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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占有独特地位。近几十年来，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

性研究工作，我国学者发表了大量生物多样性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在总结生物多样性内涵的基础上，通

过文献分析梳理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发展阶段、生物多样性编目、生物多样性信息化和生态安全的主

要进展并指出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生物多样性研究展望，包括加强新技术、新方法在生物多样性

研究中应用，全面完善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和加强国际合作，积极

牵头国际计划、项目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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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very rich in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occupies a unique position in global biodiversity re-
search. In recent decades,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biodiversity research work, and 
Chinese scholars have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biodiversity-related research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connotation of biodiversit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main progress and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biodiversity research, biodiversity cata-
loging, biodiversity informatization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ina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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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is basis, we propose the outlook of biodiversity research,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appli-
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in biodiversity research,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biodiversity big data platform, providing data support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streng-
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tively leading international programs and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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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明的复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逐步地被重新认知。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

存的基础[1]，是衡量一个地域发展自然环境的评价指标，也是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思

考。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相关研究，发布了多个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文件，增加了国家和省级生物多

样性研究的财政投入，同时国际合作也使得我国生态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科研能力显著提升。中国学者逐

渐关注生物多样性相关研究，发表的有关生物多样性研究论文数量剧增[2] (见图 1)。中国的生物多样性

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性，文章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搜集及分析，总结与回顾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并进

一步确定未来生物多样性的重点研究方向，对于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图片来源：严陶韬，薛建辉。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文献计量分

析生，2021。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biodiversity research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2009~2018 
图 1. 2009~2018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 

2. 生物多样性内涵 

“生物多样性”这一概念是于 1943 年 Fisher 和 Williams 在探究昆虫物种之间的关系时首次提出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3.12100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单琼 等 
 

 

DOI: 10.12677/wjf.2023.121007 52 林业世界 
 

但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至 199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签署才使得人们广泛关注生物多样性。

对于生物多样性，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生物多样性是指由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所生存的

环境所组成的生态复合体及与之相关的多种生态过程[3]，由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三个组成部分组成。 
随着认识和研究的逐步深入，也有部分学者们认为生物多样性包含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

系统多样性、景观多样性四个层面，包括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全方位的层面，这四个层次相互作用，彼此

制约，共同构建了一个区域完整的生态多样性结构单元。 

3. 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发展阶段 

1989 年，中国科学院开始组织成立生物多样性小组，并于 1991 年 3 月份在北京召开首个生物多样

性研讨会，主要介绍国内外生物多样性最新研究成果，并就今后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工作做出规划[4]。1992
年，我国成为首批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这使得我国人民开始认识、了解“生物多样性”。

同年，我国开始着手编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并于 1994 年正式颁布，该行动计划对我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评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推动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发展[5]。1994 年，马克平

和钱迎倩首次提出了生物多样性测度指标[6]。1999 年，臧润国等人在热点地区生物多样性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适合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原理[7]。2001 年，郭中伟等利用遥感技术对森林生态系统进行观

测[8]。2003 年，赵海军和纪力强引入了多尺度生物多样性评价体系[9]。2007 年，万本太等提出了 5 个

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价的指标并确立了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价方法[10]。2008 年，我国颁布了《全国生态功

能区划》文件，全面的分析了我国生态空间的特征，确定了我国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提出了划分我国

生态功能区的方案，促进了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的发展[11]。2010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正式发布，分析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以及保护工作成效等问题，确

定我国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举措，从而有效应解决我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面临的问题及挑战[12]。2011 年，《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解释了生物多样性

相关专业术语，规范了县级行政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数据采集和处理、计算方法、评价指标处理、指标

权重等内容，有助于了解各地生物多样性现状进而为生物多样性管理工作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13]。2014
年，黄丹等通过黑岱沟煤矿多期遥感数据，分析、评价了黑岱沟煤矿植被修复监测和效果[14]。2015 年，

赵洋等认为土壤有机质、全氮和全磷含量对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恢复有显著影响[15]。2021 年，我国发

