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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灌丛遥 川西地区大约在海拔 源园园园皂 左右为林线袁以下则分布有亚高山森林遥 亚高山森林是以冷尧云杉属为建

群种或优势种的暗针叶林为主体的森林植被遥 作为高海拔低温生态系统袁高山鄄亚高山地带土壤碳被认为是我国重

要的土壤碳库遥 有研究表明袁易氧化有机碳含量与海拔高度呈显著正相关袁显示高海拔有利于土壤碳的固存遥 因

而袁这里的表层土壤总有机碳含量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增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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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生态学发展综述

黄国勤1,*,Patrick E.McCullough2

(1. 江西农业大学生态科学研究中心,南昌摇 330045; 2. 美国乔治亚大学作物与土壤科学系,乔治亚格里芬 1109摇 美国)

摘要:农业生态学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生态学原理在农业上的具体应用。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强国。 美国农业的

发展,得益于农业生态学的理论指导和农业生态学原理的实践运用。 在实地调查与研读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美国农业生

态学的发展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认为:(1)美国农业生态学产生于 1928 年,至今已有 85 年的发展历史。 美国农业生态学可划分

为 4 个发展阶段,即:起始阶段(1928—1961 年)、扩展阶段(1962—1979 年)、巩固阶段(1980—1999 年)和新发展阶段(2000
年—)。 (2)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内涵由起初的一门“学科(科学)冶,逐步向着包括有“过程冶、“理念冶、“方法冶、“行动冶、“体系冶、
“运动冶、“实践活动冶、“强有力的工具冶等多重涵义的方向发展,农业生态学内涵的深度和广度均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 (3)美
国农业生态学的基本内容包括背景(农业生态学国际背景)、理论(农业生态学理论基础)、设计(农业生态系统的优化设计)和
管理(农业生态学理论的实践应用)等 4 部分,美国农业生态学具有 4 个明显特征———视野的全球性、内容的多样性、体系的灵

活性和技术的实用性。 (4)未来美国农业生态学将朝着“高冶(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高水平)、“新冶(新手段、新方法、新技

术,新成果、新成效、新进展)、“长冶(长期观察分析、长期资料积累、长期定位试验)、“多冶(农业生态学研究与分析采用多点、多
地、多样本、多模式、多途径、多指标、多方法)、“实冶(联系实际、注重实践、讲求实效、展现实绩)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农业生态学;发展;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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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ranch discipline of ecology, agroecology is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processes that operat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s.Some scientists believe that agroecology is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theory to agriculture.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largest agricultural superpower in the world. One major reason for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is the guidance of agroecolog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groecological principles. Based on a wide鄄ranging
investigation and review of relevant academic materials on agroecology, the authors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groecology from aspects of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connotation and chang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trends and prospects.The primary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agroecology discipline was introdu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28.Since then, agroecology has had 85 years
of development in that coun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itial ( 1928—
1961), when Klages first suggested the concept of agroecology in 1928; expansion (1962—1979), which saw publication
of the famous book Silent Spring; consolidation ( 1980—1999), during which scientists published numerous works on
agroec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w (2000—present), during which agroecology developed new models, such as
sustainable and alternative agriculture.

(2)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notation of agroecology was initially a subject of science or a discipline, and i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to have multiple meanings, such as a process, idea, method, action, system, movement, or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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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Gliessman, Chief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believes agroecology is a powerful tool to sustain
food safety and sovereignty.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agroecology are being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perfected.

(3) The basic content of agroec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ists of four parts: background (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agroecological background ), theory ( the basic theory of agroecology ), design (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an
agroecosystem), and management (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agroecological theory) .Agroec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four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 global view: agricultural ecologists in that country observe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analyz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and problems facing the world food supply; (ii) diversity of conten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connotations from published works on agroec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iii) system flexibility: the
agroecological disciplinary system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 iv) putting
technology into practice: many examples, models and technologies published in agroecological works are summarized from a
practical production standpoint in the United States.

