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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已经成为气候变 化 影 响 评 估 和 适 应 性 管 理 的 关 键 问 题&本 文 介 绍 和

分析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敏感性和阈 值 的 概 念!中 国 生 态 环 境 的 敏 感 带 和 脆 弱 性!脆 弱 性

评估和中国生态系统脆弱分布以及自然生 态 系 统 的 可 持 续 性 和 适 应 减 缓 对 策&自 然 生 态 系 统

对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仍存在许多问题 和 不 确 定 性!迫 切 需 要 在 以 下 领 域 开 展 研 究"自 主 开

发新一代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综合评估模型 $特别是双向耦合模型%’加强相关野外长期

观测实验’开展适应性与可持续发展示范工程的研究等&
关!键!词"自然生态系统#气候变化#脆弱性#阈值#适应对策

文章编号":$$$9$#;#$!$$#%$#9$<#>9::

:!引言

!!自然生态系统是指一定空间中的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没有或很少受人类活动直

接干扰的统一体!其中!各成员借助能量和物质循环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功能复合体&本研

究所指的自然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森林’草原’荒漠’湿地’冻原等&

!!自然生态系统几乎容括了地球的全部遗传和物种多样性的总体!并提供对人类生存至

关重要的产品与服务&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世界和中国的自然生态系统破坏和退化

日趋严重&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的增加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性变暖!
是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变化与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分析研究系统的脆弱性&气候变

化下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指气候变化对该系统造成的不利影响的程度&脆弱性是系统

内气候变率’幅度和变化速率及其对变化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这类研究在全球范

围已取得部分进展(:)!但对我国的分析仍较零星’分散!不够系统&

!!本研究试图重点介绍和分析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敏感性和阈值的概念#中国生态环境

的敏感带和脆弱性#脆弱性评估和中国生态系统脆弱分布#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适

应减缓对策#以及当前研究的不确定性’存在问题和研究展望等&

!!自然生态系统脆弱性和阈值及其研究方法

!"#!脆弱性

!!一个系统的脆弱性首先取决于其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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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气候因素变化对其格局’过程和功能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害的!也可能是

有益的&气候变化包括气候波动’变化趋势和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影响包括直接

的或间接的两个方面&脆弱性与敏感性密切相关!通常!脆弱系统总是对气候变化影响敏

感’且不稳定的系统&

!!脆弱性与系统的适应性有密切关系&适应性是指自然和人类系统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的

调整&适应气候变化是指自然和人类系统对于实际或预期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所做的趋利

避害的反应&生态系统的主体组成部分是生物种群或群落!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根本差别

在于它具有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由于生物活动的高度有序性!它对于环境条件或气候变

化十分敏感!能感知这种变化!并通过自组织运动调节以适应其变化!从而维持自身状态

的稳定(!)&系统的适应能力是指系统应对气候变化 $包括气候变率’极端气候事件%以减

轻潜在损失’应付气候变化的能力&适应能力首先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有关&一般生

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越多!系统种类越丰富!结构越复杂!生产力越高!系统越稳定!抗

干扰的适应恢复能力越强!反之亦然#同时!适应能力还与社会经济基础 条 件 和 人 为 影

响’干预有关&

!"!!生态系统的阈值

!!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调节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气候变化幅度过大或持续时间

过长!超出了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和修复能力!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就会遭到破坏!这

个临界限度!称之为生态系统阈值&从外力角度分析!生态系统阈值决定于外力的类型’
强度’节奏’持续时间等诸多因素#从生态系统自身来讲!系统的结构’功能’成熟程度

等都影响生态系统阈值的高低&当超出这个阈值时!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稳定性就会遭

到严重破坏!产生突发性连锁反应!甚至放大效应!使系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终目标 $即第二条%指出(<)"*根据本公约的各项有关

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

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

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

!!上述目标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即是否存在一个 *气候变化影响的阈值+!或 *气候

增暖的上限+!达到或超过这一阈值或上限!气候系统或自然生态系统就达到了危险水平&
确定阈值是否存在及其范围是气候变化响应评估的重要课题&目前的全球变化研究还没有

找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气候和生态系统危险水平的关系!但有的研究认为!全球平均温

度升高几度 $有人认为!J">J%以上!预计全球将在大范围内出现不利影响!会有经

济的净损失&

!!自然生态系统确实存在着某种环境或气候胁迫下的阈值(=)&比如!当胁迫超过植物自

身调节能力的极限时!潜在损伤就发展成慢性病或不可逆伤害或死亡!这一极限 即 为 阈

值&如热和冷!依据其强度和持续期!损伤植物代谢活性生长和生活力!可确定某物种的

分布界限!包括活性界限水平’致死界限水平或称阈值&但要指出的是(=)!植物不同部位

和器官’不同高度!其热抗性和致死界限温度很不相同&通过实验可以确定不同气候带’
不同植物类群在生长季期间热损伤或冷损伤的阈值温度&干旱引起的胁迫!对于植物个

体来说!其危害程序不仅依赖于其干旱抗性!也依赖于其环境条件&萎蔫系数就是一个阈

值!是指植物根系不能迅速吸取到能满足蒸腾需要的水分!植物开始出现萎蔫时的土壤含

水量&其他尚有许多如辐射’盐胁迫甚至人为胁迫造成的阈值&可见!胁迫因子是非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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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既有非生物的温度’水’辐射等因子!也有生物的如微生物’动物’植物因子!以

