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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研讨
·

[ 编者的话 }自本期起
,

本刊开辟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专栏
,

主要刊 登有关学科发展所 涉及的难 点

与热点问题
,

特别是代表学科发展方向问题的专题研讨文章
。

设置本专栏的 目的是鼓励科
`

学探讨

和 创新
、

活跃学术研究
、

鼓励
一

百家争鸣
、

拓宽研究思路
,

就各学科选择优先发展的领域和项 }J进

行探讨

科学技术的发展 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基础和关键
,

要加快科学技术的发 展需要巨大的资金投

入 任何
一

个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保持领先地位
,

也不可能对所有研究领域都给子全 面支

持
。

中国是 一个发展 中国家更不可能对所有领域的研究给予大量的资助
,

因此
,

必须选择优先 发

展的科技领域和优先发展的项 目
。

正如江泽 民主席所指出的我们对于前沿的科技项 目要有所赶
.

有所不赶
,

对于那些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和积累
,

而且一旦突破就可以带动新产 业革命

的项 目就应该赶
。

这些领域和项日的选择是国家制定科技发展战略的基础
,

也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必须优先资助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直高举基础性研究的大旗
,

为了更好地选择优先

发展的领域和项 目以及寻找和开辟新的科学研究方向
,

各学科都在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讨
,

就学

科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沿等问题进行探讨
,

并出版了一系列学科发展战略丛书
。

为了配合基金会的

战略研究 「作
,

及时研究和探讨学科发展 的最新动向
,

我们将陆续刊登这些文章以供大家参考

学科发展方向和前沿需要不断的跟踪和调整
,

这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一个 主要 任

务
。

因此
,

学科发展战略研讨这项工作我们将不断地进行 下去
,

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管理 专家

为中国基础性研究的发展以及更好地做好基金资助工作献计献策
。

化学与生态学交叉学科的前沿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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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摘要 ] 提 出化学与生态学交叉学科的五个前沿研究领域
:

1
.

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变化及 生

态效应
; 2

.

化学生态学
; 3

.

海洋污染
; 4

.

生物多样性和化学污染
; 5

.

重要生态技术生态工程及理

沦
。

它们都是相互关联
、

相互影响 的
,

文中仅着重介绍对前两个领域的一些认识
。

[关键词卫 污染物环境变化
,

污染物生态效应
,

化学生态学
,

海洋污 染
,

生物多样性
,

生态技术
,

生态 丁几程

1 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变化及生态效应上’ 习

化学物质造成的污染是全球重要环境问题之一
。

50 年代以来
,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
,

各类

化学品大批进入市场
,

转入环境
,

发生了一系列严重污染事件
。

目前
,

美国化学文摘登记的化

.

中国科
’

李院院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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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物质早已超过 1 0 0 0万种
,

进入环境的至少数万种
。

我国已使用的化学品也多达 3 万种
。

近

十几年来
,

我国对若干重金属及少数有机污染物加强了控制
,

取得了一定成效
,

但仍然 面临

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峻形势
。

监测表明
:

我国主要水系的综合污染指数均呈上升趋势
,

局部水体污染严重
;
由燃煤造成的大气污染仍在加重

;
有毒有害废物

,

特别是一些潜在三致

(致变
、

致畸
、

致癌 ) 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 日益突出
。

继酸雨
、

气候变暖等全球问

题之后
,

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 O )P 问题已提到全球性探讨的 日程上来
。

防治典型化学污染

物的污染
,

应尽快提到国家环境保护的议事 日程
。

我国是 12 亿人口 的大国
,

也应为保护全球

环境做 出贡献
。

国外对于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行为研究 已有多年
,

取得的成果 为污染防治及环境科

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作用
。

但当前有关研究仍是热点
,

其新动向是
:

发展形态

分析
、

系统分析和高灵敏分析方法
,

研究污染物及其降解代谢物在环境中的迁移
、

转化
、

归

趋和机理
;
结合生物监测新技术

,

毒性试验新方法以及计算技术
,

发展多物种模拟生态系统
;

除毒理学研究外
,

对污染物进行广泛深入的整体生态效应研究
。

近 10 年来
,

中国科学院
、

高

等院校
、

环保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科研单位
,

先后开展了一些常规污染物的研究
,

但对潜在污

染物还重视不够
,

尤其缺乏综合性的多学科研究
,

在生态系统水平上的污染效应机理研究实

际上还是很少的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的
“

八五
”

重大项 目
“

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变化及生态效应
”
实

施三年多来
,

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

该项 目研究的典型化学污染物有国产新农药单甲眯
,

S n 、

A s

有机化合物
,

eS (包括与氟共存 )
,

多环芳烃类潜在有机致癌物
,

有机氯化物等
。

这几种化学

物质在国内外均属重要的研究对象
,

有广泛的代表性及学术上的新颖性
。

在模型及 自然生态系统中
,

对若干有代表性的典型化学污染物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环境化

学 、 污染生态学
、

生态毒理学
、

环境卫生学等多学科研究
,

并建立多介质循环模式和危害性预

测模式
,

探讨其化学变化机理和生态效应
。

所得整套数据及建立起的模型生态系统与研究方

法体系
,

不仅可了解 已进入环境的污染物的污染规律及危害性
,

对其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而且有可能应用这套模型和研究方法体系
,

在新化学 品进入环境前就对其危害进行预测
,

实

现
“

预防为主
,

防治结合
” ,

以保障人体健康
,

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

鉴于化学污染物的多样性和 目前形势发展的紧迫性
,

有关综合学科的研究应该继续突出

创新
,

瞄准国际发展和国内的需要
,

求得新发现
,

新理论
; 系统研究 (或改进 ) 污染物对人类

、

动物
、

植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影响的评价方法
; 探讨单个污染物质负面影响的数量或多种污

