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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恢复生态学的概念、近期的发展趋势与前沿命题、传统生态学理论在生态恢复过程中的应用及恢

复生态学的社会性等核心问题展开论述。恢复生态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迄今尚无统一的定义。代表性的

有 3 方面的学术观点。第 1 种强调受损的生态系统要恢复到理想的状态; 第 2 种强调其应用生态学过程; 第

3 种强调生态整合性恢复。笔者认为, 恢复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

技术与方法、过程与机理的科学。从近年的国际恢复生态学大会来看, 恢复生态学研究近期主要有 3 个方

面的发展趋势。一是强调自然恢复与社会、人文的耦合。认为恢复生态是全球性的, 不只是自然的过程, 应

有全社会的支持, 包括政治、经济和人文的介入。二是强调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要跨越边界。有

效的生态恢复实践在地域上要求多地区甚至是多国家的合作, 在理论上要求多学科的交叉与耦合。三是强

调以生态系统为基点, 在景观尺度表达。随着环境和经济问题的全球化, 生态系统和景观尺度的恢复生态

学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04 年第 15 届国际恢复生态学大会的会议主题已定为: 恢复、景观与设

计。在当前研究趋势的基础上, 提出了恢复生态学当前研究的 6 个前沿命题: 恢复生态学的学科理论框架

研究、恢复生态系统的功益研究、生物多样性在生态恢复中的作用研究、生态恢复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

生态恢复立法研究和生态恢复与社会、经济的整合性研究。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是一项十分复杂的

系统工程, 尤其需要生态学理论的指导。多数生态学理论已被应用于恢复生态学的研究与实践。结合实例,

着重阐述了生态系统演替理论在生态恢复中的应用。恢复生态与全球变化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越来越多的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但多数研究仍停滞在定性研究阶段。在广东的恢复生态学研究表明, 广东省从 1986 年

至 1998 年, 植被覆盖从 26% 到 51% , 新造林绿化的植被每年可吸收、固定广东省年排放CO 2 量的一半。人

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不仅要求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同时亦要求实现人类社会与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必须同时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率的三重优化。中国科

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生态中心在中国热带、南亚热带进行的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研究历时 30 余

年, 所产生的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各个实验站点均已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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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 ive key po in ts of resto rat ion eco logy w as discussed in th is paper, w h ich are the concep t of

resto rat ion eco logy, the cu rren t trends of resto rat ion eco logy, the app licat ion of tradit ional eco logy theo ry

in the p ract ice of eco logical resto rat ion and the social characterist ic of resto rat ion eco logy.

R esto rat ion eco logy st ill has no general defin it ion, as a young sub ject. T here are m ain ly th ree schoo ls

abou t it. T he fist schoo l emphasizes that the degraded eco system shou ld be resto red in to ideal sta te. T he

second schoo l h igh ligh ts the p rocess of app lied eco logy. T he th ird schoo l in sists the in tegrat ive

resto rat ion. T he au tho r th ink s that resto rat ion eco logy is a in tegrat ive sub ject to study the reason and

p rocess of the degradation, and the m echan ism and techno logy of resto rat ion.

T here are th ree m ain trends of resto rat ion eco logy study, based on the recen tly in ternat ional

resto rat ion eco logy conferences. F irst ly, cu rren t resto rat ion eco logy study h igh ligh ts the in tegrat ion

betw een natu ral resto rat ion and social cu ltu re. Eco logical resto rat ion is a global study and p ract ice. It

needs the suppo rt of no t on ly natu ral science study bu t also social, econom ic and cu ltu ral developm en t.

Secondly, resto rat ion eco logy study emphasizes the in tegrat ion bo th in physical area and in theo ry. T he

efficien t resto rat ion needs the cooperat ion of several regions, even nations in a region, and the in tegrat ion

of differen t discip lines in science. T h irdly, the p rocess and resu lt of eco logical resto rat ion m ust be

exp ressed in landscape w ith eco system as a standpo in t. M o re and mo re emphasis of eco logical resto rat ion

study w as pu t on eco system and landscape scales, w ith the globalizat ion of environm en tal and econom ic

p rob lem s. T he m ain dom ain of 15th in ternat ional resto rat ion eco logy conference has been confined as

“R esto rat ion, L andscape & D esig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 rren t trends, 6 ho t top ics of resto rat ion eco logy w ere given ou t: the study

of the theo ry fram ew o rk of resto rat ion eco logy; the assessm en t study of the eco system service of resto red

eco system; the ro le of b iodiversity in resto rat ion; the react ion betw een resto rat ion and global change; the

ro le of law in resto rat ion and the in tegrat ion study of resto rat ion, econom y and society.