及人类的影响!胁 迫 常 常 是 多 种 因 子 同 时 起 作 用!且 复 杂 交 错!相 互 影 响!互 相 制 约&
对植物个体已是如此!对整个生物系统!甚至人类系统的影响就更加复杂了&

!!气候系统中存在许多非线性过程!这些过程往往导致气候突变&近年来!许多研究发

现!在地质时期’历史时期和近代时期存在着许多气候跃变 $或突变%现象(!)!并对某些

生态脆弱区造成重大影响&生物圈作为地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对于外源的扰动和其他子

系统作用的响应有所不同!在一定的变异度范围内!生物圈比较稳定!但当变异度超过某

一阈值时!生物圈将失稳而发生突变&当代人类活动日益增强!扰动强度在许多方面已超

过了自然调节能力!从而引起了全球变化&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是否具有触发地球

系统大规模突变的可能!并对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产生影响,气候突变和气候变化影响阈

值是否存在联系,它们的形成过程和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心和待研究的重要

课题&

!!总之!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影响的阈值是一类极端复杂的科学问题!不可能简

单地用一个温度增暖的数值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上限来确定&为了确定影响阈值!必须

进一步深入研究许多科学问题!如气候变化影响的机理和过程’温室气体浓度变化与气候

变化影响的关系’阈值形成的因子和机理’阈值的表达等(;)&

>!中国生态环境的敏感带和脆弱性

$"#!中国生态环境的敏感带分布

!!据研究!不同类型植被间的过渡带或交错群落一般都是全球变化的敏感区!它们对全

球变化特别敏感!响应尤为强烈(!)&图:是根据叶笃正的图所作的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

过渡带或敏感区的示意图&

图:!中国生态环境的敏感带分布图(!)

KCF4:!06HGC8CL6M2H6NCG8ECOP8C2H2Q8R66I232FCIB36HLCE2HA6H8CH.RCHB(!)

!!如图所示!中国的一级敏感带始于内蒙古东部向西南延伸至青藏高原的东南部&从气

候角度看!它是干旱’半干旱气候向东南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 的 过 渡 带#从 水 文 角 度

看!它是内陆地表水系和沿海外流水系的分水岭#从土地利用来看!它是 一 条 农 牧 交 错

带&二级敏感带始于:$=S’!沿鄂尔多斯高原西侧直至兰州’西宁附近!然后向西沿青藏

高原北麓至我国西部边境!这一过渡带是荒漠’草原’高寒植被的分界线&此外!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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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森林植被区!从北向南还分布着寒温带针叶林’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暖温带落叶阔叶

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热带雨林之间的小过渡带!或称三级敏感带&

$"!!自然地带"植被分布和生物多样性

!!研究指出(;)!未来气候增暖后!中国温度带的界线北移!寒温带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

中温带!中温带面积的:-!变成暖温带!暖温带的绝大部分变成北亚热带!而北亚热带几

乎全部变成中亚热带!中亚热带全部变成南亚热带!南亚热带全部变为边缘热带!边缘热

带的大部分变为中热带!中热带的海南岛南端变为赤道带&青藏高原各温度带的变化与东

部地区不同!大体是各温度带界线没有变化!寒带变成亚寒带!亚寒带变成高原温带!高

原温带近似于暖温带或北亚热带&全球变暖后!中国干湿地区的划分仍为湿润至干旱四种

区域!但形成了干湿地区分布的新格局&

!!应用多种统计模型!用假定的温度升高度数和降水增加幅度或大气环流模式预估的未

来气候情景!对各种植被带的可能变化的预估研究指出(%"::)!.(!倍增后将使中国气候带

和植被带向高纬或向西移动!植被带的范围’面积’界限将相应变化&在垂直方向上!气

候变化可能使山区的基带和高原面的自然景观发生变化和迁移!还可能使垂直带谱分布界

线发生位移&随着气候变暖!各种类型森林带和适生树种向北推进!垂直带谱向上延伸&
利用 T*+00和,BN.T!模型的情景所作的未来植被分布表明!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中国

森林植被带的北移!尤其是落叶针叶林的面积减少很多!甚至可能移出中国境内#未来华

北地区和东北辽河流域可能草原化#西部的沙漠和草原略有退缩!可能被草原和 灌 丛 取

代#高寒草甸的分布略有缩小!可能被萨瓦纳和常绿针叶林取代&

!!未来气候变化也将对中国的物种多样性造成威胁!尤其可能对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及气

