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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竟有万人参加一次斗蟋大赛
。

我国天津
、

上海等地成立了斗蟋俱乐部等组织
,

是一项文娱活

动
。

昆虫作为人类食品己有悠久历史
, 1 9 8 9年美国D e Fol ia r t统计可食昆虫达 5 00 种

,

仅 墨

西哥就食用 2 0 0种昆虫
。

1 97 5年国际红十字会调查
,

数百万非洲人靠昆虫及树很为食
。

美
、

日
、

德
、

法和墨西哥等国均有从事昆虫食品加工的企业
。

我国三千年前将蚁子酱列为御膳食

品
。

蚂蛇
、

龙虱
、

蚕蛹
、

虫单
、

竹象
、

胡蜂
、

蜜蜂及天蛾幼虫等在不同地 区均视为佳品
。

柞蚕

蛹及稻蝗已 向国外出口
。

昆虫多样性研究及保护中的问题

(一)家底不清
、

数量不明 我国昆虫约15 万种
,

但 已定名的尚不到 4 万种
,

即还约有

7 0 %未被认识
。

1 9 8 。一 19 8 6年平均每年新记述沼 7种
,

按此速度尚需2 00 多年才能搞清
。

(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由于我们 对资源昆虫生态环境研究很少
,

虽从理论上认为生

态环境的破坏是某些物种濒危的原因
,

但科学记载极少
。

仅有的记载是郭沫若同志游览蝴蝶

泉时所赋的诗
“

蝴蝶泉头蝴蝶树
,

蝴蝶飞来千万数
,

首尾相接数公尺
,

自树下垂疑花序
” ,

但

如今 由于树木被砍及环境污染
,

此景早已不复存在
。

(三 )资源盲 目外流 随着国际蝶类贸易的兴起
,

不法商人及一些收藏家指定某些珍稀

物品分布区非法廉价收购
; 或借旅游之名非法猎取

,

利用伪装手法偷运出境
,

据 1 9 8 8年人民

日报报道
,

近几年我公安机关已查获 13 起
,

涉及外国 6 4人次
,

缴获 昆虫与植物标本达 22
,

3 00

号
。

此外
,

国内某些个人或公司为捞取外汇
,

配合外商
,

干了很多破坏资源的蠢事
。

(四 )重视不够
,

保护不力 我国对昆虫资源的保护重视不够
,

过去有些科学家曾提出

建立中蜂保护区
,

在新疆建立黑蜂保护区
,

对冬虫夏草原产地应加强保护及管理等建议
,

均

未引起有关部门注意
。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曾先后组织了不少大型的昆虫调查
,

全国范围积累的标本约达 9 00 万

号
,

昆虫分类工作者道00 余人
,

出版了《中国动物志
》〔昆虫卷 )两册

、 《中国经济昆虫志
》38 册

、

图谱及地方志等67 册
。

但任务尚很艰 巨
,

与一些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

昆虫家底不清
,

对濒危

种类及其数贫更不清楚
,

很难提出我国昆虫濒危
、

珍稀物种名单
。

因此
,

今后在继续摸清昆

虫种类的同时
,

尚需对珍稀及濒危物种的分布
、

生境
、

数量
、

濒危原因和变动趋势进行深入

地调查研究
,

为建立 自然保护区提供科学依据
; 此外仍需加强对主要资源昆虫的人工繁育和

开发利用 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

因为只有人工大量繁育
,

资源的开发才有后劲
,

只利用资源将

导致资源的枯竭或物种的灭绝
。

昆虫资源保护法规的研究与建立也是当前迫切的间题之一
,

必须做到有法可依
,

有章可循
,

才能真正保护资源
。

我国植物园与野生植物多样性保护及研究

许再富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6 6 6 3 0 3)

在近代
,

人口迅速增长
、

人类对 自然资源滥用和环境变化已使生物绝灭迅速比历史上 自

然绝灭率高一千倍
,

而一种植物的绝灭常
一

导致另外 10 一3 0种生物的生存危机
。

据世界 自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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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IU C N )估计
,

世界 L已知的约25 万种高等植物中已有 2
.

