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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以天目山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建设为背景 , 在 “树立野外实习创新理念、建

立野外实习管理机制、改善野外实习硬件条件、开辟野外实习新的线路、设立野外实习创新项

目 ”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与实践 , 并对建设过程中的体会与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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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 (以下简称基地 ) 以浙江省天目山为核心 , 东至钱塘江 , 西到

千岛湖 , 北接浙苏边界的太湖。整个区域自然环境好 , 生物多样性丰富 , 经济发达 , 既有水质较

佳的人工湖 , 又有近几年来水体污染严重、蓝藻暴发的自然湖泊。核心区域西天目山是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 也是高校学生野外实习的主要场所。为了给华东地区的生物学理科基础科学研究与教

学人才培养提供更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 2007年 11月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J0730644)

资助 , 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与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合作建设 , 启动“天目山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建设项目 ” (以下简称项目 )。本文

就天目山作为实习基地的优越条件以及野外实习创新与实践的成果进行论述。

　　一、天目山是我国经济发达区域有代表性的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

(一 ) 天目山地理位置独特 , 交通便利

天目山地处浙江省西北部临安市境内 , 由东西两峰组成。东峰大仙顶海拔 1480m, 简称东天

目山。西峰仙人顶海拔 1506m , 简称西天目山。西天目山所辖地域总面积为 4284ha, 距杭州

64km, 上海 200km, 南京 320km, 处于长三角的中心 , 交通便利。

(二 ) 天目山自然环境优越 , 气候温和

天目山山势高峻 , 分长江、钱塘江而立。天目山南坡诸水汇于天目溪 , 注入钱塘江。北坡为

太湖之源 , 汇聚长江入东海。天目之水清凉透彻 , 矿物成份丰富 , 水质优良。天目山气候属中亚

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型 , 受海洋暖湿气流影响 , 季风强盛 , 四季分明。气候温和 , 年平均气温

1418℃～818℃, 最冷月平均气温 314℃～216℃, 极值最低气温 - 1311℃～ - 2012℃, 最热月平

均气温 2811℃～1919℃, 极值最高气温 3812℃～2911℃。无霜期 235d～209d。雨水充沛 , 年雨

日 15912d～18311d, 年降水量达 1390mm～1870mm。积雪期较长 , 比区外多 10d～30d, 形成浙

江西北部的多雨中心。年雾日 6411d～25513d。光照宜人 , 年太阳辐射量 4460～3270兆焦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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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春秋季较短 , 冬夏季偏长。空气富含负离子 , 是 “天然氧吧 ”和避暑休闲胜地。

(三 ) 天目山蕴含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天目山独特而又多变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气候条件 , 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生物资源。如有多种

植被类型 : 地带性植被 ———常绿阔叶林零星分布于海拔 700m以下大低山丘陵 ; 植被精华 ———常

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 集中于禅源寺附近和海拔 850～1100m的山坡和沟谷 ; 落叶阔叶林是天目

山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性植被 , 位于海拔 1100～1380m的高海拔地段 ; 落叶矮林是天目山

的山顶植被 , 分布于海拔 1380m以上 ; 针叶林是天目山的特色植被 , 尤以柳杉林最具特色 , 海

拔 350～1100m均有分布。天目山自然环境好 , 生物资源丰富 , 久负盛名 , 被誉为 “生物基因

库 ”。据近年调查 , 现有大型真菌 28科 115种 , 地衣 3科 48种 , 苔藓植物 60科 142属 151种 ,

蕨类植物 35科 68属 151种 , 种子植物 151科 764属 1718种 ; 兽类 75种 , 鸟类 148种 , 爬行类

44种 , 两栖类 20种 , 昆虫类 4209种。

　　二、天目山现有条件为基地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 )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历史悠久

1949年以后 , 西天目山国有林地先后由浙江省林业厅、浙江林学院和浙江农业大学等单位

接管。1956年被林业部公布为 “全国森林禁伐区 ”, 1975年浙江省政府下文建立省级自然保护

区 , 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并建立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 (简称管理局 )。1996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

执行局会议上 , 正式批准接纳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

络成员。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教育部及全国科协联合命名为 “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

地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

(二 )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较好

自 1986年成立管理局以来 , 国家和浙江省各有关部门 , 对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进行规划和建

