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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9生态学已经不仅是当今发展最快的科学领域3同时还逐步成为普通公民行为和政府决策的重要科学基础>我国自然环境

复杂3几千年的文化3蕴涵着深邃的生态学思想>生态系统类型十分丰富为我国生态学者提供了独有的科研舞台>近年来生态学

发展很快3有的领域正在走向世界生态学研究的前沿>我国政府对生态建设愈来愈重视3并提出全面_协调_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观3它不仅为我国今后社会发展提出了方向3同时也必将为生态学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我国生态学界应积极面

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3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9中国生态学‘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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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 豪
纵观生态学的发展3我们为它的成长_成就和成熟感到由衷的高兴3也为我们是从事这一专业的科学工作者而感到自豪>
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3出现在科学的舞台上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作为一门研究生物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3

生态学与生具有与大自然和生产实际紧密联系的特点>生态学通过调查和定位研究3积累了大量基础性的资料3并为农学_林

学_畜牧学和水产学的发展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了基础>然而3!$世纪中叶以前3由于生态学自身在理论体系和

研究的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欠缺3以及狭隘的纯自然主义倾向3它仍是生物科学中不受人们关注的一门学科3甚至对这一学科存

在的必要性都有争议>!$世纪 B$年代以后3世界上人口_经济与资源环境的不协调发展造成的全球性问题日益激化>在面对这

些无法用传统的线性思维和单学科途径来解决的问题时3生态学以其所固有的非线性思维模式_系统性观点_整体性理论_多学

科研究的传统和近代发展的环境监测与模拟方法等3为探索解决危机的途径提供了科学基础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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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工作者最早指出当代生态与环境存在的问题!并在唤醒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世纪 %$年

代!生态学家率先在全球开展了国际生物学计划&’()*!通过对全球生物生产力的调查!指出了资源的有限性"在其后的人与生

物圈计划&+,(*-世界自然保护纲要&’./0*-生物多样性计划&1’2345’6,5*-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7()*以及诸多非政府

组织的协议和政府间有关公约的制定中!生态学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生态学家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等方面所做的努

力!为科学界所公认!为世人所共睹"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到付诸行动的过程中!生态学工作者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他们

运用本学科知识!并与兄弟学科合作!发挥本学科作用和优势!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成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8#9
世纪议程:的基础"我们自豪地看到!生态学已不再像一度被人们所指责的那样!是一门;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只会说;不&0=*<
的学科!它不仅以自身的实践和崭新的面貌进入当代科学的行列!同时也受到从平民百姓到政府首脑们的广泛关注!成为;科学

与社会的桥梁<"
当代生态学的研究愈来愈注意与群众相结合!与社会发展和生产实际的需要相结合"生态学已经不仅为科学界所接受!同

时它还置身于社会和公众舞台!特别是它已经成为一种口号和象征!从平民百姓到政治决策者!从乡里民间到联合国会议大厅!
生态已经成为广泛应用的名词和口号"

特别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生态学在参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学科自身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生态学超越了其最

初起源的生物学和地理学的范畴而成为研究生物-环境-资源及人类相互作用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科学?生态学研究的空间尺度

不断拓展!已经突破了传统上以研究个体-群落-生态系统为对象的研究范畴!在宏观方面向景观-区域和全球发展!微观上则向

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延伸?生态学研究的时间尺度!从对当前现象的描述向历史的回溯和未来的预测发展?生态学研究的对

象!从自然生态系统向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扩展!从结构与功能研究向过程与预测研究发展!从局部的-孤立的研究向整体

的-网络化研究发展?生态学与其他学科有着众多的结合点!使得新的边缘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在研究方法上!从以定性描述为

主向定量模拟为主发展"当前!生态学已经从一只不被承认的丑小鸭在当代科学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熔炉中完成了新一轮的涅

磐!正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现代科学的舞台!并日益展现出蓬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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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多样!从热带到寒温带-从高山到平原-从荒漠到海洋-从森林到草原!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进行

系统的生态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天然实验室"另外!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所蕴藏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今天的生态学研

究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三才<等生态学思想及整体-协调-循环的观点!对了解和调控生物-
环境和人类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我国劳动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实践中!已经摸索并总结了一套既符合生态

学理论-又具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实践经验与技术体系"特别是关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农田-森林与草地生态系统

的结构与功能研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及其调控研究!全球变化的生态学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保护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研究

等"我们的祖先还成功地将这些经验运用到水利建设-农业和渔业生产中!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江堰-
坎儿井-梯田-桑基鱼塘等"

今天!生态学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我国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生态学的发展提供

了政策保障"同时!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的持续壮大!为生态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资基础"国家投入生态学研究的经费逐年

增加!实验设备快速发展!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定位观测研究已构成网络"目前!中国科学院组织建设的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

络基础台站已达 B%个!覆盖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农业-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湖泊-海洋生态系统!并建立了水分-土壤-大气-
生物及综合研究中心?另外!其它有关部门和单位还建立了各类不同的定位研究站!如国家林业局独立建立了 9C个森林生态系

统定位研究观测站!一些地方研究机构和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也开展了不同类型的观测和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在研究

设备-研究手段和研究条件上!我们正在与国际接轨"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掀起了以省-市-县为单元的生态建设的新高潮"我国生态学工作者在这方面起到了倡导和推动作用!

