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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与动态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２０１１０９２８７０
卫伟，吕一河．发展区域生态学理论与方法，服务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第二届全国区域生态学学术研讨会述评．生态学报，２０２０，４０（２４）：
９２６０⁃９２６３．
．

发展区域生态学理论与方法，服务美丽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
———第二届全国区域生态学学术研讨会述评

卫　 伟１，２，∗，吕一河１，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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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在举国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建成美丽中国、实现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之际，第二届全

国区域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至 １１ 月 ２ 日在古城西安隆重举行。 来自全国 ５０ 多家单位的

近 ６００ 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大会，其中约 ４００ 人参加了线下现场交流，共话

区域生态学的创新与发展。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由中国生态学学会区域生态

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长安大学共同主办，承办单位包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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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长安大学土

地工程学院、陕西省生态学会、陕西省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及延安大学生态学科等多家单位。 大会由开幕式、
特邀报告、分会场报告、闭幕式以及会后科学考察等多个环节组成，大会期间学术气氛热烈、场场爆满、交流充

分，成为一次成功而多元的学术盛会。

１　 大会基本情况

１．１　 开幕式

　 　 开幕式由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副所长许明祥主持，水保所冯浩所长和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

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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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利顶主任分别致开幕词。 冯浩研究员

介绍了水保所的历史沿革及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中的历史贡献与重要成就，期待国内外学者继续关注和

支持区域生态建设与水土保持领域的创新发展；陈利顶研究员代表中国生态学学会热忱欢迎来自国内各单位

的专家学者，并扼要回顾了最初成立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的设想与初衷，指出鉴于区域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亟
需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亟需区域生态学理论方法的革新与完善，号召青年科技人员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勇挑区域生态学研究重担，在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和美丽中国建设中勇于担当，锐意进取，履行科学

家的神圣职责与光辉使命。
１．２　 特邀报告

本次大会邀请我国区域生态学领域 ６ 位著名科学家做了特邀报告。 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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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傅伯杰院士、国家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研究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

所李锐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彦随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王克林

研究员、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袁文平教授。 ６ 位科学家的报告内容丰富、高屋建瓴、堪称学术大餐，议题囊

括了区域生态的理论方法与学科发展等信息，研究区域从黄土高原到西南喀斯特地区、从特定区域拓展到全

球生态系统，给参会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以丰富而深刻的学术启迪，留下了深刻印象。
傅伯杰院士以“社会⁃生态系统研究进展和展望”为题，基于人类世背景和人地系统耦合的理论框架，重点

阐述了社会⁃生态系统的核心研究内容，结合典型案例深刻阐述了复合人地系统的基本结构、动态特点、弹性、
恢复力与脆弱性演变、尺度效应和管理模式，最后提出了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和未来

的主要方向。 高吉喜研究员系统阐述了当前区域生态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机遇与挑战，探讨了生态域⁃生态受

体⁃生态供体的理论框架体系，指出鉴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复杂性与交互影响，当前区域生态学的理论体系

和技术方法尚不完善，有待结合现实需求、谋求技术进步和理论发展，以便提高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综合能

力。 李锐研究员围绕黄土高原过去 ７０ 年的区域水土流失治理成效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将治理阶段划分为因

害设防（１９４９—１９８０ 年）、综合治理（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和生态修复（２０００ 年后）三个阶段，系统阐述了不同阶段

的发展特点和生态保护成就，并提出了未来生态保护与建设中需要坚持的几个要点。 刘彦随研究员围绕黄土

高原三生空间优化和高质量发展，回顾了黄土高原历史治理措施和实践，系统阐述了治沟造地和土地综合整治

的重要价值，提出了基于生态⁃生活⁃生产空间组合优化的绿色发展制度与格局优化模式。 王克林研究员以喀斯

特地区生态系统到区域生态治理为主要议题，阐述了区域可持续生态学在理论研究、生态恢复、石漠化综合防治

技术模式开发中搭建科学家、政府决策和居民福祉桥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袁文平教授基于全球遥感视野

和相关技术，以全球大气水分亏缺变化对植被生长影响为题，深入阐述了全球尺度上大气干旱的时空演变格局

及其对全球植被生长与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及相关主导生态功能的影响，为宏观生态学研究做出了示范。
１．３　 分会场报告

