密度的差异而远离回归直线
。

所以在 森 林 中
,

立

木所处的微生境及其在各密度林分中的地位是决定其叶群体总数的关键因素
。

即在同一

密度条件下
,

不同径阶的立木间针叶数量有显著的差异
。

而在草本植物的单 株 间 叶片数

量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

这一点也许是木本植物与草本植物的明显差别之一
。

叶群体寿命的水平变化特征

经用生命表方法对 株标准木的针叶群体进行分析
,

得到了 它 们 的 特 定 年龄生存

率
、

死亡率及预期寿命 表
。

这 株立木的针叶平均寿命约为 年
,

但在个体间有一

定差异 表
。

一般来说
,

树木的径阶愈小
,

高度也愈低
,

可利用的光照资源也愈缺乏
,

寿

命也就愈长
。

这种情况在其它一些植物群落中也有同样的体现 〔“‘ , ’。 等研 究

后认为
,

一般情况下阳生叶比阴生叶的建造消耗高
,

建造叶片的消耗与寿 命 呈 负相 关关

系
, 即建造叶片的消耗增加

,

叶片寿命降低
。

也认为
,

叶片寿命是由建造叶片和

保持叶片的消耗与叶片的收益或制造光合产物的效益之间的平衡所决定
,

是植 物 对 变化

着的环境条件的一种适应对策和进化的结果“ ’。 他在研究森林中不同层 次 植物的叶片

寿命后得出林下植物种类的叶片寿命一般较长的结论
。

但是
,

由于这一问题非常复杂
,

涉

及到植物体内部的生理
、

生化
、

遗传
、

进化等过程
,

仅靠生态学的手段是不能全 部 解 决的
,

加之 目前这方面工作开展时间不长
,

积累的资料不多
,

今后有必要更多的收集不同类型植

物的叶片寿命资料
。

表 中同时列出各径阶巴山松立木枝系 同生群 帕的叶群体成员平均死亡时间
,

由此

可大致了解在林分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立木其针叶平均生存期限
。

可以看出
,

从出生至 帕

的针叶个体死亡这段时间内
,

小径阶木最短
,

优势木次之
,

而平均木最长 株林木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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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标准地林木针叶总数与寿命按径阶的分布

