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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及其热点分析 

贾世刚 

青岛海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过度捕捞、环境污染、生态入侵、生境丧失等问题逐渐出现，给

海洋生物多样性带来了一定的威胁。为此，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是当前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热点问题，

文中通过分析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进展，进而准确预测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评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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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overfish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cological 
invasion, habitat loss and other problems gradually appear, which bring certain threats to the Marine biodiversity. 
Therefore, the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of Marine biodiversity is a hot issue in the field of biodiversity. By 
analyz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Marine biodiversity, the evaluation direction of Marine biodiversity is accurately 
pred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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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海洋生物资源

的开发和利用己成为当前世界各海洋国家竞争的焦

点。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过程尚在继续，给生物多

样性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海洋生物多样性脆弱性

和适应能力的降低，可以向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水平和可持续性相关内容。协调好人类海洋开发利

用活动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才可以

结合实际，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海洋蕴

藏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它们具有现实或潜在价

值。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海洋生物多样性

受到严重威胁。很多人员掠夺性地使用生物资源，

不断地捕捞低龄幼鱼，导致种群崩溃出现。海洋占

地球面积 71％，展现了巨大的资源空间，实现了可

持续的宝贵财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滞后于陆

地和淡水，获取的方式较为复杂。食物网变化，不

仅降低了海洋的自我调节能力，展现了人类社会的

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即一个区域内物种多样化的状

况，合理的整合基础，合理的统筹规划，提出更有

效的保护措施。 
2 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及其热点分析 
2.1 国际生物多样性主要研究进展 
在全球变暖和人类干扰活动的共同作用下，食

物网变化，不仅海洋的自我调节能力下降，并且生

物多样性丧失，进而为民众服务的能力也会不足。

我国对此的研究起步较晚，与国际化的水准还存在

一定的距离。从多维的角度进行分析，需要根据实

际，分析过程和肌理，针对性的提出合理的解决措

施。从国际化的角度分析，首先，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呈现到大家的

视野当中以后，世界环境保护领域在发展中，为国

际化合作提供了基础准备。生物多样性指标中，包

含了不少的内容，利用该指标评价国家生物的现状

和未来的发展趋势[1]。在生物多样性的评价中，以

此为议题，形成属于自己的决策。其次，国际生物

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在目前的发展路径

中，需要按照合理化的规划，加大生物多样化的理

解，合理的编制分类，提高系统的影响程度。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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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不仅要加大保护的程度，还要建立可持续发

展路径。确定“生物发现、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可

持续性”的发展方式，监测生物多样性变化，探究

现状，提高预知能力。第三，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

划，从基因、物种和种群三个层面，展现全球海洋

生物的种类、数量，提高最大限度的分布情况，在

现有的栖息地中，探究未来的发展路径。CoML 的
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在实施的现场的调研中，保持

合理的群预测。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中，可以根据

全球性生物多样性计划，展现出属于国际化的发展

路径，建立一个综合交叉的科学框架[2]。 
2.2 我国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 
从目前的形势上看，《中国植物志》、《中国

海藻志》等都属于当前的发展路径，开展生态环境

调查。这些工作的开展中，要以多样化为基础，展

现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和评估。虽然生物多样性研究

已经经过多年的研究，在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

合科学调查中，要整合基础，提高综合全面的发展

基础。各省海洋渔业主管部，要根据实际需要，有

计划的制定多海洋生态，合理实施资源调查与监测

工作。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乌贼被称中国的四

大海产，也是主要捕捞对象。在有些海域已经形不

成鱼汛，影响了环境的健康发展。海洋生物多样性、

评价生态系统健康程度属于当前状态下，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要结合实际，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了

解生态特征和健康性。生态系统健康是近年来生态

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要积极的整合基础，维持

系统整合性。完成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揭示自然与

人类健康关系，保持区域可持续发展，协调社会经

济和生态环境的不同目标。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交

叉研究范式进行整合，探索相关领域开发和管理，

创新发展区域合作。 
2.3 生物多样性评价 
第一，评价指标。随着相关国家、区域性的实

践发展，海洋空间在规划的历程中，要合理的统筹

发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发展，加大海洋保护区

建设，建立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海洋保护区对

于改善海洋现状的视角进行分析，建设跨界共管的

红海和平公园。评价指标的确定需要确定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落实指标体系。从生态系统和物

种两个不同的视角，展现不一样的海洋营养指数。

Reid（1993）就构建了 PSIR 模型，其中具备 12 个

指标组合，呈现了不同的体系。这些体系都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存在着一定的关系。CBD 相关指标

体系中，其中的“海洋营养指数”一直使用到今天。

很多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适合的生物多样

性评价指标体系，落实了属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指

数评价方式。一般的情况下，张峥等从生态系统中，

选择出多样化的方式，展现出不一样的环境类型，

落实了 6 个不一样的评价指标。万本太等是在 5 个

不一样的指标中，体现了物种的丰富性与完整性，

建立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类型。俞炜炜等人，在压力-
状态-相应（PSR）的基本框架中，就是以生境物理

