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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护生物学是研究如何保护生物物种及其生存环境，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科学。
保护生物学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为应对生物多样性锐减这一全球性问题而创立的一门“危机学
科”。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保护生物学已经成长为一门影响深远、提供生物多样性保护原理和工具的综合性
学科。
其目的是解决由人类干扰或其他因素引起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是人类和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但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致使许多有重要科学价值或经济价值的植物遭到严重的破坏，
数量急剧减少，许多植物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甚至已经灭绝。
因此，加强对植物的保护，维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植物的多样性，改良和提高
农作物及其他经济植物的质量和产量，保护植物种质资源，特别是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已成为当务之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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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保护生物学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来对珍稀濒危植物夏蜡梅(Sinocalycanthu5 fhinensis)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主要成
果总结。
全书共分10章，从保护生物学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夏蜡梅的生物学特性、群落特征、次生代谢产物、生
理生态、繁殖生态、种子的生理特性、遗传多样性、空间遗传结构与分子系统地理学、逆境生理生态
等，阐述了导致夏蜡梅濒危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因素，提出了相应的解危措施和保护对策，为科学、有
效地保护夏蜡梅野生资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本书可供生物学、生态学、林学、农学等学科专业的师生和科研工作者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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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人口的不断膨胀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日益加剧，加上环境的迅速变化，现今生物
多样性的消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得多，许多生物已经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
据估计，我国有15％～20％的高等植物已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陈灵芝，1993）。
夏蜡梅为第三纪孑遗物种，目前仅有少数种群分布在小部分地区，是极度濒危的种群（周世良和叶文
国，2002），已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国家环境保护局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987）。
探讨夏蜡梅的濒危机制对夏蜡梅保护对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植物长期的进化过程中，海平面上升、地质作用、天体碰撞等历史事件及火山爆发、冰期、暴
风雪等自然灾害均是可导致物种濒危与灭绝的重要因素。
一般认为夏蜡梅在中生代北极第三纪森林中广泛分布（张若蕙和沈湘林，1999），至今至少有几百万
年的历史。
在第四纪冰川时期，由于气候变迁造成夏蜡梅种群的大幅度缩减。
但是，亚洲第四纪主要受西伯利亚大陆冰川的影响，不如欧洲和美洲的大陆冰川发达。
尤其是中国由于喜马拉雅山区青藏高原的抬升，以及山脉多为东西走向，使得中国没有直接受第四纪
大陆冰川的袭击。
中国主要是山地冰川，其规模比大陆冰川小得多，因此在许多地方形成了第三纪植物的“避难所”，
使夏蜡梅在中国被保存下来。
以后的气候波动使已经片断化的夏蜡梅种群数量进一步下降，分布范围极度缩小，形成了目前仅间断
分布于浙江临安、天台和安徽绩溪等极狭小范围内的格局。
因此，可以认为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是造成夏蜡梅种群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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