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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长期观测数据
应用研究

苏　 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基于 ＣＮＫＩ 数据库，采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方法，通过对应用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长期定位观测数据的文献进行

分析，探讨长期观测数据的应用领域、具体用途、用户特点及不同生态站数据的应用状况与研究主题，以期为提高生态系统观测

研究网络长期观测数据的共享服务能力、充分发挥长期观测数据的价值提供参考。 分析结果表明：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长期

观测数据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其应用学科领域以林业、农业基础科学为主，同时不断扩展到其他学科中，呈多元化态势；
数据主要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模型模拟、人工林研究、水污染研究、生物多样性研究、小麦玉米研究、土壤水分研究等方面发挥

作用；数据的主要用户群体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不同机构应用长期观测数据开展的研究各有侧重；各生态站的长期观测数

据能够为揭示其所代表生态区和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能量流动与养分循环的变化规律，分析主要生态环境问

题的现状、动态变化及驱动机制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撑。 最后，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应用的相关方面提出几点

建议：（１）健全数据引用机制，制定相应的科学数据引用和著录标准；（２）发挥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优势，开展专题数据产品

的生产，充分开发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的潜在价值；（３）加大和稳定生态站的经费投入，提高生态站的观测能力和水平，同时

还要完善、优化生态站布局。
关键词：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 长期观测数据； 文献计量； 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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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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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通过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开展联网观测， 研究各种生态因子的相互作用及生态

过程， 可以揭示生态系统和环境的长期变化规律，为生态系统评价及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中国生

态系统研究网络（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ＥＲＮ）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目前由 ４４ 个生态站、５ 个学科

分中心和 １ 个综合研究中心组成［１⁃２］。 ２００５ 年在科技部领导和组织下， 组建了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ＮＥＲＮ），由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和教育部

等不同主管部门，包括 ＣＥＲＮ 在内的 ５１ 个国家生态站、１ 个国家土壤肥力站网、１ 个国家种质资源圃网和综合

研究中心共同组成。 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ＣＥＲＮ ／ ＣＮＥＲＮ）覆盖了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是集

动态观测、科学研究和试验示范于一体的生态系统观测与研究野外基地平台、数据资源共享平台、生态学研究

的科学家合作与人才培养基地［３⁃５］。
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简称生态网络［６］）是数据密集型的野外观测研究科技平台，各生态站从 １９９８ 年

开始，按统一的监测指标和技术规范对我国农田、森林、草地、荒漠、湖泊、海湾、湿地、城市等典型生态系统开

展长期定位观测，监测和分析水分、土壤、大气、生物等 ４ 个学科大类的近 ３００ 个项目，获取了大量观测数

据［７］。 这些数据是生态学和相关学科研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为了促进联网长期观测

数据的共享，生态网络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 ２００６ 年构建由综合中心数据信息系统和生态站数

据信息系统组成［８］的分布式数据资源共享信息系统，在不同层次上提供生态系统联网观测数据的共享服务；
２０１２ 年完成出版《中国生态系统定位观测与研究数据集》丛书，共 ４ 卷 ５１ 册，系统收集、整理、发布了 ５０ 个生

态站、１ 个子网 ２００８ 年之前的长期联网观测数据与相关研究数据。
尽管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的汇聚与开放共享基本进入规范化运行服务阶段，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对于满足日益增多的我国生态系统研究、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对生态观测数据的需

求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如何充分发挥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的价值，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网络面

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全面了解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应用的整体发展状况，定量分析数据应用的特征，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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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的共享机制、提高数据的共享服务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目前鲜见此方面研

究的相关文献。
现有科学数据应用的常用分析方法主要有文献调查与计量、Ｗｅｂ 使用挖掘等［９⁃１２］。 Ｗｅｂ 使用挖掘能够通

过数据服务系统的服务记录信息与日志统计数据的访问量、下载频率、下载量等［１３］，分析用户的分布、兴趣和

需求，但难以进行数据应用的学科领域、研究主题等方面的深度挖掘。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通过搜集

有关应用生态系统长期观测数据开展研究的文献，采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方法对文献进行分析，探讨生

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的应用领域、具体用途、用户特点及不同生态站数据的应用状况与研究主题。

