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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婆 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是系统分析生态系统的生产及服务能力，对生态系统进行健康诊断.做出综合的生态分析和经

济分析 评价其当前状态，并预测生态系统今后的发展档势、为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从总体上讲，综合评价更强

调生态系统一系列产品与服务功能之间的权衡，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许多学者对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经济

价镇评估，但缺乏对生态系统的产品 服务、键康与管理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健康评价和

步态管理与顶侧进行了系统论述.月的是提出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框架，指导生态系统评价行动及生态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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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integrated ecosystem assessment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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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sys,ems provide many kinds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human society. However. we snll

know less about current conditions of eco,ysienh and their future trends though they have been greatly al

tered by us to the past centuries. It is urgent to make an integrated ecosystem assessment in supporting m:

cision making for ecosystem management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ssessment procedures of integrated ecosystem assessment were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Integrated ecosystem assessment (IEA) is the basis fur ecosystem management. which manly it

,lodes the analysis of important goods and services of ecosystem. the diagnosis of ecosystem heahh, the

prediction of future trends of ecosystem,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economical and social analy,is. Integrated

eco,ysreni assessment should also be carried out from a point of view of broad temporal and spatial scales.

because long-term ecological processes often exist in the "invisible present" and ecosystems interact will,

each other at different scales, which is also a challeng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ssessment indexes

    Phe services of erosystem are critical to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arth's life-support system. H.- c"

they have not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in policy derision because they are not fully accepted m commercia

market or not adequately in terms of comparable with economic service and manufactured capital. Actual

{，，they are useful in e_svmiadng the "incremental" or "marginal"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 Ecosystem

services call be catalogued into four levels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ions, and can be evaluated by u.mg Gee

methods. They .- (、)direct market value method. (2) indirect market value method. (3) conditaunel

estimation value method. (4) production /cost method, and (5) actual market influence estimation value

method. Actually. integrated ecosystem assessment is of practical importance rnainly bceauae it focuses

much more on the tradeoffs among various goods and services. which is also the task of ecosystem than

agem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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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system health is a new con-pt ine  ..I.gy,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certain condition of e

eo svsrem. Ecosystem healtb is analogous to human health, and many researcher. have- propuscd Inn: of

sensitive eco,ysstem health indicators. Ecosystem health can be assessed from vigor. organization and re

sdience. Each aspect can he assessed by different methods and formulae

    Ecosystem management is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s of preserving ecos  .stem integrity while m,um un-

trig sustainable benefit for human society. It is driven by explicit goals. executed by policies. proturnls and

practices. and need to be adjusted by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based on our bes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

logical mtera以tons and processes necessary to sustain ecosyster, composition. svucnnre and function. S-.

tainability is its ultimate goal.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arc introduced, and

the elements and obstacles are also discussed. Ecosystem management should be adaptive not only because

our new findings in research, but also because ecosystem management requires ecologists' ongoing mt-tc

tion with managers and the public. The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bi directional. which means sate--

must be willing to prioritize their research with regard to critical ma]nagement need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elucidating the ecosyaem goods and services, health. and man

agement respectively. their relationships has not been discussed, and their combination use in pears-l as

.essment has not been discussed. Actually, what decision makers need is integrated ecosystem a-ss-

merit. That i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se three aspect... In doing this. there are two challenges at p...ent.

the trade-off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ssessing indexes regarding different tcmpnral

and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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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s. "I his paper clarifies the problems.

integrated ecosystem assessment: ecosystem _.ervucs. ecosystem health: ecosystem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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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日不断增加，人类己经极其显著地改变了地球的曲貌。同时.人类日益忽视自

身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依赖性和自然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其实，人们仍然与

周围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人们的生活依赖于生态系统生产的物质 同时生态系统还提供一些服务’ 它

们的影响往往长期而深远

    对于生态系统的这些产品和服务的现状及其未来前景，人们知之甚少 而且对生态系统产品、服务之

间的权衡.生态系统现状的评价诊断以及生态系统未来的顶测和管理等皆迫切需要建立 个综合的生态

系统评价体系。这也是人们深人了解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科学管理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当前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健康、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的基础上.木文提出了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

理论框架及方法，即从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功能人手.对其进行经济价值评估 对生态系统的现状进行