七

七

径阶
吕

平均树高
弓

。 。 。 。 。 。 。 。 。

总 立木数
。

针 叶数量 比 例 七 书
吕

总数 止竖 鲤丝 旦至旦旦 旦生终
七

旦兰了 旦兰里旦 旦旦兰鱼 旦多旦里 里卫互多

甘,一﹄一︸勺,孟吸月‘

一﹄
当 年 生 」鱼

。

旦」互
。

旦互」
。 。 。

塑丝多
。 。 。

︸一一一丹‘口卜心甘

年 生
一 一 理

,

。

』卫
。

兰巨丝
一

塑些
一

』二

︸月吸一

︸月侣

魂一品‘︸,二,几一的口︸一占

品口一﹁吕一一冲才一一匀口斤,,口一月‘,上一‘叹︸目弓一品山月一口仙︸一︸一︸工的月‘上‘工一月了八一︸内丹口工马

。 。

介口︸内一介‘一月才一月马一月‘月了一‘心口﹄勺︸甘

几甘一月马﹃匀工月才一二一一一一一月才,曰工‘占工吸,上甘空,︸九舀

年 生
一 一

二生
。 黑

年 生
一 一 生

一 表 。 。 黔
平均寿命

。

七

。 。 。 。 。 。 。 。 。

名⋯
‘ 。 。 。 。 。 。 。 。 。 。

针叶 同生群 形个体死 时间 七 七 拓
毛

表 巴山松针叶群体的生命表

七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

。

。

。

均胸径为
。

这一结果似乎说明
,

阳光不足或经常处于阳光中都会缩短 叶 片 的生

存期限
,

而处于中等光照状况下的叶片则有较长的生存期限
,

这种结果可能与叶片生存期

限与净光合作用速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有关 , “气““ , ,

由补偿效应引起
。

在林分中处于不同地位立木的叶片生存曲线也有差异 图
。

一般来说
,

小 径 阶木

比大
、

中径阶木叶片在前 年内有较高的存活率
,

但随后死亡率增加
,

超过大
、

中级木的叶

片
。

从叶片生存曲线的形状来看
,

均具有 型生存曲线的明显特征
,

这一形 式 在

其它植物
,

如自桧 , 五滚 ‘ 、

黄肉楠 , 再。 “ 、

亚麻 ,

, 、

格林兰喇叭茶 “ , , 、

泥泽山月桂 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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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湿原哪镯 夕 , 吕 等的叶片中也有发现
。

在分析 所 有

植物叶片均为 型分布的曲线形式后提出了一个解释性的假说 叶片在幼年期接近和制

,
‘”。。

卜
雏
昌

·

,

最里
。。

卜
抓 资
胆 班
仲 攀

万丈一二

嵌

阮

一

叶龄 ,

圈 巴山松针叶的生存期限

株标准木总计

劣势木
一 平均木 七

盛 优势木

造食物形成了有利的生存条件【,“ 。

另外
,

各径阶立木叶片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成 活和死亡

率可能与它们所处的微生境有关
,

选择压力作用于各径阶木叶片生活史中生 长最脆弱的

环节“‘ 〕,

因而形成略有差异的叶片生存形式
。

当年生叶 ‘ 年生叶 竿生叶
一

︿欲︶公︸的。尸左妇鸳好奋一习招一。留

妙葱眨架祝甲

内丹

户任︸妇召脚。留馆年

昌 一 一

针叶数量

不 同叶龄针 叶数量随树高的分布及其与相对光照 强度的关系

乞 日 七

图

。

扭

七 讼
毛一 , 一 一 日 ,

毛

劣势木

一 一

平均木 ’ 优势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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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群体数量的垂直变化趋势

在以往对叶群体垂直分布的研究中
,

往往采用生产结构图表示叶片重量
、

面积或密度

在空间的分布规律
,

而很少表示数量的分布规律 〔幻 ,

实际上叶重量的垂直分布 〔 ,与数量的

垂直分布 图 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

在此我们仅选择在林分中处于不同地位的 株标准

木 劣势木
、

平均木
、

优势木 进行分析
。

巴山松立木各叶龄针叶数量的垂直变化趋势与该立木在林分中所处 地 位 有 密 切 关

系
。

株标准木的统计结果表明
,

各叶龄针叶的数量一般在树冠中部所占比 例 最 大
,

下

部所占比例次之
,

上部比例最小
。

而且叶龄愈大
,

其中
、

下部针叶数量比例亦愈高
。

树冠

上部针叶数量少是由于这一区域能生长叶片的枝条数量较少或未充分 展 开 造成的
,

而下

部叶数量的比例较低却是与光照状况有关的
。

一般来说
,

随着密度增加和 树 冠 下部遮阴

程度的增强
,

较老龄叶片的死亡速率快于同年龄处 于 光 照 较 好 状 况 下 的 叶片 参见表
。

优势木在林中处于主导位置
,

其叶片主要分布于树冠中
、

下部
。

经测定
,

即使在

其树冠最下部的叶片也可接收到全光照的 呱 平均木在林中也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
,

