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脆弱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专栏

导读

我国是世界上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ꎮ 我国

生态脆弱区大多位于生态过渡区和植被交错区ꎬ处于农牧、林牧、农林等复合交错带ꎬ也是目前生态问题最为

突出、经济欠发达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ꎮ 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已然成为当前重要的国家战

略ꎮ 然而ꎬ我国脆弱生态系统分布面积大ꎬ再加上人口压力大、城镇化快速发展、资源的高强度开发等ꎬ生态环

境保护压力巨大ꎮ 因此ꎬ加强脆弱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ꎬ提高生态系统质量ꎬ构建国家生态安全保障体系ꎬ是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ꎮ 新时代如何做好生态保护与修复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

的热点问题ꎮ 面对面积广大、类型多样的脆弱生态系统ꎬ如何做好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规划、如何加强对生态

本底和生态现状的动态监测、如何提高监测手段和强化多源数据融合、如何提升对我国脆弱生态系统的生态

规律和机理过程的进一步认识ꎬ仍需要长期深入和系统的研究ꎮ
本专栏汇集了近两年国内脆弱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最新研究进展ꎬ内容丰富ꎬ既涵盖区域生态安全格

局和生态风险评估方法ꎬ也包括不同典型脆弱生态系统格局变化特征、生态系统稳定性维持和生态系统服务

形成机制ꎮ 就生态系统类型而言ꎬ涉及林草交错带、高寒草甸、滨海湿地、干热河谷和荒漠草原等典型脆弱生

态系统ꎮ 系列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脆弱生态系统ꎬ以制定对应的管理方案和对策ꎬ对指导脆弱生态

系统保护与修复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专栏主要研究领域如下:
一、生态安全格局ꎮ 崔丽娟等[１]探讨了我国滨海滩涂湿地时空格局变化和驱动机制ꎬ发现我国滨海滩涂

湿地面积在过去 ３０ 年减少了 ４２.９８％ꎬ建议通过出台严格的法规政策以促进滨海滩涂湿地的可持续发展ꎮ 袁

换欢等[２]分析了大兴安岭林草交错区的植被变化趋势及影响因子ꎬ认为人类活动因子对植被的影响作用不

容忽视ꎬ建议合理调控农牧业以改善该区域植被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ꎮ 陈翔等[３] 从整体上阐明了大尺

度生物土壤结皮分布与植被、土壤间的交互关系ꎬ结果可为评估、保护和修复生物土壤结皮提供科学依据ꎮ 尹

辉等[４]预测了人类活动干扰下骆驼刺的适宜生境分布ꎬ认为年降水量、人类活动强度和高程是影响骆驼刺分

布的重要原因ꎮ 赵正嫄等[５]发现青藏高原综合生态敏感性呈现西北向东南递减的趋势ꎬ可为青藏高原后续

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ꎮ 沈问苍等[６]建立了一套适合黄河流域中游地域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价体

系ꎬ评价结果显示宁夏以及陕西北部多数地区属于高风险区ꎬ低风险区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西南部

以及山西省西部沿线地区ꎮ 彭洁等[７]构建了生态安全格局并对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进行了识别ꎬ建立了“三轴

六区”生态安全空间分局优化体系ꎬ对该流域生态安全维护与生态系统修复具有指导意义ꎮ 勾蒙蒙等[８] 以三

峡库区大宁河流域为研究区域ꎬ发现植被覆盖度增加显著加强了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ꎬ而降雨量增加则显

著减弱了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ꎬ建议今后应更加注重对不同环境梯度区域内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的统

筹ꎮ 郑可君等[９]发现云南省 ２５ 个边境县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的林地、草地、湿地、冰川和永久性积雪面积在减小ꎬ
耕地、灌木地、裸地、人造地表、水体面积在增大ꎬ并指出该区域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增加ꎮ 王争磊等[１０] 发现山

西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生态安全环境明显改善ꎬ但总体生态安全水平仍较低ꎬ认为县域生态安全水平演化存在路

径依赖现象ꎬ需创新发展模式以实现路径突破ꎮ 以上研究对理解脆弱生态系统格局、动态及生态安全维持、生
态风险调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二、典型脆弱生态系统生态规律和稳定维持机制ꎮ 李善家等[１１]主要从荒漠植物组织器官功能性状特征、
功能性状权衡策略、功能多样性组分及测度三个方面综述了荒漠植物性状权衡策略与功能多样性研究的进展

脉络ꎬ并勾勒了未来荒漠植物功能性状及多样性研究的新方向ꎮ 初鼎晋等[１２] 比较了祁连山生态交错区甘沟

小流域自然灌草地和人工乔木林在土壤理化性质、草本植物多样性及植被指数的差异ꎮ 王星等[１３] 发现了宁

夏盐池县荒漠草原人工柠条的冠层效应增加了草本植物的物种丰富度指数ꎬ使得草本植物的保育作用对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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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ꎮ 李登峰等[１４] 发现岷江上游干旱河谷中的岷江柏(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ｃｈｅｎｇｉａｎａ)通过采取多种适应策略应对干旱、低温等环境胁迫ꎮ 龙启霞等[１５]探究了生态恢复对干热河谷石漠

化地区土壤有机碳及组分、团聚体以及团聚体有机碳的影响ꎮ 刘玉祯等[１６] 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

西海镇的高寒草地为研究对象ꎬ通过设置中等放牧强度下不同放牧家畜组合放牧以及围封试验ꎬ发现中等放

牧强度下牦牛和藏羊 １∶２ 混牧是青藏高原高寒草地较为理想的放牧方式ꎮ 李雪萍等[１７] 通过对甘南州退化高

寒草甸 ３ 个主分布区进行多点采样ꎬ发现该区高寒草甸随退化程度加深ꎬ草地优势种消失ꎮ 陈帅等[１８]发现冠

层气孔导度是描述黄土区苹果树水分利用过程响应大气驱动的最适变量ꎮ 以上研究可为荒漠、石漠、高寒草

甸、干热河谷以及生态交错区植被重建、土壤质量提升和生态修复提供理论支撑ꎮ
三、脆弱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ꎮ 李佳等[１９]预测到 ２１ 世纪 ５０ 年代秦岭地区羚牛(Ｂｕｄｏｒｃａｓ ｔａｘｉｃｏｌｏｒ)

适宜生境总面积将减少 ３４.８５％ꎮ 王永珍等[２０] 发现高寒草甸退化程度影响了地表节肢动物多样性对放牧方

式的响应模式ꎬ适当放牧有利于提高其多样性ꎮ 曾飞越等[２１] 发现科尔沁沙地的蚁丘随着沙丘的固定和生境

的恢复ꎬ蚁丘密度分布差异缩小ꎬ而直径和高度差异依然显著ꎮ 姚秋翠等[２２] 总结了棘冠海星(Ａｃａｎｔｈ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ｃｉ)爆发原因、爆发阈值、周期与持续时间ꎬ指出轻微提高幼体成活率的环境变化将导致成体数量的大幅增

长ꎮ 以上研究可为脆弱生态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和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科学依据ꎮ
为满足脆弱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国家战略需求ꎬ«生态学报»将长期开设本专栏ꎬ以充分展示国家生态

格局形成和演变规律、生态系统退化机理、生态系统稳定维持和生态服务形成机制以及气候变化对脆弱生态

系统的影响和响应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重要应用实践ꎬ供相关决策者、管理者和研究者交流与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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