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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介绍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ＭＡ）项目针对生态系统与人类健康编写的《生态系统与人
类福祉：健康综合报告》的核心内容。报告表明：① 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是人类生存和维持健康的根
基，但生态系统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多是间接性的，可能出现时空移位，而且还会受到许多动态

因素的影响，因而对其认知难度较大；② 在过去的５０年中，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系统变化，
一方面显著改善了人类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人类也为此付出了日益昂贵的代价，并对未来的人类

健康构成了新的威胁；③ 对于未来５０年（２０００—２０５０年）的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健康状况，虽然
ＭＡ的４种情景的模拟结果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一致认为人类对食物和水资源等生态系统服务的
需求将大幅增长，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快速转化将会持续，而且难以实现食物安全及消除儿童营

养不良等目标；④ 长远来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与人类健康状况的改善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但是，为了实现改善人类健康和保育生态系统的双赢目标，必需对现行的管理、制度、法规和政策等

进行一系列的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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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生态系统是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以及无

机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动态、复杂的功能单

元。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人类健康是指人类所具有的一种健全的生理、心理

和社会状态。生态系统是地球上人类与其它生物的

生命支持系统，人类的生物学特性对生态系统提供

的食物、水、清新空气、住所及相对稳定的气候环境

有着基本的需求，可以说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产品

与服务是人类生存和保持健康的根基。在过去的几

十年中，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全

球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对人类

的健康状况产生了一系列的深远影响。同时，未来

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持续变化还会对人类健康造成

新的威胁，人类社会急需掌握改善人类健康和保育

生态系统的科学对策。在这方面，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ＭＡ）项目编写的《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健康综
合报告》［１］提供了最为权威的科学信息。因此，本

文将简要、系统地介绍该报告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

生态系统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未来情景及调控对

策等，希望能为我国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和保育生

态系统方面提供新的视角和科学信息。

２　生态系统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健康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福祉的源泉，而健康是人

类福祉的基本构成要素。人类健康的维持离不开生

态系统服务的供给。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可以满足

人类的基本健康需求，但是，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也

会引发生计、收入、地方移民甚至政治冲突等问题，

从而对经济与人身安全以及自由和社会关系构成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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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并对人类健康产生广泛的影响。通过评估，ＭＡ
确定了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的几种主要的生态系统

服务，现将它们与人类健康的联系分述如下：

（１）淡水。淡水是自然生态系统，尤其是湿地
生态系统，提供的一种重要的供给服务，它是人类健

康必不可少的物质要素之一。人类的食物生产、饮

水、个人卫生、洗衣、做饭以及废弃物的稀释和再循

环都离不开淡水。近几十年来，全球可以获取的人

均淡水资源已经大幅下降。目前，世界上１／３人口
居住的国家出现了中等和严重程度的水资源压力。

大约１０亿多人缺少安全的淡水供给，２６亿人缺少
足够的公共卫生设施。这已导致大范围的饮用水源

遭到微生物污染，每年多达３２０万人因水传传染病
而丧生，约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６％。此外，全球由
于供水、卫生设施和卫生保健不足而引发的疾病，每

年都会导致１７０万人丧生以及５４００多万人失去健
康。淡水短缺及其引发的人类健康问题已经受到了

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例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要

求在２０１５年前将全世界无法可持续地获得安全饮
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减少一半。

（２）食物。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食物是人类健
康的首要必备条件。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村民的健

康状况往往直接取决于当地生态系统的食物生产状

况。在富裕的城镇地区，居民对生态系统的食物依

赖性虽然不像贫困地区那样明显，但是也至关重要。

目前总的来讲，全球的食物产量已经可以满足人类

的健康需求，但是食物供应的不均衡状况却十分严

重。在全世界的６５亿总人口当中，仍有８亿多人口
（主要生活在低收入国家）无法获得足够的蛋白质

和热能需求，同时也有与此数量相当的人口（主要

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出现了营养过剩，以及数十亿

人口患有一种或多种微量营养元素（尤其是维生素

Ａ、锌和碘）缺乏症。由于食物问题，在世界范围内，
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大约占全球总病例的１０％
左右，当然这类疾病多是发生在人口高速增长的贫

