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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清基

提 要城 市 生 态修复 的 实 践方 兴未Ｔｈｅｏ ｒ ｅｔ ｉ ｃａ ｌＤ ｉｓ ｃ ｕｓｓ ｉｏｎｏ ｎＵ ｒｂａ ｎＥｃ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Ｒｅｓ ｔｏ ｒａｔ ｉｏｎ ：Ｃｏ ｎ ｃｅｐ ｔＳｙｓ ｔｅｍｓ ，

艾 ， 极有 必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主要Ｗｏｒｋ 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ｓａ ｎｄＳｃ ｉｅ ｎ ｔｆ ｉ ｃＰ ｒｏｂ ｌｅ ｍｓ

从理念体 系 、 机理认知 、 科学 问题三个方５ＨＥＮＱ ｉ ｎｇｊ ｉ

面展开城市 生态修复概念的理论思考 在

进行相关概念梳理的基础上 ， 提 出了城市Ａｂｓ ｔ 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 ｒａｃ ｔ ｉｃ 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ｃ ｏｌ ｏｇｉ ｃａ ｌｒｅ ｓｔｏｒ ａｔｉ ｏｎｉ ｓ ｉｎａｓｃｅｎｄａ ｎｃｅ ， ａｎｄａ

生态修复概念界定 。 从城市 问题 、 城市土ｃｏｍ
ｐ
ｒｅｈｅｎｓ 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 ｃａｌｒｅｖ ｉｅｗｉｓｃａ ｌ ｌｅｄｆｏｒ．Ｔｈ ｉｓｐａｐｅ ｒｅｘ ｐａｎ
ｄ 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 ｌ

地 、 城市 自 然性与社会性的 复合性 、 人的ｔｈ ｉｎｋｉ ｎ
ｇｏｎｕ ｒｂａｎｅｃｏ ｌｏ ｇ ｉｃａ ｌ ｒｅ ｓｔｏｒａｔ ｉ ｏｎｍａ ｉｎ 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ａｎｇ ｌｅｓ ，ｎａｍ ｅ ｌｙｃｏｎｃｅｐ
ｔ

能动性等方 面提出 了城市生态修复的若干ｓｙｓ ｔｅｍ，ｗｏ ｒｋｉ ｎｇ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ａｎｄｓｃ ｉｅｎ ｔｉ ｆｉｃ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Ｔｈ ｅａｕ ｔｈｏｒｐｒｏｐｏ ｓｅｓａｄｅ ｆｉｎｉ －

特征 ， 从有机性 、 健康性 、 韦刃 弹性等视ｔｉｏｎｏｎｕ ｒｂａｎｅｃｏ ｌｏｇｉ ｃａｌｒｅｓｔｏ ｒａｔ ｉｏｎ；ｓｕｍｍａｒ ｉｚｅｓ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 ｒｉ ｓｔ ｉｃ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ｃｏ ｌｏｇ ｉ
－

角
，
提 出 了城市 生态修复 的基本 目 标表ｃａ ｌｒｅ ｓｔｏ ｒａｔ ｉ ｏｎｆｒｏｍａｓ ｐｅｃｔ ｓｏ ｆｕ ｒｂａ ｎ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ｐ ｒｏｂ ｌｅｍ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 ｉ ｎ ｉｔ ｉａ－

征 。 从 多学科 、 智 慧 、 艺术三个方面提出ｔ ｉｖｅｓ ；ｂ ｒｉｎｇｓｆｏ 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ｏｂｊ ｅｃｔ ｉｖｅｓｙｓ ｔｅｍｔｈａｔｃｏｖｅ ｒｓｄ ｉｍ ｅｎｓ ｉｏｎ ｓｉ ｎｏｒｇａｎ ｉｃｎ ａ
－

了城市生态修复的理念 （论 ） 体系 ： 从历ｔｕｒ ｅ ，ｈ ｅａ ｌ ｔｈ ｉｎｅ ｓｓａｎ ｄｒｅｓ ｉ ｌ ｉｅ ｎｃｅ ；ｃｏｎｓｔ ｒｕｃｔ ｓａｔｈ ｅｏｒ ｅｔｉ ｃａ ｌｓ ｙｓ ｔｅｍ ｆｅａ ｔｕ ｒｉｎｇｍｕ ｌ ｔｉｄ ｉ ｓｃ ｉ
－

史 、 能力 、 效益 、 人力 资本 角 度提 出 了 对ｐ ｌ ｉｎａｒｙ ， ｉｎ ｔｅ ｌ ｌ ｉｇｅｎ ｔａｎｄａｒｔ ｉｓｔ ｉ ｃａ ｓｐｅｃ ｔｓ ； ｉｌ ｌｕ 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ｗｏｒｋ ｉｎｇｍｅｃｈ ａｎ ｉ ｓｍｏｆｕｒ －

城 市生 态修 复机理 的认识 。 从潜 力 、 标ｂａｎｅ ｃｏ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ｒｅ ｓｔｏｒａ 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ｈ ｉ ｓｔｏｒ ｉｃ ａ ｌ ， ｃａｐａｂ ｉ ｌｉｔｙ，ｅｆｆｅｃ ｔ 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

准 、 效应 、 生态修复与 生态管理协 同 角度ｃａｐ ｉ ｔａ ｌｐｅｒｓ ｅｃ ｔ ｉｖｅｓ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ｔｈｅｏｐ ｉ ｎ ｉｏｎｓｏｎｓｃ ｉ ｅｎｔ ｉｆｉｃ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ｔｏｕｒｂａｎ

阐述 了对城市生态修复科学 问题的 看法 。ｅｃ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ｒｅｓｔｏ ｒａｔｉ ｏｎ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ｐｏｔ ｅｎｔ ｉ ａ ｌｓ ，ｓ ｔ ａｎｄ ａｒｄ ｓ ，ｅ ｆｆｅｃ ｔｓａｎｄｃｏｏｒｄ ｉｎａｔ ｉｏｎｂｅ
－

关键词城市生态修复 ； 理论探讨 ； Ｍ－ 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ｔｏ 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 ｄ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

Ｗ－Ａ 理念
（
论
） 体系 ； 机理认知 ； 科学Ｋｅｙｗｏ ｒｄｓ ：ｕ ｒｂａｎ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 ａ ｌｒｅｓ ｔｏ ｒａ ｔｉ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ｅ ｔｉｃａ ｌｄｉ ｓ ｃｕｓ ｓ ｉｏｎ；Ｍ－ Ｗ－ Ａｉ ｄｅａｓｙ ｓ －

问题ｔｅｍ
；ｗｏｒｋ ｉｎｇｍｅｃ
ｈａｎｉ ｓｍ
；ｓｃ ｉ ｅｎｔ ｉｆｉｃｐ ｒｏ
ｂ ｌｅｍｓ

市生态修复是近年来学术界和规划实践界热点议题之一。 城市生态修复的背景
＂ＴＯ与我国国土生态环境与城市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有关 。 ２０ １ ６年 ３ 月 环保部和中
国科学院共同发布的 《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 （ ２００ ０－ ２０ １０ ） 调查评估报告》 指 出 ：

ＪＵ９ ８４全国生态环境脆弱 ， 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低 ； 十年间 ， 全国城镇生态系统格局

文献标识５Ａ变化剧烈 ， 森林 、 湿地生态系统人工化趋势 明显 。 农业生产与开发导致 的水土流

ＤＯＩ１ ０ ． １ ６３６ １
／
ｊ

． ｕ ｐ
ｆ ． ２０ １ ７０４００ ３失 、 土地沙化 、 石漠化等问题依然严重 ， 城镇化 、 工业化与资源开发导致 了流域生

１ ００ ０－３３６３ （２ ０ １ ７ ） ０４－００３０－０ ９态破坏 、 城镇人居环境恶化。 ２０ １ ６年 ，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利

用北京市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以及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 ， 计算 出空气污染

导致北京市居民平均工作年限损失 １ １ ．３年 ， 预期寿命损失约为 １ １年气

经对相关文献数据库检索可发现 ， 学界对生态修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

做
＂

， 在

此⑶八
“

思
”

（理论 ） 方面关注不够
《
。 梳理现有生态修复 的理论文章 （并非纯粹理论探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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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寸为± ， 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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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态学理论的应用 （杨悦舒 ， 等 ， 技术等综合手段对受损生态环境要素和 度的主要衡量标准 。 然而 ，
“

完全复原
”

２０ １ ５ ） ；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在区域生态修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改善的各类规划 、 建
“

创造
”

可能不符合
“

生态修复
”

的本质

复中的应用 （张树军 ， 等 ， ２０ １ ０ ） ； 水设 、 管理活动及过程 。内涵 ， 因为 ，
“

完全复原
”

缺少明确的可

体 、 河流与流域生态修复的理论与实践信的参照系统 ，
“

创造
”

具有过多的人Ｔ．

（ 姜 智
，
２０〇５ ；Ｇ ．Ｘ ．Ｗ ａｎｇ，ｅｔａ ｌ ． ，２城市生态修复的特征成分 ， 不确定性与成本均 巨 大 （董哲

２００９ ）
；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理论与实践仁 ， ２００４ ） ， 因而缺乏现实性 。 由此可

（徐广军 ， ２００６ ） ； 受污染环境要素生态城市生态修复特征是表达城市及其见 ， 以生态修复完成后的状态表达生态

修复 的理论与实践 ， 如污染水体生态修影响区域内所进行的城市生态修复活动修复的 目标不尽理想 ， 而以生态修复对

复 （吴文卫 ， 等 ， ２００８ ） ， 污染土壤生态及实践的本质属性 。 其对城市生态修复象经实施修复后所表达 出的属性与特性

修复 （刘凯 ， 等 ， ２０ １ １ ） ； 污染土壤生态的定义有所丰富和阐释 ， 并对城市生态应该是表达生态修复 目标的另
一

种现实

修复理论内 涵的 初步探讨 （ 李培军 ，修复 目标 、 理念 、 机理 、 科学问题的认选择 。 基于这
一思路 ， 本文提出 如表 ３

等 ， ２００６ ） 。知等产生影响 。 从研究性－实践性 、 被动的城市生态修复基本 目标表征内容 。

概略而言 ， 明确地进行生态修复理性－主动性等９个方面 ， 笔者提 出 了对城

论系统研究的文献基本未见 。 基于这
一

市生态修复特征的认识 （表２ ） 。４城市生态修复的Ｍ
－

Ｗ
－Ａ理念

情况 ， 本文拟从城市生态修复理论体 （论 ） 体系
系 、 机理表征 、 科学问题凝练等方面对３城市生态修复的 目标表征
城市生态修复的理论问题展开初步讨论 。温伯格指出 ， 思考是成功者最大的

董哲仁 （ ２００４ ） 以河流生态恢复为财富 ， 人们必须持续思考 ， 才能明 白 自

１ 城市生态修复概念界定例 ， 将现有的生态修复 目 标归纳成 ５ 种己在做什么 。 而 “明 白 自 己在做什么
”

，

类型
，
分别为
“

完全复原
”“

修复
” “

增是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
？
。 理论思考是思

２〇 １６ 年 １ ２ 月 １ ３ 日年发布 的 《住房强
” “

创造
”

和
“

自然化
”

；
５种类型的共考的核心体现之一 ， 城市生态修复 的

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同点为 ： 均从生态 系统的整 体性出发 ，
“

Ｍ－Ｗ－ Ａ
”

理念 （论 ） 体系 （Ｍ 指多学

工作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 ③中 ， 对确定修复的着眼点是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科 （ ｍｕ ｌｔｉ ｄ ｉｓｃ ｉｐｌ ｉｎ ａｒｙ ） ，Ｗ指智慧 （ｗｉｓ －

生态修复 、 城市修补作 了明确 的界定 ：功能 ； 均将生物群落多样性作为修复程ｄｏｍ ） ，Ａ指艺术 （ａｒｔ ） ） 既是城市生态
“

生态修复 、 城市修补
”

是指用再生态的

理念 ， 修复城市中被破坏的自 然环境和表 １ 部分现有生态修复界定角度
地形地貌 ，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 用更新
Ｔ ａｂ ． ｌＰａ ｒｔｉａｌａｎ ａｌ
ｙ
ｓｉ ｓｏ ｆ ｅｘｉ ｓｔｉｎ
ｇ
ｄ ｅｆｉｎ ｉ ｔｉｏｎ ｓｏ ｆｅ ｃｏ ｌｏ ｇ
ｉｃａ ｌｒ ｅｓｔｏ ｒａ ｔ ｉ ｏｎ

