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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系统方法（ Ecosystem   Approach ，EA）”不是一种具体的生态系统管理方法，而是一种

综合各种方法来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的生态系统管理策略。它提供了一个将多学科

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具体管理实践的科学和政策框架。回顾了生态系统方法的产生及其概念的发

展和演变，揭示了生态系统方法与生态系统管理之间的联系，介绍了生态系统方法在自然资源管理

和流域综合管理方面的应用，可为我国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系统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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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cosystem   Approach ”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

学家提出的一个术语，其相应的中文翻译并不统一，

国内学者一般将其译为生态系统方法［1，2］、生态系

统途径［3 ～5 ］或生态系统方式［6，7］。本文采用生态系

统方法的译法。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生态系统方法

是综合管理土地、水和生物资源，公平促进其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的战略。它是一种跨学科的、包含参与

过程的综合性方法。因此，生态系统方法的应用有

助于均衡地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3 个目标：有

效保护；可持续利用；公平、公正地享有开发基因资

源所带来的利益
［8］

。
200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将生态系统方

法作为行动的基本框架，号召各缔约方和其它国家

政府、国际机构应用生态系统方法
［8］

。2003 年联合

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在其第一本报告《生态系

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中，明确指出其概念框架

与生态系统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9，10］

。

目前，《生物多样性公约》积极在其成员国中推

行生态系统方法。此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

成立的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也将推动生态系统方

法的应用作为首要任务。2005 年启动的中国—欧

盟生物多样性项目，将生态系统方法作为示范项目

的核心内容，以推动生态系统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提

高中国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履约能力。因此，有

必要对生态系统方法进行全面地回顾与分析，加强

生态系统方法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1　生态系统方法的发展历程

生态系统方法自其出现以来得到不断的发展和

完善。概括而言，其发展主要经历了 3 个阶段：①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美国五大湖流域管理与森林管

理中的探索与应用过程中，形成了生态系统方法的

基本概念与内涵；②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该概

念被《生物多样性公约》所接受，逐步发展成该公约

的指导原则；③21 世纪初以来，生态系统方法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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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公约》以及相关国际机构的促进下，在全

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管理与自然资源管

理中进行了推广应用。

美国在生态系统方法概念的提出和内涵的界定

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早在 1978 年的《五大湖水质

协议》（ The   Great   Lakes   W ater   Quality   Agreem  ent of 

1978 ）中就使用了这一术语［11］。为了恢复和维持五

大湖流域生态系统水体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完整

性，该协议认为必须将五大湖流域视为一个由水、

气、土和生物（包括人）这些相互影响的要素构成的

生态系统，其所提及的生态系统方法强调人是生态

系统的组成部分［12］。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五大湖流域实施的项目

大多都采用了生态系统方法的理念。虽然当时还没

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这些生态系统方法都

具有如下特征［12］：①主要关注生态现象；②认识到

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③认识到生态

系统对自然和人类的活动会做出显著的响应。
1993 年 8 月，美国成立了一个机构间生态系统

管理课题组（ Interagency   Ecosystem   Managem  ent  Task 

 Force ），目的是为了增进对生态系统方法的理解，并

根据案例研究的成果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13，14］。

该课题组将生态系统方法定义为：“一种维持或恢

复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功能和价值的方法。”其基本

内涵包括：生态系统方法以一种综合社会和经济目

标的自然资源管理方式来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健

康、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生命的总体质量；生态

系统方法立足于一个综合生态、经济和社会 3 方面

因素、与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的未来展望上，应用

于主要由生态边界确定的地理区域内［14，15］。

显然，该课题组认识到生态系统方法重视自然

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它强调如下内

容［14］：

（1） 必须考虑到所有相关的和可以确认的生态

和经济后果（包括长期和短期）。

（2） 加强政府机构间的协调。

（3） 在各级政府、地方居民、土地所有者及其他

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合作伙伴关系。

（4） 改善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交流。

（5） 更经济有效地履行政府的职责。

（6） 采用最好的科学技术。

（7） 改进信息和数据管理。

（8） 当获取到新的信息后，立即调整管理方针。

《生物多样性公约》对促进生态系统方法原则

的制订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鉴于生态系统方法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功，1995 年 11

