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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了植物生理生态学的起源及其发展问题。植物生理生态学是植物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用生

理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生态学现象。从现有的资料看，该门学科的创始人当为德国学者辛泊尔（%& ’& (& )*+,-.
/01）；但近代最早建议将植物生理生态学作为独立的学科的为比林斯（(& 2& 3,44,567）；拉夏埃尔（(& 891*+01）为该门

学科在国际上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近代植物生理生态学的发展应归功于李继侗先生；然而，李

博先生对拉夏埃尔《植物生理生态学》的翻译出版促进了该门学科在中国的传播。植物生理生态学目前在国内外

发展十分迅速，由于它能够对一些生态学现象以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给以机理上的解释，因此越来越受到研究者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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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理生态学（R*>4>6,*94 /495D /+F7,>4>6F）和

植物生态生理学（L495D 0*>/+F7,>4>6F）讨论的问题有

很大的一致性，甚至在一些场合下，它们被混同为同

样的学科。造成同一学科的不同理解起因于中国学

者对外文术语的翻译与理解。例如，奥地利学者

891*+01 编著的 12$3$0,2"3 >3"+& >8’5,$3$0’（原书以德

文出版），李博等在英译本的基础上翻译为《植物生

理生态学》（891*+01，!#S"），!T 年后同是该本书（再

版），翟志席等就译成《植物生态生理学》（891*+01，
!##T）了。这给初学者带来了困惑。实际上，植物生

理生态学与植物生态生理学中“生态”与“生理”前后

排列的差异，意味着研究所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研

究生理的往往习惯用“生态生理”，它或多或少地涉

及机理的变化和反响；而“生理生态”研究多限于某

种生理现象而较少涉及机理。尽管如此，两门学科

在大多场合下是可以互相包容的。与植物生理生态

学的 关 系 比 较 密 切 的 学 科 还 有 植 物 生 态 生 理 学

（L495D 0*>/+F7,>4>6F）、实 验 植 物 学（ RO/01,-05D94
H>D95F）、环境植物学（R5C,1>5-05D94 H>D95F）、植物进化

生态学（L495D 0C>4GD,>591F 0*>4>6F）、功能生态学（’G5*.
D,>594 0*>4>6F）等。它们基本上研究相似的问题，但

从中文的译法以及“约定俗成”与“先入为主”的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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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发，在中文里我们接受“植物生理生态学”这

一术语作为这一学科的正式名称，避免形成更大的

混乱。

! 植物生理生态学的特点

植物生理生态学是植物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它

主要是用生理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生态学现象。因

此它研究生态因子以及植物生理现象之间的关系，

即生态学与生理学的结合。植物生理生态学研究的

问题包括：!）植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基本机制；

"）植物的生命过程；#）环境因素影响下的植物代谢

作用和能量转换；$）有机体适应环境因子改变的能

力。进行植物生理生态学研究可以在不同的尺度水

平上展开，从分子、细胞、组织、器官、个体，到种群、

群落、甚至生态系统等都可以展开有关的研究，但研

究的焦点是有机体本身，即无论在哪个尺度上的研

究都要围绕个体的基本性能表现（%&’()’*+,-&）来进

行。个体是自然选择中以其去留使优良性状得以保

存和发展的基本单元，个体层次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因此，植物生理生态学的学科定位是：!）研究种群、

群落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学科；"）宏观与微观生物学

研究的结合点；#）个体水平以下研究结果的证明和

理解等。

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

划（012%）启动；!34! 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567%）

启动了国际生物圈计划（02%）的计划，后来该计划发

展成为“人与生物圈计划”（892）。目前参与该计划

的国 家 达 !!. 多 个，分 布 全 球 各 大 洲。 在 上 述

012%，02%，892 计划的有利推动下，植物生理生态

学得以迅速发展。近 ". 年来，植物生理生态学的研

究日新月异，其研究从细胞到生态系统各个组织层

次放大的同时，又重新将重点集中到个体水平。研

究对象从过去的作物和常见种为主转向生物多样性

和全球变化的关键植物种类。当前植物生理生态学

研究的新动向便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包括植物在温

室气体浓度上升造成的全球气温上升和由它带来的

各种全球变化中的生理生态响应；植物适应和进化

的机理，对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光、温、水、气、养分

等多种环境因子对植物影响的相互作用；对植物生

长发育的影响；植物的抗逆性潜能和植物生长过程

的动态模拟；特殊生境下植物的生态适应机制等等。

近年来，由于人类经济活动对生物圈干扰的不

断升级，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如全球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不断丧失、环境污染的扩大