(4)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trends of agroec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high, i.e., high
starting points, high standards,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level; new, i. e., new approaches, new methods, new
technologies, new achievements, new results, and new progress; long鄄term, i.e., long鄄term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long鄄
term accumul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long鄄term field experimentation; many, i.e., in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ecology, multiple points, multiple sites, multi鄄samples, multi鄄modes, multi鄄channels, multiple indexes, and multiple
methods; and practical, i. e., 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stressing pragmatism in practice, and demonstrating
performance.

Key Words: agroecology;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农业生态学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生态学原理在农业上的具体应用。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冶,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农业强国冶。 美国农业的发展,得益于农业生态学的理论指导和农业生态学原理的实践运用。 作者在实地调查与研读

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发展进行了考察与分析,现简要整理、归纳如下,请同行专家批评与指教。
1摇 产生与发展

根据[法]A.Wezel 和[美]V.Soldat 研究认为,“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冶一词是 1928 年由俄罗斯农学家 Bensin 首次提出

并公开发表的[1] 。 实际上,就在这一年,美国农学家 Klages 也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Crop Ecology And Ecological Crop Geography
in the Agronomic Curriculum冶的文章,提出了“农业生态学冶的概念[2] 。 如果以此作为美国农业生态学产生的起点,则美国农业

生态学发展至今已有 85a 的历史了。
在这 85a 的发展历史中,根据国际上农业生态学的发展状况,并结合美国农业生态学发展的实际,可将美国农业生态学的

发展大致划分为以下 4 个阶段[3] 。
1.1摇 农业生态学的起始阶段(1928—1961 年)

这一阶段,几个标志性事件是:1928 年 Klages 提出“农业生态学冶的概念;1939 年,Hanson 出版《Ecology in Agriculture》;
1956 年意大利农业生态学家 Azzi 出版《Agricultural Ecology》一书,也很快传入美国,对这一时期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发展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
1.2摇 农业生态学的扩展阶段(1962—1979 年)

从 1962 年开始至 1979 年,美国农业生态学发展进入扩展阶段,突出表现在:发表的文献数量增多,研究的领域、涉及的范

围不断扩大。 1962 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 Rachel Carson 撰写的《Silent Spring》(寂静的春天)出版发行,唤起了人们对生态环境

问题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的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发展;1973 年,Janzen 出版《Troical Agroecosystems》,拓展了区域农业

生态学的研究领域;1979 年,Cox 和 Atkins 出版了《Agricultural Ecology:An Analysis of World Food Production Systems》,将农业生

态学研究领域扩展至世界食物生产系统。 这一时期(1962—1979 年)发表的农业生态学论文数量也大大超过了上一阶段

(1928—1961 年)。
1.3摇 农业生态学的巩固阶段(1980—1999 年)

1980—1999 年是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 在这 20 年的时间里,美国农业生态学逐步走向“地位巩固、体系完善、理论成熟冶阶
段。 这一阶段,美国出版了多部影响较大的农业生态学著作,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农业生态学学科体系,阐述了比较成熟的农业

生态学理论(详见后述),从而奠定了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学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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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摇 农业生态学的新发展阶段(2000 年—)
进入新世纪,美国农业生态学积极拓展研究领域,不断开辟学科研究前沿,已在可持续农业、替代农业等诸多研究领域居世

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农业生态学的“领头羊冶。
为方便起见,将美国农业生态学发展的 4 个阶段及各阶段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简要归纳(表 1)。

表 1摇 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发展历程

Table 1摇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ec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阶段
Development process

第玉阶段
Stage玉

第域阶段
Stage 域

第芋阶段
Stage 芋

第郁阶段
Stage 郁

名称
Name

起始阶段
Starting phase of agroecology

扩展阶段
Expansion of agroecology as
a science

巩固阶段
Consolidation of
agroecology

新发展阶段
New dimension in
agroecology

时段 Period 1928—1961 年 1962—1979 年 1980—1999 年 2000 年—

特征与标志
Characteristics
and symbol

1928 年 Klages 提出“农业生态
学冶的概念,1939 年 Hanson 出版
《Ecology in Agriculture》,1956 年
意大利农业生态学家 Azzi 出版
《Agricultural Ecology》 一书传入
美国

1962 年 Rachel Carso 出版《Silent
Spring》, 1973 年 Janzen 出 版
《 Troical Agroecosystems 》, 1979
年 Cox 和 Atkins 出版了
《Agricultural Ecology:An
Analysis of World Food Production
Systems》

