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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科是指发展历史较久并沿传至今的学科，本文主要讨论生物学领域中传统学科的现状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危机。 

 

认识国情需要传统学科 

 

科学地认识国情是领导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认识国情既须了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状，也须

了解自然环境的现状。 

 

认识我国自然环境现状应包括生物、地理、地质、土壤和水资源等多种学科现状。由于知识局限，

故仅讨论生物学领域传统学科的一些现状，如生物种类和分布、植被、生态等。其他学科现状应由相关

领域专家发表意见。 

 

为什么说这些传统学科提供的资料与正确决策相关呢？一个熟知的例子是退耕还林还草决策，这是

解决水土流失、沙漠治理和大型水库泥沙淤积的关键决策。起初决策还林，后来根据科学家建议，有些

地区要先种草然后才能造林，故有退耕还林还草的决策。又如一些地区和部门常根据老资料宣传生物资

源如何丰富，但据我们所知，这里面常有一些水分。应该说，从事传统学科调查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有较

大发言权，他们可能给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传统学科的若干现状 

 

我国是利用生物资源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由我国野生稻、野生大豆培育了供今人使用的数以千

计的品种。又如小麦品种的培育以及利用小麦与偃麦属植物亲交产生了抗寒旱品种并大量推广，这些成

果既有从事小麦杂交科技工作者的贡献，也有传统学科提供的知识。 

 

建国以来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十分重视传统学科的作用和发展，但近20

年来，这些学科出现了危机，其表现是：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已经很少，年过80岁的不足10

人，一些70岁左右的人或退休或带病完成手头工作。年轻科学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从事这些领域的前沿或

热点问题，因为这些研究容易得到经费资助和科研成果。应该说明，我们支持这些前沿研究，因为它和

传统学科可以互相促进。问题是前沿研究绝不能代替传统学科研究，相反，前沿问题的选择是根据传统

学科知识确定的。现在从事传统学科研究的人已经很少了，他们很难得到经费的支持，从事这方面调查

研究条件很艰苦，与室内从事前沿研究有较大差别。这种野外调查工作，外国科学家帮不了忙，国际合

作机会相对要较少，这就是现状。 

 

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不是组织过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并出版了大量专著吗？现实告诉我们，多年

来人口增加、交通和房屋的新建、坡地的过度利用，已使自然环境有了很大变化。当然这些建设有一些

是必要的，有一些则应力求使损失降到最低，否则对保持18亿亩耕地底线存在潜在危险。随着人为活动

的加剧、自然灾害的发生和外来物种的入侵，许多地方的物种、植被、生态等自然环境已经今非昔比，

过去的综合考察资料已经不能反映现状，当然用于今昔对比有很大用途。 

 

有人说不是有了各种生物志吗？除《中国植物志》外，其他志尚未完成。以完成的《中国植物志》

为例，该书有80卷126册5000多万字，记载了我国3万多种植物，共301科3408属31142种。它是供专家使

用的，如无传统分类知识，根本无法使用。有一些植物志上记载的植物今天已经濒危甚至有少数已灭

绝。 

 

周俊院士：生物学领域中传统学科的危机

小字号  

中字号  

大字号 



这一两年发生的事例更令人反省。汶川大地震反映了我们对离都江堰不远的映秀镇森林植被知之甚

少。另一个事例是陕南大巴山镇坪的华南虎事件，闹了个国际大笑话。虎在中国有5个亚种，1个亚种已

灭绝，3个亚种是跨国境分布，仅华南虎亚种是中国特有，镇坪镇要有也应有一个小种群，不可能有无

父母子女的孤立的一幅华南虎照片，一个农民怎能将华南虎和其他亚种的虎区别开来。有关部门看到这

张照片首先应持怀疑态度，再调查证实一下即可解决，用不着那样劳民伤财。相反，白鳍豚的灭绝或功

能性灭绝和江豚的保护，除科学家外并未像华南虎那样引起人们和媒体关注。至于一些土著鱼类的大量

濒危或灭绝就更无人过问了。 

 

危机原因与建议 

 

传统学科危机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部门管理不多，因而得不到或很少得到

经费支持，有些想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甚至不知道向哪里要经费。我们以为单靠自然科学基金和中科院

的有限支持是不够的，有了经费还要组织协调，这也需要权威领导部门出面才行。 

 

另一个原因是教育部门，主要是大学，近年设了许多生命学院，但生物学中传统学科的教授已少得

可怜。我们以为中国应有两三所大学为传统学科培养人才。有些是传授知识，有些是输送这方面的研究

人才。 

 

再一个是不加区分地追求SCI和高影响因子论文。我们不是反对这类论文，相反，我们持欢迎态

度，但作为唯一尺子就有点可怕了。应该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制定不同评价体系。因为传统学科的论文在

《自然》和《科学》等杂志很难发表。顺便指出，现在评价论文又与提职称、待遇和住房挂钩，这样就

更无人从事这种苦差使了。 

 

如果同意以上我们分析的原因，那么建议就很明确了——这就是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加强传统学

科的人才培养，改变对从事这类研究的人员的评价标准。 

 

如前所述，我们的知识有其局限，本文可能有不妥之处，但如引起大家讨论，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系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中科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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