与加重等。这些环境问题的存在和引起的不良后果

引起了各国政府与科学家的广泛关注。植物生理生

态学从生理机制上探讨植物与环境的关系、物质代

谢和能量传递规律以及植物对不同环境条件的适应

性（:+’-;&’，!334）。由于它能够给许多生态环境问

题以生理机制上的解释，因而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

例如，许多著名的国际刊物，如 !"#$%，&’"" #$( )$*
+,-.$/’$%、0’1.".2,#、34$1%,.$#" )1.".25、6.4-$#" .7 )8*
9’-,/’$%#" :.%#$5 等发表植物生理生态学研究的原始

论文不断增加。如在 0’1.".2,# 的固定栏目中，生理

生态学（7-)<;=>?)@)A=）被列在首位。由 此 可 以 看

出，植物生理生态学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已成为植

物生态学领域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

" 植物生理生态学的起源与发展阶段

植物生理生态学来源于植物生态学，它作为一

门成熟的学科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最初植物生理

生态学关注的内容是介绍生态学的思想，即介绍“植

物与环境”系统中的基本过程、作用功能的机理。作

为植物生态学，它的起源是二元的（李继侗，!3BC）：

一方面是由植物地理学发展而来，起源于德国植物

地理学家洪堡（D), EF*G)@HI）（!4/3 J !CB3）（D),
EF*G)@HI，!C.B）；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植物生理学，始

于瑞 士 学 者 德 堪 多（9K %K L& M+,H)@@&，!44C J
!C$C）。至于谁是植物生理生态学的奠基人，从目

前掌握的资料看，似为德国植物生态学家辛泊尔

（9K NK OK P-;?*<&’）（!CB/ J !3.!），他在 !C3C 年发

表的经典著作《基于生理学的植物地理学》一书的序

言 中 就 强 调 了 植 物 生 理 生 态 学 研 究 的 必 要 性

（P-;?*<&’，!C3C）。从萌芽阶段开始，植物生理生态

学已经历了 B 个阶段。

" K! 思辩方法和准实验方法阶段（公元前 J !4B.）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们只能依

靠感官进行表面观察所获得的不充分的事实，进行

简单的逻辑推理及非逻辑的构思，得出一些带有猜

测性的笼统的结论。国外一些文明古国在这方面贡

献很大，如埃及的尼罗河引水灌溉农业等。这里，我

们以中国为例，介绍一些朴素的植物生理生态学思

想。《尚书·洪范》（记载的时代约公元前 "... J /..
年）中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说，从非常朴素的观点提出了万物包括生命在内

