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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

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贺信中作出的“两加快一努力”重要指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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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中心在耕地开垦对自然资本投资成效影响研究中获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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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志云团队，在耕地开垦对生态保护成效的影响研究中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

Natural capital investments in China undermined by reclamation for cropland为题，发表在《自然-生态与进化》（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上。     

本文综合运用全国生态系统评估数据、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和农业统计数据，定量评估了2000至2015年耕地开垦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分析了对水

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固碳和野生物种栖息地等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研究发现，我国新开垦耕地多分布于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和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尤其在我国北部、东部和南部生态重要或脆弱区域，其中分布于极重要和

重要生态保护区域的新开垦耕地分别占总开垦面积的58.1%和26.8%。在一些重点保护恢复的地区，新开垦耕地总面积虽然小但是分布较为广泛和分散，对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抵消也不容忽视。与同期自然资本投资回报相比，全国耕地开垦对野生物种栖息地、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固碳和土壤保持服

务保护成效的抵消比例分别为113.8%、63.4%、52.5%、29.0%和10.2%。      

研究显示：2000-2015年我国新开垦耕地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损失主要对应三种典型区域类型。（1）提供重要防风固沙服务和野生物种栖

息地的区域，气候干旱，土壤有机质含量低，粮食产量低；该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恢复收益的损失最大，主要位于我国西北部的地区。（2）提供重要碳汇和野

生物种栖息地的区域，气候相对寒冷，新开垦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粮食产量高，其生物多样性、土壤保持量和固碳量由于耕地开垦损失大，主要位于我国

东北的湿地地区。（3）提供重要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和野生物种栖息地的区域，气候潮湿，新开垦耕地坡度高；生态系统服务损失严重，

主要位于我国南部和西南部的山区。其他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收益抵消比例相对较低，但在那些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越强、气候越潮湿、新开

垦耕地坡度越大的区域，耕地开垦对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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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出，低效的耕地开垦的不利生态影响将削弱生态保护恢复等自然资本投资的回报，并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应在保护重要生态系统同时，加强

脆弱地区耕地的生态恢复，并通过加强可持续的农业集约化遏制低效的农业扩张。  

研究工作得到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任务三 “生态系统与生态安全”、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生态承载力评估与生态安全

格局构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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