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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生态科学，建设美丽中国
———２０１６ 年第十五届中国生态学大会综述

王 　 静１，王建永１，田 　 涛１，张 　 健１，程正国１，岳东霞２，Ｗｅｓｌｙ Ｋ． Ｃｈｅｒｕｉｙｏｔ１，
熊友才１，∗

１．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２．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综述了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７ 日在兰州大学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生态学大会的 ８ 场特邀报告，２９ 个主题会场和“全国生

态学研究生论坛”的多个报告，内容包括全球变化生态学、景观生态学、保护与恢复生态学、生态系统管理、动植物行为与生态

功能、人文与农业生态学等 ６ 个分支领域。 内容从微生物到动植物，从微观尺度到宏观尺度，从自然生态到人文生态均有涉及。
报告内容表明，单纯的基础研究比例在减少，应用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比重较前几届有增高，多学科交叉研究报告显著增

加，未来生态学的发展不断贴近生产实践、朝向“多学科交叉的应用型研究”方向发展，可持续性和绿色发展趋势明显。 另外，
本文还结合现代生态学 １００ 个关键科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会议围绕“创新生态科学，建设美丽中国”的主题，旨在探讨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途径，绿色发展的新道路，为我国生态学领域各类成果搭建了充分的展示平台，为生态学及其相关领域的交

流和合作提供了重要渠道，其中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含北京）的报告和参会人数一直维持较高比例。 总之，此次会议不仅促

进了我国生态学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也充分展现了我国生态学的研究水平，扩大了我国生态学的影响，对促进我国生

态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全球变化；生态学；可持续性科学；生态文明；会议综述

１　 会议背景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１］。 自工业革命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资源消耗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水资源减少和、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植被锐

减、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和全球气候变暖等世界性生态环境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保育之

间的矛盾加剧，生态学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

境保育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日趋凸显。 中国生态学正是面对这些问题、不断赶超世界前沿科学，取得了长

足进步。 为促进我国生态学及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生态学会每年按期举办一次全国生态

学大会。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７ 日，由中国生态学学会主办，兰州大学承办，甘肃省植物学会、甘肃省生态学

会、细胞活动与逆境适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协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生态学大会”在兰州大学举行。 来自全国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的 １６００ 名生态学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大会，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２　 会议概况与主题

此次大会主题为“创新生态科学，建设美丽中国”。 大会共设置涉及生态学各个领域的 ２９ 个专题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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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共有 ３７４ 个分会场学术口头报告，６０ 个学术墙报。 大会还设立了全国研究生论坛，共计 １２０ 个来自各个

院校的研究生做了口头报告。 大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有：方精云、冯宗炜、刘兴土、孙儒泳、李文华、李佩成、张
新时、金鉴明、崔鹏、康乐、蒋有绪、傅伯杰。 组织委员会的主席由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刘世荣、副理事长安黎

哲担任，副主席由王克林、吕永龙、吴文良、闵庆文、陈利顶、欧阳志云、彭少麟、董鸣、薛建辉、魏辅文、黎家担

任，以及委员 ５２ 人。
在 ８ 月 ２５ 日上午举行的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学学会刘世荣理事长简要总结了中国生态学学会上届大

会以来的主要工作和成绩，强调中国生态学学会应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和中国科协的部署，不断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致力于服务科技创新主战场和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科学理论基础研究，推动各项工

作全面发展［２］。 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举行了大会特邀报告。 围绕此次大会的主题，北京师范大学葛剑平教

授、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朱永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闵庆

文研究员、兰州大学黎家教授、中国林业科学院臧润国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陈保冬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杨元合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刘权兴教授分别从野生东北虎的实地调查与遥感监测、
生态原理与美丽中国建设、动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土壤微生物生态学发展和森林生态学发

展等方面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
大会 ２９ 个分会场所做学术报告的内容涵盖了 ６ 个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如表 １ 所示，其中代表性学术报

