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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网络分析的研究进展

张　 妍∗，郑宏媚，陆韩静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自生态网络分析方法提出 ４０ 多年来，其理论发展和应用实践不断拓展，但直至本世纪才不断引入到城市生态系统研究

中，用以分析城市内部多个主体和多种生态流构成的关联网络。 目前，城市生态网络分析集中于生态网络分析方法与指标的拓

展及多尺度的应用研究，而生态网络分析方法又形成了上升性分析和环境元分析两大分支，多尺度应用涵盖了城市镶嵌的区域

背景尺度和城市内部产业部门之间的细节尺度。 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着多尺度融合、多种生态网络分析方法集成不足等问

题，这限制了城市生态网络分析方法在城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未来城市生态网络分析研究集中于如下三点：１．开展多尺度城

市生态网络分析，包括城市群⁃城市⁃园区 ／社区等，构建多级嵌套生态网络模型；２．集成上升性与环境元分析方法，提出由外在表

征到内在过程的城市生态系统评价模式及模拟方法；３．强调自然节点在城市生态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形成社会经济节点与自然

节点并重的生态网络模型，并强调构建多精度的生态网络模型服务于不同的研究目的。
关键词：生态网络分析；多尺度；城市；上升性分析；环境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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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作为人类活动高度集中的区域，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资源耗竭、大
气污染、垃圾肆虐、生态破坏等［１⁃２］。 为应对城市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先生提

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概念［３⁃４］，倡导运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来解析和重构城市生态系统。 城

市是一个有着组成结构与功能关系的有机组织，城市中组分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往往涉及到多个主体、多种生

态流，这些主体与生态流相互交织关联在一起，形成了网络结构形态，由此，可以将城市生态系统组分及相互

作用关系抽象为网络，引入生态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的研究［５⁃６］。
１９７３ 年 Ｈａｎｎｏｎ［７］首次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引入到自然生态系统，分析了物质与能量流动，标志着生态

网络分析思想的形成［８］。 之后，１９７６ 年 Ｆｉｎｎ［９］改进了 Ｈａｎｎｏｎ 的方法，提出了一系列量化生态系统结构的指

标及指数，包括系统流通量、平均路径长度和循环指数等，这极大地促进了生态网络分析方法的形成。 在此基

础上，１９７６ 年 Ｐａｔｔｅｎ 等［１０］正式提出了生态网络分析方法，并指出该方法是识别系统中物质和能量流动相关信

息的手段［１１］，可以定量研究网络内部参与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１１⁃１４］，来理解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复杂

性［１５］。 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已形成了生态网络分析的两大分支，环境元分析（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１，１６⁃１７］和上升性分析（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８，１８］，分别从网络整体状况及网络内部节点间互动作用两个方面开

展研究。 其中上升性分析是基于信息理论来分析网络内部物质与能量流动的整体表现［１９］，而环境元分析则

深入至网络内部的参与者，分析基于生态网络流图的成员间流量分布，进而分析网络内部复杂的结构分布及

功能关系［１１，２０］。 一些学者也结合上升性分析和环境元分析优势，开展了由外在表征到内在过程的研究［２１⁃２３］。
这些都为生态网络分析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基础。 目前已开发出多种软件，如 Ｍａｔｌａｂ［２４］、ＮｅｔＭａｔＣａｌｃ［２５］、
ＮＥＴＷＲＫ［２６］、ＷＡＮＤ［２７］、ＥｃｏＰａｔｈ［２８］等，可有效提升生态网络分析方法的可见性和应用效率。

目前，关于生态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已有综述，但大多偏重于方法的发展历程，１９９３ 年韩博平［１９］ 概述了

“生态网络”概念的发展历程，同时针对环境元分析和上升性分析，分别介绍了网络循环指数的改进过程，以
及网络稳定性和营养级结构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现状。 １９９９ 年 Ｆａｔｈ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ｎ［１１］对“生态网络分析”的发展进

