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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区划是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合理管理及持续利用的基础2它可为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管理政策的制订提供科

学依据C在综合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特点的基础上2探讨了生态区划的原则和依据2建立了各级生态区单元划分的指标体

系和命名系统2最后对我国生态环境进行了区域划分C将我国划分为 F个生态大区B"F个生态地区和 8G个生态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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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加强2自然生态系统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的干扰2全球和区

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2并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C因此2如何改善生态环境并使之与经济发展相

适应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C这就要求对当前的生态环境状况要有一个宏观的了解2
并且区分不同区域的主要环境问题2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制订提供科学依据C而生态区划

正是以此为目的8"9C随着生态学的发展2人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研究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领域C因而2
生态区划和生态制图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2并在很多国家得到充分开展8!E79C然而由于各国的生态环境

状况和自然条件不同2生态区划的内容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C例如在北美地区现有的生态区划一般都是指

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地域划分8F28EG9C
本文所指的生态区划是指在对生态系统客观认识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2应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2揭示

自然生态区域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规律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干扰的规律2从而进行整合和分区2划分生

态环境的区域单元879C虽然生态区划是在各自然区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但它与各自然区划不同2生态

区划既考虑了自然环境特征和过程2也考虑了人类活动的影响2它是特征区划和功能区划的相互统一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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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区划随着区划的对象和客体以及区划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以

及生态环境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对区划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生态区划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

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而发展#$%!本文以我国宏观尺度上的生态系统&生物和环境’为对象"在充分研究我

国生态地域(生态服务功能(生态资产(生态敏感性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胁迫等要素的特点和规律的

基础上"建立我国生态区划的原则(方法和指标体系"进而对相关的生态地域进行合并和区分"划分出各个

生态单元!其目的是揭示我国不同生态区单元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形成机制"为不同区域中自然资源的合

理开发和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提供决策依据"为全国和区域的生态环境整治服务"从而最终达到社会)经济)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生态区划的原则

生态区划的任务就是真实(客观而全面地反映出个区域单元的分异规律!这就要求人们首先对生态系

统的形成过程(结构和功能特点(分布规律及其相关的要素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过程!因此"生态区划的原

则取决于区划的客体及人们对它的认识程度!众所周知"现存生态系统是自然界长期演化发展和人类活动

干扰的综合结果!不同生态系统占据着一定的地理空间位置"具有各自的结构(功能等特点"而且受不同强

度人类活动的影响!一般而言"生态系统具有以下特性+生态系统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生态系统的等级性,
人类干扰的强弱性等!正是由于生态系统的这些特性"人们才能客观地将自然界的各生态系统进行合并与

分异"从而划分其区域单元!因此"生态区划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生态区域的分异原则"宏观生态系统是

一个由一系列不同类型组合的(在空间上连续分布的整体!在不同的区域范围内"由于气候(地貌(地形(土

壤等条件的不同"因而表现出与此相联系的生态系统的分异!根据这些差异"就能划分出不同的生态单元!
由此可见"生态区域的分异原则是生态区划的理论基础"也是生态区划的最基本原则!&.’生态系统的等级

性原则+等级性理论是了解生态系统空间格局的基础"它包含生态系统的结构等级和生态过程等级两方面

的内容!一般而言"生态系统的等级性体现的特点#-/%有+0高等级组分的格局能在低等级中得到反映,1低

等级组分的存在依附于高等级,2物质和能量通常从高等级流向低等级,3一些独立组分的变化不可避免

地影响到相关的组分!可见"等级性原则是生态区域逐级划分的理论依据!&4’生态区域内的相似性和区际

间的差异性原则+自然地理环境是生态系统形成和分异的物质基础"虽然在一区域内其总体的生态环境趋

于一致"但是由于其他一些自然因素的差别"因此使得区域内各生态系统的结构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和

差异性"而生态区划正是根据其相似性和差异性加以识别和概括"然后进行区域的合并和分异!这一原则

是划分生态区域的重要原则!
此外"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人类活动又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现存

的生态系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但是由于区域间受人类活动的作用不同"因而对各区域生

态环境的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导致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有所不同!因此"在生态区划时必

须考虑到人类活动的因素正确评估人类活动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和地位!

5 生态区划的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是划分生态区的理论依据!由于指标体系随区划对象(区划尺度(区划目的及区划研究者的

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区划的指标体系的确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也是历来各区划中争论最

多的话题!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无论任何区划"其指标体系的确定和各个指标的选取应尽可能地体现其

区划的目的并反映出其区域的分异规律!由于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形成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它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是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选取各生态区划分的指标时"应在综合分析各要素的

基础上"抓住其主导因素"这样既可把握住问题的本质"又不致于使指标体系过于庞杂而重复!一般而言"
气候是大尺度下生态系统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地貌和地形对水热因子的分布起重要的作用"因此"它们往

往在区划的过程中被确定为主要指标之一#6%!
本方案采用 4级分区"根据我国的气候(地貌(地形(生态系统特点以及人类活动规律等特征"在不同

级别的区划中分别选取以下定性和定量指标!