１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我国收录中文研究文献最为全面的中国知网。 由于目前生态网络尚无统一

的数据引用和著录标准，给相关文献的检索带来一定难度。 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获取原始数据，本文采取了

以下检索方法：
（１）《中国生态系统定位观测与研究数据集》作为公开数据出版物，在利用其中数据开展研究所形成的论

文和专著中，能够作为使用的相关文献信息资源［１４］，因此利用 ＣＮＫＩ 的高级检索功能（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ｎｓ ／ ｂｒｉｅｆ ／ ｒｅｓｕｌｔ．ａｓｐｘ？ ｄｂｐｒｅｆｉｘ ＝ＳＣＤＢ），检索引用《中国生态系统定位观测与研究数据集》的文献。 检索方式

为：检索标签为“文献”，选择“参考文献”为检索项，在检索词中输入“中国生态系统定位观测与研究数据

集”，匹配模式为精确。 根据检索条件得到 ９９ 篇文献。
（２）应用专业检索功能，采用“（ＡＢ＝监测数据＋观测数据） ＡＮＤ （ＦＴ＝生态站 ＯＲ ＦＴ＝生态台站 ＯＲ ＦＴ＝

定位站 ＯＲ ＦＴ＝研究站）”为检索式，进行跨库（期刊、博士、硕士）检索，再在检索结果中通过查阅摘要或全

文，查找到涉及应用生态网络长期监测数据开展研究的文献 ６１ 篇。

图 １　 文献的年度分布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ｐｅｒ ｙｅａ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７

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１６０ 篇（检索日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其中期刊论文 １０１ 篇，学位论文 ５９ 篇。 通过

ＣＮＫＩ 的导出功能，在自定义输出模式下选择所有输出

字段，将全部文献导出为 ＥＸＣＥＬ 文件保存，作为进行分

析和研究的样本文献。
这些文献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 ２００１ 年，是《农业系

统科学与综合研究》第 ４ 期上题为“ＣＯＵＰＭＯＤＥＬ 模拟

土壤水热变化过程的研究”的论文；最新发表年份为

２０１８ 年。 图 １ 展示了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 可以看

出，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期间文献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说明

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２　 数据应用现状分析

２．１　 应用领域分析

通过分析 １６０ 篇文献的学科分布，可以直观地了解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在各专业领域应用的总体

状况。
ＣＮＫＩ 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为每一篇文献标注了所属的学科领域，通过查询所标

注的分类码，得到每篇文献的学科分类名称，绘制出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在各学科应用的具体分布状况图

（图 ２）。 图中显示，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应用在 ２１ 个不同学科，其中应用数据最多的为林业，６７ 篇文献与

之有关；农业基础科学紧随其后，文献数量为 ２１ 篇；环境污染及其防治、大气科学（气象学）、农作物、植物学

等学科的应用也相对较多。 这说明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应用的主要专业领域为林业、农业基础科学，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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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应用涉及的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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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拓展到其他学科中，数据应用呈多元化态势。
２．２　 数据用途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主题的高度概括及凝练，能够反映论文主题内容和研究重点，分析关键词之间的相互

关系可以帮助人们发现研究热点或主题的结构关系［１５⁃１７］。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著名信息可视化专家陈超美博士在引

文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基于 Ｊａｖａ 语言开发的可视化共引网络分析软件［１８］。 利用样本文献题录中的关键词，借
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生成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图谱，可以通过识别文献的研究热点，来揭示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

的用途与价值。
关键词是一种未经规范的自然语言，不同作者对于著录关键词的把握会存在不一致，为了便于分析，需要

对关键词进行相应的处理［１９⁃２０］。 具体处理内容包括：（１）提取所有关键词；（２）对部分同义词或近义词进行归

并，如将“碳储量”、“碳贮量”合并为“碳储量”；（３）对一些关联词汇的归属进行重新划分，例如：“人工林”、
“南亚热带人工林”、“杉木人工林”归并为“人工林”；（４）将原始关键词替换为归并后的关键词。

利用计算机程序将 Ｅｘｃｅｌ 数据转换成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能够处理的格式，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网络节点确定为