设。1998年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开始实施二期工程规划和建设 , 恢复了禅源寺 , 扩大了自然保护

区的范围 , 新建了现代化的办公大楼、科技馆和多功能实习教室、实验室等。天目山自然保护区

已成为集教学、科研、旅游等协调发展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

(三 ) 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

天目山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和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典型性 , 已被世人誉为不可多得的天然

植物园。多年来 , 管理局与华东地区的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

范大学、浙江林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合作建设基地 , 每年接待实习学生数千人 , 同

时开展各种形式的科学研究活动 , 先后完成各种科研项目 40多项 , 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 并

联合出版了 《天目山志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报告 》、《天目山的昆虫 》、《天

目山植物学野外实习手册 》等教材与专著。

　　三、基地建设的创新与实践

(一 ) 树立野外实习创新理念

生物学野外实习是高等学校生物类专业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 , 其目标定位已不再

是单纯的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延续 , 而是注重开阔学生的视野、锻炼学生独立从事生物学野外

工作及独立进行专题研究的能力 [ 1 ]。通过野外实习 , 使学生掌握基本宏观和部分微观生物学的

野外工作方法 ; 加深对长三角生物多样性形成、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特点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

影响的认识 ;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 为培养具有广阔生物学视野的一流人才打好基础。

(二 ) 建立野外实习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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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年初项目正式启动时 , 首先由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

京农业大学等 5个基地建设单位和管理局各派 1人组成 “天目山野外实习基金管理委员会 ” (简

称 “基金管委会 ”) , 设主任 1名。其次制定 “基金管委会 ”工作职责 : (1) 根据建设计划 , 确

定具体的年度建设项目、任务分工和经费分配 , 各子项目的考核指标 ; (2) 建议和讨论对整体

计划作出重大调整的相关问题和调整后的建设项目、任务分工、经费分配和考核办法 ; (3) 监

督项目主持人按计划实施工作计划 ; (4) 提出下一轮野外实习基地建设申请计划 ; (5) “基金管

委会 ”认为其他有必要讨论和决定的问题。并明确规定项目主持人在 “基金管委会 ”监督下 ,

实施项目负责制和子项目分工合作的运行机制 , 明确各子项目的建设内容、建设周期、负责人或

单位 , 使参加项目的各单位既有分工又有合作。

(三 ) 改善野外实习硬件条件

在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二期工程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野外实习条件。2008年完成了管理

局教学科研大楼内网络教室、报告厅、实验室网络和实验台等 300多平方米基础设施建设。管理

局还配套投入约 100万元 , 建造了天目山动植物标本陈列馆。进一步改善了学生野外实习生活条

件。2008年完善了忠烈祠学生实习住所的网络资料室、学生活动室、标本制作室、餐厅及教室

等学习和工作条件 , 并购置了一批野外实习设备 , 有效地提高了实习的安全性和科学性。

(四 ) 开辟野外实习新线路

为了让学生真实感受发展经济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 学会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的

关系 , 2008年开辟了 “西天目山 —笤溪 —大运河 —太湖 ”这条生态学新的实习线路。新线路的

基本功能 : (1) 学习生物多样性 ; (2) 亚热带山地植被生态学的学习平台 ; (3) 集水区和流域

生态系统学习的野外大课堂 ; (4) 培养学生学习野外生物学的兴趣 , 培养和提高自主研究、实

践创新能力的大舞台 ; (5) 国际合作课程路线的一部分。新线路的具体内容 : (1) 浙江大学紫

金港校区 —杭州茶叶研究所 , 考察城市西部和西湖山区植被外貌 ; ( 2) 杭州茶叶研究所 —天目

山 , 走国道考察山地植被和湿地外貌 ; (3) 天目山 —火山峡谷 , 植被外貌考察、类型比较 , 集

水区和小流域观察 ; (4) 天目山 —临安青山湖 —余杭 —长兴 , 以笤溪为主的流域生态考察 ; (5)

