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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一河，卫伟．区域生态学时代来临———第十八届中国生态学大会区域生态专题研讨会述评．生态学报，２０２０，４０（３）：１１２５⁃１１２７．

区域生态学时代来临
———第十八届中国生态学大会区域生态专题研讨会述评

吕一河∗，卫　 伟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摘要：在简要分析区域生态从松散研究向学科方向演进历程的基础上，介绍了第十八届中国生态学大会区域生态专题研讨会的

主要内容和特点，认为该次研讨体现了理论、方法和应用的融合，国家需求与学术前沿的结合，区域特色鲜明，较以往在学术水

平和国际视野上都有所提升。 国际生态学也正在经历着研究范式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区域生态学在这个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区域生态学的兴起，恰逢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转型的重大机遇。 学科未来发展中要抓住这一机遇，
面向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深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形成宏观生态学与社会需求相联接的前沿和

桥梁。
关键词：区域尺度；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综合学科

１　 区域生态：从松散研究到学科方向

人类在区域中生存发展，长期以来形成了与区域的协同进化关系。 因此，人类对区域问题的思考和实践

由来已久。 例如，在中国古代《尚书》中的《禹贡》篇，将全国划分为 ９ 个区域（九州），并对每区的疆域、山脉、
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少数民族、交通等作了简要阐述，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参考。 现代有关区域生

态的研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９０ 年代已经有所发展。 例如，国际上较早出现面向资源调查和评价的区域生态研

究［１，２］；而国内区域生态的研究是理论创新先行，马世骏和王如松两位先生于 １９８４ 年《生态学报》首期发表了

关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文章，面向资源环境、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的科学需求，提
出建立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复合生态系统的特征、定量指标和最优化方

法、研究程序，最后基于洪泽县农业发展、灾害防治和社区建设的综合优化调控，工业城市建设规划，区域建设

规划等三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具体剖析了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实践与应用［３］。 这一理论创新，客观上奠定了

区域生态研究的核心科学范式，比国际上类似理论探讨［如社会生态系统（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和人与自

然耦合系统（ｃｏｕ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的兴起早了约 ３０ 年［４⁃６］。
尽管以往已经有较多关于区域生态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松散研究，但国内外将区域生态学作为一个新兴

学科，开展系统探讨在 ２０１０ 年以后才开始涌现。 例如，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生态学界开始集中探讨什么是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和 Ｍａ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英国生态学会组织了主题为

“Ｗｈａｔ ｉｓ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的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２ 年），并将研讨成果在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 杂志上以同名会议报告的形

式公开发表；美国生态学会的旗舰杂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于 ２０１４ 年刊发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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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的专辑。 这些成果，从经典生态学的大尺度拓展和面向动态复杂系统和大数据支撑等角

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学科发展的定位、理论方法进展，以及面临的各种重要挑战等问题。 国内 ２０１２ 年以来

已出版了两部区域生态学的专著，《科学通报》、《生态学报》等国内顶级期刊也有专文在探讨区域生态学的研

究内容和学科性问题［７⁃８］。
在国内外日益关注加强学科建设以应对人类面临的区域资源、环境和发展挑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生态

学学会于 ２０１８ 年正式批准成立了旗下重要的分支机构———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以促进这一领域的学术交

流、思想碰撞与学科发展。 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首届

研讨会已与云南大学合作于 ２０１８ 年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同时负责召集生态学大会区域生态专题的研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１２ 月 １ 日，中国生态学学会成立 ４０ 周年庆祝大会和第 １８ 届中国生态学大会在昆明隆

重召开，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积极组织了相应的学术研讨专场，研讨情况简述如下。

２　 第十八届中国生态学大会区域生态专题研讨会简述

专题研讨会于 １１ 月 ２９ 日下午举行，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知名学者、科研骨干和退休老专

家共同参与了本场专题研讨。 来自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等知名高校和中国

科学院、自然资源部有关研究机构的 １０ 余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分会场座无虚席，每个报告之后

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学术报告涉及黄土高原、西南喀斯特、青藏高原 ３ 个重要生态脆弱区以及东部

城市化地区和东北黑土农产品主产区。 研究议题涵盖了植被恢复与整地措施耦合作用下的生态水文过程机

理，经济林果发展的生态水文效应，植被恢复与土壤微生物耦合作用下的碳氮循环效应，区域生态文明与可持

续发展的研究进展与展望，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异、驱动机制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的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保护治理应用，城市化地区绿色基础设施分析方法与区域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全球生物分布的定量分析

新方法与新机制等。 本次研讨与以往场次的研讨相比，更加聚焦于区域尺度，研究方法上，更加综合考虑了过

程监测、空间格局和机制解析。 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在生态修复治理、国土开发、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现实

需求和国际生态水文、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生态学、区域生态学的学术前沿和热点，学术水平和国际视野也有

所提升。

３　 区域生态学：面向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前沿

基于前文的分析和介绍，我们不难看出，区域生态学已经超越了传统认知中作为生态系统生态学和景观

生态学在时间和空间上尺度拓展的概念［９］。 从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国际生态学研究的大致进展来看，物种尺度的

研究仍居于主导地位（占 ７０％）、群落和生态系统尺度的研究占到 １ ／ ４，约 １ ／ ３ 的论题和基本方法发生了显著

变化，其中最显著的长期发展趋势是应用生态学研究的大幅增长，从 １９８０ 年代的 ９％增加到 ２０００ 年代的

２０％，代表了生态学研究范式转变的长期趋势［１０］，区域生态学研究的兴起正式推动这一长期趋势的重要

力量。
在我国，生态文明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也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国际影响［１１⁃１２］，

但是，不同尺度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仍然处于探索之中。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也发布了面向全

球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 但是，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具体目标的落实必须考虑目标的类型归

属、相互作用和治理能力等，因而需要系统化的设计和共同努力与行动［１３］。 所以，从实践的角度，不论是我国

的生态文明建设，还是国际上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任何研究和实践落地都无法离开和超越具体的区

域，而这一客观事实为区域生态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区域生态学的未来发展，要抓住这一机遇，面向区

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深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形成宏观生态学与社会需求相联接

的前沿和桥梁。

６２１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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