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次

缔约方会议上建议将生态系统方法作为履约的基本

行动框架［16］。1996 年 6 月在皇家浩鲁威环境研究

所（ Royal   Holloway   Institute  for   Environm ental   R e-

 search ）召开的第一届  Sibthorp 研讨会上讨论了生态

系统方法的涵义，提出了生态系统管理的 10 条原

则［15，17］。1998 年 1 月 26  ～28 日，《生物多样性公

约》在非洲马拉维首都利隆圭召开了一个关于生态

系统方法的研讨会上，在原先的生态系统管理的 10

条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了生物多样性管理的生态系统

方法（ Ecosystem   Approach  to   Biodiversity   Manage-

 m ent ）的 12 条原则（又称为马拉维原则， the   Malaw i 

 Principles ），并把它提交给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四次缔约方会议。1998 年 5 月在斯洛伐克召开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注意到了马

拉维研讨会的成果，并要求其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

事务附属机构（ SBSTTA ）制定生态系统方法的原则

和实施指南［18］。
2000 年 5 月在肯尼亚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五次缔约方大会上正式采纳生态系统方法及

其 12 条原则。2004 年 2 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上总结了各国已

有的经验，为各条原则增加了实施准则［18］。至此，

生态系统方法的 12 条原则成为全世界推进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管理的指导原则。许多国际组

织与众多的国际合作项目，都以生态系统方法的 12

条原则为指导，在世界各地开展示范与推广；生态系

统方法的发展从此进入了推广与应用的新阶段。

2　生态系统方法的原则

200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所制定

的生态系统方法的 12 条原则［8］，内容如下：

（1） 土地、水和生物资源的管理目标是一个社

会选择问题。

（2） 应将管理权下放到最低的适当一级。

（3） 生态系统管理者应考虑其活动对相邻和其

它生态系统的（实际和潜在）影响。

（4） 考虑到管理可能带来的利益，因此，通常需

要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和管理生态系统：a. 减少对生

物多样性有着不利影响的市场扭曲现象；b. 调整奖

励措施，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c.

使特定生态系统的成本和效益内部化，直到实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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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 。

︵5） 保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机能，以维持生态

系统服务，这是生态系统方法的优先目标。

（6） 必须在生态系统的功能限度内管理生态

系统 。

︵7） 应在适 当的时空 范围内 应用生 态系统

方法 。

︵8） 由于生态系统过程具有的不同的时间尺度

和滞后效应，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应当是长期性的。

（9） 管理必须认识到变化的必然性。

（10） 生态系统方法应寻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利用的适当平衡与统一。

（11） 生态系统方法应考虑所有形式的相关信

息，包括科学知识、乡土知识、创新做法和传统做法。

（12） 生态系统方法应让所有相关的社会部门

和学科参与。

虽然这 12 条原则是由《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

的，但是其内容并不仅限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而是涵

盖了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系统管理的各个方面，是

迄今为止对生态系统方法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

换言之，这 12 条原则同样也适用于自然资源管理和

生态系统管理。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理解，生

态系统方法不是一种具体的自然资源或生态系统管

理方法，而是一种综合各种方法来解决复杂的社会、

经济和生态问题的生态系统管理策略，它提供了一

个将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具体管理实践的

科学和政策框架。

生态系统方法的原则是在生态系统管理原则的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96 年 6 月在皇家浩鲁威环

境研究所召开的第一届  Sibthorp 研讨会上总结的生

态系统管理的 10 项原则（其中① ～⑤是指导性原

则，⑥ ～⑩是操作性原则）［2］，即：①管理目标是社

会的选择；②生态系统管理必须考虑人的因素；③生

态系统必须在自然的分界内管理；④管理必须认识

到变化是必然的；⑤生态系统管理必须在适当的尺

度内进行，保护必须利用各级保护区；⑥生态系统

管理需要从全球考虑，从局部着手；⑦生态系统管理

必须维持或加强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⑧决策者应

当以合适的科学工具为指导；⑨生态系统管理必须

谨慎行事；⑩多学科交叉的途径是必要的。

比较上述生态系统方法的 12 条原则和生态系

统管理的 10 条原则，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密

切的联系。这两套原则基本上是相符的，都注重社

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结合，都认识到人既是管

理者又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同时它们都认识到

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因而管理

必须谨慎，并且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多学科的参与。

当然，生态系统方法的 12 条原则比生态系统管理的
10 条原则有了明显改进，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具体，