积极地投入到城乡生态建设的规划-设计-论证与评估等方面"在这方面逐步形成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力地推动着我国

区域生态建设的发展!同时在国际上也得到很高的评价和广泛的认可"在产业生态学方面!我国学者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并根据

我国的具体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我国的生态农业!植根于我国传统的基础之上!应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创

造出了多种成功的经验与模式"不仅对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于具有类似条件的发展中国家也具有示范作用"在工

业生态方面!生态学家不仅在理论上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地与兄弟学科联手协作!正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广泛的实践与探索"
在国际交流方面!伴随着国家对生态学的重视和生态学工作者的不断努力!我们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世纪 %$年代由国

际科联发起的国际生物学计划&’()*!在全世界生态学科学工作者进行了一次生物生产力的普查和在方法和手段上的革命!而

我们当时在科学研究上还处于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有关 ’7()的研究成果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逐渐了解"D$年代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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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人与生物圈计划!"#$%&把生态学与政府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了生态学发展观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这

一次&我国政府正式参加了这一计划&并越来越多的发挥积极作用’()世纪 *)年代起&国际科学界先后发起并组织实施了四大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即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01$.%&生物多样性计划!2034-506#5%和国

际 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072.%’我国均成立了相应的国家委员会&生态学工作者积极参与了有关方面工作&中国的生态学

工作者在参与的过程中&使生态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我国政府对生态建设的重视&并提出全面8协调8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了国外社

会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创造性地把可持续发展理论应用于我国的实践所得出的&它不仅为我国今后社

会发展提出了方向&同时也必将为生态学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9 自 省
面对世界生态学研究千帆竞发8百舸争流的态势&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生态学研究与国际生态学发展之间还存在着

较大的差距’其原因甚多:我国生态科学起步甚晚8技术手段落后8数据积累不足8学科发展不平衡&人才量8质短缺;我们的基

础工作还不够扎实8不够全面&研究缺乏长期性和连续性;在全球范围的研究中&我们既缺乏具有战略意义的全局规划&又缺乏

结合我国需要的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工作;对于我国传统的生态学知识缺乏应有的重视8系统的总结和提高;在解决国家和地方

面临的紧迫问题时&缺乏足够的科学储备和坚实的科学依据作为支撑’要把我国从生态资源的大国变成一个生态科学的强国&
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感到忧虑的是&当前社会上一些片面追求论文数量和成果奖励的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8心浮气躁的学

风&导致一些地方和单位研究队伍不稳定&研究工作不安心&研究成果不扎实&使得在一些基础和应用生态学研究的许多领域与

国际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这里有科研体制8政策氛围问题&也有素质能力和观念意识问题’我们在呼吁有关部门尽快修改完

善现行的科研绩效考核和成果评审制度&为科研人员创造一种高效8宽松8务实8创新的学术环境的同时&也呼吁我国生态学工

作者来一场深刻的自我反省:反省古今中外的生态学历程&反省我国生态学研究的利弊长短&反省优化生态学研究环境的战

略战术&反省生态学工作者的历史重任和拼搏8奉献8创新的精神’
青年是未来的希望&是科学的栋梁’我们殷切希望工作在第一线的青年生态学工作者拿出体育健儿奋战奥运的精神&不断

开拓创新&想他人不曾想&做他人不曾做&勇为人先’在宏观环境还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以天下生态为己任&以埋头奉献为荣

耀&以创新8积累为志趣&甘于寂寞8淡薄名利8超越世俗8超越自我&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研究工作&在科学研究与实践中&掌握

翔实8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要发扬团队精神&群策群力8协同攻关&勇攀科学高峰&为中国生态学事业的繁荣8为中国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我们要做到有理有节8不卑不亢8互惠互利’有理有节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传统&不卑不亢是我们国家

的气节&互惠互利则是我们平等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基础’我们既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又要结合我国实际&既不要盲目自满&又

不要妄自菲薄’相信随着国家的逐步强盛和对科学研究投入的不断加大&我国的生态学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

必将在国际舞台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国家急需的社会实践中&在生态科学的奥运舞台上&能够不断创造奇迹&迎接新的辉煌<

(=>( 生 态 学 报 (=卷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