的起源及其相互关系。《尚书 · 周礼》有关于阳生

植物与阴生植物的记载，如“阳木生山南者，阴木生

山北者”以及“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春秋时期

" 期 蒋高明：植物生理生态学的学科起源与发展史 "43



（公元前 !!" # $!% 年）的《管子 · 地员篇》专门记载

了土壤类型特点与自然分布的和适宜种植的植物，

将土壤分为上中下 & 等，每等又分 % 类，每类又分 ’
种，计 (" 种，所种植的谷物列有 &% 种之多。如文中

记载“赤垆，经强肥，五种无不宜，其麻白，其布黄，其

草宜白茅与灌，其木宜赤棠”。西汉（公元前 )"% 年

# 公元 * 年）的《淮南子》的“草木洪者为本，而杀者

为末”以及“故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枝叶美，天

地之性也”，描述了植物地上部与地下部的关系。

《盐铁论》中有关于光影响植物生长的记载，如“茂林

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北魏（$)" # ’*( 年）

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则论述了各种农作物、蔬菜、

果树、竹木的栽培，书中所记载的旱农地区的耕作和

谷物栽培、树苗繁殖、嫁接方法，都是对植物生长习

性的观察总结，尤其可贵的是，贾氏提倡的“顺天时，

量地力，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的

思想，在科学比较发达的今天也是符合生理生态学

思想的。唐宋之后，人们对植物与环境的关系理解

更进一步了，如唐代（%+* # ("!）刘恂《岭表录异》记

载：“广州地熟，种麦则苗而不实”，揭示了小麦发育

需要低温阶段的现象；北宋（(%" # ++)!）《东溪试茶

录》的“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是关于植物

与光照的辨证关系的记载；元代（+)!+ # +&%*）王祯

《农书·粪壤篇》记载有踏肥、大粪、苗粪、草粪、火粪、

泥粪多种肥料，同时指出绿肥在江南地区普遍使用，

以及“一切禽兽毛羽亲肌之物，最为肥泽”，上述描述

是关于植物与土壤关系精彩的记载。然而，需要指

出的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多是从自然界那里认

知一些基本的规律，包括生命的起源与演化，但后来

这些知识大多被引申为做人和做官的道理，很少像

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那样沿着认知自然的道路走

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祖先很早的发现不能演变

成近代自然科学的主要原因。

西方人在这一漫长的阶段中，大部分时间的科

学与技术是落后于中国的。但是工业革命以后，西

方在自然科学的道路上却领先于中国了。如在植物

生理生态学的最初阶段，西方的科学家开始注意到

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波义耳（,-./0，+%%+）最早提出

了元素、化合物和土壤盐分的概念；)" 世纪初布鲁

塞尔的医生黑尔蒙特（123 40/5-36）设计了著名的柳

树实 验，试 图 寻 找 光 合 作 用 的 物 质 来 源（7--589，
+(%"）；:--;<2=;（+%((）利用液体培养技术栽培植

物，找出了植物生长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显然这

是受到了化学家的影响；42/09（+!)!）指出了空气

是植物体的组成部分，认识到了光合作用主要物质

的来源问题。+* 世纪初，一批科学家补充了范荷尔

门等人的实验，从而完善了对光合作用的发现。

! >! 观察与描述方法的开创阶段（+!’" # +(""）

在生态学的初创时期，生态学研究基本上停留

在描述阶段，而生理学研究则大部分局限在实验室

内，植物生理生态学仍未从其双亲学科中脱离出来。

在植物生理学方面，+*%) 年利比希提出了著名的最

小因子定律（780?8@，+*%)）；在植物生态学方面，

+*%% 年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420A0/，+*%%）。

其后，BC0CC0=（+(""）在众多学者在植物与环境观察

与描述的基础上，出版了第一部《植物生理学》，书

中内容涉及了植物的生理过程、光合作用、呼吸作

用、同化物质的分配、水分关系、矿质营养、氮同化、

植物与环境关系，书中的有些观点影响至今。另外

值得提出的是，哈伯兰特（42?0=/23;6，+**$）、辛泊尔

（DEF85G0=，+*(*）、瓦尔明（:2=583@，+*(+）等人分别

从植物解剖学、植物地理学和植物生态学的角度出

发，提出了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并围绕各自的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猜测和假说，这些成果的获得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善于观察。因此，观察是

植物生理生态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

相对于后来的实验方法而言，观察方法有很多

缺点和局限性：+）只能得到关于事物本质的某些表

面现象，而某些现象往往时过境迁，不能自发重现，

限制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只能得到事物整体综

合的表面现象，无法了解原因。生命现象是自然界

最复杂的运动形式，生态学过程尤其复杂，仅仅运用

观察方法远远不能解决深入的问题，必须采用实验

方法。

! >" 实验方法阶段（+("" # +(’"）

实验方法是利用仪器或控制设施有意识地控制

自然过程条件，模拟自然现象。利用环境控制技术，

在研究某种因子对植物的影响时，控制其它环境条

件尽量不发生改变，这样就避开了干扰因素，突出主

要因素，在特定条件下探索客观规律。实验方法与

观察方法的不同在于：+）改变单个因素，保持其它因

素不变，从而判断各个因素的作用，使研究对象以纯

粹的、更便于观察和分析的形态表现出来。如利比

希在研究影响植物生长的营养元素中，就是采取上

述“避轻就重”的做法（7--589，+(*"），其对实验生物

学影响很大；)）实验结果能够反复再现，重复研究。

作为植物生理学与植物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植

物生理生态学也是植物生态学中实验内容最强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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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学科。这些工作早在 !" 世纪初就有人认真地做