关键词，选择适当的阈值，绘制样本文献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 ３），图中每个圆点代表关键词节点，
圆点的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多。

根据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图谱，结合相关文献的题目与摘要，归纳出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主要在以下几

个方面的研究发挥作用。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 主要研究森林、农田、荒漠等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经济价值的评价方法、价值估

算等。
模型模拟。 涉及作物模型、生态水文模型、碳循环模型、森林生态系统管理模型、水热传输模型、遥感模型

等多种模型的改进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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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文献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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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林研究。 研究人工林地力等级评价新方法，重
点在机器学习算法的改进；同时涉及人工林的固碳能

力、生态恢复、生态系统综合效益 、生产力、水循环与水

量平衡等方面研究。
水污染研究。 主要研究典型陆地生态系统地表水、

地下水及水体生态系统湖泊、海湾的污染发生机理、污
染物迁移转化过程与空间分布特征等。

生物多样性研究。 集中在研究海南尖峰岭地区热

带山地雨林的群落维持机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

能关系、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等。
小麦、玉米研究。 围绕小麦、玉米两类粮食作物的

优质高产高效，主要研究长期施肥对农作物产品重金属

累积的影响、水分高效利用及种植结构调整等。
土壤水分研究。 重点研究森林、草地、农田、荒漠等生态系统土壤水分性质、土壤水分与植物关系、土壤水

分异质性等。
２．３　 数据用户分析

根据文献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来对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的用户构成与特点进行分析。 由于作者署名单

位的名称存在不一致的问题，因此需要先对单位名称进行标准化，具体处理方式为：科研院所名称保留至研究

所级别，若未列出则通过查看文献查出并添加；高等院校保留至校级，二级单位如学院、系等不作保留。
对标准化处理后的第一作者单位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样本文献所涉及的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用户共

有 ６２ 家，分为三大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图 ４），其中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要用户群体，分别占

５３％和 ４５％。 进一步对这两类用户进行分类统计（图 ４），可以总结出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的主要用户机构

有五类：（１）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等 １５ 家；（２）林业、农业类大学，包括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南农业

大学等 １２ 所；（３）综合性大学，包括兰州大学、长安大学、河海大学等 １１ 所；（４）师范类大学，包括华东师范大

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７ 所；（５）中国林业科学院下属研究机构，包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

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等 ４ 家。

图 ４　 数据用户构成统计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ｕｓ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根据文献数量统计结果，排名前十二位的机构如表 １ 所列。 其中，发文量最多的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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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有 １８ 篇文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以 １２ 篇并列第

二。 由表 １ 可以发现，不同机构结合其所处地理位置、研究方向与优势学科，应用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开展

的研究各有侧重。

表 １　 文献数量排名前 １２ 个机构发文情况及文献关键词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ｔｏｐ １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序号
Ｒａｎｋ

机构名称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篇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主要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

１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１８ 人工林、地力评价、林冠截留、支持向量机

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１２ 模型、生态系统、小麦、生态系统服务、水环境

３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１２ 尖峰岭、生物多样性、热带山地雨林、生物量

４ 兰州大学 ６ 紫外辐射、气溶胶、生物量、生态系统服务、荒漠生态
系统

５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５ 森林生态系统、热带山地雨林、功能性状、尖峰岭、生态
服务功能