表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制定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未来十年的目标和指标，并提出了实

现的路径[16]。同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15 届(COP15)在中国昆明召开，该会议为全球

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新的动力，确保“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效的制定、执行，以便逆转

目前生物多样性流失趋势，确保生物多样性最晚于 2030 年得到良好恢复，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

存[17] [18]。 
生物多样性编目、城市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评价和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19]、生物安全等都是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内容。例如早在 1998 年王秉洛就指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

要组成部分。 

4. 生物多样性编目 

我国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与覆盖类似纬度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生物多样性丰富度远远高

于这些国家，全球 36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其中有 4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主要或部分都在我国[20]。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我国生物资源“家底”调查和整理工作，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3.121007


单琼 等 
 

 

DOI: 10.12677/wjf.2023.121007 53 林业世界 
 

样、动植物区系组成复杂，这使得我国生物多样性编目工作难度极大。我国先辈们荜露蓝蒌、白首穷经,
为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分类学、生物多样性、生态修复、生物资源利用等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 

4.1. 中国物种名录 

中国科学院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多次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牵头编撰了中国生物学领域的

“三志”——《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和《中国孢子植物志》，“三志”的编著使我国生物区系

认知和生物分类研究的发展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22]。 
1956 年，中国科学院正式将《中国植物志》纳入生物系统分类和资源开发利用规划项目，1959 年开

始出版《中国植物志》，并于 2004 年完成全部的《中国植物志》[23]。《中国植物志》共有 80 卷 126
册，约 5000 余万字，收录植物 301 科 3408 属 31142 种，详细记录了植物的科学名称、历史文献记载、

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地理分布和物候期等[22] [24]内容。我国植物分类学家通过 45 年的努力，最终在

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完成了世界种类最丰富的植物志，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植物资源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资料和科学依据。 
1962 年，我国成立了《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1978 年《中国动物志》鸟纲第四卷鸡形目出版后，

多卷动物志相继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 160 余卷。《中国动物志》是“三志”中编研工程最大的志书[25]，
记载了动物物种的分类、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等内容，为野生动物管理、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濒危动物保

护、外来物种入侵等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虽然《中国动物志》的编目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优异成绩，但从已出版卷数数量上看，近十年的出版速度明显低于本世纪前十年，发展前景较为堪忧。 
1973 年，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1987 年《中国孢子志》开始分卷出版，截止到 2021

年 6 月已经出版了 113 卷(见表 1)。《中国孢子植物志》是我国孢子植物资源的综合信息库，收录了《中

国海藻志》《中国淡水藻志》《中国真菌志》《中国地衣志》和《中国苔藓志》五部分志，对我国孢子

植物的形态、生理、生化、地理分布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22] [26]，为我国乃至世界孢子植物的研究提供

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中国孢子志》目前发展趋势较好，但若要完成全部分卷的编目还需要较长的

时间。 
 
Table 1. Data of various branches of the Chinese spore flora (Self-drawn by the author) 
表 1. 中国孢子植物志各分支数据(作者自绘) 

分志名称 卷册数 科 属 种 
中国苔藓志 10 97 466 2330 
中国海藻志 15 107 395 2162 
中国淡水藻志 23 94 453 5904 
中国真菌志 62 120 905 8873 
中国地衣志 3 6 36 383 

合计 113 424 2255 19652 
 

2008 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撰写《中国海洋生物名录》，该书共收录了我国海洋生物 49 门 22629
种[27]。同年，我国发布了第一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自此之后该名录每年更新一版。2008~2022 年

间收录的生物物种及种下单元数量逐年增加(见图 2)，截止 2022 年版，共收录 138,293 种物种和种下单位，

包括 125,034 种物种和 13,259 个种下单位(见表 2) [28] [29]。《中国生物物种名录》体现出了我国生物资

源的丰富程度，同时也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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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2008~2022 Change of data in the Chinese Biological Species List 
over the years (Self-drawn by the author, data from 
https://www.sp2000.org.cn) 
图 2. 2008~2022《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历年数据变化图(作者自绘，数