健康诊断及评价:并对生态系统进行预测与管理

1 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理论框架

1. 1 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内容及特征

    生态系统综合评价(丁ntegrated Ecosystem Assessment, lEA)是分析生态系统提供的对人类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的生产及服务能力。这种能力对丁满足人类的需要非常重要 而月最终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

发展。生态系统综合评价包括对生态系统的生态分析和经济分析，也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当前状态及今后可

能的发展趋势。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评估是在2。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意识

的增强而逐渐兴起的，目前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巫视.很多国家

已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2二0 200(1年在挪威召开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价会议，是对全球生态系统评价研究的

一个总结与展望

    生态系统综合评价不仅仅关注如粮食产量等单个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而且要对整体9态系统所

万方数据



11期 傅伯杰等: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内容与方法 I M 7

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评价。’上态系统综合评价的优点是为审视各种产配.与服务之间的联系与平衡提

供了一个框架。囚为从这些产品和服务中听获得利益.往往会被单独隔离开来时所做的评价听遮掩 牛态

系统对于生产特定产品或服务时可能处于好的状态.而对于其它功能状态则不是最佳。例如一个生态系统

管理的目标也许会对如食品生产十分适合，但可能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其他服务功能 牛态系统综合评价民

方法是先分别评价系统提供各种产品及服务的能力，再在这此产品和服务之间做出权衡

    生态系统综合评价具备以下的两个基本的特征:币评价的地域性。评价的重点是生态系统木身，即在

一个特定的地点下生物系统及其相关的白然环境.并考虑到影响系统的社会经济因子，这些因子或LI是

一本地的”(如耕作)或许是 遥远的”(如人气(:():浓度的变化)。这此具有本地或空间特征的因子信息匹司

以被综合，用来分析区域或全球趋势和过程 ②评价的多维性。生态系统评价的设计是提供一系列指示IW

了。评价它们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同时评价生态系统的变化如何影响枯个系列的生产和服务功能 比较do

言 一维评价集中在生态系统单个产品及功能上(如木材，农业或生物多样性〕或单因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如物种入侵或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主要优点是它对不同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平衡.从而明确从

牛态系统生产和服务可以获得的有利的综合发展信息

    生态系统评价并非新概念.例如区域资源评价与国家环境评价都有生态系统评价的许多特点 因为涪-

们皆阐明了大量的因子影响生态系统的过程及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丰富的产品。相比之下，国家生物多样性

评价、森林评价和农业评价研究则倾向于单一性

]一2评价在时辛尺度的转换及扩展

    评价生态系统状况的另一个难点为尺度问题。因为地球的任何一个斑块皆可被定义为 个牛态系统.

这样的系统外总有一系列的因子影响牛态系统的功能，同时也有能流、物流及不同的产品及服务功能扩展

于系统之外 比如在一个流域尺度上.海岸带生态系统也会受到河流生态系统的营养物质和沉积物的影

响.同时评价的范围越大，则越易失去地方的特点，而这1EG特点往往是决策者们制定政策所必须的。世界范

围内40X,的土壤退化可能引起广泛关往.但对于土地管理者来说最需要的是获得对生态系统的全面认识

有此生态系统信息在全球尺度上也显著相关，例如全球水、氮和碳循环或物种迁移和入侵 而其他生态系

统在国家及地区范围内显著相关 如耕作方式、土壤侵蚀等

1. 2. 1 时间尺度变换 短期研究不能揭.r.数年或几十坏的变化趋势，也不能解释这些变化的因果关系

而长期过程常常隐含于“不可见的现在"(invisible present) ' o在几十年或上百年的尺度上 人们没有能力

大解释一此因果关系，常常认为自然的、生态的变化过程是静止的 而低估了这ae变化。同时由于牛态过程

中驱动因子的变化 ;生态变化的因果关系污.空间尺度的扩展等片会造成生态过程的迟滞效应。这就要

求生态系统综合评价必须荃于长期的生态研究.又j生态系统的现状及其未来变化趋势做出.卜确的评估 从

而为决策提供科学的理沦依据

1 2. 2 空间尺度变换 在生态系统、景观 及其以上水平的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研究‘尺度的扩展」分必

要 生态系统综合评价在空间尺度上分为以下几个层次;斑块尺度(patch scale).景观尺度Uand-pe

talc ) .Ix:域尺度(region -1, )、大陆尺度(connnene scale)及全球尺度味lubal,cale), It度研究也因不同的

评价目的和内容Ihl定，评价的范围可以从 一定点扩展到大尺度的区域 生态系统的网络监测提供了一个更

大范围的空间尺度研究.同时地理f台急系统(GIs) ,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等的发展，评价模型的