更强调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的统一。

总之，生态系统方法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生态系

统，要把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看作是人类所必需

的［1］。生态系统方法并不排斥其它的管理和保护

的方法，比如单一物种保护、建立保护区、流域综合

管理等方法，它将各种方法综合在一起来有效地处

理复杂的现实问题［8，18］。生态系统方法提供了一个

更为广泛的管理基础，所包含的管理单元的范围大

小可以通过不同时空尺度来调节；它为政府、社团和

私人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框

架，使综合的、跨学科的、可参与的和可持续的管理

成为可能［15］。

3　生态系统方法的应用

生态系统方法作为一种新的生态系统管理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策略，其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比

如，在森林管理、渔业管理和水资源管理等方面都有

实际应用［19 ～22 ］，这些应用都强调资源保护和利用的

合理平衡和统一，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1　生态系统方法的应用指南

生态系统方法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也不存

在一个在局地、省级、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尺度上都

适用的模式。它要求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问题，

是一个极具个性特色的方法［8，23］。依据个人或集体

的认识和经验，结合所要解决的问题，采用生态系统

方法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实际应用。生态系统方法

这个术语通常以“某某的生态系统方法（ Ecosystem 

 Approach  to ⋯）”的形式出现，比如渔业的生态系统

方法（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 ）、环境保护的

生态系统方法（ Ecosystem   Approach  to   Environm ental 

 Protection ）、自然资源保护的生态系统方法（ Ecosys-

 tem   Approach  to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  rces ）、

水资源管理的生态系统方法（ Ecosystem   Approach  to 

 W ater   Managem  ent ）等［21，24］。此外，与生态系统方法

意思相近的术语还有“以生态系统过程为导向的方

法”（ Ecosystem   Process- Oriented   Approach ）、“生态系

统管理方法”（ Ecosystem   Managem  ent  Approach ）和

“基 于 生 态 系 统 的 方 法”（ Ecosystem  - Based   Ap-

 proach ）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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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方法为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一个框架，

依据生态系统方法的原则，结合具体的问题，管理者

可以采用各种管理手段和技术来实现生态系统方法

的原则
［25］

。应用生态系统方法要求
［21］

：①确定并

科学地描述生态系统的尺度、范围、结构和功能；②

根据社会认可的生态系统健康和完整性的定义，评

估它的状态；③评估其受到威胁；④采用适应性管理

策略进行生态系统的维持、保护和恢复。

此外，《生物多样性公约》还制定了应用生态系

统方法的 5 条操作指南［8］：①关注生态系统内部的

功能关系和过程；②加强利益共享；③采用适应性管

理方法；④在一个适合解决问题的尺度上进行管理，

并且把管理权下放到适当的最低一级；⑤加强跨部

门合作。

迄今为止，生态系统方法的概念一直侧重于对

原则内容的描述。从以原则内容为导向的方法发展

到注重成果的方法是有益的［26］，这也是目前生态系

统方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为此，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的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将生态系统方法的 12

条原则进行了重新组织，分别划归到如下 5 个实施

步骤中
［27］

：

Ⅰ.确定生态系统的范围和主要的利益相关方，

并确定二者之间的联系（相关的原则有⑴、⑺、⑾和

⑿）。

Ⅱ.描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征，制定合适

的管理和监测机制（相关的原则有⑵、⑸、⑹和⑽）。

Ⅲ.确定影响生态系统及其居民的重要经济问

题（相关的原则有⑷）。

Ⅳ.空间上的适应性管理：确定管理措施对相邻

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相关的原则有⑶和⑺）。

Ⅴ.时间上的适应性管理：制定长期目标和实现

目标的可行办法（相关的原则有⑺、⑻和⑼）。实际

上，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 5 个实施步骤之前还隐

含了一个步骤，就是明确定义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

才能有效地确定解决该问题所涉 及的生态系统

范围。

一般而言，实施生态系统方法有几种方案可供

选择，一是将生态系统方法的各项原则纳入到国家

和区域层次的生态保护战略和规划中（如生物多样

性战略与行动计划）；二是将生态系统方法的各项

原则纳入到政策工具和各个行业部门（如森林、渔

业、农业等）的计划中［26］。
3.2　生态系统方法在渔业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人们对世界渔业资

