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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生态学发展回顾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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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PLANT ECOLOGY lN GUANGXI： 

REVIEW AND PERSPECTlVE 

su Zongming 

(Gaa~gxi Iastlt~te of Botany．CniIiⅡ SAIO06) 

Abstract From the last of 1950’s to the last of 1980 S，the study focal point p1ant 

ecoIclgY is autecology and vegetation in Guangxi．That period is also developmental 

ups~ ge of plant ecology in Guangxi．But since 1990’S。it change§against upsurge． In 

future，the study focaI point of plant ecology is popuIation ecology and eCOSystem 

ecologY 王n Guangxi． 

Key wor~)s Rel~pective； review；pIant ecology~Guangxl 

植物生态学是研究植物与环境之间，植物与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既是植物学的 

分支又是生态学的分支。本文从植物个体生态学、植物种群生态学，植物群落生态学、生态 

系统生态学四个方面回顾广西植物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依据广西的具体情况，提出今后的发 

展建议。由于作者对国内外，尤其国外植物生态学现状殛发展趋势了解不多}对乎广西区内 

植耪生态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也不够垒面，尤其农作物和果树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因而在分析今后发展趋势时，片面性和错误在所难免。本文的目的旨在抛砖引玉，共同展开 

讨沧，l；{引起广西有关部九和科技界对植物生态学的重视，以求今后在广西开展当前国内外 

植物生态学研究热点的研究。若能如此，受4作者撰写此文的目的就达到了。 

l 广酉植物生杰学发展回顾 

1．1 t置曹研究蔫况 

谢遭同先生整理发表的《广西近代植物学文献辑录 ： ]一文，带有植物生态学谒查记 

载和研究的报导文献有如下几篇。作者认为可l；{大致概括建国前研究擐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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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Ford o．1 882年发表的《The Wesf River，Chi砌)一文，记述了该区域植被情 

形。 ． 
1．1．2 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1 929年发表的《广西瑶山动，植物采集 纪略 》，明确 

了瑶山植物的分带情形。 

1．1．3 1929年发表的 《Ching，R．C．Some New eeies o／ Ferns ，ro zt1a s 

China'一文，记述了1 4个新种及其生；各环境。 

1．1．4 黄季庄、吴印禅1 933年发表的《大明山采枭致辛树帜先生械 》一文，报告大明 山植 

．
被等情况。 

1．1．5 史德威、周蓄源发表的《广西植转调查纪要 ，，记述了凌云、融县、三江等县栽 培 

作物，半野生植物、野生植物的种类和生长环境。 

1．1．6 陈立卿1935年发表的 《植转的生话和环境的关系 》，从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 学 两 

个方面论述植物的生活与水份，温度，光，化学因素，物理因素以及和气候、地理，生物的 

关系。此文可能是广西最早专门研究植物个体生态学的文章。 

1~1．7 苏宏汉1935年发表的《各种植物叶上气孔多摹之比较研究》，论述植物叶上气 孔 多 

寡与该种植钫的生态及进化源朔的关系。 

1．1．8 苏宏汉1935年发表的《《龙州植物采粟记》一文，记述了龙州植被等概况。 

1．1．9 1939年发表的《Hoh日in—the=rig Gen~s Aleurites K 口，， ung and Kwan#si) 
一 文，记述其分布及对环境的要求等。 