地位巩固,体系完
善,理论成熟

拓展研究领域,开辟学
科研究前沿

2摇 内涵与变化

究竟什么是农业生态学? 在农业生态学发展的早期,一般认为,农业生态学就是解决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科

学[3] 。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农业生态学的内涵在不断变化,甚至是扩展、丰富与完善。
1979 年,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教授 George W.Cox 和 Michael D.Atkins 出版了《Agricultural

Ecology:An Analysis of World Food Production Systems》,认为:农业生态学就是进行(世界)食物生产分析的科学,或者说,农业生

态学就是用来指导食物生产的科学[4] 。
1984 年,Richard Lowrance 等出版了《Agricultural Ecosystems:Unifying Concepts》。 书中认为,农业生态学就是研究农业生态

系统的科学[5] 。
1987 年,Altieri 出版了《Agroecology:The Scientific Basis of Alternative Agriculture》,指出农业生态学就是替代农业的科学基

础,也即是说,农业生态学就是指导替代农业生产实践的科学[6] 。
1990 年,Joy Tivy 出版了《Agricultural Ecology》,指出:农业生态学是研究农业或农业相关的生物与物理生境之间的相互作

用性质的科学[7] 。
1990 年,美国 Georgia 大学 C.Ronald Carroll 等出版了《Agroecology》,在该书中,作者认为:农业生态学,就其大多数应用而

言,往往涉及到重大的人类活动[8] 。 显然,这里强调农业生态学的应用性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1990 年,Stephen R.Gliessman 出版了《Agroecology:Researching the Ecological Basi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书中认为:农

业生态学是研究可持续农业的生态学基础的一门科学或工具[9] 。
1995 年,Miguel A.Altieri 出版了《Agroecology:The Science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认为:农业生态学就是可持续农业的科

学[10] ,即农业生态学就是用来指导发展可持续农业的科学,或者说,发展可持续农业,必须以农业生态学作为理论指导和实践

指南。
1998 年,Stephen R.Gliessman 在《Agroecology:Ecological Processes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农业生态学

是可持续农业中的一种生态过程[11] 。
2002 年,美国农业生态学家 Miguel A.Altieri 在期刊《Agriculture,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上发表了“Agroecology: The

Scie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For Poor Farmers In Marginal Environments冶一文,认为:农业生态学就是为世界各国地处

偏僻环境中的贫困农民提供自然资源管理的理念与方法,从而使其在不损害环境即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摆脱贫困,走向富裕[12] 。
显然,作者在这里认为农业生态学就是一种“理念冶、一种“方法冶。

2003 年,C.Francis 等在学术期刊《Journal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第 22 卷第 3 期第 99—118 页发表论文“Agroecology:The
Ecology of Food Systems冶,明确指出:农业生态学,就是研究农业的生态学,研究农业耕作系统的生态功能,是农业与生态学的

“联姻冶;农业生态学就是食物系统(体系)的生态学[13] ,或者说,农业生态学就是生态学理论在食物生产系统中的应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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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Clements David 和 Anil Shrestha 在出版的《New Dimensions in Agroecology》一书中,指出:农业生态学是研究生态学

原理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应用,并对传统农业的不足提出合理的对策和措施[14] 。
2006 年,美国 Illinois 大学博士 Paul A.Wojtkowski 在《Introduction to Agroec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一书中指出,农业

生态学就是研究如何从土地中生产出食物、燃料(生物燃料)、纤维的科学[15] 。
2006 年,Stephen R.Gliessman 在《Agroecology:The Ecology of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第 2 版)一书中,明确提出:农业生态

学是可持续食物体系的生态学,是生态学原理和理念在设计和管理可持续食物体系中的应用[16] 。
2007 年,Keith Douglass Warner 出版了《Agroecology in Action: Extending Alternative Agriculture Through Social Networks》,指

出:农业生态学是一种行动,是通过社会网络向替代农业延伸,从而为替代农业发展发挥作用[17] 。
2009 年,A.Wezel 等在学术期刊《Agr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发表了“Agroecology as a Science, a Movement and a