织补的理念 ， 拆除违章建筑 ， 修复城市生态修复生雜狀定^
设施 、 空间环境 、 景观风貌 ， 提升城市雜触

化组合 ，达到高效低耗的综合的污染修复技术导则 （ Ｈｊ２５ ． ２－２０ 丨 ４ ）

娜对相关文献的梳理 ， 可发现对牛太修＊是－种以牛 太系續健康 １和 自我持？为 胳祥君 ， 等 ． 生态修复 的科学前沿和产业进
“

生态修 复
，，

的 界定主要从
“

污染治^

理＇
“

活动
”

、

“

状态
”

、

“

过程
”

、

“

过程 － ：—

－

ｆｃ
－

ｔｔ
＂ ‘ ‘法丄 “ｎｒ样姑 ，
生态ｉ ＥＳ Ｊｌ指在特定ＭＢ ：域和 域 内 ，依ＨＥ也态系统
技木－方法 、 建ＪＡ与维糸 、 持续友本身的 自组织和自 调控能力 的单独作用？或依 株生态 於ａ
Ｔ ＳＢ議僻＊抱

展
，
，

等角度进行 （ 表 １ ） 。状态 ＊统本 身＿组织和 调控能 力 与 人 丁．调控能 力 的复
’

股 守用Ｋ边ｍ衣 Ｕ 。
合作用 ？使部分或完 全受损的生态 系统恢賴相对健
广 西经济管町部旅学报 ， ２ ００５ （４ ）

完整意义的
“

城市生态修复
”

的界康的状态

定 ， 除考虑 以上 因素和角度外 ， 还应包 ．
ｔ ｆｇ
生态修复是维持生态 系统健康及 史新 ， 帮助退 化生态 中华人 民共和 闰环境保护部 ． 场地环境调

含生态修复 的理论指导 、 生态修复的技字
程


繼利咖 ２５ ．卜 ２０ １ ４ ）


术手段 、 生 态修复 的综合 目标等因素 。
巧ｇ：的，口７
恢 复生态学間． 北京 ： 气象 出版

根据以上考虑 ’ 本文将城市生态修复界
心碰
紐


定 为 ： 城市生态修复是以城市学 、 生态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是指在水上流失地区 ．通过一定 的
叫＾今攸智吐太叫ｒｈ邰士太坤 、 笙叫播々 ＊
－

＾ｖ限度地发挥 ． 建 之 和维系 勹 珣 然条件相适成 、 勺经济
［

ｃ
］

．第二届 全闻水土 保持生态修复学术研讨

科为理论指导 ， 以生态调査为基础 ， 以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相 对稳定 并良性发展 的生态 会论 文集 ， ２〇 丨 ０
－

〇７
－

〇９

生态诊断和评估 、 生态规划与设计为技—

不于段 ， ｗ ｉ珍更 、 提＠ 目 麵生态系统 ， 通过社会资源合理分配其发展机遇来 误解 与矫正⑴． 中醜 ；ｒ大学学报 （ 社会科

本 、 社会资本 、 人力资本 、 文明资本为 ｜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

学版 ） ． ２〇 １ ５ （ ７ ）


目 标 ， 采用 自 然 、 经济 、 社会 、 人文 、资枓来源 ： 笔者汇总整理 ．

３１



沈清基 城市生态修复的理论探讨 ： 基于理念体系 、 机理认知 、 科学 问题的视角


修复理论思考的阶段成果 ， 也是生态修健康及强健的 生命力 时 的一种理想状林市道路边的野生植被易 于维持 ， 有利

复实践走向成功的基础条件之一 。态 。 具体由要素协调性 （有机体构成因于温度调节和污染物 的减缓 ， 在寻常的

素之间关系高度协调 ） ； 结构稳定性 （子城市空 间为物种 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 ；

４ ． １ 城市生态修复的多学科复合理论系统之间相互有机联系并表现为相对稳又如 ， 济南市 以市域范围内 １ ０２２种原生

将单
一

的 、 即便已被普遍认为是生定的结构 ） ； 阶段及状态的统
一

性所构植物为 对象 ， 依据生态适应性 、 稳定

态修复经典理论基础的修复生态学作为成 。 从组分而言 ， 包括 ： 自然 系统有机性 、 观赏性和物候变化 ， 选择出适应济

生态修复的 唯一的指导理论有失妥当性 、 社会系统有机性和空 间有机性三南生态城市建设的原生植物 ３４ 种 （张

（张文波 ， 等 ， ２ ００９ ） ， 而将城市学 、 生种 。 城市生态修复 中野生物种 、 乡 土云 ， 陈梅 ， ２０ １４）
５

， 均体现了有机性的

态 学 、 修 复 生 态 学 、 逆 境 生 物 学 （地方 ） 物种的广泛及有意识地利用 ， 是相关侧面 。 此外 ， 在城市 中考虑人类以

（
ｓｔｒｅｓ ｓｂｉ ｏｌｏ
ｇｙ ） 等学科 的理论进行复体现生态修复有机性的重要方面 。 如柏外的生物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 包括 ： 承

合 ， 并在各 自 的边界及交集构建城市生

态修复理论 、 知识和技术体系是城市生￥ 城 生ｆ修复的特征 ｆｋ， ． ，Ｔａｂ ．２Ｔｈ ｅ ｃｈａ ｒａ ｃ ｔｅｎ ｚａ ｔｉ ｏｎ ｓｏｔｕ ｒｂ ａｎｅｃｏ ｌｏ ｇｉ ｃａ ｌ ｒ ｅ ｓ ｔｏｒ ａｔ ｉ ｏ ｎ
态修复多学科复合理论的要义 。

城市生态修复是在城市及相邻区域
＿

｜｜

修＊城＃生态修复释义简析

进行的生态实践活动 ， 城市学 的理论对— 職性 ： 城市生态修复要研究城市生态环境退化 与污染 的原因与机理 ；
于这
一

活动所具有的指导意义不能忽ｍ 实践性 ： 城市生 态修复要运用特定的技术和方法恢复和重建受污染 的城 两者并重
市生态系统

视 。 生态学提供了人与环境和 丨皆共生的

八ｗ■柏＊ｎＡｆｅ贫 ，掛每 ｈ典曰ｎｒ性 ： ？城市￡态ＪＲｉ受
？

至 污 人类
■

污ｆｔｐ］？ ，消
概念性框架 。 修复 （恢复 ） 生态学是研除生态威胁以主动性为主
究生态恢复的生态学原理和过程的科学主动性 ： 城市通过生态修复规划与建设 ， 主动改善生态环境

（任海 ， 等 ， ２０ １ ４） 〇 逆境生物学是研究白狄 自然力 ： 依靠 自 然 系统的 自 我调节能力与 自我恢复能力使生态环境向改 以 人工力 为主 ， 但要
女Ｗ 亦 ４
、
沾 女 冰Ｔ ＋ｋ
善方向发展 ；适应 自 然 营造 力 ， 培
在较恶劣 的条仵下生物生长友育的子Ａ丄刀 人工力 ： 通过人工措施和人类干预使受破坏的自然系统逐步改善养 自 然恢复力

科 。 在农业领域 ’ 逆境生物学可指导＆麟册麵 表现在对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的选择性修复 ， 实际上是重 了 ‘． ４太浦 ， ，
旱节水 的农作物发挥生产潜能 （ 山仑 ，点
ｇ
复 ， 反映了人类在城市生态修复重要性 、紧迫性和可行性之间权衡

２００３ ） 。 城市生态系统具有人 口密集 、 功＾５

能叠加 、 不确定性强等特征 ， 在其生态奚增均 ， ２＿ 范畴的活动与实践的全域性
修复过程中应用逆境生物学具有必要性。政府－企业－市民的集成 ；学科－专业－技术醜成 ； 人力 －物力 －财力的集 反映 了城市生态修复

然而
， 考虑到生态修复的高度复杂成 ；物质
－能量－信息的集成 ； 目标－战略－规划－建设的集成


需集聚多方力量

性
， 仅以有限的学科作为生态修复的理錄性 雜ｇ
ｆ 、社会 、 文化等方面的多要素 ＇ 多系统 ＇多维度 、 多雖 、多主体

ｍｇ
市生态修复

ｉ仑基础也是不合适的 。 Ｓ该采取聚焦思、
既表现在物质性生态修复中的主导性 ，又表现为 人类主动对其 自身心灵 反映 了人力资本賴

维 、 融贯思维和
“

无边界思维
”

， 将所有
人ｇＳＥＷｇ
的修复 （沈清基 ，象伟宁 ，等 ， ２〇 １６ ）


市生态修复的作用

与生态系统 、 人居环境形成 、 改善相关城市生态系统的复合性 、城市功能的集聚性和拥挤性 、城市病的长期性

的各种相关学科的理论及思想都作为生长期性 ＩＳ雙繁忍為 ｆ 理２勺＾£
口
市生态修复

态修复 的学科基础并予以有机融合与整使城市生态修复的 紧迫性 、复杂性 、 困难性交织在
一起并体现为长期

Ａ一 一… 灿 一 ， ， 八 斗
性 。 此外 ，城市生态修复的巨大投资也是其长期性的原因之一

合 ， 包括 自然科学 、 人文社会科学 、 美

学艺术学心理学 ， 等等 。 从这一角 度而资

生态修复 的学科及理论基础是开＆表 ３ 城市生态修复基本 目标表征
的而非封闭的体系 。Ｔａｂ－ ３Ｂ ａｓｉ ｃｏ ｂｊ ｅ ｃ ｔ ｉｖｅｓｙｓ ｔｅｍｓｏ ｆ ｕ ｒｂａｎ ｅｃｏ ｌｏ ｇｉ ｃａｌｒ ｅｓ ｔｏｒ ａｔｉｏｎ

４ ＿２ 城市生态修复的智慧理论ｍｌｉｉ目臟释 ｜ 睛駭领域与状态表征
智 慧是一个具有丰富 内涵的概念 。有＿经生态修复后 ，贿生态系统在 自然 、 社会 ＇空间几个方面呈现 出要 素 提升 自频本雜会资本
战彗 風中 Ｓ ４＊
关系协调 ， 结构稳定的状态 ， 且具有发展阶段及状态的
一致性
对智 慧的界定 口 从餡力 、 ４构 、 系统 、
￣

经生态修复后 ， 城市生态 系统和城市人类均具有活力 、生命力方面 的
Ａ

关系 、 环境 、 心理与美德等多个方面着健康性 良好状态 ， 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正常发挥 ， 系统运行稳健紐 自然资本与人力资本

手 （沈清基 ， ２０ １ ３ ） ， 智慧在很多情况下
巧
性
＊

、

经生态修复后 ， 城市生态雜对外界负面干扰具有了有效应对的能力 ，
升初 性 与鲁棒性 （ Ｒ〇 －

体现在对客观世界演变规律的认知与 自（
ｒｅ ｓ ＊


＾自 营性经生态修复后 ， 城市的 自我设计
－

自我修复能力 （ 自营 力 ）得到增强提升城市的 自组织性
见矛 丨冊 。 从生心 路ＵＳ Ｉｆｆｆ ａ’
经生态修复后 ， 城市不仅在 当下而且在未来都具有 良好的发展态势 ， 提升城市的 可賊发 展能
智慧需要借助有机＇性和科学性达成 。 ｜具备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 ，并 因而保 留了后代的发展机会 ｜力


有机性是生命物质系统呈现良好的资料来源 ： 自制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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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城市生态修复科学性若干表现活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职能̄
Ｔ ａｂ ． ４Ｓｏｍｅｓ ｃｉ ｅｎ ｔｉｆｉｃ ｃｈ ａ 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 ｉｃｓｏ ｆｕｒｂ ａ ｎ ｅｃｏｌｏ ｇｉ ｃａｌｒｅ ｓ ｔｏｒａｔ ｉｏ ｎ． ，＾． ， ， ．

在城市领域 ， 艺术性是城市功能 、

相互制约相互依赖规律 ； 各生态 系统内 和系统间的物质循环转化与再生规律 ； 系统内与系城市确定件？素乃革牛太械市津ｉ分的重
生态修复符合生 统间物质 、能量输人输出的动态平衡规律 ； 系统与系统 、 系统与环境间长期相互适应 与补偿
＾ １