源进行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传统渔业资源出现了

衰退的现象［28］。同时渔业活动直接改变了水生生

物（包括鱼类）的栖息地，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生态

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渔业资源的衰退。渔业的衰

退，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使渔民的生活陷入困

境，造成社会危机。人们意识到需要发展新的渔业

管理办法以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002 年 9

月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鼓励

在渔业管理中实施生态系统方法，以实现渔业的可

持续发展。
1994 年，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 US Fish 

 and   W ildlife  Service ）就已经将生态系统方法应用于

鱼类和野生动物的保护［29］。2001 年《雷克雅末克

宣言》（ Reyk javik   Declaration ）将渔业的生态系统方

法（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 ， EAF ）作为渔业

管理的框架，它吸收了传统渔业管理和生态系统管

理的概念性原则和操作性手段［21］。 W ard 等将  EAF 

定义为：一种传统渔业管理的延伸，它更清楚地认识

到人类福祉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

为当代和后代维持生态系统生产力的需要［21，30］。
 EAF 的目标是以一种既能满足当代人类需求又能

不损害生态系统为后代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的方

式，对渔业进行规划、开发和管理。 EAF 认识到与利

益相关方合作的重要性，致力于协调各种社会目标。

它考虑到了人类对生态系统认识的局限性，在一个有

生态意义的边界内进行渔业综合管理。
 EAF 对传统渔业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以改

善管理的效果［31］。从长远来看，基于生态系统的渔

业管理可以提高水生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使得生态

系统能够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向人类提供高质量和

高产量的食物。
3.3　生态系统方法在森林管理中的应用

从世界林业发展史来看，森林资源管理大体经

历了 4 个阶段：①单纯的采伐利用阶段；②以木材为

核心的永续利用阶段；③森林多效益永续利用阶段；

④森林生态系统管理阶段［32，33］。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发表了“关于

所有类型森林的管理、保护和可持续开发的全球共

识的无法律约束力的权威性原则声明”（也称“森林

原则”），从而确立了新的森林管理模式。就时间而

言，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正式提出早于生态系统方法，

但是二者都基于可持续性原则。同年，美国林业局

正式采用了以生态系统为导向的管理方法来管理森

林［1］。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了以下重要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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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概念
［8］

：①管理资格；②有利于环境；③产品和服

务不断流动但不损害资源基础；④维持生态系统功

能和生物多样性；⑤维持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⑥

利益共享；⑦利益相关方（ Stakeholder ）参与决策。

可持续森林管理与生态系统方法有许多类似之

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可持续森林管理认为是生

态系统方法在森林管理中的应用。相对于生态系统

方法而言，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内容更具体；但是，可

持续森林管理没有实行跨部门的融合。
3.4　生态系统方法在流域管理中的应用

由于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尺度依赖性的概念，

随着问题尺度的变化，其范围也有所不同，因此，在

采用生态系统方法时必须明确生态系统的范围
［34］

。

确定生态系统边界需要考虑气候、水文、地形、土地

利用等各方面的因素
［24］

。在由自然边界确定的生

态系统中，各种生态过程（如水循环等）相对完整，

这便于监测生态系统的变化和寻找导致生态系统变

化的原因。流域生态系统就具有这样的特性。以流

域边界来界定生态系统，不仅具有操作上的简单可

行，而且便于向公众解释（流域的概念已经被公众

理解和接受），因此，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以

流域作为其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的基本单元
［35］

。目

前关于生态系统方法在流域/区域尺度上的应用还

比较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境内的

五大湖流域管理中的应用。

五大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淡水生态系统之一，

它拥有地球上 20％的液态淡水资源，为美国和加拿

大约 3300 万人口提供淡水［36］。20 世纪初，五大湖

流域的人口和经济是北美洲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然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五大湖区被视为地球上

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随后，陆续开始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来恢复五大湖的环境。早期的环境问题

紧迫但显而易见，治理行动主要是削减污染、治理富

营养化、去除不合需要的外来物种等，并且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随着治理工作的推进和科学认识的提