据来自 https://www.sp2000.org.cn) 
 
Table 2. Data of the 2022 edition the Catalogue of Biological Species of China (Self-drawn by the author, data from 
https://www.sp2000.org.cn) 
表 2.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2 年版数据(作者自绘，数据来自 https://www.sp2000.org.cn) 

分类 物种 
数量 

种下单元 
数量 

物种和种下 
单元数量 

动物界 63,886 4286 68,172 

植物界 39,188 7537 46,725 

真菌界 16,369 804 17,173 

原生动物界 2503 63 2566 

色素界 1970 413 2383 

病毒界 655 150 805 

细菌界 463 6 469 

合计 125,034 13,259 138,293 

4.2. 濒危物种名录 

由于我国对中国物种受威胁情况的数据资料不全面，使得我国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利

用等工作时缺乏科学性。为此，我国于 2008 开始开展《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编制工作，该生物多

样性红色目录对我国已知野生动植物物种采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等级标准的评估方法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评估并出版了三本中国生物保护名录[30] (见表 3)。 
2013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正式发布，该红色名录一共涵盖 34,450 种高等

植物，3612 种高等植物缺乏数据，受威胁物种数为 3767 种，占总数 10.93%，其中裸子植物受威胁最严

重的，占比约 51.00%。2015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相继出版，其主要涵盖 4357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3.121007
https://www.sp2000.org.cn/
https://www.sp2000.org.cn/
https://www.sp2000.org.cn/
https://www.sp2000.org.cn/


单琼 等 
 

 

DOI: 10.12677/wjf.2023.121007 55 林业世界 
 

种脊椎动物，其中有 157 种缺乏数据。受威胁物种数为 932 种，占总数 21.39%，其中两栖爬行动物受威

胁最严重的，占比约 43.14%。2018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正式出版，其涵盖的

大型真菌共 9302 种，但数据不足的大型真菌物种高达 6340 种，受威胁物种数为 97 种，占总数 1.04%，

大型担子菌受威胁程度较轻，占比为 0.72%。值得注意的是，被列为“数据缺失”的生物物种并不代表

物种“无危”，甚至这些物种有些濒临灭绝，只是由于缺乏实际数据而无法对其评估，甚至不知在原产

地是否还存在。 
 
Table 3. Data on the number of species on the Red List of Biodiversity in China and the number of threatened species 
(Self-drawn by the author, data from the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Red List of Chinese Biodiversity Report) 
表 3.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种数和受威胁物种数数据(作者自绘，数据来自《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估报

告) 

中国生物多样性 
红色名录分卷 分类 总种数 受威胁 

物种 
受威胁物 

种占比 

高等植物卷 

苔藓 2494 117 4.69% 

蕨类 2177 151 6.94% 

裸子 249 127 51.00% 

被子 29,530 3372 11.42% 

合计 34,450 3767 10.93% 

脊椎动物卷 

哺乳动物 673 178 26.45% 

鸟类 1372 146 10.64% 

两栖动物 408 176 43.14% 

爬行动物 461 137 29.72% 

鱼类 1443 295 20.44% 

合计 4357 932 21.39% 

大型真菌卷 

大型子囊菌 870 24 2.76% 

大型担子菌 6268 45 0.72% 

地衣型真菌 2164 28 1.29% 

合计 9302 97 1.04% 
 

2017 年，我国发布了首个省级物种红色名录——《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共评估 25,451 种物

种，其中受威胁物种为 2625 种，占比约 10.31% [31]。 
2021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图书正式出版，该书目是在 2015 年发布的《中

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的基础上对物种和评估信息进行完善、复合与更新，共记录 4600
余种脊椎动物[32]。其中鸟类共收录 1445 种，增加了 73 种，受威胁物种为 144 种，占比约 9.97%；爬行

动物共收录 527 种，增加了 65 种，受威胁物种为 145 种，占比约 30.5%。 
从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可以看出，裸子植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受威