1．1．10 钟济新、陈立卿1940年发表的 《桂北采粟植物埔记 》，记述了桂北之罗城、融县， 

三江三县的植被概况等。 

1．2 ||■后研究蠢疑 

1．2．1 植物个体生态学的研究 

1．2．1．1 1953年中科院植物所的广西植物诃查队对八角和杉术的生态特性进行了调查 ]． 

1⋯2 1 2 1956--1957年，广西植物所与广西农学院林学系合作，调查研究了蚬术、银 杉 等 

广西25个重要用材树种的生态特性“。 

i．2．1．3 1965年广西植被调查队对广西杉术、马尾松、毛竹、蚬术、八角、肉桂等135个主 

要经济林术生态特性进行了定性调查 

1·2．1．4 1973稚19714年，广西植物所先后开展了泡桐、鸟柏生态特性研究 ，并在桂林辩 

区雁山镇枫林大队建立了生产示范基地。 

1·2．1·5 1977年，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广西植物所联合对擎 天 树 

的生态特性和群落类型进行调查'1978年广西植物所在率所对其进行北移试验，观测幼苗抗 

寒性。 一 

1·21·6 19作年广西农学林学分院，中科院植物所，广西植物所在 《植物生态学研究报告集 》 

第一卷发表的 《蚬术的生态与营林问题 》一文，定量地研究了蚬术个体生态和群落类型。 

1⋯2 1 7 1981年，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李治基先生较为详细地，定量地研究细叶云南 松 的 

生态特性和群落类型 。 

1)广西植物研竞新·1985=广西植瓿 并宽所五十年 (193~--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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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1988年，广西植物所对20种金花茶生态特性进行了调查研究 

1．2．1．9 i983年，我国著名的生态学家侯学煜先生研究了中国植被 (包括广西 )优势 植物 

的灰分和 N，P、K，S，SiO2、Fe，Al，Mn、K，Na,Ca等元素 [ 。1983年，广西植物 

所苏宗明、陆菱妹对广西 9种金花茶，石灰岩季节性雨林37种优势种及常见种，花坪林区常 

绿离叶林 6种优势植物的灰分和N、P'K，S、SiOt、Fe，Al，Na、Ca等元素作了分析。 

1991年， 广西植物所对隆安县甘蔗，玉米，荔枝，板栗矿物元素含量与地层岩石、土壤矿物 

元索含量进行相关性研究。分析的元素有，N，P，K，Fe、AI Ca、Mg，Mn、zII’Ca、 

Co，Ni、Cr、Sr，B＆、V，Na， Mo，B’As、Sn，W ，Ca、Ge，Se，Si，F、al，Br，I， 

S等3i种。 

1．2．2 植物群 落生态学的研究 

1．2．2．1 植被调查方面 

(1)1953--1955年，中科院植物所广西植物调查趴在兴安、桂林、南宁，龙津、百色 

等县选择典型的地区进行调查 rq 。 

(2)1957--1958年，中科院红水河综合考察队先后对桂西隆林等五个县进行调查，撰 

写有 ‘广西红水河南岸右江上游的植被 》报告。 

(8)1958年，中科院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在广西南部19个县开展大规模的综 

合考察，初步地，定性地对该地植被进行了调查 [1”。 

(4)1960年开展的桂东南以橡胶为中心的热作宜林地选择考察，由广西植物所负责对 

檀被进行了初步定性调查。 

(5)1962年，广西植物所主持花坪林区综合考察，1 3个专业，对植被进行较为详细调 

查 【 “。 

(8)花坪林区综合考察值得一提是对银杉群落进行了调查 。活化石银杉在六十年 

代初枉花坪林区被发现，轰动了世界植物学界。 

(7)1963年，广西植被调查队路线调查了广西全境的植被 重点调查了阳朔、田阳， 

容县三县植被。 

(8)七十年代初，中科院植物所生态室，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广西植物所又台作对 

十万大山，防城县，龙州县进行植被补点调查。 

(9)1973--1974年，广西植物所和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对桂北和桂东北10个县进行补 

点诃查，发现了广西冷杉属植物分布的新记录．新种、新类型，即资源冷杉新种和新类型。 

专蘑研究了广西中山针阔演交林 ”。 

(10)1976年，广西成立协作组，派员参加 《中国植被》的编写 广西协作组由广西植 

物所，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中科院植物所生态室，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组成，负责向《中 

国植被 》编委会提供广西植被资料。代表广西参加编写的为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李治基和广 

西植物所苏宗明[“】。 

(11)1979--1981年，．广西植物所开展桂西桂北草地类型和资源调查}连同以前其他地 

区蔼查，广西草地类型已基本摸清。 ～ 

(12)1979年广西植物所主持弄岗石灰岩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12个专业，较为详细 

