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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理论支撑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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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关系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进程，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有力举措，也是破解当前生态环境与经济

发展之间难题的必然要求。 通过总结梳理当前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进展与概况，立足于“山水林田湖草是

生命共同体”的理论核心，详细阐释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内涵及理论体系。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基础理论

是以生态系统生态学为支撑，基于流域生态学、恢复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的理论诠释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时空区域尺度

及流域内部各生态系统之间的耦合机制，通过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的

“架构”体系，明确了流域可持续发展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最终发展目标。 在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理论支

撑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凝练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技术体系，包括生态保护、修复与恢复技术、生态建设技术、
生态功能提升技术、生态服务优化技术与监督管理技术等，为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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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日愈增加，导致了不同程度的生态环

境损害，破坏了生态系统的自然格局，阻碍了生态系统过程，制约了生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甚至致使自然

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严重下降或丧失［１⁃３］。 人类对安全、健康、持续、美丽的生态环境需求日愈增加，新时代如

何做好生态保护与修复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４］。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是新时代生态修

复、生态建设与保护、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等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支撑工作之一，是国家生态安全建设与保护与

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５⁃６］。 加快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实现格局优化、系统稳定、功能提

升，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进程，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的基础，明确了“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工作思路，布局了国家生态保护修复的试点工程，
为支撑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绿色高效发展奠定了生态环境资源基础［７⁃８］。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主要针对当前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中存在的整体性不够、系统性不足、连续性较差、持续性不强等问

题，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角度出发，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并结合人类生产与生活行为，有机

融合区域内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要素，实现区域复合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９］。
本文以全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目标及工作进程为切入点，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

念为基础，构建了从生态系统生态学、流域生态学、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到可持续发展科学的理论支撑体系，
诠释了各层级理论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实践指导，系统分析了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试点的总体布局以及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关系，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技术体系［１０］。

１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意义

１．１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是构建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础性措施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是实现我国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生态系统过程稳定、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的重

要途径，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进程，关系到国家整体安全和持续发展［１１］。 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通过对流域受损生态系统进行整体、全面的保护修复，实现了区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的稳定、健康演变，为国家生态安全夯实了生态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基础。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通

过对自然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实现了区域自然资源、国家战略资源的精准调控，为国家资源安全整体态势

把控与卡脖子资源监管提供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通过对国土安全的要素及其

之间相互作用的诠释与梳理，构建了国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建设的基础［１２］

１．２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核心目的是提升国民安全

国民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体系的核心，也是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国民安全主要体现在

国民的生存安全、健康安全和发展安全。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针对关系国家安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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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的生态系统、环境质量、资源破坏、服务降低或丧失等方面的不利状况，开展生态修复，实现生态功能

提升，资源保护与科学利用等，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是国民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１３⁃１５］。

２　 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总体布局

受高强度的国土开发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因素影响，我国一些生态系统破损退化严重，部分关系生

态安全格局的核心地区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影响，生态系统格局受损、过程受阻、功能下降，
丧失了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服务的能力。 传统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由于缺乏系统性、整体性考虑，生态整治

修复效果不尽理想，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论指导下的生态保护修复成为了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１６⁃１７］。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重点部署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秦巴山脉、祁连山脉、大

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南岭山地地区、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内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塔里木河流域、滇桂黔喀斯特

地区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是国家生态安全的保障区域（如图 １）。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

有机融合了国土绿化行动，天然林保护、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保护恢复等国

家重大生态工程，以及区域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见表 １）体现了人类生存发展与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发展［１８⁃１９］。

表 １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ｌｌ⁃ａｒｒａ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序号 省份 工程名称 试点批次（２５ 个）

１ 陕西省 黄土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第一批（共计 ５ 个）

２ 江西省 赣州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３ 河北省 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４ 甘肃省 祁连山（黑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５ 青海省 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６ 云南省 抚仙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第二批（共计 ６ 个

７ 福建省 闽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８ 广西壮族自治区 左右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９ 山东省 泰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１０ 吉林省 长白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１１ 四川省 广安华蓥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１２ 内蒙古自治区 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第三批（共计 １４ 个）

１３ 河北省 雄安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１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额尔齐斯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１５ 山西省 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１６ 黑龙江省 小兴安岭⁃三江平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１７ 重庆市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重庆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１８ 广东省 粤北南岭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１９ 湖北省 长江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２０ 湖南省 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２１ 浙江省 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２２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山东麓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２３ 贵州省 乌蒙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