Practice冶一文,明确提出:农业生态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同时也是一种运动或一项实践活动[18] 。
2011 年,Steve Gliessman 在《Journal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期刊上发表“Agroecology and Food System Change冶一文,指出:

农业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在变成一个维护食物安全与独立(Food Sovereignty)的强有力的工具[19] 。
由上不难看出,在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内涵由起初的一门“学科(科学)冶,逐步向着包含有“过程冶、“理念冶、“方法冶、“行

动冶、“体系冶、“运动冶、“实践活动冶、“强有力的工具冶等涵义的多方向发展,农业生态学内涵的深度和广度均得到不断丰富和

完善。
3摇 内容与特征

3.1摇 基本内容

综观美国已出版的农业生态学著作和发表的农业生态学相关研究论文,可以看出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基本内容为以下 4 个

方面:(1)农业生态学国际背景;(2)农业生态学理论基础;(3)农业生态系统的优化设计;(4)农业生态学理论的实践应用。
3.1.1摇 农业生态学国际背景

主要从世界农业发展、世界食物(粮食)生产状况,以及世界贫困与饥饿等方面“入手冶,分析其面临的突出问题,从而为下

一步引入“农业生态学冶的理论和技术埋下“伏笔冶。 这一部分,也即说明为什么要发展农业生态学,或者说提出了发展农业生

态学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这一部分,也是整个农业生态学的基础与“导火线冶。
3.1.2摇 农业生态学理论基础

全面阐述农业生态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包括:农业环境;农业生物的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农业生态系统生

态,如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养分循环),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等等。 这部分是

农业生态学的“核心内容冶和“本质所在冶。
3.1.3摇 农业生态系统的优化设计

根据农业生态学的原理和基本理论与方法,设计、优化农业生态系统模式,或根据“自然生态系统冶的特性,采用模拟的方

法,筛选出新的高效农业生态系统模式。 “农业生态系统的优化设计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提升农

业生态系统的综合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这部分可以认为是农

业生态学的“方法冶与“手段冶。
3.1.4摇 农业生态学理论的实践应用

运用农业生态学理论和已设计的农业生态系统模式,对系统的光、温、水进行调节,对系统的病、虫、草害进行综合管理与控

制(IPM),采取优化的农业技术与措施,如发展作物轮作、间作、农林复合系统、保护性耕作等替代农业技术,发展可持续农业、
有机农业、生物农业等替代农业模式。 这部分是农业生态系统理论的实践应用,显然是农业生态学的最终“目标冶与“落脚点冶。

为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基本内容,将美国出版的代表性农业生态学著作(6 种)的篇、章内容列于表 2。
3.2摇 主要特征

(1)视野的全球性摇 美国农业生态学家善于从全球的角度、全球的视野去观察、分析整个世界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世界

食物供应状况、世界农业生态系统走向,等等。 由于具有全球视野,使得美国农业生态学家提出的农业生态问题,以及解决农业

生态问题的方法与手段往往具有“普遍性冶、“通用性冶和“经久性冶,其影响也是广泛的、全球性的。
(2)内容的多样性摇 从上述美国已出版的农业生态学著作来看,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内容具有多样性。 决不像目前中国出

版的农业生态学教材,多半是“千篇一律冶、“一个模式冶、“一个面孔冶。 如目前中国出版的农业生态学教材大多是包括以下主要

内容:绪论、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群生态、群落生态)、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组分结构、时空结构、营
养结构)、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能流、物流、价值流、信息流)、农业生态系统的资源、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模式,等等。 尽管不同作者、不同教材(著作)在写法上会有不同,材料取舍上也各异,但其主要内容的“雷同性冶是比较大,而相

对来说,“差异性冶和“个性冶略显不足。 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业生态学家都希望自己的教材或著作能“更全面冶
地涵盖当今农业生态学的全面内容。

2545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3 卷摇



http: / / www.ecologica.cn

(3)体系的灵活性摇 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学科体系比较灵活。 如有的分篇,有的不分篇;有的章下面设节,有的就不设节,而
是直接在章下面设问题(然后对每一问题进行讨论);有的章节多、篇幅长,有的则章节少、篇幅短;有的有大量图表,有的则着