破坏、海洋污染、社会和经济相应的情况下，展现

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物种发展的多样性等。评价

指标是在整体的基础上，结合地域的特点，构建适

合指标特征的发展体系。尤其是海洋生物多样性评

价需要根据当前的特殊性，分析海洋生态系统的连

通性与多样性、复杂性。目前评价体系，要以物种

数和群落多样性、海洋营养指数、分类多样性指数

等，建立单独的指标数，体现出属于自己的特殊性，

建立综合的价值评估方法[3]。 
第二，评价方法。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滞后

于陆地和淡水，在研究的时候，获取的方式较为复

杂。海洋物种有 20 万种，仅占地球陆地、淡水等的 
10％左右。从系统的角度分析，海洋物种分布是不

均匀的，会受到多样化物种的影响。生态系统的评

价主要氛围外在和内在的评价两种类型。实际应用

中，不同的学者在不一样的发展中体现了不同的价

值表达方式，需要满足环保的表达措施。不少学者

要利用自然的有效性进行合理的分析，解决无穷的

内在价值问题，实现无限的利用价值。但是，在实

践中不少人出现了思维的偏差，对自然资源实施了

掠夺，让环境出现了不可逆的问题。认为将自然的

内在价值货币化属于不合理的现象，这种偏差会造

成人类无规范。要想长期保护生态系统的关键，就

要根据实际，建立内在的价值发展路径。不同评价

方法的结果展示手段也不一样，主要是货币形式和

GIS 手段两个类型，绘制一张生物价值基线图，可

以体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方式，可以在直观的基础

上，帮助海洋行政部门合理的开发，建立有效的空

间开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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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热点分析 
从海洋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研究热点的角度进行

分析，探究多样化的发展方式。Citespace 中，就是

以中心指标为基础，对相关的内容实施合理的衡量。

一般的情况下，中心性越大、出现频次越高。Marine 
biodiversity、Biodiversity 所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

Sea (Ocean/Marine)、Conservation 等所出现的频率紧

随其后。海洋保护区、生物群落、生态系统、物种

丰度等都属于检索较多的关键词。突变检测等，突

变强度越高，那么大家对其的关注度就会逐渐增加
[4]。从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以突变性关键词

来看，呈现出多元化现象。与此同时，从不同的时

间段中，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突变性关键词。 

表 1 海洋生物多样性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海洋生物多样性 696 0.08 

2 生物多样性 382 0.10 

3 海洋 322 0.12 

4 保护 304 0.15 

5 多样性 247 0.06 

6 气候变化 238 0.08 

7 模式 217 0.06 

8 管理 177 0.03 

9 影响 172 0.09 

10 珊瑚礁 157 0.04 

11 群落 149 0.05 

12 海洋保护区 129 0.09 

13 渔业 128 0.06 

14 物种丰度 122 0.02 

15 生态系统 106 0.07 

16 聚集 100 0.08 

17 生物地理学 99 0.11 

18 群落结构 99 0.11 

19 栖息地 93 0.01 

通过进一步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最为热门的

属于 5 个领域，展现了不同的热点内容。第一，人

类活动和气候变暖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展现

了不一样发展变化，这些都属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变

化，所涉及的驱动因素都是不一样的。从捕捞活动、

环境污染等因素看，这些都属于威胁性的因素，在

很大的程度上会影响全球海洋性的生物多样性。在

长期的发展看，最大的威胁就是海洋酸化和气候变

暖，这些都会在国家的层面上进行推进。《生物多

样性公约》中，使用生态系统方法，根据实际情况，

针对性的制定出合理的优化措施。第二，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5]。到 2022 年的年初，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及

10%海洋区域，可以呈现生物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要以同等的重视程度，提高地方特色的保护程度。

合理的将区域和陆地及海洋协调起来，加大综合管

理的力度，强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为后

续的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准备。第三，管理国家

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展现生态或生物学意义，

加大保护措施建设。在发展的时候，非目标物种和

生态系统功能的优势性还不够清晰，在这些社会经

济利益的基础上，加大保护的程度。第四，海洋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变化要加大评价的机会。鱼类、

海龟、鸟类、哺乳动物等属于全面数据的基础上，

将微生物的生物量呈现到大家的视野当中。观察沿

海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属于经常使用的方式，可以以

视觉分析为基础，分析物种灭绝、物种丰度的变化

等相关的内容，探究海洋生物多样性。在长期的发

展历程中，加大重点区域的建设，提高区域的养护

管理程度，提高预测的能力。第五，实施海洋生物

遗传多样性、海洋生物多样性地理变异上的研究。

可以根据 DNA 测序等方式，加速分析其物种类级，

使用 DNA 条码来解释海洋鱼类。在研究的过程中，

要监测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展现更为广阔的发展

场景。 
3 建议和展望 
随着社会的进步，海洋是人类进入当前世界生

存与发展的重要场地，大家都要承担起生态环境保

护的重要责任和义务。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为

海洋生物多样性今后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借鉴国

外生物多样性立法经验，提高管理的力度，建立数

据化系统，重点分析生态系统和脆弱生态系统。在

数据实时性的监控下，对相关的内容做出及时的调

整，提高模型评估的灵活性，增加当前的可信度，

完成交叉学科的融会贯通。多角度认识海洋生态系

统，找到发展规律，探究演变的过程，科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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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析，为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基础条件，最

终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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