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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植物物种多样性受多种因子的影响。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植物物种

多样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甚至遭到了一定的威胁。与此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快速的发展，城市化

的水平和速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城市化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也逐渐受到专家学者的注意。植物物种

多样性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植物物种多样性遭到破坏，势必将会引发生

态、经济和社会的连锁反应。本文将重点针对气候变化和城市化以及综合因子对植物物种多样性影响的

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及保护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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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the basis of ecosystem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global warming, the diversity of plant species has been affected unprece-
dentedly and even threatened to some extent.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level and speed of urbanization are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xperts and scho-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ije
https://doi.org/10.12677/ije.2021.104072
https://doi.org/10.12677/ije.2021.104072
http://www.hanspub.org


武岳洋，王庆贵 

 

 

DOI: 10.12677/ije.2021.104072 632 世界生态学 
 

lars.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is critical to the function and stability of the entire ecosystem. If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is destroyed, it will inevitably cause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in reac-
tions. This review will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ur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factors on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con-
servation of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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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人类可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环境平衡和生态稳定起着重要作用。生

物多样性关乎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生物学界，对于植物物种多

样性的研究非常热门。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城市化水平和速度不断的提高，抑制了植物的

生长分布以及繁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植物物种多样性，从而对生物物种多样性造成威胁[1]。 
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使生境退化或丧失，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物种分布范围发生变化，适宜生境改

变[2]，生物周期和物种繁殖方式的变化，种群生产力发生短期波动，物种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等[3]。植

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的缓解有非常大的帮助，研究表明，植物多样性越高，因气候变化对生态产生的负

面影响也就越小[4]。 
气候变化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都有所研究，Bello 等[5]指出在不同气候梯度上物种丰

富度、多样性、均匀度和功能多样性指数变化趋势一致。在气候梯度不同的地区，植物物种多样性以及

丰度指数变化是相同的，另外也有其他的结论如 Li 等[6]研究发现，在不改变功能多样性的情况下，长期

施用氮肥导致高山草原植物物种多样性急剧下降。通过气候变化探索物种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之间的功

能关系，为我们理解植物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帮助。王宇坤等[7]发现牧草作为

内蒙古草原的典型种群，其遗传多样性抑制了群落物种的多样性，遗传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存在相互作

用。研究还表明，占主导地位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可以提高群落多样性的水平。徐武美等[8]发现物种多样

性和遗传多样性的变化趋势在纬度梯度上是一致的，具有平行效应，即低纬度地区的物种多样性和遗传

多样性大于高纬度地区。通过探索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更好地理解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之间的关系。 
在气候变化的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对植物物种多样性造成

的影响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我国对此方面研究较早，马克明[9]等在河北省遵化市实地考察，研

究了郊区和农村的植物多样性，发现城市和城镇边缘的植物多样性呈现梯度变化；张熙茜[10]对太原市

植物物种多样性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人为干扰对太原市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规律；李俊生等[11]在概

述城市生态环境特点的基础上，综述了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分析了乡村城市生物多样性分

布格局特征；晏华等[12]发现城市化较低的地区(缙云山)到城市化较高的地区(沙坪公园)植物物种多样

性呈现递增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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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城市植物多样性的研究也比较多，得出的结果各异。Pauchard 等[13]研究在城市化过程中，自

然生态系统被人造建筑所取代，本土植被被外来观赏性植被所取代。Pysek 等[14]则认为，植物物种多样

性由城区、郊区到乡村呈现递减情况主要是由于城镇地区引进外来植物所引起的。McKinney 等[15]研究

表明，中等城市化水平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将会有促进作用。Moffatt 等[16]认为，随着人为干扰强

度的降低，从城市中心到郊区到农村，植物物种的多样性将会呈递增态势。 
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因子是多样的，除了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纬度、水分、土壤营养成分、海拔、

演替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因子。基于此，本文主要综述了气候变化和城市化以及综合因子对植物物种多样

性影响的研究现状，以期为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和植物物种多样性保护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2. 气候变化对植物物种多样性影响 

2.1. 气候变化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1) 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物种和群体的多样性是环境景观多样性和稳定性的基础。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水热动力学有重大

影响，导致物种组成和生态系统群落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7]。然而，根据不同的地区、生态系统类型等，

会有不同的反应形式。例如，在全球范围内，地球表面温度的升高导致南半球植被生长略有增加[18]，北

半球中纬度和高纬度的植物物种丰度明显上升。大多数研究表明，高温降低了植物物种的多样性或丰富

性，例如在北极苔原生态系统中，短期高温增加了灌木和草的覆盖，但削弱了植物物种的多样性[19]；一

些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例如，在温带草原生态系统中，植物多样性对温度的上升没有反应。在内