57* -级区 我国东临太平洋"在气候上主要受东亚季风的影响!此外"我国三级阶梯的地势对气候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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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作用!这二者相互结合形成了我国主要的气候特点"即东部湿润#西部干旱#青藏高原高寒!由于水

热因子的综合作用决定了宏观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如森林#草原#荒漠及高寒草甸等等!因此"在 $级区

的划分中主要根据我国的气候和地势特点"选取以下两类指标%&水热气候指标"干燥度’年降雨量#年蒸

发量(与湿润状况#年均温度)*地势差异"大的地势格局和海拔高度)划分出我国主要生态大区"如%湿润

生态大区#干旱生态大区和高寒生态大区!在各生态大区中"再选取一些指标"进行 +级区的划分!

,-, +级区 它与大尺度下的地形和地貌格局及与之相对应的气候情形密切相关!在 $级区的框架之下"
地形和地貌格局进一步影响着大尺度下的水热因子分布"如%热量与纬度相关"水分与经度有关!此外"温

湿因子的作用导致了区域内的生态类型进一步分异"而地带性植被纬向和经向的分异规律就反映了这种

作用的结果!因此"+级区的划分选取以下两类指标%&温湿指标"年均温#.$/0积温#年降雨量等)*地带

性植被类型"地带性植被的纬向和经向分异!在这里"以地带性植被为区域单元划分的主要标志"充分考虑

年均温#积温和降雨分布的区域差异!

,-1 2级区 应是一些在地貌上同源的类型!与上面所说的地形#地貌特点相比"2级区中的地貌类型是

进一步的细分!在各二级区中"地貌类型的差异会导致生态系统类型的进一步分异"不同的地貌类型由于

其环境因子不同"使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物种组成#生态服务功能及生态敏感性和脆弱性等存在一定的差

异"这是划分 2级区单元的基础!此外"人类的活动也主要体现在该级别区!一方面"人口压力以及人类对

土地的需求和不合理利用将极大地影响到自然生态系统"甚至使其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引起严重的生态环

境问题"如%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等!另一方面"人类又可通过合理的管理和适度的干扰营造出一些高生产力

的人工生态系统类型"为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因此"在 2级区中"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系统应具有相

似的物种组成和结构#相似的生态服务功能#相似的生态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相似的人类活动规律!所以"
在 2级 区 的 划 分 中 应 主 要 考 虑 以 下 2类 指 标%&地 貌 类 型"盆 地#平 原#河 谷#高 原 及 丘 陵)*生 态 系 统 类

型%生态系统结构和物种组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环境敏感性等)3人类活动指标"人口密度#水土

流失状况#沙漠化状况及土地利用状况等!

1 生态区划的命名方法

生态区单元命名是生态区划中的重要环节"它是不同生态区单元等级性的具体体现与标识!本文对我

国生态区单元划分为 2个等级"即 $级区生态大区’456789("+级区生态地区’:;5<=>859(和 2级区生态区

’:;5?8@A<8;A(!而各等级区中生态区单元的命名则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要准确体现各个区域的主要特点)

* 要标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位置)3 要表明其生态系统类型)B 同一级别生态区的名称应相互对应)C
要反映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D 文字上要简明扼要"易于被大家接受!因此"在对各级生态区进行命

名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生态大区"大地理位置E温湿状况)生态地区"温湿状况E典型地带性植被)生态区"
地貌类型E生态系统类型E人类活动因素!各生态区单元的具体名称见以下的分区系统!

F 中国生态区划的分区系统

根据以上生态区划的原则#依据#指标体系和命名方法"结合我国的自然地域特点#生态系统类型#主

要区域环境问题和人类活动状况等要素"本方案中采用自上而下逐级划分#专家集成与模型定量相结合的

方法G$$H来划分各生态区单元!首先"$级区的划分主要根据我国在气候上因受东亚季风的影响而形成的东

部湿润#西北干旱#青藏高原寒冷的气候特点及与之相对应的生态系统类型的差异"同时"考虑到前人的工

作和人们的接受程度"沿用传统的三大地域的划分方案"因此"本文中将 $级区划分为 2个生态大区"即东

部湿润#半湿润生态大区"西北干旱#半干旱生态大区和青藏高原高寒生态大区!在此基础上"再逐级划分

出 $2个 +级区’生态地区"东部 I个#西部 J个#青藏高原 2个(和 KL个 2级区’生态区"东部 2K个#西部 $+
个#青藏高原 $/个(!图 $直观地表现出了各级生态区单元的划分结果!