由

于大树较少
,

一般树冠上部的叶片也能获得充足的阳光
,

但树冠下部的光照仅为全光照的

帕
,

低于优势木
。

在这种情况下
,

当年生针叶的数量在中部最多
,

但随着叶龄的增大由

于遮阴的原因造成同龄叶在树冠垂直位置上偏离正态的分布
,

但与优势木一样
,

平均木叶

数量的分布也表现出比较规则的形式 劣势木在林中处于从属地位
,

即使树冠最上部的叶

片也仅能获得全光照 呱 的阳光
,

明显受到遮阴的影响
,

叶数的垂直分布也表现出极大

的不规则性
。

我们认为
,

这种不规则性的出现与光照状况不 良及各轮生枝层 针 叶 间对光

的竞争有关
。

在调 查中经常可以发现
,

同生群内新生枝系的生长量基本是一致的
,

但随着

枝龄的增大暨愈接近树冠下部
,

同一轮枝层的枝叶生长在多方面均显示出极大的差异
,

这

可能是因对光照竞争引起的同生群内部生长分化的结果
。

新生枝系如果在出世后的 一

年间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

达到一定的生长量
,

很可能被上部的枝条生长所压制
,

长势愈

来愈弱
,

最终可能造成这轮枝条先亡于下部的枝条 例如
,

图 中平均木在 。 和

处均有活枝层
,

但在 处为枯枝层
,

死亡时仅生存了 年
,

这种结果与轮生枝层间的

枝叶生长差异
、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年间的气候波动有密切联系
,

限于本文内容
,

这里

不作详细分析
。

叶群体生长与寿命的垂直变化趋势
尽管在叶群体的生长与死亡达到相对平衡

,

年间生长量基本保持稳定时歹在树冠内的

不同位置上
,

由于针叶所处的微生境不同
,

产生了树冠总体针叶年生产量基本保持一致
,

但树冠内部具有较大差异的现象
。

一般来说 各级毋山松林木的针叶年生长率在 树冠的

中
、

上部最高 图
。

根据内察增长率 的性质 ’, “‘ , 么 ,

当 。
、

时
,

群体数量增长 。

时
,

群体保持生长与死亡的相对稳定 时
,

群体的数量减少
。

据此可知
,

劣势木在树冠

中
、

上部的枝条上针叶就出现了负增长 即
,

平均木和优势木分别在树冠中
、

下部和

下部出现负增长
。

图中劣势木不同树冠位置上的针叶内察增长率有波动
,

和 前文所述原

因有关
,

因为这一生长率的计算是以数量为基础的
。

各径阶立木间产生这种生 长分化可

能仍与它们在林分中所处地位不同
,

因而在对各种生活资源的竞争中获得的 收 益 差别有

关
。

就同一轮枝条上生长的针叶而言
,

各径阶木的 。 当年生针叶的生 长 总数 与 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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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叶的生长总数之比
,

下同 , ,

但小径阶木的年间生长差异明显大于 平均木和优

势木
,

说明前者近年来的生长势小于后者
。

我们可以认为
,

随着枝条 自然稀疏过程不可避

免的发生
,

针叶内察增长率
。

以下的枝条因生长的适合性降低将会在近年内死亡
。

原

因可能是针叶生长率的降低会使该轮枝条上的针叶数量减少
,

从而影响枝条的生长势 而

枝条的生长减弱
,

又会进一步降低下一年度的针叶生长量
,

它们的生长与衰亡是紧密联系

互为因果关系的
。

另外
,

一株立木上的轮枝数与该植株的遗传特性
、

生长级和所处环境有

关
。

平均来说
,

树木成年后每新生一轮枝条将会有一轮老枝条死亡
。

据 此 估 计 一 年

内各级树木的树冠基部位置将会上移到图 中箭头所标示的高度
,

但劣势木的针叶生长

在年间波动较大
,

不好预测
。

卜
岁 〕平均

厂
’

。

一
‘

扮
了

‘甘﹄孟

‘
·

树高 《

图 不 同树高位置 上针叶内案增长率 的变化
。

,

昭

— 一 年生叶 无
一 一

— 一 年生叶
一 一 一

△

—
△ 一 年生 叶

一 一 一

树冠内不同位置上针叶的内察增长率与该处的光照状况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图
。

与水平位置上劣势木可利用的光照资源贫乏一样
,

树冠下部的相对光照强度也低
,

该处针

叶所处的地位相 当于水平位置上劣势木在林分中所处的地位 平均木和优势木 的 针 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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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平均木

