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８ 卷第 ３ 期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８，Ｎｏ．３
Ｆｅｂ．，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项目（ＣＡＲＳ⁃３４⁃ＺＰ３）； 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６４１７２）；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１６３００２２０１５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ｚｈｉｘｉａｎｇｗｕ＠ ２１ｃｎ．ｃｏｍ







 



学术信息与动态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７１２２９２３４９

祁栋灵，杨小波，孙瑞，谢贵水，吴志祥．２０１７ 年海南省生态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学术研讨会述评．生态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３）：１１６３⁃１１６６．

２０１７ 年海南省生态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学术研讨会
述评

祁栋灵１，２，杨小波２，孙　 瑞１，谢贵水１，吴志祥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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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要：为促进生态学科技人员之间的了解、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海口举行了以“创新科学研究，服务生

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 ２０１７ 年海南省生态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学术研讨会，有 １５ 位生态学领域的研究者做了学术报告，报告

内容涵盖了热带亚热带森林物种共存的驱动力、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植物分布规律与地下生态过程、森林有害植物遗传分析、湿
地动物的分布与湿地退化原因及对策分析、城市植被变异与多样性、海陆一体化生态环境管理、景观生态监测、依据生态学原理

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及人工林的生长发育研究及其蛋白质组学研究等。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文明；生态系统； 述评

１　 会议背景与概况

美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发展和幸福生活最重要的前提，随着人们生态环境认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

力量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１⁃２］。 科学研究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科技工作者

最主要的目标任务。
为交流生态学最新研究进展，增进青年生态学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了解与交流，促进青年生态科技工作者

之间协作研究，２０１７ 年海南省生态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学术研讨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海南大学举行，会
议的主题是“创新科学研究，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研讨会参会者来自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省环境

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等科研教学单位，共 ８０ 余名生

态科技工作者参加交流。 研讨会组织报告 １５ 场，其中特邀报告 ２ 场，会议报告 １３ 场（见附录）。 报告内容从

热带亚热带森林物种共存的驱动力到热带云雾林生态系统植物分布规律、多样性研究，从热带森林地下生态

过程研究到森林有害植物遗传分析，从湿地动物的分布研究到湿地退化原因及对策分析，从城市植被变异到

海陆一体化生态环境管理，从景观生态监测分析到依据生态学原理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从宏观人工林的生

长发育研究到微观人工林蛋白质组学研究。

２　 特邀专家报告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余世孝和杨小波，分别介绍了其在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方面的工作。 详细地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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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主要科学问题、研究思路和实验设计，并分享和交流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给与会青年科技工作者以启

示和借鉴。
余世孝首先提出问题，为什么整个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有更多的物种，其机制是什么，又是什么决定了物

种多样性，生态学研究至今仍未解决。 他分别从物种共存与生物多样性、密度依赖与 Ｊａｎｚｅｎ⁃Ｃｏｎｎｅｌｌ 假说、病
原菌与丛枝菌根真菌的作用、植物⁃土壤反馈过程中的微生物作用是否是物种共存的驱动力等 ４ 个方面，阐述

了热带亚热带森林物种共存的驱动力研究。 指出，覆盖陆地表面 ７％的热带森林，分布有约 ５０％以上的物种，
西半球从热带到极地物种多样性呈现出随纬度减少的梯度格局，不管是从区域尺度的气候带，还是从局地尺

度植物群落上看，热带地区都比温带地区的物种多，而物种共存机制可能是解释什么决定了物种多样性的关

键。 从海南岛的霸王岭、广东封开黑石顶，到吉林长白山不同维度，分析了不同纬度梯度森林群落物种的密度

依赖性，发现低纬度的同种个体的密度依赖性明显强于高纬度，高纬度上亲缘关系密切的树种个体在空间上

分布相近，而低纬度的树种却相反，热带亚热带森林的物种具有较高密度依赖性，上述结果与土壤病原菌所导

致的负密度作用相关。 发现有多株光叶红豆大树的地方，光叶红豆幼苗则难以生存，而只有一株大树的地方，
则生存有同种幼苗的现象，通过分离出专一性的土壤病原菌尖孢镰刀菌，利用盆栽试验，进行了寄主专一性病