0一2
.

5 万种
,

即

占区系成分的 1 / 10 处在受严重的威胁状态
,

按此趋势发展
,

至公元 2 0 5 0年
,

受威胁的植物将

达六万种
,

即占区系成 分的 1 / 5 一 1 / 4
。

所以 IU C N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W W F) 在80

年代初期制订了
“

世界植物保护计划
” ,

并提出了
“

抢救植物就是拯救人类
”

的行动纲领
。

世界

上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从70 年代所侧重的动物
,

到 8 0年代便逐步转到植物方面
。

植物园 (树木园一下 1司)在植物多样性保护所起的重要作用已由它们的历史实践所证明
。

1 97 5和 1 97 8年在英国K e w植物园召开了两次
“

植物园与受威胁植物保护
”

的国际会议 ; 1 9 8 5和

1 9 8 9年又在西班牙的卡那利亚和法国的留尼汪召开了两次
“

植物园与世界 自然保护战略
”

的国

际会议
,

并由W W F和 IU C N 的 B G C S (植物园保护秘书处)出版了
《
植物园保护战略

》一书
,

以

指导植物园对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
。

我国已建立的植物 园超过 了1 00 个
。

虽然它们以前均以植物引种驯化和经济植物的 栽 培

为主要任务
,

但都以多样性的植物为其特色
,

并在其保护与研究 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我国植物园与野生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实践

我国植物园的最早雏型是传说中建于公元前 2 8 0 0年前后的神农药用植物园
,

它被认为是

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园
。

然而
,

以现代植物学的原理和方法指导下的植物园建立最早是本世纪

二
、

三十年代的熊岳树木园
、

南京植物园和庐山植物园等少数几个
。

50 年代以来
,

随着国民经济建设和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
,

我国植物园也获得迅速发展
,

共约25 个
。

其中中国科学院的植物园有 10 个
,

成了我国植物园的骨干
,

至 60 年代中期
,

共引

种栽培的植物已达 5 0 0 0种
,

其中属于我国区系成分约 3 0 0 0种
,

占全国成分的巧 %
。

70 年代后期
,

我国植物园发展迅速
,

包括港
、

台地区已有 10 5个
。

它们从80 年代以 来 又

根据国际发展的动态
,

都加强了我国野生植物的收集与栽培
,

尤其是在1 9 8 9年
,

中国科学院

召开了第三次植物园工作会 议
,

确定 了植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研究将为所属植物园的重要任务

之一
,

以形成新的特色
。

而我国的多数植物园也正朝这方面努力
。

以中国科学院植物园为例
,

已引种栽培的植物已达 2 3 0 0 0种 (次)
,

属于我国区系成分的约 1 3 0 0 0种
,

占全国的45 一50 % 多

其中属于我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植物有 2 00 多种
,

占了全国种类的55 一 60 %
。

此外
,

很多植物园

都建立了一些特殊分类群的专类园如竹子
、

松柏类
、

蔷薇科
、

棕搁科
、

木兰科
、

山茶科
、

肉

豆范科和龙脑香科等
。

这些都为我国野生植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我国植物园与野生植物多样性的保护研究

植物多样性保护及研究包括了物种
、

遗传和生态系统三个层次
。

一般来说
,

植物园主要

在物种和遗传多样性的保护起作用
。

然而
,

我国有的植物园在园中保护了一定面积的自然植

被
,

而
.