蒙古沙漠草原上，气温上升不会影响植物种类的丰富[20]。刘利利[21]指出新疆热草原植被物种丰度与年

平均气温之间存在峰型关系。此外，气温上升可能会改变物种的分布模式，许多物种通过改变新的栖息

地或发展新的生物特征来适应气候变化。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森林的位置、物种组成、植被模式以及生理和生态特征都在发生变化。

挪威南部高地的一种灌木宽叶仙女木(Dryasoctopetala)由于气温上升，已被草本和非草本植物所取代[22]；
牛建明[23]预计气候变化将导致内蒙古草原植被的区域迁移。 

2) 对遗传多样性的影响在物种的长期进化过程中，基因与气候形成了稳定的作用关系。气候变化不

可避免地会导致遗传物质的变化，而遗传物质的变化又会导致遗传多样性的变化。研究表明，全球变暖

可能导致种群减少、种群间遗传物质交换中断、物种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遗传多样性的丧失[24]。 
一些研究表明，气温变暖对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没有影响。如加拿大北美香柏(Thujaoccidentalis)纬度

与梯度并不影响植物物种遗传多样性[25]。曹路等[26]研究发现多年生和一年生植物对温度升高有不同的

遗传反应，短期温度升高不能显著改变植物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野牛草(Buchloedactyloides)
丰度与年平均温度和温暖月份的最高温度呈正相关，与雨季的平均温度呈负相关，此外，基因流与年平

均温度和暖月份的最高温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 
3) 对功能多样性的影响 
温度是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的关键因素。温度的升高对物种、种群和不同植被类型的生长和繁殖特性

有一定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增加了植物的功能特征和多样性。如 Ninemets [27]发现在在温

度高、树叶厚度高、棉花含量高的地区，在 192 个地区发现了 537 棵落叶和 25 棵针叶树；Simova [28]
等对北美树木群落物种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改变了特征的功能空间，木材密度的差异随着年平均温度

的增加而增加；Ordonez [29]等发现温度的升高对欧洲植物群落功能多样性的地理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气候变化也对植物的区域功能特征产生了影响，例如，年平均温度是内蒙古功能植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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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春梅[30]等通过研究表明，旱生植物的叶片生长缓慢，特别是位于沙漠中的 37 种植物的叶片面积明显

低于其他地区，主要是由于高温干旱。许多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主要影响植物的叶面面积、叶面氮含量

和光合效率；冯秋红等[31]对 11 个栎属(Quercus)树种的功能特征与气象因素关系的研究表明，随着气温

从南到北的下降，槲皮属植物的生长季节逐渐缩短，单位叶面积和质量的光合效率提高，种子干重增加。 

2.2. 降水格局变化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1) 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从区域到全球范围内，降雨始终影响植物群落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动态[32]。草原上的生物多样性与气

候变化密切相关。温暖潮湿的气候有助于增加多年生植物的多样性，而持续炎热干燥的气候有助于增加

一年生植物的多样性[33]。Jiao 等[34]对欧亚干旱地区 1792 个样地的地上生物量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过

去 34 年(1970~2004 年)的年降雨量对该地区的地上生物量有显著影响。Li 等[35]通过研究表明在炎热潮

湿的气候条件下，内陆大部分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植被覆盖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研究还表明，降水变

化对物种多样性没有影响。如 Harpole [36]等对年草地的研究表明，年降雨量的增加对植物多样性没有显

著影响；白珍建[37]对贝加尔针茅(Stipabaicalensis)进行研究，降水量的增加对该物种丰度没有太大影响。

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降水量较高的地区物种丰富，年降水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如 Cleland [38]等对美国

草原长期观测结果的分析表明，物种丰富度与年降雨量呈正相关；这与李瑞新[39]对内内蒙古大草原和典

型的西林高尔大草原的结果是一样的，植物的分布和多样性受到降水空间的影响。Bai 等[40]对内蒙古草

原植被长期监测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植物多样性年降雨量梯度增加，植物多样性沿荒漠–荒漠草原–

典型草原–草甸草原的梯度增加。降水分布模式也影响植物物种多样性，例如生长季节的降雨量和平均

降雨量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远远大于年降雨量[41]。 
2) 对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降水模式的变化影响植物的遗传多样性，年降水量和降水分布模式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有些研究表

明， 降 雨量 的 变化 推 动基 因 多样 性 。如 王 平 [42] 利用 最大 生 态学 模型 熵 研究 发 现岩 风

(Libanotisbuchtor-mensis)的遗传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年降雨量的变化和一月降雨量的变化，这对