重文字论述。 可以说,体系的灵活性,也正好反映了著作的“特色冶和作者的“风格冶。
(4)技术的实用性摇 通过认真研读美国农业生态学著作,总体感觉是美国农业生态学著作特别贴近实际,尤其是里面的例

子(案例)、模式和技术,都是从实践中来,从生产实际中提炼、总结出来的,反过来又可进一步指导美国(当然也包括世界其他

条件类似的国家或地区)农业生产的实践。 技术的实用性,是美国农业生态学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表 2摇 美国近年出版的农业生态学著作的主要内容

Table 2摇 Main content of agricultural ecology work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书名
Book name

作者
Author

出版时间
Time of
publication

主要内容 Main content

分篇 Division 分 章 Chapter
备注 Note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Unifying
Concepts

Richard
Lowrance 等

1984 年 (未分篇) 1.绪论
2.农业生态系统的特性
3.初级生产比较分析的生态学基础
4.农业生态系统的消费者:景观展望
5.农业生态系统中的正相互作用
6.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分解、有机质运转
和养分动态
7.农业生态系统的决定因素
8.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9.土壤侵蚀对美国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
10.自然生态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养分循环
之比较:原则
11.模拟农业生态系统:从生态学中学到的
12.农业系统与模拟的作用
13.农业生态系统中投入与产出的联结
14.向着统一概念的生态农业迈进

系 1982 年 8 月 11
日由美国生态学
会主办的学术会
议的部分论文集

Agricultural
Ecology:
An Analysis of
World Food
Production
Systems

George W. Cox
和 Michael D.
Atkins

1979 年 玉.农业的生态
学 与 历 史 学
背景

1.世界食物平衡状况
2.生态系统的概念
3.农业系统的演变
4.生物驯化的生态学
5.自给自足的农业
6.集约农业的生态特征

域.农业生态系
统的动态

7.气候与农业
8.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气候学
9.土壤形成与土壤结构
10.土壤水分与养分
11.种植作物与放牧对土壤的影响
12.灌溉与施肥的影响
13.土壤、植物与微生物学
14.土壤生态系统的维护
15.农业有害生物危害的自然特征
16.化学控制有害生物
17.传统化学控制有害生物的替代
18.生物控制
19.寄主的抗性
20.有害生物的综合管理(IPM)

芋.农业与未来 21.遗传脆弱性和种质资源
22.品种改良的成就
23.水生系统的食物生产与收成
24.农业的能量消耗与成本
25.发达国家的农业未来
26.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未来
27.国际农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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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续表

书名
Book name

作者
Author

出版时间
Time of
publication

主要内容 Main content

分篇 Division 分 章 Chapter
备注 Note

Agricultural
Ecology

Joy Tivy 1990 年 (未分篇) 1.农业生态系统
2.作物
3.农业气候
4.农田土壤
5.养分循环
6.农业生产力
7.家畜
8.农业土地的适应性
9.草地农业
10.热带潮湿低洼地的农业生态
11.水稻
12.旱地农业
13.灌溉农业
14.集约农业
15.农业与环境

Agroecology C. Ronald
Carroll 等

1990 年 玉.农业生态学
的一般背景

1.世界饥饿与人口
2.气候与农业地理
3.农业的起源与传播
4.社会关注与现代农业发展
5.美国农业生产的技术变化与能量使用
6.现代农业的生态影响

域.农业生态学
的生态学背景

7.作物生理生态与光照、水分和温度
8.农业中的植物种群生态
9.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病害发生动态
10.农业生态系统中的草食昆虫
11.农业土壤中的有益生物
12.复杂生态群落中的农业生态系统

芋.一些生态管
理问题

13.自然区域与农业生态系统的界面
14.农业生态系统的氮循环
15.有害生物的综合管理(IPM)
16.生态遗传学与 IPM
17.营养与农业变化
18.间作
19.对作物及其野生基因资源的使用与保护

郁.农业研究 20.为什么要学习传统农业?
21.发达国家的农业研究
22.第三世界国家农业研究机构
23.农业研究的政治经济学:以杂交玉米
为例

Agroecology:
The Science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Miguel A. Altieri 1995 年 玉.农业生态学
的理论基础

