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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行为生态学和保护生态学的发展机遇

王祖望 蒋志刚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北京 1 0 0 0 8 0)

「摘要 ] 行为生态学
、

保护 生物学 以及当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
,

给生态学带来 了
一

系列发展机

遇
。

机遇之
一 :

自然保护是当代的重要科学命题
,

是世界潮流
。

中国的行为生态学和保 护生态学

刚 刚起步
,

迫切需要发展结合中国国情的保护 生态学工作
。

机遇之 二
:

野生动物保护
,

特别是野

俘动物迁地保护需要行为生 态学的理论指导
。

机遇之
万

三
:

地理信息系统 ( G I )S
,

全球定位系统

i(( P S ) 和遥感 ( R )S 技术的出现为研究野生动物对全球变化的宏观行为响应提供了条件
。

机遇之

四
:

分子牛物学技术为行为生态学研究标识个体
,

鉴别亲缘关系提供了新手段
。

在行为生态学和

保护生物学研究领域
,

我们的研究 已经落后了近 10 年
。

抓住时机
,

发展我国的行为生态学和保护
,

1 物学 是 项紧迫任务
。

在我们制定
“

九五
”

计划和 21 世纪的科技发展蓝 图时
,

必须将这两个边

缘学科的发展纳 入规划
。

[关键词」 行为生态学
,

保护 生物学
,

地理信息系统
,

全球定位系统和遥感
,

自然保护
,

野生动

物
,

聚 合酶链反应

科
一

学发展史中
,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往往成为新学科诞生的契机
,

也给老学科带来发展

要遇
。

最近 10 年来
,

动物行为学研究与生态学研究相互渗透
,

产生了行为生态学
。

行 为生态

学是研究野生动物如何以行为来适应生态环境
,

在进化过程中如何使 自身的进化适合度最大
。

另一方面
,

为了保护 自然
,

一门横断学科— 保护生物学应运而生
。

保护生物学是研究生物

及其生存环境保护的学科
,

保护生态学是保护生物学的组成部分
。

行为生态学
、

保护生物学

以及 当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生态学带来了一系列发展机遇
。

机遇之一
:

自然保护是当代的重要科学命题
,

是世界潮流
。

中国的行为生态学和保护生

态学刚刚起步
,

鱼需发展结合中国国情的保护生态学工作
。

我国的国情是
:

保护生物学研究起步较晚
,

研究力量薄弱
; 人口饱和

,

经济发展不平衡
,

国民教育程度偏低
,

环境保护意识欠缺
,

传统 医学依赖于动
、

植物等特点
,

决定了中国保护

生物学的特点
; 对重点保护动物缺乏长期的

、

系统的有效监测
;
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技术手

段还没有应用于我们的野外和实验室工作
; 许多 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建立

,

但其管理水平有

待提高
。

!月前
,

为保护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
,

迫切需要探讨如下问题
:

在中国
,

多大面积的

自然环境应 该受到保护 ? 自然环境应该保护到何等程度 ? 怎样重建野生动物的栖息生境 ?

“

八五
”

期间
,

我国的保护生物学研究虽取得了较大进展
,

但不足之处是对一些基础性工

作重视不够
,

措施也不得力
。

为此
,

对今后发展提 出如 下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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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要重视 《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 户
`」第 7条

“

查明与监测
”

的落实
。

做好这项工作
,

查

明我 国的生物多样性现状
,

有助于我国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

也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公

约其他条款的履行
。

( 2) 我国生物资源十分丰富
,

如同时全面开展研究需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
,

建议先着手研

究我国特有的受威胁物种
,

特别是具有 医药
、

农业或其它经济价值的物种
,

或具有社会
、

科

学和文化重要性的物种
。

然后
,

按照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 (I u c N ) 物种生存委员会 ( s s c ) 最

近制定的 《世界物种红色名录 ))[
`〕
有关规定

,

查 明物种受威胁现状并划分濒危等级
。

( 3) 在查明生物资源的基础上修改 《中国植物红皮书 》
,

并加速出版 《中国动物红皮书 》
,

以指导我国的濒危物种保护工作
。

( 4) 组织有关专家针对濒危物种的濒危等级和物种的重要性
,

确定物种的保护优先序
,

制

定切实可行的长期监测方案
。

机遇之二
:

野生动物保护
,

特别是野生动物迁地保护需要行为生态学的理论指导

野生动物迁地种群生活在封闭且面积较小的人造环境中
,

通常缺乏给个体提供隐蔽条件

的植被和地形
,

野生动物被囚禁在铁丝 围栏甚至铁丝笼中
,

并不时有饲养管理人员打扰其正

常活动
。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动物
,

一般会产生行为障碍
:

个体不能正常繁殖
;
迁地环境中

长大的个体形成了不正常的印痕
;
由于缺乏亲代哺育和群体交流环境

,

发育了不正常行为
;
缺

乏野外生存所必需的觅食
、

逃避天敌的行为技巧等
。

这一系列行为学问题关系迁地保护的成

败
。

然而
,

在迁地保护的初期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个问题
,

直到开始将人工繁育个体放归 自然

时
,

才发现其行为方面的障碍
。

迁地保护濒危物种
,

特别是灵长类动物时
,

不仅要为动物提供充足的
,

营养全面的 日粮
,

而且要为迁地保护动物提供母仔正常接触和 自然哺乳的环境
,

保证它们的社会交往空间
、

行

为正常发育的条件
。

否则
,

迁地保护种群可能由于行为障碍而不能繁殖
;
或者 由于缺乏行为

模板则不能适应野放环境
;
或者 由于繁殖行为和社会行为障碍而不能与野生同种个体交流基

因 ; 甚至不能在野外生境 中与同类人工繁育个体交流基因
,

从而导致迁地保护的失败
。

因此
,

野生动物迁地保护需要行为生态学的理论指导
。

机遇之三
:

地理信息系统 ( G I )S
,

全球定位系统 ( G P )S 和遥感 ( R )S 技术的出现
,

为

研究野生动物对全球变化的宏观行为响应提供了条件

当前全球变化的含义已经从狭 义的全球气候变化
,

如全球气候变暖
、

温室效应等
,

转化

为包含 ( 1 ) 全球人口增长
,

( 2 ) 土地覆盖 ( l a n d C o v e r ) 变化
,

( 3 ) 生物多样性变化
,

( 4 ) 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变化和 ( 5) 全球气候变化等五大方面的广义定义
仁9 〕

。

全球变化对物种进化
、

迁

移和灭绝的作用是一热门课题
〔 5

,
6口

。

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全球变化
,

已经成为物种进化历程 中

的一个瓶颈
。

动物行为作为适应生态环境变化的第一层次
,

对全球变化的不同行为反应必将

对物种的生存和演化产生深刻影响
,

将动物行 为策略的研究放在全球变化的研究框架内进行
,

将使我们重新认识动物行为策略的本质
。

在保护生物学研究中
,

有关人类活动对动物行为的影响 已有许多报道
〔 7

· ” ,
’ 。〕

。

人类 已经成

为生物进化的主导因素
,

研究野生动物对人 口增长
、

人类活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行为响应
,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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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护生物学和行为生态学的新方向
。

G IS
,

G P S 和 R S 技术的出现
,

为研究野生动物对全球

变化的宏观行为响应提供了条件
。

应探讨动物对全球变化的宏观行为适应研究
,

利用卫星定

位跟踪濒危动物的活动
,

利用卫星图片和航空照片解释现代图形处理技术贮存分析濒危动物

的宏观行为模式
`2 }。

机遇之四
:

分子生物学技术为行为生态学研究标识个体
,

鉴别亲缘关系提供了新手段

几年前
,

使用蛋白质电泳和 D N A 限制性内切酶技术检测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时
,

仍需要新

鲜或冰冻的血样或组织样品
,

取样时常常会伤害动物
,

在野生动物研究中应用较困难
。

从 90

年代以来
,

尽管人们提出了许多鉴别野生动物亲缘关系和谱系的方法
,

但这些方法在野外常

常是不实用的
。

近两年
,

由于聚合酶链反应 ( p o l y m
e r a s e e h a i n r e a e t i o n ,

P C R ) 技术的发明和

迅速发展
,

人们已经能够应用 PC R 技术从动物的组织
、

毛发
、

甚至是部分腐坏的组织中扩增

出足够量的 D N A 进行各种分析
。

现在已经可能检测许多细胞核 D N A 和线粒体 D N A 的基因位点序列
。

检测相对保守线粒

体 D N A 序列
,

如细胞色素 B
,

可以鉴别种和亚种关系
,

而相对变化较大序列
,

如 D
一

环
,

可以

用来检测种群和居群间的遗传变异
。

确定微卫星 D N A 位点序列
,

则可能鉴别亲子关系和谱

系
。

最近
,

(为 sn t a
bl e
等人

汇̀」在 《 N a t u r e 》 上报道
,

已经从野生动物粪便中检测到 D N A 片断
;

圣地亚哥动物园 D r
.

R y de r
建议

,

从大熊猫标志领域时在树干上蹭擦过的痕迹上提取 D N A
,

以鉴别大熊猫个体
; B o w e n 仁3 〕

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解开了大海龟跨洋繁殖地点这一长期悬而

未决的谜
。

P C R 技术 已经对野生动物行为生态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

中国经济正 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

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使命是在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

物资源的同时
,

保存功能健全的生态环境
。

抓住时机
,

发展我国的行为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

是一项紧迫任务
。

在行 为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领域
,

我们的研究已经落后了近 10 年
,

在

我们制定
“

九五
”

计划和 21 世纪的科技发展蓝图时
,

必须将这两个边缘学科的发展纳入规划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我们把握住生态发展的新机遇
,

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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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i e n e e b r a n e h e s i n t h e N i n t h F i v e 一 Y e a r P l a n a n d t h e b l u e p r i n t o f s e i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 o g y f o r

t h e 2 1 e e n t u r y
.

K e y w o r d s b e h a v i o r a l e e o l o g y
, e o n s e r v a t io n b i o l o g y

,

g e o g r a p成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g l o b e p o s it i o n s y s t e m ( G P S ) a n d r e m o t e s e n s i n g ( R S )
, n a t u r e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

m e r a s e e h a i n r e a e t i o n ( P C R )

s y s t e m (G I S )
,

w i ld l i f e ,
p o l v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