候适应范围狭窄的高山物种’已适应青藏高原高寒气候的物种和迁移能力弱的物种!比如

大熊猫’滇金丝猴’白唇鹿’秃杉’沙冬青和藏羚羊等造成威胁&

$"$!物候

!!物候作为指示区域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的生物和自然过程之间的敏感性综合指标!已

被广泛用于气候变化影响评估中&根据中国近>$年物候观测网站的资料分析发现(:!)!影

响中国木本植物物候的主要因素是温度!如果未来年平均气温上升:J!一般中国春季物

候期将提前>""天!而秋季推迟>""天!绿叶期延长<";天!果实或种子成熟期提前!
其幅度较春季物候期大&一般北方物候现象的提前或推迟幅度较南方大&又据近"$年中

国物候观测网数据的分析表明(:>)!随着!$世纪;$年代以后中国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

春季增温!物候期提前!中国西南区东部’长江中游和华南地区春节气温下降!物候期推

迟!一般春季气温上升$4#J和:J!物候期提前!天和>4#天#反之!气温下降$4#J和

:J!物候期平均推迟"天和;天&

$"%!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碳源汇

!!生态系统生产力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据估算生产力的变化幅度从增加到减少都有可

能&此外!陆地生态系统目前是一个碳汇!但到!:世纪末随着温度的增高!汇的强度会

降低甚至变成源(:")&曹 明 奎 等(:#!:<)利 用 生 物 地 球 化 学 机 理 模 型.’10*估 算 了:%;:"
!$$$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碳通量!包括净初级生产力 $表示植物生长%$5++%’
土壤异氧呼吸或土壤碳排放 $,)%’净 生 态 系 统 生 产 力 $表 示 植 物 生 长 扣 除 土 壤 碳 排 放

后的净变化%$5’+%以及中国植被和土壤碳贮量&结果表明!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碳通量

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其中!5++和 ,)总量的年际变化分别与年降水量和气温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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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年期间中国的5++和 ,)总量!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但 ,)的上升趋势大

于5++&净生态系统生产力为5++与 ,)的差值!负值表示净排放碳 $为碳源%!正值

表示净吸收碳 $为碳汇%!估算结果指出!近!$年中国5’+的总量变化在U$4!!"$4!#
&8.BU:之间!平均值为$4$<>&8.BU:!可见!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在.(!增长和气候变化

的影响下吸收.(!!是一个碳汇!与美国的碳汇量级大致相当 $$4$;&8.BU:%(:=)&!$年

内全国吸收碳的总量为:4!#&8.!约占全球同期碳吸收总量的;V":$V!其中!土壤

和植被分别吸收$4"<&8.和$4=%&8.&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陆地碳源和碳汇的区域差异明显!从!$年平均状况来看!中国的

大部分地区年平均5’+很小!略高于零&碳吸收主要发生在东北平原’华北中西部’西

藏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碳释放主要发生在四川盆地南缘和云贵高原西南端’闽南丘陵’
内蒙古西北部和新疆天山’准噶尔盆地等地区&在中国北方!由于增暖和干旱趋势明显!

,)的增长快 于 5++的 增 长!5’+呈 减 少 趋 势!在 南 方!尤 其 是 西 南 地 区!增 暖 幅 度

小!而且降水量有所增加!5++的增长快于 ,)的增长!5’+呈增加趋势&如果未来北

方降水量能恢复到!$世纪#$和<$年代的较高水平!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可显著增

加!反之!如果北方增暖和干旱以此为继!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可能会从一个碳汇逆转为一