本次会议在主题设计时兼顾了区域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创新和不同区域宏观生态环境的差异性与特色，共
设有“区域生态学的进展与方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与流域生态安全”、
“高原山地生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农业主产区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城市化生态环境效应与区域生

态安全”、“湾区与海岸带生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西南脆弱区生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８ 个分会场。 来自

全国 ４５ 家科研院所及高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分享了自己的科研进展，开展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和交流互动。
其中，第一分会场的 １３ 位报告人围绕区域生态学前沿热点及理论方法体系，从土地利用动态模型及预测

方法、区域人地耦合关系、典型县域景观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响应、区域水足迹与植被动态变化的驱动机制、
北方旱区生态变化与区域效应等多个方面开展了深入研讨，案例区涉及西南山地、陕北与甘肃黄土高原、陕南

秦巴山地以及蒙古高原等多个重要地区，方法学层面囊括了资料集成、文献计量、遥感解译、野外观测、定位模

拟、模型推演和大数据集成等多种技术手段。
第二分会场共有 ２０ 位报告人，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

国地质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以及地方学会，报告聚焦黄土

高原和黄河流域水沙变化、荒漠化防治、水土保持、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径流衰减、土壤水分布、生物结皮、
农户生态保护行为、黄河三角洲区域盐分养分耦合迁移及调控等多重视角，研究尺度从小区、县域、流域到区

域，探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措施，强调面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需求，后续不仅需要加

强生态过程和格局的多尺度研究，也需要加强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集成研究。
第三分会场的 １０ 位报告人重点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与流域生态安全进行交流。 研究内容涉及湖泊富营

养化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流域景观结构与水质的关系、水生态系统净化能力对生物配置的响应、特定城市生态

系统服务权衡与情景模拟、水库消落带生态演变与功能重建、生态网络构建与风险管控、山区植被水分利用策

略与调控机制、城市河流浮游动物与环境关系、太湖水华风险与污染负荷治理等多个方面。

１６２９　 ２４ 期 　 　 　 卫伟　 等：发展区域生态学理论与方法，服务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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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会场则聚焦青藏高原生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高寒山区生态水文观测网络、高寒草地生

态系统多功能性与海拔梯度特征、围栏效应及对策、高寒冻土区生物结皮与土壤水关系、土壤可溶性氮格局对

不同水热梯度的响应、藏东南植被动态及其驱动、青藏地区植物样带化学计量稳定机制、农牧业发展碳足迹、
不同草地碳储量评估模拟、土壤酶活性响应格局、青藏高原社会生态系统与极端气候、植被地理格局边界迁移

等重要议题，内容宽广而系统，对于认识青藏高原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运转规律具有重要推动意义。
第五分会场主要围绕农业主产区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进行深入研讨，议题包括黄土高原苹果产业发展

与环境影响、新鲜葡萄产业高品质调控与可持续发展、东北地区生态系统与干旱脆弱性、流域面源污染协同治

理实践、旱区农田盐渍化危害与调控、西北地区微塑料污染及环境界面过程、全球旱地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对干旱

响应的整合分析、矿区周边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光谱测定、特定地区金属矿产含量的遥感反演模拟等重要

内容。
第六分会场集中探讨了城市化地区生态环境效应与生态安全问题。 来自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天津城建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们围绕城市与城市群地区生态安全辨析方法、生态安

全视角下主城区职住空间格局、城市海岸带生态敏感区管控、城市道路尘土重金属污染及溯源、京津冀城市群

气候环境效应、生态网格构建及格局优化、新冠疫情对闽三角城市群空气质量的影响、城市群游憩服务效率评

价及其多层次生态安全动态评估等具体内容，为打造安全舒适、生态宜居的城市群提供智力支持。
第七分会场以湾区与海岸带生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针对滨海湿地、东南沿海、粤港澳大湾区以及

南海陆海交接区的突出生态风险与环境问题，开展深入系统研讨与分析。 来自广州海洋大学、暨南大学、中国

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广州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的专家教授们分别展示了在南海西北高污染海域的水体光谱控色分析、基于沉积记录的生态系统动态特征、
大湾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与实施路径、红树林强碳汇恢复模式、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生态修复方式、大
湾区野生动物声纹在线监测技术应用、中国沼泽湿地退化与气候变暖的关系、河口咸水入侵对城市群宜居性