穷地区，尤其是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区更为严重。受

各国社会经济因素以及世界贸易格局影响，营养不

良问题的成因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在人口死亡率较

高的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困

造成的，而且儿童和孕妇的营养不良疾病大约占总

病例的１／６～１／４。但在人口死亡率较低的发达国
家，与饮食有关的营养疾病，主要是营养过剩和缺乏

锻炼造成的，大约占１／１０～１／３。未来生态系统在
食物生产方面的不利变化，可能使全球的营养不均

衡状况进一步加剧，这将是人类健康面临的一个严

峻挑战。

（３）木材、纤维和燃料。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
和发展阶段不同，各国的能源使用及其健康效应也

不相同。目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做饭和取暖

仍然主要利用直接取自生态系统的木材、作物秸秆

和动物粪便等固体燃料。在通风不良的环境中，这

些固体燃料的使用往往会造成室内空气污染，导致

因呼吸道疾病引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上升。此

外，在有些地区，由于缺乏木材及其它替代能源，居

民的饮用水和食物常常得不到有效的杀菌和烹制，

同时室内取暖也难以保证，从而更易受到营养不良

等疾病的侵袭。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由于能源缺乏，

妇女和儿童不得不长途跋涉去寻找薪柴等燃料，这

样使得他们用于管理庄稼、做饭和学习的时间与精

力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为其提供充足而又可持续

的能源已成为这些地区人类健康的基本需求。

目前，发电、交通和其它工业由于燃烧化石燃料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室外空气污染。从全球范围来

看，城镇空气污染每年都会诱发大量的心脏病和肺

病并导致人口死亡率上升。此外，大量排放 ＣＯ２等
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变暖，以及森林火灾和农业生

产中的秸秆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也对局地和区域

的人类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如１９９７年下半年至
１９９８年初，由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
丹相继发生森林大火，从而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

１９９８年爆发了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过度伐木已经

导致物种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使得当地传统的生

计方式和微生物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并对人类健康

造成了严重危害。这主要表现为由于栖息地遭到破

坏和破碎化，人类与微生物出现新的接触模式，常常

导致人类感染新的传染病，如马来西亚的尼帕

（Ｎｉｐａｈ）病毒以及南美洲的滤过性毒菌引起的血红
素热（ｖｉｒａｌ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ｆｅｖｅｒｓ）等。此外，毁林活动
引发的洪灾和塌方等自然灾害，也使人类健康受到

了严重威胁。

（４）生物制品。目前，全球数百万人口使用的
医药不同程度的依赖于生态系统的产品。随着科技

的发展，尽管各种合成医药不断出现，但是全球对天

然医药原料的依赖和需求持续不变。如阿司匹林、

洋地黄和奎宁等一些广为人知的主流药品，均源于

自然生态系统。

（５）养分循环和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维持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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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循环的正常运转是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养

