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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削弱生态系统服务，也会造成美学价值的下降。 景感生态学从物理感知与心理认知出发探究生

态系统服务特点，有助于剖析生态环境损害特征。 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角度，结合案例对恶臭物质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

等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的内涵进行分析，并对生态环境损害典型案例中造成的美感、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风感、方向感和

心理反应等负面影响进行了研判。 研究发现，大多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都会破坏生态系统美学价值，给人类感知造成较大冲击；
在发现和处理生态环境损害事件过程中，按照人类感知类型汇集的居民感觉信息是一种重要的数据来源。 总之，采用景感生态

学的研究方法既有利于加强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理解，从而提升保护生态的动力，也有利于抵制生态环境损害行为。
关键词：景感生态学；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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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随着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与赔偿已经成为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１］。 ２０１６ 年原环境保护部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以下简

称《总纲》）中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一般性原则、程序、内容和方法，其中将生态环境损害定义为：
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

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２］。 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完整性，生态系统的局部受损将

导致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各类原生态功能的丧失。 例如，农田生态系统既作为重要食物来源，也提供着气候

调节、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 观光农业、池塘养殖等休闲娱乐活动的日渐兴起也增加了农田生态

系统的文化服务价值［３］。 反之，化肥农药等污染及其他损害行为会破坏农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降低这一系

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而矿山开采对山体景观破坏带来的视觉冲击，黑臭水体散发的异味对居民嗅觉的影

响，噪声污染扰动了动物栖息地的宁静等。 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具有不同层次的表现，始终是生态学研究的热

点。 景感生态学从物理感知与心理认知的角度分析生态系统服务，是联系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的桥

梁，对研究分析生态环境损害特征，进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４⁃５］。
本研究将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角度出发，应用景感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梳理生态系统服务的内

涵与生态环境损害的特征；从生态环境损害典型案例解析生态系统美学价值受损对居民感官上的反应及其共

性规律，进一步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１　 从景感生态学视角分析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惠益，包括生态系统对人类可以产生直接影响的供给服务

（提供水资源、食物和能源等）、调节服务（固碳释氧、调节气候、污染物净化、地下水补给、病虫害控制等）、支
持服务（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等）和文化服务［６］，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

用［７］。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态系统提供的非物质惠益，即文化服务，
包括休闲、旅游、文化遗产和美学价值。 这些功能以人的主观感知和需求为核心，从而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和

精神文化水平［８］。 其中，生态系统美学价值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审美关系［９］，生态系统的

美学特征包括连贯性、干扰性、自然性、历史性、复杂度、人工管理、视觉尺度、可辨识度以及动态变化九个方

面，各个美学特征对景观美学价值拥有不同的影响方式。 例如：通常认为景观自然性越高、自然景观所占比重

越大，所带来的视觉美感度也越强烈；较为开阔的视觉尺度也会带给人们良好的美学感受。 生态系统的美学

质量主要基于人类感受，不仅取决于视觉审美感受，也受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１０］。 生态系统的美学质量

可以直接影响人居环境，反之，人类面对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或污染时做出的应激性反应也可以反映出生态环

０６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境损害的程度。
景感生态学基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从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认知、社会经济、过程与风险等相关方

面，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４⁃５］。 景感生态学理论中将人类的感知划分成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
觉、风感、方向感和心理反应等八个类型［１１］。 如恶臭物质污染、噪声污染与光污染等生态环境损害将对人们

的嗅觉、听觉、视觉等产生不悦，降低人居环境质量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２　 生态环境损害与感官体验下降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下降的感官体验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两种类型。 与其他损害不

同，生态环境损害一般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１２］，会对许多物种、栖息地、生态系统服务及人类使用和非使

用价值带来不利影响［１３］。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是人类，许多服务价值也就具有了主观色彩，强调美学

价值的损失［１４］。 文化服务是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精神和娱乐利益，如知识系统、社会关系和审美价

值［１５］。 人类的情感变化、活动强度等都能够直接反映文化服务的损害与否及其强弱。
人类运用感官感受外部事物的方式不同，对生态系统服务损害情况的感受也就可以从多个方面反映出

来。 例如：ＰＭ２．５ 对老年人的智力有严重影响，包括单词回忆、语言能力和方向感等［１６］；空难事件中飞机坠毁

导致的航油泄漏、机上其他污染物或爆炸产生的次生污染物的扩散等对公众的心理与行为产生负面影响［１７］；
在噪声污染事件中，住宅楼内持续发出的噪声干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会影响到居民的听觉与心理反应。 正