态学的基本规律 的协同进化规律 ； 生物 、环境资源的有效极限规律 。 这些规律不可分割 ， 过分强调某一规律要对
■

象 （表 ５ ） 。 在生态修复领域 ， 生 ，态



而織其臓＿柳爾哪 ， 等 ，腦 ）
修复成功的表征包括审美维度 （ 表 ５ ） ；

＆太似： ？宜 曰 ￥＆ 生态修复工作应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 ，通过对生态系统的结构 、机能 、生产力的优化调控与龄卻
■

册 丨？ｎ ｒｖ＾ 挥屮 的生太修售 二女 商
科学侧 ，不＿少 、■人觸不 良干预 ，＿生态雜 自 我修复 与雕能力 ， 以建立平％
衡 、 高效 、近 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模式为最高 目标 （屈振军 ， ２ 〇０４ ）则之一为美学原则 ， 认为生态修复后 的

生态修复主要任 生态系统最主要的矛盾在于
“

生产者
＂

的弱化和
“

消费者
”

的强化 ． 生态修复的主要任务是抑生态 系统应给人美 的享受 ； ２０ １ ３年第 ５

—性 制
“

消费
”

，扶持
“

生产 （ 屈振军姻
顧謎态恢鮮会大会＿指出 ， 生

丨 丨

Ｍ（ 丨 ）谨慎对待生态修复对象 》 （ ２ ）遵循生物群落 的演替规律 ．加快次生演替 ，防止逆行演替 ，太攸每 去 ｒｅｔ ｆｒａ 爭 ＾ 彩 小生态 则的
⑶ 坚持生物多样性 发挥生态 系统中生物种群的 自 动调节能力 ⑷正确辨析生态系賺态 修复过程 中要考虑 乙 木 因素 （彭 少
ｆ

制因子 （ 屈振军 ． ２００４ ）
麟 ， 等 ， ２０ １３ ） ， 这些都说明 了生态修复
污 染治理的 （ 丨 ）科学鉴别污染爆发的诱发因索 ： ⑵针对污染成因展开治理 ： （ ３ ）精确环保 ： （４ ）用变ｆｔ治在美学与艺术方面的功能 。 城市生态修

—

？
复的艺术理论是使修复后的生态景观呈
故隹＾太攸隹
（
丨
） 生态系统形成和演替规律 、人类行 为对环境的影响和动 态规律 。 （ ２ ）生态修复 的成功速加士女廿士全靖咕去甜化 ＾＾＾八／私 士？尊重
＾
复的
率是缓慢的 ； 功能发挥是渐进式的 。 （ ３ ）生态修复要辅以必要的科学的人 Ｔ．措施 ，但 不是蛮现生心艺木美感的重要指的１化 。 生心
＾

 ｜干或在不正 当利益驱动下的逐利行为 （解明曙 ， 等 ， ２００４ ）
艺术是人居环境在景观 、 风貌 ＇ 气质 、

资料来源 ： 根据相关资料 自制 ．精神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具有生态学 内

涵 的美学属性与特性 ， 生态艺术提升了

３￥？市
及生态，
关
，若
干表达 ， ， ． ，人居环境＿学层次 ， 对于增强生态服Ｔａｂ ． ５Ｓ ｅ ｌｅｃ ｔｅｄ ｅｘｐ ｒｅｓｓ ｉ ｏ ｎｓ ｏｎ ｒ ｅｌ ａ ｔｉ ｏｎ ｓｈ ｉｐ ｂ ｅｔｗ ｅｅｎａ ｒｔ ，ｃ ｉ ｔｙ ｎｎ ｄｅ ｃｏ ｌ ｏｇｉ ｃ ．ｉ ｌ ｒｅｓｔｏ ｒａ ｔ ｉｏｎ


务功能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及人居环

城市功能与艺术城市的确定性因素 弓艺术生态城市 与艺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沈清

ｗａ ｓｔｅｓ＊Ｗ Ｔｔｒ ｗｎ，理査德
？瑞吉斯特 賴生态城基 ， 象伟丁 ’ 等 ， ２０ １ ６ ） 。

口 统 计学家 们 的 意 见 相 本 ， 我们都是艺术家 。 毎一个生 普 ｒ

Ｓ３
西
２ 反
． 确 定城市 的因 素 是艺 态城市都是融合不同城市建设
美５ 城市生态修复的机理

ｆ
术 、 文化和政細《 不 艺术和生活艺术 的努 力厂 Ｉｆ ＞緊衍 为 社 在難
是居民数 目 。
》

屯态城市是件艺 术品 要梢雕
２００８ ＞

＾机理是指事物 、 现象和过程发展演
资料来源 ： 自 制 ．化的内在原 因 与 内在依据 。 是事物所遵

循的 内在 的逻辑和规律 （ 亓 菁 晶 ， 陈

认生物利益及生物系统的价值 ； 城市履城市生态修复的科学性一要将生态安 ， ２００９ ） 。 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认识城市

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职责 ； 为生物生存内涵 与科学 内涵相关联 ， 使生态修复既生态修复的机理 。

创造必须的 环境条 件 （ 提供食源 和水反映生态学基本原理 ， 又反映生态学的

源
， 满足动物生存条件 ； 创造城市动物客观规律 ； 二要将人类发展史 ｈ各类科５ ． １ 历史机理 ： 历史生态环境是城市生

隐蔽的栖息环境 ， 利于其生存 和繁殖 ；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态修复及建设的各态修复的基本空间依据

实施招 引 和 释放等工程技 术等 ） （ 沈清个环节 ， 使生态修复具有合理性和高效历史生态环境是城市 文脉的基质之

基 ， ２０ １ １
）
， 也是城市生态修复有机性的性 ； 三要 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生态修复规一 ， 是城市 文明的演进轨迹 和表现形式

具体表现 。划与设计 ； 四是要深人挖掘 和认知城市之
一

。 城市历 史生态环境的基闪 、 格Ｍ

有机性需要有 生态技术指标的 支生态环境中的人 与各种生态环境资源的和脉络反映及表达 ｒ城市生态 系统物质

撑 。 柏 林 提 出 的 Ｂ ｉｏｔ ｏｐｅＡｒｅａＦａｃ ｔ ｏｒ相互作用关 系的规律性表征 ， 主动并创构 成的演化过程 、 特点 和规律 ， 同 时 ，

（生物栖地指数 ） 可为一例 ； 该指标可衡造性地应用于生态修复 句建设 。 从符合也反映了 生态环境 ４社会经济 系统相互

量及确保都市中 的生物栖息地的保存和生态学规律 、 科学确定生态修复 目 标 、作 用的关系 及规律 历史生态环境是现

创造 。 生物柄地指数 ＝ 有效的生态表面原则等方面 ， 可 以归纳生态修复科学性今生态环境的起源 ， 历史生态环境的研

积＋总面积
； 有效的生态表面积 ＝特定型的若干表现 （表 ４ ） 。究既对保护历 史 文化遗产起积极作爪 ，

态表面积 ｘ生态有效权数 （封闭的硬铺也对城市生态修鉍 、 生态环境规划 勻建

地为 ０ ； 与地下土壤相连 的植栽覆面为４ ．３ 城市生态修复的艺术理论设方面的各类实践活动 ， 发挥ｆ较强的

１
．０ ）
；

。 有机性在保护 自 然 的同时 ， 使艺术 、 宗教 、 科学是人类社会的 ＇指 导意义 。

人类获得 了最大的安全和发展机会 ， 因个最基本的推力 。 艺术能培养人的感性 １ ９９２年 ， 美 丨５ ｜生态学家理査德 ？ 宙

此 ， 有机性无疑具有高度的生态智慧特素质 ， 提升 感性智 慧 ， 美化我们的生吉斯特提出 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生态

征 。活 ， 推动人类感性文明发展 ， 在人类生城市
“

影子规划
”

的设想 ， 该设想表达

３３



沈清基城市生 态修复的理论探讨 ： 基 于理念体 系 、 机理认知 、 科学 问题的视角


＇ …
一

—
…

史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 。 同样 ， 理查

一
一
＿德
？ 雷吉斯特在美国伯克利生态城市规
一

今
＾
ｓ
＇ ＇

划 中也致力于对优质历史生态环境的恢

－？
一

＾■

＇

复 ， 最著名 的是对该市历史上存在的 ９

．一＼条溪流的恢复 （图 １ ， 系其屮的
一

条 ） ；

＊
１ ＾＾ｘ
一

显而易见的是 ， 在其恢复过程中 ， 这些

一

二 ：二
－

Ｗ＿溪流历史生态环境信息 （图 ２ ） 至关重要
？ ｉ＼ｇ〇 〇Ｓｐ．？．￣（ Ｒｉ ｃｈａ ｒｄＲｅｇ ｉｓ ｔｅｒ ，１ ９８ ７） －

二（Ｌ＾ｖｆ备＾传统生态学ｍ 、 民族生 态学
１

、 地方
＾１°
１－
－

ｉ

Ｊ
＝

生态学８ 、 区域生态学
＊ ＇

从某种意义上而

Ｍａ４ｎ
－

Ｓｔｆｅｍ

＾＾＾
＾二 ５言 ， 都在学科层面构成 了 对历史机理的．
‘

一一 一

费 一一

： ＋ｆＵ士
一

＇

学术支撑 ＝
成
一
一一一
■

＊
ｓ＝ ＼１杰 ．
，

＾

＾５ ．２ 能力机理 ： 城市功能优化完善是生

＾％ｅ７二 Ｉ
一－态修复的内核
ａ一―
一

－一 吞Ｉ 一 一＾^
Ｓ 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Ｃｒｅｅ ｋ ｏｎ  ｔｈｅ Ｕｎ ｉｖ ｅ ｒｓ ｉｔｙｏ ｆ Ｃ ａ ｌ ｉｏｍ ｉ ａ ，Ｂ ｅ ｒｋｅ ｌｅｙ能力是主体具有的恰当利用 内外部
Ｃ ｅｎ
ｔ
ｒａ ｌ Ｃａｍ ｐｕ ｓ，

Ｂ ｅ ｒｋｅ ｌ ｅｙ ， ＣＡ／＾ｓ．＿ｗ
Ｃｕ ｃ Ｒｅ
ｇｅ ｎｔ ｓ



＝ｒ
－
？

，
＇

资源 ， 达成其意图或 目 标的内在 性条

件 ：
“

能力
”

具有多种类型和组合 。 如 ．

图 １ 美国伯克利草莓溪 （ ＵＣＢｅｒ ｋｅ ｌ ｅｙ段 ）生态恢复示意 （ ２〇 １ ２ ＞增殖能力 、 承载能力 、 技术能力 、 调控
Ｆ ｉｇ ． ｌＭａｐｏｎ ｅｃｏ ｌｏ ｇｉ ｃ ａｌ ｒ ｅ ｓｔｏｒ ａｔ ｉｏ ｎｏｆＳ 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ＣｒｅｅｋｉｎＵＣＢｅｒｋ ｅ ｌｅｙ （２ ０１ ２ ）
，

来源 ： ｔｒ ａｗｂ ｅｒｒ ｙｃ ｒｅｅｋ ．ｂ ｅｒｋ ｅ ｌｅｙ ．ｅｄ ｕｓ ｉ ｔｅ ｓｄ ｅｆａｕｌｔｆＵ ｅｓｄａ ｔａ ｂａ ｓ 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ｓｃｃ ｅｎｔＴａ ｌｃａｍｐ ｕｓ ．ｐ ｎｇ目匕力 、 静态 目爸力 与动 态Ｈ泛力 、 兄争 目ｂ

表 ６ 城市功能优化与城市生态修复的关 系力 二
创
＾
目旨力等 ＝
、

从城市生态修复 角度

Ｔａ ｂ ．６Ｔｈｅ ｒｅ 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ｈｉ
ｐ
ｂｅ ｔｗｅｅ ｎｕ ｒｂ ａｎ ｆｏ ｎｃ ｔ ｉｏ ｎａ ｌ ｏ
ｐ
ｔ 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 ｏ
ｇ
ｉ ｃａ ｌｒｅ ｓ
ｔ
ｏ ｒａ
ｔ
ｉ ｏｎ而 ＦＩ ， 能力 机理主要指城市功 目泛的健康

城市功能优化方面
｜

城市功能优化 内容
｜对城市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的作用化生
态修复 的内在原因与逻辑 。 城市生
＂＂