1.农业生态思想的演变
2.农业生态学方法与实践
3.农业生态系统:决定因素、资源、过程与可
持续性

第二版

域.替代农业系
统 与 技 术 的
设计

4.从可持续技术到可持续农作
5.可持续农业生态系统的设计
6.传统农业
7.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的农业发展规划
8.有机农业

芋.替代生产
系统

9.多作型种植系统
10.覆盖作物与田间地面覆盖
11.作物轮作与少耕
12.农林复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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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续表

书名
Book name

作者
Author

出版时间
Time of
publication

主要内容 Main content

分篇 Division 分 章 Chapter
备注 Note

郁.有害生物的
生态管理

13.有害生物的综合管理(IPM)
14.杂草生态与管理
15.植物病菌生态与管理
16.从牧场管理走向可持续农业
17.土壤质量与管理

吁.展望 18.走向可持续农业

Introduction to
Agroec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Paul
A. Wojtkowski

2006 年 (未分篇) 1.绪论
2.空间原理
3.农业生物生态的概念
4.农业生产力的限制因素
5.害虫与植物病害
6.农业生态学的概念
7.单作
8.季节性间作
9.互惠的农林复合系统
10.高效的农林复合系统
11.当代农业技术
12.辅助系统
13.以充分利用土地为目的的农业技术
14.社会、社区和经济的农业生态学
15.农业替代技术与方法
16.农业生态系统设计
17.农业景观
18.总结

4摇 趋势与展望

进入 21 世纪,世界农业及整个生态环境形势正发生深刻而复杂变化,这给农业生态学发展既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战略

机遇,同时也不免带来了空前挑战。 为适应形势、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美国农业生态学正在或已经向着———“高冶、“新冶、“长冶、
“多冶、“实冶的方向发展。

(1)高摇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科技等最发达的国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冶,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是“高起点、高标

准、高效率、高水平冶。 同样,21 世纪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发展也必然是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高水平。 美国将在已有农业生态

学发展优势的基础上,继续占领世界农业生态学“制高点冶,继续瞄准世界农业生态学的热点与前沿,高效率、高水平地开展农

业生态学研究。 如美国正积极开展全球变化背景下农业生态系统的响应及对策、转基因食品的生态安全性,以及世界人口、资
源、环境条件约束下的全球食物生产与食物安全等方面的开拓性、前沿性研究。 其研究成果必将对世界农业及经济社会和生态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新摇 在农业生态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方面,美国也特别强调一个“新冶字,即要求用最新的方法、最先进的手段,开展农

业生态学的创新性研究,以期取得新成果、新进展、新成效。 当前,以现代生物技术、现代信息技术为引领,美国将“3S冶技术、同
位素技术、模拟模型技术、基因工程技术、分子生态学技术等各种现代新手段、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态学的研究。 由于研究

手段、研究方法的领先,使美国农业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与水平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
(3)长摇 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特别重视“长期冶效应。 一是善于长期观察分析。 美国农业生态学科技工作者,善于对全美

或全球的农业及生态环境问题进行长时间尺度的观察与分析,且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和成果。 二是注重长期资料积累。 作者

于 2012 年 11 月至 3 月在 Georgia 大学 Griffin 校区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就发现美国仍收藏与保留着美国建国至今 200 多年的农

业及生态环境资料,这些资料非常宝贵,对研究美国农业生态学发展及其长期效应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坚持长期定位试验。
虽然美国农业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提出是在 1928 年,但有关农业生态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却很早就开始了,且一直在坚持。
据作者查阅美国农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主办的学术期刊《Agronomy Journal》1991 年第 83 卷第 1 期第 24—29 页

就发现,美国从 1876 年由 Illinois 大学建立的“玉米轮作与土壤肥力冶定位试验、1888 年由 Missouri 大学建立的“玉米轮作、绿肥

与土壤肥力冶定位试验、1892 年由 Oklahoma 州立大学建立的“种植小麦对土壤肥力影响冶的定位试验、1896 年由 Aubure 大学建

立的“棉花轮作与土壤氮素利用冶定位试验等农业生态长期定位试验仍然在坚持,至今均已超过 100 多年,最长的(1876 年开

始)至今已达到 126 年。 此外,还有许多农业生态定位试验是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的,如从 1911 年开始的“棉花、玉米、大豆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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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肥力冶定位试验、1912 年开始的“玉米连作对土壤肥力影响冶的定位试验[20] ,等等。 可以说,美国十分重视农业生态的长期定

