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元 1 物种分布建模简介 

欢迎来到“物种分布模型”在线开放课程的第一个单元。在本单元中，我们将向你

介绍什么是物种分布模型，以及模型验证和制图的相关步骤。 

首先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了解物种分布哪里”。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

首先，物种分布是我们了解该物种的生物学和自然史的基础。此外，物种分布模型

也有许多不同的用途：它们可以帮助确定应该优先保护的区域，例如容易灭绝的濒

危物种；它们可以用于评估入侵物种在特定地区扩散的可能性；它们也可以辅助确

定传染病和疫情的潜在传播路径，这对公共卫生和安全非常重要。另一个应用是将

它们与未来自然环境变化情景相结合。这样它们可以用来预测气候变化或土地利用

变化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所以“为什么要了解某一个物种分布？”的重要原因有

很多，那么我们该如何预测物种分布呢？ 

建立一个物种分布模型从收集物种出现记录开始：图中是我们知道能够找到某个物

种的地点。这些物种出现的记录大多是基于点数据，主要是来自博物馆的记录和专

家的实地观测等。但是，当你查看某个物种的分布图时，，你会发现在地图上它通

常是显示一个区域范围而不是一堆点。那么，我们如何从观测到的物种个体出现的

具体地点来生成该物种的大概的预测分布图呢？这就是物种分布模型发挥的作用。 

主要两种方法用来预测物种分布。第一个是机理模型，主要通过物种对环境条件的

忍耐限度去建模，例如物种能够存活的最高温度。该模型需要物种对环境因素生理

响应的详细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往往难以获得。第二种方法是关联方法，它是物种

分布模型中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本课程的重点。该方法适用于我们没有物种对特定

环境变量适应等详细信息的情况。关联方法基于的假设是一个物种的当前分布是符

合生态要求的良好指标。 

为了验证关联物种分布模型，我们需要两种类型的输入数据：物种分布位点和一系

列的环境变量数据（如温度和降雨量）。将这两种类型的数据输入算法，找到该物

种和分布位点的环境条件之间的关联，最终我们可以确定适合该物种生存的环境条

件。换句话说，物种分布模型描述了物种分布和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知

道物种分布地点及其环境条件。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算法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算法用这两类数据来估测物种在某个地方的出现概率和该地点的环境条件函数。 

我们建立了模型之后，就可以在地图上显示预测物种的地理分布。该模型预测出物

种在景观中每个点位的出现概率。结果可以是二进制形式，即分布/无分布图，或

者是在 0-1 区间的分布概率值，例如颜色越深的地区表示物种可能在该地出现的可

能性越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地图显示的不是一个物种真实的分布地点，而是突

出显示和该物种已分布地点有类似环境条件的地区，因此它是对物种潜在分布区域

的估测。并不意味着物种真的分布在该地区。 

这就是关于物种分布模型的简短介绍。在本课程的其他单元中，我们将对物种分布

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讲解。单元 2 将解释这些模型背后的生态理论。单元 3 将

介绍如何获取和解释输入数据。单元 4 对已有的不同模型进行概述，并解释如何选

择最适合你的数据和科学问题的模型。我们在三个单独的单元中详细说明用于构建



物种分布模型的几种方法：单元 5 将介绍适用于仅有分布数据的模型，单元 6 介绍

统计回归模型，而单元 7 介绍机器学习模型。单元 8 中讲解如何评估模型结果。我

们会在单元 9 中重点介绍一个具体案例：分析气候变化对物种分布的影响。在本课

程的最后一个单元中，我们介绍 BCCVL：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虚拟实验室。这

是一个可以让您用几个简单的步骤运行物种分布模型（包括气候变化预测）的工具。

在最后一个单元中，我们将演示如何使用 BCCVL 进行一些案例研究。 

感谢您观看单元 1，我们单元 2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