城市功能多元化城市功能类型多样 ，作用多样 ， 促进生态修复态修复从能力角度而言 ， 主要集 中于生
城市功能生态化 城市功能有机化

￣￣

城市各类功能之间关系协调 ， 对生态环境 负面影响小 ，促进生态 丨
态化功能 的呰建及产当地可护浐利用方


城市功能低碳化单位城市功能发挥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较低 ．促进生态修复
心匕
、

口寸－头

增加生态空间有利于生态环境 良性发展？ °

城市生态功能 增加 自然保护区提升城市 自然度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多种组分ｃ 城市
物质化完善生态服务功能 促进城市整体生态 系统优化


生态修复不仅应将 自 然要素的生态修复
提升生物多样性 促进人与 自然关系协调－＇７ －


作为 目标 ， 还应将非 自 然要素的生态修
ｍｍ ：ｍ ．
复置于 同等重要的地位 ； 不仅应将单要

表 ７ 生态修复综合效益构成及案例简析素作为生态修复的 目标 ， 更要将多要素
Ｔ ａ ｂ ． ７Ｃａ ｓｅｓｔｕ ｄｙ ｏｎ ｃｏｍｐ ｒｅｈ ｅｎｓ ｉｖ ｅｂｅｎ ｅｆｉ ｔｓ ｏｆ ｅｃｏ ｌｏｇｉ ｃ ａ ｌ ｒｅｓｔｏ ｒａ ｔ ｉｏｎ

：
之间的协同共生发展作为城市生态修复

ｆｌＪＪＪ主要 内容 案 例 案例机理分析 的重要 目标 ＝ 毕竟 ， 整体性的协同所产
￣￣￣＾

节约资 金 人 力 案例 １ ：北宋宋真宗时 期Ｔ ｉ胃 修复开封被生的生态作用远远大于单要素 。 在现阶
经济欢益
物力

、

．

焚宫室 挖连接宫门新河 ， 得新土并引 符合运 筹学基本原理 ； 智慧成分段 城市牛本修复的能力 内容 ） 、；／聚隹干


汴水 ， 既解决修复宫殿所需土方 ， 又节 省 明显 ； 兼具经济 、 社会 、环境 、 科Ｍｍ王心 目 匕刀 ｕ 合

社会效益 公５
担 ， 运 土费用 工程完成后以 瓦陈 灰壤填河 学效益城市功能修复尤其是生态功能的修复 ，


有利 ｆｔ会稳疋复道 ， 一举三得 （根据沈括 《梦笔 谈》 〉


、

？
、谱 匕响壯＿ 、 丨＂ ， 、…

合
环境效益
对环境没有 污 染对三塔连线围合范围内湖 区的
１ １ １＿城 市 力 目 匕的兀 Ｋ‘夏 ， 将可使

效和破坏案例 ２ ： 苏轼疏浚西湖后在 湖水最深处立 生态关键作用认识清晰 ；采取简城市 肯＆力得到ｊ最大Ｐ艮度阳 ］提升 （表 ６ ） 。
益二．塔 ， 规定 〔塔连线范围 内不得种植菱 单有效的 管理机制保 证了西湖
科学效益 ＆ 耦油此保
证西湖 中心 区不淤 ， 并产生西 中心地区不游 ， 同时 又营造 了天
  湖十景之
－

厂潭印 月 （ 根据杭州西湖博 下 闻名的 艺术景观 ； 兼具经济 、５ ． ３ 效益机理 ■ 综合效益是生态修复可
产 生 良好 的景观 物馆展 览 ）社 会 、环境 、科学 、 艺术效益 ， 并
ｗ■
和艺术效果？眶具有良好的综合效Ｓ持续的关键

自＃效益机理从经济角度而言是指降低
成本 ， 提升单位投入产出 。 美国建筑师

了在清晰 明确 的城市生态规划 和发展框２ １ ３６年生态城市建成 ， 预测 和描述 了阿Ｒ ｉｃｈ ａｒｄＢｕｃｋｍｉｎ ｓｔ ｅ ｒＦ ｕ ｌ ｌｅｒ的代 表思想

架的指引 下 ， 创建生态城市 的步骤 。 该德莱德地 区的变化过程 （郭磊 ， ２ ０ １ ３ ） 。为
“

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果 （或

规划设想 的时间跨度为 ３ ００年 ， 从 １ ８３６
“

影子规划
”

对 １ ８ ３６年阿德莱德地区生以
４

最少资源达到最大容积／性能
’

（ Ｄ ｏ－

年早期 的欧洲移民来到澳大利亚 ， 直到态环境的描述及恢复规划 ， 体现 了对历 ｉｎ ｇ ｔｈｅｍｏｓ ｔｗｉ ｔｈｔｈｅｌ ｅａｓｔ ） ） ， 反映了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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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秦皇岛市财富总量及其构成

Ｔａｂ． ８Ｔｏｔａ ｌｗｅａｌｔｈｏｆ
Ｑ ｉ
ｎｈ ｕａｎｇｄ
ａｏ ｃ
ｉ ｔｙ
ａｎｄ ｉ ｔｓｃｏｍｐ
ｏｓ
ｉｔｉｏｎｍａ ｐ〇 ｖ
＇



、乂Ｊ
ＳＴＨＡＷＢ ＞： ＫＫＹ Ｖ．Ｕ．Ｉ －ＥＹ

分 类总财富 （亿元 ）人均财富 （万元／人 ）
＿

三类财富所占比例
１ ． 人造资本


８４０


３２


９％
亏Ｐ 
＂

２． 自然资本 ２２８ ８
￣

８ ．７
￣￣

２ ５％广 一：
．镇：二：＾Ｊ ：來 」
二

３． 人力资本


６ ００４


２１５


６６％
二． ：
，？



总 计


９ １ ３２
（ 或 丨 ． １ ２７ 亿美元 ）３ ４． ４ （或４ ． ３万美元／人 ）


１ ００％

－

资細崩 ． 等 ． 狐

追求效益 极致的 思想 （ 后藤武 ， 等 ， 未 来 获 益或 未来收人的源 泉 （ 江涛 ，

２０ １ ６ ）
丨

｜拆
‘

７：术 界将符⑴ 丨立 ／， ；求 ｊ ｆ
： ｕ２００８ ） 人 乃资本 乂坫知 ｉＵ的承戲 片 ． 丨

有
一

定经济效益作 为生态修复工程的必播者 、 分享者和创造者
？

，
是城市三种主

要条件 （丁婧祎 ， 赵文武 ， ２０ １ ４ ） ， 并致要 的资本构成类型 （另 两种是 人造 资〕

力于使生态修复成为在环境 、 文化和经本 、 自 然 （生态 ） 资本 ） 中最重要的一｛＼
ｘ
济等方 面都能 获 利 的项 目 （ 彭少麟 ，种 （表 ８ ） ， 其对人造 （物质 ） 资本具有

等 ． ２０ １ ３ ） ： 另 ？ ？方面 ， 环境友好是效益明显的替代效应 ， 对社会经济发展可以； Ｐ
；

．￥

＂

机理的基本内 涵之 ？
？

， 具体表现在清洁发挥乘数效应 ， 对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
＇

Ｓ

发展机制已经成为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影响和制 约作用 ， 对于生态修复同样具

（ Ｙｕ ａｎＷａｎ
ｇ
，ｅ ｌａｌ ．
，
２０ １ ６ ） 。 笔者以 为 ，有关键意义 。 鉴于人类兼具生态修复的图２ 美国彳白克利草葡？奚 １ ８７５年图
应强调生态修复综合效益 ， 生 态修复综设计者 、 引导者 、 参与者 ， 甚至是生态Ｆｉ ｇ ．２Ｍａｐ ｏ ｆ Ｓｔｒａｗｂｅ ｒｒｙＣｒｅｅｋ ｉ ｎＢ ｅｒ ｋｅｌ ｅｙ ，ＵＳＡ

合效益除了包括经济 、 社会 、 环境效益修复的对象之
一

（ 张文波 ， 等 ， ２００９ ） ，
来源 ：

以外 ， 还 应包括艺术效益和科学效益 ，当人的文明程度与人力资本同步达到一

这与以 往
“

综合效益
”

由经济 、 社会 、个较高的水平 ， 则 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的科学问题
５？

是生态修复理论体系的

环境三者构成的想法不同 ， 更符合实际修复就可 通过人的主动 自觉及科学合理重要组成部分 ， 对于城市生态修复的顺

情况和 时代性 ， 更符合生 态 文明 的 内的保护或修复行为而长久持续维持 良好利实施具有关键的意义和作用 。

涵
， 因而 ， 更有利于生态修复绩效可持的状态 。

续地达成 （表７ ） 。６ ． １ 生态修复潜力

６城市生态修复的科学问题生态修复潜 力是对 自 然与人类相互

５ ．４ 人力资本机理 ： 提升人的生态文明作用下的生态 系统健康状态所决定的预

程度和城市人力 资本水平是 生态修复的科学问题是在一定 的科学知识背景期生态修复效果的表达 ， 是使生态修复

终极 目标下 ， 存在于科学知识体系 内和科学实践行为具有针对性 、 方向性并最终取得较

人类现代文明的最高表现是人性的中有待解决的且具有科学价值的疑难问为理想效果的基础 Ｃ作 生态修 复潜力

进化 ； 主要表现有二 ， 其
一

为人与 自 然题 （陈越 ． 等 ， ２ ００６ ） 科学问题是需要提示 了实施生态修复的必要性程度 ， 也

的相融 ， 通过人类思 想和行为的生态文解决且有 可能解决 的问题——因此其具表达 了生态修复适宜实施的空间与时间

明化 ， 从而可最终实现全球生态 系统整有应需性与可能性 ； 它包含一定 的求解分布 生态修复潜 力 的构成与影响因素

体的生态修复 （ 张文波 ， 等 ， ２００９ ） ； 其目标 和路径及应答域 ， 但 尚无确定的答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ｗ

其
一

， 生态系统健

二为人力资本优化 人力资本是相对于案一因此其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 。 科康状况 ： 城市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和正

物质资本的
一

种 资本 形态 ， 表现为人所学 问题的 明确提出及凝练 ， 是促进科学向演替及其两者的作用结果汇集成为生

拥 有的知识 、 技能 、 经验和健康等 ； 是发展 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前提 城市生态态 系统的健康状态 ， 构成了生态修复潜

表 ９ 生态修复潜力科学问题简析

Ｔａｂ ． ９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ｎ ｓｃ ｉ ｅｎ ｔ ｉｆｉ ｃ
ｐ
ｒｏｂ ｌｅ ｍｓｏ ｆ ｅｃｏｌ ｏ
ｇ
ｉ ｃ ａｌ ｒｅ ｓｔｏ ｒａ ｔ ｉ ｏｎ
ｐ
ｏ ｔｅｎ ｔ ｉ ａｌ

￣

７ｉｒｉ影响因素表达方式表达指标
｜

与生态修复方式关系有待解决议题
㈧ 合仆用（特定情况下 ）


（特定情况下 ）


（特定情况下 ）


（特定情况下 ）


（部分 ）


明 确 生 态修 复 的 生态修复潜 力较高地 ＩＸ ①不 同受损程度的生态系统驱动力 表征

＋ 太攸 针对 性 、 方向 性 ， 丨 粉ＰＭｒ ，ｋ 古 丨初 Ａ＊ ．Ｒ？ ／ 丨 ： 會？ 可 采取 自 然修 贫 方式 ： 方法 ；②不同受损程度的生态 系统修奴消

有助于 取得较 为 ＾
１

以，（
自 然
生态修复潜力较低地Ｋ 力时空分布特征 ；③不同受损生态系统修
理想 的生态随 则宜采用 自 然 与人］ ：相 紅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核心指标 ；④奴合

效果结合方式生态系统生态修Ｍ潜 力时空演 变规冲

资料来源 ： 自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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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０ 若干生态修复与生态管理结合案例及深化简析



／综倉＾的，功＼

＿顏
．“
【Ｉ？
段 丨
姐门海域电态修贫塔湖湿地^
？重视社会 、 生态 、经济效益／＼
构建基于适应性管理 丨 ９９ ４ 年实施第一轮海岸 的统一 ； ②白塔湖土地流转 中

