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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生态系统绩效研究专题导读

俞孔坚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面对全球，特别是中国大范围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设计生态学应运而生：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关系，修复、重建甚至创造基于

自然的生态系统，已经成为当下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途径。 人类有关生态科学的研究成果、古老文明的生态智慧积

累和当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设计生态的三大灵感源泉，使设计的生态具有基于自然的、以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为导向的、科

学和艺术完美结合的特质。 本专栏发表了对若干人工设计生态系统的绩效研究，研究结果已经给设计生态学在解决中国当下

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前景带来希望，尤其在城乡大规模生态修复方面显示出广泛的应用前景。 设计生态学必将成为生态文明时

代的一门崭新而极富挑战的新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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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多篇文章报道了对若干人工设计的水生态系统的综合生态绩效研究，所以称为设计生态的绩效研

究。 此外另有文章报道讨论了以生态系统服务为导向的水生态空间红线的划定方法和流域的景观基质特征

对地表径流及水质的影响。 这些研究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基于自然的解决途径（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ＮＢＳ）的绩效研究和构建方法，并有关于自然解决途径的综述报道，从概念这一个层面反映了国际上的研究

进展。
所谓设计的生态（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ｅｓ）是对应自然的生态而言，是以综合生态系统

服务为导向而设计的人工生态系统和生态关系。 有别于生态设计（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强调设计的生态性

和对自然环境的最少冲击，设计的生态则强调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的设计性，强调人类主动设计和创建的生

态系统的过程和成果。 地球已经进入人类纪（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它的每一个角落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人类的设

计及其行为的影响，由此出现的生态系统便是所谓的人类纪生态系统（Ｎｏｖｅ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大到国土空间作为

一个生态系统的设计、都市区和城市生态系统的设计，小到一条河、一块湿地、一片森林、一个公园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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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人类的设计都在直接营造一个生态系统并对系统之外的生态关系产生着影响。 五千年的过度开垦，给
中国大地留下了一系列不堪重负、生态系统服务严重恶化的生态系统和资产。 因此，设计生态学的任务就是

修复、重建甚至创造国土和城乡生态系统，使其能够为人类提供高品质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生命承载、
环境调节和文化及精神服务。 研究设计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关系，研究如何构建设计的生态，探讨设计生态一

般规律的学问就是设计生态学（Ｄｅｓｉｇ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２］。
设计本身是一种创造活动，设计生态学的创造或创作源泉和灵感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生态科学，西方

文艺复兴之后的学科细分和系统实证研究，为理解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之间的生态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设计创作

源泉。 宏观如景观生态学给国土生态系统的修复和再造，提供了空间格局设计的依据。 微观如利用群落生态

学和植物生态学知识来配置物种，并使其能高效地吸收和净化污染水体和土壤中的元素；其二是人类生存经

验的生态智慧，在这方面，中国文化堪称不竭之宝库，诸如中国农业传统中的造田智慧、理水智慧、施肥智慧、
作物轮作和间作智慧，正是这些中国五千年农业文明所积累的传统生态智慧，使中国的设计生态学可以在国

际上独树一帜，并为解决当代世界性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提供了中国式的解决之道；其三是当代人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除了安全和物质需求外，最重要的就是美学和艺术的介入。 在人类纪生态系

统的设计中，如果没有美和艺术，这个生态系统就是不完整的，其所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是残缺的，因而也

将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毕竟人类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主导一切的改造和创造自然的活动。 因此，设计生态学

是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近 ２０ 多年来，北京大学和土人设计从上述三个设计的创作源泉出发，在海内外设计并建成了近 ５００ 多个

设计的生态系统，这些设计大多具有实验性，因而也被称为生态系统的实验设计（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并且

都有机地融入到城乡真实的自然、文化和社会生态系统。 实际观察和研究这些建成人工生态系统的服务质

量，建立设计元素与系统功能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这本身也是设计生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推广和不断优化

设计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专栏发表了其中若干人工设计生态系统的生态绩效研究，虽然在数据样本和时

间的持续性方面都有待深入和精确化，但研究结果已经给设计生态学及其在解决中国当下生态与环境问题的

前景带来了鼓舞和希望，尤其在城乡大规模的生态修复和海绵城市建设方面，显示了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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