云杉的遗传流动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野牛草种群倍增率与年降水量和暖季降水量高度相关。Huang
等[43]发现大尺度上小叶锦鸡儿(Caraganamicrophylla Lam)和黄柳(Salix gordejevii)的遗传多样性与降水

量的关系呈现正相关。也有的研究结果与之相反，例如随着降水量的增加减少了科尔沁沙地差不嘎蒿

(Artemisia halodendron Turcz.et Bess)物种的基因流，从而使得该物种的遗传多样性降低，裸果木

(Gymnocarposprzewalskii Maxim)的遗传和降水量则是呈负相关的态势，紫斑牡丹(Paeoniasuffruticosa 
Andr. var.papaveraceaKerner)遗传结构因为降雨量的增多而受到限制。也有一部分研究证明降水量的增减

和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关系不大，如牛永梅[44]对针对蒙古草原的克氏针茅(Stipakrylovii)、新疆针茅(S. 
sareptana)及针茅(S. capillata)进行研究发现，降水量对这项植物的影响并不显著。 

3) 对功能多样性的影响 
植物群多功能性的分布跟降水量有很大的联系。对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相关研究表明，降水是控制北

美和南美大平原草本物种功能特性的主要因素，随着降雨量的增加，叶片长度、植株高度、叶面积、比

叶面积和氮吸收增加，而叶片干重和老叶氮含量下降。美国新墨西哥州 Jor-nada Basin 实验站通过试验表

明，多年来年平均降雨量恒定的情况下，年降雨量变化增大，植物功能多样性增大[45]。巴拿马中部雨林

树冠层叶功能与降雨量负相关[46]。对澳大利亚东南部 35 个研究地点的分析表明，降雨直接影响多年生

植物的特定叶片面积和冠层，以及叶片的宽度和高度[47]。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降水对不同

生态系统植物功能多样性的影响。例如，在草甸上，半湿润气候下植物的特定叶面积相对较大，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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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供光合作用和养分吸收能力；在沙漠草原上，由于降雨量减少，物种面临更大的干旱压力，物种

通过减少比叶面积来减少水分流失[48]。也有研究表明降雨模式的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功能有影响[49]。
Loreau 等[50]对南美大草原长期观测结果的分析表明，降雨量变异性的增加大大降低了生态系统的初级

生产力。 

3. 城市化对植物物种多样性影响 

3.1. 城市化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方式 

1) 对植物物种数量的影响 
城市化的逐渐加快导致本土植物物种的丧失和外来物种的增加。美国在本方面做了比较多的研究，

Bertin [51]对美国尼德姆城近 80 年的植物物种多样性变化了相关研究，发现该地区原生植物物种多样性

下降了接近 40%；Stand-ley [52]对美国马萨诸塞州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发现，本土植物丧失了一般超

过 290 种，但是外来植物物种却增加了近 250 种；DeCandido 等[53]对纽约城近百年来植物物种多样性进

行研究发现丢失了近 550 个城市原生物种，占到了城市植物物种的近 45%，但是增加的植物却达到了 420
多种。Chocholouskova 和 Pysek [54]在欧洲的研究也发现非常多的本土植物物种在减少，而外来植物物种

却在增加。 
2) 对植物空间分布的影响 
目前，很多学者通过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深入研究发现，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递减，植物物种多样

性从人类活动频繁的市中心到周围乡村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递增的趋势。植物物种多样性目前常见的统计

方式基本上都是按照本土原生的物种进行统计，如果算上外来植物物种的数量，那么结果就是相反的，

郊区乡村的植物物种多样性则低于城市中心。马克明等[55]在我国河北遵化的研究表明，城市植物物种多

样性数量要低于郊区和乡村，城市植物物种的数量大约是 92 种，城郊的植物物种大约是 59 种，乡村的

植物物种大约是 49 种。 
Honnay 等[56]在比利时的实地研究表明，城区植物物种多样性数量要高于郊区和乡村，这种情况产

生的原因是因为该地区引入了外来植物所导致的。McKinney [57]在美国超过 10 城市进行调研，然后发现

所该地区市中的植物物种丰度较高，甚至远超城郊和乡村，这主要是因为该市中心有大量的有机货物运

送，从而导致该地区的植物物种多样性丰度高于郊区和农村。 
3) 种类组成的空间变化 
植物群落的结构逐渐从城市到郊区和农村变得复杂，物种多样性发生了巨大变化，主导地位也发生