及生态系统的挑战、特定植物在湾区生态修复中的使用、滨海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与社会生态位研究

等众多议题和内容，为湾区和涉海陆地生态安全和发展服务。
第八分会场瞄准制约西南脆弱区生态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重点聚焦喀斯特山地石漠化风险及

其防治、土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与生物调控机制、植被恢复与人工造林对喀斯特土壤碳汇的影响、基于遥

感的地表水供给服务量化分析、喀斯特地貌土壤有机碳时空分异特征、页岩气开发对植被和土壤侵蚀的影响

机制等重要内容和议题开展系统探讨，部分内容还涉及到云南国际河流流域水文模拟与极端降水分析，为实

现西南脆弱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思路和智慧。
１．４　 闭幕式与野外科考

闭幕式由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吕一河研究员主持，专委会秘书长卫伟研究员对本次会议做了扼要回

顾与总结。 经过一天半集中研讨和充分交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达到预期交流效果。 会议宣布第三届全国

区域生态学学术研讨会将于 ２０２２ 年在南京大学举办。 同时，本次会议在国内著名期刊《生态学报》和《陕西

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分别设立“区域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专题和“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
专题，接收与区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高质量稿件。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区域生态专委会委员会

议，讨论下一步区域生态学的发展、平台建设问题以及活动安排等其他重要事宜，大会闭幕式后还开展了秦岭

科考与区域生态调查等活动，实现了理论探讨和外业实践的有机结合。

２　 会议亮点与学术启示

本次会议是中国生态学学会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二次全国性学术盛会。 从会议的规

模和参会人员组成来看，总体可以研判我国区域生态学在新的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科

研队伍也在迅速增长；研究范围和涉足空间也有较大拓展和丰富，研究手段亦呈现更加多样和更趋先进之趋

２６２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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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事实上，由于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强烈的时空异质性和多要素错综交互的耦合性［１⁃４］，尤
其在当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叠加影响的大背景下，区域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系统的交织作用或

将产生更多难以预测和更加棘手的新问题［５］。 定量揭示区域生态运行发展规律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亟待发展更

有效的综合手段和分析方法，以提升综合解决关键问题的能力，并服务国家发展和区域实践需求［６⁃７］。
结合大会特邀报告专家视野和各分会场科学家及部分研究生的报告，我们能够看到本次会议大致呈现以

下几大亮点和进展。 第一，多学科交叉和多方法运用的特征更趋明显。 鉴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区域生

态问题的复杂性和耦合效应，在考虑解决区域生态问题时，需要综合考量自然过程和人文驱动力的综合作用，
并以此为视角，发展面向多元实际的综合集成技术和模型预测方法。 实践中，需要充分发挥自然生态、社会

学、经济学、地理学、人文政策等多种背景人员的积极参与，并将科学认知、技术进步与区域乃至国家宏观政策

有机融合。 第二，以区域异质性和空间规划为基础，开展有针对性的特定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融合国家

和区域发展战略，探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高度融合之路。 譬如，本次会议涉及到的我国几大重要区

域主要有以黄土高原为主体的黄河流域、地处我国政治文化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地区、以中华水塔著称的青

藏高原为主体的西南生态脆弱区、以农业高效产地为主体的涉及我国多个省市的粮食主产区、以海岸带和滨

海湿地为特色的东南沿海与粤港澳大湾区、以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稠密为代表的长江经济带地区等，具有极

强的区域分异特色和针对性。 第三，以中青年科学家为主体的区域生态学研究队伍正在加速壮大和成长。 从

本次与会的人员来看，超过 ８０％的与会人员为青年科学家和研究生代表，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正在积

极荣加入到区域生态学的研究中来，从而为我国区域生态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与强劲动力。
展望未来，我们殷切期待区域生态学研究能够更加紧密结合国家与重点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的理论及实践

需求，进一步明确学科定位和研究边界，丰富完善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创新研究方法，深入强化自然科学、社
会学、生态经济学、区域政策与可持续性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和人才队伍培养，在促进区域生态学不断深

化的同时，实现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城乡环境保护和区域人⁃地和谐可持续发展提供高水平科技支撑与决策

依据的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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