告如表 ２ 所示。 经过不完全统计，在所有学术报告中有关单纯的基础研究比例在减少，应用型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的比重较前几届有增高（如图 １ 所示）。 另外，有相当多的学术报告涉及到数学、物理学、经济学、化学

甚至是社会学的知识、方法和手段，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色明显，这类报告往往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致力

于解决当地的生产实践问题。 可以看出，未来生态学的发展朝向“多学科交叉的应用型研究”方向发展，可持

续性和绿色发展趋势明显。 为更深入地探讨我国生态学学科发展进展，我们结合现代生态学领域的 １００ 个关

键科学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 另外，就参会者所属地域分布来说，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含北京）的报告比例

和参会人数一直维持较高比例（如图 １ 所示）。 来自华东地区的报告比例为 ２９．５％，其参会人数占全体参会人

数的 ３３．１％；来自华北地区（含北京）的报告比例为 ２６．２％，其参会人数占全体参会人数的 ２７．１％。

表 １　 第十五届生态学大会会议内容简介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领域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

分会场主题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ｐｉｃｓ

分会场组织单位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分会场召集人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全球变化生态学 海洋生态与全球变化 中国生态学学会海洋生态专业委员会 余兴光、黄凌风、谭烨辉

全球变化与生物入侵
中国生态学学会生物入侵生态专业委
员会、沈阳农业大学、中科院北京植物
所、中国科学院版纳植物园

冯玉龙、桑卫国、郑玉龙

森林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
与适应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
保护研究所、北京林业大学

刘世荣、孙建新

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气象局兰州
干旱气象研究所

周广胜、张强

景观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学科发展与前沿 中国生态学学会景观生态专业委员会 王仰麟、陈利顶

生态遥感与应用
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吴炳方、李新

生态水文学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生态学学会生态水文、中国科学院
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王根绪、赵文治

保护与恢复生态学
盐碱 ／ 山地等脆弱生态系统恢复与治理
生态工程

中国生态学学会生态工程专业委员会 刘金铜、黄锦楼

流域生态学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建设

中国生态学学会流域生态专业委员会 蔡庆华

红树林生态与可持续保护
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生态专业委
员会

范航清、王文卿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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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域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

分会场主题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ｐｉｃｓ

分会场组织单位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分会场召集人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污染生态过程及能源开发与生态修复
中国生态学学会污染生态专业委员会、
南开大学、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周启星、魏树和

生态系统的弹性与生态恢复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彭少麟

长期生态学研究的科学问题与关键技
术⁃聚焦西部生态问题

中国生态学学会长期生态专业委员会、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于贵瑞、于秀波

生态系统管理 湿地生态系统管理及其功能评估 中国生态学学会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 吕宪国、崔保山、姜明

湖泊生态演变与生态服务功能响应 中国生态学学会淡水生态专业委员会 朱广伟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管理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陈尚、郑华

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 中国生态学学会城市生态专业委员会 胡聃、李锋

生态系统碳、氮、水通量的联网观测与
集成研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于贵瑞、牛书丽

动植物行为与生态功能 动物行为、生理与生态：格局与机理 中国生态学学会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 王德华

植物适应环境的生理生态学与分子生
态学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黎家、安黎哲、冯虎元

寒旱环境植物群落结构与功能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李凤民、邓建明、肖洒

稳定同位素生态学研究与应用
中国生态学学会稳定同位素生态专业
委员会

林光辉、温学发

种子生态学、生物克隆性的生态与进化
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生
态学学会种群生态专业委员会

董鸣、张大勇

植物水力学特征和水分关系对全球变
化的适应和响应

广西省生态学会 曹坤芳

人文与农业生态学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解决方案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

李俊祥、周伟奇

旅游生态学学科建设与产业实践 中国生态学学会旅游生态专业委员会 孙玉军、钟林生

产业生态学的创新发展与学科建设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

石磊、刘晶茹、徐明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制度
建设

中国生态学学会民族生态专业委员会 薛达元、闵庆文

生态农业的区域特色与生物多样性
利用

中国生态学学会农业生态专业委员会 吴文良、李隆

图 １　 第十五届生态学大会报告数目和参会人数在全国各地区分布以及报告类型的统计

Ｆｉｇ．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ｙ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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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第十五届生态学大会会议代表性报告 ｜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领域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