６ 长安大学 ４ 土壤含水量、时空变化、相关分析、栾城

７ 东北师范大学 ４ 地表水、生物多样性、凋落物

８ 河海大学 ４ 置信区间、参照状态、湖泊水质基准

９ 华东师范大学 ４ 气候变化、植被、土壤、生物多样性、天童

１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４ 产量、退耕还林、生态效益

１１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４ 常绿阔叶林、太阳辐射、碳储量

１２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４ 碳储量、人工恢复、自然恢复

２．４　 生态站数据应用分析

生态站是获取第一手科学数据的基本平台，是开展科学试验和研究的重要基地［７］，有必要了解生态站数

据应用的状况与特征。
根据本文所讨论的 １６０ 篇文献的具体内容，查出文献应用的观测数据所属生态站。 通过统计生态站出现

的频次（图 ５）可以看出，１５８ 篇文献（其中有两篇未注明生态站名称）涉及了 ５３ 个生态站和 １ 个子网，并且不

同生态站 ／子网的出现频次差异很大。 其中，出现频次最多的为长白山站，其次是会同杉木林站，会同站位居

第三位。 附录 １ 列出了出现频次大于 １４ 的 １５ 个生态站的位置与区域代表性。

图 ５　 生态站出现频次统计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按照生态系统类型进行统计，５３ 个生态站包含了森林站 ２０ 个、农田站 １６ 个、荒漠站 ７ 个、草地站 ３ 个、海
湾站 ３ 个、湖泊站 ２ 个及湿地站、城市站各 １ 个，基本涵盖了生态网络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 从生态站个数上

看，森林站和农田站较多，这一方面与应用数据开展的研究相关，另一方面与生态网络的生态站布局有一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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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农田站与森林站数量多、分布广。
同时对生态站、关键词进行分析，挖掘生态站与关键词间的隐含关系，识别不同生态站数据应用的研究主

题。 统计排名前 １５ 的生态站所关联的关键词，整理出每个生态站出现频次在 ２ 次以上的关键词，与 １５ 个生

态站构成生态站—关键词 ２—模数据矩阵，利用 Ｐａｊｅｋ 软件绘制 ２—模网络可视化图谱，直观展现生态站与关

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 绘制的可视化图谱见图 ６，图中正方形节点代表生态站，圆形节点代表关键词，连线表

示生态站与关键词的关系，连线的粗细表示频次的多少。
通过图 ６ 可以发现，各生态站数据应用的研究主题相对鲜明，各有特点。 例如，长白山站的数据主要用于

揭示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及其动态变化规律、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等；会同杉木林站与会同站

的数据在研究湖南会同地区杉木人工林可持续经营的生态学机理、在区域碳平衡中的作用等方面应用较多；
鼎湖山站的数据主要用于森林群落演替、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等研究；尖
峰岭站的数据集中应用在海南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学过程的研究方面；栾城站的数据主要应用在农

田生态系统能量、水分、养分传输过程及其内在调节机制方面的研究；太湖站的数据应用侧重在探索湖泊富营

养化的特征、演化过程与发生机制等方面；长武站的数据在研究黄土高原南部高原沟壑区农田生态系统的结

构、功能与生产力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结合图 ５、附录 １，可以认为，生态站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积累，为揭

示其所代表的生态区和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能量流动和养分循环的变化规律［３］，分析主要

生态环境问题的现状、动态变化及驱动机制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撑。

图 ６　 生态站与关键词关系网络图

Ｆｉｇ．６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３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文对利用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开展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得出以下关于长期观测数据应用现状

７　 １３ 期 　 　 　 苏文：基于文献计量的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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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
（１）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由于具有生态系统类型全、生态站数量多、指标比较全面与规范、时间序列较

长等优势，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其应用学科领域以林业、农业基础科学为主，同时不断渗透到其他学科

中，呈多元化态势。
（２）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主要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模型模拟、人工林研究、水污染研究、生物多样性

研究、小麦玉米研究、土壤水分研究等方面发挥作用，支撑生态系统过程的空间格局分析与环境驱动机制研

究、不同生态系统的共性规律的发现和验证等。
（３）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的主要用户群体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主要用户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下属

研究机构、林业与农业类大学、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学和中国林业科学院下属研究机构等五类；不同机构应

用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开展的研究各有侧重。
（４）生态站的长期观测数据能够支撑揭示其所代表的生态区和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能

量流动与养分循环的变化规律，分析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的现状、动态变化及驱动机制等。
根据分析结果，对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应用的相关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１）健全数据引用机制，制定相应的科学数据引用和著录标准，在有利于数据的定位、发现与长期保存的

同时，有效保护数据生产者的知识产权，也便于进一步开展数据集成、数据利用状况分析、数据共享成效评

价［２１］等方面的工作。
（２）发挥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优势，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挖掘，开展专题数据产品的生产，充分开发

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的潜在价值，服务于国家尺度的长期生态科学问题研究和生态评价，拓展生态网络长