地谰查研究了我国北热带石灰岩山季节性雨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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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81年广西植物所主持大瑶山自然资源综合考察，14个专业，较为详细地调查研 

究了大瑶山常绿阏叶林 [I 。 

(14)1982年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主持贺县滑水冲林 区生物资源考察，考察成果 《广西 

贺县滑水冲保护区生物资源考察资料汇编'有植被报告。 

(15)1981年中国林科院对大青山进行综合考察，1981年第 1期的 《青山基地科技 》登 

有植被调查报告。 

(16)1982年广西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领导小组领导广西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 

调查，16个专业，对广西红树林进行详细调查。撰写有 ‘广西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 

告 》第七卷 (植被和林业 )。 

(17)1984年广西植物所、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广西环保科研所进行广西金花茶种质 

资源考察，详细地调查了金花茶类型”。 

(18)1986年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云南大学生态研究室，云南大学生物系对天生桥 

水库淹没区及周圈地带进行考察，涉及广西隆林、西林二县。成果报告有植被部分。 

(19)1986年在大瑶山又发现银杉，广西林业勘测设计皖对其群落进行详细调查，撰写 

有 ‘广西大瑶山林区银杉的调查研究 》报告。 

(20)1986年广西植物所对龙滩库区植被进行抽样调查，涉及广西天蛾，乐业、田林三 

县，撰写有 ‘龙滩水库区植被抽样i胃查报告 》。 

(21)1988年，广西海岛资源综合调查中的植被。林业、土壤由广西植物所承担，红树 

#是植被和林业诲查的重点。撰写有植被报告。 

(22)1 993年广西林业厅，广西植物所等8个单位对环江县术论喀斯特林区进行综合考 

察，发现了单性术兰林和翠柏林新类型。 

(23)广西的田林老山和兴安县猫)L Lb的天然植被。中科院植物所生态室和广西农学院 

林学分院已作过调查 · ]。 

1．2．2．2 群落学研究方面 

(1)上述植被报告中的大瑶山植被报告对大瑶山常绿阔叶林，广西弄岗植被报告对石 

灰岩山季节性雨林，广西中山针阔混交林对中山针阔混交林等均作了群落学特点 的 定量 分 

析。 

(2)对广西不同地带的植被的群落学特点，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生态室作了全面的研究 

工作c。 。 。 

1．2．2．3 植被 区划方面 

(1)1962年广西植物所粱畴芬先生等人撰写了‘广西植被区划 》一文。 

(2)1964年李治基等人提出广西热带亚热带划分的依据 [̈ 】。 

(8)1976年， 《广西植被协作组 》向 《中国植被》编委会提交广西植被分区方案，为 

‘中国植被 》一书所采用 [”】。 

1．2．2．4 植被制圈方面 

1981年，中科院植物所生态室完成了广西1 l 2500000植被图的编制 l”。 

1)广西值糖昕，广西林业勘翮没计院 广百环保H研所．Z985t广西盘花茶种质费税的考察腱其地理分布规律 

的初步研究 C成果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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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2 5 数量分类方法方面 

(1)华东师范大学和中科院植物所生态室使用系统聚类法对广西常绿阀叶林进行聚类 

分析 ，用极点排序法对广西常绿闶叶林进行极点排序 。 

(2)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使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广西红树林进行分类-”’。 

1．2．3 植物种群生态学研究 

1⋯2 3 1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对广西红海榄群落植物种群的分布格进行了研究 ”。用数 

量分析研究 了白骨壤群落的植物种群 。 

1．2．3．2 1982年到1 984年，中科植物所生态室，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在广西岑溪县对 南 亚 

热带常绿阉叶林植物种群进行了研究 r”】。 

1．2．3．3 1984年，广西植物所对金花茶组植物种群进行了研究 。 

1．2．3．4 1 974年和1993年，广西植物所先后对广西资源冷杉和元宝山冷杉种群进行 研究。 

1．2．4 生态 秉统生态学研 究 

1．2．4．1 广西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工作始于1 963年，当时广西植物所曾在花坪林区建 立 森 

