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读

我国生态环境脆弱，经济高速发展和巨大的人口压力带来的高强度资源开发，导致

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显［１］。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山水林田湖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

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２］。 为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满足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需要特推出本专刊。
本专刊在系统分析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点总体布局及与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关系的基础上，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生态保护修复的理论体系研究、方
法与技术体系构建、国家试点工程实践经验总结和实体模式提炼三个方面进行了充分

的梳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整合，并对目前保护修复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及关键科学问题进

行了深入剖析。 希望该专刊的出版能为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理论

支撑、技术指导和实践参考。

一、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理论支撑研究

目前关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科学内涵与支撑理论仍需进一步凝练。 本刊文

章［３］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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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４］明确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以生

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修复等专项规划，以保障国家生态屏障和重点生态功能

区健康安全为目标，在景观尺度上，统筹考虑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优化国土空间布

局，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关系，对退化、受损和毁坏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活动的科学内涵；探究了已经实施的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的布局特征与技术策略。

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方法与技术体系构建

文章［５］明确了系统治理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必然选择，提出了关键要素控制与全要素耦合

相结合的治理思路，依据结构⁃功能复杂度、要素关联紧密度及其认知，将山水林田湖草治理系统分为形态系

统、级联系统、过程⁃响应系统、控制系统等四级递进系统，从流域内和流域外的空间视角出发，提出了基于“目
标⁃约束⁃成本”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系统性评估方法。 文章［６］探究了政府与市场中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过程的各类政策干预中的作用与政策工具的干预方式，并对适用范围进行界定，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的规划、工程设计等提供了量化效益评估方法。 文章［７］以“压力⁃状态⁃响应”为主线构建了不同时空尺度

上山水林田湖草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认知框架，剖析了生态系统服务应用与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中的关键问题。 文章［８］辨析了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市场化生态补偿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生态补

偿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作用及实现的方式、明确了适用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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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文章［９］提出了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监测的技术路线与监测体系。 文

章［１０］提出了“传统生态智慧—模式提炼—增强设计—运行检测—模块技术—现代生态修复工程”的研究和

实践路径，将传统农耕生态智慧进行了增强设计，形成了模块化的当代生态工程技术，用于大面积国土生态修

复，尤其是以水为核心的生态过程与景观的生态修复。

三、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点工程实践经验总结和实体模式提炼

文章［１１］以典型矿山废弃地为例，构建了遵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共治的“依山就势”重塑地形、“因势

利导”疏导水流、“柔性防护”稳定边坡的粤北南岭废土堆立体生态修复模式，提出了相应的场地平整、清污分

流、土壤改良、边坡生态袋植生、立体植被配置等生态恢复关键技术；建立了包括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环

境及净化水质 ４ 个方面的生态效益评估模型，为粤北南岭山区及类似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共治提供技

术支撑。 文章［１２］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景观脆弱度分析得到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空间分布，确定需要生态

修复的重点流域；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角度，辨析保护与发展的冲突区，明确保护与修复的优先区域；为山

地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与决策管理提供参考。 文章［１３］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宜按照“山为骨、水为脉、林田湖草为肌体”的脉络进行布局，并依据海拔高程自上而下，在“山岭” “谷地”
“江河”分区分层采用差异化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模式，并从拓展生态功能、实施自然资源确权制度、全面试

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生态补偿和制度创新及长效管控机制。 文章［１４］运用物能循环、能量转化的生

态学原则对受损生态系统关键问题进行诊断，明确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中各要素（子系统）在生态

过程中相互影响关系，厘清了泰山地区矿山开采（地质受损）—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景观失调的生态受损

与退化机制，提出了“地貌重塑、植被重建、水环境重构、景观重现”的生态恢复思路。 文章［１５］ 基于生态系统

服务重要性提取生态源地，结合土地覆被类型与地质灾害敏感性，构建生态阻力面，并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与电路模型提取生态廊道。 以生态修复模拟方法识别障碍点与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并提出不同分区的修复

策略。 文章［１６］提出管控、修山、治水、护渠、复绿、整地、扩湿等综合性生态修复策略，并提出应加强综合景观

管理的优化建议。 文章［１７］从黄土高原典型流域生态系统特征及存在的生态问题出发，提出流域生态系统修

复治理的核心理念：宏观规划调控与局地修复调整相结合、区域生态功能提升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由“头
痛治头、脚痛治脚”转向“整体把脉，系统治疗”、由“开刀治病”工程治理向“健康管理”自然恢复逐步引导理

念。 文章［１８］针对该区域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流域的系统性着眼，探讨了试点区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思路及目标，并提出应从水环境、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长江岸线、污染土地、废弃

矿山、江河湖库生态修复，三峡地区濒危动植物保护，江河沿线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机制体制创新等方面入