个碳源&

!!利用改进后的统计模型计算评估了未来气候变化对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结果指

出!中国自然植被5++在气温增加!J或"J!降水增加!$V时!5++均有所增加!在

湿润地区增加幅度较大!而在干旱及半干旱地区增加幅度较小&说明限制中国5++的主

要原因是水分供应不足&利用W’T和X?-(T’过程模型和>个&.TG的预测结果的模

拟表明(:%)!在大气.(!加倍和气候变化条件下!中国的5++约增加>$V左右&该研究进

一步区分了生产力变化的原因!在所增加的5++中!:!V"!:V源于生态系统的功能变

化!即.(!升高和气候条件改变的直接影响!而::V":=V是源于生态系统的结构变化!
即由较高产的生态系统取代较低产生态系统的结果&

$"&!冻土"湿地和荒漠化

!!冻土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由于冬季极端最低气温升高和年平均日较差显著变

小!!$世纪;$年代以来!中国最大冻土深度开始减小!%$年代以后!各地区冻土深度减

小幅度更为显著(!:)&据模拟预测指出!当!$%%年高原平均气温升高!4%J以后!青藏高

原多年冻土消失比例将高达#;4!V!高原东部和南部的多年冻土大部分将消失!仅存高

原西北部&

!!中国湿地主要包括沼泽’湖泊’河流’滩涂等天然湿地类型和人工湿地&近年来!中

国天然湿地的数量和面积不断减少!持水’蓄水和调洪能力持续下降!许多依赖湿地生态

系统的珍稀物种消失&其主要原因是人为影响!但气候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据模

拟!在<种气候情景下 $气温分别升高:J’!J和>J!降水量增加或减少:$V%!中国

东北地区的沼泽面积将减小&气候变化对中国北方泥炭沼泽影响的另一种可能是!如果气

温升高!冻土南界北移!将使大量储存在泥炭沼泽中的碳源源不断地释 放!影 响 大 气 中

.(!和.,"的含量&此外!自!$世纪#$年代以来!中国西北地区的内陆湖泊湿地!大部

分萎缩甚至干涸!除人类影响外!西北地区长期以来暖干化的气候是重要原因&

!!慈龙骏(!>)采用:%;:":%%$年间全国:%:"个气象站的数据!用 ,BN.T!模型预测全

球变化框架下中国未来荒漠化生物气候类型区的变化&结果指出各气候类型区的面积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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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均呈增加的趋势!其中以极端干旱区和亚湿润干旱区增加的幅度最大!半干旱区次之!
这一区域恰是中国北方最具生物气候生产潜力的地方!持续变干必将影响沙漠化的扩展&
总的来说!荒漠化生物气候类型区总面积呈增加的趋势&

$"’!极端事件对脆弱性的影响

!!近代和未来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变暖将导致与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如干旱’火灾’病虫害’高温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从而使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增

大&自然生态系统己经进化或发展出在一定的气候变异范围内的应对和自适应能力&但是

如气候变化导致超出系统经历过的历史范围的极端事件发生频率或强度增加!会增加系统

的风险!使系统不能完全恢复!甚至崩溃&

!!干旱影响&我国地处季风区!季风降水的年际变异大!从而造成我国干旱灾害发生频

繁’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灾情重&过去#$年来!我国北方’四川盆地降水趋于减

少!干旱灾害频繁发生&随着气候变暖!进入!$世纪%$年 代!我 国 每 年 平 均 受 旱 面 积

!"$$万RA!!比#$年代增加:4#倍以上!受旱成灾面积增加>倍(!")&干旱灾害将严重影

响森林’草原等植物的生长发育!导致土地退化’生产力下降’森 林 火 灾 和 病 虫 害 的 频

发&我国草地退化的面积从!$世纪=$年代’;$年代初’%$年代至今!分别占总面积的

:$V’!$V’>$V和#$V以上!且以每年!$$万RA!的速度发展!其中!我国 北 方 明 显

的干旱化趋势是重要的原因&

!!森林火灾影响&火灾对森林和草原的破坏极大!一场大火可烧毁大量的动’植物资源

和地被物!破坏森林植被结构’功能!减少林分密度!使森林生态平衡失调!导致病虫害

侵袭&我国平均每年发生森林火灾:<$$$次!烧林面积:$$万RA!左右!占全国森林面积

的;"%Y!是世界上森林火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东北和内蒙古林区’西南及南

方三大林区年均受害面积分别为#"万RA! $占全国受害面积的#!V%’!#万RA!及!!万

RA!&森林火灾的发生与气候关系密切!特 别 是 干 旱 年 份 发 生 次 数 多’损 失 大&如:%;=
年#月!我国出现特大干旱!大兴安岭林区发生一场特大森林火灾!燃烧!<天!受害森

林面积达:$$万RA!!损失之重历史罕见(!#)&

!!病虫害影响(!#)&我国森林病虫害随人工林面积的不断 扩 大 呈 上 升 趋 势&据 统 计(!<)!
从!$世纪#$年代至;$年代!每年发生病虫害的面积呈每十年成倍增长的态势!#$年代

至;$年代平均每年发生病虫害的面积分别为;<万RA!!:""万RA!!><#万RA!和;"=
万RA!!近年来每年因病虫鼠害减少林木生长量:$$$万A>!因受害严重而使树木枯死的

森林面积约>>万RA!!约占每年造林保存面积的:!4#V&许多气候条件如干旱’高温’
降水等与病虫害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

"!脆弱性评估及中国生态系统脆弱分布

%"#!脆弱性评估

!!鉴于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在评价时应突出主导因素&此外!为便于业务部门

的应用!评价指标和方法应简便’易行!所需数据容易获得&脆弱性的分析评价通常包括

敏感性和适应性!以及现实的脆弱性和未来的脆弱性等内容&敏感性和适应性主要分析影

响系统自身调节与恢复能力的各种因素及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敏感程度!脆弱性主要分

析过去和未来气候变化影响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和脆弱程度&最后!把二者综合在一起!
即可得到气候变化影响下系统脆弱性的强弱和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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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的分布

