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读

快速城市化在带给人类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城
市交通拥堵、热岛效应、雾霾效应、城市内涝、面源污染、环境污染等，由此导致城市生态

系统服务下降，直接影响到城市生态安全。 目前城市生态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广为关注

的话题，然而对于城市生态安全内涵、影响因素及其维持机制等仍缺乏一个清晰的认

识。 本专刊试图通过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从不同角度探讨城市生态安全的内涵、影响因

素、安全格局构建思路，以及影响城市生态安全的政策与管理因素。
城市生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不仅与广

大百姓日常生活直接相关，而且也与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和区域功能定位密切相关。 广

义上，城市生态安全就是探讨区域背景下如何维持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可持续发展问

题。 由于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研究其生态系统健康涉及到许多影响

因子，本专刊重点从城市生态安全内涵、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城市化及其景观格局演变、
城市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城市生态网络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技术方法等方面进行讨

论，希冀该专刊的出版能为我国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参考。

一、 城市生态安全内涵与安全格局

目前关于城市生态安全的内涵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目标还比较模糊。 本刊文章【城市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目标、原则和基本框架】基于对生态安全的理解和概念辨析，从理论上分析了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

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要实现的目标，从不同尺度上探讨了城市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的基本框架和思路。 文章【城郊生态系统土壤环境安全：问题与挑战】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和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７ 年发表的相关文献，总结分析了城郊生态系统土壤安全研究的现状、趋势和热点问题，对城郊生态系统

土壤安全面临的问题及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进行了重点论述，指出了当前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郊土壤安全

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文章【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框架】通过梳理生态系统服

务评价、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现状和特点，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生态系统

服务的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基本框架，提出了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未来的研究重点。

二、 城市化及其景观格局演变对生态安全的影响

关于城市化对生态安全的影响，不同学者关注问题不同所给出的结果也不同，而针对城市化对生态安全

及其格局的影响研究较多，但是具有说服力的实证性研究相对较少。 文章【京津冀特大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

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城市群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压力⁃状态⁃响
应（ＰＳＲ）”城市群生态安全协同会诊指标体系，采用 ＴＯＰＳＩＳ 和灰色关联组合方法计算了生态安全综合指数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ＩＥＳ），并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了关键影响因素，通过多元线性回

归方法分析了关键影响因素对城市生态安全的影响程度。 文章【京津冀特大城市群地区影响城镇化的关键

要素识别及交互作用】以京津冀特大城市群为研究区，使用城镇化率来表征城镇化发展过程，使用相关分析

总结分析了生态环境要素与城镇化过程的相关性，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获取了生态环境要素与不同城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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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率之间的关联度，进一步使用方差分析法得到了影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关键要素，最后明确

了城市化和生态环境要素交互胁迫作用的显著性特征及其区域差异。 文章【闽三角城市群生态环境脆弱性

及其驱动力】以闽三角城市群为例，通过选取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５ 年高程、坡度、岩性、土壤类型、ＮＤＶＩ、年均降水

量、年均温、人口密度、人均 ＧＤＰ、路网密度、景观多样性、土地利用程度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等 １３ 个指

标，基于空间主成分分析法，结合全局 Ｍｏｒａｎ’Ｉ 和 ＬＩＳＡ 聚类图，从整体特征、空间差异、空间集聚、地类脆弱性

分异以及驱动力 ５ 个方面，探讨了闽三角城市群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及其驱动力。 文章【基于土地利用格局

变化的北京市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

分布特征及其区域差异，借助 ＩｎＶＥＳＴ ⁃Ｈａｂ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模型评估了北京市 ４ 个时期（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４ 大功能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发展新区、城市功能拓展区、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生境退化程度和

生境质量变化特征。 上述研究结果为客观了解城市群地区影响城市生态安全的背景及其变化过程提供了参

考依据。
文章【基于人水关系的京津冀城市群水资源安全格局评价】基于人水关系协调的视角，从水资源本底条

件、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水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等 ３ 个方面建立了水资源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国内

外发展经验和相关标准确定了评价标准阈值，进一步通过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和多目标模糊隶属度函

数，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京津冀城市群地区水资源利用安全的时空格局进行了定量评价。 文章【基于多边界改

进的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从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一体化发展角度，结合 １３ 个地市行政边

界、泰森多边形边界和基于最小累计阻力模型构建的最小累计阻力边界 ３ 种不同类型的界限，对传统基于行

政边界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改进和完善，由此估算出京津冀城市群地区 １３ 个地市实际获得

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文章【近 ２０ 年白洋淀湿地水文连通性及空间形态演变】选取白洋淀湿地作为典型研

