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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态学科资助项 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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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丰文系统地分析了近年来国家自然辩学基金委生态学科受理基金项目曲批准率投资助强度，丹 

／ 

析了珥目负责人投主要参加者的年龄结构和职称蛄柯厦其动态变化 ． 资助项 目的题 目盈美键词出现的 

额率为依据，探讨了近年来拽国生态学的发展柏势。重点研究领域和生态学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生态学．基金，批准率．资助强度 开 ， 势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包括人与 自然)相互作用及 自然界内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 ．它的理论 ，技术 

和应用研究在世界经济 ，社会活动以及诸多环境问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生态学 目前 已发展成为一十综 

台的学科体 系r包 括着许多分支学科 ，按研究对象的组织层攻分 有分子生态学，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 ，群 

落生态学 ．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 ，全球生态学等 }按生物类群分 ：有动物生态学，植物生态学 ．微生物生 

态学，人类生态学 ；按栖息地类型分 ：有水域生态学和陆地生态学。前者包括淡水生态学 ．海洋生态学 ，河口生 

态学，后者包括森林生态学，草地生态学．农业生态学 ，荒漠生态学，湿地生态学 ；按生物学与其它学科交叉渗 

透情况分：有化学生态学 ，数学生态学，地理生态学 ，经济生态学，环境生物学等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属于 自由申请 ．投有指令性计划 ．因此基本上是按照 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和科研 人员 

的兴趣进行自由选题申请。另外，由于当夸自然科学研究中学科交叉性很强．因此有相当部分的生态学研究 

课题可以投送到各有关学科和科学部，如化学科学部，地球科学部 ，数理科学部等，在生命科学部 中，昧生态学 

科外t还有林学学科 ．植物学科 ，农学学科等均有申请和资助，生态学属多学科交叉性研究学科 ．它的发展深刻 

地促进 了有关学科的发展 ．并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它解决了这些学科本 身无法解决的难题 ，并勾通 了各学科 

之间的联系“。”。 

本文旨在利用近年来(1987-- 1993)国家 自然科学基盘委员会生态学科资助的研究项 目来分析 中国生态 

学的研究现状t系统地剖析近年来资助项 目情况 ，这将会扶宏观决策上为推动生态学的研究和发展起抛砖弓『 

玉的作用。 

1 生态学科资助项目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已形成了“3个层次．7种类型和若干专项基金的资助格局”．面上项目、重点项 

目和重大项 目相辅相成 ．协调发展。基金资助项目主要有以下 7种类型：1)自由申请项 目，2)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3)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4)重点科学基金项 目．s)重大科学基金项目，6)高技术科学基金项目．7)优秀中青年 

科学基金项 目“ 。 

1 1 基金资助项 目数及批准率 

将 自由申请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基金舍为面 上基金 ．分析其近年来资助项目情况见图 l。 

从图 1分析可见，近年来生态学科基金资助项 目数趋于稳定．其范 围在42～s4之间。这与国家提出的“稳 

国家自然抖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都借聘人员· 

收穑 日期 ：1994 06 ．修改 稿收到 日期 ：1994 0B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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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一头 ，放开一片 及国家基金委的 控制规模 ，提高强 