且对植物多样性的有效迁地保护也需要对它们的自然状况有充分的了解
,

所以
,

我国

植物园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都已在上述的三个层次上开展了研究
。

虽然在80 年代以前
,

我国植物园还没有开展植物多样性的保护研究
,

但所开展的野生植

物资源的调查
、

引种
、

繁殖
、

栽培
、

种子贮藏和生理
、

组织培养和它们的生物一生态学特性

等的研究恰好是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重要内容
,

也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必要的

基础
。

80 年代以来
,

我国的植物园先后对野生植物多样性保护开展了较多的研究
。

如 参 加 了

《
中国植物红皮书

》
的编写

,

对地方的稀有
、

濒危植物进行调查
、

编目
、

评价和一些种类濒危

原因的探讨
,

对稀有
、

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包括活植物
、

种子和组培的保存技术研究
,

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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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了自然保护口
,

!
J

梢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研究等
。

值得提出的是南京植物园和北京植物园在

濒危植物迁地保护故据库的建立研究
_

!几已取得 了较大的进展 , 杭州植物园在浙江稀有
、

濒危

植物迁地保护的研究土已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
华南植物园在中国木兰科植物的保护上取得了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昆明植物园

、

北京植物园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已从细胞和生物化学

水平上对一些稀有
、

濒危植物遗传类型的鉴别和保护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

西双版纳热带

植物园还发展
一

r 一种地 !砂比植物受 )翻协及其优先保护的综合评价定量方法
,

这被W W F 的专

家认为是一种新方法
; 这个植物园还把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

这 被IU C N

评价为
:

解决了世界 自然保护的核心问题
,

是其他植物园必须仿效的
。

也就是说
,

我国植物

园对植物多样性保护所开展的研究
,

一方而 已为我国野生植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
,

一方面 已能在国际此一领域的前沿开展一些工作
。

我国植物园对野生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研究的若干考虑

我国植物园虽然在野
z }井直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研究有了一定 的基础

,

但由干起步晚
,

而且

该领域涉及而广
,

需要多学科的合作
一

与渗透
。

所 以在研究 仁要抓住本领域各方面 的 协 调 发

展
,

在学科积累 L要形成我国的特色
,

而在某些条件较好的某础研究则要能在国际前沿开展

高水平的工作
。

(一 )重点对象 对我国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及研究不可能也不必要包括所有的2
.

7一 3
.

0

万种己知的植物
,

应该抓住若
二

「重点
。

¹ 中国特有成分
:
这包括特有 的科

、

属种
,

它们是我

国的特殊资源
,

既具有我困的强烈特 色
,

又可避免与其他国家 的重复
; º 单 (寡 )型分类群

:

单 (寡)型的科属在进化系统中是脆弱的环节
,

也是生态 上的脆弱种
。

它们的流失在遗传多样

性上的损失是较大的
,

也使进化系统出现新的空白
; » 具有重要经济潜力的种类

:

这包括重

要的野生经济植物和栽培植物的野生类型
、

近缘种
,

它们很容易由于人们的采挖而变为濒危

或绝灭
; ¼受威胁的种类

:
这包括稀有

、

渐危
、

濒危和行将绝灭的种类
。

如果不采取措施
,

对它们实行有效的保护
,

它们便会从我国流失
。

(二 )重点地区 由于植物的分布具有地带性
,

其生态适应性是有限的
,

因而植物园对植

物多样性的保护
,

尤其活植物的迁地保护
,

它们应来自气候区内或气候相似的地 区
。

而在保

护研究 上则要抓住若飞
:
关键地区

。

¹ 植物多样性最集中地区
:
我国植物多样性在三个层次上

最集中的地区是
:
中国古热带植物区尤其是滇南热带雨林区

,

中国一喜马拉雅森林植物区尤

其是横断 山脉区和中国一 日本森林 区尤其是亚热带森林分布的山区
; º 具有独特的

、

多样性

生态系统的地 区
:
这主要是我国的热带雨林区

、

横断山脉及其河谷
、

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区

中的
‘

一些山地森林植被和一些极其丰富的岛屿系统 ; » 植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地 区
:
这