如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拆分的，人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物理感知功能作为一个系统

是也是无法拆分的，而且常常是相互影响的。 比如古树名木、传统民居、历史街区被拆除，城市记忆最终消失，
这类情况属于城市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损害甚至丧失。 城市景观缺乏地域和民族特色，丧失个性和创造性，
也缺少艺术感召力和审美的魅力，会导致人们在心理上产生疏离与厌倦的情感［１８］。 下面分别从恶臭物质污

染、噪声污染与光污染三种不同的生态环境损害类型对应人的嗅觉、听觉与视觉等三个基本的感觉进行举例

论证。
２．２　 恶臭物质污染环境空气

恶臭物质种类繁多，来源广泛。 迄今为止，凭人的嗅觉即能感觉到的恶臭物质有 ４０００ 多种，对人体呼吸、
消化、心血管、内分泌及神经系统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其中芳香族化合物如苯、甲苯、苯乙烯等还能使人

体产生畸变、癌变，影响人群感受、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１９⁃２１］。 除此之外，恶臭物质十分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和

大脑的思维活动，使人烦燥不安，思想不集中，工作效率降低，判断力和记忆力下降。 我国恶臭强度分为 ６ 个

等级，从 ０ 级表示无臭至 ５ 级表示剧臭逐级递增［２２］。
近年来，我国因恶臭污染导致的城市生态环境损害案例不断增多。 由于制药、皮革加工、废油回收加工等

企业的有机溶剂的使用和消耗强度很大，其异味和恶臭污染问题十分突出。 例如，江苏省湟里镇的废油回收

加工厂产生的含油滤渣污染了周边水域，臭气熏天，周边的居民区、学校、医院深受其害，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

生活［２３］；天津某知名生物制药企业由于制药原料的成分复杂，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污染较为严重［２４］；
杭州市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周边人口密集，周边五公里范围内有多个环境敏感点（居民小区、农田、村庄等）居
民反应强烈。 臭气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企业和工厂需严格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强对恶臭的监测

与治理。
２．３　 噪声污染居民区与动物栖息地

随着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建筑的发展，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家庭电器设施的增多，环境噪声也日益

严重，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也逐渐加重［２５］。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的统计数

据表示，噪声扰民问题举报占全部举报的 ３５．３％，仅次于大气污染，排第 ２ 位［２６］。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生态环境部公

布了 ５ 月全国“１２３６９”环保举报的办理情况，其中噪声污染举报占比 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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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不仅会干扰人的正常作息、影响其工作效率，从而损伤人的听觉器官，导致人体不同程度的生理和心

理上的危害，也会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除此之外，噪音对

动物，尤其是鸟类的正常生活也会产生严重影响，许多水鸟比人类对噪声更敏感［２７］，轻则使鸟类受惊飞走，重
则使其丧失通讯能力，影响其中群间的交流，使得鸟类的群落结构失衡。 １９８９ 年 Ｒｅｉｊｎｅｎ Ｒ．学者对荷兰主要

道路的交通对草原鸟类繁殖密度的影响研究表明，１２ 种鸟类中有 ７ 种密度降低，并且密集的高速公路网络对

鸟类的总密度也有很大的影响［２８］。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经常引起诸如与邻居的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因此应该主要集中在提高居民意识的举

措上，如提高居民对邻里噪声的认识和关注，并采取预防措施。 如今迅速发展的“森林疗养”活动的好处之一

便是森林中密集的林木能够消除自然环境中的一些有碍人类健康的噪音，使人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可以得到

休息和调整［２９］。
２．４　 光污染植被和景观

光污染一般是指现代城市建筑和夜间照明产生的溢散光、反射光和眩光等对人、动物、植物造成干扰或负

面影响的现象。 国际上一般将光污染分为三类：白亮污染、人工白昼和彩光污染［３０］。 城市化越明显，光污染

越严重。 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２０１６ 年的刊文研究发现：光污染导致目前地球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看不到