度 ，拉开挡趺，支持创新”科技改革方针政策有关 ，批准 

率有下降趋势 ，这是 由于我国生态学领域的科研 人员 

逐年增多 ，申请项 目数逐年增加 ，以及基础研究经费来 

源渠道较少的缘故 

1．2 基金资助金额及基金资助强度的分析 

从 图 2可见 ，近年来生态学科基金资助金额及资 

助强度均逐年增 加，资助总额平均年增加 27．6万元 ， 

资助强度年均增加o．53万元／项．特别是自1991年以 

来 ，资助强度显著增加 ，由 1991年 的 3．2万元／项增加 

到 1993年的 6．0万元／项 ，平均增加 0．93万元 ／项 

1．3 按分 支学科分析近年来基金资助项 目情况 

根据分支学科的情况 ，将其分为 5组 。即，(L)植物 

组：包括植物生态、森林生态及草原生态；(2)动物组 ： 

包括动物生态及 昆虫生态 ；(3)农业及微生 物组 ；包括 

农业生态、化学生 态及微生物生态}(4)环境组 ：包括水 

域生态和 环境生 物；(5)人类组 ：城市 生 态及人类 生 

态“ 。分析结果见图 3。 

分析图 3概括起来有如下趋势 ：(1)各分支学科的 

资助项 目数无较 大变化，趋于相对稳定；(2)植物组的 

资助项目数一直处于领先(除 1990年之外)地位t这表 

明同国际发展趋势一样+我 国的植物生态学研 究在生 

态学研究领域里处于主导地位；(3)自 1991年开始 ，出 

现了城市生态和人类生态方面 的研究项 目，这 说明我 

国城市生 态和人类生态方面的研 究到 90年代 已被重 

视． 

2 从资助项 目的变化分析生态学 的研究方向和研究 

热点 

2．1 从面上基金项 目分析 

将近年来生态学科资助项 目的申请书中的主要关 

键词进行分 类整理 ，得到表 1的主要生态关 键词分布 

颍度及其逐年变化。表 1列出了 40个生态学关键词， 

并根据各关键词出现的频度情况将它们划为3大类：A 

类 ，有增加趋势；B类 ，基本情 况不变；C类 ，有减少趋 

势。 表 1可 以分析各年度生态学的研究熟点及其变 

化趋势 ，进而探讨中国生态学的发展战略。 

用生态学关键词的出现频度大 小来表示生态学的 

研 究热点。 。 表 1分析可见 ，景观 生态 、全球生态 (含 

垒 球变化)、恢复生态、生物多样性 、持续发展、资源保 

护、生态毒理等生态学关键词 出现的频度明显增加。这 

与 当今国际生态学的研究热点趋于一致 。种群 、群落 

蟊 

／麓 ／ 
正酣 

围 z 近年来生态学科基金资助金额及资助强度毋析 

F 2 The supporl intensity and support s f 

meney in 3ubject oi"e~olog y from 1987-- 1993 

图 3 生态学各毋支学科近年来基盒资助璜 目的动态变化 

Fig 3 The change In support projects of each braach oI 

sub ct ~ o[ogy~'rom 1987 to 199Z 

1植物生态、森林生态 草原生态 

Plant ecology．ForeSt~ o[Igy and Gra~sland ecalcgy 

2环 境生物 水域 生卷 、化学生 态 Environmental biology· ’ 

Chemical ecolog y and Aquark ecology 

3动物生态、昆虫生态 

Animal~ ology and Insect ecolog y ． 

4农业生态 Ag c tura_ecalogy 

5城市生志、人类生态 

Urban ecology and H⋯ n ecola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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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等生态学关键词 出现的额度较稳定 ．并且在整十生态学领域 中，出现的频度最大，这说明种群生态、 

群落生态、生态系统等生态学的基本问题始终是生态学界所关心的研究领域 。土壤微生钧 ．元素背景值等关 

键词出现的频度 明显减少。这可船与我国在 六 ·五 、 七 ·五瑚 间对诸如环境背景的研究支持较多及这类 

项 目在地球科学部和农业学科、微生物学科等均有 申请有关 。 

表 1 主要生态关键词在近年来基金赍助项 目中的分布额度(1987--1993) 

TaMe 1 The distribution freqeeucy 0f the Important key c0nce of ecolegy缸 NSFC sappert Foject+ 

誊 K y∞ t 
lype 

年 份 Year 

198 7 1988 l989 

3 

3 

l993 

A 

1·生理生志 Phyaiological~ology 

2．景 观生态 Landscape ecology 

3．全 球生态 Global ecology 

4．环 境生物 Environmental biology 

5．调控，模型 Regulating and modelling 

6．综音艘益 Synthetic efl'ieacy 

7．生态毒理 Eeotoxteology 

8．全球变化 Global change 

9．恢复生寿 Ecology reailiency 

lo．生物多样性 Biological dlve~ity 

11．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2．结构功能 Structure and l'unction 

13．资源保 护 Conservation 0f re吣u⋯  

l4 分子 生态 Motecalar ecology 

15 种群 Population 

16．群落 Community 

17．生态 系统 Ecosystem 

l8．水域 生态 Aquatic ecology 

l9 物质 循环 Materlcal cycling 

20 能量 流动 Energy flow 

21．生物降解 Btologicat settlement 

22．环境 柠集 Environmental pollut]on 

柏．生产 力 Productivity 

24．生物 量 Bio~ s 

25 环境 监礴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B 26 机理 Mechanism 

27 演磐 s州 s on 

28 小生境 Ecologioat n~che 

曲 食物 链 Food weds 

30 限制田索 Limiting factors 

31．捕食 者与被 捕食者 Predator／p~y interactions 

32 生物 指示物 Indicator orgerisms 

钳 生志 型 Ecotype 

34．环境 容量 Environmental ca~ying capacity 

35 竞争 Competition 

分布 ，行 为 Distribution．~ehavior 

37 土壤 啬生物 Soil mieoroorganisms 

C 38．元索背景值 Elementary basic value 

39．综台评 竹 Synthetk appraise 

40臆 弱生态 系统 Ecosystem fragility 

。

一 。 。 。 0 0 

一。 。 。。 一 

一 。 

㈣一 。 。 
4  Z  7  2  3  3  3  2  

2  l  2  l  l  3  3  2  l  2  l  0  0  0  0  

Z  Z  4  Z  l  3  2  Z  l  2  l  3  Z  O  l  0  

O  Z  l j  0  7  Z  3  3  Z  2  2  Z  0  3  1  Z  l  l  Z  Z  l  2  Z ： 0  0  l  

O  l  O  2  0 } 4  g  4  l  1  Z  l  l  l  0  l  2  2  2  I  2 ： l  Z  0  

4  6  2  6  4  l  3  4  Z  Z  2  2  Z  l  Z  l  Z  3  Z  3  3  1  l  2  l  

O  2  O ； 9  9  4  Z  Z  l  3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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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生态，群落生态I生态系统I行为生态与生态分布 

