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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热带森林生态学学术研讨会述评

祁栋灵，孙　 瑞，杨川，兰国玉，谢贵水，吴志祥∗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 农业部儋州热带作物科学观测实验站， 儋州　 ５７１７３７）

摘要：为持续加强热带森林生态学科技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２－１４ 日在海口举行了以

“做实生态学基础，服务美丽热区建设”为主题的第七届热带森林生态学学术研讨会，有 １８ 位生态学领域的研究者做了学术报

告，报告内容涵盖了热带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物质与能量的循环、环境对热带森林物质能量循环的影响、
海南岛植物区系与海南岛的起源、热带植物种类资源调查分析、热带生态资源资产核算、热带人工林生态及科学发展、以及热带

森林生态学野外观测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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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会议背景与概况

热带森林为地球上重要的植被类型之一，其生

物多样性高、生态功能强大，是维护全球生态平衡的

重要物质基础，为人类社会提供着多样化的物质和

生态服务［１⁃２］。 “十三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已被列

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快推进的重要工作［３⁃４］，而做实

生态学基础工作，发挥热带森林系统综合服务功能，
维护良好的热带森林生态环境是热带地区生态文明

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要内容。 为持续加强热带森林

生态学科技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学术广泛

交流与深度合作。 第七届热带森林生态学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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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２－１４ 日在海口举行，会议的主题

是是“做实生态学基础，服务美丽热区建设”。 研讨

会参会人员来自海南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植物研究

所、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三亚林

业科学研究院、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华

南植物园、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

等单位 ８０ 余位热带森林生态领域的研究人员。 研

讨会组织报告 １８ 场（见附录），报告内容从热带森林

生态服务功能评估到生态资源资产核算，从热带森

林生态系统物质与能量的产生、传输等循环到热带

森林物质能量循环对环境的响应，从海南岛植物区

系到海南岛的起源，从热带植物种类资源调查到植

物资源遗传多样性及亲缘关系的分析，从热带人工

林生长发育到热带植物的繁殖策略，从热带森林生

态未来研究需求到人工林的生态及科学发展，从宏

观的热带森林生态学野外观测技术研究到微观热带

森林发育基因组学研究。
会议开始，首先由海南省生态学会理事长杨小

波致开幕辞，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致欢迎辞，接
着，１８ 位生态工作者相继作了报告并进行了交流

讨论。

２　 报告内容

此次研讨会以“做实生态学基础，服务美丽热区

建设”为主题，报告以研究内容分森林生态系统、森
林群落生态系统、森林个体生态等领域。
２．１　 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

杨小波以海南维管束植物种类资源为研究对

象，围绕海南维管束植物有多少种和这些植物种类

都分布在何处等科学问题，在系统梳理海南植物种

类研究历史和收集所有历史记载植物物种的基础

上，结合现有文献，调查分析了海南几乎所用陆地上

的维管束植物种类资源，
明确了海南维管束植物种类的数量及其分布区

域，并将所有历史记载的海南维管束植物物种进行

了图片化，其研究结果为海南植物学研究乃至我国

植物区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基于其研究结果，与
会人员就海南岛内外来植物入侵种、入侵生态过程，
以及入侵植物对岛屿生态系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讨论。 曹敏以云南热带森林凋落物为研究对

象，围绕在季风气候节律下云南热带森林凋落物中

大量养分是什么时候释放到土壤当中，以及凋落物

与土壤养分之间关系等科学问题，在不同季节下对

热带森林凋落物高峰期和凋落物分解高峰期进行了

分析，他认为，云南热带森林凋落物高峰期与凋落物

分解高峰期不是同步发生的，而凋落物的分解需要 ２
个月的时间，凋落物养分分解释放周期性节律是和

季风节律对应的，他把这种季风节奏调控森林生态

过程的现象称之为“周期性的森林脉动”，他进一步

推测，这种季风节律还可能发生在其它类型生态系

统中，基于上述结果，与会人员就凋落物是热带落叶

树种多还是常绿树种多、凋落物分解与树生长存在

的关系、凋落物分解的时间点与树的快速生长点之

间的关联性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李意德以热带森林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对象，以海南生态公益林服务

功能为评估案例，在系统总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

估的意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评估模型、评
估所要实现的目的、参数选择等内容的基础上，采用

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多功能评估规范标准，分别

从海南生态公益林建设概况、海南生态公益林类型、
评估所用数据来源、评估参数选取等方面开展了研

究。 Ｒｉｃｈａｒｄ 则从中国热带森林的地位与发挥的作

用、热带森林保育面临的问题、热带森林研究领域存

在的空白、如何加强中国热带森林研究等方面，分享

了他在中国热带森林研究需求的思考。 白杨以生态

类型多样、生态资源丰富的云南为研究对象，对云南

省生态资源资产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进行

了研究，提出了可用于区域对比的指标，指出了从资

源到资产，从资产到资本的生态资产市场化方向，与
会人员就生态服务价值如何表达、森林生态植被分

类体系提出的依据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马友鑫根据

云南省不同森林类型，选择了 １８０ 个样地，在上述样

地中选择了 ５４０ 个样方，综合利用野外观测、实验室

分析等手段，系统分析了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固碳

现状与潜力，结果显示，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具有较

高的碳密度，森林碳储量空间分布格局存在空间异

质性。
２．２　 热带森林群落生态研究

朱华从生物地理学角度，探讨了植物区系的特

征与海南岛起源的关系。 谭正洪利用神经网络方法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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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训练模型，用训练后的模型来靠近数据，再用已优