２４ 西藏自治区 拉萨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试点工程

２５ 河南省 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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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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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论支撑体系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基础理论是以生态系统生态学为支撑，基于流域生态学、恢复生态学和景观

生态学的理论共同诠释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时空区域尺度及流域内部各生态系统之间的耦合机制，通
过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的“架构”体系，明确流域可

持续发展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最终发展目标。
３．１　 生态系统生态学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最基础支撑理论是生态系统生态学［２０］。 “生态系统结构决定生态系统过程，
而生态系统结构与生态过程产生生态系统功能，生态系统功能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的过程又称之为生

态系统服务”的级联模型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论的主线，围绕区域内的土壤、植被、岸边带、水体等

生态系统，种群生态学与群落生态学中关于生物个体、种群、群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以及生

境理论共同丰富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内涵，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内部生态系统的物质、信息、
能量流动的方向、强度提供分析框架。
３．２　 流域生态学

流域生态学是综合解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生态学学科分支，流域生态学在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

论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诠释生命共同体的时空区域尺度与流域内部各生态系统之间的耦合机制［２０］。 山水林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需要综合流域和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时空尺度，识别生命共同体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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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论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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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与程度，为生态保护修复策略提供准确数据基础［２１］。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要诠释内部不同生态系

统类型如森林、草地、城市、农村、河流、湖泊、海洋等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２２］，在设计共同体生态保

护修复策略与区域绿色发展的体系中充分适应、利用这些作用机制。
３．３　 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

复合生态系统的核心观点是构建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的“架构”体系［２３］，即“以人类行为为主导、以
生态环境为依托、以景感生态为指导、以资源流动为命脉、以管理体系为经络”理论框架。 复合生态系统生态

学是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理论的核心支撑，依托复合生态系统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论将“人的因

素”纳入到生命共同体理论研究与生态保护修复对策与应用技术体系中，确保人类行为对生命共同体不利影

响能够降到最低甚至被消除，实现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与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目的和谐统一。
３．４　 可持续发展科学

可持续发展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最终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科学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支

撑理论的指导学科［２４⁃２５］。 在理论层面，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论要考虑整个生命共同体系统的完整性

与可持续性：一是生态系统组成要素的完整性，即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二是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即
生态系统在抵抗人类胁迫时具有继续进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２５⁃２６］。 通过有机融合各个子系统之间，保证

生命共同体稳定、健康运转。 在工程层面，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以提升生态系统功能为目标，以完

整性与可持续性的原则，生态修复保护工程规划与建设实现由“各炒一盘菜”到“公办一桌席”的转变［２４， ２７］。

４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应用技术体系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应用技术体系是连接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理论及其支撑体系与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工程之间的桥梁［２８］，是有机融合不同自然生态环境要素治理与修复工程的核心步骤。 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应用技术体系由生态保护、修复与恢复技术、生态建设技术、生态功能提升技术、生态服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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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与监督管理技术组成．
生态保护、修复与恢复技术体系是针对区域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的现状与演变趋势，基于理论支撑体系，

以实现自然生态系统正向演替为目标的工程设计［２９⁃３０］。 生态建设技术是受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与恢复的

基础上，将人类活动纳入生态系统的演替过程中，实现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有利影响。 生态功能提升技术

的内涵是通过调控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在生态系统自身健康、持续演替的基础上，实现生态系统功能的持

续、稳定输出的技术［３１］。 生态服务优化技术体系是通过耦合分析人类生存与发展、生态环境资源需求和区域

生态系统功能供给，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３２］。 监督管理技术是为山水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提供智慧

中枢（知识服务体系）、物联感知（生态环境物联网）与金融产品、监督管理平台等。

５　 展望

为了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生态环境建设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要统筹

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为此，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作已经开展了共三个批次 ２５ 项试点，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下一阶段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客观地引领新发展。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应在遵循生态系统演替客观规律的前提

下，充分发挥我国管理制度的优越性与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科学、客观地推进生态修复保护与区域绿色

发展。
第二、因地制宜地开创新模式。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应遵循“一体一策”的基本原则，针对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设计有针对性的生态保护修复对策。
第三、以点带面地培育新机制。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应当在国家生态安全的建设中发挥落脚点与突

破点的关键作用，推动区域乃至国家安全体系的建设进程，构建完善的系统的国家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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