!!脆弱生态环境是多种因素构成的整体&在生态环境中自然因素是导致环境变化的基

础!人为因素起着加速或延缓自然过程的作用&因此!成因分析应着重于自然因素!其中

气候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按照脆弱环境的主要成因!并辅之以卫星遥感图像的判断!绘

制了中国脆弱生 态 环 境 类 型 分 布 图 $图!%(!=)&如 图 所 示!全 国 脆 弱 生 态 环 境 的 面 积 约

:%"DA!!超过我国总国土面积的:-#!主要分布在=个地区!其中!#个位于西部&

图!!中国脆弱生态环境分布图(!=)

KCF4!!WR6NCG8ECOP8C2H2QLP3H6EBO366I296HLCE2HA6H8CH.RCHB(!=)

!!为了使脆弱程度的评价既简便又准确!赵跃龙(!=)选择水资源 $降水量和降水变率%’
热量资源 $日平均气温":$J积温%’干燥度’土地数量和质量 $人均耕地面积’土壤肥

力%’地表植被覆盖度作为主要指标!同时考虑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5+’农民人均纯收

入’人均工业产值%’社会发展水平 $恩格尔系数’人口素质%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获

得了全国除京津沪和海南及台湾省以外的!<个省区的脆弱度 $表:%&可见!我国西部:!
个省区市全部位于极强和强度脆弱!而极强脆弱的;个省区!有=个为西部省区&

表#!全国!’个省区生态环境脆弱度#!($

)*+"#!),-./01-2*+3034567-869-1.3261:-14674,-!’;26.318-<
极强 省区 宁夏 西藏 青海 甘萧 贵州 山西 陕西 新疆

脆弱 脆弱度 $4;>#> $4;>!% $4;$"# $4=;#> $4=:#> $4<%!= $4<<:> $4<#>=

强度 省区 四川 河北 内蒙古 云南 河南 安徽 吉林 湖北 广西

脆弱 脆弱度 $4<!;# $4<!$" $4<:;< $4#%!# $4#;%> $4#>;$ $4#!"; $4"=<< $4"#$=

中度 省区 辽宁 黑龙江 江西 湖南 福建

脆弱 脆弱度 $4""$$ $4">:" $4":>= $4>":; $4>:!>

轻度 省区 山东 江苏 浙江 广东

脆弱 脆弱度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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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分布

!!李克让等(!<)开展了中国森林现实和未来气候变化影响下脆弱性的研究&首先根据林

地质量’林龄结构’森林火灾和薪材供应制定了现实的脆弱性指标!又根据类型变化’生

产力变化和森林火险制定了未来气候变化影响下的脆弱性指标&按照上述指标首先分析了

中国森林现实的脆弱性!然后计算了&KZ/’&-00和(0[三种&.TG模式!\.(!情景

下未来中国森林的脆弱性!包括其面积特征和综合特征&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对我国

森林影响最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华中和华南等地区!与现实的脆弱性分布类似&

!!采用英国,BN36]气候中心的&.T9,BN.T>输出的*!和?!气候变化情景!首先结

合.’5W[)̂ 生态模型模拟?!情景下 $!$=:U!$%$年%我国生态系统脆弱性!并与基

准年 $:%<:":%%$年%的比较发现#!我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由轻度脆弱变成中度脆弱!
但内蒙古的草地由重度脆弱变为中度脆弱!中度脆弱变为轻微脆弱!其他类型仍为轻度脆

弱&此外!利用机理性的生态模型.’10*模拟的结果表明!?!情景下我国东北地区自

然生态系统脆弱性变低#*!情景下我国华东地区生态系统脆弱性加重!但尚未发现生态

系统崩溃的情况&

#!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及适应减缓对策

&"#!可持续性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即脆弱性问题是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自然生

态系统不但为人类提供食物’木材’燃料’纤维’药物’休闲场所等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组成成分!而且还维持着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包括水体的净化’缓解洪涝

和干旱’生物多样性的产生与维持’气候的调节等&因此!自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

应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关系到自然系统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问

题&如果对自然生态系统非持续性的开发利用和干扰!将使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加&而保护

自然生态系统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各种措施则可促进可持续发展&适应性是指系统

的活动’过程或结构本身对气候变化适应’减轻潜在损失或对付气候变化后果的能力&自

然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和自然界本身的自身调节与恢复能力#
二是人为的作用!特别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条件!人为的影响和干预等&提高适应气候变化

能力的许多措施和要求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正确的措施!既能减少气候导

致的脆弱性!又能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适应减缓对策

!!适应对策是降低气候变化风险!减缓气候变化脆弱性的一种经济有效的补救措施!采

取各种尺度的减缓和适应对策既能减缓气候变化的风险!又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两者

是一致的&此外!森林’草地等各种陆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碳吸收潜力!尽管可能不是

永久的!但生态系统的碳蓄存和碳吸收至少能为进一步开发和实施其他措施赢得时间(:")&

!!#加大对森林"草地等可再生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管理"监督和执法力度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草地又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对它们的保护和管