代表性报告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报告人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

全球变化生态学 全球变化下海陆界面营养盐过程、通量与效应 陈能汪

东北地区阔叶红松林与杨桦林不同土壤组分碳氮差异及其生态学意义 王文杰

飞机草基于群落水平的入侵机制 郑玉龙

不同树种的臭氧敏感性差异机制探讨 冯兆忠

Ｓｉｚ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储诚进

氮沉降对杉木林土壤⁃植物⁃凋落物养分动态及其化学计量的影响 陈伏生

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南方干旱灾害的风险特征及其对策 张强

景观生态学 黄土高原景观生态研究进展与展望 陈利顶

基于无人机激光雷达的生态参数反演 郭庆华

生态遥感：问题与展望 吴炳方

景观连接度模型方法与应用 刘世梁

城市饮用水源地森林枯落物持水效应研究 曾建军

保护与恢复生态学 喀斯特石漠化时空演变历史过程及生态修复策略 白晓永

东北盐碱地脆弱生态系统恢复与治理途径 王志春

湿地松人工林土壤碳氮循环关键过程对外源氮输入的短期响应 李胜功

不同品种燕麦阳离子吸收差异及其对盐碱地改良效果评价 韩立朴

特殊的对象需要特殊的措施红树林保护区建设的反思 王文卿

水土污染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其健康风险 吕永龙

基于生态过程的高寒嵩草草甸适应性管理 曹广民

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与群落的生态弹性———以群落生产力和入侵抵抗力为例 廖慧璇

陆地生态系统碳氮水通量长期观测研究的使命与科学问题 于贵瑞

生态系统管理 太湖水体营养盐变化特征 朱广伟

云南湖泊污染的长期生态响应模式 陈光杰

海洋生态保护补偿与生态损失补偿双轨制度设计 陈尚

生态系统服务多尺度评估 郑华

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磷流格局演变———以巢湖流域为例 袁增伟

动植物行为与生态功能 上海水域无脊椎动物休眠卵的 ＤＮＡ 条形码鉴定及其应用 姜晓东

油茶冷驯化分子机制的初步研究 戎俊

高寒区草毡层基本属性与固碳能力 苏培玺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肖洒

碳氢氧稳定同位素技术在森林水文研究中的应用 徐庆

动物觅食的最优行为策略 张锋

克隆生长对植物有性繁殖的影响 廖万金

水力学失败与碳饥饿⁃不同树种对不同土壤干旱类型的响应 万贤崇

人文与农业生态学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与对策 钟林生

稻田生物多样性利用的技术与模式 章家恩

中国产业生态学的回顾与思考 石磊

空间视角下的产业生态学研究 薛冰

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生态文明 冯金朝

我国有机产业发展现状、挑战与对策 吴文良

历史与未来：针对 ＬＣＡ 的几点思考 杨建新

３　 会议报告内容

３．１　 大会特邀报告

大会开幕式主旨报告由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薛建辉与吕永龙教授共同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葛剑平

教授作了题为“中国东北虎豹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的精彩报告，首次报道了我国野生东北虎分布的时空特征

和种群规模。 报告对中国东北虎豹的野外调查、保护和野生栖息地的保护做了系统的汇报，展示了东北虎和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豹生活与分布的动态视频，强调了在东北虎和豹的保护中不仅要减少对保护区的人为干扰，与俄罗斯的合作

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俞孔坚教授作了题为“论‘深邃之形’：看不见的生态关系与美丽中国”的精彩报告，
报告介绍了深邃之格局与深邃之形态，认为深邃之格局是人文与自然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反规划”建立生态

基础设施，并围绕国土生态基础设施和国土城市化空间格局、区域生态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空间格局、基于生

