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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伟，陈蝶，角媛梅．加强梯田景观综合研究，促进山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第十届全国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梯田景观专场述评．生态学报，
２０２１，４１（８）：３３２５⁃３３２９

加强梯田景观综合研究，促进山地系统可持续发展
———第十届全国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梯田景观专场述评

卫　 伟１，２，∗，陈　 蝶１，角媛梅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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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第十届全国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古都西安隆重举行，分会场之一的“梯田

景观生态与可持续管理”首届学术研讨成功举办。 专场分国际和国内两个半场，来自国际梯田景观联盟组织（ ＩＴＬＡ）、世界银

行、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罗维尼亚、英国、布隆迪等知名机构的 ９ 名学者线上分享了精彩报告，国内专场有中国科学院、中国

农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相关机构的学者和研究生及地方梯田管理部门的专家与会。 国内

外同行围绕全球典型区梯田景观及其边界的遥感识别与高精度制图方法、梯田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梯田水文过程的同位

素示踪、梯田遗产保护与维持机制、梯田撂荒与因灾损毁等面临的突出挑战及其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 通过本次研

讨，凸显了加强梯田景观生态研究和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鉴于梯田在山区人地关系和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特殊地

位，以及在“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在创新科学研究和解决实践问题时需要综合考量自然过程和人文

驱动的综合作用；同时认为未来梯田多功能景观及其可持续管理需要强化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生态经济学、区域政策学等多学

科的交叉结合，为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科技支持与智力服务。

关键词：梯田景观；时空格局；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补偿；文化遗产；可持续管理

随着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相继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理念进一步深入人

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论断写入十九大报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全新时代。 在这重要历史

时刻，第十届全国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 日在古城西安隆重举行。 会议主题是

“流域景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由开幕式、特邀报告、分会场报告、闭幕式等环节组成。 １１ 个

分会场的 １７０ 个报告分别围绕景观生态学的新领域与新方法、景观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三维景观格局与生态环境过程、生态修复与土地综合整治、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与海岸带景

观管理、梯田景观生态与可持续管理、大数据与城市可持续性、城市景观生态与人居环境改善、寒旱区景观变

化与生态保护等议题深入研讨，全面展现了我国景观生态学领域的最新进展。
其中，梯田景观生态专场首次出现在本次大会。 鉴于梯田景观在全球生态效益和民生福祉中的重要地位

与贡献、以及新形势下梯田科学研究与实践管理面临的突出挑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卫伟研究员

联合云南师范大学角媛梅教授共同召集了本次“梯田景观生态与可持续管理”专场，旨在深入研讨梯田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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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为促进国内外同行交流与跨境合作提供更为集中的平台。 分会场分为国际和国内两个

半场，２２ 名来自全球多家单位的科学家、梯田管理和保护专家作了精彩纷呈的分会场报告，分享了他们在梯

田景观领域的重要进展和独特见解。 国际学者通过国际连线方式进行线上交流，国内学者则采取现场汇报的

形式，线上线下累计 ３００ 多名人员参加了专场论坛，取得预期交流效果。

１　 分会场基本情况

１．１　 国际专场

本次会议邀请到世界梯田景观联盟组织、世界银行、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英国、斯罗维尼亚和非洲布隆

迪等 ６ 个国家的 ９ 位国际友人分享了他们在梯田景观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国际专场召开之前，专场牵头

人卫伟研究员扼要介绍了发起本次国际梯田景观研讨会的初心使命和背景意义、以及参会的国内外重要代表

和嘉宾，同时回顾了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首届世界梯田景观大会在云南红河召开并成立国际梯田景观联盟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ＴＬＡ）以来的历届国际大会（２０１２ 年秘鲁、２０１６ 年意大利、２０１９
年西班牙）的大致情况，并通报第五届国际梯田景观大会将于 ２０２３ 年在不丹举行。

随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Ｐａｏｌｏ Ｔａｒｏｌｌｉ 教授作了题为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农业梯田：以先进监测系统更好了解和减轻退化

现象）的报告。 他首先以意大利一处已成为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农业梯田景观区为案例，探讨了气候变化和

