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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6生态环境7这一汉语名词是我国目前使用频率较高的术语之一3但同时也是较有争议的术语之一C
据 分析3它在我国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 !$世纪 >$年代初期3最初是从俄文6stuvuw7和英文64P0d0547翻

译而来C但是6生态环境7这一汉语名词目前已经基本脱离了6母体73与6stuvuw7和64P0d0547的联系很少C我

国已经普遍将6生态环境7与64P010JFPE14IxFR0ID4Id7作为汉英y英汉双向对照名词C以生物为主体36生态

环境7可以定义为6对生物生长y发育y生殖y行为和分布有影响的环境因子的综合7C以人类为主体3它是指

6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影响的自然因子的综合7C这一名词可以作为生态学的规范名词来使用C
关键词;生态环境@概念@起源@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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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态环境7这一术语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短语之一\据笔者统计D截至 WRRU年 W月

WU日D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文及特藏数据库中共有 QYU种中文书籍V包括国内和海外中文图书X和 Y]篇

博士和硕士论文在题名中使用了6生态环境7这一术语\在维普 中̂文期刊数据库_VQT‘TaWRRWX的生物科

学论文中D有 ‘RW篇在关键词或文摘中使用了6生态环境7这一术语\我国现行 宪̂法_明确指出O6国家保护

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D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7\我国现行 环̂境保护法_b̂水土保持法_b̂水污染防治

法_b̂土地管理法_b̂海洋 环 境 保 护 法_b̂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_b̂渔 业 法_b̂防 沙 治 沙 法_b̂水 法_b̂农 业 法_b
草̂原法_和 农̂村土地承包法_等 QR多部国家法律中也规定了要改善生态环境b保护生态环境b防止对生

态环境造成破坏或防治生态环境污染等内容\学术期刊有 农̂村生态环境_V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

学 研究所主办D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DQT‘YaXb̂生态环境与保护_V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编辑

出 版DQTTcaXb̂资源生态环境网络研究动态_V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DQTTRaWRRQX和 城̂乡生态

环境_V成都市环境保护局b成都市环境科学学会b成都市环境保护科研所主办DQTTQaX等\研究单位名称

中 有6生态环境7字样的有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b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森林生态环境与保

护研究所b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D等等\6生态环境7这一汉语名词的使用广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D是否应当使用这一术语D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D是否应当将这一概念列入生态学规范名词之中D多年

来V尤其是 WR世纪 ‘R年代以来X一直存在不同看法V尽管没有公开讨论过这一问题X\在 WRRW年 ]月召开

的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一审会上D亦偶尔涉及到了有关问题\只因会议预定任务所限D没有就这一问题

进行实质性讨论\本文旨在就这一术语的起源和内涵等进行分析\

d 6生态环境7术语的起源

ded 6生态环境7术语的出现时间

6生态环境7这个汉语名词在中国的出现至少已有 YR年时间\在解放初期D我国的生态学受前苏联的

影 响最大\在 QTYU年出版的译著b前苏联 f0g0谢尼阔夫 著 的 植̂ 物 生 态 学_中 就 出 现 了 俄 汉 对 照 名 词

6hijkjl生态环境7mQn\同时因为我国的老一辈生态学家 中 的 不 少 人 曾 在 美b英 等 国 家 留 学 或 工 作 过\在

QTYc年 出 版 的 俄̂ 英 中 植 物 地 理 学b植 物 生 态 学 地 植 物 学 名 词_中 已 经 有 了 汉 英 俄 对 照 名 词6生 态 环 境

#+&,&%#hijkjl7mWn\基本上与此同时D6生态环境7这一名词也开始在部分生态学著作的题名中出现mUD[n\这

些情况说明D6生态环境7这一汉语名词出现的时间起码可追溯至 QTYU年D最初是从俄文和英文翻译而来D
属于外源和多源起源\

deo 6生态环境7术语对应的英文名词的变化

虽 然6生态环境7这一汉语名词是从6hijkjl7或6#+&,&%#7翻译而来D但是从现在情况看D6生态环境7这

一术语在我国已经较少与 6hijkjl7或6#+&,&%#7相对应\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生物学名

词中D与6#+&,&%#7相应的规范名词为6生境m区n7D不推荐用名为6生态环境7mYn\除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D由

于6生态环境7实际上是6生态与环境7的缩写词D而与6p+&/&3q()’p).!*&)4#),7或6#+&S#).!*&)4#),7相对

应 外\我 国 学 者 已 普 遍 将6生 态 环 境7与6#+&/&3!+(/#).!*&)4#),7作 为 汉 英b英 汉 双 向 对 照 名 词V有 时 将

6#+&/&3!+(/#).!*&)4#),7简写为6#+&S#).!*&)4#),7X\中国已成为目前世界上使用6#+&/&3!+(/#).!*&)4#),7
这一英文名词的第一大国\

例如D根据对美国国会图书馆b加拿大国家联合目录b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在线

书目的并行检索结果D截至 WRRU年 W月 W[日D共有 QR种书籍在题名中使用了6#+&/&3!+(/#).!*&)4#),7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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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术语!"#$%&’其中 %种出版于中国($种在波兰($种在巴基斯坦($种出版于南非($种作者不详(仅 $种在

美国’
根据对 )*+文摘,$-./#0的检索结果(截至 122/年 1月 13日(共有 --篇论文4报告和著作在题名或

摘要中使用了567898:;7<96=>;?8=@6=AB这一术语’其中中国作者 33项(德国作者 -项(法国作者 3项(其它

12个非英语国家 1-项’以上各项占总数的 C%D-E’而国语或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如英国4美国4加拿