理是增强自然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减缓脆弱性的重要基础&我国己制定和颁布了各种与保

护自然生态系统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府规划&比如 .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

# 根据吴绍洪等所作的研究结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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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防火条例/’
.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退耕还林条例/等&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和大规模的开发消耗已导致可再生资源与陆地生态系统的

削弱’退化!甚至枯竭!为此必须加大保护’管理’监督和执法力度&特别是要控制和制

止毁林’毁草及各种生态破坏!从根本上实施天然林和天然草地的保护政策!对禁伐区实

施严格保护!坚决停止采伐!改变天然林的采伐机制!逐步实现木材生产以采伐利用天然

林为主向经营利用人工林方向的转变&

!!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和扩大目前处于保护状态的天然林!完善全国自然保护区的网

络!建立保护区走廊!建立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对现存森林实施保护&目前!全国已

有%>!个自然保护区和;="个森林公园!对此应进一步加强管理&同时!大力发展林业生

态系统建设工程!加速造林绿化!提高森林质量!扩大人工林地和草地的面积&

!!$加强生态系统对碳的贮存式和替代式管理经营

!!增加碳汇减少碳源!可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指增加植被’土壤和耐久木材产品

中贮存的碳量!如增加天然林’人工林’草地’农林综合生态系统的面积和碳密度#使用

可持续的生物制品!特别是耐久’耐用的木材产品!扩大碳存储#增大土壤碳固存等&

!!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可采取如下措施!即通过大力发展和使用可持续发展的生

物产品如薪炭林等!以减少或替代高耗能的矿物燃料#积极推广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

再生能源和其他替代能源#或将碳贮存向长寿命木材制品转移&

!!%建立森林"草地资源等的培育"管理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体系

!!为了从根本上减缓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应建立森林’草地资源等的培育’管理和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体系&具体包括"选育良种!营造温暖性耐旱树种!间伐和轮

伐期经营对策等#建立国家级森林’草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和体系#防治和控制

其他的人为破坏及自然灾害!如森林’草原火灾和病虫害#保护特殊生境和生态系统如湿

地’高原生态系统等!建立和完善全国珍稀濒危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重视和加强自然生

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

<!不确定性及未来研究展望

’"#!不确定性和存在问题

!!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研究尚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问题!主要表现

在"#已有的脆弱性研究多为定性分析!仍缺少定量评估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 统 脆 弱

性’敏感性’适应性的方法’模型和指标体系#$生态系统与大气是紧密耦合的动态统一

体!已有的评估气候变化影响的模型多数为静态或统计模型!动态的过程或机理 模 型 较

少!而动态的生态系统与大气双向耦合的模型更少#%为研究影响’确定模型参数和验证

模型的现场实验研究仍十分缺乏#&仍缺少驱动和验证各类模型所需要的高分辨率’长序

列的气候’植被’土壤’生产力’生物量等数据集#’为提高模型分辨率而使用的降尺度

方法多数为简单内插法!较好的统计学次网格法!特别是高分辨率动力学模式方法有待发

展#(极端气候事件的脆弱性研究非常重要!但研究薄弱’不确定性更大#)在气候变化

对自然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估中仍有许多领域如生物多样性’高原生态系统等的研究薄弱甚

至空白#*已有的评估结果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还难以定量分 析 大 规 模’区 域

性!并可能产生不可逆转影响的事件&



<<!!! 地!!理!!研!!究 !"卷

’"!!未来研究展望

!!鉴于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评估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目前

迫切需要进行的优先研究领域如下"#气候变化影响下自然生态系统敏感性’适应性和脆

弱性!包括阈值的定量评估方法#$自主开发新一代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影响评估模

型!特别是双向耦合模型#%开展研究影响’确定模式参数和验证模型所需的野外观测实

验#&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所需长序列’高分辨率的自然和历史气候数据集!以及验证数据

集的建立#’加强降尺度方法的研究!重点发展统计学次网格尺度法及高分辨率动力学模

式方法#(评估极端气候事件对自然生态系统影响的方法和工具#)脆弱性’适应性与可

持续发展以及适应性示范工程&

参考文献!
(:)!-+..4 .3CAB86 .RBHF6!$$:"-A7BI8G!*NB7NB8C2HBHN 1P3H6EBOC3C8]4 .BAOECNF6".BAOECNF6 [HCL6EGC8]

+E6GG!!$$:4
(!)!叶笃正4中国的全球变化预研究4北京"气象出版社!:%%!4
(>)!葛全胜!等4!$世纪下半叶中国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4地理研究!!$$#!!"$>%">"#">#;4
(")!/CX6EBHF!/CH@CBHIRB24ZE2PFR8CH.RCHB"7E6G6H8CA7BI8GBHNQP8PE6H66NG4-H"Z* _C3RC86$6N%4ZE2PFR8