相对光照强度

血 黔

图 针叶内弃增长率 与相对光服 强度的关系
。

恤
么 , 一

— 一 年生叶
一 一

—二 一 年生叶
一 一 一

垂直位置上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
。

针叶内察增长率变化的总趋势是向着光照增强的方向

增加
,

但不同径阶立木的增加幅度有一定差异
。

劣势木的最上部叶片仪能获得 全光 照的

帕
, 。 。 ,

出现负增长的枝条上的针叶可利用阳光均在全 光 照 的 肠 以下
。

平均

木与优势木的针叶出现负增长的区域内相对光照强度约为 务
。

因此可大致把这一数值

作为一个临界点
,

低于此值巴山松针叶的生长量将会逐年下降直至整个枝条死亡
,

高于这

一数值则针叶群体保持稳定或增长
。

经对其它砍伐标准木的分析
,

也有基本相同的结果
。

树冠内不同轮生枝层上针叶的平均寿命也有差异 图
。

在不同立木的基部和 上部
,

劣势木针叶平均寿命长于平均木
,

而后者又长于优势木
。

就同一株立木的针 叶 平 均寿命

随树高的变化而言 , 一般均随着树高增加针叶平均寿命降低
,

这一结果与前文分析针叶寿

命的水平变化特征得出的结论一致
,

可能仍与阳生叶或阴生叶的建造消耗和寿 命之 间的

负相关关系有一定联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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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合目只乙活诺曰电贾卜

图 叶群体平均寿命随树高的变化趋势

讨论

由于现实环境条件下的林木生长有明显的分化及树冠不同位置的微生境 有 差 异
,

所

以这些林木上同年出生的叶片将会有不同的发展变化趋势
,

它们的生理生态特性 反 映 出

它们对 自身所处地位的适应
,

也可能是一种长期的进化结果
。

例如
,

一年生植物的第 片

新生叶几乎全部比以后长出的叶片寿命短【‘ 。

在多年生植物中
,

因目前缺乏足够 的资料
,

尚不能得出尸般性的结论
。

但根据本文对巴山松的分析结果可知
,

树冠上部的针 叶 确实

比树冠中
、

下部同年出生的针叶寿命短
。

随着枝条 自然稀疏过程的不断发生
,

原先在树冠

上部生长的枝条逐渐被以后的新生枝条取代而成为树冠中
、

下部的成员
,

新生叶片的寿命

将会不同程度的延长
,

据此也许可以得出下述推论 同一轮枝条上的叶片寿 命 随 枝龄的

增大而逐渐延长
。

根据图 的结果
、

叶重与面积的垂直分布 】及野外的观察来看
,

随着叶

龄增大
,

针叶确有向中
、

下层集中的趋势
,

而上部很少有大龄叶
。

这些结果从一个 侧 面 反

映了树冠卞部的枝条比中
、

上部枝条上同期出生的针叶寿命长
,

用叶片建造 的 碳 消耗 获

得比假说 基本上能解释上述结果
。

困为针叶树的叶片在一生中净光合作 用 速 率 的高

峰期很短 ’, , “ ’,

所以研究枝龄与叶片寿命的关系不仅可 以明确枝条自然稀 疏 的速 度
,

而

且还能了解其对单株木生产力的影响
。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开展
,

本文 的资 料只表示

了一种生恋学的研究结果
,

进一步探讨树冠不同位置上叶片寿命的变异原 因 及 它们与净

光合作用速率的关系等内部生理学机制
,

将会有助于对本文结果的解释和 对 目前一些假

说的验证
。

在以往对种 群 密 度 和 内察增长率关系的研究方面
,

曾推论出它们之 间的 负相关关

系〔“ , , 。

本文对针叶群体内察增长率的研究是在植物器官 或构件 水平上进行的
,

我们

认为叶群体仍可视为在对环境资源 尤其是光 的利用方面具有一定密度的存在实体
。

树

冠上部的针叶在利用光资源上相对处于低密度
、

群体内部的竞争不剧烈
、

生长分化不明显

的环境中
,

而树冠下部的针叶由于受到中
、

上部针叶数量逐渐累积的影响
,

相对 处 于 高密

度的环境中
,

使用不足的资源
,

这样它们生长环境的适宜性就相应降低
,

内察增长率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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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 和 图 的结果也可采用上述理论解释
。

