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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与生物多样性研究

张亚平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
,

昆明 6 5 0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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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不依国界而分布
,

这一特点决定了

完整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必须通过 国际合作才 能实

现
。

虽然我们国家的生物多样性 资源十分丰富
,

但

是
,

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我国特有的材料
,

势

必影响到科学问题的选择与解决
。

同时
,

由于我们

课题组所研究的是基因组多样性 与进化
,

这是一个

新兴的交叉学科
,

涉及诸多的领域
,

如进化生物学
、

遗传学
、

分子生物学
、

数学
、

计算机等
,

多个实验室的

优势互补能大大 加快研究的步伐
。

因此
,

我们课题

组始终坚持以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的
“

科学 问题为中

心
”

的原则
,

根据研究发展的需要寻找 国际合作伙

伴
,

使我们的工作始终保持在国际水准上
,

也增强了

我们在国际 上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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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肯定
,

我也因此 于 2 0 02 年 获得 一个 由美 国两个 基金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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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
、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

耶鲁大学等 )颁发

的国际大奖
:

第三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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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的体会是
:

1 互利互惠的双赢原则是国际合作能够长

期而成功的基础

在国际合作
,

特别是 多边合作中
,

谁都希望能够

牵头
,

拥有第一作者权
。

但是
,

如果大家都过分强调

第一
,

国际合作是难以进行的
。

我们研 究的 目的是

解决科学问题
,

推动知识的进步
,

谁有好的想法及实

现这个想法的条件
,

谁就适合担任牵头的
。

过去由

于条件和经费等的限制
,

我们牵头的相对就少一些 ;

现在随着情况 的改 善
,

我们牵头 的就相对多一些
。

在长期的合作伙伴中
,

根据不同的课题轮换牵头
,

充

分体现双方的利益
。

例如我们与美国 R y d e r
博士实

验室开展了近 10 年的合作
,

在 斤ie n ce 等国际义 I刊

物发表 了 10 余篇论文
,

双方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大

约各占一半
,

形成 了互相高度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
。

2 围绕学术的发展
,

开展实质性的高水平的

合作

在国际合作中
,

我们坚持将学术的发展放在第

一位
,

而将获取经费放在 比较其次的位置
。

对 于一

些可以获得经费
,

但不是我们研究重点的项 目
,

我们

一般介绍给其他课题组或者放弃
,

以免为了经 费而

分散精力
。

相反
,

对于学术价值高但暂时没有任何

经费的项 目
,

即使 我们 自己筹资也要积极开展
。

在

合作谈判中
,

我们特别重视实质性的研 究
,

例如
,

我

们与 日本科学家在 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下开展的果

蝇进化的合作研究
,

大部分的研究内容是在我们实

验室进行的
,

而且有的是 由 日方科学家来我们实验

室开展近一年的工作 ;但在研究经费上
,

我们并不十

分计较
,

很快推动了合作的发展
,

这项研究工作 目前

取得
一

了可喜的进展
。

3 根据科学问题的需要
,

选择合作伙伴

在人类和动物进化研究中
,

一个重要的环节是

获得系统的实验材料
。

例如
,

我们对人类基因多样

性的研究
,

不仅需要我国不同民族的样品
,

也需要周

边国家
,

如印度等
,

还需要欧洲和非洲的样品
,

通过

与印度和美国科学家的合作
,

我们获得 了系统的人

群样品
,

为深入的研究奠定 了基础
。

在我们对 熊超

科
、

疵猴科等动物类群进行研究时
,

许多关键物种都

分布在国外
,

通过 与圣地亚 哥动物协会 的 R y d e r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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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合作
,

我们获得 了许 多珍贵 的动物 I卜叭 材料
。

为 r 研究古地理和气候的变化以及海平面升降对动

物扩散和基 因流 的影响
,

在国家科学基金基金委员

会国际双边合作计划的支持下
,

我们与 日本科学家

开展了对大陆和 日本岛小型哺乳动物的 系统 比较分

析
,

获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果
。

正是因为有 了国

际合作的保障
,

我们才能够突破国界的局限
,

开展十

分系统性的研究工作
,

大大增强了国际竟争力
。

4 强强联合
,

优势互补
,

长期合作

不同的实验室具有不 同的特长
,

我 们发展的思

路是通过不同实验室的合作
,

实现优化组合
,

优势互

补
。

例如
,

我们实验室在群体遗传实验研究方面有

较好的积累
,

但在数据分析时
,

发现需要发展一些新

的数学模型
,

但这不是我们的强项 ;于是
,

带着问题
,

我们与国际上在群体遗传理论研究上最活跃的实验

室之一
,

uF Y Ll l l元 n
教授的实验室开 展了长期 的合

作
,

发展出一些新的方法
,

既解决了我们研究 中的问

题
,

也推动了群体遗传理论方法的发展
。

有关论文

连续被本领域最好的刊物如 M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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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进化研 究中
,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

掘数据中的信息
,

在数据分析 中
,

我们挑选了发展出

一种新的分析方法 的德 国教授进行合作
,

使我 们能

够采用最有效的新方法进行分析
,

提升了工 作的质

量
。

有关论文发表在 儿
双

.

J
.

工弘阴
.

份
刀 et 等国际著

名刊物
。

5 在国际合作中
,

特别注重长期的合作

由于我们精心挑选
,

比较好地实现了优势互补
,

对双方的的发展都有很好的促进
。

长期的合作是双

方的利益所在
,

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

形成了有效的

结合点
,

充分发挥了各 自的优势
,

使得合作能够保持

在高层次的活跃状态
。

当然
,

我们在国际合作 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和困

难
。

特别是由于经费的限制
,

使得我们在 国际合作

中难以牵头启动一些多边的较大的合作 项目
,

也不

容易使多个国际上的实验室按照我们的思路全力配

合我们的工作
。

建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加大

对重要的实质性的国际合作项 目的投入
,

使我们在

国际合作中能够有效地利用国际上的人力和物力资

源
,

为我所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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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

信息
·

排序

我国科研人员近 10 年来在 S C I 检索系统收录的

自然科学期刊中发表文章情况
(按论文数排序 )

学科领域 发表文章数 排序 学科领域 发表文章数

9

l ( J

50 6 9 3

动4 11 7

22 344

2 1 45 1

1 3 4 30

9 99 2

7 9 16

6 5 76

6 0 (」6

3 4 6 1

药理学和毒物学

环境生态学

多学科领域

空间科学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神经与行为科学

农业科学

微生物学

心理学

免疫学

2 99 8

2 8 72

2 8 3 8

2 4 96

1 71 0

1 70 6

1 09 8

95 8

77 7

54 8

11121314巧1617181920化学

物理学

工程科学

材料科学

临床医学

数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动植物学

地球科学

计算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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