态基础设施的新型城－武汉五里界生态城进行了介绍。 朱永官研究员作了题为“土壤微生物生态学研究进展

与思考”的精彩报告。 报告围绕在大尺度上典型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结构如何变化？ 区域分布规律是什么？
这一关键科学问题，阐明了空间尺度对土壤功能基因分布的重要作用以及微生物种群与功能基因分布的不同

机制；以生物地球化学耦合－铁铵氧化为例，阐明了土壤微生物如何影响元素（氮磷）和污染物的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通过针对人类扰动－演替－长期原位所做的研究指出长期氮肥施用导致土壤中铁还原微生物群落的

变化以及土壤中无定型铁，总碳和总氮是驱动变化的主要因子。 闵庆文研究员作了题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及其保护”的精彩报告，系统地介绍了农业文化遗产及其特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进展及成效以及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的几项重要工作，并且指出发掘农业文化遗产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填补我国遗产保护领

域空白的有力举措，是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有效途径。
大会闭幕式特邀报告由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魏辅文与董鸣研究员主持。 黎家教授作了题为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ｌｉｋ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ｐｌａｎｔ ｒｏ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ｔｒｏｐｉｓ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的精彩报告。 报告主要

介绍了 ＢＡＫ１ 对于 ＢＲ 信号通路的重要性、ＲＧＩｓ 是 ＲＧＦ１ 的受体、ＡＲＨＩ 对于根向水性反应的负调控。 臧润国

研究员作了题为“海南岛热带森林植被生态学研究进展”的精彩报告。 报告指出海南岛气候条件优越、物种

丰富、植被类型多样、生境异质性高、干扰体系复杂，是开展植被生态学研究的理想场所，对于生物多样性保育

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海南岛热带森林植被的生态学研究对于其它区域植被的研究也具

有借鉴意义；此外，有关于热带森林功能性状及构建机制的理论对于多物种的草原、湿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也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陈保冬研究员作了题为“丛枝菌根真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多面性”的精彩报告。 报

告指出菌根真菌具有功能多面性，在植物适应逆境胁迫和响应环境变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环境变化和人类

活动会影响菌根真菌多样性；菌根技术在退化土壤生态修复方面有广阔应用前景。 杨元合研究员作了题为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土壤碳动态及其调控因素”的精彩报告。 报告指出土壤是陆地生物圈最大的碳库、土壤

碳释放导致碳循环－气候变暖之间的正反馈、学术界对土壤碳动态的认识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在这样的背

景下开展了深层土壤碳库评估，土壤微生物地理分布特征、土壤碳动态的同位素证据、土壤碳分解及其温度敏

感性的研究。 刘权兴教授作了题为“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ｅｌ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的精彩报告。 报告介绍了生态系统中的自组织模式，以蟹为例介绍了由运动行为驱动的自组织模

式，以蚂蚁为例介绍了由运动行为驱动的自组织模式，以盐碱生态系统为例介绍了渠道演化的自组织模式。
３．２　 全球变化生态学

近百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迅速增加，出现一些影响全球甚至威胁人类生存的迹象，诸如温

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被破坏、酸雨等，因而对地球这个生命维持系统的基本过程和性质的了解，已
成为未来几十年的重大科学问题。 国内外专家学者为此做了大量研究。 例如，英国学者于 ２００６ 年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上发表的文章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０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中

提到：１． 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 Ｈｏｗ
ｗｉｌ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等问题。 我国专家

学者也将近年来所做的研究于本届生态学大会上作了介绍。 陈能汪作了题为“全球变化下海陆界面营养盐

过程、通量与效应”的报告。 报告表明该研究旨在认识不同时空尺度营养盐输送、循环过程与通量；预测环境

驱动、营养盐变动及其生态效应；调控流域 －河口 －近海生态系统。 常青作了题为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ｌｕｘｅｓ”的报告。 报告指出植物多样性下

降时，适度放牧也许能够补偿减少的 Ｃ 输入；高的植物多样性与草食动物多样性协同作用可能是维持和改善

５　 ２２ 期 　 　 　 王静　 等：创新生态科学，建设美丽中国———２０１６ 年第十五届中国生态学大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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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系统碳固着功能的关键；绵羊和牛的混合放牧可能是帮助减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最佳放牧管理体