应用，使得空间尺度的进一步扩展成为可能

    对于特定的生态系统 在其上下有亚系统和复合牛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综合评价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

相互关系 但在实际建立生态系统评价的指标体系时，有许多评价指标是无法进行空间变换或扩展的.听

以不问尺度上的生态系统评价会有不同的内容和方法 对于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来说，评价不仅仅要综合考

虑这些因素，而目要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健康、管理之间的关系 综合评价的现实目标是生态系统管

理，听以评价v求在较短的时间内提供生态系统生产与服务功能的现状、变化趋势及管理所造成的生态影

响等。这就要求评价研究应该能够对长期生态研究及现有的资料进行综合.并提出对策

13 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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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态系统综合评价要求对所评价的对象进行深人研究 首先必须获得可靠的生态系统的基础信息(包

括各因子数19、经济价值、产品及服务的状况) 长期的生态数据必须依靠长期生态监测网络获得的资料，

而且必须回答所面临的生态问题，诸如环境因子变化后，不同生态系统反应有何不同了如何协响其严品及

服务功能?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如何影响不同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供应及恢复能力?不同生态系统变化的

极限及其敏感性如何丫同时提出不同的指标体系，对所获得的信息定量化，建立包括生态、经济和科技进步

在内的综合模Tj为政策管理者提供不同管理选择的未来情景分析

    在综合评价中，评价指标必须具有可查性、可比性和定量性 不同的生态系统，指标体系也应不同。在

建立综合模型中必须保证在不同尺度上收集到的数据具有枢合性，这样才能保证大尺度模m可以采用小

尺度的局域性数据，而反过来口1以用于局域分析。同时生态系统评价根据其目标不同，有许多种形式 如生

态影响评价‘主要集中在生态行为或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彬响 如公路建设等;生态管理评价，集中在某项自

然管理的决策对未来生态的影响。一个区域的生态评价必须综合考虑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相关性 并且

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其评价过程应该综合生态 经济、社会、文化的价值 评价的目标必须是叮以定量化

的.具有社会价值与生态相关性o)在综合了REO(Regional Ecological Office，评价方法基础上，作者提出

了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步骤(图廿’」J
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

21 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的概念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Ecosystem Service)由自然系

统的生境、物种、生物学状态、性质和生态过程所生产

的物质及其所维持的良好生活环境对人类的服务性

能.即生态系统与牛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

N生存的白然环境条件与效用”11, 白20世纪70年

代首次提出以来，就已引起生态学界的重视r.1.t1.tti生

态系统功能的多样性对于持续地提供产品的生产和服

务是至关重要的。产品是指在市场 卜用货币表现的商

品，服务是不能够在市场上买卖 但它具有重要价值

生态系统服务一般是指生命支持功能.而不包括生态

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但功能、产品与服务

二者是紧密相关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更多入主张

生态系统服务应包容产品。Costanza等把牛态系统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川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过程密不可分，它们都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属性，也是生产服务功能的源泉和

多种性能的转换器.从某种意义L说，生态系统服务的

      ①基础资料的获得
(社会经济致据，生态监侧效据)

②
生
杏
系
统
健
康
诊
断

③
9:

志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⑤定盆化分析
(模型的应用》

⑩不同的尺度上生态管厚，规划，政旅导向等

            图 1 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作架

        rig. 1丁he framework for Integrated

            Ecoxy- m Assessment (lEA)

j7Acyutremem of fand;.memal data (itt,I.dmg srdaL.e

conomtc and ecological data);卫The diagnosis of e

cosy-,e health:汀The ecos  ystem .en we;飞E-b

hshmcnt of index system of different ...... 1- : }5_

总价值是无限大的·全人类的生存依赖于生态系统服Quantlarive analysts (The application of model): R?he

务·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又反过来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系-pa-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scale. (long-term e

统产生影响。人工生态系统与白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生eolugieal assessment and anrdy.f. on landscape scale);
态系统服务不同.它通常仅在一个较小尺度和有限时⑦E-yatem heahh asse_smem.袄-'Y't- -v"'