建立一个 可供流 的 流域委员 会管理模 带 综 合 管 理 （ 丨ｃ ｍ ） 让利 于农 民 ： 通过提高农 田＼‘态性提滅 ？１／／
域管理机构 使用 式 、 确 定管理机 构 权 ２ ００ １ － ２００６ 年实施第二 租金 ， 保 证农 民收人 ； 解决农＼ 自我持续＼／Ｉ２ＳＳ／
＾的 河流生态修复 责 、 管理资 金配置 及 轮海岸带综合管理战略 民就业 ： 对暂不愿意 出租土＞长期危害
臓立项 、 规划 、 实施 建立生态修 复管理评 行动计划 ，是以厦门 西海 地的农 民 ， 鼓励种植有机作
以及评估的评价 估体 系 ４ 个 方面 完 域综合整治为标志 ， 以生 物 ；③限客 以维持生态 品质

体 系
。善 运 行的 管理机 制 态修 复作 为重点 的管理 ２０ １ ３ 年开园以来 ， 户 ｜塔湖湿地图 ３ 成功的城市生态修复图示

（ 董正举 ，等 ， ２ ０ 丨 ４ ）阶段 （董美艳 ， 等 ， ２０ １ ０ ） 每 日 游 客 人次不 超 过 ５００ 名 Ｆｉ ｇ ．３Ｄ ｉ ａｇｒａｍｍ ａｔｉｃｓｋｅ ｔｃｈｏ ｆ ｓｕ ｃｃｅｓｓ ｆｕ ｌｕ ｒｂａｎ

（吴建人 ， ２ ０ １ 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ａｌ ｒｅｓ ｔｏ ｒａ ｔ ｉ ｏ ｎ


来 源 ： 根据 （骆祥君 ， 等 ， ２０Ｕ８ ） 改绘 ．

以管理机构为 中
生杰＿ 工程 彳 ｆ
统

１＝１ 调动湿地所在地农 民积 （《性
．

特点 忘 丨；＾
其提供 １平
管理完＾点“ 融 合
、

生Ｉｓ ｉ统管理 虔漂ｆ盒
益 ； 限流以维持生本身也是一个投资巨大 、 牵涉面广 的巨




■ ， 促进 丨義鎌
心

＿＿＾型工程 ， 势必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 （ 宋

有待完善 蠢雜 丨》视生态修复 丁？ 程中 ｜ＪＪ■雜｜ Ｓ器 提高 生态 修复 ｜姓态管理措 菲菲 ， 等 ， ２〇
丨 ３ ） ， 因此 ， 对生态修复效

议题
Ｉ

，一胸訓
与完成后的运行管理
黑ＩＩ

芙删生心修＆
施的技术性与学术性支撑应的全面研究十分必要 。

资料来源 ： 自 制 ．

６ ．４ 生态修复和生态管理协同

力 的明确表征 。 生态系统健康需要借助干扰能力增强 ， 自组织能 力比修复前更生态修复与生态管理的脱节 ， 是部

生态诊断得到 就技术层面而言
，
生态加强大 。 如从生态修复工程成功与否角分生态修复地区存在生态服务功能退化

诊断包括 ： 诊断的参照 系统 ， 诊断 的途度 ， 生态修复的标准可由图 ３表达问题的原因之一？。 目前 ， 已有一些将生

径 、 方法与指标等 ； 其二 ， 自 然及人为态修 复 与管理相结合 的实践 ， 概括而

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 。 自 然 因素６ ． ３ 生态修复效应言 ， 有管理机构中心型 、 以生态修复工

体现为 自 然 系统在人为 因素影响下 的演生态修复效应是指修复规划建设实程管理为导向 、 以生态修复为重点 ， 以

进轨迹和演进方向 ； 人为 因素主要体现施之后的结果和外部影响 ： 从研究范畴及考 虑生态修复在地民众利益等类型 ，

在对资源的利用广度和强度 。 由于轻微而言 ， 有宏 观与 微观两个层面 （ 任慧各种 类 型都需要在相关方面继续深化

干扰 的生态 系统是相对最稳定 的 系统君 ， 等 ， ２ ０ １ ６ ） ； 从时间层面而言 ， 生态（表 １０ ） 。

（ 闫霞 ， ２０ １ ０ ） ， 因此 ， 辨别干扰的性质修复效应有长 、 中 、 近三个时间段 ； 从生态修复的 目 的是协助或开始生态

和强度成为生态修复潜力辨析的重要环结果和外部影响的性质而言 ， 生态修复恢复进程 ， 而生态管理是保证修复 以后

节之一 。 表 ９是对生态修复潜力科学问效应有正面的 、 不确 定的甚至负面的三生态 系统能够持续正常 （胳祥君 ， 等 ，

题的初步解析 ：种可能
〃
。 从效应表征角 度可将生态环境２ ００８ ） ： 生态修复与生态管理越早结合在

要素正常发挥生态功能的程度作 为生态一起越有利 于生态系统的修复 ， 生态管

６ ．２ 生态修复标准修复效应的表征 ， 以土壤为例 ， 有植被理与生态修复的协同作用是保证生态系

生态修复标准是修复过程所依据的固土能 力 、 土壤持水 能力 、 对土壤结构统长久维持优良状态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

准则 及期 望达成的 目 标 。 骆祥 君等和化学性能 的恢 复 程度等 （ 李纪潮 ，

（ ２００８ ） 提 出 了生态修复工程的五大评价等 ， ２０ １ ４ ） 。 从规划方案选择角度 ， 需对７结语

标准＇除了指 出生态修复的 目标以外 ，不 同生态修复模式 （ 方法 ） 的修复效应

还包含 了生态修复的前期鉴定与后期评进行模拟研究并评价 ， 作为确 定生态修目 前我 国 展开的城市生态修复 工

估 ： 本文认为 ， 还可进
一

步凝练以符合复方案的依据 （李凯 ， ２ ０ １ ５ ） 。 此外 ， 对作 ３ 在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 ， 也存在如

科学问题的特性 。 凝练后 的城市生态修自然生态修复以及人工干预措施联合效下着值得重视的问题 ： ①对城市生态修

复标准包括 ： ①生态修复过程 中 的正外应的探索 ， 以及将功能方面的修复效应复相对于传统生态修复的特殊性认识不

部效应 ， 即在实施修复 的过程 中 不产生评估作为保护人类健康的重要环节 （ ■！ 〇－足 ； ②生态修复 目标缺乏技术性 、 专业

任何长期危害 因素及危害作用 ； ②生态ａｒｎｉａＢｕｒｇｅｒ ，Ｍ ｉｃｈａｅ ｌＧｏｃｈｆｅ ｌｄ ，２０ １ ６ ） ，性及综合性的明确表征 。 ③追求与期望

系统改善度 ， 即生态修复后生态 系统所也是生态修复效应研究应予 以关注 的重短时间取得生态修复 的巨大成效 ， 未认

表现的优化及 改善状态 ， 且这种优化与要方面 。识到城市生态修复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

改善是可测量 及可表征的 ； ③生态系统尽管生态修复工程的初衷 与 目标都④偏重于视觉感官 的景观风貌 的修复与

韧 弹性提升度 ， 表现在生态 系统抗外部是改善生态环境 ， 但由于生态修复工程提升 ， 对城市生态 系统的功能 、 健康活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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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和生命力 的修复考虑不够 ； ⑤多系？ 明 确提 出 了 确 定城市的 因素之
一

为 艺术， ２〇 丨 ３
＿

〇５
－

２６ ．（２ ） 金 帅 ， 等 ． 流域

统 、 多 区域 、 多技术 、 多专业紧密合作２
观 易 福德＇

釔
宋

ｔ岭 ， 悅又彦译 ． 城市发展史
起源 、 演源 与 环境 ， ２０ １０ ， ２０
（
７
）
：６０
－

６７ ． 转 引

有
一

定欠缺 ； ⑥偏重于物质性要素忽略变和前景
［
Ｍ
】
． 北京 ： 中 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自 ： 董正举 ， 等
，

２０ １４ 。

非物质性要素的修复 。 ⑦公众参与和公２００５ 。？ 该项 目 为 水利部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項 。

八 古达 ６６ １？十仆 １＾北中浙仆 胸 、 丨 Ｗ古？ 指 出 了 生态城市对古代城市建设艺术的见 ： 吴建 军 ， 李敏 ，
“

河流生态修复适应
众支持的形式化与非头效化 ； ⑧以城市继承性 。 见
：

理查德 ？ 瑞 吉斯特 著 ， 王性管理决 策支持 系统
，，

成果汇报会在 丽

人类利益为主 ， 对城市其他生物 的价如松 ， 胡聃译 ． 生 态城市 ： 建设与 自 然召开 ［Ｎ］ ． 丽水 曰报 ， ２０ １ １ －０４－ １ １ 。

值 、 空间 、 环境条件及利益考虑不够 ，平衡的人居环境 ［Ｍ］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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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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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２０ １ ７－ ０４－ ０３以
“

生态修复
”

（ 题名 ） 在ｃ ｏｍ／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Ｐｃｓ ｉｎｄｅｘ＆ａｓｓｈ ｏｗ＆ｃ ａｔ ｉ ｃ＾［５ ］ＷＡＮＧＹ ，Ｇ ＥＮＧＳ ，ＺＨＡＯ Ｐ ｆｅ ｔ ａ ｌ ．Ｃ ｏｓ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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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ｅ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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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检索 ， 可见题 目 中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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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３９＆ ｉｄ ＝ １４ ５４ 〇ｅｆｉｔ ａｎａ ｌ ｙｓｉ ｓｏ ｆ ＧＨ Ｇ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 ｕｃ ｔ ｉｏ ｎ ｉｎ ｗ ａｓ ｔｅ

复
”

的文章共 ４８８ １ 篇 ， 明 确研究生态修？ 区域 生态学是研究 区域生态结构 、 过程 、 ｔｏｅｎ ｅｒｇｙ ｐ ｒ ｏｊ ｅｃ ｔｓ ｏ ｆ Ｃｈ ｉｎａ ｕ ｎ ｄｅｒ ｃ ｌ ｅａｎｄ ｅｖｅ丨 ｏｐ
－

复理论问题 的 文献很少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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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交流摘 要 ， 中 国 水下的厦 门生态修复初步研究 丨ｑ ． 环境污染

见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ｃｈ ｉ ｎ ａ
－

ｐ
ｕＬ ｉ ，ｏｍ／ｃｏｍ
ｐ
ｕ ｔｅ ｒｓ／利报 ， ２００４－０９－ １ ８ Ｋ与 大 众 健 康 学 术 会 议 ， ２ （ １ １ １ 丨 － １ （ ＞ ．

ｓｕｂ
ｊ
ｅ ｃ ｌ／ｈｕ ｏｔ ｌｏ ｎ
ｇ
ＡＶ ｅ ｉｎ ｂｅ ｒ
ｇ
／
ｐ
ｉｎ
ｇ
ｌｕｎ ． ｈ ｔ ｍ，⑩ 包 括 ： （ 丨 ） 有一个指导性影像参照 系 统（ Ｉ）ＯＮＧＭｅ ｉ ｙａ ＂ ， ＸＵ ＥＸ ｉ ｏ ｎｇｚ ｈｉ ．Ａｐｐ 丨ｙＥＢＭ

⑥ 另 备山 东省林科院通过 生理 生化指标对存在 ， 它是预 先麥定 出 来的生态动 态健
ｃｏ ｎｅ
？

叩 ｔｉｍ？ＸＵｍｅｎａ ｏ ｌ ｏｇ ｉＱｌ

济南各树种的抗污染性进行研究 ， 选 出 ５康状态 的结 果 ， 用 来指 导后续生 态修复
炉。 ｆＣｏｎｆｂｍｕＹ？ ｎＥｎ ｖ ｉｍｍｍ
’

ｎ ｎＵ

个树种 作为 济南城市生态绿化 建设的 抗要 达到 的程度 ； ⑵ 生 态 系 统得 到 改
丨 １

ｒ二
丨

‘

： 二

污染推荐树种 。 见 ： 商金杰 ， 山 东 济南善 ： 态 条 件 得 到 可 测量 性 的 加 强 ；
｜

９
１

￥
哲仁 ． 河流生 恢 复的 目 标 Ｕ ｜ ． 中 国 水

选 出抗污染绿化树种 ， 《 中 国花舟报》 ，（ ３ ） 抗外部 干扰能 力增 钱 ： 比修复前 更
２００４
（
１ ０
）
：６
－

１
０ ．（ｎＯＮ Ｃ ＾Ｚ ｈｅ ｒｅｎ ． Ｔ ａｒ＾ｓ

２００８
－

１ ２
－

１ ８ ， ＇为 自 我可持续 ； ⑷ 不施加任何长期危
。

巧 ＝：
‘

丨 ＾

ｍ
Ｕ ｜
． Ｃｈ ＂ｌ ａ

⑦ 见 ： 廖桂贤 ， 永续城市的环境策略
——害行动 ： 实施修 复过程 中 ， 没有掺入任 丨 １ 〇 ｜ 董正举 ， 等 ． 永定河 （北京段 ） 生态修 复工
柏 林经 验 ： 运 用 ＢＡＦ将 自 然 带回都 市 ，何 有 害的 成 分 ： （ ５ ） 生 态评怙 己
，