究案例，将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模型（ＭＳＰＡ，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与连通性指数（Ｉ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Ｃ，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相结合，从时空两个方面分析了白洋淀湿地水文连通性的

变化特征，总结出水文连通性变化的空间形态演变规律。 文章【基于栖息地风险评价模型的海岸带滩涂湿地

风险评价】利用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 和 ２０１５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ＯＬＩ 遥感影像，融合行

政区划图与地形图，并引入一个评价多元海洋、海岸带利用对栖息地造成风险的模型，即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中的栖

息地风险评价（Ｈａｂｉｔａｔ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ＨＲＡ），研究了闽三角海岸带滩涂湿地的生态风险。 文章【京津冀地

区景观稳定性评价】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从斑块密度（ＰＤ）、总边缘对比度指数（ＴＥＣＩ）、香农多样性指

数（ＳＨＤＩ）等 ６ 个景观指数着手，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和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软件处理遥感影像解译数据，计算了 １９８０ 年、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研究地区景观稳定性指数，对比分析了不同年份景观稳定性的变化特征。

三、 城市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与城市生态安全的关系

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必然会影响到城市的生态安全，在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之前，
首先需要研究清楚城市化的生态环境效应。 文章【高温天气植被蒸腾与遮阴降温效应的变化特征】以南京市

栖霞区某小型绿地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高温晴朗天气下不同树种典型植株树干液流观测，采用“单位叶面

积上的平均液流速率×叶面积指数”的扩展方法实现了由单株到林分尺度上冠层蒸腾量与蒸腾降温效应的估

算，并根据林上、林下太阳辐射值计算了不同树种与整个绿地单元的遮荫降温效应，进而阐明了蒸腾与遮荫降

温对总降温效应贡献率的变化特征。 文章【京津冀城市群用水效率及其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结合超效率数

据包络模型，定量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地区不同行业的用水效率，从人口、经济、社会与土地等不同城市化角

度，全面分析了城市发展水平与生活、工业、农业三大行业用水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章【京津冀城市群能

源供需与城市化的关系模式】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从地级市尺度系统地核算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能源供应和需

求量，并采用 ｗａｒｄ 聚类方法划分 ３ 种不同类型的能源供求模式，分析了每种类型的能源供需特征差异，进一

步以能源供需比值表示供需差异并进行了比较。 在此基础上，采用多指标综合分析方法探讨了能源供需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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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的关系模式。 文章【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空气质量的影响】利用京津冀地区 １３ 个城市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 ＰＰＭ２．５浓度和土地覆盖类型数据，以城市重心到城市边界的平均距离为基本距离，通过建

立缓冲区定量分析了城市 ＰＰＭ２．５污染对周边区域影响的方向性和距离效应。 文章【京津冀城市群空间扩张

及其经济溢出效应】基于 Ｃａｐｅｌｌｏ 模型，计算了京津冀城市群地区 １３ 个城市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通
过比较扇状扩张城市和轴向扩张城市得到和给出的城市增长溢出效应，研究了不同扩张类型城市溢出效应的

差异，以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空间分布特征。 文章【闽三角城市群生产⁃生活⁃生态时空格局演

化与功能测度】基于“三生”空间评价指标体系，以闽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构建了“三生”空间功能性指数，探
讨了近 １５ 年来闽三角城市群“三生”空间时空分异格局、功能性水平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四、 生态安全评价与安全格局构建

生态安全评价与格局构建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如何通过生态安全评价、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开
展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目前还缺乏成功的案例研究，本刊文章从不同角度做了一些探讨。 文章【县域尺度下的

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基于河流生态系统水环境功能、防洪功能、生态保护功能和支持利用功能，建立了河

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以北京房山区水系为例，开展了河流生态系统健康与评价。 文章【京津冀城

市群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分析】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基于 １９８４ 年、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数据，利用斑块密度、蔓延度、土地利用类型的主观权重构建了土地利用生态风险

评价指数，从而揭示了京津冀城市群地区 ６ 个时间节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特征，依此计算了生态风

险重心转移轨迹，从而探讨了土地利用生态综合高风险区的空间转移动态变化特征。 文章【基于生态足迹法

的闽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以闽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以 ＮＰＰ 数据来反映实际生物量，采用“国家公顷”
实现了产量因子区域化，测算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区域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以及生态压力指数，评价

了研究地区生态安全状态。 文章【耦合生态系统服务供求关系的生态安全格局动态分析———以闽三角城市

群为例】基于供求理论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供求关系动态模型框架，并利用供给与需求的象限区划表征闽三

角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特征，在不同尺度变换上，运用价值单量修正模型、ＩＮＶＥＳＴ 生境质量模型、景观指数