位试验研究。
可以想见,这些长期定位试验的坚持,将对全面分析和客观认识农业生态系统的长期变化规律及其产生的长期效应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4)多摇 美国农业生态学研究不仅重视“长期冶定位试验,而且还特别强调“多点冶、“多地冶、“多样冶、“多模式冶、“多途径冶、

“多指标冶、“多方法冶的试验与分析。 如同是一个玉米轮作定位试验,美国就先后在美国北部多个州,针对不同土壤、不同地形

地貌、不同耕作措施等设立多个试验点;同是轮作研究,美国又在不同区域,如南部、西部、中西部、东北部分别设立不同的作物、
不同的轮作模式(包括农牧结合轮作模式)的多个长期定位试验区(点);为全面、客观、正确地评价不同农业生态模式的效应,
美国又特别重视采用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环境的多种指标和评价方法,不仅定性比较,而且定量分析,从而使得研究结果“可
信冶、“可靠冶、“可用冶。 可以说,“多冶———将是美国今后农业生态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向与特点。

(5)实摇 农业生态学是一应用学科,是生态学原理在农业上的实践应用。 根据农业生态学的这一特性,美国就一直高度重

视从“实冶字方面加强农业生态学的研究、建设与发展。 一是“实践冶。 美国农业生态学的研究一直就与农田、农场、农民(农场

主)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农业生态学研究选题从“实践冶中来,在实践中寻找需要研究的题目、研究的内容和发现的规律;二是

“实际冶,美国农业生态学研究,紧密结合美国农业实际、全球农业实际,不提倡研究“虚无缥缈冶的东西;三是“实用冶,美国衡量

农业生态学研究成功与否、成效大小、成果多少,最终是以能否在美国农业生产实际中应用为评判标准。 如好的农业生态学成

果、成功的农业生态学研究,就应该能在农业生产实际中应用,为农业生产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发挥作用。 否则,就不是科研成

果,或者是不成功的研究,这是美国农业生态学研究所不提倡的。 四是“实效冶。 就是农业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应该为美国农业

发展、世界农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效冶和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冶(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五是“实绩冶。
美国农业生态学的研究,要为推动美国农业、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改善、优化和美化美国农业生态环境、全球农业生态环

境发挥长远作用,取得长远成效和业绩。
美国在未来农业生态学研究方面,联系实际、注重实践、讲求实效、展现实绩。 一句话,“实冶将是未来美国农业生态学研究

与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
5摇 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与研究,可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1)美国农业生态学产生于 1928 年,至今已有 85 年的发展历史了。 85 年来,美国农业生态学大致经历了起始阶段

(1928—1961 年)、扩展阶段(1962—1979 年)、巩固阶段(1980—1999 年)和新的发展阶段(2000 年—)等 4 个发展阶段,每一阶

段都具有其特征和标志性成果。
(2)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内涵,从开始的农业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冶,逐步向着包含有“过程冶、“理念冶、“方法冶、“行动冶、

“体系冶、“运动冶、“实践活动冶、“强有力的工具冶等多重涵义的方向发展。 可以说,美国农业生态学的内涵,无论从深度和广度,
均在不断地丰富、完善和发展过程中。

(3)综观美国农业生态学,可以看出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4 个方面:农业生态学国际背景;农业生态学理论基础;农业

生态系统的优化设计;农业生态学理论的实践应用。 美国农业生态学具有以下 4 个明显特征:视野的全球性;内容的多样性;体
系的灵活性;技术的实用性。

(4)未来美国农业生态学将朝着“高冶(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高水平)、“新冶(新手段、新方法、新技术,新成果、新成效、
新进展)、“长冶(长期观察分析、长期资料积累、长期定位试验)、“多冶(农业生态学研究与分析采用多点、多地、多样本、多模式、
多途径、多指标、多方法)、“实冶(联系实际、注重实践、讲求实效、展现实绩)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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