段内更为有效地提供某一种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邢肥协men‘·吐Imegrated c.邵y    em --mo-n., 4tE
服务功能是客现的存在不依赖J二评价的上休。 c。甲从     em manegement.projeet and policv ooen-uon on

  全球生态系统眼务可以归纳为17类til;个层次different scales
生态系统的生产〔包括生态系统的产品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持等).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包括传粉.传播种

子、生物防治 土壤形成等)，生态系统的环境效益〔包括改良减缓干早和洪涝灾害，调节气候、净化空气 废

物处理等)和生态系统的娱乐价值(休闲、娱乐，文化、艺术素养、生态美学等)，这也是牛态系统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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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 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评钻

z. z. 1 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分类 生态服务的价值可根据其功能和利用状况分为四类:第一，直接利用

价值.上要指生态系统产品所产生的价值，可以用产品的市场价格来估计 第二，问接利用价值.主要指无

法商品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维护和支撑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功能。间接利用价值通常根据生态服务功

能的类m?确定 第三 选择价值.它是人们为了将来能够直接利用与间接利用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

付意愿.例如 人们为了将来能利用河流生态系统的休闲娱乐功能的支付意愿。第四，存在价值又称内在价

值.已表示人们为确保这种生态服务功能继续存在的支付意愿 它是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价值 如流域生

态景观的多样件，与人们是否进行消费利用无关’

z. 2. z 牛态服务功能的评价方法 生态系统的服务末完全进人市场‘其服务的经济总值是无限大的 但

是对生态系统服务的 增肇�价值或一边际”价流(价值的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从其现有的水平卜的变化比

率)进行估计是有益的_对于不同的生态系统来说 评价的指标虽不尽一致，但总的来说，评价方法有直接

市场价格法、替代市场价格法、权变估值法、生产成本法和实际影响的市场估值法等赴‘

3 生态系统健康及其评价

3. 1 生态系统健康的内涵

    生态系统键康(Ecosystem Health)概念的提出只有10余年的历史.作为生态系统研究 一个新的领域，

是当今生态学最有活力的一个前沿眨’‘一” 2。世纪40年代初加拿人便开展对五大湖区的生态睦康诊断.之

后美国也进行了全国性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从生态系统的观点出发，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是稳定和可持续的，在时间L能够维持它的组织结构和

自我调节·月一能维持对胁迫的恢复能力。牛态系统的睦康评价可以从活力〔vigor),组织结构(organ zattot〕
和恢复力(re川fence )等3个主要的特征来评价n7虽然健康这个概念是最近才开始应用到景观水平，”，但

在许多领域，它己经成为了一个指导性的框架.特别是在评价大的生态系统 如海洋生态系统L己森林生态

系统 州，、农田生态系统一比、沙漠生态系统‘，’〕等方面 在健康评价中 直接的测量、网络分析和模型模拟是

必需的 小尺度的研究与监测必须紧密结合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进行中尺度及大尺度的区域分析与评

价.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更接近于实践，但其引发的问题必须综合社会科学、白然科学和医学才能得到解

决 可持续生态系统和景观能够提供连续的生态系统服务，以确保人类社会达到它的目标和愿望。其中的

关键问题是提供可持续生态系统和景观的标准 这需要将驱动生态系统和景观动态的生物物理过程与决

定社会价值和愿望的社会动态的知识综合起来【」“。

32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可参考人类健康检查进行 K学诊断一般是:首先N生检查并确定症状 检测症状

的主要指标;做出初步诊断.进行进一步检测;根据以上检测报告综合判断 开处方提出治疗方案 这样的

健康检侧和评估模式基本上可应用于生态系统 遗憾的是.现在并没有完V的生态系统疾病史及其造成病

症的胁迫资料作为依据 Rapport提出了生态系统和土壤健康的若干指标.而且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敏感性

指标，同时发展了活力、组织结构和恢复力的测量及预测公式，利用这些公式计算出的结果即为生态系统

键康的程度一，，一。Costar- 等提出了生态系统健康度量的标准，对各组分进行加权 考虑了侮一组分对整个

系统功能的相对重要性的评估，这个评估就合成为价值阔 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更加深人地了解和认识

这个价值就能从主观的、表面的数量化中转化为较客观的、更本质的丰富内涵。表1列出了牛态系统健康

度量指标的有关概念和度量方法。

生态系统健康指数(Health Index. HI)的初步形式如 卜:

                                                HT= V x0 x R

    式中.HI为系统健康指数·也是可扑续性的一个度量.1.为系统活力·是系统活力、新陈代谢和初级生

产力主要标准 。为系统组织指数 是系统组织的相对程度。-- 1间的指数 包括它的多样性和相关件 R为

系统弹性指数，是系统弹性的相时程度0一、h'7的指数_

万方数据



︸一
1890 报 2l卷

Table

表 I 生态系统健康度t成分，有关概念及方法

I he criteria. conceptions and methods of ecosyste川health

  胜康的成分
Componem卜川

卜以，，丫川cmhcal,卜

    有关概念
Rolecd roncepta

相 丈度 晕

R护卜fired measures

    起源领域

O,ialual subject

    可行的方法
Practicable methods

    功能
  FI- I-

  生产力

Prodorvs}n

  通过量
      Fhex

GPP NPP

V,-
(, NF         I$量法

Mca>uremern umthod

新陈代谢
M,, ,hol i.m

  生态学

  匕mloay

  经济学
Econon]“

  生物学

  Eioloay

    组织

Organlzatlon

    结构
  struclur卜

生物多杆性
illodirvnnity

      多样性指数
      Dice rsltv    index

  .Y-均互信a可预测性
Prcdmuou of In百。「“俐tl‘川

生态学

生态学

    网络分析
Vctwork analysis

  弹什
Rcsdmnve

  生长范围

Lirvt,Q rcaton
生态学

    棋拟模型
Slnmlatmr,modd

A黔
  优势

S....... -Y
生态学

    从理论上说，根据L述的3个方而指标进行综合运算就可确定一个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口J是，实际操

作中常常是很复杂的.因为每个生态系统都有许多组分、结构和功能 各有一套独立的系统，许多功能 指

标都难以匹配。因此，必须对14个生态系统的健康成分单位加以具体度量 同时生态系统是动态的.条件在

变.新条件下生态系统内敏感物种能动性也发生相应变化 而且生态健康的度量本身往往因人而异 事实

上.每一位科学家都有自己的专长、特殊兴趣与追求，常用自己熟悉的专业技术去选择不同方法 显然.生

态系统健康的度量还未完善.尚需做更多的工作，有待十新的发展卜

a 生态系统管理及影响评价

s二 生态系统管理的概念

    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是由明确目标驱动 山政策和协议及实践而执行，山监测和对

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与过程的充分理韶为基础 综合协调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从而使生态系统组

分、结构和功能达到目付t续发展，之〕

    近年来，可持续性已经成为自然资源管理机构明确陈述并立法管制的目标，人类口付寺续发展归根结底

是生态管理的问题 然Ih1.在实践中，管理途径常集中在最大的短期产量和经济收获，而不是长期的可持续

力 这种差异的主要障碍有:;ti牛态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信息贫乏，②生态系统功能和动态的广泛不确定

性..咨生态系统开放性和联系性尺度超越管理界限.①普遍存在可更新资源的短期经济和社会效益比未来

牛态系统受损重要的观点，或有相应管理方法的利益更重要的说法 生态系统管理的目的就是克服这些障

碍 ’-

    牛态系统管理包括如下要素:于可持续力 1态系统管理并不土要集中在“给子”，而是以代与代之间

的可持续力作为先决条件。么目标.幸态系统管理建立可测度的目标 这些日标详述了维持可持续力的必

要的过程和产出 ③合理的生态模型及其理解，生态系统管理依核于在所有生态组织水平卜所进行的研

究。、r复杂性和相关性.生态系统管理认为生物多样性和结构复杂性可以增强生态系统的抗十扰能力.井

提供适应长期变化所必要的遗传资iv, o③生态系统的动态特征，变化和演变是生态系统可持续力所固有

的.'L态系统管理应试图避兔以 种特殊的状态或配臂“凝固”生态系统:t;背景和尺度、尹上态系统过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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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的时空尺度上进行.井日任意特定位置土_的行为都受周围系统的强烈影响 因此.就骨理而言.没有

合适的单 尺度和时间框架。怡人类是生态系统的 个组分 生态系统管理要评估人类在获得可持续管理

目标中的积极作用。才适应性和可解祥性，生态系统管理认为生态系统功能的现存知识和范例都是暂时

的、不完全的、受制于变化的 管理方法必须被视为一种需要通过研究和监测实践而检验的假设_

a2 生态系统管理原则和方法

    对于生态系统的评价来说，目前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还不够深人.生态服务功能、健康、,E

理未有机结合 针对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生态系统管理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健康为标准.