工作了，如 #$%&%’()（*+",）研究了植物叶片能量的

平衡；-$./0&.’ 等（*+"1）根据他的实验提出了限制

光合生产的一些基本因子，指出光合作用受到数种

因子影响时，其受限制的程度取决于供应量最少

（小）的那个因子。虽然后来发现该定律难以判断不

同因素之间是否有交叉作用，但它对于理解植物的

生理活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后，许多学者对环

境因子对植物生长发育过程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

验研究，如植物气孔的开张（-2344) !" #$ 5，*+!"）、光

补偿点 6光饱和点（-.(%) 7 89%)%2，*+!:）、#;! 补偿

点 6 #;! 饱和点（<99=%2 !" #$ 5，*+>>）、温度（-$./0&.’
7 ?.((@.%3，*+"1），矿物质（-2344)，*+!!）对光合作

用的影响等，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大

部分是在室内进行的，其研究时的环境与自然环境

差别较大，并且主要是对单个因子的影响做研究，故

仅能从某个侧面反映植物的生理生态特性，无法表

现在自然环境中多种因素作用对植物的功能的综合

影响。鉴于这些原因，一些先驱者开始尝试把生理

学实验搬到野外去，如苏联的马克西姆（?.A3&9=，
*+!+）和美国的 B.CD%’&32%（*+,E）等，研究了沙漠植

物和植物群落中的植物与环境关系。这些研究促进

了植物生理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问世。!"
世纪 1" 年代，比林斯（F5 B5 -3$$3’4)）最早倡议把植

物生理生态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对该段详细

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 -3$$3’4)（*+:1）写的回忆录。

实验方法阶段初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实验方

法的缺陷，例如在与生理活动相应的小尺度上测定

气候因子就很困难，成为植物生理生态学发展的一

个限制因子。直到 !" 世纪 G" 年代才有了精确测定

植物叶温、光合有效辐射的技术；#;! 交换和 <!; 的

现代测定技术使植物生理生态学家可以在自然条件

下对气孔活动、蒸腾和光合速率进行连续的监测。

尽管研究手段较以前有明显的改进，但距离植物生

理生态学实验研究的要求还很远。例如当时，只能

对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的幼苗进行控制部分环境条

件的试验，并且自然环境的模拟技术也还很不够。

再如，如何在生长室中模拟风速的涡动效应，至今仍

然没有解决。在水生生态系统中，光、涡流以及碳交

换的测定都还只是初步的形式。植物地下环境及植

物地下过程测定方法相当缺乏。虽然人们对植物的

气孔控制和失水方面的理解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植物细胞水分关系中的有关参数，如膨压、渗透势

的测定仍然相当困难。在植物H离子关系方面，情况

也相似。

! 5" 理论方法与综合方法阶段（*+1" I *+:"）

植物生理生态学主要发展于 !" 世纪下半叶，自

然科学得到迅速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作为科学

研究的工具，运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能满足需

要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

根本变化，研究方法呈现出交叉化、多元化、综合化

的发展趋势。

植物生理生态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不可能再走与

其它古老学科（如物理学和化学）的同样的路。自然

科学，甚至一些社会科学的先进的方法和理论无时

不渗透进来。!" 世纪 G" 年代年代以来，植物生理

生态学研究方法开始长足发展，特别是野外测定手

段的不断改进和计算机的广泛采用使模型方法得到

广泛的运用。精确的测定植物代谢与其微环境变化

成为可能，也为人工气候室内自然环境的模拟奠定

了基础。如研究多种限制因素的相互作用对 #;! 和

<!; 气体交换的影响（<9$&42%’ !" #$ 5，*+G1）；对 #>
和 #E 代谢的研究（J92()/@./0 !" #$ 5，*+G1）等。KCLH
$9M 和 F3$)9’（*+,*）对气体进出叶片阻力的研究，