行了更为详细的综述，界定了网络环境的定义，以及网络的行为、结构和功能等特征；接着针对环境元分析，结
合自然生态系统的案例，详述了存量分析、流量分析、效用分析等具体方法，并指出了环境元分析应用的假设

和局限性。 ２０１１ 年李中才等［８］人从网络整体表现到网络内部节点之间关系，详细解释了网络稳定性、上升

性、邻接特征、效用分析和随机性指标，同时以自然生态系统为案例，指出网络间接流量的贡献。 但是以上这

些综述都强调生态网络方法的发展，并没有从生态网络方法多尺度的应用、相关指标的城市生态系统特征的

描述及未来生态网络的应用前景等方面进行梳理与总结。 本研究试图通过综述生态网络分析方法在城市系

统中的应用，从而识别城市生态网络分析的优势及不足，为该方法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广泛应用提供指引，推
动城市生态学学科的发展。

１　 上升性分析

上升性理论起初被用于量化生态系统的发展程度、识别干扰对系统的影响，同时也用来对比不同生态系

统之间的发展状态［２９］。 Ｕｌａｎｏｗｉｃｚ［１８，３０］指出当一个系统不断发展时，它的上升性和相应的可持续性特征都随

之增加。 这一理论包含众多指标可以对系统的总体发展状况和系统总通量、资源在系统传递的平均路径长度

等开展研究，具体指标见表 １。
基于上升性理论在评价系统整体特征方面的优越性，Ｂｏ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Ｂｏｎｄａｖａｌｌｉ［５］计算资源交换的平均路径长

度，并评价系统在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可持续性状态。 Ｌｉ 等［３３］在此基础上选取上升性、发展能力和系统总开

销评价黄河流域系统整体的发展。 接着在 ２０１０ 年，Ｌｉ 和 Ｌｉ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４０］选取同样的指标评价了北京市城市水

资源利用系统。 与此同时，为了定量化人为干扰对系统的影响，Ｆｉｓｃｕｓ［４１］ 对比分析了自然生态系统氮循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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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和受到人类行为干扰后美国牛肉供应链氮循环网络，指出两种网络的连接度、营养级结构、营养级效率指标

的差异性。 接着，Ｂｏｄｉｎｉ［３７］在 Ｌｉ 等［３３］的基础上增加了系统总通量和平均交互信息指标，分析了美国 Ｓａｒｍａｔｏ
城市的水资源利用过程。 Ｂｏｄｉｎｉ 等［４２］同样运用上述指标开展研究，但是对比分析了 ３ 个城市系统内部产业

部门之间的水交换网络，评价了意大利 Ｅｍｉｌｉａ Ｒｏｍａｇｎａ 区域典型城市居住区的持续发展状态。 另外，也有学

者从系统的抵抗力和系统效率入手，评价了城市的可持续性［４３⁃４４，３８，４４］，而刘耕源等［２３］ 则从系统通量、结构耦

合程度等指标评价了大连市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水平。 Ｌｕ 等［３１］ 强调了网络稳定性指标，结合网络上升性、平
均交互信息等指标，评价了中国原油供应安全，而 Ｆａｎｇ 和 Ｃｈｅｎ［２１］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网络冗余度指标，评价

了黑河流域水资源利用过程。 另外也有学者通过强调营养级结构指标的重要性，评价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或典型社区［２２，４５］的碳代谢过程。 上升性分析是一种研究系统外在表征的有效手段，但是这些指标不能针对

网络节点展开分析，而环境元分析是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与手段。

表 １　 上升性分析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内涵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公式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应用尺度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平均交互信息
网络中物质或能量量子的平
均相互限制程度，量化系统的
发展