林定位观测站，由金代钩先生负责。后因文化太革命面中断，以后也不再恢复。 

1．2．4．2 1990--1991年，广西植物所对红树林的三个天然林类型一 柯花树林、秋 茄 林、 

白骨壤林以及秋茄人工林的现存生物量进行了研究。 

1．2．4．3 1990--1993年，广匿红树林研究中心对广匿红树林生态系统及其快速恢复进 行 了 

较为详细的和系统的研究，研究成果刊登在1993年 《广西科学院学报 》第二期上 

1．2。4．4 1979年至1990年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生态室用了11年时间对广西主要森林生态 系 

统进行了详细的、系统的定位研究。除了广西北热带森林类型没有研究外，广西其他地带主 

要的人工和天然林均包括在内，而以人工杉木林为重点。研究的主要内容为系统的物质循环 

和功能。 

2 广西植物生态学发展分析 

2．1 广西檀鞠生意学正规的研究工作始于曩目以后 

从上回顾可 看出，建国前广西植物生态学的研究工作只限于植物生态环境及地区植被 

的记载，大多作为植物诃查采集工作的附带性工作。正规的、专题的开展有关植物生态学研 

究工作极少。由于这样，这些工作只船作一些定性上的描述，不可能作定量方面的研究。 

建国后，从1953年开始，广西植物生态学的研究工作有计划地开展起来。开始是 中科院 

援员到广西开展植物生态学研究工作，广西有关单位，如广西植物所，广西农学院林学系派 

员参加’随后，广西植物所、广西农学院林学系等有关单位独自开展研究工作，并成立生态 

学研究组织。起初是小规模的，后来相互联合开展大规模的植物生态学研究工作。可见，广 

西正规的植物生态学研究工作始于建国后。 

2．2 广西檀鞠生态学研究的内窖韧始的和主翼的是个体生卷和区域檀教调查 

虽然广西植物生态学正规的研究工作始于五十年代初期，当时已是达尔文学说后植物生 

态学发展的100年历史了。但广西植物生态学的初始内容仍然是植物个体生态和区域植 被调 

● 

j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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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这些内容完全是这门学科创立之前和之初所作的工作。植物生态学就是从调查研究植物 

与环境的关系 不同区域植被的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也就是说，广西植钫生态学发 

展所走的路是这门学科创立时所走的路，只不过lOO年后广西才开始走吧了。不仅 如 此，遗 

些工作也是广西植物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工作。尤其是植教调查，从五十年代初开始，一直持 

续到八十年代。广西区域植被酒查，不但作得比较详细，几乎广西重要的区域都 开展 了调 

查，而且调查的内容也越来越详细，初期以定性为主，后期以定量为主。广西的植被调查工 

作，在国内是处于}领先水平的。 

1．3 广西簟一生蛊学研兜的方法初始的和主要的墨辟外调崔和理寨 

既然广西植物生态学研究初始的和主要的是这门学科创立之前和之初的研究内容，这就 

规定了广西植钫生态学研究所用的方法是经典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即主要是野外调查，观察 

和统计以及简单的实验 ”。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使用，而且到八十年代主要也是 这 种 方 

法。在初始酚段，野外调查和观察，无论是植物个体生态还是区域植被调查，主要是以定性 

希述为主。调查和观察的方法也较简单，植被调查主要采用样方法，群落分类基本上使用重 

要值指教法。植物个体生态环境因子的测定一般是在野外调查时随测，定点定时观测和迁地 

引种观测很少采甩。植物生态学的野外讽查工具可能是涉及野外调查的学科中最为简单的。 

与生物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植物生态学实验技能要落后得多。在室内，植物生态学投有 