系。 王文杰作了题为“东北地区阔叶红松林与杨桦林不同土壤组分碳氮差异及其生态学意义”的报告。 报告

指出与阔叶红松林相比，杨桦林趋于截获更多的有机碳，并能够快速供应氮。 这可能与不同森林树种的凋落

物数量、质量及微生物活性等因素有关。 官能团、土壤矿物对不同林分土壤 Ｃ， Ｎ 动态差异影响比表面元素

大。 随着杨桦林面积不断增加，其碳截获及氮供应机制将对东北地区森林碳氮变化产生影响，提升了东北地

区森林土壤碳汇潜力。 陈伏生作了题为“氮沉降对杉木林土壤⁃植物⁃凋落物养分动态及其化学计量的影响”
的报告。 报告指出通过其头 ４ 年模拟 Ｎ 沉降的定位观测，较为确定的是，Ｎ 沉降对阔叶树枫香养分吸收与利

用不利，对针叶树杉木较为有利；而相对乔木，Ｎ 沉降对林下植物似乎更为有利。 而且研究发现非结构性碳水

化合物的积累、分配和消耗可能是解释根际土壤养分供应、植物体养分动态及化学计量比、快速周转器官养分

回收权衡关系的关键机制。 张强作了题为“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南方干旱灾害的风险特征及其对策”的报

告。 报告指出近年来南方干旱灾害占全国总受灾比重逐年增加，２０１１ 年南方旱灾比重已增至 ５５％，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占全国比重更是高达 ７０％。 基于此问题，其开展了以下研究：建立干旱灾害风险评估指标及风险

模型；揭示农业、水资源及社会对干旱灾害的脆弱性和风险特征；确定不同类型干旱灾害风险发展链条。
３．３　 景观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科学［３］，也是一门服务于变化中的全球可持续性的综合科学［４］，其研究方

法注重新技术、新方法和多学科交叉理念的引入［５］。 陈利顶作了题为“黄土高原景观生态研究进展与展望”
的报告。 报告指出半干旱地区人工植被恢复改变了土壤水分的空间分布特征；土地利用对区域尺度土壤水分

的数量及剖面分布规律具有显著影响；并在区域生态恢复与生态服务功能权衡方面建立了生态系统过程⁃服
务⁃管理动态链接与综合管理理论模型；阐述了不同尺度联系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生态过程特征；明确了通

过生态系统管理调控与优化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关系的途径，为区域生态服务功能权衡提供了理论框架。 吴炳

方作了题为“生态遥感：问题与展望”的报告。 报告主要围绕生态与遥感研究尺度的不一致问题和生态需求

与遥感能力的不匹配问题展开介绍，指出随着遥感数据全球覆盖能力的极大加强，从全球尺度开展生态学研

究已成为可能，也成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曾建军作了题为“城市饮用水源地森林枯落物持水

效应研究”的报告。 报告基于云南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森林枯落物持水效应研究，探寻在水源地种植中更有

利于体现其涵养水源功能的不同树种，为水源区合理配植树种、制定合理营林措施、恢复和保护森林植被提供

科学依据。 通过研究也希望人们对森林枯落物引起关注，使枯落物得到有效的保护，能更有效的发挥其涵养

水源和保持水土功效。 张磊作了题为“黄土丘陵小流域景观格局与深层土壤水分耦合分析”的报告。 报告指

出景观类型对土壤水分及其剖面分布有显著影响；景观结构和空间分布决定了土壤水分的时空格局；优化景

观格局可能有利于半干旱流域的水土保持。
３．４　 保护与恢复生态学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三十几年也是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持续破

坏的三十几年，大片的原生境丧失，生物多样性逐年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生态风险加剧。 西北脆弱生态系统