原菌实验验证，试验证明了母树周边的专一性病原菌导致了植物⁃土壤负反馈，说明植物通过调节专一性病原

菌浓度从而控制同物种幼苗的生存生长，自然界植物物种亲缘关系对物种的共存起着制约性的影响作用，而
病原菌是其驱动因素。 对于一些植物来说，土壤病原菌有抑制其幼苗萌发与生长，而丛枝菌根真菌有促进其

幼苗萌发与生长，对植物密度效应或者说距离效应产生影响，土壤病原菌与丛枝菌根真菌两者产生拮抗作用，
这种拮抗作用随着与母树距离的增加而减弱。 推测并提出假设，植物⁃土壤反馈过程中的微生物作用是物种

共存的驱动力。 基于其研究结果，与会人员就不同物种不同环境条件的物种密度依赖性适用性、物种密度依

赖性与中性理论、不同尺度物种多样性的决定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杨小波从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研究历史入手，分别从湿地研究背景、湿地概念与分类、湿地退化的原因、

湿地退化后的恢复措施等方面，以海口美兰区为例，采用实地调查和遥感技术等方法，分析了海南湿地退化原

因分析及恢复对策。 首先回顾了学科发展历史，生态科学研究历史悠久，自 １８８６ 年 Ｈａｅｃｋｅｌ 首先提出生态学

定义，到现在已有 １３０ 多年的发展历史，但环境科学真正开始是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最早报道涉及环境科学的

是 １９６２ 年《寂静的春天》到现在才有 ５５ 年的历史，而湿地也是在那个时候提出的，湿地是环境科学中研究最

早的，但也是研究进展最慢的。 在海口国际湿地城市建设中，为了完善湿地规划，需要开展基础性湿地本底调

查及相关分析工作，做好该项工作，湿地城市将成为海口一张新的旅游名片，提升海口国际城市的形象；东寨

港湿地开发，由于前期在保护规划工作中仅考虑到东寨港内的红树林保护，其整体性被忽视，未考虑区域内周

围几天相关河流的保护，一旦周围河流出问题，很容易导致整个东寨港湿地水域出问题，追溯了美兰区湿地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居民砍红树林晒盐和围海造田，种田不可行，就发展林业生产，经营林业也不可行，
又改为发展养殖，后来养殖池恢复为现在的红树林湿地的演变历史过程。 湿地调查结果表明，海口美兰湿地

的物种较为丰富，根据调查物种分布情况制做了植被分布图。 回顾当地历年规划，只有建设用地规划和农业

用地规划，看不到湿地规划相关内容，对湿地认识不足才是湿地退化的根本原因。 湿地公园建设、资源化控制

湿地入侵生物等方面提出了湿地恢复的措施。 与会人员就湿地类型划分、湿地生态红线具体划定等问题进行

了充分讨论。

３　 报告内容

此次会议以“创新科学研究，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报告内容有森林生态研究、城市生态研究和农

业生态研究等内容。
３．１　 森林生态研究

肖楚楚从热带云雾林的定义、附生植物概念、宿主树的功能、宿主树与附生植物关系等方面，分析了热带

４６１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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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雾林附生维管植物分布规律。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与会人员就宿主与岛屿理论、宿主上附生植物观测方法、
胸径与附生植物种类之间关系、树龄与树干表面积关系、附生植物研究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穆晓东

对海南岛典型“帽子山”分布遥感监测调查与景观影响进行了分析。 程毅康通过群落物种调查、植物功能性

状鉴定，探讨了热带云雾林植物多样性、环境因子与地上生物量的关系。 与会人员就环境因子与土壤因子、生
物量及多样性统计量、控制实验低磷处理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辛琨从海南红树林内团水虱分布特征、团水

虱种群爆发原因、团水虱侵染特点、淹水时间与团水虱爆发危害关系、人类活动对团水虱的影响等方面，分析

了团水虱在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的分布规律。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与会人员就红树林群落划分标准、水位测量

工具、团水虱爆发的个案与普遍性、污染水中什么物质造成了团水虱爆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刘文杰针对森

林土壤有机碳稳定性关键过程及影响机制仍不清楚等问题，以海南尖峰岭为研究样地，开展了热带山地雨林

土壤有机碳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与会人员就样方选取和土壤元素分析方法、取样时间、凋落物具体