正规的实验室，至于实地开展植物生态学实验研究，广西几乎处于空白。 

1．4 广西祖一生奄攀研究螈期的方向和方法有7改变 

八十年代束和九十年代初，广西已完成的植物生态学研究项目有。 《广西北部湾红树林 

生态系统及其快速恢复的研究 》、 《广西森林生态系统研究 》、 《广西海岛植 被 调 查 '， 

l广西海岛林业资诲f调查》， 《广西来宾县生态治早工程规划》、 《广西隆 安县 板 栗、荔 

枝，甘蔗，玉米适生地层研究》等，尚在研究和向国家申报的研究项目有。 《广西水土保持 

挂钩材料的试验和中试 》、 《广西英罗港红树林幼苗库的研究 》，《广西植被》缩写，《广 

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梯度物种多样性》、 《广西红树林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研 

究 '、《元宝山冷杉和狭叶被垒种群生态学的研究 》， 《红豆杉种群生态学的研究 》等。从 

上可以看出，广西植物生态学研究的方向已经有了改变，其发展趋势是。由植物个 体 生 态 

学，区域植被调查转向种群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由描述生态转向恢复生态、由一般区 

域植被诃查转向特殊区域植被诃查。研究方法也有了改变，出定性转向定量’由单纯注重调 

查和观察，转向同时也注意生态实验和应用技术。广西植物所在苍梧县花岗岩崩岗区建立的 

枣土保持植物材料措施新模式试验，可算是广西植物生态学首次进行的生态实验研究f广西 

植物所在来宾县进行的生态治旱工程规赳，属于广西植物生态学应甩技术的一个发展。 

1．5 广西簟一生意学发晨目t蕾耐转^低潮 

广西植物生态学的发展曾经有过辉煌的年代。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当时由于经济建 

设的需要，广西接二连三的组织规模较大的植被调查和多学科的自然资源综台 考 察，据 统 

计，总数达“次之多，在国内引起很大的震动。1979--1990年，广西长达l1年之久的森林生 

态系统定位研究，得到了国内有关单位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当时，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和广 

西植物所都建立有植物生态研究室，有一支枷练有素的专业队伍，能承担植物生态学各种的 

研究任务．这十时候，是广西檀物生蠢学发展的商漕时期。而现在，广西植物生意学触鬓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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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稿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当前广西植物生态学的研究项目很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帕 

项目有 ‘广西英罗湾红树林幼苗库的研究 》、 ‘广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梯度物 

种多样往 》，广西科委资助的项目有《广西水土保持植物材料的试验和 中试 》，而后 一项 

1996年亦即将结束。由于这样，广西植物生态学的研究机构，处于解体或半解体状态，有的 

人员改行从事别的学科的研究工作。据粗略估算，目前广西专门从事植物生态学研究工作的 

专业人员不到15人。从这种形势分析，广西植物生态学发展已由高潮暂时转入低潮。 

据作者分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态学科自身的问题引起的。 

生态学在二，三十年中迅速发展和渗透至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但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依 

然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缺乏科学的严格佳，实验技能和应用技 

术薄弱以及生态 在如此迅速的扩展过程中正失去自身的科学边界。法国植物群落和生态研 

究中心的 F．di Oastri和 M．]~adley(1985)在题为 增强生态学的可靠佳l能使研究更 

有可出性和觏 佳吗?”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当前生态学研究的8个弱点，蚨乏科学 

的严格性．薄弱的预见能力和缺少现代技术装备 ”。从广西植物生态学l五十年代束到八十 

年代束的迅速发展，到九十年代初转入低期可以看出，广西植物生态学的发展同样遇到这三 

个问甚。缺乏科学的严格佳与迅速发展但在扩展过程中正失去自身的科学边界相绪台，造成 

当今人人口头讲 “生态 ， “生态 =字是当今社会最时髦的名词，但又觉得好像投有那样 

工作非专由生态学科承担不可。有的问题亦懂得罪由生态等蝌 去解决，但属于软的或基瑚性 

的或长远性的，因而认为紧迫性不大，以后解决也可以。再加上生态学实验研究和应用技术 

尊璃，给人以 “生态学不能解决实际阿腰 的假像，很多本来应该用生态学科去研究，去解 

决的同题，不敢用生态学科去承担。这是造成广西植物生态学发展目前转入低潮的 客 观 原 

西。第=方面是主观原因，就是广西植物生态学工作者没有大力进行生态学知识的 普 及 宣 

传，使人们不但口头讲生态，而且真正理解生态学的真正含义，认识生态学的 重 要 佳。确 

实，生态学科在我国科学和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世界在今后的发展中 

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和环境阿题，没有生态学科的参与是不可能解决的。 

3 植物生态学在广西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无论过去和将来，植物生态学在广西经济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0．1 过去 已作出的量■ 

