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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睿洁，赵文武，华廷．面向人类世的自然与社会：景观生态学的挑战与展望———第十届国际景观生态学大会述评．生态学报，２０２０，４０（５）：
１８３４⁃１８３７．

面向人类世的自然与社会：景观生态学的挑战与展望
———第十届国际景观生态学大会述评

翟睿洁１，２，赵文武１，２，∗，华　 廷１，２

１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２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陆地表层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第十届国际景观生态学大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５ 日在意大利米兰举行，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９５０ 余名代表参会。 其主题

是“面向人类世的自然与社会：景观生态学的挑战与展望”。 会议内容聚焦气候变化对景观格局的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

续发展，景观生态学与政策制定等。 对我国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启示主要有：（１）加强气候变化、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作用机制

分析；（２）深化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连接；（３）拓展景观生态学研究成果在生态系统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
关键词：景观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

１　 大会概况

第十届国际景观生态学大会（１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７ 月 ５ 日在意大利米兰召开，会议的主题是“面向人类世的自然与社会：景观生态学的挑战与展

望”（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国际景观

生态学大会自 １９８３ 年成立以来每四年举办一次，旨在通过学术、教育和交流等活动，促进景观生态学的国际

合作和跨学科交流。 本届大会在 ５ 天的会议期间安排了 ５ 场大会报告，组织了超过 ５０ 场专题研讨会，共有口

头报告 ７００ 多个，主题展板 ２００ 多个，吸引了来自 ９９ 个国家 ９５０ 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本届大会紧紧围绕会议主题，对当今世界景观生态学发展、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及生态系统管理展

开热烈的讨论。 大会聚焦三个核心问题：（１）气候变化下的景观生态学；（２）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ＤＧｓ）的连接；（３）如何通过政策调节景观格局和过程。 本文就此次会议中

国际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进展、热点问题和学科前沿进行介绍评述，以服务于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

２　 国际景观生态学研究进展

景观生态学强调空间格局、生态学过程与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１］，聚焦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领域。 理

解生物物理和生态过程的作用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基础；在遥感和计算机技术推动下，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

的关系研究呈现蓬勃发展态势［２⁃３］；在多源数据的支撑下，社会、文化、经济、气候、土壤等因素对景观变化的

驱动机制得到持续深化。 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景观生态学的发展进一步整合了文化生态学、人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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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和可持续性科学，强调人与环境系统耦合与可持续性研究。 景观生态学研究范式表现出从“格局⁃过程⁃
尺度”向“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的演变过程［４］。 在这一过程中，景观生态学研究领域呈现出从多学科研

究向跨学科研究的转变［５］。 总体而言，本届会议围绕景观生态学的报告和讨论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气候变化

背景下的景观生态学、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景观生态学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２．１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景观生态学

当今气候变化对全球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更是学者关注的研

究重点［４⁃６］。 因此，正确认识气候变化背景下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因素、应对策略成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关键

科学问题之一［７］。 本次会议围绕该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雪地景观、森林景观和不同气候变化情景的模型

模拟等方面。
降雪通过土壤覆盖减少部分风蚀，并在春季为植被带来水分，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然

而，在气候快速变化背景下，积雪深度和持续时间对温度的细微变化非常敏感。 气候变化可以通过改变积雪，
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例如，与会学者研究发现，周期性变暖在改变积雪的同时，会引发物候变化，使物种

更易于受到冰冻影响。 如在美国阿拉斯加，目前已有超过 ４０ 万公顷的森林死亡，也有森林处于“死亡过渡

区”。 对于草原生态系统的而言，积雪变化在影响土壤温度的同时，逐步影响着草原植物的气候变化适应

能力［８］。
新的气候条件和人类干扰影响树种的水平与垂直分布，强烈影响着未来森林景观的分布和组成。 为了在

气候变化环境下得以生存，物种要么适应新的环境，要么改变自身的空间格局。 学者研究发现，气温和降水的

变化对森林的组成和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升温＞２℃时，植被由以针叶树为主的森林景观向以小阔叶树

为主的森林景观过渡；同时，地形的复杂性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趋势的转变［９］。
不同气候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空间模拟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热点［１０⁃１１］。 众多学者希望通过 ＧＩＳ 平台