期观测数据开放共享的广度与深度。
（３）加大和稳定生态站的经费投入，更新完善、改造升级生态站主要观测、实验仪器设备，提高生态站的

观测能力和水平，为获取准确度高、可比性好的长时间序列联网观测数据提供基础技术支撑保障；同时还要完

善、优化生态站布局，使生态网络布局更为科学、完整。
本文尽管得出了一些结论，还是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文献检索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局限性，可能会

因为漏掉个别有价值的文献而使研究结论无法全面概括生态网络长期观测数据应用的现状，但是这并不影响

本文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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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出现频次大于 １４ 的生态站基本信息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序号
Ｒａｎｋ

生态站名称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

生态系统类型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区域代表性简述
Ｂｒｉｅｆ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１ 长白山站 森林 １２８°２８′Ｅ ４２°２４′Ｎ

位于长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研究工作的自然区域覆盖长
白山北坡不同海拔高度的原始和人类干扰下的植被类型，包
括阔叶红松林（１１００ｍ 以下）、云冷杉林（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ｍ）、亚高
山岳桦林（１７００—２０００ｍ）、高山苔原（２０００ｍ 以上），代表了欧
亚大陆东北部典型的自然特征。

２ 会同杉木林站 森林 １０９°４５′Ｅ ２６°５０′Ｎ

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地带性植被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森林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的重要作用，在维系
该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 该站的研究区域属南方集体林区，是我国重要的速生丰
产林基地，人工林经营面积大

３ 会同站 森林 １０９°３０′Ｅ ２６°４８′Ｎ

所在地属中亚热带湘西南丘陵地区，为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
的过渡地带。 自然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但由于不断增
长的人类活动影响，原始植物被破坏殆尽，代之以杉木人工
林和以马尾松为主的针阔混交林林或次生落叶阔叶混交林。
该地区为我国主要用材树种之一杉木的中心产区，丰富的水
热资源特别有利于杉木生长

４ 鼎湖山站 森林 １１２°３３′Ｅ ２３°１０′Ｎ

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的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鼎湖山
拥有保存完好的地带性顶极森林群落⁃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
林及丰富的过渡植被类型，被称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为森林生态系统演替过程与格局的研究及退化生态系统恢
复与重建的参照提供了天然的理想研究基地。 本区气候类
型为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主要土壤类型为发育于沙页岩的赤
红壤和山地黄壤，主要地形为丘陵和低山，海拔大多在 １００⁃
７００ 米之间

５ 尖峰岭站 森林 １０８°５２′Ｅ １８°４４′Ｎ

该站所处的尖峰岭林区是我国目前热带森林面积大、类型齐
全、保存完整且原生性较强的热带林区之一，主要森林类型
有热带低地雨林（含热带半落叶季雨林和热带常绿季雨林和
热带山地雨林），是我国热带森林的典型代表，也是热带亚洲
雨林区的北缘类型

６ 栾城站 农田 １１４°４１′Ｅ ３７°５３′Ｎ

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是华北平原干旱气候的中心区
域。 土壤类型以潮褐土为主，生态类型是以小麦⁃玉米为主体
的两熟制农田生态系统，代表华北平原北部典型潮褐土高产
农业生态类型，具有集约高产型、资源约束型、井灌农业类型
和城郊型等特征

７ 西双版纳站 森林 １０１°１６′Ｅ ２１°５５′Ｎ
所处区域的地带性植被类型为热带雨林和季雨林，是我国大陆
热带雨林集中分布的重要区域，同时也是东南亚热带雨林分布
的最北缘。 生物区系成分十分复杂，物种多样性高度富集

８ 哀牢山站 森林 １０１°０１′Ｅ ２４°３２′Ｎ

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段的云南省景东县境内，地
处西南季风气候区，属亚热带山地气候，气候特征是温凉，水
湿资源丰富，寡照。 自然景观主要是生长着茂盛的原生亚热
带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是目前我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存
面积最大的保护区。 常绿阔叶林主要由壳斗科、茶科、樟科
和木兰科的种类组成。 该林分群落层次分明，群落结构可分
为乔木层（Ⅰ、Ⅱ）、灌木层和草本层；此外，林中藤本植物和
附生植物相当丰富、发达。 其植物种类丰富、区系成分复杂，
群落类型多样、垂直带谱完整，过渡性特征明显，林相完整，
结构复杂，生物资源丰富，并且地势平坦，是开展森林生态系
统定位研究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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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Ｒａｎｋ