T he resto rat ion and reconstruct ion of an eco system is a comp lex system engineering, especially

needing the direct ion of eco logical theo ry. M o st of eco logical theo ries have been w idely used in the study

and p ract ice of resto rat ion. W ith a case study, the app licat ion of succession theo ry in eco logical resto rat ion

w as h igh ligh ted. M o re and mo re emphasis has been pu t in to the in tegrat ion study betw een global change

and resto rat ion, bu t mo st of the studies w ere qualita t ive studies. T he resto rat ion study in Guangdong

p rovince show s that the fo rest coverage has raised from 26% in 1986 to 51% in 1998. T he new developed

fo rest abso rbs half of discharged CO 2 in Guangdong P rovince per year.

T he harmon ious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 t of hum an society and natu ral environm en t requ ires the

realizat ion of bo th sustainab le eco logical environm en t and the developm en t of social econom y. T hus,

resto rat ion study m ust focus on the realizat ion of eco logical, econom ic and social effects sim u ltaneously.

Sign ifican t econom ic and social effects b rough t abou t th rough resto rat ion and reconstruct ion of degraded

eco system 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in all of the experim en tal sta t ions funded by Sou th Ch ina Inst itu te of

Bo tany in low er sub trop ical Ch ina.

Key words: resto rat ion eco logy; concep tion; developm en t trend; succession theo ry; social benefits;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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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生态学是一门关于生态恢复的学科, 是应用生态学的一个分支。自A ber 和Jo rdan 于 1985 年提出

以来, 恢复生态学仅经历了 10 余年的发展历程, 但已成为国际生态、环境学界的重要研究分支之一。本文

仅就其定义、当前的主要发展趋势与若干前沿命题、传统生态学理论在生态恢复过程中的应用、全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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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与恢复生态学的交叉及恢复生态学的社会性等几个焦点问题展开综述。

1　恢复生态学的定义

恢复生态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迄今尚无统一的定义。代表性的有 3 方面的学术观点。

111　强调受损的生态系统要恢复到理想的状态

代表性的有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认为使一个生态系统回复到较接近其受干扰前的状态即为生态恢

复[1 ]。Jo rdan 认为使生态系统回复到先前或历史上 (自然的或非自然的)的状态即为生态恢复[2 ]; Cairn s 认

为生态恢复是使受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回复到受干扰前状态的过程[1 ]; Egan 认为生态恢复是重建某

区域历史上有的植物和动物群落, 而且保持生态系统和人类的传统文化功能的持续性的过程[3 ]。

112　强调其应用生态学过程

彭少麟等提出, 恢复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技术与方法、过

程与机理的科学[4, 5 ]。B radshaw 认为生态恢复是有关理论的一种“酸性试验 (acid test 或译为严密验证)”,

它研究生态系统自身的性质、受损机理及修复过程[6 ]; D iamond 认为生态恢复就是再造一个自然群落、或

再造一个自我维持、并保持后代具持续性的群落[7 ]; H arper 认为生态恢复是关于组装并试验群落和生态系

统如何工作的过程[8 ]。

113　强调生态整合性恢复

国际恢复生态学会 (Society fo r Eco logical R esto rat ion) 先后提出 3 个定义: 生态恢复是修复被人类损

害的原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及动态的过程; 生态恢复是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及更新的过程; 生态恢复是帮助

研究生态整合性的恢复和管理过程的科学, 生态整合性包括生物多样性、生态过程和结构、区域及历史情

况、可持续的社会实践等广泛的范围。第 3 个定义是该学会的最终定义[9 ]。

上述 3 方面的定义虽然有不同, 但其共同点均认为恢复生态学是研究退化或受损的生态系统的恢复

或重建, 是关于生态恢复的一门科学。而其不同点则反映了恢复生态学具有主观特征, 由于不同学者的着

眼点不同, 在恢复生态学研究中的过程和目标也就不同。

与生态恢复 (R esto rat ion)相关的概念还有:

重建 (R ehab ilita t ion)　去除干扰并使生态系统回复原有的利用方式。

改良 (R eclam ation)　改良立地的条件以便使原有的生物生存, 一般指原有景观彻底破坏后的恢复。

改进 (Enhancem en t)　对原有的受损系统进行改进, 提高某方面的结构与功能。

修补 (R em edy)　修复部分受损的结构。

更新 (R enew al)　指生态系统发育及更新。

再植 (R evegetat ion)　恢复生态系统的部分结构和功能, 或先前土地利用方式。

这些概念可看作广义的恢复概念, 一般所说的“恢复”实际上包括了这些内容[10, 11 ]。

2　恢复生态学近期的主要发展趋势与前沿命题

211　恢复生态学近期的主要发展趋势

21111　当前的恢复生态学强调自然恢复与社会、人文的耦合　恢复生态是全球性的, 不只是自然的过程,

应有全社会的支持, 包括政治、经济和人文的介入。2000 年在英国召开恢复生态学会国际大会, 其主题是以

创新理论深入推进恢复生态学的自然与社会实践。恢复生态学的实践依赖于其理论的创新, 而理论的创新

需要形成学科的交叉才能有效地进行恢复生态学研究。会议特别提出恢复生态学的生态哲学观, 强调恢复

生态学研究的自然与社会人文交叉, 强调科学工作者、政府、民众的充分合作。生态恢复在实施前应进行目

标设计, 过去的模式不一定是未来所需要的; 应该在充分考虑未来生态系统发展的基础上, 对恢复量化, 再

付之实践。生态恢复的价值不仅是局部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恢复, 更有全球意义, 应进行联网研究, 在不

同的尺度上研究。生态恢复的有效实施, 依赖于政治上的支持、立法的和相关的机构的保证。21 世纪是城市

的世纪, 城市的未来亦是人类的未来。城市的生态恢复不仅为自然景观问题, 还包括人文景观、历史景观、

文化与美感等, 应特别强调社区艺术。必须开展生态恢复教育, 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机会[12 ]。

21112　恢复生态学研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要跨越边界　2001 年召开的国际恢复生态学大

15217 期 彭少麟等: 恢复生态学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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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其科学主题是“跨越边界的生态恢复”, 会议的焦点集中在跨越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著名的“大湖

(Great L ake)”区域的生态恢复。就研究地域而言,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只有自然边界而没有政治边界

的, 自然地理区域的统一性决定了生态系统恢复行动跨越政治边界的必要性, 有效的区域或流域的生态恢

复往往需要多个行政区以至多个国家的共同参与。“跨越边界的生态恢复”在学术上包括了更为深刻的内

涵。在理论支撑方面, 恢复生态学的许多理论、方法来源于生物学、地学、经济学、社会学、数学等自然学科,

以及工程学、林学、农学、环境学等应用性科学。生态恢复的过程和机理研究, 必须从不同的空间组织层次

上来进行。恢复生态学涉及众多学科, 需要多学科的理论集成[13 ]。

21113　恢复生态学研究以生态系统为基点, 在景观尺度上表达　生态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概念, 是支撑生

态系统经营和管理的理论核心, 也是生态恢复实践的理论基础, 对生态系统的完整了解才是生态实践的重

要条件。2002 年在美国召开的第 14 届国际恢复生态学大会以“了解和恢复生态系统”为主题, 强调生态系

统是开展生态学以及其它分支学科研究工作的最基本和完整的单元, 只有认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才

能了解生态系统在各种环境, 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关心的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发展趋势。而生态恢复的实践也

是以具体的生态系统作为研究的对象[14 ]。随着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化, 生态系统乃至景观等大

尺度的研究日益成为恢复生态学新的研究热点。2004 年第 15 届国际恢复生态学大会的会议主题已定为:

恢复、景观与设计。

212　恢复生态学近期研究的若干前沿命题

由以上发展趋势的分析可以得出恢复生态学近期研究的若干前沿命题。

21211　恢复生态学的学科理论框架　目前, 自我设计与人为设计理论 (Self2D esign versus D esign T heo ry)