ＡＭＩ ＝ ｋ∑
ｎ＋２

ｉ ＝ １
∑
ｎ

ｊ ＝ ０
（
ｆｉｊ
Ｔ

） ｌｏｇ２（
ｆｉｊＴ
ＴｉＴ ｊ

） 自然 水 系 统； 城 市
系统

［３１⁃３２］

系统总开销
信息通过冗余性的连接在系
统中的分布

φ ＝ ∑
ｉｊ
ｆｉｊ ｌｏｇ２

ｆ２ｉｊ
ＴｉＴ ｊ

[ ] 自然水系统；城市水
系统

［３３⁃３４］

系统稳定性
系统抵抗外界干扰变化的
能力

ＨＲ ＝ － ∑
ｎ

ｊ ＝ ０
（
Ｔ ｊ

Ｔ
） ｌｏｇ２（

Ｔ ｊ

Ｔ
）

Ｓ ＝ ＨＲ － ＡＭＩ
国家尺度 ［３１］

上升性 定量化系统的规模和反馈 Ａ ＝ ∑
ｎ＋２

ｉ ＝ １
∑
ｎ

ｊ ＝ ０
ｆｉｊ ｌｏｇ２（

ｆｉｊＴ
ＴｉＴ ｊ

） 自然水系统；城市水
系统

［３３⁃３４］

系统总通量
系统中流经所有成员的流量
的总和

ＴＳＴ ＝ ∑
ｎ＋２

ｉ ＝ １
∑
ｎ＋２

ｊ ＝ １
ｆｉｊ

自然生态系统；城市
水系统

［３５⁃３６］

平均路径长度
资源从任一成员进入系统到
离开系统所要经过的平均路
径数量

ＡＰＬ ＝ （ＴＳＴ － Ｚ） ／ Ｚ 自然生态系统；城市
水系统

［５，３６］

系统发展程度 系统发展的最大潜力 Ｃ ＝ － ∑
ｉｊ
ｆｉｊ ｌｏｇ２

ｆ ｉｊ
Ｔｉｊ

[ ] 自然水系统；城市水
系统

［３４，３７］

系统冗余度 衡量系统中信息的缺失 Ｒ ＝ － ∑
ｎ

ｉｊ ＝ １
ｆｉｊ ｌｏｇ２

ｆ２ｉｊ
ＴｉＴ ｊ

[ ] 自然水系统；城市水
系统

［２１，３８］

营养级
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链
或食物网

Ｌａ ＝ １ ＋ ∑ Ｐｂ∗Ｌｂ( )
自然生态系统；城市
系统

［２２，３９］

２　 环境元分析

环境元分析主要基于传统的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投入产出分析，但 Ｓｕｈ［４６］指出这种环境元分析与投入产出分析又有

所不同，环境元分析类似于结构路径分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ＰＡ），而且框架趋于融合 Ｇｈｏｓｈｉａｎ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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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框架［４６⁃４８］。 该方法应用的前提是系统呈现稳态，也就是系统内每一个参与者其输入和输出的

资源量都是相等的［１１］，在此基础上开展对网络内在结构分布和功能关系的研究（见表 ２）。

表 ２　 环境元分析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内涵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公式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应用尺度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通量 每一个成员流通量的总和 Ｔｉ ＝ ∑
ｎ