N.(%)（*+G!）对 叶 片 能 量 平 衡 的 研 究，及 ?9’(%3(@
（*+G1）的植物干物质生产H气候模型等，奠定了定量

研究环境对植物代谢影响的理论基础。!" 世纪 G"
年代末以后，植物生长模型研究进入繁荣时期，影响

较大的有农作物同化、呼吸以及蒸腾作用的系统性

模拟模型，作物生长与生产的模拟模型等。在这方

面最突出的工作要属荷兰 F.4%’3’4%’ 农业研究中

心，开创了用计算机来模拟农业生产和环境与植物

群落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先例（L% F3(，*+,:）。:" 年

代，植物生理生态学家又发展了建立在生物化学反

应基础上的光合作用模型及气孔调节模型（O.2PC@.2
!" #$ 5，*+:"；O.2PC@.2 7 =9’ #.%&&%2%2，*+:!）。

*+,1 年，奥地利学者拉夏埃尔编著的《植物生理生

态学》出版（K.2/@%2，*+,1），宣告了这门学科的正式

形成。

! 5# 现代植物生理生态学阶段（*+:" I 今）

进入到 !" 世纪 :" 年代以来，植物生理生态学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在不同层次上都得以体现。

植物个体生理生态学的研究主要以农作物、经济林

木、牧草和资源植物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体的光合生

产、水分循环和抗性生理。进入 :" 年代初期，植物

群落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则成为群落生理生态学研究

的核心内容。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使得这门科学在近

几十年发展迅速。其一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出

! 期 蒋高明：植物生理生态学的学科起源与发展史 !:*



现，尤其是以大气中 !"# 浓度升高为主题的全球变

化问题，使它在解决实际问题（气候变化、环境污染、

粮食危机等）上有了用武之地；其二则是技术的进

步，便携式快速而精确的测定仪器不断推出，可以实

现在野外自然状态下测定植物的气体交换过程、叶

绿素荧光、能量交换、水势、水分在植物体内的流动、

冠层与根系生长的分析，各种环境控制手段的不断

完善使实验的重复性加强；而室内稳定性同位素技

术（$%&’(%) * +’,-.(，/012）、元素分析技术的成功

应用则给许多生态学现象和野外观测的结果以机理

性的解释。除此以外，系统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如系

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分形理论等也广泛应

用进来（常杰等，/003）。有关新的动态，请参考蒋

高明（#44/）的综述文章。

! 植物生理生态学在国内的发展

/0#4 5 /064 我国在植物生理生态学方面研究

始于 #4 世纪 #4 年代，当时一些前辈如钱崇澍（/112
5 /063）、李继侗（/107 5 /06/）等在国外的工作，涉

及植物生长发育与土壤理化性状、水分的关系，是早

期的启蒙性工作。钱崇澍与 ")8.(9:;8 合作发表的论

文“钡、锶及铈对水绵的特殊作用”，是中国人第一次

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有关植物生理学的论文（!9<.= *
")8.(9:;8，/0/7）。如果钱氏的工作是植物生理学的

