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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秦岭国家植物园总体规划与建设》一书即将出版了，我
特向编者表示衷心的祝贺。
　　秦岭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老一代植物科学家如崔友文、王作宾、付坤俊、胡正
海先生等，动物学家如郑光美、郑作新、陈服官、吴家炎先生等，在秦岭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工作，采
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主编出版了《秦岭植物志》、《秦岭鸟类志》等一批科学专著，发表了许多
科学论文，奠定了秦岭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基础，为秦岭的研究工作积累了科学资料。
　　在秦岭建设一个大型的植物园，作为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和保护的重要基地，是几代生物学家的
追求，适逢国运昌盛之际，沈茂才同志在国内外有关科学家和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了秦岭国家植物园
，总规划面积达639km2，主要功能是科学研究、科学普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旅游，这必将成为
我国的一座活生物标本园，对于进一步研究和保护秦岭生物多样性、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安全、丰
富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结合秦岭国家植物园建设，主编者组织相关科技人员对秦岭进行了多次考察，对秦岭国家植物园
的总体规划设计进行了反复论证、修改，目前，已开始启动建设，在工作中写成了该书，这对研究和
保护秦岭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希望秦岭国家植物园在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研究和保护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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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秦岭国家植物园总体规划与建设》介绍秦岭生物多样性的
概况，包括地质地貌、植被、种子植物、蕨类植物、苔藓植物、地衣、脊椎动物、昆虫、微生物和自
然保护区的基本情况。
此外，《中国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秦岭国家植物园总体规划与建设》还系统介绍了秦岭国
家植物园的总体规划和移民搬迁。
　　《中国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秦岭国家植物园总体规划与建设》适用于高等院校相关专
业、中等学校相关专业、科研院所相关专业、园林规划设计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教学实习和工作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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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地球环境的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学术界和各级政府的关注，它关系着人类未
来的兴衰存亡和地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而且是关乎全人类共同的利益，是全人
类需为之共同奋斗的伟大事业。
站在全球环境变化的角度来看，生物多样性构成了地球生物圈，每个地区的生命组分板块都是地球生
物圈中的一个单元。
人类拥有一个地球，地球是至今为止人类在浩瀚宇宙中发现的唯一一颗有生命的行星，而地球生物多
样性的存在，是人类生存发展最安全的保护罩和重要的物质基础。
　　科学推测认为，宇宙诞生于150亿年前，在这之前宇宙是什么情况，现在科学技术仍难以描述。
地球诞生于50亿年前，由于历史长河实在太遥远了，人类至今也很难下一个准确的诞生起年结论。
但在地球诞生后，地球35亿～38亿年前发生了生命形成事件，这是宇宙自然历史上影响最为深刻的事
件。
这一事件形成了三大至关重要的生物：一是在35亿年前诞生到7亿年前逐步衰落的原核生物蓝细菌。
蓝细菌是单细胞生物或细胞集群微生物，此后出现了单细胞真核生物和多细胞藻类植物及软躯体的无
脊椎动物。
它为高等生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和条件。
二是约在7亿年前诞生的维管植物。
蓝细菌单细胞生物衰落的过程和真核单细胞微生物及多细胞藻类植物的发展，为高等生命的出现创造
了更加适宜的条件，促进了维管植物的诞生。
从地球诞生的早期开始，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非生命的物质逐渐演化形成了有生命的物质，生命由
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一步一步地演化发展。
维管植物已有健全的组织分化结构，能够自行运送养分和水分，有稳定的遗传基因，它强大的生命力
和进化程度，形成了高生产力的陆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和草原生态系统，为各类动物提供了栖
息地和充足的能源供应，加快了动物进化的步伐。
与此同时，脊椎动物也跃然演化进化，生物个体的多样性开始形成。
三是在300万年前诞生了人类，地球更加生机勃勃了。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最初与其他动物并无太大区别，依靠自然的能源供应自然地生活着，但随着人
类智慧的增加，特别是劳动工具的创造和发明，大大延伸了人脑和人手的功能，人类已不甘心居于完
全的自然支配之下，开始了一系列向大自然挑战的活动。
人类变成了对自然和生命进化强有力的利用者、干预者，对自然界和生物圈命运的掌握者。
生物圈的持续与毁灭关键在人。
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任务就落在我们当代人和后代人的身上，而且将成为人类永恒的严肃课题和
长期追求的目标。
　　38亿年来，漫长的生物进化历史创造了生物多样性这一辉煌的成果，这一成果总是体现在旧物种
的消亡和新物种诞生这一自然过程中。
然而这一自然过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使这一过程的平衡性被打破，而影响这一过程平衡性的关
键因素是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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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秦岭国家植物园总体规划与建设》较系统、较全面地向人
们介绍了秦岭生物多样性的内涵和保护，其中上篇九章讲秦岭的生物多样性状况，中篇23章讲秦岭国
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下篇11章讲秦岭国家植物同建设的移民，这部专著对进一步深入研究秦岭生物
多样性和建设好秦岭国家植物园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全书分为“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秦岭国家植物园规划建设”、“秦岭国家植物园移民”上、中
、下篇，是集科研、科普、保护、旅游为一体的科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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