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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世纪植被的未来
———国际植被科学协会第 ６５ 届年会综述

周　 婷∗ꎬ刘碧颖ꎬ赵文胜ꎬ陈子豪ꎬ张　 朔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ꎬ中山大学国家公园与自然教育研究院ꎬ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国际植被科学协会(ＩＡＶＳ)第 ６５ 届年会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３—８ 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海滨城市科夫斯

港(Ｃｏｆｆｓ Ｈａｒｂｏｕｒ)举行ꎮ 这是年会自 ２０１４ 年后第二次于澳大利亚召开ꎮ
国际植被科学协会(ＩＡＶＳ)是一个由对植被理论和实践研究感兴趣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全球性联

盟ꎬ其前身成立于 １９３９ 年ꎮ ＩＡＶＳ 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世界各地的植被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和合作ꎬ推进植被科

学及其应用的各个领域研究ꎮ

１　 会议背景及主题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ꎬ自然保护已经被提上了国际重要议程ꎮ 大会特邀报告人、澳大利亚联邦

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成员 Ｒａｃｈａｅｌ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教授指出ꎬ植被作为地球生态圈中一个重要组成ꎬ一方面对野火、
干旱和人为活动的干扰十分脆弱ꎬ但同时它们又是人类未来对抗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重要利器ꎮ 她认为植

被在陆地碳储存、促进物种的繁殖及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提供人类需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储存种子或果实等

生态再修复的原材料、减少区域贫困、构建生态修复的重要研究模型等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ꎮ 所以认识当

前和未来如何保护和利用植被ꎬ已是刻不容缓的全球性科学议题ꎮ 因此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定为“２２ 世纪植被

的未来”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２ｎｄ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目标是为世界各地的植被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分析、评
估和当前植被和其它生态学问题的国际性论坛平台ꎬ让他们在气候、群落、物种、植被监测等各个方面形成科

学议题ꎬ能够重新并全面地修正对 ２２ 世纪世界植被前景的预测ꎮ 主办地科夫斯港位于澳大利亚东海岸ꎬ同时

为历史悠久的香蕉种植地ꎬ具有城市、乡村、湿地和海岸等的生态系统多样性ꎬ是多类生态系统植被研究和修

复的典范地区ꎬ与会议主题尤为吻合ꎮ

２　 会议内容

大会邀请了 ７ 位对植被卓越建树的学者进行大会报告ꎬ以全球变化下的植被动态、植被管理和保护和未来植被

发展等内容开展并呼应会议主题ꎮ 除大会主题报告外ꎬ还以墙报、专题分论坛和研讨会等方式进行学术交流ꎬ其中

４９ 名学者以墙报和电子海报分享ꎬ１９８ 名学者以口头报告分享ꎬ专题分论坛围绕会议主题设置以下议题:
(１)澳大利亚世界自然遗产冈瓦纳热带雨林:进化、威胁和保护

(２)新南威尔士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私人土地保护

(３)遥感技术在新南威尔士州植被监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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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从局域到全球尺度的植被分类系统:了解植被动态ꎬ整合生态过程和预测环境变化下的未来情景

(５)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植被知识

(６)生物区系、植被制图与分类

(７)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实践和观念

(８)人类世的亚洲生物多样性

(９)生物多样性监测

(１０)生态连接

(１１)植被管理

(１２)植物群落对极端干旱的响应:当前认识和未来展望

(１３)高山植被与气候变化

(１４)河岸和湿地植被

(１５)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１６)火与人为燃烧

(１７)枯死

(１８)迷你森林和基于植被科学的智能网络

(１９)数据ꎬ分析和多样性模式

(２０)促进 ２２ 世纪植被保护

３　 会议考察

会议主办方组织了 ５ 个科学考察ꎬ考察地点分为以下几个地区ꎮ 姆尼海滩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存在七

个濒危植被群落ꎬ以及许多濒危保护植物物种ꎮ 格兰努吉峰:山峰高于周围景观 ２５０ｍꎬ生物多样性丰富ꎮ 邦

吉尔邦吉尔国家公园:位于科夫斯港以南 ２０ 公里处ꎬ是一个高度生物多样性的低地形海岸景观ꎬ将亚热带腹

地丘陵与海滨连接起来ꎬ是新南威尔士州最大的考拉栖息地ꎮ 多里戈和新英格兰国家公园:是新南威尔士州

北部最珍贵的自然保护区ꎬ包括独特的高海拔草地平原、最大的沿海集水区和冰河期遗迹的珍贵种群等ꎮ 最

后在科夫斯港的腹地森林ꎬ考察桉树衰落和桃金娘锈病ꎬ并讨论其对森林管理的影响ꎮ

４　 大会主题评述

大会的主题是“２２ 世纪植被的未来”ꎬ鉴于近年来显著的全球气候变化ꎬＩＡＶＳ ２０２３ 为世界植被科学家提

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ꎬ特别是对 ２２ 世纪世界植被科学前景的预测ꎮ 第一ꎬ植被需要更为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

了解和接受ꎬ“四志”(植被志与植物志、动物志和孢子植物志)的编研是国际共识的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基础

性工作之一ꎬ其中对植被开展全面的科学调研及志书编撰是未来的工作重点ꎻ第二ꎬ植被是生物多样性在群落

与生态系统层次上的重大基础性工作ꎬ是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ꎻ第三ꎬ植被科学的研究依赖于多种技术

的交叉和综合ꎬ涉及到从宏观的遥感技术到微观的分子生态学技术ꎬ整合大数据的模型构建和对全球变化的

响应机制等ꎻ第四ꎬ通过植被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了解植被保护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提升ꎮ 会议从多角度

审视未来植被与人类关系ꎬ提醒我们通过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ꎬ塑造一个更加繁荣和

可持续的植被未来ꎬ这将有益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ꎮ
来自世界各地的 １４ 个国家与地区近 ４００ 名植被科学工作者参加了本次大会ꎮ 我国共有 １６ 名学者参加

了本次会议(其中港台 ５ 名)ꎬ约占总人数的 ４％ꎮ ＩＡＶＳ 亚洲分部成立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是 ＩＡＶＳ 最年轻的协会

分部ꎮ 我国乃至整个亚洲ꎬ植被科学的发展仍需要更多的资源和人力投入ꎬ任重而道远ꎮ 可喜的是ꎬ我国对植

被的基础研究已有雄厚的积累ꎬ近期国家科技计划已有数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中国植被志»编研ꎬ云
南、福建等 ７ 省ꎬ以及香港和澳门已完成地方«植被志»的编研ꎮ 做好基础性工作ꎬ推进植被科学发展ꎬ才能为

植被的保护、恢复、管理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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