*GG6GGA6H8!TBHBF6A6H8!BHN+3BHHCHF"WR62E]BHN.BG608PNC6G4 X3P‘6E*IBN6ACI+PO3CGR6EG!:%%>4!<>

"!;%4
(#)!郑度!杨勤业!顾钟熊4 黄秉维地理学术思想及其实践4 地理研究!!$$>!!!$!%":>>":>%4
(<)![5’+-_T(4[5KEBA6‘2ED.2HL6H8C2H2H.3CAB86.RBHF6!:%%"4
(=)!/BEIR6E_4 植物生理学4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4
(;)!赵名茶4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自然地带的影响4见"张翼!等4气候变化及其影响4北京"气象出版社!:%%>4:<;

":==4
(%)!蒋高明!韩兴国!林光辉4 大气.(!浓度升高对植物生长的影响4 植物生态学报!:%%=!!:$<%"";%"#$!4
(:$)!王其兵!李凌浩!白水飞!等4 模拟气候变化对>种草原植物群落混合凋落物 分 解 的 影 响4 植 物 生 态 学 报!!$$$!

!"$<%"<=""<=%4
(::)!赵茂盛!)+56C3G2H!延晓东!等4 气候变化对中国植被可能影响的模拟4地理学报!!$$!!#=$:%"!;">;4
(:!)!张福春4 气候变化对中国木本植物物候的可能影响4 地理学报!:%%#!#$$#%""$!"":$4
(:>)!aR6HFbCH]PH!&6cPBHGR6HF!!"#$4-A7BI8G2QI3CAB86‘BEACHF2H73BH8G7R6H27RBG6CH.RCHBQ2E8R63BG8"$

]6BEG4.RCH6G60IC6HI6?P3368CH!!$$!!"=$!:%":;!<":;>:4
(:")!-+..4.3CAB86.RBHF6!$$:"0]H8R6GCG)672E84.BAOECNF6".BAOECNF6[HCL6EGC8]+E6GG!!$$:4
(:#)!.B2TCHFDPC!04Z4+ECHI6!/CX69EBHF!!"#$4)6G72HG62Q86EE6G8ECB3IBEO2HP78BD682I3CAB86CH86EBHHPB3LBECB9

OC3C8]CH.RCHB!&32OB3.RBHF6?C232F]!!$$>!%":"::4
(:<)!.B2TCHFDPC!WB2?2!/CX6EBHF!!"#$4-H86EBHHPB3LBECB8C2HCH86EE6G8ECB36I2G]G86AIBEO2HQ3Pd6GCH.RCHBQE2A

:%;:82:%%;4*I8B?28BHCIB0CHCIB!!$$>!"#$#%"##!"#<$4
(:=)!0IRCA63Z!T633C332bT!WCBH,c!68B34.2H8ECOP8C2H2QCHIE6BGCHF.(!BHNI3CAB8682IBEO2HG82EBF66I2G]G9

86AGCH8R6[HC86N08B86G40IC6HI6!!$$$!!;="!$$""!$$<4
(:;)!周广胜!张新时4全球气候变化的中国自然植被的净第一性生产力研究4 植物生态学报!:%%<!!$$:%"::":%4
(:%)!+BH P̂N6!bTT63C332!Z_XCID3CFR86E!!"#$4T2N63CHFG8EPI8PEB3BHNQPHI8C2HB3E6G72HG6G2Q86EE6G8ECB36I2G]G9

86AGCH.RCHB82IRBHF6GCHI3CAB86BHNB8A2G7R6ECI.(!4*I8B+R]826I232FCIB0CHCIB!!$$:!!#$!%":=#":;%4
(!$)!刘小宁!李庆祥4我国最大冻土深度变化及初步解释4应用气象学报!!$$>!:"$>%"!%%">$;4
(!:)!/C@CH!.R6HF&P2N2HF4*&-09BCN6NE6G72HG6A2N632QRCFR9B38C8PN676EABQE2G882F32OB3IRBHF640IC6HI6CH.RC9

HB$G6EC6GZ%!:%%%!"!$:%"=!"=%4
(!!)!张翼!刘玲宁4 气候变化对西北地区植被分布的可能影响4见"张翼!等4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北京"气象出版社!



!#期 李克让 等"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估计 <<>!!

:%%>4:=;":%>4
(!>)!慈龙骏!杨晓晖!陈仲新4 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荒漠化的潜在影响4 地学前缘!!$$!!%$!%"!;="!%"4
(!")!/CX6EBHF!.R6HF P̂6Q6HF4WR6CA7BI82QNE2PFR8CH.RCHBE6I6H86d76EC6HI6G!-H"Z*_C3RC86!!"#$4ZE2PFR8!

