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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生态学66介绍第 78届日本生态学大会

周 进9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武汉 ;#""<!=

9现在中国农业试验场畜产部:日本岛根县大田市=作 ,&$>?00/@研究A
内藤和明博士B李 博博士和黄双全博士提供建议和帮助2在此谨表谢忱A

CDDD年 #月 !<E#"日2日本生态学会第 ;F回大会在长野县松本市的信州大学召开2来自日本全国的

约 CG""人参加了这次大会A笔者在此重点介绍日本生态学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A
日本幅员狭小2但地跨从寒温带至亚热带的几个气候带2且多山地和岛屿2因此生境类型多种多样A一

些生境如草原B沙漠等面积虽小2但能满足研究需要A反映到生态学研究上2便是研究领域广泛2几乎涵盖

了生态学的所有分支学科A
日本生态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细腻A研究牧牛的行为时2连咀嚼频率B步幅B蹋压B粪团分布甚至牛道

面积都作了分析H研究植物群落的分布时2精确到了每个个体在地表的位置2再加上地形学特征及植物的

时 空变化2数据量是十分充足的A这样的工作使日本生态 学 会 拥 有 一 种 ,%+收 录 的 学 会 期 刊:’I/0/JKI40

L?M?45IN=A为了考察日本生态学界的总体发展趋势2笔者对 CDD<年以来三年间的O大会讲演摘要集P中的

摘要作了统计2从中归纳出以下四个趋势A

QR科学研究国际化程度高

日本生态学界的国际合作文章所占的份额2由 CDD<年时的 C"RGS发展到了 CDDD年时的 C#R<FS2比

例是相当高的A不同分支学科间的国际合作率不平衡T种子生产B萌发及种子库方面2三年来完全没有国际

合作2但植物群落的组成B结构及动态方面却保持了接近 G"S的高比例2原因是关于热带林的研究全是在

海外进行的A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分子生态学及遗传多样性:植物=2其国际合作率从三年前的 "一跃

而至现在的 ;FRCGS2从而成为 !"个分支学科中仅次于U植物群落V而居第二位A

WR长期定位研究制度化

不 少大学拥有自己的实习林:日本称U演习林V=2不少研究所B试验场均有自己的定位站:如森林综合

研究所的学术参考林=A不少学者致力于长期研究项目2几十年不变A日本公务员每 G年转勤一次2但定位

研究不会因此而中断2而是由继任者接着干AO讲演要旨集P中 C"年以上的长期定位研究是相当多的2其中

自然包括在 )&’L网络的研究A

XR跟踪学科前沿迅速

全球变化B景观生态学B保护生物学B恢复生态学是国际上生态学发展的前沿2日本生态学界不仅反应

迅速2而且该分支在今年大会中的发表数为 !"个分支学科中的第 !位:DR<S=A日本环境厅公布的濒危植

物 红 皮 书:CDD<年2第 二 版=2也 是 按 +Y%-:国 际 自 然 保 护 联 盟=的 新 标 准2先 全 国 普 查2后 上 机 运 算 得 出

的A在本届大会上2决定设置UZ+.’L,+&$,分委员会V2以与U国际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计划V接轨A

7R日益重视基础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2日本的科技界也越来越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A在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T
如 植物种群自疏的U[#\!V定律B动物种群间的共存理论等均是由日本学者提出来的2活跃在国际学术舞

台上的日本学者为数不少A这些成绩的取得2与其国家日益重视基础研究的科技政策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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