生态站名称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

生态系统类型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区域代表性简述
Ｂｒｉｅｆ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９ 鹤山站 森林 １１２°５４′Ｅ ２２°４１′Ｎ

地属南亚热带丘陵地区，代表的区域范围包括粤中、闽南和
桂东南。 顶极森林群落是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由于不断
增长的人类活动影响，导致了原生生态系统的破坏。 该站处
于热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又是我国华南植物区系和西南
植物区系的交汇区域，物种繁多。 但各类生物生长、繁衍对
生态因子的反应非常敏感，区域生态系统更具脆弱性

１０ 千烟洲 农田 １１５°０４′Ｅ ２６°４５′Ｎ

地处南方丘陵区，该地是典型的红壤区，成土母质多为红色
砂岩、砂砾岩或泥岩，以及河流冲积物。 主要的土壤类型有
红壤、水稻土、潮土、草甸土等，具有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特
征，植被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但原始植被已破坏殆尽，
现主要为人工林或草、灌丛次生植被

１１ 太湖站 湖泊 １２０°１３′Ｅ ３１°２４′Ｎ

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位于江苏南部，太湖平原中部，地
处人口稠密、工农业发达、经济发展迅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站区位于我国五大淡水湖泊梅梁湖的东岸，是我国人口和城
镇最为密集的地区

１２ 北京森林站 森林 １１５°２６′Ｅ ３９°５８′Ｎ

所在地区属于太行山脉小五台山的余脉，属暖温带半湿润季
风气候。 站内有华北山地广泛分布的森林类型，包括有人工
种植的油松和华北落叶松林，恢复较好的辽东栎林、落叶阔
叶混交林，处于次生演替中的黑桦林、白桦林和荆条、土庄绣
线菊与山杏灌丛，还有林农复合的核桃林等。 本地区有丰富
的动植物种类

１３ 贡嘎山站 森林 １０２°０７′Ｅ ２９°３９′Ｎ

贡嘎山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差异，存在巨大的气候、生物和
环境分异特征，亚热带农田、山地原始森林和海洋性冰川是
其独特景观。 在 １６ｋｍ 的水平距离以内，高山冰冻圈、植物圈
和人类活动相互影响，成为研究青藏高原东缘山地生态环境
的理想场所。 贡嘎山站的主要研究区域在海螺沟 １９００—
３６００ｍ 的原始森林区，其中 １９００—２２００ｍ 是阔叶林带，２２００—
２８００ｍ 为针阔混交林带，２８００—３６００ｍ 为针叶林带，３６００ｍ 以
上为暗针叶林与高山灌丛分布区。 以 ３０００ｍ 高山观测站为
中心的林地主要有云杉、冷杉、杜鹃、桦树等等。 海螺沟内分
布有 ２５００ 余种植物，包括康定木兰、红豆杉、麦吊杉、大叶柳、
桃儿七、水青树等珍稀树种

１４ 海北站 草地 １０１°１９′Ｅ ３７°３７′Ｎ

站区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一年中无明显的四季之
分。 土壤类型为草毡寒冻雏形土和暗沃寒冻雏形土，土层深
度 ６０ｃｍ 左右，母质为黄土，其下为洪冲积物。 植被类型为青
藏高原典型的地带性植被，群落结构简单、种类组成较少，植
物生长期短、生物生产力较低

１５ 长武站 农田 １０７°４１′Ｅ ３５°１４′Ｎ

位于黄土高原中南部陕甘交界处。 主要农作物有冬小麦、春
玉米、马铃薯、高粱、糜子、豆子等。 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
陆性季风气候，无灌溉条件，属典型的旱作雨养农业区。 地
貌代表黄土高原沟壑区，塬面和沟壑两大地貌类型单元分别
占 ３５％和 ６５％，有塬、梁、沟三种土地类型，面积各占约 １ ／ ３。
该区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少，水土流失严重，降水分布不
均，干旱频繁，作物产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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