分循环一旦遭到破坏，就会降低土壤肥力，导致作物

减产，从而损害每户居民的营养状况以及儿童的身

心发展。同样，农业、工业和家庭排放的富含硝酸盐

和磷酸盐的污水，会导致有关的江河湖泊等水生生

态系统出现富营养化和有毒的水华现象，并危及人

类健康。此外，由于农药和化肥的大量施用，也会导

致食物和水中的无机化学物质和持久性有机化学污

染物超标，从而危害人类健康。评估表明，自然生态

系统尤其是湿地生态系统，通过过滤、稀释和转化等

过程可以显著降低废弃物的毒害程度。因此，保育

自然生态系统，使其维持养分循环并对废弃物进行

无害化处理对于人类健康至关重要。

（６）对传染病的调控。传染病是由病毒、细菌
以及其它微生物或寄生虫引起的，但是一般只有少

数致病因子会真正诱发人类疾病。这是因为受到生

态系统中各种生态关系的制约，致病因子通常只有

在特定的地区和季节才能表现出致病性。气候与环

境因素对微生物在人群当中的传播、最远传播距离

以及传播过程中媒介有机体（如蚊虫）的活动能力

具有很大影响。但是，人为引起的生态系统变化却

常常会改变生态过程对致病因子分布范围及活动能

力的影响机制。通常情况下，破坏或侵占野生动物

的栖息地（尤其是通过伐木和修路的方式），改变地

表水的分布及数量（如通过修建水坝、灌溉、引水等

方式），改变农业土地利用方式（比如扩大家畜养殖

和作物种植），盲目加速城镇化过程，致病因子对化

学杀虫剂产生抗体，气候变异，人口迁移、国际旅游

和贸易以及引入病原体等都会对传染病的发病风险

产生影响。当然，传染病的发病率还要取决于受影

响的生态系统类型、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各类传染病

的传播动态、社会文化变迁以及特定人群的易感染

程度等。

（７）文化、精神和消遣服务。除了物质产品与
服务之外，生态系统还可以为人类提供一系列的非

物质惠益，比如旅游、消遣、美学享受以及宗教和教

育活动的场所和机会等。生态系统提供的这些惠益

有助于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增强对文化和地方的主

观感受，并且丰富自然科学（如植物学和生物学）和

社会科学（如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客观知识。和物

质服务相比，非物质服务对人类健康的促进作用可

能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是，所有社会对这类服务

也都极为重视。如季节性的感恩活动和庆祝活动以

及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的其它传统活动，在开发社

会资本和维持人类健康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

（８）调节气候。生态系统服务一般对气候状况
比较敏感，因此气候变化必然会对以上服务及人类

健康产生各种影响。评估表明，尽管气候变化会对

人类健康产生某些有利的影响，但是它对人类健康

的影响绝大部分是不利的。一方面，气候变化会对

人类健康产生一些直接危害，例如酷暑导致的人口

死亡率上升；另一方面，它还会对人类健康产生一些

更为严重的间接影响，例如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系

统分布以及食物、水和能源供应所出现的变化都会

间接影响到人类的健康状况。

目前，从全球来看，由于人类不断向沿海和河漫

滩等容易遭受极端气候事件影响的生态系统扩展，

所以每年因自然灾害而伤亡或流离失所的人口绝对

数量正在不断增长。案例研究表明，环境退化已经

削弱了生态系统抵御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比如，

珊瑚礁退化和红树林丧失导致其稳定海岸线和抵御

风暴潮侵袭的作用大幅削弱，坡地森林遭到砍伐导

致暴雨引发塌方的可能性不断加大，而且通常情况

下贫困地区及居民更易遭受洪水等极端气候事件和

自然灾害的影响。

２．２　过去５０年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在２０世纪的后５０年，主要受人类活动影响，全

球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速度

之快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其它任何同一时段。全球

生态系统的变化，一方面为满足人类快速增长的食

物和用水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促进了全世界

营养不良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人类健康状况的改

善。但是，另一方面人类为获取这些惠益所付出的

代价正在不断加大，如全球６０％的生态系统服务已
经退化，部分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和生物资源的丧

失直接损害了进一步合成某些天然医药化合物的机

会。此外，部分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进一步加剧已

经成为导致其营养不良、清洁安全的用水和卫生设

施匮乏以及其它重要公共服务缺失的根本性因素。

每年由此而对人体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都会致使数

百万的人口丧生。

一般来讲，富裕人群具有相对偏高的人均消费

水平，往往会对生态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但是由于

它们有能力从外地购买所需要的资源，并将相关的

健康风险转嫁给其它地区，因而生态系统变化对他

们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相比之下，贫困

人群的健康状况却往往会因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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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不利影响，因为贫困和饥饿往往迫使他们迁