在生态综合评价的幕础上 通过政策 协议和实践进行管理.井基于生态监测与科学研究，进一步讨管理措

施进行修正

    生态系统管理有如下的一些荃本科学规范;川空间和时间尺度是严格、苛刻的。生态系统功能包括物

质和能量的输人、输出和循环以及有机休的相互作用 研究和管理一个过程所定义的边养常常不适用于另

一个过程。因此.生态系统管理需要f泛的考虑_CL,生态系统功能取决于其结构、多样性和整休性。生态系

统管理寻求保持生物多样性作为增加生态系统抗干扰力的一个重要组分。因此.生物多样性管理盖要对任

何特定位置的复杂性和功能强烈受周围系统影响有广泛认识和透视 3生态系统在时间和空问上是动态

的 生态系统管理具有挑战性的部分原因是生态系统不断变化_在儿f一年或几个世纪的时间里 许多N观

被自然干扰所改变，导致形成了不同年龄的演替斑块镶嵌体，这ft斑块的动态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

作常重要的 L知识的不确定性、意外性和有限性 牛态系统管理认为，如果给以足够的时间和空}b]一些

不可能事件也能发生 个合适的管理通过结合民主原则、科学分析、教育和科学知识以增加人们对生态

系统过程和管理后果的理解并提高决策时所依据数据的质量而解释这种不确定性侧」

    _t态系统管理需要把生态学知识应用到自然资源的管理活动中。但是，从概念到实践的转变}分困

难 需要以卜步骤和行动 1确定可持续目标和目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供应的叮持续性策略并不是宜

称要大量消耗木材、水资源.捕捉伍虾等.可待续力必须是主要目标:提供有用商品和优美环境的水平必须

经过调节以达到目标o !2}调节空间尺度 如果管理权限与生态系统过程的行为在空间协调 致.那么牛态

系统管理的实施将大大简化。由十这些过程在空间领域的变化一 个适合所有过程的完美行动实际上是八

可能的:生态系统肯理必须在每一牛态系统的不同管理者，}，寻求一致性’日5，井调整时间尺度〕鉴于管理机

构常被迫做一些以财政年度为基础的决定.生态系统管理必须处理超越人类生命限度的时问尺度，因此.

生态系统管理需要长期的计划和协约 Ii使系统具有适应性和可解释性.成功的生态系统管理需要一种体

制，这种体制能适应生态系统特征的变化和科技知识基础的变化_

    生态系统管理是适应性管理Cadapive management)这需要科学家们同管理者和公众联合起来.双方

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 科学家们也必须首先研究与管理需要有关的课题。在监测实践的发展中 科学家UI

做了大量的工作 尤其在取样方法、统计分析和模型模拟等力面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史新.科学家们必须发

展一种新的机制去沟通研究和管理。因此那些了解科学、管理和社会问题以及有能力同科学家、管理者和

公众交流的专家受到广泛需求

    生态系统管理并不是人类中心论对枯个生物中心观点的背离。相反 它是一种承认人类需要重要性的

管理 向同时又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这个世界能够水远满走人类需要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并决定于生态

系统功能的形成

5 结论

    生态系统综合评价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对不同的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功能之间的权衡，对生态系

统做出健康诊断与评价.为生态系统管理提出科学的依据。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体系。生态评价的目的在于管理、而管理的基础是生态系统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趋势预测，管理的任务则是

对生态系统功能的现状调整

    对十当前的研究来说 需要克服以下几个难点:第一 要权衡不同牛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功能之间的关

系 R要求长期效1. --l与矫期效益同时考虑，并可达到可持续发展 第二.生态系统服务、健康诊断和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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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评价应该在时空尺度上扩展。对于复杂的生态系统，只有在时间上摸清其变化的规律.在空间卜研究生

态系统之间及内部的相LL作用，综合评价才可能45到正确的结果;第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便康诊断的

指标体系的建立 不同空间尺度上的指标体系不同，如何合理建立并利用这此指标体系需要研究者针对小

同情况综合考虑 第四 为生态系统产品、服务、健康及管理之间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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