种群生态，生态系统 I群落生态I水域生态I物质循环I环境污染 

生态系统，种群生态I系统的调控与模型 ，环境污染，水域生态 ·群落生态 

种群生态，群落生态I生态系统I系统的调控与模型，生志毒理 ·景观生态 

生态系统，种群生态I水域生态I环境生物I系统的调控与模型；生理生志 

生态系统，群落生态·生物多样性 ·种群生态·垒球生化 ·系统的调控与模型 

生态系统；种群生态I生物多样性I群落生态·持续发展l垒球变化I生态毒理l生理生志l景观生态 

按关 键 词出现额度 多少井 列 ． 

言 
鼍 
鬈 
篓 
鼍 

睡 4 近年来生态学研究热点数的动态变化 

Fig．4 The change in number。f the focal point study 

对表 1进行分析整理得表 2，从表 2可见，生态学 

研究领域赭于 向两扳方面发展 ，即一方面 向宏观领域 

(全球变化、持续发展、景观生态等)发展 (关键词 出现 

频度明显逐年 增加)·另一方面 向着微观领域(基 因多 

样性 生理生态、生态毒理等)发展． 

从 表 2还可 r』看 出．研 究热点数 (将年 出现频度 

(BF)≥4认为研究热点)逐年增加(见图 4)，即随着当 

今社会的发展和需要，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热点 (如 ： 

持续发展、全球变化 生物多样性等)． 

2 2 重点和重大项 目分析 

重点和重大研究项 目代表着该时期 的重点研究领 

域和研究热点．近年来与生态学有关的重点和重大基金项 目列于表 3，对表 3分析可以看出，近年生态学的重 

点研究领域为 。全球环境变化 ，陆地生态系统 ，退化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 ．资源保护以及于旱 

区生态学问题 。 

3 生态学科 的主要研究机构爰研究人员 

3．1 生态学的主要研究机构 

从近年来国家基金委生态学科资助 的项 目看 ，我国从事生态学的研究机构较多，多为中国科学院系统和 

一 些综合性大学的生物系和环科系 ，农业大学 ，林业大学，海洋大学 ，农业部及国家海洋局下属 的有关研究所。 

将在生态学科获基金资助项目数较多的研究机构列于表 4。 

表 3 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批准的与生态学有 从图 5可见．项目负责人及前 2名参加者年龄， 

关的重点和重大项 目 

Table 3 Key projects related with ecology supported by the 
NSFC from 1987 to 1993 

I．中国东南沿海赤湘发生机理的研究 

2 建立北方草地主要娄型生态模式的研究 

3．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规律及监测网络的研充 

4．中国赫地生态系统对垒球变化的反应模式研究 

5．中国主要鞭危植物保护生物学研究 

6．典型化学污染物的化学变化及生态效应 

7．亚搏带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研究 

8．植物 种群生 态适 应机理 研究 

9．我国赫生昆虫的生态适应性机理及胁迫园于影响的研究 

l0 农业有机肥(秸杆、厩肥)养分的循环 、平衡、转 化的研究 

I1．养殖水体生苍系缝优化结构的研究 

以 46—55岁年龄段为最多．但逐年减少，由 1989年 

的 53 减少到 1993年的 34．5 。总的趋势是 生态学 

研究队伍赭于年轻化 ．小于 35岁的人数所占的百分 

比逐 年增加．由 1989年 的 7 8 增加 到 1993年 的 

27．8 。6l一7O岁年龄段和大于 71年龄段的人数逐 

年减步。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36—45岁年龄段的人 

数很步。 

3．2．2 职称结构 资助项 目的负责人及主要 

参加者的职称结构(按项目批准时申请者及主要参 

加者的职称见图 6。 

埘啪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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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在生态学科获基金项目数较多的主要研究机构及基金项目获准情况 

Table 4 The major institutions of ecology and tteir projecb supported by HsF℃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皖南海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山大学 

南京大学 

兰州大学 

复且大 学 

云南大学 、 

内案古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新江农业大学 

华京师范大学 

华南农 业大学 

青岛湃洋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东北#业大学 

东北师 范大 学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国家湃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华南掇危动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中国#业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长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注 ．所列为资助项目效排列前 15名的研究机构，并非所有的生态学研究机构。 