往土壤肥力差、更易遭受干旱影响的地区，或迫使他

们迁往城市贫民区，使得食物、水源和卫生设施更加

没有保障。

３　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健康的未来情景

对于未来５０年（２０００—２０５０年）全球生态系统
可能发生的变化，ＭＡ构建了全球协同（ＧｌｏｂａｌＯｒ
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技术家园（ＴｅｃｈｎｏＧａｒｄｅｎ）、实力秩序
（Ｏｒｄｅｒｆｒｏ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和适应组合（ＡｄａｐｔｉｎｇＭｏｓａｉｃ）
４种情景［２］。在全球协同情景中，世界的发展日益

全球化，而且对生态系统实行被动式管理，它的主要

特征是强调公平、经济增长，以及基础设施和教育等

公共物品的发展；在技术家园情景中，世界的发展也

是日益全球化，但是对生态系统实行主动式管理，它

的主要特征是强调清洁技术的发展；在实力秩序情

景中，世界的发展日益区域化，而且对生态系统实行

被动式管理，它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安全保障与经济

增长；在适应组合情景中，世界的发展也是日益区域

化，但是对生态系统实行主动式管理，它的主要特征

是强调局地适应与经验的重要性。根据以上４种情
景的模拟结果，下面将主要介绍各情景的生态系统

变化与人类健康情况。

（１）在全球协同情景中，全球的人均食物产量
得到提高，患营养不良的儿童数量减少，其比例将从

目前的３０％以上降至２０％左右。由于社会管理体
制不断完善，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子女

的发展机会日益增多，因此患艾滋病、疟疾、肺结核

和抑郁症等疾病的人数不断减少。疫苗的开发和发

放得到改善，使得人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流感的侵袭。

包括疫苗注射在内的公共卫生健康措施，将最大限

度地减小 ＳＡＲＳ等其它新发疾病的影响。此外，全
球性的卫生健康机构将得到更好地资助，行之有效

的食物救援计划，将会充分解决区域性的食物产量

不足问题。但是，从不利的方面来看，人口营养水平

的提高以及公共卫生的市场化管理，可能增加世界

各地区肥胖症和 ＩＩ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有些不利
的生态突发事件，可能会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破坏。

如在发展中国家，微生物导致的水源污染可能会对

人类健康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持久性污染物和重

金属对环境的污染，可能会对人类健康造成难以预

料的危害。此外，该情景容易出现制度失效的状况，

可能导致资源增多但分配不公的现象愈发严重。

（２）在实力秩序情景中，由于更加重视地区安

全，导致开展健康研究的机会成本增加，贫穷国家人

类健康状况的改善面临巨大障碍。发展中国家的孕

妇因分娩异常而受感染、患癫痫症和痔瘘病的发病

率较高，婴儿和孕妇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国际上对

重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不是十分重视，应对贫困与

疾病的有关机制不断削弱。区域性的营养不良问题

日益严重，儿童智力发育不良和流行性疾病进一步

加剧。由于贫困和人口压力，为了获取野生的“丛

林肉”和其它森林产品，有些地区的居民与非农业

生态系统的接触日益增多，从而可能导致血红素热

和人畜共患病更大程度的爆发。同时，一种比艾滋

病病毒更为严重的慢性疾病也有可能再由野生动物

传播给人类，这种新发疾病起初可能只是缓慢地出

现在部分地区，但是之后就可能快速波及到包括工

业化国家在内的其它地区。此外，世界上恐怖主义

的威胁加大，使得高收入阶层更为恐慌。

（３）在技术家园情景中，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
改革促使环境改善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全球人口，尤其是热带地区贫困人口的营养状况会