主要是一些生态脆弱带 ( e c ot o ne )
,

如热带
、

亚热带的海岛
,

热带雨林(尤其是群落交错区 ) ,

干旱
、

半干早地区
,

高原封闭式的湖泊
,

淡水湿地和海岸生态系统等
。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 正如上述
,

植物园的主要作用是对植物多样性实行迁地保护及

研究
。

但对其研究来说没有什么限制
,

而是应根据各园的基础和实际情况而定
。

¹ 人类活动

和环境变化的影响
:
这包括受威胁植物的调查

、

鉴定
、

编 目和它们的等级系统
、

重点保护序

列的综合评价
,

重点
、

典型地区 (生态系统 )的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

国

家和地区不同水平植物多样性受威胁的评估方法
,

植物的不同繁殖生物学特性 (繁殖传播方

式
、

授粉机制 )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

以及濒危植物生物学
、

生理一生态学特性等
; º 植 物 多

样性的有效就地保护
:
这包括 自然保护区中重要 (典型 )生态系统的监测技术

,

自然保护区的



第 2 卷第 4 期 生物科学信息

“

绿岛效应
”

与区系成分平衡
、

分类单位循环规律
, “

绿岛
”

的华因流动 (: e n e fl o w ) 受阻与

不同类型植物遗传多样性变化规律
,

以及濒危植物人工繁殖体 向其 自然生态系统 的 再 引 种

(r “ int r o d u o t io n) 的 方法等
; » 植物多样性的有效迁地保护

:
这包括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保护

的最小种群的数学模式及多基因 库 采集法 ( m u lt i p le : e n o l〕。01 sa m p h n g )
。

活植物迁地

保护的小生境选择
、

补救和避免驯化的措施
,

濒危植物的种子生理和贮存技术
,

具非正常种

子 ( r Cc a lc i tr a n t : e 。d )的植物的实验室种质保 存技术 ( i n v i t r o e u lt u r e ) ,

濒危植物和重要

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的遗传多样性鉴别技术及它们的有效迁地保护
,

以及科学记录系统及数据

库的建立
,

全国植物园迁地保护监测系统的建立等
。

中缅树嗣脑结构特征

杨文光 罗裕群 张唯嘉 (广西医学院灵长类学研究室 南宁 邪。0 27)

树她脑的比较解AlJ 学资料 尚缺
,

它对树咖的分类地位及其在神经科学研究 上的应用都很

有意义
。

本文对六例成年中缅树 前
,

经 10 %福尔马林溶液灌流固定冰冻连续额状 与 矢 状 切

片
,

改 良美兰染 色法制片
,

光镜观察
,

神经细胞构筑学分析并与猴相应脑结构进行对照
。

部

分丘脑核团作了显微测最
,

用 3 / 4 o R “

公式计算了它们与丘脑的体积
; 用二 a U公式计算了大

脑与前额区型皮质的面积
。

发现下列特征
:

¹ 大脑皮质属新皮质者占59 %
。

可分为前额 区型

皮质
; 中央额区型皮质

; 顶区型皮质 ; 颜区型皮质
;
枕区型皮质

。

额区型皮质 占大脑皮质的

前半部
,

其中以前额 区型皮质 占优势
,

约占大脑皮质15 % ,

比黑猩猩略低 ( 16 % ) ; º 基底神

经节的苍 自球由内
、

外两部组成
; » 丘脑下部结节核由中等大小神经细胞构成数个小丛位于

漏斗周围 , ¼外侧膝状体由六层 细胞构成 ; ½ 丘脑外侧后核
,

腹后外侧核与内侧背核的形态

结构与分布位置与矫猴者相似
,

其体积与丘脑体积比和称猴者接近
,

分别 为 4 % , 21 % ,

8 %
。

以上资料说明
,

中缅树的脑结构分化程度较高
,

与灵长 目一致
。

其分类地位应划入灵长

目范围
。

从其种系发生较晚的前额区型皮质所占比例
,

是脑高级功能研究的理想对像
。

树敝体型小 ( 12 0克一18 0克之间 )
,

属非濒危动物
,

我国云南
、

广西资源十分丰富
,

价格

比猴低 100 倍
,

易于取得并为广大神经科学研究室接受
,

值得进一步开发成为实验动物
。

迅速崛起的无机生物化学

区耀华 (清华大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10 0 0 84)

无机生物化学是介于生物化学与无机化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

它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