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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栏阻碍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 
2021 年 10 月 15 日，“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与优化体系”

任务“生态安全屏障优化体系”专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孙建研究员团队，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

上发表了关于围栏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孙建

研究员为本研究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当天，《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青藏高原生态文

明与生态安全”论坛召开，第二次青藏科考多项成果发布。 

围栏影响了生态过程、景观格局和生物多样性。围栏功

能属性多样化，一些围栏的建设用于禁牧和退化草地恢复，

例如澳洲的“野狗围栏”和我国的退牧还草工程；还有一些

围栏可作为国境边界线，防止难民迁移进入和疾病扩散。尽

管围栏能够有效保护濒危物种，利于生态脆弱地区保护，服

务于政策导向，但是围栏也可能导致生境进一步破碎化，阻

隔动物迁徙和基因交流，成为伤害野生动物的无形陷阱。 

围栏阻隔和破坏动物的迁徙路线，例如，在南非，围栏

严重威胁迁徙类动物（有蹄类动物、角马等)的数量。生境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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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化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放大，会加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功能和服务恶化。在博茨瓦纳，围栏阻止大象自由活动，

甚至导致大象被迫饮用富含蓝藻毒素的池塘水后大量死亡，

这主要源于气候变暖导致池塘水里蓝藻细菌的大量繁殖，蓝

藻毒素毒性增强。由此可见，为保护某些特定物种开展的围

栏措施，但对其他物种产生严重的阻隔和伤害，威胁当地的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栖息地保

障、和遏制病毒蔓延和传播至关重要。遏制并防止生物多样

性丧失是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 15（陆地生命）的焦点。因此，重新审视和评估遍布世界

各地的围栏工程迫在眉睫，需采取预防调整措施，降低其潜

在风险。 

综上，研究团队提倡，鼓励重新开放跨国界的野生动物

迁徙通道，并根据具体情况，对计划建设和正在建设的围栏

做出必要的科学评估。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临时性围栏或

可穿透围栏或许是一种有用工具，可能所有类型围栏的建设

都需要，也应该考虑将其对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影响作为先决

条件。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m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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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模拟重现冻土区长期地貌分选过程 
2021 年 10 月 5 日，“地质环境与灾害”任务“冻土冻融

灾害及重大冻土工程病害”专题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牛富俊研究员团队，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美国科

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关于冻土冻融灾害及重大冻土

工程病害的最新研究成果。绍兴文理学院李安原博士为本研

究第一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刘全兴教授为本研究通讯作者。 

近期，科考队在国防公路考察至新疆温泉达坂一带，发

现了条纹清晰的石条。无论在北极还是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

这些规则的地表图案都广泛发育，是冻土分选作用形成的独

特的地貌类型。这种地貌景观也被认为是过去火星上存在地

表液态水的证据。2003 年，Science 曾以封面论文的形式，

首次报道了关于地表斑图形成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不均

匀冻胀，空间侧向挤压是导致地表颗粒物质自组织运动的主

要机制，然而该模型缺乏试验证据。 

研究团队通过控制试验物理模拟冻土地区的冻融循环，

实现了野外长期地貌分选过程的室内试验短期重现（图 1）。

试验显示，导致形成石环的土体中水分以冰针的形式作用于

砾石，为砾石的运动提供能量来源。通过实验数据统计发现

单个砾石的运动速率与局部砾石数量呈指数递减关系，这导

致该系统中砾石在它们运动更慢的地方聚集，从而自发形成

相分离：一个是砾石富集的密相，另一个是砾石稀少的稀相，

进而形成了韵律性的砾石堆积图案。基于这一规律，建立了

两个可以描述砾石在空间中分布的动力学相分离模型，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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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能够重现野外和室内实验观察到的各种砾石图案。这是

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并报道了地貌学中的相分离机制并揭示

地表图案的产生机理。 

 
图 1 实验室中石纹和石头运动的自组织模拟 

原文链接：https://www.pnas.org/content/118/40/e21106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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