物种来源与细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江焕介绍了对海南岛森林有害植物金钟藤的遗传多样性研究进展。 龙

文兴从热带云雾林的种内、种间和群落三个层面分析了其功能关系特征。
３．２　 城市生态研究

张翠萍基于“一带一路”的澜沧江⁃湄公河项目合作框架，与东盟国家、国际基金会、其他相关科研院所开

展合作，从海岛、海陆一体管理及蓝色碳汇的角度，着眼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城镇化建设空间需求之间矛盾、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以海南岛为研究单元，分别从陆地到海洋的空间管理设计、海南省自

然资本核算、蓝色碳汇、陆地森林资源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基于其研究结果，与会人员就蓝色碳汇概念及

使用、自然资源核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健康体系评价、研究单元扩展、研究框架完善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讨论。 王华峰针对目前城市绿地研究存在的从生态系统角度考虑较少、对于单一城市之别类型缺乏长期

固定监测、影响因子较少涉及社会经济因子、研究缺少系统框架等问题，围绕城市中生态因子，社会经济因子

和生物物理因子等互做关系以及上述因子随时间变化等科学问题，以提升有限城市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和城

市可持续发展为科学目标，分别从景观水平、群落水平和分子水平，从城市化对城市绿地植被和植物多样性之

间关系等方面，开展基于功能单位的热带城市植被和植物多样性变异及其驱动因子研究。 与会人员就功能单

位与结构单位、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城市社会经济因子数据获取、城市植物物种变化及驱动因素、功能区矢

量化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３．３　 农业生态研究

王旭初以胶乳为研究对象，结合植物蛋白质组学研究技术，基于小橡胶粒子合成天然橡胶功能，尝试利用

人工突变和表达在体外合成天然橡胶，介绍了开展橡胶草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研究的计划。 唐亮围绕新疆野苹

果有 Ｓ 基因个数以及它们与近缘种 Ｓ 基因的关系、Ｓ 基因是否具有自交不亲和性位点典型特征，以及是否能

根据新疆野苹果的 Ｓ 基因推断其种群动态等科学问题，开展了新疆野苹果自交不亲和位点的进化研究。 黄青

介绍了物质循环再生、物种多样性、协调与平衡、整体性、系统学和工程学等生态学原理在种植业废弃物、畜牧

业废弃物、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物的处置与资源化中的利用。 与会人员就市场需求与物种多样性耦合问题

进行了交流。 祁栋灵以热带重要经济作物巴西橡胶树为研究对象，围绕低割龄橡胶树茎粗生长变化特征等科

学问题，报告了其在低割龄橡胶树热研 ７—２０—５９ 茎粗生长月动态研究进展。 与会人员就橡胶树的生长与产

量关系、生长阶段的划分、定位观测数据融合拓展、橡胶树品种名称国际化使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４　 总结及展望

４．１　 通过学术研讨，服务生态科学的创新发展

本次生态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学术研讨会中，内容从从热带亚热带森林物种共存驱动力到热带云雾林生

态系统植物多样性研究，从热带森林地下碳循环过程研究到森林有害植物遗传分析，从湿地动物的分布本底

基础研究到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湿地退化原因及对策分析研究，从城市植被变异到海陆一体化生态环境管

５６１１　 ３ 期 　 　 　 祁栋灵　 等：２０１７ 年海南省生态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学术研讨会述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理，从景观生态监测分析基础研究到依据生态学原理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应用研究、从宏观人工林的生长

发育研究到中观、微观人工林蛋白质组学研究。 研讨交流内容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对于生态学乃至环境科

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４．２　 通过交流研讨，强化研究合作

森林、城市与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内容多而广泛，与会人员通过此次研讨，交流分享了各自研究思路、研
究手段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彼此不但了解各自研究进展，而且也能够通过交流完善自身研究，进一步明确科学

问题和研究框架内容，在研究方法手段、研究仪器、研究人员力量上，获得与相关单位科技人员进行互补的机

会，为实现跨单位、跨学科的合作提供条件。
４．３　 凝聚科技力量，助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无论是良好森林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还是农业生态系统，都是热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都是

实现美丽热区的物质基础。 凝聚科技力量，发挥好森林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综合服务

功能，为热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助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为全国生态安全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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