土地废弃导致土壤侵蚀加剧和梯田退化的现象。 在他看来，为保护脆弱的梯田景观，需要对其进行长期的监

控（包括使用如激光扫描仪和无人机等的先机遥感技术），而遥感无疑可以协助评估和监测梯田系统变化的

程度和趋势，但由于地形崎岖和植被的影响，单一高分辨率地形（ＨＲＴ）技术的应用受到限制。 认为需要使用

基于不同方法和采集平台的数据（如机载多频 ＧＮＳＳ 接收器获取无人机（ＵＡＶ）和后处理运动学（ＰＰＫ）数据）
进行融合以获得准确的 ＤＴＭ，而这些 ＤＴＭ 可以较为精准的反映梯田景观的真实表面粗糙度，从而避免了数

据缺失问题。
国际梯田景观联盟组织总协调人 Ｔｉｍｍｉ ＴＩＬＬＭＡＮＮ 先生的报告题目是 Ｒｅ⁃ｅｎｃｈａｎｔｉｎｇ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ｆｏｒ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迷人的梯田景观，服务可持续的未来）。 他首先介绍了全球梯田的历史起源，如考古大

发现认为 ６０００ 年前在也门山地已出现梯田景观；中国在 ５０００ 年前也有较大规模的梯田出现，而地中海、南美

安第斯山区的梯田约出现于 ４０００ 年前。 同时认为梯田景观多出现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较高的地区，
并分析了全球不同梯田区的语言多样性、农作物的多样性及其历史起源。 他认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梯田景观

以最壮观和最富有生命力的形式影响着土壤、水文和坡面地形的变迁过程。 然而在工业化时代下，与自然的

分离导致了农村土地的逐步荒废，而用于种植粮食的梯田景观转变成了类似工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种植园，使
得梯田粮食耕作制度受到多重威胁：比如单一种植模式、水土资源污染、粮食种植利润低和乡村贵族化。 最后

介绍了国际梯田景观联盟的创建及发展过程，并展示了建立于 ８００ 年前的印加梯田实验中心及菲律宾伊富高

梯田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
佛罗伦萨大学助理教授 Ｊｅａｎ Ｍａｒｉｅ ＮＳＡＢＩＹＵＭＶＡ 报告的题目为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 ｉｎ Ｂｕｒｕｎｄｉ：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ｒｕｎｄｉ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ＬＲＲＰ）（布隆迪的梯田：
佛罗伦萨大学在布隆迪景观恢复和复原力项目中的经验）。 他首先介绍了布隆迪梯田的现状、退化原因、人
口结构以及布隆迪在国家尺度上对梯田景观的恢复措施。 接着介绍了布隆迪景观恢复和复原力项目

（ＢＬＲＲＰ）的实施以及佛罗伦萨大学在该项目实施中所获得的重要经验，认为科学合理的梯田建设有利于有

效防控侵蚀、保障粮食安全并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同时指出梯田修建前需要进行科学的设计，以避免坍塌和滑

坡的发生，并且在梯田修建后需要结合水文模型和遥感技术对梯田景观进行长期监测。
奥地利旱作石坎梯田项目执行主任 Ｒａｉｎｅｒ ＶＯＧＬＥＲ 博士做了题目为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ｒｙ－ｓｔｏｎｅ ｗａｌｌ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ｗｉｎ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奥地利的葡萄酒产区石墙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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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的衰落和最近几十年的复兴）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奥地利旱作石坎梯田的历史沿革、分布范围及其

利用方式，她指出奥地利在公元 １６ 世纪时其梯田面积就已达到 ２８００ｈａ，并重点介绍了瓦豪（Ｗａｃｈａｕ）、杜罗河

（Ｄｏｕｒｏ）等奥利地知名旅游地和世界文化遗产区的梯田景观，探讨了其修建历史及其存在的问题。 整体来

看，鉴于当地的地形气候条件和文化背景，目前奥地利旱作石坎梯田主要以葡萄园梯田为主，但受气候变化和

市场经济的影响，出现梯田大量撂荒的现象，而这种现象还在持续发生。
罗马第三大学建筑学院的 Ｇｉｏｒｇｉａ ＤＥ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副教授作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ａｌｆｉ Ｃｏａｓｔ （ Ｉｔａｌｙ）：