F-M N东部湿润#半湿润生态大区

N$寒温带湿润针叶林生态地区

N$’$(金大兴安岭北部针叶林生态区

N+温带湿润针阔混交林生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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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兴安岭针阔混交林生态区

!"#"%三江平原农业湿地生态区

!"#’%长白山针阔混交林生态区

!"#(%东北平原农业生态区

!’暖温带湿润&半湿润落叶阔叶林生态地区

!’#$%华北山地落叶阔叶林生态区

!’#"%环渤海城镇及城郊农业生态区

!’#’%胶东半岛落叶阔叶林生态区

!’#(%鲁中南山地丘陵落叶阔叶林生态区

!’#)%黄淮海平原农业生态区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敏感生态区

!’#+%汾渭河谷农业生态区

!(亚热带湿润常绿阔叶林生态地区

!(#$%秦巴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林生态区

!(#"%成都平原农业生态区

!(#’%三峡库区敏感生态区

!(#(%长江中游平原农业湿地生态区

!(#)%大别山,天目山常绿阔叶林生态区

!(#*%长江三角洲城镇及城郊农业生态区

!(#+%浙闽山地常绿阔叶林生态区

!(#-%湘赣丘陵农业生态区

!(#.%湘西及黔鄂山地常绿阔叶林生态区

!(#$/%黔桂喀斯特脆弱生态区

!(#$$%岭南山地常绿阔叶林生态区

!(#$"%粤西南沿海丘陵农业生态区

!(#$’%珠江三角洲城镇及城郊农业生态区

!(#$(%台湾岛常绿阔叶林生态区

!)热带湿润雨林&季雨林生态地区

!)#$%雷州半岛热带农业生态区

!)#"%海南环岛热带农业生态区

!)#’%海南中部山地雨林&季雨林生态区

!)#(%南海诸岛岛屿生态区

!*南亚季风湿润&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生态地区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季雨林生态区

!*#"%喜马拉雅东翼山地热带雨林&季雨林生态区

!*#’%云贵高原南部湿润常绿阔叶林生态区

!*#(%云贵高原北部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生态区

!*#)%横断山区常绿阔叶林&暗针叶林生态区

012 3西北干旱&半干旱生态大区

3$半干旱草原生态地区

3$#$%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区

3$#"%内蒙古高原干旱生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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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高原东南缘农牧交错带脆弱生态区

!&半干旱荒漠草原生态地区

!&#"%河套平原灌溉农业生态区

!&#&%毛乌素沙地荒漠生态区

!&#$%鄂尔多斯高原荒漠草原生态区

!$干旱半荒漠生态地区

!$#"%阿拉善高原半荒漠生态区

!$#&%河西走廊绿洲农业生态区

!’干旱荒漠生态地区

!’#"%阿尔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态区

!’#&%准噶尔盆地荒漠生态区

!’#$%天山山地草原(针叶林生态区

!’#’%塔里木盆地荒漠(戈壁生态区

)*+ ,青藏高原高寒生态大区

,"青藏高原森林(高寒草甸生态地区

,"#"%青藏高原东南部常绿阔叶林(暗针叶林生态区

,"#&%青藏高原东部暗针叶林(高寒草甸生态区

,&青藏高原高山草原(高寒草甸生态地区

,&#"%祁连山针叶林(高寒草甸生态区

,&#&%青海东部农牧生态区

,&#$%江河源区高寒草甸生态区

,&#’%藏南农牧生态区

,&#-%羌唐高原高寒草原生态区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半荒漠生态地区

,$#"%柴达木盆地荒漠(盐壳生态区

,$#&%可可西里半荒漠(荒漠生态区

,$#$%喀喇昆仑山砾漠生态区

. 本区划方案的特色

本区划方案是在充分考虑我国生态地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资产(生态敏感性以及人类活动对

生态环境胁迫等要素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时也为了便于对生态环境的管理/在区域划分和命名上具有自身

的一些特点0

#"%在强调自然区域分异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人类活动的影响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活动对自

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地区自然的痕迹日益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0随着这

些现象的转变/人们对这些区域中生态环境管理的观念也必须相应地发生改变0因此/在本方案中/将这些

人类活动较为强烈的区域划分出来/如方案中农业生态区的划分以及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
个城镇城郊农业生态区的划分0

#&%关注一些特殊生态系统类型的区域划分 对于一些非地域性生态系统类型/由于其结构和功能与

其相邻区域的系统存在很大的差别/本方案中也予以单独划分出来/例如/三江平原农业湿地生态区(长江

中游平原农业湿地生态区等0

#$%突出一些区域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为了对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有所了解/从而便于对生态环境

进行管理/加强对一些重点区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有效地保护和改善/本方案对一些生态环境敏感和脆弱区

域进行了划分/如1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敏感生态区(华北农牧交错带脆弱生态区(三峡库区敏感生态区和黔

-"期 傅伯杰等1中国生态区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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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国生态区划图

"#$%! &’()*$#(+,-./(012#+.
桂喀斯特脆弱生态区等3

除此之外4本方案也注重一些对区域生态环境具有相似影响的关键区域的划分4如5江河源区高寒草

甸生态区3总之4本方案在强调自然生态区域分异的基础上4尽可能地关注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

主要区域环境问题4其目的是为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制订提供科学依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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