是惟一从恢复生态学中产生的理论[15 ]。恢复生态学应用了许多学科的理论, 但最主要的还是生态学理论。

这些理论主要有: 限制性因子原理、热力学定律、种群密度制约及分布格局原理、生态适应性理论、生态位

原理、演替理论、植物入侵理论、生物多样性原理、缀块2廊道2基底理论等等[16 ]。这些理论的进一步整合, 以

及新理论的引入和提出都是恢复生态学目前和今后的研究热点。

21212　恢复生态系统的功益　生态系统功益 (Eco system services) 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功能

(即生态系统中的生境、生物或系统性质及过程)中获取的利益[17 ]。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最终目标是恢复并

维持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由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多数不具有直接经济价值而被人类忽略。目前, 对生

态恢复的功益认识仅仅停留在定性阶段, 如何进行定量计算尚未有成熟的方法。近期由于生态经济学理论

的引入, 已有较好的突破。

21213　生物多样性在生态恢复中的作用　生态恢复中的一个关键成分是生物体, 因而生物多样性在生态

恢复计划、项目实施和评估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生态恢复的计划阶段就要考虑恢复乡土种的生物多

样性: 在遗传层次上考虑那些温度适应型、土壤适应型和抗干扰适应型的品种; 在物种层次上, 根据退化程

度选择阳生性、中生性或阴生性种类并合理搭配, 同时考虑物种与生境的复杂关系, 预测自然的变化, 种群

的遗传特性, 影响种群存活、繁殖和更新的因素, 种的生态生物学特性, 足够的生境大小; 在生态系统水平

层次上, 尽可能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如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之间的联系) , 尤其是其时空变化。

在恢复项目的管理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生物控制 (对极度退化的生态系统, 主要是抚育和管理, 对控制病虫

害的要求不高, 而对中度退化的生态系统和部分恢复的生态系统则要加强病虫害控制) , 然后考虑建立共

生关系及生态系统演替过程中物种替代问题。在恢复项目评估过程中, 可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对照, 从遗传、

物种和生态系统水平进行评估, 最好是同时考虑景观层次的问题, 以兼顾生境损失、破碎化和退化对生态

系统等大尺度的问题[18 ]。

外来种 (外来种是人类有意或无意引入的、非当地原生的物种) 在生态恢复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例

如, 广东省鹤山市在森林恢复过程中, 大量栽种从澳大利亚引种的马占相思、大叶相思等外来种作先锋种,

利用它们固氮、耐旱、速生等特点进行植被覆盖, 待其 3～ 4a 成林后再间种红锥、荷木等乡土种进行林分改

造, 大大地缩短了恢复时间, 并节约了成本[10 ]。但应在恢复、管理、评估和监测中注意外来种入侵问题, 关注

从外地再引入原来在当地生存的乡土种对当地群落的潜在影响[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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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 在生态恢复构建时, 如何设计在不同层次和时空尺度上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协同结构,

并利用其功能过程, 是一个广泛关注的课题。

21214　生态恢复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对于植被的破坏对加剧全球变化的真实性来说, 由于很难将全球地

史性的变暖与人为过程影响区分出来, 尽管已做了大量研究, 仍是以定性推论为主。

全球CO 2 倍增对植被的影响及植被恢复对其的响应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各界学者在

不同尺度上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和定性研究, 结果各异而未有定论。我国学者郑凤英、彭少麟等将M eta 分

析方法引入生态学研究, 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定量统计分析[20 ]。

21215　生态恢复立法　区域性和大尺度的有效的生态恢复, 不能只靠学者的研究和民众的热情, 必须通

过立法成为依据, 由司法进行保证。生态恢复的有效实施, 要依赖政治上的支持、立法的和相关的机构的保

证; 应该有政府的规定, 并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13 ]。

21216　生态恢复与社会、经济的整合性研究　就恢复生态学研究与实践的本质而言, 它是应全球环境危

机而生的应用性学科, 旨在通过对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缓解人与自然的发展矛盾, 改善人类社会、

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其应用、实践与评估都要求进行生态、社会和经济三方面的整合。

3　传统生态学理论在生态恢复过程中的应用

表 1　南亚热带群落演替过程林木成分更替表[21 ]

Table 1　Replacemen t of tree spec ies com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 ity succession in low subtrop ics