化的模型来反推生态过程的方法，研究了热带滨海

砂地植被的物质与能量通量，下一步，他将深入热带

滨海砂地的水分变化过程，开展砂土环境下植物的

水分利用规律方面的研究，以及开展数据和模型融

合方面的研究，另外，他也展示了在海南吊罗山建立

的野外生态观测站和向与会人员发出了来站开展合

作研究的邀请。 Ａｋｉｈｉｒｏ 借助林冠塔吊技术，研究了

东南亚的热带森林的冠层和森林下层在冠层、纬度、
海拔等多个空间尺度上的 Ｂｅｔａ 多样性特征。 卢华正

选择热带季雨林中的蕨类植物为研究对象，介绍其

在蕨类植物克隆型类别、不同克隆型对资源依赖性

及其对克隆整合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结果。 王灵蕊设

计了低温、化学药剂、激素三种试验处理，研究了不

同地域少花龙葵种子休眠原因及打破其休眠的方

法。 刘子金研究了岭南山竹子种质资源的遗传关

系，对其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及亲缘关系进行了

分析。 宋亮在总结分析热带林冠研究技术手段的现

状、存在的困难的基础上，探讨了林冠塔吊技术的优

点，以及其在热带林冠生态研究，乃至森林整体观

测、长期观测研究中的应用和前景。 宋钰利用叶绿

体基因组技术，研究了楠属发育基因组，与会人员就

同一植物种类在传统分类结果和分子分类结果出现

不一致时该相信谁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２．３　 森林个体生态研究

张教林围绕木质藤本水分来源和木质藤本茎如

何传导水分等科学问题，通过光合、气孔、水势等指

标测定，结合叶柄、叶脉、叶片等解剖，对热带木质藤

本的水力学进行了研究。 张玲以泛性五蕊寄生为研

究对象，围绕泛性五蕊寄生开花特性如何表现、传粉

如何实现、鸟类对其种子的散播发挥贡献与否等问

题，采用定期抽取花蜜、鸟类拜访频率观测等研究手

段，对泛性五蕊寄生高异交率、低近交水平的驱动因

素开展了研究，与会人员就试验设计、花粉成熟期与

柱头成熟期一致性、泛性五蕊寄生高异交率及低近

交水平的驱动因素是否存在海拔等地理环境间的异

质性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祁栋灵围绕橡胶人工林单

木树粗生长有什么样的特征，以及能够用理论生长

方程进行模拟等问题，采用定株、定期连续观测方

法，开展了橡胶人工林单木树粗生长模型分析研究，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与会人员就单木树粗生长季节

变化特征、粗生长与产量间的关系预测等问题进行

了交流。 杜阿朋则从桉树生态水文、土壤地力变化、
生物多样性等角度，阐述了桉树林生态、问题及科学

发展，与会人员就桉树林的投入产出、延长轮伐期的

现实可操作性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３　 总结及展望

３．１　 通过学术研讨，进一步做实热带森林生态学

基础

本次热带森林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中，内容从热

带森林生态功能评估到生态资产核算，从热带森林

生态系统内物质与能量循环到环境对热带森林物质

能量循环的影响，从海南岛现存的植物物种到海南

岛的起源，从热带植物种类调查到植物种类资源多

样性关系分析，从热带人工林生长发育到热带植物

的繁殖策略，从热带森林生态未来研究需求到人工

林的生态科学发展，从热带森林生态学野外观测技

术的宏观研究视角到热带森林发育基因组学的微观

研究视角。 研讨交流内容广泛、深入、系统，对于热

带森林生态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３．２　 开展广泛交流，搭建开放的合作平台

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是维护热带地区生态平衡的

重要物质基础，该系统生物多样高、生态服务多功能

性特点突出，研究内容多而广泛，而通过多部门、多
学科间开展合作，可实现热带森林生态学全方位的

研究。 与会人员通过此次研讨，分享了各自研究设

施和条件以及依托的野外研究观测实验站，并积极

地向与会人员发出了合作研究的邀请或合作意向。
此次研讨，为部门、多学科间开展合作提供了机会，
而良好的研究设施条件及野外研究观测平台，为上

述合作提供了条件保障。
３．３　 聚集生态科技力量，服务美丽热区建设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热带地区人民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根本，是热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建

设美丽热区的前提基础。 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作为生

态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生态服务功能的优

劣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热带地区生态环境的优劣。 通

过会议研讨，聚集生态科技力量，明确热带森林生态

系统研究工作的不足，进一步凝练需要集中攻关或

突破科学问题，扎实做好生态学基础工作，服务美丽

热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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