大4爱尔兰4印度和新加坡仅分别为 3项43项4$项4/项和 $项(合计占总数的 $/D$E’

122/年 1月 13日 笔 者 在 因 特 网 上 共 查 到 包 含567898:;7<96=>;?8=@6=AB的 信 息 $1122条(其 中 中 国

/.-2条(美国 /.%2条(英国 /%3条(加拿大 3-1条(澳大利亚 1--条’进一步分析表明(美国等英语国家的

有关信息大部分是转引自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的有关报道’

F 5生态环境B概念的内涵

FDG 5生态环境B概念的起源

因为5生态环境B这一术语是从外文翻译而来(而有关外文名词的出现显然在 12世纪 %2年代以前(有

关生态因子的思想更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所以这个概念本身的产生(无疑要早的多’例如(关于

水4温度4光等因子对植物生长的作用的知识(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在 $-2/年出版的H以

生理学为基础的植物地理学I生态学经典名著中(作者在第一篇第 $#"章分别叙述了水4热4光4气4土壤

和动物对植物生活的影响作用!$.&’

FDF 5生态环境B概念的内涵

因为生态环境这一汉语名词是从外文翻译而来(所以它的含义自然与 5678A8J6B有联系’但是长期以

来(5678A8J6B的用法和含义并不统一!$C&’
在 KLML谢尼阔夫H植物生态学I一书的引言中有如下叙述N5对于植物重要的环境因素(叫做植物生

活的生态因子O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植物的生态环境B!$&’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对5PQRSRTB,即 678A8J60
含义的理解’

UV;AA<W6?等人认为5678A8J6B描述了物种对其所面临的各个环境变量的整个范围的反应(它是一个物

种的最基本的进化环境’物种在各个生境范围上的分布和在群落之间的迁移可以从5678A8J6B的观点来理

解!$-&’因 此(5678A8J6B可 以 理 解 为 是 物 种 面 临 的 对 其 产 生 影 响 的 全 部 环 境 因 子 的 集 合’而 *99<XY则 将

5678A8J6B定义为5生物地理群落的生境成分B!12&’
在因特网上对5678A8J6B进行了检索(共有 $1/2条内容有这个英文名词’并且绝大多数与生态学有关’

关 于5678A8J6B的解释可分为两类N,$0认为5678A8J6B是5在环境条件及其动植物种群方面具有一致性的一

个 区域B(或5生态实体系统层级中最小的景观单位B(亦或5最小的4高于有机体的4同质的4可用于制图的

景观单位B’从尺度上讲(与区域,?6:;8=0为大尺度,@<7?8Z[7<960(景观,9<=\[7<J60为中尺度,@6[8Z[7<960相

比(5678A8J6B属 于 小 尺 度,@;7?8Z[7<960’,10认 为5678A8J6B是5生 态 系 统 的 环 境 部 分B’即 生 态 系 统

,678[Y[A6@0]生物群落,X;876=8[;[0̂ !群落&生境,678A8J60’解释,10与 *99<XY的看法 在 本 质 上 是 一 致

的’
而 由于国外较少使用 567898:;7<96=>;?8=@6=AB一词(所以从 12世纪 "2年代到现在的许多生态学词典

中都没有收录这一术语!12#13&(更谈不到定义’虽然567898:;7<96=>;?8=@6=AB在国内使用频率很高(但很少

有人对它下过定义’上官铁梁等认为5生态因子系指生物生活场所中(对生物之生长和发育具有直接和间

接 影响的外界环境要素B(5所有生态因子构成生物的生态环境,67898:;7<96=>;?8=@6=A0B!1%&’李博等认为

5生态因子是指环境中对生物生长4发育4生殖4行为和分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B(5所有生态因

子 构 成 生 物 的 生 态 环 境,67898:;7<96=>;?8=@6=A0B!1"&’虽 然 KLML谢 尼 阔 夫 谈 的 是 植 物 的5PQRSRTBO

UV;AA<W6?等人讲的是物种的5678A8J6BO上 官 铁 梁 和 李 博 等 是 针 对 生 物 的567898:;7<96=>;?8=@6=AB而 言(
但是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因 此 笔 者 认 为(若 以 生 物 为 主 体(生 态 环 境,67898:;7<96=>;?8=@6=A0可 定 义 为5对 生 物 生 长4发 育4生

殖4行为和分布有影响的环境因子的综合B’因为5生境,V<X;A<A0B一般是指生物个体或群落生活地段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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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所以生态环境比生境的内涵要广’因为环境是指生物接触到的全部外界因子(包括对生物

没有影响的环境因子)$所以生态环境比环境的内涵却要小’
而若以人类为主体$生态环境可定义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影响的自然因子的综合+’生态环境显然

不同于生活环境$前者显然更富自然色彩’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环境概念是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为基本出发

点$强调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因此$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有根本区别’目前媒体,公众,法律等所称*生态环境+$可以认为

多半是以人类为主体而言’

- 小结

*生态环境+这一汉语名词最初是在 ".世纪 %.年代初期自俄语*/01213+和英语*4567684+翻译而来’时

至今日$*生态环境+术语已经基本脱离了原来的*母体+’我国学者目前已普遍将*生态环境+与*45696:;5<9

4=>;?6=@4=7+作为汉英,英汉双向对照名词’

*生态环境+不仅是一个很重要生态学概念$同时是一个很富中国特色的概念’中国学者对*45696:;5<9

4=>;?6=@4=7+这一英语术语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使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以生物为主体$*生态环境+是指*对生物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有影响的环境因子的综合+’以

人类为主体$它是指 *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影响的自然因子的综合+’

*生态环境+概念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生态学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作为生态学的规范名词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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