ａ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意大利阿马尔菲海岸的景观：一个濒临灭绝的天堂）的报告，介绍了当地五渔村梯田

（Ｃｉｎｑｕｅ ｔｅｒｒ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尽管这个地区的梯田已经于 １９９７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但当前五渔村梯田依然面临着突出的制约和挑战。 主要问题也是全球不少梯田区的共性问题，如传统农业高

花费低收益，农业人口老龄化，较高的火灾和山体滑坡风险，难以依靠政府政策来维修梯田等。 紧接着，英国

利兹大学 Ｍａｒｇｈｅｒｉｔａ ＥＲＭＩＲＩＯ 教授同样以意国五渔村梯田为核心案例，围绕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ｏｆ ｗａｌｌｓ：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探索梯田景观的社会生活方面），介绍了五渔村梯田的社会生活，重点

谈及当地的经济收入来源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指出梯田旅游业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每年接待来自全球

不同地区的 ３５０ 万游客。 但旅游业的发展会导致游客过量的风险，并会加剧当地梯田景观对滑坡和洪水等自

然灾害的脆弱性。
意大利国家科学委员会大气科学与气候研究所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ＳＡＲＤＥＬＬＡ 副研究员以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ａｎｄ⁃

ｂｕｉｌｔ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 ｉｎ Ａｅｏｌｉ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ｔａｌｙ：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意大利伊

奥利亚群岛手工修建的梯田景观遗产：文化景观保护的最佳实践范例）为题，介绍了当地伊奥利亚群岛的地

质特征和梯田分布格局，受干旱和高强度降雨增加等气候变化因素影响，当地的梯田景观及其文化遗产已经

受到较大损害。 他同时介绍了当地旱作石坎梯田的损毁程度和维护状况，以及在未来变化环境下如何更好开

展梯田保护的具体措施。 随后，意大利特伦托景观观测研究所的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ＣＯＳＮＥＲ 博士紧接着报告了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ｉｎｏ， Ｉｔａｌｙ（意大利特伦蒂诺的梯田景观图集），Ａｌｂｅｒｔｏ ＣＯＳＮＥＲ 博士的团队

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间，通过调查 １４６ 个市州的 ６２７００ｈｍ２ 土地，出版了 １６ 个地图集，完成了 １０４４０ ｈｍ２ 的梯田制

图。 在展示意当地梯田景观图集的同时，也介绍了特伦蒂诺梯田农业区乡村景观保护的十项措施。 最后，来
自斯罗维尼亚著名学府卢布尔雅那大学的 Ｌｕｃｋａ ＡＺＭＡＮ ＭＯＭＩＲＳＫＩ 博士报告了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Ｏｕｔｌｏｏｋ（梯田景观和可持续管理展望），在分析可持续性概念提出背景及发展历程

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当地梯田景观特点、梯田区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社会价值。
１．２　 国内专场

国内专场的报告者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所、中
国农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以及河北涉县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和

基层梯田管理者，专场由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角媛梅教授主持。 与会的科学家和研究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了主题交流和汇报。
不同尺度梯田识别技术和空间定量制图。 其中之一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的孙文义

副研究员，他作了基于高分影像的黄土高原梯田机器识别方法及其应用的报告，介绍了黄土高原地区的梯田

分布特征、梯田提取技术及其面临的难点。 指出通过 １５ｍ 分辨率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 卫星影像，采用面向对象技术和

机器学习识别算法，可以有效提取梯田整体边界。 若利用 ２ｍ 分辨率的高分影像数据，可通过提取 ＰＣＡ 主成

分增强拉普拉斯边界特征，进行二值化分离，进而提取梯田内部田坎，并进行滤波去噪和平滑处理。 最后根据

实测的约 ２４ 万 ｍ２的梯田面积进行验证，精度达 ９６．６％。 随后，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俞乐副教授，做了题

为中国 ３０ 米梯田制图的精彩报告。 他首先介绍了目前梯田制图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及难点，重点分享