和建模工具发展相应的模型，解析景观动态变化、驱动因素及其影响效应。 例如，本次大会部分专题专门研讨

了如何将气候和扰动机制整合到森林景观模型中。 在该研讨会中有学者采用 ＩＢＣ⁃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项目开发的工具，分析了芬兰南部森林管理对于不同碳汇情景的响应。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自主开发建模工具，模拟分析景观变化的驱动因素及其区域分异特征。 然而，由
于模型适用尺度、数据精度限制、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等问题，现有建模工具还存在诸多局限。
２．２　 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

景观生态学强调格局、过程与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２］，生态系统服务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福祉的桥梁［１２］，
而追求人类福祉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 在本次大会中，国际地理联合会面向未来地球的地理学专业委员

会领衔设立的 “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专题研讨会，就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主要集中在：生
态系统服务动态变化、生态系统供需评估、连接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

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趋势，对生态恢复和科学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评估全球范围内 １９８０ 年

至 ２０１７ 年土壤侵蚀变化，并探讨了气候和土地利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结果发现，全球土壤侵蚀总体呈下降

趋势，但在不同大洲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评

估，更强调人类福祉、人类对环境的感知、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关系等研究。 在此次研讨会中，有学者专门就

游憩服务需求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开展了研究，进一步提高了景观服务供需关系框架的完整性。 对于零饥饿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学者发现通过改善植物⁃土壤和营养相互作用，可以提高多样性和生产力，从而推动农

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推动建立自然环境与人类福祉连接的重要导向，解析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生态系统服务

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具体生态系统管理需求。 大会上，与会专家对 １８ 项生态系统

服务与联合国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级进行了专家调查，发现各大洲

５３８１　 ５ 期 　 　 　 翟睿洁　 等：面向人类世的自然与社会：景观生态学的挑战与展望———第十届国际景观生态学大会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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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ＳＤＧ 优先级上存在显著差异，亟待深化生态系统服务与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机制。
２．３　 景观生态学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景观生态学研究和规划、管理等密切相关，在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届大会的多个研讨会针对不

同尺度，研讨了如何基于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为提升人类福祉、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决策支撑。
与会学者提出，需要将自然本底条件纳入城市规划中，建议采用多种方法设计适宜的区域规划战略，以保

护自然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 还有学者提出应将不同生态系统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偏好纳入生态规划框架

中，并揭示不同利益攸关方对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明确它们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
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对等自然资源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亟待明晰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动态，

制定可持续的适应性管理策略。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最近发布的 １．５°Ｃ 特别报告［１３］明

确指出，通过植树造林和生物质能源等二氧化碳去除技术，特别是结合碳捕获和储存技术，有望减缓气候变化

的影响。 与会学者分析了生产力低或未造林土地上植树造林、发展生物能源减缓气候变化的潜力，探讨了在

可开发土地上，气候变化情景下作物产量变化趋势。 还有学者提出将土地管理纳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模型

中，讨论解析不同农业生态系统的驱动因素与农业系统的发展趋势等。 这些研究结果为决策者制定环境友好

型的土地管理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提供了新的方案和思路。

３　 会议启示

本次国际景观生态学大会重点讨论了景观生态学与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管理之间的关联，
展望了未来景观生态学的挑战和发展方向，对于我国的景观生态学发展启示如下：

（１）深化气候变化、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作用机制分析。 目前我国学者围绕气候变化对土地利用 ／土地

覆盖的影响有了相关探索，取得了系列成果［１４］。 然而，在气候变化加剧、极端灾害增多、人类活动频繁的背景

下，将人类活动、极端气候等整合到生态系统与景观格局变化的研究中，分析生态系统的稳态转换与恢复力，
探讨不同景观格局的抗干扰能力，明晰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服务的影响机制，仍需要

景观生态学者及相关领域专家的共同努力。
（２）加强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连接。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人类需求的重要表达，而生态系统

服务是衔接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有效纽带。 在早期景观生态学研究中，基本遵循着 “格局⁃过程⁃尺度”这
一基本范式，但是伴随着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成为热点，亟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格局⁃过程⁃服务⁃可
持续”的研究范式［１２］。 其中，尤其需要加强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机制研究，深化生态系统

服务对人地系统的桥接作用，识别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人类福祉的作用机制，探讨景观格

局优化途径，为改善人类福祉、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服务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服务。
（３）拓展景观生态学研究成果在生态系统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 本届大会交流的一个重点就是

从评估到管理，将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结果运用到生态系统管理和政策实践中。 目前，我国启动了系列重大

国家战略，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保护生态环境本底、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拓展全球的发展战略布

局。 景观生态学作为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亟待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发挥学科交叉优势，深化

景观生态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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