经 元程运行管理机制研究Ｕ 丨 ． 城市环境 与城市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ｅ ａ ｒｔ ｈｄａｙ
．ｏ ｒ
ｇ
．
ｔｗ ／ｃ ｏｌ ｕｍｎ／６４／成 ： 修复前后做作过某种程度的评估 ，生 冬２Ｕ １ ４Ｈ Ｖ１ ９ － Ｗ （ＤＯＮＣ ；Ｚｈ ｅｍｒｉｉ 丨ｔ． ｔ
６
１
８３
。其评估 ＾ 息 已 经公 开 。 见路祥君 ’ 等 ’ａ ｌ ．Ｏｐ ｅｒａ ｒｔ ｏｎａｎ ｄｎ 丨 ａｍｇｅｎ 丨 ｅｎ ｔｎｉ ｅｃｈ—ｎ ｉ ｉｎ
⑧ 系上海二 反琢境 水务公 司 董事长刘 光钊２００ ８ 。ｅｃｏ ｌｏ
ｇ
ｉ ｃａ ｌｒ ｅｓ ｔｏｒ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ｔｈｅＹｏ ｎ ｎ
ｉｌ ｉ ｎ ＾
Ｋ ｉｖ ｅｒ ｉｎ

语 ， 见 ： 赵 关 良 ， 湖泊 治理 立足科学生＠ 见 ： （ 丨 ） 傅伯杰 ． 生态 系统服务与 生态 系Ｂｅ ｉ
ｊ
ｉ ｎｇ Ｕ Ｉ
．Ｕ ｒｂａｎＥｎ ｖｉ ｒｏ ｎｍｅｎ ｔ ＆Ｕｒｂ ．ｍＥｃｏ ｌｏ
－

态修复 ， 《 中国环境报》 ， ２００５
－

１ ２
－

２Ｕ统 管理 丨 ＥＢ／０Ｌ ］ ■ 第 十五 届 中 国 科协年ｇｙ ， ２〇 丨 ４ （ １ ） ： １ Ｑ －２３ ． ）

⑨ 见 ： ｈ 丨 丨
ｐ
：
／／ｍ
ｐ
．ｗｅ ｉｘｉｎ ．ｑ ｑ
，ｃ ｏｍ／ｓ／ ｌ
ｐ
ＷＶｖ ３ｆｉ－会 ． ｈ ｌ ｌｐ ： ／／ ｚ ｔ ． ｃａ ｓ ｔ ． ｏ ｒｇ． ｃｎ ／ｎ４ ３５ ７７７ ／ ｎ４ ３ ５７９ 丨 １ １ 】 郭蟲 ． 低破生态城市案例介绍 （ 二 十九 ｝ ：

Ｈ
ｊ
ＰＧＨ ｌＧＡＧ７４Ｊ ＹＡ ．９／ ｎ ｌ ４ ３８３ ６６９／ ｎ ｌ ４６７ ３７９７ ／ １ ４７３６ ８７８ ． ｈ ｌｍ ｌ澳 大利 亚的 阿德 莱德 Ｕ ］ ， 城市规划 通讯 ．

３７



沈清基城市生态修复的 理论探讨 ： 基于理念体 系 、 机理认知 、 科学 问题的视角


２０１ ３
（
２１
）
： 封 ４ ． （ＧＵＯＬｅ ｉ ．Ｃ 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ｍ ｌｏｗ［２２ ］ 彭珂珊 ． 中国 西部 生态修复的理论与 实践 ［３３ ］ 吴建人 ． 优化管理体制 大力 开展湿地生态

ｃａｒｂｏｎｅｃｏｃ ｉ ｔｙ（２ ９）
： ａｄｅｌ ａ ｉｄｅ
，
ａ ｕｓｔ ｒａ ｌ ｉａ
〇 ］
．Ｕｒｂ ａｎＵ ］ ＋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 学院学报 ， ２０ ０５⑷ ：修复 ［Ｊ］ ． 浙 江林北 ， ２０１ ４ （２ ） ：３８
－

３９ ．（ＷＵ

Ｐ ｌａｎｎｉｎｇ


Ｎ ｅｗｓ ｒｅｐｏ ｒｔ ，２０ １ ３ （２ １ ） ：ｂ ａ ｃｋ ｃｏｖ ｅｒ． ）
１ ６
—

２０ ． （
ＰＥＮＧ Ｋｅｓｈ ａｎ ．Ｔｈｅ ｏｒ
ｙ 
ａ ｎｄ
ｐ
ｒａ ｃ ｔｉ ｃｅｏ ｆＪ ｉ ａｎｒｅｎ ．Ｏｐｔ ｉｍｉｚｅ ｄｍ 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 ｓｙｓｔｅｍ ， ｃａ ｒｒｙ

［
ｌ ２ ］ ［ 日 ］ 后藤武 ， 等 ， 著 ． 设计 的生态 学 ：新设ｒｅｎｏ ｖａ ｔ ｉｎ
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
ｇｙ 
ｏ ｆ ｔｈ ｅｗｅ ｓｔ ａｒ ｅ ａ ｏ ｆ Ｃｈ ｉｎ ａｏ ｕ ｔｖ ｉｇｏ ｒｏｕ ｓ ｌｙ ｗｅｔｌ ａｎ ｄｅ ｃｏｌｏ ｇｉｃ ａｌｒ ｅｓｔｏｒ ａ ｔ ｉｏｎ Ｑ ］ ，

计教科书 ［Ｍ ］ ． 黄友玫 ， 译 ． 桂林 ： 广西师 ｆ Ｉ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ａｄｒｅｓＣｏｌ ｌｅｇｅｏ ｆＥｃｏ
－Ｚｈ ｅ
ｊ
ｉ
ａｎ
ｇ


Ｆｏ ｒｅｓｔｒｙ， ２０ １４⑵ ： ３８
－

３９ ）

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１６ ． （
［ Ｊ

ａ
ｐ
ａｎ
］

ＴＡＫＥ ＳＨ ＩＧｏ ｔｏｅ ｔｎｏｍ 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ｎａ ｇｅｍ ｅｎｔ ， ２００５ （４） ： １ ６
－

２０ ．
） ［３４ ］ 吴文卫， 等 ． 污 染水体 生态修复的理论研

ａ
ｌ ． Ｔｈ ｅ ｅｃｏ ｌｏｇｉ ｃａ ｌａｐｐｒｏ ａ ｃｈ ｔｏｄｅｓｉｇｎ ［Ｍ ］ ．［Ｚ３ ］ 彭 少麟 ， 等 ． 回顾过去 ， 引领未来


２０１ ３究

Ｑ ］ ．
江 西农业 学报 ， ２００８ （９ ） ：Ｉ ３８
－

Ｍ０ ．

ＨＵＡＮＧＹｏｕｍｅｉ ， ｔｒａｎ ｓｌａ ｔｅ ． Ｇｕ ｉｌ ｉｎ ：Ｇｕａ ｎｇｘｉ年 第５届 国 际 生 态恢 复 学会 大会 （ＳＥＲ（ＷＵ Ｗｅｎｗ ｅ ｉ ，ｅｔ ａ ｌ ．Ｓｔｕ ｄｙ ｏ ｎ 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 ａ ｌ ｒｅｈ ａｂ ｉｌ—

Ｎｏｒｍａ ｌ Ｕｎｉｖ ｅｒ ｓｉ ｔｙ Ｐ ｒｅ ｓｓ， ２０ １ ６ ． ）２０１ ３
）
简 介
｜Ｊ］
？ 生态 学报 ， ２０１３
（
２ ０
）
：６７４４
一ｉ ｔａｒｉｏｎ ｆｏｒ
ｐ
ｏ
ｌ ｌｕ ｔｅｄｗａ ｔｅｒ
｜Ｊ ］
．Ａ ｃ ｔａＡｇｒｉｃｕ ｌ ｃｕｒ ａｅ
Ｊ
ｉ

－

［ １ ３ ｊ胡聃 ， 奚增均 ． 生态修复工程 系统 集成原６７４５ ． （ＰＥ ＮＧＳｈａｏ ｌ ｉｎ ，ｅ ｔ ａ ｌ ．Ｒｅｖ ｉｅｗｔｈ ｅｐ ａｓｔ
ａｎ
ｇ
ｘｉ
， 
２００ ８ （９ ） ： １ ３８
－

１ ４０ ． ）

理 的一些理论分析
［
Ｊ ］
． 生态学报 ， ２００２ （６ ） ：ａ ｎｄ  ｌｅ ａｄｔｈ ｅｔｏ ｒｅ￣ ｉｎ ｔｒｏ 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 ｆ ｔｈ ｅＦｉｆｔｈ［３５ ］ 解明曙， 等 ． 实施陆地 生态修复的科学观

８６６
—

８７７ ．｛ＨＵＤａｎ ，ＸＩＺｅｎｇｊ ｕ ｎ ． Ａ ｔｈｅｏ ｒｅ ｔ ｉ
ｃ ａｌＩｎ ｔｅｍａｔｉｏｍｌ Ｃｏ 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 ｎ Ｅｃｏ ｌｏ ｇｉ ｃａ ｌＲｅｓｔｏ ｒａ
— Ｕ】 ． 中 国 水 利 ， ２００４ （８ ） ：３３
—

３４ ． （ＸＩＥ

ａ
ｐｐ
ｒｏ ａ ｃｈ ｔｏ ｉｎ ｔｅ
ｇ
ｒ ａ ｔ ｉ ｏｎ
ｐ
ｒｉｎ ｃ ｉ
ｐ
ｌｅ ｓｏｆ ｅｃｏ ｌｏｇｉ
ｃ ａ
ｌｒｉ ｏｎ （ＳＥＲ２ ０ １ ３）
［
Ｊ
］

． ＡｃｔａＥ ｃｏ ｌｏｇｉ ｃａＳ ｉ ｎｉ ｃａ ，２０ １ ３Ｍｉｎ ｇｓｈ ｕ ， ｅｔａ ｌ ．Ｓ ｃ ｉｅｎ ｔ ｉｆｉｃ ｖｉ ｅｗｏ ｆ
＂

ｌ ａｎ ｄｅｃｏ ｌ ｏ
ｇ
ｉ ｃａ ｌ

ｒｅｓ
ｔ
ｏｒａ
ｔ ｉ
ｏｎｅｎ
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 ｇＱ ］
．Ａ ｃ ｔｎ Ｅｃｏｌ ｏｇ ｉ ｃ ａＳｉｎ ｉ ｃａ ，（２０ ） ：６７ ４４
—

６７４ ５ ．
）
ｒｅｓ
ｔ
ｏｒ ａ
ｔｉ
ｏ ｎ
＾ ］
．Ｃｈ ｉｎａＷａ ｔｅｒＲ ｅｓｏ ｕｒ ｃ ｅｓ
，２０ ０４ （８ ）
：

２ ００２
（
６
）
：８６ ６
－

８７７ ．
） ［２４ ］ 亓菁 晶 ， 陈安 ． 突发 事件与应急 管理的机

［
１ ４
］

江涛 ． 舒 尔 茨人力 资本理论的核心思想及理体 系 ［
Ｊ
］
． 中 国科学院 院刊 ， ２００９
（
９
）
： ４９６
－［３６ ］ 徐广军 ．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基本理论及

其启不
［［
】
． 杨州 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５０３ ． （Ｑ Ｉ
 Ｊ
ｉｎ
ｇｊ
ｉ ｎ
ｇ ，
ＣＨ ＥＮＡｎ．Ｍｅ ｃｈ ａ ｎ ｉｓｍｓ ｙｓ
－技 术方 法 ［
Ｊ
］
． 黑 龙 江水 利科技 ， ２〇〇 ６
（

