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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推进了我国现代生物分类学

研究的快速进步

—
以海洋虾类分类学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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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 世纪初期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
、

中央研

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等诸多研究机构的建立
,

现代

生物分类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在中华人 民

共和国成立后得到了全面快速的发展
。

但与陆地生

物分类学研究相 比
,

我国海 洋生物分类学研究起步

晚
,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才开始有了系统的调查

和研究
,

基础薄弱
、

人力和资金 的投人相对于广阔的

管辖海域更是显得不足
,

致使我国大部分海洋生物

类群的分类学研究长期处在较低水平
,

研究区域也

主要集中在潮 间带
、

潮下带和近海
,

限制了对深海
、

远海
、

远洋生物区系深人系统的调查研究
。

改革开放以来
,

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迅

速加强
,

极大地提高了我 国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和

国际地位
,

研究成果也有力地促进 了国民经济的迅

速发展
。

但是
,

作为主要 的生物学基础分支的分类

学却由于
“

过于
”
基础 而很难获得 国家

“
9 73

”

计划
、

,’8 6 3
”

计划等的资助
;很难像生物工程

、

环保
、

生态学

等分支学科那样比较容易地获得地方
、

企业资助 (即

横向项 目资助 )
。

因此
,

除了如中国科学院等对生物

分类学研究有少量
、

不定期资金投人外
,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便成为我国生物分类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来

源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摸清我 国生物物种基础数

据
,

提高我国生物分类学研究水平
,

稳定我国生物分

类学研究队伍
、

留住关键分类学人才方面确实起到了

关键的作用
。

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 目
“
三

志的编研
”
(中国动物志

、

中国植物志和中国抱子植物

志 )硕果累累
,

至今已 出版 1 00 余卷
。

同时
,

由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高起点
,

也使获得资助的分类学

工作者迅速提高研究水平
,

获得丰硕研究成果
。

我国甲壳动物十足 目虾类除种类较少的对虾科

有深人的分类学研究报道外
,

世界已知 17 总科 38 科

3 7 7 属约 3 0 0 0 种的真虾下 目 ( C a r id e a )在 2 0 世 纪 90

年代之前我国却只有陆生的匙指虾科种类有较为系

统的研究
、

河 口 和部分海域的长臂虾亚科种类有报

道
,

而广大管辖海域的真虾类却没有系统的分类学
、

区系和动物地理学研究
,

这不仅影响了我国海洋虾类

种类
、

资源
、

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利用
,

而且影响了世界

特别是印度
一
西太平洋海域虾类的种类

、

分布
、

起源
、

扩散
、

区系和动物地理学特点等一系列研究的系统性

和全面性
,

也影响了我国海洋生态系生态学特点和生

物多样性研究的准确性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持

续资助下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

我国海洋真虾类

的研究得以系统开展
,

并迅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1 9 9 5 年以来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事海洋

虾类分类学研究的课题组已获得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有关虾类分类学和动物地理学的 3 项 面上项 目和

两卷中国动物志编研项目资助
。

在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下
,

不但基本完成了我国海域隐虾亚科 (真虾类

中属最多的亚科 )
、

长额虾总科 (大陆架边缘海 至深

海主要的虾类类群 )等大的虾类类群的种类和动物

地理学特点报道
,

开展了我国海域褐虾总科 ( 主要的

海洋底栖虾类 ) 的分类和动物地理学研究
,

而且与国

际同行合作
,

开展 了印度
一
太平洋海域长臂虾总科

、

长额虾总科
、

褐虾总科等大的真虾类群的合作研究
。

通过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作者发 表专著 2 部
、

论 文

(含接受 ) 30 篇
,

其中 S C I 和 SCI
一

E 期刊论文 14 篇
,

本文于 2 0 0 9 年 2 月 1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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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取得上述成果
,

使课题负责人在国际虾类研

究中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

与国际同行建立 了密

切的联系
,

从而多次受同行邀请赴法国
、

日本
、

澳大

利亚
、

美国
、

新加坡等国家访问和合作研究
,

在 国际

合作中查对研究了采于世界各大海 区特别是印度
-

西太平洋海域的大量虾类标本
,

更清楚地 了解了世

界虾类的分布和动物地理学特点和我国海域虾类区

系在世界虾类区系中的地位
。

这为今后更加深入地

研究我国海洋虾类甚至整个甲壳动物亚 门的种类
、

分布和动物地理学特点奠定了坚实基础
。

分类学虽是一门古老的学科
,

但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 目在新分类单元 的发现
、

新 系统发育关

系的重建
、

分子系统学等新理论新方法 的提出和应

用
、

新的动物地理学特点的提出
、

新分类系统的建立

诸方面产出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也带动和促

进了生物工程
、

遗传育种
、

水产养殖
、

生态学
、

生物多

样性保护
、

外来种研究
、

生物资源调查等生物学其他

分支学科的发展
。

现代生物分类学从 18 世纪林奈 发表 《 自然系

统 》 ( S ys et m a
N at ur ae )并提出双 名法命名系统开

始
,

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

是现代生物学所有其

他分支学科的基础
,

在现代 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中

拥有极为重要 的地位
。

目前我国的海洋生物分类学研究力量还十分薄

弱
,

前景不容乐观
。

21 世纪海洋资源的开发是我国的

战略发展方向
,

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应用和生物环境

的保护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视
,

海洋

生态学也已成为
“

十一五
”

海洋科学研究的重点发展

领域 lj[
,

而这均需要海洋生物分类学的支撑
。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对海洋生物分类学的支持尤显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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