内容，其工作是开创了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先端，那么

李继侗的工作经历则开创了中国植物生理生态学研

究之先河。李氏最早在英国期刊上发表的“光对光

合速率变化的瞬时效应”，公认是对两个光系统的先

驱报告（><，/0#0），可见其在植物生理学领域的造

诣。抗日战争结束，李氏转入植物生态学研究，较早

在国内开展植物生态的调查工作。在高等植物的呼

吸代谢方面，汤佩松先生以水稻为研究对象发现了

$?@ 无氧呼吸酶系统（汤佩松等，/036），从而证明了

“呼吸代谢多条路线”的思想；在营养生理方面，罗宗

洛于 /0#7 年在日本《植物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不

同浓度的氢离子对植物的影响”的论文（>::，/0#7），

其后又发表了几篇矿质营养的论文。他的这些工作

是我国植物生理学者在矿质营养方面的起始标志。

在水分生理的研究中，中国学者的工作可谓世界领

先。汤佩松与物理学家王竹溪合作发表了一篇有着

深远意义的论文（A’=B * +’=B，/0C/），用热力学原

理分析了单细胞和水分的关系，如渗透压、吸水压及

膨压等；#4 年后，类似的水势研究才出现在国际刊

物。建国以后，一些科学家对营养元素尤其是微量

元素对植物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有代表性的研

究（汤玉玮等，/033；崔 ，/03C）；以罗宗洛为首的专

家从 34 年代开始了干旱、盐碱、寒害和涝害等方面

的研究。如果把当时分散在农、林、草各学科的生理

生态工作综合来看，也有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当时

学科范围的限制，没有独立发展成为植物生理生态

学。如涉及作物、林木和牧草生理生态学的研究，有

小麦、水稻等作物的抗旱性、抗寒性，杉木、杨、柳的

生长分布与环境条件的关系；穿心莲北移后光温处

理，促进开花结实；罗芙木生长发育、生物碱含量与

光照强度的关系；羊草大针茅草原群落的单叶光合

生理生态研究。

/064 5 /014 从生理生态学角度开展的大田光

合生理研究，对传统的群落光合模型作了修订。以

兴安岭和长白山红松针阔混交林、内蒙古草原、亚热

带杉木针阔混交林结构与光合生产的研究也是群体

水平的工作。这些工作与 DEF@ 研究中光合生产、矿

质营养元素循环的目标一致，成为群体光合生理生

态的一个特殊领域。此外，#4 世纪 74 年代开始，我

国生态学者围绕着大气和水质污染开展了植物与环

境污染物质关系的研究，分别就 G"#、H"I、J!,、JB
以及 !;、@K、!%、JB 等重金属的吸收积累与分配及

其净化功能也进行了研究。对大气和污水排放标准

的制订，污水灌溉对作物质量的影响以及建立生物

净化带等提供了依据。

/014 5 /004 植物生理生态学研究零星分散，

由于实验观测仪器设备落后陈旧，开展的植物生理

生态学研究则近乎空白。但这一阶段非常值得一提

的是，李博先生翻译 的 >’(L9.( 的《植 物 生 理 生 态

学》，为该学科在以后中国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L9.(，/014）。这 /4 年当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

李继侗的“植物气候组合论”一文（李继侗，/016），该

文全面地介绍了伦德加德（>;=%.BM(%9）等人的理论，

并结合实际对我国全境的植物群落和气候组合作了

比较深入的探讨，同时开展了一些有光、温度、水分

对植物生长发育影响的研究。

/004 5 今 由于仪器的更新，尤其是中国生态

系统 研 究 网 络（!$NH）和 中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项 目

（FND?）的实施，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为主的研究队伍购置了大量的植物生态生理仪器

（室内和野外的），已开展了不少研究。如对不同野

生植物或大田作物的光合生理、水分生理、抗性生理

方面取得了大量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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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植物生理生态学的特点表明，它具有植物生态

学与植物生理学双亲起源的特点，是一门明显的交

叉学科。在学科成熟过程中，辛泊尔、比林斯、拉夏

埃尔等人的贡献是不可以磨灭的；李继侗、李博的工

作促进了该学科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衡量一门学

科是否有生命力，主要是看它能否在实践中接受检

验，能否为社会、经济或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

思维的方法与研究的手段。植物生理生态学最近的

迅速发展说明，它能够对一些生态学现象以及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给予机理上的解释，受到了国内外学

者越来越多的重视。当然，这门学科的交叉特点使

得在某些场合下难以区分学者们所做的工作是属于

植物生理学的还是植物生态学的，但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即包括了生理学的严谨实验又包括了生态

学的宏观思路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开展研究提

供了新思路。今后我国的植物生理生态学研究，一

是要紧紧抓住我们中国自己的生态问题，如由人类

活动引起的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青藏高原的特殊

生境、全球变化下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响应、植物对

环境污染的修复作用等，二要保证研究手段的不断

更新，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高质量的论文。

例如，所使用的仪器必须是国际同行所认可的，一些

质量和信誉很差的仪器所获得的数据在有影响的国

际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机会很小。加强我国的植物生

理生态学研究，既能满足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实

际生态问题的需求，又可使中国植物生理生态学研

究在国际大舞台上有“表演”的机会。在今后的国际

学术竞争中，我们是依然唱“配角”，还是争取唱“主

角”，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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