现在
A t p resen t

今后 25 a 25 years later

X1 X2 X3

X1 20+ 6 66 8

X2 1 44+ 12 43

X3 0 4 69+ 27

X1: 马尾松等先锋种 P inus m asson iana and o ther

p ioneering species

X2: 锥树、荷树等阳性常绿阔叶树种 Castanop sis

ch inensis, S ch im a sup erba, and o ther sunny evergreen

broad2leaved tree species

X3: 厚壳桂、果果厚壳桂等耐阴性常绿阔叶树

C ryp tocary a ch inensis, C ryp tocary a concinna, and o ther

m esophytic evergreen broad2leaved tree species

3 主对角线的数据为该类种群 25a 后成活百分率加上

25a 间为同类种群所更替的百分率

　　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尤其需要生态学理论的指导。主导生态因子

原理、元素的生理生态原理、种群密度制约原理、种群空间分布格局原理、边缘效应原理、生态位, 及演替理

论等均在恢复生态学中有重要的应用。

其中, 生态系统演替理论是指导退化生态系统重建的重要的基础理论。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 在于其

结构的演替变化, 如物种的组成、各种速率过程、复杂程度和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组分的变化。最高效率地

重建植被或生态系统的可能性, 是直接地依赖于对动态原则理解的程度而转移, 必须顺应随时间过程的演

替规律, 成功的人工植被或生态系统都是在深入认识生态原则和动态原则基础上, 模拟自然植被或生态系

统的产物。因此, 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 最有效的和最省力的方法是顺从生态系统的演替发展规律

来进行。

森林演替是一个动态过程, 是一些树木取代另一些树木, 一个森林群落取代另一个森林群落的过程。

自然条件下, 森林的演替总是遵循着客观规律, 从先锋群落经过一系列演替阶段而达到中生性顶极群落,

通过不同的途径向着气候顶极和最优化森林生态系统演变。南亚热带区域, 在排除人为干扰的情况下, 森

林演替的进程以马尾松或其它先锋种群的入侵和定

居为起点, 它们在荒地上有高生活力并生长很快, 但

成林后结构简单, 盖幕作用小, 透光率大, 高温低湿,

昼夜温差较大。但其生长为阔叶阳生性树种, 如椎栗、

荷木等提供较好的环境, 这些阳生性树种入侵先锋林

地并生长良好, 林内盖幕作用和阴蔽增加。结果, 先锋

种群不能自然更新而消亡, 但中生性树种, 诸如厚壳

桂和黄果厚壳桂等却有了合适的生境而发展起来, 群

落更为复杂, 阳生性树种渐渐消亡, 群落趋于中生性

树种为优势的接近气候顶极的顶极群落[21 ] (表 1)。

中国热带亚热带地区植被恢复与重建 30 余年的

研究表明, 该地区森林演替的进展是较迅速的。其演

替依次经过先锋针叶林阶段、以针叶树种为主的针阔

叶混交林、以阳性阔叶树种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以

阳生植物为主的常绿阔叶林和以中生植物为主的常

绿阔叶林, 最终演替为中生性顶极群落。该区域退化

生态系统的植被重建, 完全可以依据其发展常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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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进行种类构建, 加速退化生态系统的植被恢复 (表 2)。

表 2　南亚热带森林群落不同演替阶段的时间划分[22 ]

Table 2　Time div ision of differen t successional per iods of forest commun ity in low subtrop ics

林龄 (a)

Fo rest age
0 < 25

25～ 50
(不含 50)

50～ 75
(不含 75)

75～ 150
(不含 150)

≥150

演替阶段
Successional
periods

马尾松等先
锋林群落
P ioneering
comm unity
w ith P.

m asson iana

etc.

以针叶乔木
为优势的针
阔叶常绿混
交林
Evergreen
needle and
broad2leaf
m ixed fo rest
dom inated by
needle2leaf
trees

以锥树、荷树
等阳性阔叶
常绿树为优
势的阔叶常
绿混交林
Evergreen
needle and
broad2leaf
m ixed fo rest
dom inated by
sunny broad2
leaved tree
species
such as
Castanop sis

ch inensis and
S ch im a

sup erba etc.