６
）
：

版
）
，
２００８
（

６
）
：８４
■

－

８７ ．（Ｊ ＩＡＮＧ Ｔ ａｏ ．Ｔｈｅｃ ｅｎ
－

ｔ ｅｍ ｏ ｆ ｅｍ ｅｒｇ
ｅ ｎ
ｔｉ
ｎ ｃ
ｉｄ ｅｎ ｔ ｓａ ｎｄ ｅｍｅｒｇ
ｅｎ ｃ
ｙ 
ｍａｎ—３５￣ ３６ ．（ＸＵＧｕａｎ ｇｊ ｕｎ ．Ｂａ ｓｉ ｃ ｔｈ ｅｏｒ ｙａ ｎ ｄ ｔｅｃｈ
—

ｔ
ｒａ ｌ ｉ ｄ ｅａｏ ｆ Ｓｃｈ ｕｌｔｚ
＇

ｓｈ ｕｍａｎ ｃａ
ｐ
ｉ
ｔ
ａ ｌ
ｔ
ｈ ｅｏｒ
ｙ 
ａｎ ｄｉ ｔｓ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
Ｊ
］

．Ｂｕ ｌｌ ｅｔｉｎｏ ｆ Ｃｈ ｉｎ ｅｓｅＡ ｃ ａｄｅｍ ｙｏ ｆ Ｓｃ ｉ
－ｎ
ｉ
ｃ ａ
ｌｍ ｅ ｔｈｏ ｄｓ ｏｆｓｏ ｉｌａｎ ｄｗａ ｔｅｒ ｃｏ ｎ ｓｅｒｖａ ｔｉ ｏ ｎｉ ｎ

ｉ
ｍ
ｐｌ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
ｐ］
．Ｊ
ｏｕｒｎ ａｌｏｆＹａｎｇｚｈ ｏ ｕＵｎ ｉｖｅｎｉ ｔｙｅｎｃ ｅｓ，２ （Ｍ ）９ （５） ： ４９６
—

５０３ ． ）ｅｃｏ ｌｏ ｇｉ 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 ｒａ ｔｉｏｎ⑴ ？Ｈ ｅ ｉ ｌｏ ｎｇ ｊｉ
ａｎ
ｇＨｙｄ ｒａｕｌｉｃ

（
Ｈｕｍ ａｎｉ
ｔ
ｉ ｅ ｓａｎ ｄＳ ｏ ｃ ｉ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ｒｉｏ ｎ
） ，２０ ０８［２５ ］ 屈振军 ． 树立并 坚持科学的生态修复观 ［Ｊ ］ ，Ｓ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ａｎ ｄＴ 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２ （ １０ ６（６ ） ：３ ５
－

３６ ．
）

（
６
）

：

８４
－

８７ ．
）中 国 水土保持 ， ２００４ （１ ２） ： １４－ １４ ＋ ３５ ．（ＱＵ［３７ ］ 闫霞 ． 绿洲人口 变化 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研

［ １ ５ ］ 姜 智 ． 建设生态 河流 的理论和技 术支撑Ｚ ｈｅ ｎ
ｊ
ｕｎ ．Ｓ ｅｔｔ ｉｎ
ｇ 
ｕ
ｐ
ａｎｄ
ｐ
ｅ
ｒ
ｓ
ｉｓ ｔｉｎ
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 ｆ究
［
Ｄ
］

． 甘常农业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０ ．

卩］
． 东北 水利 水 电 ， ２００５ （１ ２） ： ６２
＿

６３ ． （Ｊ
卜ｓｃ
ｉ
ｅｎ
ｔｉ
ｆｉ ｃｅ ｃｏ ｌｏ
ｇｉ
ｃａ ｌｒｅｈ 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ａ
ｔｉ
ｏ ｎ
［Ｊ ］
．Ｓｏ ｉ ｌ ａｎｄ（ＹＡＮ Ｘｉａ ．Ｓ ｔｕｄ ｙｏ ｎｏ ａ ｓｉ ｓｐｏｐｕ ｌａ ｔ ｉｏｎｃｈ ａｎｇ ｅａｎ ｄ

ＡＮＧＺｈｉ ．Ｔｈ ｅｔｈ ｅｏｒ
ｙ 
ａｎｄ 
ｔ
ｅｃｈｎ ｉ ｃａ ｌｓｕ
ｐｐ
ｏ ｒｔｏｆＷ ａ ｔｅｒＣｏ ｎｓ 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 ｉｎａ ， ２０ ０４ （ １ ２
）

： １ ４
－

１ ５＋ｅｃｏ ｌｏｇｙ
ｓｕ ｓ
ｔ
ａ
ｉ
ｎａｂ ｌ ｅｄ ｅｖ ｅ ｌｏ
ｐ
ｍｅｎ
ｔ



ａ ｃ 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ｃｏ ｎｓ ｔｒｕ ｃ ｔ ｉｎ
ｇ
ｅｃｏｌｏ
ｇ
ｉｃ ａｌｒｉｖｅｒ
Ｑ］
．Ｗａ ｔｅｒ Ｒ ｅｓ ｏｕ ｒｃ ｅｓ３ ５ ．
）Ｍｉｎ ｑ ｉｎ ｏａ ｓｉ ｓ［Ｄ ｊ ．Ｔｈｅ Ｄｉ ｓｓｅｒｔａ ｔ ｉｏｎｆｏｒ Ｍａｓ ｔｅｒ Ｄｅ—

＆Ｈｙｄ ｒｏｐ ｏｗｅｒｏｆＮｏ ｒｔｈｅａ ｓｔ Ｃｈｉｎ ａ ，２ ００５ （ １ ２ ） ：丨２６ ］ 任海 ， 等 ． 恢 复生 态学 的理论 与研究进展ｇｒｅ ｅ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Ａｇｒ ｉｃｕ ｌ ｔｕｒ ａｌ Ｕｎｉｖ 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 １ ０． ）
６ ２
－

６３ ．
）［Ｊ ］ ． 生态 学报， ２０ １ ４ （５ ） ：４１ １ ７
－

４１２４ ． （ＲＥＮ ［３８ ］ 杨悦舒 ， 等 ． 恢复生 态学理论上水电 工程

［
１
６
］

孔繁德 ， 等 ． 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 ： 以Ｈ ａｉ
，

ｅ
ｔ 
ａ ｌ ．
Ｔｈ ｅｏｒｉ 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 ａｄ ｖａｎ ｃ ｅｓｏ ｆ ｒ ｅｓ
－扰动 区边坡生态修复中 的应用 ［Ｊ ］ ． 长 江科

秦皇岛市为 例 ［Ｍ］ ． 北京 ： 中国环境科学 出ｔｏ 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ｏ ｌｏ ｇｙ ］］］ ．Ａｃ ｔａＥｃｏ ｌｏ ｇｉ ｃ ａＳｉｎ ｉｃａ ，２ ０ １ ４学院院报 ， ２０ １ ５ （７） ：５２
－

５ ７ ．（ＹＡＮＧＹｕ ｅ ｓｈｕ ，

版 社
，
２００４ ． （ＫＯＮＧ Ｆａｎｄｅ ， ｅ ｔａ ｌ ．Ｓｔｒ ａｔｅｇｉｃ（
１ ５
）
： ４１ １７
—

４ １ ２４． ）ｅｔ ａｌ ．Ａ
ｐ ｐ
ｌ ｉｃａ ｔ 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ｔｏ ｒａ ｔｉｏｎ ｅｃｏ ｌｏ
ｇｙ
ｔｏ ｓｌｏ
ｐ
ｅ

ｐ
ｌ ａｎｎｉｎ
ｇ 
ｏ ｆ ｕ ｒｂａｎ ｓｕｓ ｔａｉｎ ａｂｌ ｅｄｅｖ ｅｌ ｏ
ｐ
ｍｅｎ ｔ ： ａｃ ａｓｅｐ
＂

７
】
任慧君 ， 等 ？ 生态脆弱 区露天煤矿生 态修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ｐ ｒｏ ｔｅｃ ｔ ｉｏｎ  ｉｎｄｉ ｓｔｕ ｒｂ ａｎ ｃｅａ ｒｅａ ｏｆ ｈｙ
－

ｓ ｔｕｄ
ｙ
ｏｆ
Ｑ ｉ ｎｈ
ｕ ａｎ
ｇｄ
ａｏＣ ｉｔ
ｙ ［
Ｍ
］

．Ｂｅ ｉ
ｊ
ｉ
ｎ
ｇ
：Ｃｈｉ ｎａ复 效应研 究
［Ｊ ］
． 煤炭工程 ， ２０ １ ６
（
２
）
： １ ２７
—ｄｒ ｏ
ｐ
ｏｗｅｒ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
Ｑ］
．Ｊｏ ｕｒｎａ ｌｏｆＹａｎｇ 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Ｅｎｖｉｒ ｏｎｍｅ ｎ
ｔ
ａ ｌＳｃ ｉｅｎ ｃ ｅＰｒ ｅｓｓ ，

２ ００ ４．
） １ ３０ ． （ＲＥＮ Ｈｕｉｊ ｕｎ ， ｅｔ ａ ｌ ．Ｅｃｏ ｌｏ ｇｉｃａ ｌ ｒｅｈ ａｂｉｌ ｉｔａ－Ｓ
ｃ
ｉ
ｅｎ
ｔ ｉｆｉｃ Ｒ ｅｓ ｅａｒ ｃｈＩｎ ｓｔｉ ｔｕｔｅ
， 
２０ １ ５
（
７
）

：

 ５２
－

５７ ．
）

［
１
７
］ 李 纪潮 ， 等 ． 元谋干热 河谷罗望 子人工林ｒｉ ｏｎ ｅｆｆｅｃ ｔｓｏｆｏｐｅｎ－ ｐ ｉｔ ｃｏ ａｌｍ ｉｎ ｅｉｎ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３９ ］ 张树军 ， 等 ． 复合 系统理论在 区域 生态修

间作生态修复效应 Ｕ］ ． 西南农业学报 ， ２０ １ ４ｆｒａ ｇｉ ｌｅ ｒ ｅｇｉｏ ｎ Ｑ ］ ． Ｃｏ ａ 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 ｎｇ， ２０ １６ （２） ： １２ ７
－复决 策中 的应用 ［Ｊ］ ． 清华大学学报 （ 自 然科

（４ ） ：１ ７ １ ０
－

 １ ７ １４ ． （ＬＩＪ ｉ
ｃｈ ａｏ
， ｅ ｔａ ｌ ． Ｅ ｃｏ ｌｏｇ
ｉ ｃ ａ ｌ １３ ０ ．）学 版
）
， ２０ １ ０
（
１ ２
）
：１ ９ ０６
－

１９０９＋１ ９ １ ４ ．

ｒｅｓ
ｔ
ｏ ｒａ
ｔｉ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ｉ ｎｔｅ ｒ
ｐ
ｂ ｎ
ｔ 
ｏ ｆ 
ｔ
ａｍａ ｒｉｎｄｕ ｓｉ ｎ
－ 丨２ ８
］

山仑 ． 逆境生物学研究如何为发展我 国旱（ ＺＨＡＮＧＳｈ ｕ
ｊ
ｕ ｎ
，ｅ ｔａｌ ．Ｅｃ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ｒ ｅｓ ｔｏｒ ａ ｔｉｏ ｎ

ｄｉｃａ ａｒ ｔｉ ｆｉｃ ｉ ａ ｌ ｆｏ ｒｅｓｔｉｎ Ｙｕａｎｍｏｕ ｄｒ
ｙ
ａｎｄ ｈｏ ｔｖａ ｌ
－地农业服务Ｕ ］ ． 河南 大学学报 （ 自 然科学ｄｅｃ ｉ ｓｉｏ ｎｕ 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 ｏｕ ｎ ｄ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 ｅｏｒｙ ［ ｝ ］ ？Ｊｏｕｒ
－

ｌ
ｅ
ｙ ［Ｊ ］
．Ｓ ｏｕ ｔｈｗ ｅ ｓｔ Ｃｈ ｉ ｎａ
Ｊ
ｏ ｕｒｎａ ｌｏ
ｆ

＊

Ａｇｒｉｃｕ ｌｔｕ ｒａ ｌ版） ， ２００３ （ ３） ： １— ３ ．（ＳＨＡＮＬｕｎ ．Ｈｏｗｔｏ ｓｅｒｖ ｅｎａ ｌ ｏ ｆ Ｔｓｉｎｇ ｈｕ ａＵｎｉｖ ｅｒｓｉ ｔｙ（Ｓ ｃ ｉｅｎ ｃｅ ａｎｄＴ ｅｃｈｎ ｏｌ
－

