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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提名 2023 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公示

一、项目名称：生物多样性与重要生态系统空间协同保护研究

二、提名单位：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

提名等级：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三、项目简介：

遏制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 2020 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重要议题。云南及其跨境区域，由于独特的地理及气候条件，是

亚洲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近几十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

化的不断加剧，自然资源的持续消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面临巨大压力，

热带雨林、湿地面积锐减，动物栖息地丧失，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许多

物种面临灭绝或已经灭绝。如何高效的维持和提高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

生态系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点。尽管云南已经建立了多个自然保护区，但保护

成效低下、保护目标和保护边界模糊等问题长期存在，给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和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巨大障碍。

鉴于此，该项目围绕不同区域生物多样性与重要生态系统空间分异规律与耦合

特征，结合实地调查、GIS 空间模拟技术和统计分析等方法，在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

与重要生态系统空间协同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应用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以

下重要进展：（1）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热点与保护优先区甄选的技术体系，

为鉴别保护空缺、识别优先保护区域提供了科学依据；（2）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与重

要生态系统空间协同保护的理论和评估框架，为多目标协同保护、提高保护效率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3）提出了基于生物多样性与重要生态系统空间

协同的保护地体系优化对策，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结构调整与布局优

化提供了具体的对策路径。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将生物多样性与重要生态系统协同保护理念，纳入自然保

护地的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在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及其跨境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案例中得到具体应用。不仅为云南及其跨境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实现 COP15制定的 2030 目标和 2050 愿景提供重

要的科学依据，也为区域生物多样性高效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提升和社区

高质量发展的多目标协同提供重要的实施方案，极大的推动了生物多样性综合保护

理论的不断深入和理论走向管理实践的具体应用。

该项目的 8 篇代表性论文，均发表在该领域知名国际期刊，如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IF=11.072),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IF=10.754), Conservation

Biology (IF=7.563),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IF=7.499)等。目前总被引用 251 次，其中

他引 229 次，SCI 及 SSCI 他引 17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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