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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一次新的革命性变革的前夜。
人类迫切需要创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创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发新的资源。
这样的需求和矛盾，强烈呼唤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产业格局的大变化，很可能会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到来。
学科创立、成长和发展，是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是科学知识体系化的象征，是创新型国家建设
的重要方面。
深入开展学科研究，总结学科发展规律，明晰学科发展方向，对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并衍生新兴学科
，继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速科技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协自2006年开始启动学科发展研究及发布活动，连续完成了每个年度的学科发展研究系列
报告编辑出版及发布工作。
2009年，中国科协组织中国气象学会等27个全国学会分别对大气科学、古生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
、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青藏高原研究、晶体学、动力与电气工程、工程热物
理、标准化科学技术、测绘科学与技术、烟草科学与技术、仿真科学与技术、颗粒学、惯性技术、风
景园林、畜牧兽医科学、作物学、茶学、体育科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科学技术史、土地科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密码学等26个学科的发展研究，最终完成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和《学科发展报告
综合卷（2009-2010）》。
　　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21009-2010）共27卷，约800万字，回顾总结了所涉及学科近年来所取得
的科研成果和技术突破，反映了相关学科的产业发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集中了相关学科领域
专家学者的智慧，内容深入浅出，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前瞻性，有助于科技工作者、有关决策部门和
社会公众了解、把握相关学科发展动态和趋势。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2010生态学学科发展报�>>

内容概要

　　为系统总结生态学近年研究成果，使生态学研究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管理、恢复和创建生态系
统，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永续供给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生态学学科发展报告（2009-2010）》回
顾生态学近年来，主要是五年（2005～2009）发展概况，总结了近五年我国生态学发展主要成就、重
大进展和重要成果，比较生态学国内外研究进展，展望生态学发展趋势和未来研究方向，以期更好地
促进生态学研究。
　　本报告是中国生态学学会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总结、分析近年来国内外生态学研究进展。
希望报告能为中国21世纪生态学的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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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和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不断干扰和破坏，环境问题是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
最大挑战，也是未来这个已经拥挤不堪的地球可持续发展的要害。
据IPCC第四次报告分析，大气中CO2浓度已经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v上升到2005年的379ppmv，全球
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
在高排放情景下，预计到21世纪末的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将再增加1.1～6.4℃；海平面相应上升0.18
～0.59m；全球降水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但干旱与半干旱地区降水减少，酷热、干旱和洪涝等极端
气候事件增加。
所有这些变化正逐渐接近并有可能超出地球系统的正常承载阈值，伴随着全球化进程逐渐扩展到更大
的空间范围，从而诱发全球变化的正反馈效应。
最近完成的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发现，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评估的24项生态服务中，
有15项（约占评估的60％）正在退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丧失和退化将对人类福祉产生重要影响，
威胁人类的安全与健康，直接威胁着区域，乃至全球的生态安全。
　　与此同时，我国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的发展态势。
生态系统更不稳定，生态服务功能持续下降，生态灾害在加重。
生态与环境问题更加复杂化，总体状况不容乐观。
我国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破坏，导致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和生物多样性保育等
生态服务功能严重退化，沙漠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重大生态问题突出。
据林业部门调查，2005年底全国沙漠和沙化土地面积达174万km2，占国土面积的18.1％，涉及全国30
个省（区、市）841个县（旗）；滥樵采、滥开垦、滥放牧、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问题仍然严重，土地
沙化发展态势严峻。
研究表明，20世纪60～70年代，我国沙漠化土地平均每年扩大1560km2，80年代平均每年扩大2100km2
，90年代以来以每年2460km2的速度扩展。
据1999年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表明，我国水蚀面积为165万km2，约占国土面积的17.2％。
虽比20世纪80年代减少14万km2，但水土流失问题依然严峻。
森林、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丧失，野生动植物面临严重威胁。
全国共有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4000～5000种，占到了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
濒危脊椎动物有398种，占中国脊椎动物总数的7.7％左右，258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入侵生物不断传人我国并迅速扩散，外来有害生物致灾频繁，成为事关国家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目前，入侵我国的危险性农林有害生物已超过400种，其中造成较大危害的100余种。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物种中，我国已发现50余种。
当前，我国是外来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生物入侵形势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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