遭到持续破坏，长江和黄河源头植被急剧萎缩，水源涵养能力严重不足，北方生态系统对气候调节的能力减

弱，生态屏障丧失［６］。 因此生态的保护与恢复迫在眉睫，近年来保护与恢复生态学已经成为热点问题。 生态

恢复是全方位的，不但要恢复城市和乡村等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还要恢复原野等自然生态系统［７］。 白晓

永作了题为“喀斯特石漠化时空演变历史过程及生态修复策略”的报告。 报告指出石漠化治理的关键是水，
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不缺水，缺的是留住水的工程。 喀斯特先天遗传特性导致涵养水难，对此可想办法将先

天劣势条件当做优势资源来使用，比如利用天然负地形做集水容器，利用廉价聚乙烯薄膜做防渗处理，低投

入、高效益收集雨洪资源。 张远作了题为“中国流域水生态环境功能分区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报

告。 报告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中国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规律研究、中国流域水生态环境功能区体系、流域水

生态环境功能分区如何应用？ 报告最后表明长江流域共有 １０９ 个二级区、６２５ 个三级区，明确各个功能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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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和健康目标，对长江经济带保护具有指导意义。 王文卿作了题为“特殊的对象需要特殊的措施红树林保

护区建设的反思”的报告。 报告指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９９％体现在红树林植被外；红树林保护、管理与利用

的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生态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 吕永龙作了题为“水土污染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

其健康风险”的报告。 报告指出土壤、水污染与粮食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改良土壤，在中国食品安全和水质

安全是当务之急；严重的水土污染不仅影响了粮食的安全，而且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危害；中国农田重金属污

染：中部＞东部＞西部，特别是在有色金属矿产区的湖南；因为土壤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粮食安全问题经常被

报道；长期政策的缺失使农田重金属积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修复土壤污染的措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曹广民作了题为“基于生态过程的高寒嵩草草甸适应性管理”的报告。 报告指出高寒草地功能的提升技术的

选择，与其草地所处的演替状态和功能发挥的瓶颈因素有关。 放牧制度的改变是高寒草地功能提升最简便、
最经济的手段。 处于小嵩草群落草毡表层加厚状态的高寒草地是其趋于退化 ／良化管理的关键点。 廖慧璇作

了题为“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与群落的生态弹性———以群落生产力和入侵抵抗力为例”的报告。 报告以美国

蒙大拿州草原生态系统为例介绍了互补效应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维持；以中国华南地区森林为例介绍了选择

效应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维持，指出当林下群落具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时，群落的入侵抵抗力更强；以美国蒙

大拿州草原生态系统为例介绍了土壤微生物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维持。 于贵瑞作了题为“陆地生态系统碳

氮水通量长期观测研究的使命与科学问题”的报告。 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退

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最具有挑战意义的前沿性重大科学问题，生态系统碳氮水通量观测的科技任务旨

在动态监测生态系统的状态，定量评估陆地生态系统的响应，科学预测陆地生态系统的演变。
３．５　 生态系统管理

近二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从自然生境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然而只有当自然生境消失后人们才

意识到它的价值。 出于许多原因人们难以用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来评估从自然生境中获得的收益。 因此大多

数专家学者的研究涉及量化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了解生态系统的哪个组成部分是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所必须

的［８］。 在生态系统管理中，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也是这些年的热点问题，社会生态系统（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ＥＳｓ）是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复杂适应系统，受自身和外界干扰与驱动的影响［９⁃１２］，具有不可预期、
自组织、非线性、多稳态、阀值效应、历史依赖和多重可能结果等特征［１３⁃１４］。 社会生态系统受人口、政策及社

会结构的制约，文化、科学水平、历史文化传统都是社会组织和人类活动互相关系必须考虑的因素。 在此类复

合系统中，最活跃的积极因素是人，最强烈的破坏因素也是人［１５］。 毛碧琦作了题为“基于选择实验的三江平

原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及偏好异质性研究”的报告。 报告表明该研究旨在运用选择实验方法，从支付