高，一些学者发现要恢复五大湖生态系统的健康并

不简单，目前得到解决的只是相对容易的、单个的问

题，而那些涉及生态系统组分间复杂相互作用的问

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还原论方法难以胜任，需要一

种更综合、更系统的方法［36］。

自从 1977 年以来，国际联合委员会（ Interna-

 tional J oint  Com  m ission ）和美国、加拿大两国政府就

一直倡导使用生态系统方法来管理五大湖流域
［37］

。

经过长期的探索，摸索出了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的基

本过程。图 1 是五大湖流域管理中所采用的实施生

态系统方法的过程框架模型［38］。

生态系统方法在五大湖流域的规划、研究和管

理中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管理方式从人类中心主义

向环境要素管理再向生态系统方法发展的结果，也

是五大湖流域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的结果［11］。

在五大湖流域的管理中，由于生态系统方法考

虑了生物与非生物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被视为

一种解决环境问题的综合方法［39］。目前，生态系统

方法已经应用到五大湖流域的土地利用规划、污染

治理、交通、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栖息地管理、可持

续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等多个方面［37］。

图 1　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的过程框架模型

 Fig.1　 A process fram  ew  ork  to im plem  ent 

 ecosystem  approach 

4　结　语

综上所述，如果要成功地运用生态系统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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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在思想上或管理上实现如下转

变：

（1） 认识到人既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又是生

态系统的管理者。

（2） 认识到管理对象不仅仅是生态系统本身，

更重要的是管理人类的活动。

（3） 研究思路从单问题、单要素、单学科的研究

转变成整体性、综合性研究。

（4） 管理方式从僵化的、一成不变的管理方式

转变成灵活的适应性管理方法。

（5） 从条块分割的部门管理转变为跨部门、多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协作管理。

（6） 管理从以行政单元为基础转变为以自然生

态系统单元为基础。

（7） 管理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转变，管理过

程强调公众参与、多部门参与和多学科参与。

所有基于生态系统的经济活动管理方式都有相

似的原则：需要科学的基础、适应变化的环境、与各

种利益相关方和机构合作、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

的福祉负有长期的责任［21，40］。同样，生态系统方法

也遵循了这些原则。

实际上，生态系统方法已经渗透到生物多样性

保护、自然资源管理、环境管理、流域管理、土地利用

规划等众多与生态系统相关的领域中去了，应用生

态系统方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

认同。除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将生态系统方

法作为履约的框架和《雷克雅末克宣言》将生态系

统方法作为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外，生态系

统方法还被 2002 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

界首脑会议（ the   W orld   Sum m it on   Sustainable   Devel-

 opm ent ， W SSD ）认可为加强可持续发展和减缓贫困

的一个重要手段［26］。

生态系统方法充分考虑了社会、经济和生态三

方面的因素，试图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

在满足人类对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同时维护

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因此，生态系统方法对于促

进生态系统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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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div  ersity ， the   Ecosystem   Approach  is a strategy  for the  in -

 tegrated  m anagem  entofland ， water and  living  resources  thatprom  ote conse  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in an  equita-

 ble way.  Ecosystem   Approach  is not  a concrete  m  ethod  but a strategy  of  ecosystem  m anagem  ent.  Ecosystem   Ap-

 proach  provides  a science  and  policy  fram  ewor  k which  can  integrate  all kinds  of  theories  and  m ethods  to  solve  the 

 com  plicated  social ， econom  ic and  ecologicalproblem  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the   Ecosystem   Approach  conce pt

 and  its inter- linkage  w ith  the  ecosystem  m ana  gem  entare review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  e  Ecosystem   Approach 

 in  natural resource  m anagem  ent and  river  basi  n m anagem  ent are introduced.

 Key  w ords ： Ecosystem   Approach ； Ecosystem  m anagem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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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diversity.

《地球科学进展》杂志广告参考价目表
黑白（文字、照片） 彩色（文字、照片）

封二、封三 价格（元） 封二、封三 价格（元）

纯文字

文字加照片

1500  ～2000 

2500  ～3000 
纯文字

文字加照片

3000  ～3500 

4000  ～4500 

封四（含文字、照片） 2000  ～2500 封四（含文字、照片） 5000  ～6000 

1 /2 版面
1 /3 版面
1 /4 版面

价格减半

价格的 1 /3 

价格的 1 /4 

1 /2 版面
1 /3 版面
1 /4 版面

2500  ～3000 

1500  ～2000 

1000  ～1500 

插页（正反两版） 3000  ～4000 插页（正反两版） 6000  ～8000 

〗注：（1）客户如果长期合作，可以给予 15％  ～20％的优惠（需签定合作意向）。

（2）本刊与客户之间可根据广告的难易程度协商确定价格。

（3）其他相关事项可协商确定。

（4）1 /2 、1 /3 、1 /4 版面的纯文字宣传，只做插页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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