得到显著改善。医疗技术的突破将使人的寿命得到

延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将开

发出对多种疾病具有终身免疫力的单剂量口服疫

苗，而且水污染和室内空气污染几乎完全得到消除，

人类健康得到良好的保证。但是，如果制度建设落

后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能对技术应用进行合理规

范的话，那么许多地区的人类健康状况就可能受到

损害。如人工工程技术所制造的破坏性疾病可能被

有意或无意的释放出来；受大量暴力和色情影像及

其它刺激的影响，整个社会的伦理标准可能遭到颠

覆。同时，技术的改进可能降低食物结构（包括微

量营养素）的多样性，高热量食物的广泛食用，可能

加剧肥胖症和糖尿病的流行。人们过度惯于久坐、

缺乏运动可能使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某些毒品对

人体的危害程度可能更大，并使人更容易上瘾。有

人甚至可能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制造出针对特定基

因特征的疾病，用来进行种族灭绝或其他形式的种

族屠杀。新技术也可能带来新生疾病的产生，或者

导致新兴疾病更大范围的传播，２０世纪新出现的几
种传染病就证明了这种情况。

（４）在适应组合情景中，区域性发展更加突出，
文化与社会的多元性更加增强。人们的身心健康将

得到改善，嗜酒、家庭暴力、精神抑郁以及滥用毒品

的状况将会减少。虽然有些地区，特别是非洲撒哈

拉南部地区和南亚地区的人均食物供应量将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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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但是通过更加公平的食物分配，食物短缺状况将

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但是，从不利的方面来看，

国际上针对饥荒、流行疾病或地震等突发事件提供

紧急救援的能力可能减弱。由于很多地区没有足够

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济实力来开发新的技术去维持

人们较高的生活水平，可能引起部分地区的经济发

展受阻，使其贫穷程度加剧，从而出现新的恶性循

环。此外，由于缺乏全球性的统一协调，可能使全球

性环境协议的建立工作受阻或者遭到破坏。因此，

气候变化和其它大尺度的环境问题可能相对更为严

重，从而加剧对人类健康所造成的长期不利影响。

人类健康状况的改善将取决于全球范围内相关理

念、技术和资本的交流程度。如果地区和全球性的

技术交流受阻，那么现有的贫困地区仍可能长期保

持贫困，甚至其贫困程度还有可能加剧。

总之，由于设定的世界发展道路与生态系统管

理方式不同，各情景的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健康前

景也不相同。在那些健康前景较为乐观的情景中，

患营养不良的儿童人数将会减少，疟疾和肺结核等

流行性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也相应降低。疫苗的

开发与其它公共卫生措施的完善，可能使人类更好

地预防各种流行性疾病的再度发生及新生传染病的

爆发。但在健康前景相对悲观的情景中，营养不良

儿童的人数将会增加，富裕和贫困国家的人口健康

与社会状况日益分化，贫困地区可能陷入贫困加剧、

健康状况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的恶性循环当中。

４　保育生态系统与改善人类健康的调
控对策

４．１　应对生态系统变化威胁人类健康的措施
面对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威胁，目前主

要有两种策略，一种是预防策略，另一种是适应策

略。所谓预防策略就是预防、抑制或者控制生态系

统退化和人类健康遭受损害；而适应策略则是要求

人类自身做出适应性调整，从而避免受到生态系统

变化可能会对健康状况造成的不利影响。相比而

言，预防策略更为可取，但是这两种策略是相辅相成

的，二者之间不具有替代性。同时，在分析生态系统

变化可能会对人类健康状况造成的负面影响时，必

须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有关人群当前的

内在脆弱性，比如营养状况等；二是他们未来的适应

能力。以上两个方面密切相关，因为很多情况下危

及人类健康的因素（如贫穷和疾病）同时也会削弱

人们的适应能力。

在制定这方面的应对措施时，首先必须根据国

家和地区就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健康当前与未来可

能产生的影响开展系统性调查，并以人口健康学和

流行病学为主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构建病残调

整生命年（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ｌｉｆｅｙｅａｒｓ）等多指标体
系对影响程度进行评估，进而分析生态系统变化通

过各种机制对人类健康造成的总体影响。同时，为

了反映可能受到影响的重点人群及其价值观念，优

先措施的制定应由个人或其法定代表根据相关利益

群体或社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作出最终决策。此

外，在应对生态系统变化影响人类健康的措施中，必

须考虑哪些人群最容易受到生态变化的影响，包括

其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种族以及地理分布等。根

据２０００年的估算数据，在世界上人口死亡率较高的
贫困国家中，儿童和孕妇的营养不良疾病约占整个

疾病压力的１／６～１／４。因为儿童和孕妇受疟疾影
响而患病或死亡的风险本身就远高于其他人群，如

果再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那么情况就会更糟。同

样，老年人则是因天气酷热而患病和死亡比例最高

的人群。此外，易受疾病影响的人群还具有显著的

年龄和性别差异。比如，在许多贫困国家，儿童往往

是腹泻疾病的高发人群；女孩出现营养不良的风险

往往高于男孩等。

４．２　生态系统变化威胁人类健康的政策启示
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是维持人类健康必不可少的