电 
l口 

叮  

年龄 段 
AEe elates 

图 5 项目负责人厦主要参加者的年宣孥结构 

Fig．5 Age cla~qes of leader and main memhe~ of the 

projects 

丑量 

图 6 项目负责人厦主要参加者的职称结构 

Fi 6 Professional title of leader and main mm be f 

the projeets 

高级 Semor researcher}中级 Assistant Ter~archers F初级 

Junior researchers‘辅助 Subsidiary F博士 厦硬士 Doctor 

and Master Ph}博士后 P。std。cto阳t s 

4  3  0 2  J  2  1  O  2  1  3  O  O  1  O  O  1  O  1  0  O  2  1  1  2  1  1  O  1  l  

3  2  3 4 2  2  1  0  2  O  O  0  O  0  O  2  2  2  l  3  3  1  0  1  O  1  O  2  1  O  

4  3  3  3  2  0 0 2  0 l  0  0  1  1  2  1  0  0  1  0  0  D  2  2  0  1  l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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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图 6可见负责人及主要参加者中．高级职称、博士及研 究生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韧缎职称及辅助人员 

所占的比例逐年减少．表 明研究人员水平不断提高。 

4 生态学科资助项 目的效益分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足可以证明科学研究是推动杜会发展的动力，生态学研究的 目的就在于解 

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为人类生存造福．这里只从生态学科资助项目发表的论文效来分析 

科研效益(见表 5)。 

表 5 生态学科资助项目效益分析。 

Table s Benefit analysh en ecelo cal projects supported hy the NSFC 

1)项目效益为平均每十资助项 目发表的论文数 

2)金额效益为平均每发表 1篇文章资助的金鞭 

由于 我 国与 生态学 有 关 的刊物较 

多．并非仅限于上述 l4种学报．再加之论 

文发表有 延迟效应 (如 1992年 ．1993年 

申请的基金项 目的研究论文可能推迟到 

1994年之后方 可发表 )．所 以，资助项 目 

的实际效益将大于上表列 出的资助项 目 

效益 。 

5 结 论 

5 1 近年来 国家基 金委 资助 的生态学 

科项 目数趋于稳定状 态 ．多保持在 4O一 

54项之间．但资助强度明显加大 ，由 1987 

年的 2 8万元／项增 加到 1993年的 6．0 

善 霉 卷 ；万元，项，申请的批准率呈下降趋势·说 (应用生态学报，．I中国科学)B辑，‘动物学报，．(昆虫学报}．I林业科学) ⋯⋯’。 ⋯一⋯ 一⋯一一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I南京大学学报)．I中山大学学报)．I环境科学学 明竞争增加。 

报)·(云南大学学报，·‘内案古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 5
． 2 我国从事生态学研究的机构较多， 

从基金资助的项 目看 ．中国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显示 出较强的研究实力 ．资助项 目的负贵人和主要参加者 

从年龄上看 ．在 46—55岁年龄段的人数为最多，但有下降的趋势 ，小于 35岁年龄段的人员显示较强的研究实 

力 ．这两个年龄段之间出现断层 ．从研 究人员的职称上看，以有高级职称者为最多．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人数 

逐年增多。 

5．3 资助项 目的科研效益 的初步分析显示，每个资助项 目平均发表论文 2．4篇，每发表 I篇论文·折算 的资 

助金额为 1 5万元左右 ． 

5．4 从近年来生态学科资助的项 目和关键词出现的颠度分析可知：当今中国生态学 的研究热点主要在 ：全球 

变化 ．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 ．种群生态，生态系统．景观生态 ．生态毒理和生志机理等领域 ．中国生态学的发 

展趋势是向微观和宏观两极发展，如微观研究领域的生态毒理 ．分子生态，生态机理 ·基因多样性等。宏观研 

究领域 的全球变化 ．持续发展，景观生态 ．全球生态 ，生物多样性等。而且在不少研究项 目中采取了宏观与微 

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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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 陆仲康等：中国生态学的研究理状及发展趋势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 oF EC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A 

一 一 AN ANALYSIS ON THE NSFC PROJECTS FoUNDED BY THE DEPT．OF 

ECoLoGY +NATH)NAL NATURAL SCIENCES F0UNDAT10N oF CHINA(NSFC) 

Lu Zhongkang Chen Ling Wu Gang Yu Q[ng 

(Nario~ l Namr~ sci s Foundation ofC~ina．Bering，100083) 

An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NSFC projects in the field of ecology funded by the Nation— 

al Natur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in recent years，including the number of projects ap— 

plied，the percentage of projects funded，the intensity of funding，the age structure and profes— 

sional titles structure of project leaders and major participants，and their changes over years． 

Based。n the titiles of funded projects and the frequencies of key words appeared in the fun— 

ded Drojects，the trend，major research areas and focal points of ec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ecology，foundation project，percentage of projects funded，intensity of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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