以锥树、荷树
等阳性树为
优势的常绿
阔叶林
Evergreen
broad2leaved
fo rest
dom inated
by sunny

tree species
such as
Castanop sis

ch inensis and
S ch im a

sup erba etc.

以厚壳桂、黄
果厚壳桂等
中生植物为
优势的常绿
混交林
Evergreen
broad2leaved
fo rest
dom inated
by shade2

to lerating
p lan ts such
as
C ryp tocary a

ch inensis and
C ryp tocary a

concinna

中生性常绿阔叶林
M esophytic
evergreen broad2
leaved fo rest

4　全球变化生态学与恢复生态学的交叉

已有实验证明, 在生态恢复进程中, 生态系统各阶段的优势种对演替起主导性作用。这些优势种在全

球变化压力下的响应明显, 进而影响了整个生态恢复演替的进程[23～ 29 ]。在生态恢复进程对全球变化的反

馈方面亦有不少研究[30, 31 ]。在广东的恢复生态学研究表明, 广东省从 1986 年至 1998 年, 植被覆盖从 71628

×106 hm 2到 101113×106 hm 2, 这新造林绿化的植被 12a 来吸收碳的贮存为 73144×107 t, 平均每年为 3112

×107 t。中国每年排放的CO 2 折合为碳是 517×108 t, 广东省的经济总量为全国的 1ö10, 可以粗略地估计其

碳的排放量也是全国的 1ö10, 即 517×107 t。即由新造林绿化植被能吸收固定广东省每年CO 2 排放量的一

半[32 ]。

同时, 植被恢复的固C 能力与林龄直接相关 (图 1) , 在植被恢复的初期 (< 50a)土壤有机C 含量提高迅

速, 后期则增长缓慢。因而在评价某国或某地区植被固C 能力时不仅要考虑该国或该地区的森林覆被率,

而且要考虑该国或该地区的植被林龄。

图 1　南亚热带阔叶混交林土壤有机 C 随植被恢复进

程的变化曲线[33 ]

F ig. 1　So il o rgan ic carbon increases w ith the p rocess

of the broad2leaf m ixed fo rest developm ent in low

subtrop ical Ch ina

5　恢复生态学的社会性

生态恢复就其内涵而言是一门应用学科, 其社会

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

破坏, 进而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对恢复生

态学有极大的社会需求。例如, 人类急需增加作物产量

满足人类需求; 人类活动已对地球的大气循环和能量

流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依赖于人类保护

和恢复生境; 土地退化限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恢复生

态学正是为解决这些矛盾, 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而生的新兴学科[34～ 38 ]。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

已经成为国际科学界乃至政治界关注的焦点。由于中

国存在着大面积的退化生态系统,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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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现状十分严峻, 能否进行有效的恢复与重建, 是我国经济能否腾飞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39 ]。

中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东部沿海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中, 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也无疑

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其二是恢复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来展示, 社会的需求是生态恢复同时兼有生态、经济

与社会效益的三重优化。例如,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生态中心在中国热带、南亚热带进行的退化生

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研究历时 30 余年, 所产生的显著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各个实验站点均已有所反

映。

中国科学院小良热带人工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几十年来在致力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整治和重建

的过程中, 定位站的生产收入逐年增加, 从 1960 年的 1884 元上升到 1987 年的 21914 万元, 1989 年的固定

资产总值为 188 万元, 大大超过历年国家投资总额。此外, 通过小良站为示范样板, 从而使小良站周围

369km 2 的水土流失得到根治,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使水稻产量由 50～ 100kgö(a·66617m 2) , 提高到 600

kgö(a·66617 m 2) [22 ]。最新生态经济评估表明, 小良站植被恢复 43a (1969～ 2002 年)所创造的生态经济总

价值已超过 621 亿人民币。其中, 仅以固定C、释放O 2、吸收 SO 2 和滞尘计的净化环境服务价值就达 577 亿

元[40 ]。

鹤山开放实验站利用其集水区上、中、下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而构建的“林2果2草2鱼”复合农林模式,

及其优化人工林模式均得到当地政府和农民的高度评价, 得以大面积推广[22 ]。构建的混交林, 连片推广

1193 万 hm 2, 成为广东省最大的连片混交林, 对防治病虫害、改善区域环境、吸引海外投资起到重要作用,

成为广东绿化达标后林地管理和林分改造的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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