了变化[58]。尽管城市化带来了一些外来的植物物种，但是当地植物在群落结构方面的相似性依旧比较的

显著。McKinney [59]在对美国 7 座城市实地调研表明，随着城市化覆盖的范围逐渐下降，外来植物物种

的相似性也逐渐的下降，而本土植物物种的相似性则相差不大，这就表明本土植物对于该地区的生态系

统稳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4) 植物对城市化的反应 
各种类型的植物对城市化都有相应的反应。防沙治沙植物或本土防沙治沙植物通常能够适应城市化

的变化。大多数能够适应城市化的植物都属于草本植物，尤其是杂草和一年生草本植物，它们能够承受

高水平的干扰。例如，在道路附近和废弃的工业地点生长的杂草往往能够承受高水平的空气污染、行人

和富含氮的碱性、压实性土壤[60]。原生地的植物也可能因为突变的基因而很快的适应城市化。Van der 
Veken等[61]对1880~1999年比利时城市地区植物物种进化的研究也表明，扩生性物种的分布越来越广泛，

而强迫性物种的分布则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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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化影响植物多样性机制分析 

1) 人为引入 
人们有意或者无意引入的外来植物造成了本土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外来植物物种丰度的增高，

其中大部分外来植物物种都为观赏性或者是起绿化作用的植物。为了使外来植物能够适应当地的环境

可以快速的繁殖，人们特意制造了有利于外来植物的生存环境，如人造观赏性植物景观、化肥、虫害

控制等[62]。 
2) 小生境改变 
栖息地的微小变化可能会改变植物的多样性。市区紫外线、日照时数、年平均风速、相对湿度均低

于周边农村，而年平均气温、年降雨量、雾霾、雾天、人口密度、道路密度、汽车、土壤压实等均高于

农村[63]。从远郊区到城区，白天的二氧化碳的平均浓度提高差不多 19%左右，而每天的最高温度以及

最低温度的变化幅度也在 1.4℃到 3.2℃。混凝土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壤中的碱性升高，也导致当地植物物

种的变化。对纽约市的研究表明，从城市和郊区到偏远的农业地区，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正在逐渐下降。

土壤氮流失减少。Schuster B 等[64]从 1880 年到 1999 年，在比利时对该地地城区郊区和农村的植物物种

多样性展开研究，发现营养丰富的地区，植物物种多样性丰度较高，在营养较为缺乏的地区，植物物种

多样性丰度较低。Zhao 等[65]在南京城内及城外发现了砾石以及 pH 值和土壤的密度有较大的差别，说明

城市化对土壤的特性有所影响，于此同时原生植物物种土壤最容易受到城市化影响。Godefroid 等[66]对
城市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和植物生境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得出结论，植物物种多样性大多受土

壤的养分、水分以及 pH 值和阳光光照等因子的影响。在植物物种空间分布来看，沙地和碎石这些地点

的植物物种相一致，但是混凝土废弃地区植物物种分布与其他位置相差较大。比较了大量的数据后，大

叶醉鱼草(Buddlejadavidi)在沙土废弃的混凝土地周边分布的比较多，大车前(Plantagomgjor)主要分布在鹅

卵石比较多的地方，荨麻(Urticadioica)、小花柳叶菜(Epilobiumparviflorum)、草甸羊茅(Festuca pratensis)
基本上都分布在碎石比较多的地方；拂子茅(Calamagrostisepigejos)，大多都在垃圾堆积的附近，同花母

菊(Matricaria discoidea)、篇蓄(Polygonum aviculare)、由于比较耐得住践踏大多数多分布在道路周边。城

市地区废弃的混凝土周边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减少了植物物种多样性和丰富性，也

阻碍了植物种子的传播[67]。有研究学者建议应该适当的减少城市地区垃圾的堆积，这样才能控制外来植

物物种的入侵[68]。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城市垃圾的收集和储存产生的营养物质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大

程度地影响植物。 
3) 景观格局变化 
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变化和景观格局也是密不可分的。张金屯和 Picket [69]通过对纽约市进行研究发

现，在城市、郊区和偏远的农村地区，林地面积增加，植物物种多样性也随之增加。随着城市建成区的

扩建，引入了许多外来景观，对本土植物物种不利。植物物种的丰度符合景观多样性指数，景观的异质

性也会影响植物的多样性。Hermy [70]城市公园和郊区公园的比较表明，公园在生态上越多样化，生物多

样性就越强，而大型公园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比小型公园更有效。Murakami 等[71]通过对日本京都进

行研究还发现，蕨类植物的丰富度和森林斑块、生境多样性等因子呈现很大的关联。同时也发现，蕨类

植物多样性指数也与森林斑块面积和城市与周边山地森林距离高度相关，由此作者推断，城区–郊区–

远郊农区的蕨类多样性取决于与山区森林的距离以及森林斑块大小。 

4. 植物物种多样性变化的综合影响因子 

综合因子对植物物种多样性变化的影响，目前有很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贺金生等[72]就纬度、