长兴 —太湖 , 水体生态考察 ; ( 6) 太湖 —杭州 , 沿途路线观察。另外 , 为了使学生野外实习内

容更加丰富 , 2008年又在基地内新建了禅源寺—太子庵 —横坞 (长约 2km )、忠烈祠 —红庙 —九

思村 (长约 2km )、南大门 —忠烈祠 (长约 115km ) 三条新的植物学野外实习线路。

(五 ) 设立野外实习创新项目

设立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天目山生物学野外实习创新性项目 (简称 ‘野外实习创

新项目 ’) ”, 主要资助基地为功能性研究单位。根据天目山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生物种类及其

分布特点 , 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 , 针对不同学科统筹设立期限为 2～3年的开放性

研究课题。可由教师或生物学理科基地学生立项 , 教师立项的必须由该学院学生参加 , 学生立项

的必须有该学院的教师指导。项目由各学校 (学院 ) 组织实施 , 每年 11月底前向 “基金管委

会 ”提交年度总结 , 12月底前提交结题报告。“基金管委会 ”将在列项 1年后组织专家进行中期

检查、交流。对项目进行初步评价 , 提出中止、继续或加大资助的意见。2008年以来设立了野

外实习创新项目 15项 , 其中已启动的有 11项。

　　四、基地建设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一 ) 可持续发展的基地

华东地区的 5校 550余名实习学生和 40余名实习教师通过在基地的实习不仅有助于学生对

宏观生物学知识的认识 , 也利于学生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多方位知识的学习。基地为实

习师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 可满足华东地区 5个生物学理科基地学校野外实习 , 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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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接纳华东地区其他学校 2000余名学生实习。

(二 ) 校际交流和资源共享的平台

基地因众多著名高校师生同地开展实习 , 具有很好的学习交流氛围。2008年在促进校际交

流和教师资源共享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基础。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老师分别为复旦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学生的实习进行了指导 , 学生对老师的评价极高。

(三 ) 传统方法与分子方法的交锋

天目山生物学野外实习让学生亲身经历了一次传统方法与分子方法交锋的真实过程。2008

年复旦大学天目山野外实习新增了微生物的野外调查内容 , 学生评价说 : “在分子方法盛行的年

代 , 传统的培养方法似乎被忽视。但我们对整个微生物实习过程印象却十分深刻 , 在这里 , 没有

PCR仪 , 没有 p rimer, 没有测序仪 , 没有酶 , 却得到了良好的结果。从这一点来说 , 传统的培养

方法与现代的培养方法是同样重要的。”

(四 ) “感动经典 ”和 “返璞归真 ”的体验

天目山生物学野外实习让学生深深体验了十天 “感动经典 ”和 “返璞归真 ”。学生感叹说 :

“科学之路是一条极为严肃的道路 , 可能需要几十年如这十天的钻研努力 , 因而感谢并且庆幸有

这样一次体验的机会 , 我们会努力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对今后的生活旅程。天目山之行让我们对

宏观生物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 而不仅仅停留在对课本内容的记忆。另外 , 我们对这次实习充满

感激 , 因为这十天让我们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 也让我们重拾了对大自然最纯洁的热爱。”

　　五、基地建设过程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 ) 自然保护和实习采集之间的矛盾

作为高校学生野外实习的基地 , 如果师生都集中在同一地点大规模的采集 , 对天目山自然保

护区生态保护和保持生物多样性将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建议在野外实习过程中对于可采可不采

的标本坚决不采 , 必须采的标本尽量少采。

(二 ) 基地住宿条件和实习时间之间的矛盾

作为高校学生野外实习的基地 , 经常会遇到多个高校同时到同一地点实习 , 这给住宿容纳

量、标本采集等方面带来一定的问题 , 我们认为今后需要在完善基地实验室、生活设施和实习线

路等建设的基础上 , 提前统筹安排。

　　六、结语

野外实习是生物类本科生必需的教学环节 , 学生通过到自然界中的实习 , 可以真实地接触形

形色色的生物 , 认识生命的多样性 , 了解生物的生存环境 , 为今后的研究和应用奠定坚实的基

础 [ 2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 , 华东五校与管理局合作实施的 “天目山生物学野外实习基

地建设项目 ”, 在怎样把天目山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打造成国内最优秀的、开放性的野外实习创

新平台方面进行了创新与实践。通过基地的建设 , 建立能向全国开放的生物学野外实习网站 , 为

生物学理科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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