因为植物种群的动态与构成组合群 。巧 即单株植物 的各构件生 长 动

态和过程有相似之处〔’ , ““ ’,

所以有关种群统计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可以部分地应用到

构件的群体动态分析中来
。

虽然 目前对植物种群或个体生长过程的划分还 存 在 争论 〔毛 ’,

但我们认为
,

一株植物划分为由各构件组成的组合群
,

具有很大的实用性
,

从而也能加强

了解个体的未来生长趋势
。

根据本文对巴山松针叶群体的研究结果可知
,

针叶的 生 长动

态直接影响到着生枝条的生长
,

进而影响到单株木的繁殖和生存
。

所以对构件 动 态 和生

长的研究
,

不仅对个体水平上的种群动态研究是一个补充
,

而且它对后者的理论体系形成

是一个重要的完善和发展
,

这一点也许是构件概念 目前受到普遍重视和进行研 究 的 主要

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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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 生 物 学 旅 论万

内容简介 当今 日趋严重的物种消亡
、

遗传变异性减少
、

基至整个生物群体绝灭的现象引起了科学界及

公众的深切关注
。

面临这一危机的
、

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一保护生物学出现了 尽管过 去

年间无论在学术研究领域内还是在广大学生之中对保护生物学的兴趣都与日俱增
,

但 却没有对这一新

学科作全面系统的介绍 美国波士顿大学生物系教授 比 刀盛 ‘ 的
“

保护生物学概论
”

一书满

足了大家寄盼已久的期望
“

保护生物学概论
”
一书将理论

、

应用和基础研究相结合用以阐明保护生物学和坏境生 态学
、

伦理

学
、

法律及社会科学之间的各种联系 强调指出在解决生物保护问题上需要理论指导
、

科学研究以及多

学科交叉 作者对保护生物学领域内呈现出众多令人鼓舞的新发展表示了极大的热忱 提 出了许多积

极建议以向读者展示生物种面临的诸多威胁是可以得到克服的

该书分六大部分
,

每章开始均从最新资料所载的精彩实例中引出一般概念和基本原 理 具有指导

性的例子均套以方框以突出有关物种和有特殊意义的问题
,

例如对北方斑纹猫头鹰

的争议
、

捕鲸
、

拯救非洲象等事例 第一部分给出生物多样性定义 概括介绍生态学
、

进化及

生物地理等学科的基本知识
。

第二部分介绍当前物种迅速消亡的情况和物种面临的威胁 第三部分从

经济
、

道德沦理方面论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紧迫性 第四部分讨论小物种面临的问题并提供了保 护 种

群所需的信息 第五部分提出在野外 和在保护区内 进行物种多样性保护的

策略
,

介绍了物种再引入方法 本部分还强调了与当地居民合作建立
、

设计和管理公园的问题 第六部

分阐述在地区
、

国家及国际等层次上保护物种的法规和经费机制 本书结尾提出了保护生物多样 性 所

需要的变革措施并指出生物保护科学工作者在促进这种变革中应起的作用
。

本书阐述简明
、

版面情美
、

不仅宜于生物专业本科生
、

研究生使用
,

也可供其它专业学生和有关科研

人员
、

管理干部和政府部门内的有关公务人员参考 本书于 及年 月问世以来受到好评
,

已被数十

所大学采用其为教材 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 称赞该书是
“

一部介绍当今至关重要课

题的杰出著作 今后十年必不可少的优秀教科书
”

全书 页
,

图例 一 幅
,

由 王 出版公司出版 缪世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