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提提
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动动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立项结果公布

科普中国
APP

科普中国
微博

科普中国
微信

生态学中的重要术语

生物多样性
九龙坡区老科协进社区
科普健康知识

科技服务·科普
2021年10月19日 星期二

主编：苏伶俐 见习编辑：关莹洁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10

近期科学界热词莫过于“生物多样性”。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日前在春城昆
明闭幕，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中国，生物多样性也被提升到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高度。生物多样性是指什么？生
物种类越多越好吗？生物多样性为什么如此重要？

沙坪坝区科协召开
年度消防安全培训会

本报讯（通讯员 张又麟）沙坪坝区科
协日前组织辖区单位召开了2021年度消防
安全培训会，以增强消防安全意识，熟悉消
防安全设备，提高应对消防安全的能力。

重庆市消防协会教官采用多媒体授课
的方式，播放了近年来典型火灾事故案例
视频，深入剖析火灾事故原因，讲述火灾的
形成、火灾的发展、火灾的危害、火灾的预
防、火灾的处置等消防安全知识。就发生火
灾如何疏散逃生、如何正确报警、如何扑灭
火灾、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材等相关知识进
行了讲解答疑。对消防安全管理和宣传工
作的开展进行了指导，并对单位厨房、线路、
消防设施等进行了安全排查。

璧山区科协赠书给青年
人才公寓助科学素质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李旭东 杨旭）日前，
璧山区科协赠送香江嘉园青年人才公寓党
支部科普书籍100余册，助力璧山区青年人
才公寓将党建工作与科学普及有机结合。

针对人才公寓不同人群的读书需求，
区科协列出的图书清单，涵盖党史教育、经
典名著、基础科学、系列科普等方方面面。
通过“科普图书进人才公寓基地”的方式，
将璧山区文化建设、科技推广、科普宣传、
文明创建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下一步，区
科协将定期向社区、向青年人才赠送科技、
党史等优良图书，助力青年人才提高综合
素养，逐步在全区营造学党史、用科学的良
好氛围。

南川区科协联合林学会
开展管护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唐维银）“竹林的密
度大并不是好事，密度太大，每根竹子吸收
的养分就不足！”日前，南川区科协、南川区
林学会相关负责人等到合溪镇草坝村为笋
农开展竹林管护培训。

区林业局退耕办负责人、方竹笋产业
重庆市科技特派员实地考察后，发现该村
竹林太密，每亩竹林应保留1000~1200根方
竹为宜。同时向笋农科普5年以上的老竹
不但不会再产笋，反而会吸收养分，因而需
要砍除等知识。提醒笋农采笋时一定要注
意每亩保留300个左右竹母。留养好竹母
不但可以调整竹林结构，还可以更合理地
利用光、水、温、肥等资源，达到竹笋高产、
笋农增收的目的。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对于大众而言，“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既熟悉又陌
生的词汇。“生物”与“多样性”都好理解，但合在一起，
似乎又不仅仅是指“生物很多样”那么简单。

生物多样性，是描述自然界多样性程度的一个内
容广泛的概念，指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整体的多样
性，涉及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多个方面。也就是说，
动物、植物、微生物，乃至它们形成的不同的生态系
统，都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自然保护区中一只憨
态可掬的大熊猫，人们肚子里一个微小的肠道菌落，
都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

除了指不同的生物种类外，生物多样性还包括生
态系统构成方式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同样的生物，
在不同环境下产生的不同栖息、生长、繁殖方式，也属
于不同的生物多样性内容。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橘生
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描述的就是这种因环
境产生的多样性。

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多重要

据估算，目前全球物种共有500万~1亿种，而确
认发现的仅有200万种。看似繁多而丰富，但实际上
其中大部分都是昆虫等小型生物。而对生态系统有
重要影响的哺乳动物只有5000多种。随着人类活动
对生态系统影响的不断变强，物种灭亡的速度也逐渐
增加。据测算，人类活动引起的人为灭绝，是非人为
灭绝速度的100~1000倍。

虽然物种的生成与灭绝是自然界“适者生存”的
正常进程，但是生态系统的平衡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例如，澳大利亚的12种本土特有的蝴蝶基本灭
绝后，导致植物授粉变得困难，其他动植物也会因此
加速灭绝，最终给整个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带来灭顶
之灾。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食用、
药用到工业原料、从科学研究到美学创造，不同种类
的生物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以现在的科技水平很难
准确评估出任一物种消失带来的影响。因此，居安思
危，尽可能保存下更多的物种，才能为以后的社会发
展、科技进步做好准备。

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好在人类逐渐意识到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对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越做越好。截至目前，中国已建
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为野生生物群落营造了大量栖息之地。90%的
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保护生物多样性，可不是单纯让生态系统中的生
物种类越多越好。盲目引入新物种，反而可能会对现
存的生态系统造成灭顶之灾。19世纪，鲤鱼、草鱼等
亚洲鱼类被引入美国，以控制过多的昆虫和水生植物
的疯长。几十年后，美国五大湖的亚洲鲤鱼却泛滥成
灾。因此，对于本土较为脆弱的生态系统，则要加强
保护力度，尽量避免外来生物入侵和人为破坏。

同时，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一定要遵循“因地
制宜”的准则。比如濒危生物，应在其活动区域建设
对应的自然保护区，用最适宜的环境，保护最合适的
动物。我国在四川、陕西、甘肃设立的67个大熊猫自
然保护区，就是为熊猫们“量身打造”的竹林乐园。总
之，构建自然和谐的生态系统，避免一家独大，才是对
生物多样性最好的保护。 （本报综合）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日前公布了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
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的立项名单。数据显
示，今年立项总数与去年基本持平，其中重点项目370
项，每项资助35万元；一般项目3169项，青年项目1103
项，资助经费每项均为20万元；西部项目499项，资助
经费每项为20万元。

今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继续采取
适度限额申报的办法，最后正式受理有效申报32714
项，其中申报重点项目3518项，一般项目21746项，青年
项目7450项。五大社科研究系统中，高校系统申报

29398项，占申报总数的89.86%，社科院系统申报1373
项，党校系统申报1205项，军队系统申报131项，各级党
政机关及其他申报607项。西部项目今年公示的拟立
项课题为500项，有1项因项目申请人去世不予立项，最
终立项数为499项。

重庆市今年立项数明显增长，共有20个科研单位
的209项课题获批立项，比去年增加16项。其中，重点
项目15项、一般项目115项、青年项目37项、西部项目
42项。总体来看，我市今年的立项数稳中有进，立项学
科结构更加合理，项目类别结构进一步优化，立项单位
进一步拓展，地域特色与国家战略的结合更加紧密。

（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王英秀）九龙坡区老
科协近日开展了系列科普活动，展示了老
科技工作者“老有所为、积极作为”的风采。

区老科协除了进各个社区为近百名居
民宣讲环保科普知识《保护地球刻不容缓》
及健康养生科普知识《衰老与防衰老》以
外，还到西彭镇敬老院为60余名老人科普
了“老年人慢病的防治和心理健康”知识，
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为老人开展义诊及
慰问活动。随后在彩云湖社区进行了“市
老科协垃圾分类社区宣传行”，上海交通大
学重庆校友会的专家举办了“让城市和乡
村告别垃圾污染”科普知识讲座，惠及周边
30余名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