胁程度严重，更需采用一些保护方法来扭转此局面。同时评估中数据缺乏的生物物种较多尤其是大型真

菌类，需进行物种本底调查，摸清其地理分布、种群现状和受威胁情况，不断完善并更新《中国生物多

样性红色名录》。《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首次查明了我国已知高等植物、脊椎动物和大型真菌物

种的本底状况、分布差异、濒危状况和保护等级等，为国家制订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政策提

供科学依据，同时也生物多样性相关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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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物多样性信息化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的发展和宏观、微观生物学实验手段的改进，导致生物和生态方面的数据暴

涨，“大数据时代”也随之到来。2015 年，随着《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文件的发布，“大数据发

展”成为我国国家战略之一，促进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化的发展。 

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 

随着我国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不断建设与完善，逐渐完善了我国生物多样性基本数据的收录，实

现了对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实现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生态安全、古生物与古环境综合数据等

跨学科数据的融合，实现了地理、区域、气候、经济等数据的整合，形成了数据共享的信息化局面[33]。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建设工作就已开始开展。1988 年，中国科学院提出

并建立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截止到 2022 年，该网络建立了 42 个分布太不同生态区域的生态

站，几乎涵盖了我国农田、森林、海湾、湖泊、湿地、草地、荒漠、城市八大典型的生态系统[34]。中国

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致力于监测我国生态环境变化并综合研究我国资源与生态环境相关问题，为我国生态

建设、生态领域相关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3 年，由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牵头国家标本资源平台(NSLL)开始建立，旨在记录中国物种的历史和

当前分布。该平台截止到 2022 年共整合了 16,445,964 份标本记录、6,822,744 份标本图片、17,818,912 份

彩色照片、103,243 篇文献和 2884 段视频，这些生物名录和数字化标本为我国物种的分类关系、分布提

供了重要信息[35]。 
2004 年，我国建立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CForBio)，主要以物种共存机制这一问题展开监测

和研究，注重长期定位监测[36]，促进了我国生态学、生物多样性相关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带动了我国林

业、环保等相关单位的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开展。 
2009 年，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带领数位专家开启了全球网络生命大百科—中国区域中心

(EOL-China)项目的建设，进而使得中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的研究和应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37]。 
2013 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Sino BON)，平台由 3 个监测网和 1 个

综合监测管理中心组成，3 个监测网包含 10 个专项网[38]，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共收录 441 个元数据

数、9,648,375 个元数据记录总数、386 个数据集数和 2,937,195 个数据集记录数。同时该平台在 2020 年，

在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全球木本植物多样性的分布模式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2018 年，我国开始建设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专题：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安全大数据平台(Bio 

ONE)。该平台研究主要聚焦四个方向，分别是生物多样性大尺度格局、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与森林生

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物种保护。 
2019 年，我国发布了首个具有知识产权的中国生物物种全信息数据库——中国生物志库，包含了植

物、动物、藻类、菌物、生物海洋五个子库和一个生命科学术语库，收录了我国现生生物近 10 万余种、

290,169 个物种条目、和 170,799 张图片。中国生物志库是全球生物物种研究平台中标引最为深入、全面

的数据库，是中国生物学代表性成果和高水平的体现。 
除此之外我国还有其他的优秀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平台，如中国微生物与病毒主题数据库、中国植物

图像库、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中国海洋信息网等[39]。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带

来了新的研究方式，为生物多样性理论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国家《生物多样性公约》履行公约等研究

提供有力支撑和服务[22] [40]。与此同时海量的生物多样性信息分布在不同的数据平台同时不同平台间生

物多样性信息还存在这一定的重复率，给检索、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可以加强大数据平台之间的

信息交互，使得更加高效的筛选出所需要数据。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3.121007


单琼 等 
 

 

DOI: 10.12677/wjf.2023.121007 57 林业世界 
 

6. 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物入侵和和转基因作物是生态安全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