建国以来，广西植物生态学的每一项大的研究士作，都是国家一项大的经济建设任务， 

也就是说，国家每一项大的经济建设任务，需要众多有关的学科参与，各学科在完成任务中 

自身也得以发展，所以当时有 “任务带学科 之说。 

五十年代束至六十年代初，国家为 了在我国南方几省发展以橡胶为主的热作生产，开展 

选择宜林地的多学科综合考察。植被学科作为自然条件的组成部分，植物生态学参与和完成 

了这一任务，为发展我国橡胶等热作作出了贡献。六中年代束至八十年代束，国家为了掌握 

赍深，摸清家底，为发展经济提供资源和科掣依据，开展了大规模的自然资源综台考察。植 

被也是自然资源一部强，植钩生态学参与辅完成了这一任务。 

虽然植物生态学的应用技术落后，但是植勃生态学还墨应用了学科的原理，为经济建设 

鼍务，纠正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例如t进行了广西重要燕祷林术的布局J解决了广西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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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生产合理布局问题I纠正了林业生产中 砍杂还杉 的错误方针，进行了人工杉木林生态 

摹统的生产力和物质循环研究，为发展杉木生产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I进行毛竹．桉类适宜 

生态区域区划，配合广西石山地区的综合开发与治理，进行了石山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研 

究，提出了建设合理的广西石山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柯的设想和方案，石山地区生态治 

旱工程规翅，石山地区生态重建工程技术}参与了广西减轻自然突害对策研究并提出对策方 

案，为建设广西山地丘陵生态平衡，进行了全区山地丘陵生态问题调查，参加了讨论会，提 

出了对策方案。 

上述仅是广西植物生态学过击为广西经济建设所作贡献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出广西植 

物生态学在广西经l济发展中的作用。 

I．2 今后的作用 

广西植物生态学进入九十年代初，虽然发展转入低潮，但并不是说这门学科无用了，可 

以不要了。这种情况只是说明，在 转轨年代 ，植物生态学如何克服自身发展存在的弱点， 

进一步做好为经济建设服务工作。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植物生态学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 

且不少问题非它参与解决不可。具体来说，广西植物生态学可以在下面的工作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 

3．2．1 广西经济持续发展与生态学的关幕 

广西经济持续发展中生物资源分布与开发优劣势态分析、合理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 

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均需要生悉学 (当然包括 

挂物生态学 )的主持或参与。 

3．2．2 广西石山地 区建设与生态学的关幕 

广西石山地区的综合开发与治理，石山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改造，石山地区良性生 

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没有生态学的主持和参与是不可能解决的。 

3．2．3 广西种植业的发展与生态学的关幕 

广西植物资源是广西一大优势，其 的名，特优种类又是优势中的优势。广西备蜊目前 

都在建设各自的名，特，优种类的生产基地。在这个时候适地适树，搞好区划和规财，克服 

盲目性是十1分重要的。植物生态学 就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科学。丰产林 (包括经济林，果木 

林，用材林 )的建设，要做好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的生态学丑怍。 

3．2．4 广西生态环境改善与生态学的关系 

广西生态防护林对改善广西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当前防护林建设的重点一是重建石山区 

纛林生态系统，二是继续建设沿海防护林带，三是建设防寒林和农田防护林，这些工作均离 

不井生态学科。 

3．2．5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惠学的关 系 

当今，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的荚注已成为国际上的历史趋向，因为它关系到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联合国规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研究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制定 

保护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生长栖息环境的战略I扩大生物物种的自然保护I努力恢复已 