*&32OB3*GG6GGA6H84/2HN2HBHN56‘ 2̂ED")2P836NF6!!$$$!$:%">>:">"=4
(!#)!国家科委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4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4 北京"科学出版社!:%%>4
(!<)!李克让!陈育峰4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中国森林的脆弱性分析4 地理学报!:%%<!#:$增刊%""$""%4
(!=)!赵跃龙4 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类型分布及其综合整治4 北京"环境科学出版社!:%%%4

=<<-<<:-1467./01-2*+30345671*4/2*0-86<5<4-:<
31>,31*/1?-24,-8,*1@31@803:*4-

/-X69EBHF:!.*(TCHF9DPC:!̂ [/C:!!!_[0RB29R2HF:

$:4-HG8C8P862Q&62FEB7RCI0IC6HI6GBHN5B8PEB3)6G2PEI6G)6G6BEIR!.*0!?6CeCHF:$$:$:!.RCHB#

!4&EBNPB860IR2232Q8R6.RCH6G6*IBN6A]2Q0IC6HI6G!?6CeCHF:$$$>%!.RCHB%

=+<42*84"1P3H6EBOC3C8]2QHB8PEB36I2G]G86AGRBGO6I2A6BD6]CGGP6O28RCHBGG6GGCHF8R6
CA7BI82QI3CAB86IRBHF6BHNCH73BHHCHF8R6BNB78B8C2H82I3CAB86IRBHF64-H8R67B76E!

‘663PICNB86N8R6I2HI678G2QLP3H6EBOC3C8]!G6HGCOC3C8]BHN8RE6GR23N!BHB3]M6NNCG8ECOP9
8C2HG2Q8R66I232FCIB3G6HGC8CL6M2H6G!LP3H6EBOC3C8]2QHB8PEB36I2G]G86AGBHNBNB78B8C2H
82I3CAB86BHN6I2G]G86AIRBHF6GCH.RCHB45PA6E2PGG8PNC6GGR2‘8RB8HB8PEB36I2G]G9
86AGBE6RCFRG6HGC8CLC8]82I3CAB86IRBHF6!7BE8CIP3BE3]CH8R68EBHGC8C2HB3M2H6G$C4646I29
82H6G%4WR6QCEG89I3BGGG6HGC8CL6M2H6CH.RCHBCG8R6E6FC2HO68‘66H8R66BG82Q-HH6ET2H9
F23CBBHN8R6G2P8R6BG82QWCO68BH+3B86BP4WR6I3CAB86M2H6GBHNL6F68B8C2HM2H6G‘C33
7E2NPI6BH2E8R‘BEN2E‘6G8‘BENGRCQ8!BHN8R67E272E8C2H2QL6F68B8C2HGCG2H62Q8R6QBI9
82EGE6G72HGCO36Q2EF32OB3‘BEACHF‘C33IRBHF64WR67E2NPI8CLC8]BHNIBEO2HQ3Pd2Q86E9
E6G8ECB36I2G]G86AGBE6B3G2RCFR3]G6HGC8CL682I3CAB86IRBHF64WR6568+ECABE]+E2NPI9
8CLC8]$5++%2Q86EE6G8ECB3L6F68B8C2HRBGO66HCHIE6BGCHFGCHI68R6:%;$GCH.RCHB4*HHPB3
568’I2G]G86A+E2NPI8CLC8]$5’+%LBEC6GO68‘66H$4>!BHN$4!#&8.BU:!‘C8RBA6BH
LB3P62Q$4$=&8.BU:4W6EE6G8ECB36I2G]G86AGCH.RCHBBE6IPEE6H83]BIBEO2HGCHD!OP8
8R6IBEO2HP78BD6EB86AB]NCACHCGRBGBH8CIC7B86N‘C8R8R6EB7CN‘BEACHF2QI3CAB86CH
8RCGI6H8PE]406L6HE6FC2HGLP3H6EBO3682I3CAB86IRBHF6CH.RCHBBII2PH8Q2E!$V2Q8R6
‘R236I2PH8E]!CH‘RCIRQCL6BE6CH8R6‘6G82Q.RCHB4WR6HB8PEB3RBMBENGBE6BGG2ICB86N
‘C8RI3CAB86IRBHF6GPIRBGNE2PFR8!QCE6!76G8CHQ6G8B8C2H68I4’dI6GGCL6PG62QE6G2PEI6G
‘C33CHIE6BG68R6LP3H6EBOC3C8]2Q6I2G]G86AG4*773CIB8C2HG2QG2A6A6BGPE6GBE6R637QP382
8R6BNB78B8C2H828R6I3CAB86IRBHF6BHNAC8CFB8C2H2Q8R6LP3H6EBOC3C8]4 ,2‘6L6E!8R6E6
BE6G8C33RCFRPHI6E8BCH8C6GCHBGG6GGCHF8R6LP3H6EBOC3C8]2QHB8PEB36I2G]G86AG!ABH]CG9
GP6G‘BEEBH8QPE8R6EG8PNC6G4

A-5B62?<"HB8PEB36I2G]G86AG#I3CAB86IRBHF6#LP3H6EBOC3C8]#8RE6GR23N#BNB78B8C2HABH9
BF6A6H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