夜空中的银河［３１］。 光污染危害人的健康，也会造成生态危机：人工白昼的高温会伤害昆虫和鸟类，破坏夜间

活动昆虫的正常繁殖过程；破坏植物体内的生物钟节律、碍其生长、影响休眠，导致其茎或叶变色，甚至枯死。
此外，星空不仅代表着极致的美，更是一种珍贵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光污染导致星空逝去、天文台一迁再

迁。 由此可知，空中、陆地甚至水中的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光污染的影响［３２］。 光污染影响生态平衡，会导致生

态系统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与文化服务都受到负面影响，从人的感官表现上来说，八种类型的感

官也都会受到负面影响［１１］，可见光污染的影响范围之广。 但与其他环境污染不同，光害停止时污染也会随即

消失，所以无法定量化评估光污染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下降［３３］。 因此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从生

态角度考虑光污染问题，控制照明设施的使用［３４］。

３　 生态环境损害案例中的感官影响

３．１　 生态系统服务受损对感官的冲击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下降直接或间接降低了人的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受，并给

心理感受形成一定负面影响。 表 １ 统计了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损害的案例，并将其涉及的感官影响按景感生

态学的中的人类感知类型进行划分。
３．２　 生态系统服务损害对物理感知与心理认知的影响

根据表 １ 的典型生态环境损害案例的统计，影响视觉的事件有 １４ 起、听觉 ８ 起、味觉 １ 起、嗅觉 ５ 起、触
觉 ０ 起、风感 ４ 起、方向感 ０ 起、心理反应 １４ 起。 其中最能影响到人类感官的生态环境损害有违规捕捞、非法

破坏植被等行为，这些行为直接造成生态系统美学价值的丧失，并主要表现在对人类视觉的影响。 此外，在表

１ 的生态环境损害案例中，除常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外，居民的感觉也能够表征不同生态系统服务损害的状

态，大部分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害都会引起居民的不同程度的心理反应与视觉水平上的反应。 包头南海子空

难事件中，飞机撞击、爆炸、航油泄露产生了一系列的污染物与次生污染物，对水质、底泥和生物都造成了严重

污染，进而对整个南海子的水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导致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水源涵养、美学价值等生态系统

服务下降或丧失。 人们能够从视觉上直观地感知水质、生物多样性与美学价值的损害，产生的噪声影响人的

听觉，污染物扩散过程中产生的气味影响人的嗅觉。 在对公众意见的调查中，污染严重、生态恢复成本高、缺
失休闲娱乐的去处等对公众的心理反应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景田邮政楼玻璃幕墙光污染事件中，大面积的玻

璃幕墙反射的强烈光线带来光污染，使本来正常生活的人目眩、视线模糊，进而影响人们的工作学习效率、损
害身心健康，对群众的视觉与心理产生了负面影响。 东洞庭湖投毒猎杀候鸟案中，涉案人员多次非法投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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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对国家保护的候鸟进行毒杀，严重损害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物种贮存、美学价值、科研价值等服

务，公众能够从视觉上直接感知生物多样性与美学价值的下降。 此外，严重的后果使公众对保护野生动物的

态度更加慎重，影响了公众的心理反应。

表 １　 典型生态环境损害在感官上的表现案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ｓｅ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序号
Ｎｏ．

案例名称
Ｎａｍｅ

受损对象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

受损生态系统服务
Ｌｏ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感官影响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１ 内蒙古包头空难南海子公园
受损

湿地公园
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水源涵养、观赏
价值；美学价值

视觉、听觉、嗅觉、心理
反应

２ 山东青岛莱西小沽河盗毁防
护林

生态防护林
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护岸护
堤等；美学价值

视觉、风感

３ 福建省南平市葫芦山非法开采、
破坏植被

生态公益林
林地植被生态系统服务：林木产品、固
碳释氧、涵养水源、土壤保持、净化空
气；美学价值

视觉、风感、心理反应

４ 海南海石实业建设灰沙环保砖
厂设备噪声、违规排放污染物

大气环境、声环境
粉尘、废烟等污染大气，易进入人体肺
部，噪声影响人的听觉，危害人体健康

视觉、听觉、嗅觉、风感、
心理反应

５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海域违
规出海作业

海域生态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食品生产、原料生
产、生物控制

视觉、心理反应

６ 广州嘉富房地产公司商品房噪
声超标

声环境
噪声干扰休息和睡眠；损伤听觉、视觉
器官

听觉、心理反应

７ 湖南省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投毒杀害野生候鸟

生物多样性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物种贮存；美学价
值、科研价值

视觉、听觉、心理反应

８ 贵州戈家寨水库筑坝拦水 水生态
河流生态系统服务：供水、通航、灌溉、
养殖

视觉、味觉

９ 岳阳县东洞庭湖非法捕捞水
产品

生物多样性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净化水质、促进水
藻生长、为鱼类提供食物；美学价值