[41]。 

6.1. 生物入侵 

众所周知，生物入侵都是导致原生生物发生大规模变化乃至灭绝现象的罪魁祸首[42]，最终将会影响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目前我国是外来物种入侵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2020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

况公报》可知，中国外来入侵种已高达 660 余种，与 10 年前相比增加约 30%。 
人们普遍认为，生物入侵可以归因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人类在全球范围内频繁的进行各种活动

如国际贸易，导致当地发生大量外来物种入侵的现象进而直接影响当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43]。依据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第 6 估报告，全球持续变暖是普遍的事实，并预计全球变暖将使得极

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增加[44]，这也使得生物入侵发生风险增加。 
根据这一趋势，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对生物入侵的影响，注重提高管理人员和公民对

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生态问题的认识，最大限度地减少生物入侵现象的发生。在生物入侵方面防治方面，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借国际生物入侵信息数据库，同时注重加强国际合作。 

6.2. 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我国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与挑战。转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在医学、

农业、生物等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在促进了转基因作物在我国农业生产上的不断推广。

随着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使得我国农业生产质量、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

发展[45]，提高了我国农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转基因作物同时也存在一些生态安全问题，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构成一定的威胁。转基因作物在生产

发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对周围的生物、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相互作用，对生态造成潜在的风险，

同时也可能打破物种间的动态平衡进而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46] [47]。为了解决转基因作物对生物

安全的影响，我国发布了多个相关文件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如我国于 2001 年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条例》，并分别于 2011 年、2017 年进行修订。同时应加强对转基因作物风险评估和环境安全性检

测，进而促进转基因作物更加平稳、健康的发展。 

7. 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展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生物多样性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研究内容。我国学者在生物

多样性研究领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目前生物多样性依旧不断恶化，这对我国

生物多样性研究工作提出了更严峻的要求。 

7.1. 加强新技术、新方法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应用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一些新技术、新方法得到长足发展，如人工智能、线扫描、宏基因组学等。

在生物多样性研究时合理运用新方法、新技术，使得生物多样性研究内容及方法的不断创新进步。例如

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强强联合组成古生代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团队，该团队利用“天河二号”超级电

脑自行研发出一种新的算法，绘制出古生代海洋生物多样性曲线，改变了人们对古生代海洋生物多样性

的认知[48]，这对认识当今地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国学者虽在新技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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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优异成绩，但要注重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在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时应用新技术、

新方法进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7.2. 全面完善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数据支撑 

近年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多个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如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国家标本资源平台、中

国森林监测网络等多个平台，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各平台不断更新完

善其内容，发展趋势较好，但这些平台与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之间缺乏信息交互、数据分析以及统一规

划[49]。为此，需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同时注重突破各生物多样性网络平台与监测网络之间

的屏障，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信息共享，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7.3. 加强国际合作，积极牵头国际计划、项目 

生物多样性治理离不开全球参与，一直以来，中国都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国际交流与合作，至今已

有 30 余年[50]。如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一直以来都积极参与并牵头组织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

相关项目，同时在缅甸成立了“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该中心取得一定优异成果，是我国与东

南亚科技合作的成果典范。 
我国在维持和加强已有的国际合作计划、项目的同时，可充分利用我国已有的中国海洋信息网、生

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中国微生物与病毒主题数据库、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等平台，并联合国外

生物多样性平台积极牵头组织国际计划、项目，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工作出谋划策。 

8. 结语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类福祉的基础。一直以来，我国十分重视生物多

样性研究及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对生态环境做出批示，例如“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生物多样性相关文

献分析梳理，总结与回顾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发展阶段、生物多样性编目、生物多样性信息化和生态安

全的研究进展，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旨在使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能够从以往研究中吸取经验，并为

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数据和参考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展望，包括

加强新技术、新方法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应用，全面完善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

供数据支撑和加强国际合作，积极牵头国际计划、项目等建议，希冀该展望能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提

供新的思路。 

项目基金 

黑龙江多宝山铜矿及周边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30/432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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