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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大尺度气候变化对有害生物种群调控机制研究 

提名单位 

中国科学院 

提名意见 

种群暴发问题是生态学研究重要内容，也是生物灾害预警

和防控的基础。项目完成人研究了大尺度气候因子如厄尔尼诺-

南方涛动（ENSO）、北大西洋涛动（NAO）、全球温度对有害生物

种群动态的影响与调控机制，有如下原创性重要发现： 

（1）发现 ENSO/NAO 对鼠类（兔）等种群动态具有重要影

响；发现其在雪兔-猞猁种群 9-11 年周期性波动起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拓展了“猎物-捕食者相互作用是导致种群周期振荡主

因”的传统观点。 

（2）发现温度对蝗灾种群动态具有尺度依赖的正负双效作

用；发现我国历史上蝗灾发生与冷气候正相关，拓展了“气候

变暖有利于生物灾害发生”的传统观点。 

（3）发现降水对鼠疫发生具有环境依赖的正负双效作用；

发现高降水在干旱环境下有利于鼠疫发生，而在潮湿环境下不

利于鼠疫发生，拓展了“较高降水有利于鼠疫发生”的传统观

点。 

上述发现丰富和发展了大尺度种群生态学理论，为中长期

生物灾害预警和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得到国际著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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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Discovery News，New Scientist 等专题评论。 

第一完成人相关成果得到国内外高度认可。他于 2014 年当

选挪威科学院外籍院士，2017年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2018

年荣获国际鼠类生物学与治理大会（ICRBM）终身成就奖，2019

年荣获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突出贡献奖。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 等奖。 

项目简介 

种群暴发问题是生态学研究重要内容，也是生物灾害预警

和防控的基础。传统气候学说主要强调小尺度气候(如局地温度、

降水等)的作用，忽视了大尺度气候（如全球气温、厄尔尼诺-

南方涛动、北大西洋涛动）的影响。项目完成人通过整理和分

析一系列生物类群种群的长期变动资料，发现多种有害生物类

群种群暴发与大尺度气候因子密切有关，发现气候变化对种群

的影响具有尺度依赖或环境依赖的双效作用，揭示了气候影响

有害生物发生的新机制，丰富和发展了大尺度种群生态学理论，

为中长期生物灾害预警和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主要创新性发

现如下： 

（1）发现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和北大西洋涛动（NAO）

是影响鼠（兔）类种群动态的大尺度气候因子。发现我国多种

鼠类等种群发生与 ENSO密切关联，发现 ENSO 可通过温度、降

水、植被等对这些生物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拓展了“局地气

候影响有害生物发生”的传统认知。利用将近一百年的数据，

发现猎物-捕食者相互作用不是形成加拿大地区雪兔－猞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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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数量 9-11 年周期性波动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大尺度气候因子

ENSO 和 NAO对种群周期性波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拓展了生

态学教科书中关于“猎物-捕食者相互作用是导致其种群周期振

荡主因”的传统观点，研究成果得到著名生态学家 Stenseth 教

授在 Climate Research 杂志上发表主编专题评论。 

（2）发现全球性气温对蝗灾发生具有尺度依赖的正负双效

作用。通过重建近 2000 年我国东亚飞蝗种群发生的时间序列，

发现蝗灾与古代中国的冷气候关系是正相关的；大尺度温度可

通过影响降雨对飞蝗种群发生产生间接的负调节作用，而小尺

度温度可对飞蝗种群具有直接的、正调节作用。该研究拓展了

“气候变暖有利于生物灾害发生”的传统观点。研究成果得到

国际著名杂志 New Scientist, Faculty 1000 等专题评论。 

（3）发现降水对鼠疫发生具有环境依赖的正负双效作用。

通过分析中国近 200 余年千余县鼠疫流行的时空动态，发现高

降水在干旱环境下有利于鼠疫发生，而在潮湿环境下却不利于

鼠疫发生。该研究拓展了“较高降水有利于鼠疫发生”的传统

观点。创建了一种依据历史记录资料重建鼠疫传播路线、估算

其传播速度的新方法，解决鼠疫长距离和短距离扩散难以兼容

的难题，发现道路、河流和海岸线加速了我国鼠疫的传播。相

关研究成果得到国际著名杂志 Science、Discovery News 等专

题评论。 

第一完成人的相关研究得到了国内外本领域的高度认可。

他于 2009年荣获俄罗斯科学院荣誉教授称号，2014 年当选挪威

科学院外籍院士，2017年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2018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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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国际鼠类生物学与治理大会（ICRBM）终身成就奖，2019年荣

获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突出贡献奖，2018 年入选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二工作组专家成员，

作为主要作者(Leading author)参与第 6次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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