手实施具体修复措施，探索构建“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区域联动、部门协同”的生态保护修复体系。
文章［１９］从参与主体、整合要素、运行保障、实施目标等方面总结了青藏高原多部门跨区域协同、多要素综合、
多渠道协作、多目标耦合的山水林田湖草联动治理模式与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实践框架。 文章［２０］根据区域

生态功能的重要性构建“一江一带一区一屏”的闽江流域总体生态安全格局，提出了闽江水环境综合治理、干
支流沿岸带水土流失防治、矿区废弃土地修复、武夷山地等重要生态屏障构建及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主

要任务及相应工程措施。 文章［２１］选取保护区作为生态源地，结合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整体连通性指数，分析

潜在生态廊道的结构组成及源地重要性，探讨研究区潜在生态网络“山水林田湖草”空间分布，重点从流域生

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提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对策。 文章［２２］ 利用空间叠置分析法定量分析该地区“山
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各要素间的关联性，解构各要素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程度，并量化其依存关系，提出

了长白山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保护修复策略，针对其系统性和整体性特征实施相应的保护和

治理对策。 文章［２３］以生态地位、退化现象及成因为切入点，结合已开展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总结了典型生

态保护修复措施，提出了祁连山区生态修复的策略与建议。 文章［２４］基于土壤保持、矿山分布密度等 ８ 个指标

的生态修复体系，分析了陕西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划定了陕西省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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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综合分区方案。 文章［２５］对比分析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前后景观指

数的变化，分析了工程实施的综合效益，提出了重视赣州市自然生态系统斑块破碎化严重地区、水质出现波动

较大的河流断面以及农田生态系统受土壤重金属污染威胁较大县区的优化保护修复策略。 文章［２６］以宁波市

为例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并以生态安全格局指导生态保护与修复。 文

章［２７］诠释了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山、治污、增绿、固沙、扩湿、整地的技术措

施，提出了跨区域、跨部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修复协同理念，为加快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和水源涵

养功能区建设、绿色奥运廊道和京津生态屏障的建设提供了生态保护修复策略。 文章［２８］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

的评价结果，识别了区域关键生态问题，明确了生态保护修复的布局与安排。 文章［２９］通过对流域生态系统格

局和生态系统质量状况分析、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估和生态问题识别，构建了流域生态安全格局。 在识别

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区域的基础上，研究了生态系统格局优化、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

和生态功能提升等科学问题。 在系统分析流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探讨矿产开发、农业

开发等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破坏的机制，提出加强水环境治理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矿区生态修复等保护对

策。 文章［３０］构建集流域、陆地和人类活动为一体的生态保护修复框架，为解决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修复工程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系统的解决方案。 文章［３１］ 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建立了区域生态阻力

面。 利用 Ｊｅｎｋｓ 自然断点法，分析生态修复优先级，提出分区治理重点和对策。 文章［３２］ 从流域生态特征与功

能出发，分析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功能稳定性，基于最小阻力模型构建生态网络，
结合识别出的退化生态源，构建了整个流域的生态格局，提出生态保护修复建议。

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的制约瓶颈及关键科学问题

文章［３３］评述了北美洲和欧洲的再野化实践，通过比较研究提出基于再野化的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的新思路，包括战略层面的 ５ 项转变（从还原论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工程性修复转向保护优先和自

然恢复为主、从项目尺度转向景观尺度、从短期试点转向长期实践、从政府主导转向多方参与）和行动层面的

５ 项建议（开展荒野和再野化基础调查、保护仅存的高价值荒野地、探索“城⁃乡⁃野”系统性再野化途径、以荒

野保护区和再野化区域为核心建立大尺度景观保护网络、开展基于再野化的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 文章［３４］

从区域生态学的角度，基于生态空间评价理论，综合构建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框架与区域尺度生态修复空间辨

识指标体系，包括生态质量、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健康 ３ 个方面 １８ 个指标。 文章［３５］提出在未来设计和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时，要充分考虑自然规律、地理地带性差异和气候因素对生态系

统的影响，并且加强建设生态综合监测和工程评价体系，根据未来不同的气候变化情景制订不同的措施，并依

据气候动态预估来适当调整措施，使得生态工程能发挥出最大效益，以保证修复工程的系统性、区域性和整体

性的建议。 文章［３６］分析了我国现行的 ３５０ 多项涉及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标准种存在体系不统一、
内容交叉重复、协调性差、发布时间长、关键标准缺少等问题，提出了未来应结合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工程实践，提出以矿山、水环境、森林、农田、湖泊、草原、湿地、海洋、农村、城市等为对象，以生态问题

和修复工程为重点，围绕生态目标控制、调查监测评价、规划设计、工程技术、生态维护管理等功能需求，统一

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 文章［３７］通过乌梁素海流域的分析案例为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与修复关键区域的识别提供了定量分析方法，为流域尺度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

和修复提供了参考。 文章［３８］在辨析生态、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内涵的基础上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了生

态系统退化机制及驱动力，总结了国外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所依托的先进理论和技术方法，为我国生态系统

保护与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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