意愿的角度出发，评估三江平原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边际生态效益。 在经济评价的基础上，探究公众对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偏好异质性及其形成机理。 朱广伟作了题为“太湖水体营养盐变化特征”的报告。
报告表明该研究旨在分析影响大型浅水湖泊的水体营养盐含量变化驱动因素，探讨客观评价湖泊营养盐的方

法和局限性。 并且指出浅水湖泊水体中营养盐具有较大的时空变化。 其影响因素包括风浪、生态系统空间异

质性、内外源变化等。 生态系统的这种多样性、多面性特点，给重数据的水环境评估和管理带来了挑战。 陈光

杰作了题为“云南湖泊污染的长期生态响应模式”的报告。 报告指出湖泊富营养化已经导致了区域尺度上云

南湖泊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结构的长期变化。 浅水湖泊中生物指标对不同环境压力的驱动作用可以呈现差

异性的响应，而大型湖泊生态环境变化的时空差异值得关注。 湖泊富营养化与重金属污染都可以导致生态系

统出现灾变，然而底栖物种可能出现差异性的预警特征。 郑华作了题为“生态系统服务多尺度评估”的报告。
报告指出生态系统服务是联系人与自然的桥梁，是认识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视角和框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

的尺度特征开展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是将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应用于管理决策的有效途径；多学科交叉是促进

生态系统服务应用于科学决策的重要趋势。 袁增伟作了题为“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磷流格局演变———以巢湖

流域为例”的报告。 报告基于全面掌握流域污染源⁃社会经济发展⁃湖泊水质变化⁃富营养化之间的响应关系，
初步提出解决我国湖泊水污染和富营养化治理的基本理论体系框架，研发不同类型湖泊水污染治理和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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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控制自主创新的关键技术，形成湖泊水污染和富营养化控制的总体方案。 韩佳音作了题为“夏季散射辐射

对中亚热带人工针叶林生态系统净碳交换的影响”的报告。 报告表明该研究旨在利用千烟洲地区散射辐射

实际观测数据、碳通量数据和常规气象数据，探究在不同天气条件下散射辐射变化对该生态系统碳交换的影

响，揭示散射辐射和其他环境因子协同变化对该生态系统净碳交换的控制机制。 为准确评价该地区长期散射

辐射变化对中亚热带人工针叶林生态系统的碳水循环过程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３．６　 动植物行为与生态功能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先进仪器设备的诞生，从微观角度进行的生态学研究逐渐兴起，使一些问题可

以从分子层面进行研究与解答。 姜晓东作了题为“上海水域无脊椎动物休眠卵的 ＤＮＡ 条形码鉴定及其应

用”的报告。 报告指出单卵 ＤＮＡ 条形码技术是鉴定休眠卵的合适方法；已发现的休眠卵来源于无脊椎动物的

多个门类；上海淀山湖休眠卵记录了蓝藻水华导致的浮游动物小型化过程；长江口潮滩存在大量休眠卵，休眠

卵库并不局限于永久水域。 王根轩作了题为“代谢生态的物理生理生化定量规律”的报告。 报告表明该研究

旨在扩展完善代谢生态理论；增强定量预测分析能力。 其创新点及其意义在于有助于建立宏观生态与生理和

生化机制间的定量关系。 苏培玺研究员作了题为“高寒区草毡层基本属性与固碳能力”的报告。 报告指出高

寒植被草毡层在沼泽到草甸的退化演替中，土壤容重、紧实度变大，土壤有机碳和 Ｎ， Ｐ 减少，土壤碳密度和碳

储量下降；灌丛草甸的固碳能力大于草甸，但灌丛草甸的生产功能降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草地生产能力，维
护固碳生态功能稳定，需要对高寒区草毡层生物量格局进行深入研究。 肖洒作了题为“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的报告。 报告指出两个呈负相关的间接相互作用的存在有助于解释植物群落中间接

促进很少发生的现象。 物种之间多个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作用组成的复杂网络在决定群落的聚集和多样性方