ｊ ＝ １
ｆｉｊ( ) ＋ ｚｉ 自然生态系统；城市系统 ［４９⁃５０］

综合流量 资源在成员之间流动的数量 Ｎ ＝ Ｉ － Ｇ( ) －１ 自然生态系统；城市系统 ［４９⁃５０］

综合效用
定量化评价两两成员之间的生
态关系

Ｕ ＝ （ Ｉ － Ｄ） －１ 自然生态系统；城市系统 ［５１⁃５２］

控制程度
识别某一节点对其他节点的控
制作用

ＣＸ ＝ ｃｘｉｊ( ) ＝ ｎｉｊ ／ ｎ′
ｊｉ( ) 自然生态系统；城市系统 ［５３⁃５４］

共生程度
系统整体或每一个成员的效用
水平

Ｓ ＝ ｄｉａｇ Ｔ( ) Ｕ 自然生态系统；城市系统 ［５５⁃５６］

环境元分析在城市系统的应用较多集中在多种物质［５７］、能源［４９，５８］、碳元素的研究［４９．５８］，另外也包含对

水［５９］、硫［６０］、氮［６１］等要素分析，主要采用流量分析、效用分析和控制分析等方法。 流量分析集中于对网络内

节点间综合流量的计算，分析成员对网络的贡献［３１，４９，５８］、对比分析了直接与间接流量［５３，５９⁃６１］、明确了网络中节

点的生态角色［６２⁃６５］、模拟网络生态层阶结构［２，６，６６⁃６７］。 效用分析方法集中于节点间生态关系的研究，确定了生

态关系的占比结构［２］、分析了生态关系的稳定性［６８］，对比了直接与综合生态关系变化［６，５３，６４⁃６５，６９］ 及不同精度

网络模型的生态关系变化［３５，７０］、识别了上下游分布［６３，７１］、估算了系统节点的净效益［１，５５，６２］ 及间接效益的比

重［５２］、评价了网络整体共生水平［２１，５７，７２］。 控制分析方法集中节点对网络影响的识别，包括直接和综合控制强

度的对比［５７］、节点依赖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对比［５３，６５，７２］。

３　 多尺度应用

２００２ 年 Ｂｏ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Ｂｏｎｄａｖａｌｌｉ［５］首次将生态网络分析方法引入到城市系统，自此，生态网络分析方法的应

用范围不断拓展，包括将城市作为一个节点，分析其镶嵌的城市群、流域、国家、全球生态网络中物质与能量流

动，为城市系统研究提供了不同尺度的背景场；也有深入到城市节点的内部，分析城市内部多节点构成的生态

网络或典型社区 ／园区中物质与能量的流动，为识别城市内部的差异性提供了详细的决策数据（见图 １）。
城市背景尺度研究多集中于水［３３］、能源［６２］等关键要素，较少关注多种物质的综合代谢过程［７３］（见图 ２），

跨越全球、国家、流域和城市群等多个尺度。 水要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流域尺度，如 ２００９ 年 Ｌｉ 等［３３］ 采用生

态网络分析方法研究水资源利用系统，分析了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６ 年黄河流域水提供、水生产、水消费等子系统 １３ 个

节点间的水流动过程，并提出相应的网络评价指标。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基于物质能量流动过程构建了虚拟

水生态网络模型，模拟了生产与消费部门之间商品传递过程中所负载的全部水资源，如白洋淀流域［３４］、黑河

流域［２１］等，另外也有学者以灰水足迹量作为路径流量构建了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 年滇池流域水代谢网络模型［７４］。
２０１２ 年 Ｙａｎｇ 等［５７］将虚拟水模型应用到全球尺度，分析了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９ 年世界范围 １３ 个区域之间农业和畜禽

养殖业生产过程的虚拟水流动过程。 在国家、城市群尺度上也开展了能源要素的研究，如 Ｌｕ 等［３１］ 以中国原

油生产与消费部门、外部供应为节点，分析了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中国原油供应安全；而 Ｚｈａｎｇ 等［６２］ 以中国 ７ 大区

３０ 个省区为节点，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表构建了隐含能生态网络模型。 之后，有学者将隐含能生态网络模型

应用到城市群尺度的研究中，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能源代谢过程，构建了 ３ 地多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生态网络

模型［６３］，并将能源代谢与碳足迹相结合，分析了能源与碳两个生态网络特征的差异［７５］。 除了关注于关键的

生态要素外，有学者采用物质流分析方法，在核算多种物质与能量的基础上，剖析了中国社会代谢过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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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城市生态网络分析的多尺度应用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图 ２　 城市背景尺度文献汇总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ｓ ｏｎｅ ｎｏｄｅ ｉｎ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了包括环境节点的生态网络模型［１，７３］。
城市细节尺度主要以代谢的视角开展研究，构建了城市范围内的代谢生态网络模型，以及社区 ／园区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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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网络模型（见图 ３）。 Ｂｏｒｒｅｔｔ［７６］指出可以研究自然生态系统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及流通量分布的分析