了利用 ２０１８ 年遥感影像，以农田区域为训练样本（覆盖 ９９．９９８％的农田区域），通过在全国地图上生成六边形

分布的网格，并在六边形区域内随机产生五个点作为验证样本，得到全国梯田分布，并发现梯田面积约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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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面积的 １ ／ ３ 左右。
以华北太行山、黄土高原和东北黑土区为代表的旱作梯田研究。 其中，河北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

贺献林介绍了以王金庄为核心的涉县旱作石坎梯田系统的景观特征及其生态价值。 当地梯田于 ２０１４ 年被农

业部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２０１９ 年被农业部推荐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并介绍了涉县旱作

梯田 ７００ 年的时空变化和一年四季的景观转换特征，森林 ／灌丛－石堰梯田－村落－河流 ／河滩地的空间垂直分

布景观结构的生态价值，空间碎片化分布格局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交错分布

的复合景观格局，对提高系统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中国农业科学院温艳茹博士后选择黑龙江海伦市，通过

历史遥感影像、野外调查和村民访谈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历史，利用无人机和 ＧＰＳ 测量研究切沟形态发育过

程，结果发现水保措施和退耕还林后，多数切沟趋于稳定，但仍可见林下有活跃沟头。 不合理的梯田设计，疏
于维护促进切沟侵蚀。 梯田有倾斜坡度或梗缺失，会改变汇水线或增大了汇水面积。 最后提出对梯田增修截

留土坝的建议。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博士后陈蝶报告的题目是梯田景观的生态效益与可持续管

理，首先介绍了甘肃定西梯田、河北涉县梯田和云南哈尼梯田三个典型区坡改梯田对土质的影响及其分异规

律；然后聚焦黄土高原梯田，介绍了黄土高原梯田总体发挥的生态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土壤养分随环境因子的

变化规律，并通过问卷访谈调查探讨了黄土区梯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以云南哈尼为代表的南方稻作梯田研究。 其中，云南大学李艳波副研究员基于问卷调查，通过对倾向于

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务工目的地选择、务工者农忙时返乡选择及影响因素和务工者汇款回家等的调查，分析

梯田核心分布区劳动力转移特征；通过对农业劳动力的结构特征、农户尺度梯田的变化和集体资源管理等方

面，分析哈尼梯田核心分布区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刘澄静围绕哈尼梯田景观格局对地表

水同位素组成和效应的影响，介绍了利用氢氧同位素分析地表水氢稳定同位素组成特征、时空变化特征以及

于海拔的关系，发现景观类型影响着地表水稳定同位素组成差异，而景观格局则影响着地表水稳定同位素海

拔效应差异。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助理高璇基于哈尼梯田世界遗产区农民的滑坡风险感知与应对意愿，选择了

老虎嘴景区进行问卷访谈，发现影响哈尼梯田区农民风险感知的个人因素是年龄、教育程度及受灾情况，滑坡

灾害响应的主要风险感知维度是受灾情况、灾害预防感知和信任度。 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杨艳芬汇报了全球

水稻梯田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进展，首先介绍了全球尺度水稻梯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
水稻梯田控制土壤侵蚀、影响水稻生长和虫害调节等方面的作用，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水稻梯田生态系统服务

研究方法的差异性。 为实现区域水稻梯田种植的可持续性提供依据。
梯田生态补偿、文化遗产及其面临的挑战等问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某承副研究员介

绍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梯田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型之一。 并介绍了

梯田的生物多样性，对水土资源的有效管理，四素同构的垂直景观，多样的农业文化等。 但传统梯田面临公共

基础设施薄弱、维护成本高昂、机械化程度低、产业结构单一、劳动力流失严重、传统知识传承困难等问题。 最

后，介绍了基于农户激励的生态补偿标准的设计方法。 卫伟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梯田多功能景观及其面临的

挑战，首先介绍了梯田多功能景观的概念及其能提供的调节、供给、支持和文化服务；然后详细讲述了梯田景

观面临的若干挑战：包括梯田空间信息识别、提取与大尺度刻画的难度，梯田和植被耦合机理研究的滞后，梯
田应对极端暴雨⁃洪水能力的不足导致许多地区出现了梯田的损毁和退化，梯田形态、所处位置与太阳辐射和