遭到损害的动植物种群 ”]，非生态学科主持不可，因为这是生态学的本分工伟。 

4 广西植物生态学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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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内发晨麓势 

根据陆仲康等人对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科学基金委生态学科获得资助的研究项目进行系 

统羚析雏果，景观生态，全球生态 (含全球变化 )、复恢生态、生物多样性、持继发展，资 

源保护，生态毒理等生态学关键词出现的濒度明显增加，是当今中国生态学的研究热点，这 

与当今国际生态学研究热点趋于一致’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生态学关键词出现的濒度较 

稳定，并且在整个生态学领域中，出现的濒度最大，这说明种群生态、群落生态，生态系统 

等基本问题始终是生态学界所关心的研究领域，中国生态学研究领域趋于向两极方面发展’ 

即一方面向宏观领域 (全球变化、持续发展、景观生态 )发展 (关键词出斑i鲁i度明显连年增 

多 )，另一方面向着微观领域 (基因多样性、生理生态，生态毒理 )发展 ””。 

沈善敏认为，应用生态学的发展趋势是t数学和计算机技术在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发 

展以及生态实验，宏观生态学研究和生态应用技术等领域 。 

●．! 广西蕾■生套拳发■囊奠 

本文主要从植物生态学的四个方面，即植物个体生态学、植物种群生态学．植物群落生 

蠢学，生态系统生态学去探讨在广西的发展方向 此外，也顺便说说应用生态学在广西的发 

展问题。由于广西植物生态学的研究机构属地方性质，以进行科技开发和应用研究为主，不 

可能也不应该以理论研究为主。在这样前提下，根据前述广西植物生态学发展回颓分析，参 

考母内发展趋势，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初步提出如下的广西植物生态学发展展望建议。 

4．2．1 磕曲个体生态学研究方面 

建国初期，此方面研究曾是广西植物生态学的重点之一，作者认为今后不再作为重点， 

而且定性研究植物个体生态特点的项目不再立题。由于广西植物资源是广西一大优势，广西 

各地根据奉地自然条件特点发展具本地特色的植物资源种植业，是广西植物资镝c发展战略之 
一

。 同时，广西珍稀i鲁i危植物种类不少，在全球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上占有重要 

的地位。因此，广西今后重要的植物种类个体生态学的定量研究工作还是需要盛行的，以便 

为发晨威保护这些种类提供科学依据。有的种类，如人工群落和天然群落的建群种或莺要种 

类，可同时开展种群生态学研究。生态因子腺包括水分，光照、温度、土壤等条件外，栽培 

植物要遥步开展化学元素含量研究，通过分析研究植物，岩石、土壤化学元素含量 的相 关 

性，来分析研究化学元索含量与植物产量的关系。 

4．2．2 磕物种群生态学研究方面 

无论是从最近几年广西的发展情况看，还是从国内发展趋势看，I广西要把植物种群生态 

学研究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七十年代国外生态学研究重点放在生态系统方面，原因之一是 

他们已开展大量种群生态学的定量研究工作。种群功能是生态系统的基础，提高农田生褒系 

统，森林生态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基础是种群生态的研究。植物种群生态学研究与 

檀箭资撩开发、利用和保护关系密切。对可生的植物资源不加以利用是一种浪费，但利用过 

渡又髟响种群资谫【的恢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要研究植物种群生态学。植物种群生态学与 

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的关系至关重要，绝大多数濒危植物致颊原因就是对种群生态不了解，因 

而不能提出科学的 切宴可行的保护和管理措施 。根据这些，把植糖种群生态学研究列 

为广西植物生态学发展重点之一是必要的。 

广西植物种群研究对象的选择，可考虑重要的人工林槽种 (如杉术、马尾橙、毛竹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粥 苏末明 广西植物生态学发展匿顾及展望 