模型、生态韧性模型、熵权法等方法综合测度了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求水平，实现了生态安全格局的分区

化。 引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解析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现状和成因。 文章【权衡城市扩张、耕地保护与

生态效益的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情景分析】从土地覆盖 ／土地利用数量和空间布局两个方面出

发，通过多目标优化模型和 ＣＬＵＥ⁃Ｓ 模型的构建，提出了多目标权衡下土地扩张优化情景预案，为京津冀城市

群扩张与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提供了科学参考。
生态网络的设计与构建时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 文章【考虑滑坡敏感性的天津市蓟州区生态网络

构建】以天津市蓟州区为研究区，从自然资源、气候调节、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考虑，选取生态源地；
选取坡度、地形起伏度、坡向、高程、岩土类型、道路、地质构造和土地利用类型等作为滑坡的孕灾环境因子，基
于信息量模型，在定量分析滑坡与各孕灾环境因子关系基础上，通过地图代数计算滑坡敏感性指数，并用于修

正由土地利用类型赋值得到的生态基本阻力面，基于最小费用模型提取研究区生态廊道，进而构建了天津市

蓟州区生态网络。 文章【基于电路理论的南京市绿色基础设施格局优化】基于电路理论构建了南京市主城区

绿色基础设施空间格局，根据电流密度分析斑块、廊道的重要性，并借助移动窗口搜索法识别存在的障碍点，
提出了南京市绿地景观空间格局优化的策略。 文章【基于陆海统筹的海岸带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方法及应

用】通过提取生境敏感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及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斑块的空间信息，以陆域土地利用类型和海

域功能区构建阻力面，构建了闵三角地区海陆一体化的生态网络，通过计算网络组合度（ａ 指数）、线点率（β
指数）和网络连接度（ｒ 指数）来评价网络构建的完善程度。 文章【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与优化】以京

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基于 ＧＩＳ 确定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源地，基于最小成本路径方法，提取了京津冀城市群地

区的生态廊道，分析统计了生态廊道的空间分布特征，结合重力模型与重要生态源地连通性筛选出京津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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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地区重要的生态廊道，通过叠加现有国道、河流提出了生态网络构建的方案。

五、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具体技术与管理对策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涉及到不同的尺度，不仅需要从宏观尺度上探讨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关系，也
需要从微观尺度上探讨实现安全格局的具体技术。 文章【基于不同保护目标的河道内生态蓄水量分析】基于

琉璃河湿地工程的特殊性，在同一工程项目中不同阶段创新运用环境需水量和生态需水量两种方法，分别计

算了在截污工程完成前满足水质安全要求的河道内环境需水量和截污工程完成后满足以生态服务功能为目

标的河道内生态需水量。 文章【湿地公园鸟类栖息地营建研究】以北京房山琉璃河湿地公园为例，针对项目

所在区域鸟类分布特征，通过确定目标恢复鸟种，结合项目区现场条件，围绕目标鸟种对于栖息地水系、植被

等方面的生存需求，从岸线重塑、水深设计、植物配置、生态鸟岛等方面设计了鸟类栖息地修复的技术措施。
文章【城市再生视野下高密度城区生态空间规划方法】以厦门本岛为研究区，基于 ＧＩＳ、遥感技术，利用高清遥

感数据，结合实地调研、问卷调查、资料分析等数据，从既有研究梳理、综合效益影响、城市发展诉求分析 ３ 个

层面总结了屋顶绿化实施潜力的主导影响因子，结合规划分区与建筑分类建立了屋顶绿化实施潜力的评估方

法。 文章【京津冀城市群区域产业协同的政策格局及评价】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区域产业协同政策事件的系

统梳理，从区域、省际和城际 ３ 个尺度解读了产业协同政策的格局特征及其演进过程，并从新区域主义的管治

视角进行了评价。 文章【基于 ＢＰ 神经网络的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在综合分析了京津冀城市

群各城市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和生态环境 ４ 个子系统的城市可持续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采用熵值法和 ＢＰ 神经网络对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发展

能力进行了非线性测度与分类评价。
城市作为人类主导的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依靠外部物质和能量输入的开放性系统。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是一个多尺度、综合性的区域问题，不仅需要关注宏观与微观尺度之间的协调，也需要关注城市内部与外

部区域之间的协调。 随着城市化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全社会面临的突出

问题，而解决城市生态安全问题需要社会各阶层的积极参与，在政府宏观指导下，通过技术层面实施，探讨适

宜各地区城市健康发展的可持续之路，尽管目前不同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和探讨，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

深入研究，实现真正的城市生态安全依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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