土壤、水分、海拔、演替等因子对近年来国内外陆地植物群落的研究结果进行了综述，并根据相关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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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总结出了相应的一些规律：如纬度梯度规律——随着纬度不断地降低，物种多样性的丰度就逐渐增高，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部分研究样地并不完全遵守这个规律[73]。另外还有海拔梯度、演替变化等规

律，也是植物物种多样性学者热衷研究的因子，近年来，许多新的研究也逐渐地出现，例如土壤和多样

性之间的关系。除了文献中提到的与物种多样性相关的土壤中的 P、Mg 和 K 之外，还有研究表明土壤中

的 Ca2+也与群落多样性有关[74]；土壤中有机质的积累有助于增加植物的多样性。MacArthur R H [75]研
究表明降低土壤含水量明显影响荒漠灌木和人工植物的生存能力，从而影响植物多样性水平。大型气候

条件相对于特定的植物群是一致的，而栖息地的差异可能是多样性的主要原因。当群落生活条件存在重

大差异时，它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改变群体的结构、功能和动态。 
除了纬度、土壤、水分、海拔、演替等因子外，光照因子也是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在研究森林生

态系统的过程中，光照同时影响了森林植物分布的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在不同坡度植物物种多样性主

要受光照差异的影响。庄树宏[73]对昆山老杨坟阴坡和阳坡的植物群落的研究表明，阴坡和阳坡的植物物

种多样性主要受光照以及水分和温度的影响而产生差异，光照对阴坡和阳坡植物群多的多样性均匀度以

及丰度都有较大的影响。马克明等[74]探讨了北京东灵山地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物种多样性与环境因子

的关系，发现坡向、坡位对物种多样，存在一定的影响，而坡向是由光照引起的，坡位则与土壤有联系。 
目前，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被认为是影响生物物种多样性的两大因子。海拔、纬度、土壤、水分、

光照等都是环境因子，除了环境对植物物种多样性造成的影响外，对植物物种影响最大的就是生物因子，

特别是人类活动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变化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Tilman [75]在 1978 年的时候提出了中

度干扰的假说，其认为对植物群落实施中度干扰，相较于对植物群落实施频繁干扰和不干扰都会增高植

物物种多样性的丰度。在对植物群落进行干扰的时候，中期植物物种的丰度相对较大。 
总而言之，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发生始终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变化受到多种

因子的影响，对植物物种多样性影响因子的研究仍需要继续深入。 

5. 结论 

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相关研究是繁多而复杂的，限于篇幅原因很难全部进行综述。本文所做的工作，

仅从气候变化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城市化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以及植物物种多样性变化的综

合影响因子等方面作了阐述。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综述，可以明确气候变化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十分显著，但是对于不

同生态系统、尺度范围以及群落类型内植物物种多样性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另外对生态交错带植物物种

多样性的研究相对缺乏。另外，研究分析植物多样性水平以及其对生态的影响程度也缺乏相应的研究。

所以在日后的研究中，能够开展气候变化下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对比研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在不同的

环境条件下，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规律以及适应生态的机制，将对深入了解生态系统和预测气候

变化以及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地理格局有重大意义，同时也能为植物物种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国内外学者研究城市化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以及十分深入，但是因为该研究涉及到城市生态学

以及植物生态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本方面的研究仍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间，系统化的研究仍然没有形成。

能够预测的是，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展以及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该领域的研究将持续深入。未来

城市化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系统集成研究。选取处于不同气候带的典型城市，系统地调查植物物种多样性在不同气候带

以及不同城市化程度上的分布以及特征。 
第二，定位监测研究。在城市中建立植物物种多样性研究站，使用实验工具和监测方法长期监测城

市化和植物多样性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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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内在机制研究，研究城市化对植物物种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和土壤性质的改变，通过多领域

的系统研究，对植物物种多样性丧失以及其内在规律进行研究，特别是重点对外来物种和本地物种相互

作用的机制进行研究。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植物物种多样性在维持全球生态平衡所发挥的作用

是非常大的。因为植物物种自身多样性变化以及外部的多种因子，关于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需要考虑

多多学科的兼顾，包括遗传学、系统学、分类学以及生物保护学等等，还要考虑到植物物种多样性对人

类社会产生的文化和经济的影响。这就表明植物物种多样性要进行多学科的渗透，需要多个领域的专家

学者共同的参与，从不同的层次展开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规律做出总结，从而达到

保护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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