主要经济林木、主要农作物 (如玉米、甘蔗 )、特有或重要的珍稀濒危树种 (如元 宝 山 冷 

杉，资源冷杉、狭叶坡垒，广西青梅、翠柏、单性木兰、金花茶，红豆杉等 )。研究内容可 

考虑种群密度、种群优势度，种群年龄结构 种群年死亡率和存活率，种群动态，种群分布 

格局等。 

4．2．3 植耪群落生态学研完方面 

广西植被调查已敬了大量工作，今后大规模垒面植被调查不必再进行，转入编写广西植 

被工作。从地方性植物生态学机构出发，广西植物群落生态学研究还可考虑如下工作t(1) 

广西特有的、重要的植物类型很多，因此开展特有植物群落详细的群落学特点研究工作还是 

要傲的，如中山钟用混交林，狭叶坡垒林、擎天树林等。此外，特殊区域的植被调查还是要 

进行的，如广西那皱县与越南交界的区域就是我国植物和植被分布的一个特殊区域，过去没 

有调查，今后应补点调查。 (2)重点地区和植被类型，如花坪林区、弄岗林区，大瑶山林 

区、元宝山林区、大明山林区，苗儿山林区，山口红树林保护区和中山针阔混交林、季节性 

雨林、常绿阀叶林、红树林等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研究。这是一项凡参加国际生物多样性保 

护公约的国家必须要敬的工作。广西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3)恢复 

植被和优化模式的研究。广西广大的石山地区，沿海宜红树林滩涂、水土流失区，植被退化 

严重，严重影响广西生态环境质量。在这些地区可通过实验群落生态的研究，探讨恢复植被 

的途径，并建立优化管理模式r”，。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这样说，没有广大石山地 

区植被的恢复，要建设良好的广西生态环境是不可能的。 

4．2．4 生态 乐皖生态学研究方面 

生态系统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已经成为生态学的研究重点，广西也应把它作为 一个重 

点，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研究。从广西的具体情况出发，广西主要放在森林生态系统和农田 

生态系统上。森林生态系统重点优先考虑马尾松林、毛竹林，米老排林、蚬木林、狭叶坡垒 

林、银杉林、冷杉林和橱花树林。研究内容重点还是放在系统功能的研究，首先开展系统物 

质循环的研究，然后创造条件开展能量流动的研究。农田生态系统可对广西主要农作物如水 

稻，玉米、甘蔗等进行农田生态系统基本生态过程及结构功能调控研究。重点问题有：①农 

田生产力掏成及其决定因素|②不同条件下农田群落结构及配置方式对生产——生态功能的 

影响，@农田生物群落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利用弼节，④农田养分循环及土壤库动态|⑤农 

田生态系统的摸拟，应着重在生产力、水分、土壤肥力的调控管理及动态预测 ⋯ ]。 

4．2．5 生态实验 的研 究方面 

生态实验是当今应用生态学重点发展的一项研究工作。由于生态实验对生态学基础理论 

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生态实验和观测在今后必然会有长 足 的 进 

步。，马世骏先生对我国生态学的发展曾提出两点建议，其中之一便是重视实验生态学 。”。 

檀物生态学是开展生态实验重要的领域，广西植物生态学要把生态实验作为一个发展方向。 

广西石山区，宜红树林滩涂和水土流失区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要有计划地开展生态实 

验研究，这有助于这些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近年开展的苍梧县花岗岩崩岗区建立 

水土保护植物材料措施新模式实验，是广西开展生态实验的赏试。 

4．2．6 生态学应用技术研究方面 

生态学的应用技术得以在近几年引起广泛注意舞可能在今后得到较挟的发展，显然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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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于资源枯渴、环境恶化这一令人担忧的因素 ”】。生态区划，生态设计、生态工程都是生 

态学的应用技术。植物生态学领域也可以在生态应用技术研究中发挥作用，也要参与生态应 

用技术的研究工作，发挥植物生态学在这方面研究的作用 近年广西开展的来宾县生态治早 

工程规期是为生态学应用技术研究 的一次赏试。其实，可以把广西每一个县的农业作为一个 

系统，即农业生态经济系统，都可以从调整这个系统的结构，即农业结构入手，建立合理的 

结构，使系统功能达到最佳。这是一项调整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构的生态工程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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