视觉、听觉、嗅觉、心理
反应

１０ 青海省玉树市三江源地区非法
交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服务；美学价值 视觉、听觉、心理反应

１１ 岳西县鹞落坪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违法建设水电站

自然保护区生态 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服务；美学价值
视觉、听觉、风感、心理
反应

１２ 上峰建材公司排放废气 大气环境
污染空气，危害人的健康；对植物造成
危害

嗅觉、视觉、心理反应

１３ 景田邮政楼玻璃幕墙光污染 光环境
人会出现目眩和视线模糊的情况，影响
学习和工作效率；美学价值

视觉、心理反应

１４ 江苏仁信作物保护技术有限公
司排放合成车间废气

大气环境
废气污染空气，危害人的健康；对植物
造成危害

嗅觉、视觉、心理反应

１５ 上海首例光污染纠纷案件（路灯
刺眼） 光环境

严重影响住户休息，对正常生活环境造
成不利影响

视觉、心理反应

１６ 天津东南新城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声环境
持续的噪声排放干扰居民正常生活并
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听觉、心理反应

空气质量状况、垃圾处理、绿化率等能够影响居民的幸福感。 表 １ 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人们能直观地从视

觉上感知空气污染、地表水污染、垃圾堆放、绿地景观破坏等生态环境的损害，因此公众的感觉与意愿，也可以

作为环保工作开展的依据［３５］，有助于制定出相应的生态恢复策略。 此外，这些动态数据表征着大量生态系统

状态信息，也隐喻着各类生态系统中的成分以及关系的复杂性，进一步反映了人类活动和环境响应之间密切

的关系［３６］。
公众对生态系统具有多样化的感知渠道和表达方式，公众参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 对生态系统

美学的评估可参考景观美学评价的常用方法，即心理物理学方法，建立环境刺激和人们感觉、知觉和判断之间

的关系，通过测量公众对风景的审美态度，获得美景度量值，然后将景观进行要素分解并测定各要素量值并建

立美景度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模型［３７⁃３８］，从而得到环境受到损害的程度、影响范围等结果。 此外，还可采用

社会调查法，即入户调查和网络问卷等方式。 这些评估方法都是对人们心理感知的应用。

３６９　 ３ 期 　 　 　 吕晨璨　 等：基于景感生态学认知的生态环境损害问题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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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与建议

４．１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应关注感官影响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工作中，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性质和持续时间不同、受损生态环境

的复杂多样化，其损害价值量化的内容与方法也较为复杂［３９］。 景感生态学强调关注人的物理感知及心理认

知，从景感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损害，能够更有效地帮助人们理解生态系统本身的服务，并且

对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尤其是美学价值能够得出针对不同的感官感知的认识，进而研究生态环境损害的特征

并对其进行评价。 从多角度出发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认识，可减少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损害，进而降低

其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保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更好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４０］。
此外，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传统、偏好及文化的差异性，
并将其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加以关注。
４．２　 利用动态感知捕捉生态环境损害信息

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生态环境信息数据的产生与收集逐渐加快，人们不仅能够通过自身的感知获

得生态信息，也能利用环境物联网技术获取社会生活中以及野外自然保护区中的环境质量信息数据和动态变

化［１１，４１］。 在运用景感生态学原理研究生态环境损害的问题时，需要利用更多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大气、
土壤、声音、风以及其他环境元素的动态数据，对于远程、实时监测城市生态环境损害、预测并量化损害程度十

分重要［１１］。 此外也应该充分利用居民的感觉数据，这些数据蕴含人类活动信息和生活质量信息，居民对生态

环境质量下降后的感受也可以作为判定生态环境损害的依据，进一步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提供数据

支撑。
景感生态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中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与

量化，从人们的物理感知与心理认知的角度出发，通过收集和分析城市环境动态数据及居民感官感知的相关

数据，能为管理者和规划者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数据，从而制订实施合理的生态恢复策略，提高人们保护生态环

境的意识，更好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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