图 ３　 城市细节尺度文献汇总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ｙ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方法拓展到产业生态学领域，引入概念“代谢”概念开展产业或城市系统资源流动过程研究［７７］。 在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专刊的一篇导语中也指出生态网络分析是一种研究城市代谢的有效方法，它将传统的黑箱模式拓

展到研究内部社会经济部门和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７８］。 要素分析方面集中于生态网络分析方法与

物质流、能量流方法的结合，对多种物质统一核算后构建生态网络模型，当然还涉及到碳［７９］、水［５９］、能源［６６］、
硫［８０］、氮［６１］等关键要素的研究。 基于物质能量转换过程，一些学者通过结合能值［６９］ 和火用［８１］、物质流分

析［５５，７１］等核算方法构建了生态网络模型，模拟了系统的结构分布和功能关系。 还有的学者将投入产出分析

与物质流分析［２，８２］、火用［４３］、能值［６］相结合，精细化了代谢生态网络模型。 城市碳代谢研究成果突出体现在时

空尺度生态网络模型的构建，包括考虑城市内外环境和产业部门［５３］ 的模型，或仅考虑社会经济产业部

门［４９，５８］的模型，或以土地利用转换为基础构建空间生态网络模型［３５，７０］；能源要素研究中所构建的生态网络模

型有两类，一是实物能流网络，二是隐含能源流动网络［４９，５８］。 实物能源网络包括考虑实物型网络流量的能源

产业生态网络模型［４４］、能源代谢网络模型［６６］ 等，以及、不同精细度城市能源代谢生态网络模型的对比研

究［６７］。 水要素研究中所构建的生态网络模型不同之处在于对自然组分考量程度的差异。 Ｂｏｄｉｎｉ 及其团队构

建的网路模型中充分考虑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将水源、泉水或溪流等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产业部门共

同看作网络中的节点［５，３７］，开展了多个城市水系统的对比分析［４２］。 Ｌｉ 和 Ｙａｎｇ［４０］ 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外部

环境和景观节点的考虑。 而 Ｚｈａｎｇ 等［５９］则从水代谢的角度入手，构建了包含外部环境和产业部门的城市水

代谢网络模型。 城市氮循环生态网络模型研究相对较少，仅 Ｍｉｎ 等［６１］对比了 ５ 个城市与 ２２ 个自然生态系统

的特征差异。 在园区尺度，多集中于碳、硫等元素的研究，如硫网络结构特征分析［８０］、硫代谢网络直接与间接

流量特征［６０］、硫代谢网络生态关系分布［５２］，以及碳代谢网络生态关系分析［６４⁃６５］。 社区层面集中于碳代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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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研究，通过构建与家庭部门相关的网络模型，开展社区碳代谢网络状态分析［２２，４５］。

４　 国内发展现状

国内生态网络分析的发展体现在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 ９０ 年代方法探讨及自然生态系统应用的研究阶

段，二是本世纪初城市生态系统应用的研究阶段。 １９９３ 年韩博平首次发表了有关生态网络分析方法的文

章［１９，８３］，之后其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某一类具体方法的分析与应用。 韩博平 １９９３ 年指出生态网络是对生态

系统中物质、能量流动结构的模拟，并界定了生态网络的基本组成：节点和路径［８３］。 之后，韩博平在 １９９５ 年

也指出生态网络分析是一种研究生态系统整体行为和特征的方法，可以量化网络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和

强度、揭示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复杂性及其形成机制［１５］。 在环境元分析方面，有成果利用再循环指数开展了热

