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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车文在压学地理学模型凄变的基础上随述丁区域人类生盎暮巍模型的设计恩想．讨论了落接堑 的结 

构和功龃．据此模型，韶系统地评价自 、社会、经济谱因素肘^类造成的赛球影响，有助于提供改 善 

环 境的 科学收 据 ． 

关t词 医学地理学，生盎幕巍，^袭生盎系统，区域^娄生志系统． 

积极开发新经济区，为消除工业和农业污染而加剧的副作用，必须垒面了解环境因素对 

人类造成的实际影响 从而促进了人类生态学概念模型的研制。这一研究涉及到医学、地理 

学、生物学和社会学。近年来在人类生态学模型的设计过程中，医学地理学的概念模型起着 

积极作用 ” 。 

表示医学地理学客体的系统模型演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t 20—30年代，地方 

病和地理病理学的研究促使医学地理学发展 这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模型是 以人(具有一定健康 

水平的人)为主要内容。人与形形色色的地区医学生物学现象为模型的研究对象。40—5O年 

代，由于深入研究地方病发生的条件和原因，导致了医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转变 这时期的 

医学地理学所研究的客体除了人之外，还包括了影响人类健康的自然界。50—6O年代，生态 

学的理论发展促使这时期的客体模型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客体的内容扩大了，除了包括 

自然环境外，更注意到了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其次是客体间的联系也扩大了。人们不仅研 

究客体间的直接联系，而且研究客体间的间接联系。 

7O年代，在生态系统、区域人类生态 系统理论的影响下，医学地理学客体涵义及观念的 

逐步扩展与完善，产生了新的医学地理学模型。而这种新的医学地理学客体模型又可以作为 

人类生态学的基本模型。 

玎|peo6pa擐eHcKH蟊 B．C，PaA】【E．2"1 认为区域人类生态系统模型必须解决下面 3个问 

题：④必须考虑到人在模型中所占地位的多样性。人受到其居住环境的影响，同时人又给环 

境很强的影响。人形成自身的社会环境，而人就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里 最终，人作为控制 

杌构的主体决定了系统的目的功能并实施旨在提高系统效率的措施 ②必须考虑副区域人类 

生态累统的控制和自组织的特点。③必须找到区域人类生态系统功能效率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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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捌 #堇皇：蟹 地理学模墅 i区域人娄生卷系统樾型钓殊对 

80年代研究发现，虽然区域人类生态系统具有 自组织能力，但这种能力不受来自社会方 

面和从属于社会目的的影响。反之，在规划解决目的途径时不考虑自组织的规律性，那么社 

会 目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的。由此产生了一种更 新的认识，耶区域人类生态系统既是被控制的 

系统，又是 自组织系统。鉴于这神认识，可 把区域人类生态系统模型分为两个部分：被控 

制部分(A) 下1_控 I 部分(B)(见图 I、 对于被控制部分，自组织首先是由骞环节之间的适应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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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80年代 区域人类 生态系 统模 型 

1—— 充当学 科客体 的系统，A—— 被控 稍部分 ·B——控 制音臣分# 2—— 控制机 拇， a—— 人(居 民)， 

环 境类型 ， 4—— 自然环境 # 5—— 生 i舌经挤 环境 # 6—— 社会环 境，对被控 黼 部丹状 卷和 行为信 息 加 

工 的系 统功能 标准j T—— 医学 生物学 标准， 8—— 社会 标准j 9一 垃挤 标准l l0-- 系统琦 良 标 准 

与目的功良的相互联系和确定系统发展趋势，ll——调节和改变 目的功酋的各种揩旌(这些措施是系巍发 

展 趋势所必需 的)， 12—— 果取 决定 ， l 3一 系 统被控制 部分的 联系· I4—— 系统状 态在时 向上 的变 化， 

I5——系统状态和行为的信息，16——系统控制 部分的联系l 1 7一 控铺命夸l 18-- 系境的外郁联 系． 

Fig．I The model of territorial anthropoecosystem in Ig80s 

过程来保障。这些过程表现为人 (3)与环境(4— 6)，各种环境类型之间的适应 。系统被 

控制部分的状态和行为信 息进 入控制机 构 (2)，但为了使信息用于控制 目的，使系统转入 

更为优越的状态，必须预先专门评价这些信息。来自各个方面 (医学生物学、社会学、经济 

学)的评价就形成系统功能标准(7— 9) 利用这些功能标准可以提高系统功能效率。这一 

功能是 由控制部分 (B)来实施的。于是产生了系统功能标准与目的功能的相互联系和确定系 

统发展趋势(10)。把对系统状态和行为信息的评价作为控制部分(B)的组成部分。此外，参 

与系统控制部分的还有：调节和改变目的功能的各种措施 (11)(这些措施是系统发 展 趋势 

所必需的)，采取的决定(12)。 

MapKapnH 9．C． 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归根 结蒂具有适应性特点。区域人类生态系 

统模型的控制部分的所有功能都是围绕着改善和优化人类的环境。这是符合1人类的根本利益 

的。模型控制部分内部结构的主要特征卣此确定。 

总之，要在医学地理学和人类生态学结合的基础上研究区域人类生态系统模型。设计模 

型的工作现在还剐开始，但已显示出美好的前景，柞 为一种基础模型，可以年 用它解决人类 

生态学众多的问题，并能广泛运刷于医学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和生态学等许多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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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S OF MEDICAL GEOGRAPHY AND 

TERRIT0RIAL ANTHROPO-ECOSYSTEM 

Li Kun—Ba0 

(I竹n m  0 Bio~echnoIo~J，s n咖 i Jiao To Ufliversity)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medical geography model is utilized to 

explain the an~bropo—ec(~ystem mode1．Its principle involves the improving 

of modern concep~and terminology unique t0 anthropo—ecosystem ，and explO- 

l咀nE the basis involved i12 the formation of conc~。pt and terminology of 

anthropo—ecosystem ． 

Key wo rds：medical geography，ecosystem，anthropo—ecosystem ，territorial 

anthropo—ecosystem ．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