染物共存时的影响变化
;
考虑生物整治

、

生态恢复等途径
,

结合国情提出生态调控对策
,

直接

服务于国家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
。

综合研究中所涉及的
“

生态风险评价
” ,

现 为引人关注的前沿领域
。

2 化学生态学 ( C h e m i c a 一e e o 一o g y ) [ ,」

生物体均使用化学信号或所谓
“

化学语言 ( C he m i c a l l a n g u a g e s )
”

传递信息
。

化学生态学

作为一门特殊的多学科研究领域
,

主要研究控制着生物的种间及种群 内部的相互作用
,

但又

往往是暗伏的一种化学机制
。

研究工作主要涉及
:

鉴定和合成这些载带着信息的化学物质
;

阐明信息的受体和能识别并传递这些化学信息物质 (S en
l ioc he m i o al s ) 的传导作用系统

;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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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对生物的进化
、

行为及生态的影响和意义
。

研究内容有
:

( l )与植物有关的化学生态学研究

探索天然植物群落演替规律及其内在原因
,

以及为了发展农林生产
,

需探索农林生态系

统中植物
、

植物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
,

主要从植物根系分泌物
、

次生代谢产物及植株凋落物

或秸杆的降解物着眼
,

研究这些物质的释放
、

在环境中的散布
、

转导
、

对接受者的生物效应

及 其生态学意义
。

( 2 ) 与动物有关的化学生态学研究

主要研究动物的行 为与天然化学物质的关系
,

包括对野生动物
、

饲养动物
、

鼠类
、

昆虫

等的研究
。

由于昆虫在数量上占有极大优势
,

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

昆虫行为及其信息

素的研究是该领域主要研究内容
。

( 3) 涉及动物和植物之间关系的化学生态学研究

食草动物和植物的关系
,

昆虫和植物的关系
,

土壤线虫与植物根系分泌物的关系等
.

都

是研究的主要内容
。

另外
,

由于昆虫形体小
、

生活史短
、

活动能力和适应性强
、

机能分化突出
,

科学家往往借助于昆虫和植物间相互的适应和发展
,

探讨有关协同进化的奥秘
。

( 4) 水生生物领域 内的研究

由于水生生态系统的独特性
,

这个领域的化学生态学研究值得单独提出
。

研究表明
,

珊

瑚
、

海绵这些不可移动的生物体得以在复杂的体系中生存
,

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化学物质

作为防御武器
。

现在 已从鱼类
、

海洋无脊椎动物以及藻类中发现了毒素
、

信息素或化感物质

有些化学物质已显示了惊人的生理活性
,

预示着在医药和农化上利用的前景
。

建议

( 1) 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国家巫需解决的问题
。

针对农业生态建设中的有关问

题
,

如生态农业体系的建立
,

农业病虫害控制体系
,

农 田生态系统中作物与杂草
、

作物 与微生

物
、

作物与作物秸杆的相互作用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有关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

( 2 ) 开展污染生态或受损生态恢复的途径及机理研究
,

为建立 良好的生态系统提供依据
。

( 3) 与物种多样性保护相适应的机理性研究
。

为保护珍稀物种
,

而研究动物的行为与信

息素的关系
,

研究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
,

研究珍稀物种与其它物种的共存条件和制约因素
,

研究环境中的化学因子对物种的影响等
。

3 海洋污染 〔3 〕

地球上有 90 %生物生长在海洋中
,

海洋生物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蛋白源
,

而且还是

宝贵的药材源
,

保护海洋环境海洋生态系统 已是当务之急
。

应加强污染物类别
、

来源监测
、

识

别及控制
。

海洋污染物首先是石油类 (油泄
、

油溢事故 )
,

而沿海地区工业和生活的分散污染

源的长期排污对海岸破坏也很严重
。

以 1 98 8 年为例
,

沿海 n 省市排放废水总量 1 67 亿吨
,

排

放物总量约 70 一 80 亿吨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海洋
。

此外
,

空气中的污染物大部分进入大海
.

加

重了海湾 /河 口开放城市沿岸水域的污染
。

还应着重研究化学污染物与赤潮
、

鱼虾暴病等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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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物多样性和化学污染

污染物的生物积 累 (生物富集 )对生物的威胁
。

5重要生态技术
、

生态工程及理论

走持续发展的道路已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

在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诸多问题 中
,

从

生态学研究的角度来看
,

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能是当前国家最急需
、

最应重

视的问题
。

化学家和生态学家相结合进行研究
,

有可能在其中的若干方面取得新的认识和重

要的进展
。

从化学的角度
,

对生态现象和生态过程中的化学物质的存在状态
、

变化情况及其生物
、

生

态学意义进行研究
,

可以对宏观生态现象
、

过程及机理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

还可将化

学和生态学知识融汇贯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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