带森林生态系统镁流动过程研究［８４］，及中国黄淮海平原农林与系统沙兰场⁃小麦⁃玉米群落的氮、磷、钾元素的

循环效率研究［８６］；有成果采用路径分析探究了英吉利海峡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网络的营养结构信息［８５］；有
成果采用系统通量指标分析了德国西部城市诺伊斯河口氮循环流动通量。 在上升性分析方面，有成果基于发

展程度、冗余度和上升性指数研究了海洋生物间能量流动网络［８７］、水生生态系统中磷流动网络［８７］、东巴拿马

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中镁流动网络［８８］的稳定程度。
国内最早将生态网络分析方法引入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的文献，始于 ２００９ 年。 张妍和杨志峰首次提出生

态网络分析方法是研究城市生态系统互动关系的有效手段，并采用环境元分析中的效用分析方法，选取中国

６ 大典型城市分析了社会经济子系统和自然生态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关系［８９］。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城市

生态网络划分为不同的部门，分析了大连市社会经济关联的产业部门之间［２３］ 以及淮河流域水资源供需部门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９０，９１］。 刘耕源等［２３］基于生态热力学可用能核算，采用环境元方法分析了节点间通量及

效用、路径长度及数量，评价了节点间可用能转换效率，从而剖析了节点之间的作用方式、生态关系及共生状

况。 张博在构建淮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网络模型的基础上，突出了与城市系统相关的工业、农业、生活、水处理、
水分配等环节之间的水流路径，并采用上升性分析中的平均交互信息指标评价了系统可持续性，及网络恢复

力、效率和平衡能力等方面特征。 之后，卢小丽和秦晓楠［９２］ 以物质能量流动上负载的信息传递为路径，构建

了包括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影响等 ５ 个节点的网络模型，并采用上升性分析中的发展程度、冗余度和上

升性指数分析了中国沿海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程度和抗干扰能力。

５　 未来发展方向

从多尺度应用来看，城市问题的解决需要将城市放到其镶嵌的大区域（全球、国家、流域、城市群）中来分

析，检测物质与能量流动过程，然而现有城市背景尺度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特别是在城市群尺度上研究则更

小。 在中国大力推动城市群建设的大背景下，构建城市群生态网络模型，分析多个城市协同与错位发展将是

未来的研究热点。 同时，现有城市生态网络研究大多基于粗糙的或高聚合的数据，构建的网络模型还不能体

现与具体地点、活动的关联，未来研究将集中于城市生态空间网络模型的构建，识别不同功能群的空间分布及

相互物质、能量传递关系。 无论将城市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还是将城市作为子网络，进而将其映射到空间

上，需要构建多级嵌套的生态网络模型，由上至下及由下至上多途径、多层次追踪生态网络节点及路径，为理

解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方法与手段。
从生态网络分析应用来看，上升性分析或环境元分析的应用不断发展，分别体现在外在特征评价及内在

机理剖析两方面的贡献，但现有研究对两者的结合并不多。 对一个城市生态网络的认识，需要从外在表征与

内在过程两个方面来分析，这样才能更为全面的理解研究对象，力争服务于不同的研究需要，如城市状况的评

价离不开上升性分析，而导致城市状况的原因剖析离不开环境元分析。
从城市生态网络模型构建来看，当前分析网络模型精度对研究结果影响的成果并不多见，未来需要深入

讨论与分析构建何种精度的生态网络模型可以服务于何种研究目标。 而且，大多强调社会经济系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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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网络参与有所忽略。 大多将环境作为一个节点，或少数几个节点，并没有充分突出自然节

点在城市生态网络中的贡献。 城市生态网络不仅强调社会活动改变的城市自然，以及自然对社会的资源供给

与废物接纳作用，更要求改变社会活动，使其成为生态系统的组成与分室，遵循生态学运行规律来发展。 因

此，社会经济节点与自然节点的参与整合研究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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