Ｓｃ ｉｅｎｃ ｅｓ
，
２０ １ ４
（
４
）
： １ ７ １ ０
—

１ ７ １ ４ ．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 ｇｄ ｒｙｌ 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 ｌ ｔｕ ｒｅｂ ｙ ｓｔｕｄｙｉｎ ｇ ｓｔｒｅｓｓ
°
ｇｙ） ． ２０ １ ０（ １ ２）
： １ ９０ ６
—

１ ９ ０９＋ １ ９ １ ４．
）

［
１ ８
］
李凯 ． 基于 ＳＷＡＴ模型的 白龙江流域生态ｂｉｏ ｌｏ
ｇｙ Ｕ ！
．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Ｈｅｒｍｉ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ｃｙ ｔＮａｕｍａ ［４
０
］
张文波
、 等 ． 多 层次生态修复实践模式及

修复效应模拟研究 ［Ｄ］ ． 兰 州 大学硕士学位Ｓ ｃｉｅｎ ｃｅ ） ．２ ００ ３（３ ） ：１ － ３ ．
）其 理论探讨 田 ． 自 然 资源 学报 ， ２００９ （１ １ ） ：

论文
，
２０１ ５ ．（Ｌ ＩＫａ ｉ． Ｅｆｆｅ ｃ ｔ ｓｉｍ ｕｌ ａ ｔｉｏｎ ｏ ｆｅｃｏ
－

 ［２９ ］ 沈清基 ． 城市生态环境 ： 原理 、 方法与优化２０２４
－

２０３４ ． （
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ｂ ｏ，ｅ ｔ ａｌ ．Ａｐｐ ｌｉｃ ａ
－

ｌｏ
ｇ
ｉｃ ａｌ ｒｅ ｓ
ｔ
ｏ ｒａ
ｔ
ｉｏ ｎ ｉ ｎＢａ ｉｌｏｎ
ｇ 
ｒｉｖ ｅｒ ｂａｓ ｉｎｂ ａｓｅ ｄｏ ｎ［Ｍ ］ ． 北 京 ： 中 国 建 筑工 业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ｔｈ ｅｏ ｒｙｏｆ ｍｏｄｅ Ｌｓｏｆ ｍｕｌ ｔｉ
－

ａ
ｐｐ
ｒ ｏａｃｈ

ＳＷＡＴｍｏｄ ｅ ｌ
［
Ｄ
］

．Ｔｈ ｅＤ ｉ ｓｓｅｒｔａ ｔ ｉ ｏｎ ｆｏ ｒＭａ ｓｔ ｅｒ（ＳＨＥＮＱ ｉ ｎ ｇｊ ｉ． Ｕｒ ｂａ ｎｅｃｏ ｌｏｇｉ ｃ ａ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 ：
ｅｃｏｌｏ
ｇｉ
ｃ ａｌｒｅｓ
ｔ
ｏ ｒａｔｉｏｎ
Ｑ ］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Ｎａ
ｔ
ｕｒ ａｌ Ｒｅ －

Ｄｅ
ｇ
ｒｅ ｅｏ ｆ Ｌａｎｚｈ ｏｕＵｎ ｉｖｅｎｉ ｒ
ｙ ，
２ ０ １ ５ ．
）ｐｒｉｎ ｃ ｉｐｌ ｅｓ， ｍｅ ｔｈ ｏｄ ｓａｎ ｄｏ ｐｔ ｉｍ ｉ ｚａｒｉｏｎ ［Ｍ ］ ．Ｂ ｅ ｉ
— ｓｏｕ ｒｃ ｅｓ
，
２０ ０９
（
１ １
）
：２０ ２４
—

２０ ３４ ．
）

［
１ ９
］ 李培军 ， 等 ． 污染土壤生态修复 理论 内 涵ｊ ｉｎｇ ：Ｃｈ ｉｎａ Ａｒ 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 ｒｅ＆ ：Ｂ ｕｉ ｌｄｉｎ ｇＰ ｒｅｓ ｓ ，［４ １ ］ 张云 ， 陈梅 ． 济南原生植物在 生态城市建

的 初 步探讨 ［）］ － 应 用 生态 学报， ２００６（４ ） ：２０ １ １ ． ）设中 的应用 研究［Ｃ〗 ． 中 国 风景 园林学会

７４ ７
－

７５ ０ ． （Ｌ Ｉ Ｐ
ｅ
ｉ
ｊ
ｕｎ
，

ｅｔａ ｌ ．Ａｎ ａ ｐ ｐｒｏａ ｃｈ ｔｏｔｈｅ ［３〇 ］ 沈清基 ？ 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２Ｄ １４ 年会论文 集 （ 下册 ）， ２０ １４
－

０９
－

１ １
．

（

ｔ
ｈ ｅｏｒｅ
ｔ
ｉｃａ ｌｍ ｅａｎｉｎ
ｇ
ｏｆ ｅｃｏ ｌｏ
ｇ
ｉｃ ａ ｌｒｅｍｅｄｉ ａｔｉｏ ｎｏ ｆ＾２０ １ ３ （５） ：７５－ ８３ ．ＺＨＡＮＧＹ ｕｎ ，ＣＨＥＮ Ｍ ｅｉ ．Ａｐｐ ｌ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ｒ ｅｓ ｅａｒ ｃｈ
ｃｏ ｎｔａｍｉｎ ａ ｔｅｄｓｏｉ ｌ
［ Ｊ］
． Ｃｈ ｉ ｎｅ ｓｅ
Ｊ
ｏ 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Ａｐｐ ｌｉ ｅｄ （ＳＨＥＮ
Ｑｉ ｎｇｊ ｉ ．Ａ ｓｔｕ ｄｙｏｎ ｆｕｎ ｄａｍｅｎ ｔａ ｌｏ ｆｐ ｌａｎ
—

ｏｎ
Ｊ
ｉ
ｎａｎｎａ ｔｉ ｖｅｐ
ｌａｎ
ｔ
ｓ ｉｎｔｈｅｅｃｏ ｌｏｇｉ
ｃ ａ ｌ ｕｒｂ ａｎ

Ｅｃｏ ｌｏ ｇｙ ，２
００ ６（４ ） ：７４７
－

７ ５０．
）ｎ ｉｎ
ｇ 
ａｎｄｂ ｕ ｉｌ ｄｉｎ
ｇ 
ｓｍａ ｒ
ｔ

—

ｅｃｏ ｌｏ
ｇ
ｉｃａ ｌ ｃ ｉ
ｃｙ ［ Ｊ］
．Ｕｒｂ ａｎ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ｒｉｏｎ
［

Ｃ
Ｊ

．Ｃｈｉｎ 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ａ
ｐ
ｅＳｏ ｃ ｉｅ
ｔｙ 
Ｃｏ ｎ —

［
２〇
］
刘 凯
， 等 ． 污染土壤生 态修复的理论 内涵 、Ｐ 丨 ａｉｍｉｎｇ


Ｆｏ ｒｕ ｎｉ
，

２ｍ ３
（
５
）

： ７ ５
－

８３ ． ）ｆｅｒ ｅｎ ｃｅ ｉｎ２ 〇 １ ４
（
ＰＥＰ
） ，
２ ０１ ４
－０９
－

１ １ ．
）

方法及应用
［Ｊ ］
． 生态学杂志 ， ２０ １ １ （１
）
：１ ６２
－

 ［３ １ ］ 沈清基 ， 象伟宁 ， 等 ． 生态智慧与 生态实践

１
６９ ． （Ｌ ＩＫａ ｉ ， ｅｔａ ｌ ．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ｒｅｍ ｅｄｉ ａｔｉｏ ｎｏ ｆ之同济宣言 Ｊｊ］ ？ 城市规划学刊 ， ２０１ ６ （５） ： １
—

ｃｏｎ
ｔ
ａｍ
ｉ
ｎａ
ｔ
ｅｄｓｏ ｉ ｌ ｔｈ ｅｏ ｒｅ ｔｉｃ ａ ｌｃｏ ｎｎ ｏ ｔａ ｔ ｉｏ ｎｍｅａ
—

 ｉ ｉ ｉ ．（ＳＨＥＮＱ ｉ ｎｇｊ ｉ ，ＸＩＡＮＧＷ
ｅ
ｉｎ ｉｎ
ｇ ，
ｅ ｔａ ｌ ．Ｔｈ ｅ

ｓｕ ｒｅｓａｎｄ ａ
ｐ ｐ
ｌ ｉｃ ａｄ ｏｎｓ
Ｑ］
．Ｃｈ ｉ ｎｅｓｅ
Ｊ
ｏ ｕ ｒｎ 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
－

ｄ ｅｃ ｌａ ｒ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ｔｈ ｅＴｏ ｎｇ
ｊ

ｉｆｏ ｒｕｍｏ ｎｅｃ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 ｌ

ｏ
ｇｙ， 
２０ １ １
（
１
）
： １６ ２
—

１ ６ ９ ．
）ｗｉ ｓｄｏｍ ｉ ｎｓ ｐｉ ｒｅｄ ｅｃｏｌｏ ｇｉ ｃ ａｌｐ ｒａ ｃ ｔ ｉ ｃｅ （ＴｈｅＴｏ ｎｇ ｊ ｉ

［２ １ ］ 胳祥君 ， 等 ． 生态修复的科学前沿和产业Ｄｅｃ ｌａ ｒａ ｔｉ ｏｎ ） Ｕ ］ ．Ｕ ｒｂａｎＰ ｌ ａｎ ｎｉｎｇ Ｆｏ ｒｕｍ ，２０ １ ｆｉ （５ ） ：

进展
［
Ｃ
］
＋

工程绿化理论与技术进展——ｉ
－

ｉ ｉｉ
）

全 国 工程绿化技术 交流研讨会论文 集 ， ［３ ２ ］ 宋菲菲 ， 等 ． 国外不 同 类型湖泊 治理思路

２００８
—

０４
—

０
１
． （Ｌ ＵＯＸｉ ａｎｇｕ ｎ ， ｅ ｔａ ｌ ．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ｆｉ ｃ分析与 启 示 ｊｊ ］ ． 环境 工程技术 学报 ， ２〇１ ３

ｆｒｏ ｎ
ｔｉ
ｅｒ ａｎ ｄ
ｉ
ｎ ｄｕ ｓ
ｔ
ｒｉａ ｌ
ｐ
ｒｏ
ｇ
ｒｅｓｓ ｏ ｆ ｅｃｏ ｌｏ
ｇ
ｉ ｃａｌ ｒｅ ｓ
—（ １ ） ： １ ５ ６—  １ ６２ ． （ＳＯＮＧＦｅ ｉｆｅｉ ， ｅ ｔａ ｌ ．Ａｎａ ｌｙｓｉｓ ｏ ｆ

ｔｏ ｒａｒｉｏｎ
［

Ｃ
］

． Ｐｒ ｏ
ｇ
ｒｅｓｓｏ ｆｅｎ
ｇ
ｉｎ ｅｅｒｉｎｇ 
ａｆｆｏ ｒｅｓｔａ ｒｉｏｎ ｌ ａｋｅｍ ａｎ ａ
ｇ
ｅｍ ｅｎ ｔｓｔｒａ ｔｅ
ｇ
ｉ
ｅｓ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ｔ
ｙｐ
ｅｓｏｆ

ｔ
ｈ ｅｏ ｒ
ｙ
ａｎｄ 
ｔ
ｅｃｈｎ ｏ ｌｏ
ｇｙｐｒ ｏ ｃｅ ｅｄ ｉｎｇ ｓｏｆｓ ｙｍ
—

 ｌ ａｋｅｓａｂ ｒｏａｄａ ｎｄｅｎｌｉ ｇｈ ｔｅｎｍｅｎ ｔｓｆｏ ｒＣｈｉｎａ Ｑ ］ ．

ｐ
ｏｓｉｕｍｏ ｎｔｅｃｈｎｉ ｃａ ｌａｆｆｏ ｒ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 ｉｎＣｈ ｉｎａ
，
２００ ８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ｏ ｆ Ｅｎｖ ｉ ｒｏ 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Ｅｎｇ 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 ｏｌｏ
－

０４
－

０ １ ．
）ｇｙ ，２０ １ ３ （１ ） ： １ ５６
－

１６２ ． ）修回 ： ２０１ ７－０７

３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