面起重要作用。 徐庆作了题为“碳氢氧稳定同位素技术在森林水文研究中的应用”的报告。 报告表明该研究

旨在运用稳定同位素技术定量和动态地研究我国川西亚高山针叶林和高山灌丛的水文过程，阐明大气降水在

亚高山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分配，揭示森林植被结构对水文过程的调控机制， 创新和发展水循环模式研究。 廖

万金作了题为“克隆生长对植物有性繁殖的影响”的报告。 报告表明该研究在总获取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

下，利用熊峰的传粉者行为进行研究（飞行轨迹、访问时间），发现克隆习性导致自交率降低，其自交主要发生

在分株内部而不是分株之间，因此认为克隆习性是有利性状。 万贤崇作了题为“水力学失败与碳饥饿⁃不同树

种对不同土壤干旱类型的响应”的报告。 报告指出干旱导致落叶的刺槐遭受更多碳饥饿的影响，可能是刺槐

死亡的主要原因；快速干旱更多的引起侧柏水力学失败，但缓慢干旱下水力学失败和碳饥饿的交互作用导致

侧柏死亡。
３．７　 人文与农业生态学

社会生态优化即社会生态系统目的或目标的最优实现或最佳体现。 举例来说，对于一个农业社会生态系

统，一个最优化的农业生态系统，必然是投入最小、消耗最低、产出最高、系统状态最佳的良性循环社会生态系

统。 相反，一个非优化的农业生态系统，必然是投入大、耗高、产出低、系统状态不佳的非良性循环社会生态系

统。 总之， 只有保持社会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社会生态局部（子系统）与整体（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才能

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目的的最优化即社会生态优化［１６］。 钟林生作了题为“我国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与对策”的
报告。 报告介绍了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基础、总体要求、总体布局、重点任务、配套体系以及实施保障。 薛冰作

了题为“空间视角下的产业生态学研究”的报告。 报告指出该研究面向新时期国家战略重大需求、面向学科

发展的国际前沿热点、立足地方经济发展的特色战场。 张永勋作了题为“农业文化遗产地交通状况对乡村发

展的影响———以哈尼梯田地区为例”的报告。 报告指出山区传统农业地区的交通通达性决定于人口的分布，
而人口分布决定于宜居环境；农业发展对交通的依赖性较小，而受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较大；工业发展对交通

的依赖性较大。 吴文良作了题为“我国有机产业发展现状、挑战与对策”的报告。 报告针对我国有机产业发

展提出对策：增加有机产品销售比例、组织化和规模化、简化认证、参与式研究，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增加农

民培训和提高消费者认知、将农民留在土地上的创新方法、进行有机产业扶贫。 秦晓梁作了题为“小麦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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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间作对群体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的报告。 报告表明该试验以间作方式，分析复合群体产量与品种

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体产量与水分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推动品种间作在小麦生产中应用。

４　 结语与展望

本次大会是中国生态学领域的又一次高层次、高水平的大型学术会议，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的学术报告，
不仅有生态学前沿和理论研究、也有生态学实践与应用。 另外，通过会议内容可以看出生态学正朝向多学科

交叉、可操作性和尺度融合的方向发展。 大会共评选出 ３０ 个青年优秀报告奖、２０ 个研究生优秀报告奖和 １２
个优秀墙报奖。 大会闭幕式由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王克林主持并做了会议总结。 闭幕式上，学会领导向

第十五届中国生态学大会青年优秀报告奖、研究生优秀报告奖、优秀墙报奖的获得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王克

林教授总结到：本届生态学大会主要有以下 ５ 个特点：１） 学术内容丰富，大会特邀报告，紧紧抓住了生态学前

沿；２）会议规模再创新高；充分反映了生态学研究受到国内生态学研究人员的欢迎与认可；３） 青年教师和学

生注册比例较高，说明中国生态学的未来大有可为；４） 中国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我们研究内容和方法

的多样化。 生态学研究在满足国家需求，促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５） 中国生态学研

究的成果和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和生态学强国还有一段距离。 十五届生态学大会的成功召开，为中国

生态学领域各类成果搭建了展示平台，为我国生态学及其相关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提供方便。 促进了我国生态

学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展现了我国生态学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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