农业生产力的关系，量化梯田文化服务及对人类福祉的贡献，社会⁃生态复杂系统驱动的梯田负面效应等。 并

扼要介绍了中国梯田和全球梯田的起源和分布特征，特别是各大洲不同地区梯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梯田的

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分享了有关梯田景观可持续管理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２　 梯田专场学术启示

梯田作为重要的农业景观和文化遗产［１⁃２］，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分布［３］，梯田景观是人与自然耦

合的典范，也是人类与恶劣自然条件长期抗争中探索出适应山地生态系统的特有方式，数千年来发挥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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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生福祉和生态效益［３⁃４］。 据我们调查测算，目前全球范围至少 ７４ 个国家存有大量壮美的梯田景观，并使

全球数以亿计的人口获益。 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全国 ２ ／ ３ 的陆地面积属于山地生态系统，梯田范围更为广

阔，目前除新疆、上海和澳门外，其他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范围内均发现有梯田景观存在。 尽管北方梯田多

是建国后农业学大寨时期的大规模建设产物，但南方和北方局地的梯田很多已有千年以上历史，既是古老文

明的见证，也是科学创新的景观，对生态系统服务、粮食安全和人类福祉的贡献卓著［５⁃６］。 在这一背景下，我
们召集的“梯田景观生态与可持续管理”分会场，作为一个新主题首次出现于中国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期
望对于推动和强化梯田景观实践与理论综合研究、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梯田学者与管理者交叉合作、最终为

服务山地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应有作用。 事实上，当前广泛提及的“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中的“田”，在山地生态系统中无疑多是梯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结合分会场国内外知

名学者、博士后和研究生们的报告，提出未来梯田研究的重点内容和方向。
第一，梯田研究的切入点和丰富程度很高，并呈现更为综合和多样化趋势。 具体内容涵盖梯田高分遥感

定量识别技术、不同时空尺度梯田制图、梯田生态系统服务量化评估、梯田效益综合监测与模拟、梯田区水文

过程、梯田滑坡侵蚀等风险调查与预测评价、梯田核心区人口学与劳动力转移问题、梯田文化遗产与生态旅

游、梯田生态补偿与可持续管理等多个方面。 地理范围则不仅涉及中国黄土旱区、东北黑土区、华北土石山

区、南方红壤区、云贵高原等山地梯田区，还涵盖欧洲地中海、非洲干旱山地等多种地质地貌和气候区的梯田

景观，空间尺度从局地、流域、到区域、国家和全球，梯田利用方式则囊括北方农业旱作、南方水田稻作、生态恢

复林、经济林梯田以及退耕撂荒草地梯田，同时包括石坎梯田、黄土梯田、黑土梯田、反坡梯田、隔坡梯田、水平

梯田、坡式梯田等多种形状结构和本底材料的梯田模式。 研究的具体手段包括定位观测、模型模拟、问卷调

查、航空遥感、统计年鉴和社会经济分析，多学科交叉和多方法运用的特征十分明显。 因此，鉴于梯田景观生

态问题的复杂性和耦合效应，在实际研究中，需要综合考量自然过程和人文驱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综合效应，
充分发挥自然生态、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人文政策，兼顾科学家、决策制定者、基层管理者、农户和利益相

关者等多种背景人员的关切与优势。
第二，以景观生态学的格局⁃过程⁃效应⁃服务⁃尺度为基本理论和研究框架，深入结合社会⁃自然⁃生态系统

的综合指标体系和定量研究方法，瞄准当前梯田景观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重要挑战和难题，开展

联合攻关研究。 重点有针对性加强梯田生态保护修复对策措施研究，探讨高质量梯田景观的多功能效益与可

持续管理之路。 事实上，由于现代科技革命和新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全球各地大多数地区的梯田生态系统

面临撂荒废弃和消亡的威胁［７］，需要通过对梯田景观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建立梯田生态系统长期自我维

持的机制，实现梯田多功能景观的永续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为典型区域社会⁃经济⁃生态协同发展、促进乡村振

兴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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