基本条件，而且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后对人类健康影

响的性质、程度以及发生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当地的社会与经济状况。总体而言，与富裕人群相

比，生态系统变化对贫困人群健康状况的影响更为

直接，但是富裕人群的健康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生态

系统服务退化的影响；社会性适应策略也许能够最

大限度地减小、转移或者延缓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

健康的影响，但是其作用效果具有一定的限度；不能

把一些通用的政策框架机械地看作适合当地条件的

合理的指导方针，降低人口脆弱性的政策和措施必

须全面有效地应对各种驱动力和尺度问题，同时考

虑不同背景和地区之间的差异。

目前，人类在获取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存在严重

的不公平现象。从以往来看，随着人类对某些生态

系统服务需求量的增长，贫困人群常常更大程度地

丧失对这些服务的获取。因此，在那些因贫困缺少

住所、食物或洁净水等基本资源而受疾病困扰的地

区，公共卫生政策的首要问题应是向贫困人口提供

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基本资源。这样不仅能在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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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而且还能促进生态系统的长

期可持续管理。

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总消耗量不断增长，生态系统的

压力不断加大。面对这种形势，富裕社会拥有更强

的能力来保护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对于那些

因过度消耗生态系统服务而导致不健康状况的富裕

人群，自觉降低消费水平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健康，同

时还可以减轻生态系统的压力；引入轻污染的交通

体系并降低人们对车辆的依赖程度，可以减少交通

事故，增强久坐人群的机体活动能力，同时还可以减

少当地的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将生产与消费的社

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更加充分地反映到食物与水的市

场价格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国家的农业和食物

安全政策融合到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之中。

总之，长远来看，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可持续管

理，有利于人类健康状况的改善，同时，人类健康状

况的改善也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社会凝聚

力和社会稳定性的增强。但是，为了实现改善人类

健康和保育生态系统的双赢目标，必需对现行的管

理、制度、法规和政策等进行一系列的全面改革。此

外，关于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目前在认

知方面以及所能采取的法律、市场、制度和行为对策

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除了食物和水，对于

其它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健康之间的联系还缺少足

够的数据和信息。获取不同尺度上的数据和信息以

及减少和降低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将是今后学术界

面临的严峻挑战。但是，鉴于未来生态系统退化可

能会对人类健康造成的严重威胁，在决策制定上采

用预防性途径不失为一项最为合适的选择。

５　结　语
评估结果表明，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始终都是人

类生存和保持健康的根基。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由

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依赖多是间接性的，可能出现

时空移位，而且还会受到许多动态因素的影响，因而

生态系统与人类健康的联系显得似乎日益疏远，从

而导致许多人尤其是生活在舒适的物质环境中的人

们对其认识非常不够。实际上，当前人类面临的健

康风险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局地

污染，同时，淡水资源的消耗与退化，以及全球气候

变化对自然灾害和农业生产的影响等一系列更为广

泛的生态系统变化也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

素。更为重要的是，与“传统意义上的”威胁相比，

这些新的威胁未来诱发新生传染病等不利突变的可

能性更大。因此，我们必须从更广的视角来认识人

类所面临的健康风险。

目前，如何保育生态系统与改善人类健康，进而

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世

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方面，ＭＡ提出
的新的观念和途径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重视，

并产生了强烈反响。因此，希望我国的管理决策界

和学术界能够借鉴 ＭＡ的有关成果，结合实际情况
努力开展工作，为实现改善人类健康和保育生态系

统的双赢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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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科学学报（英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被 ＳＣＩ扩刊版收录

《山地科学学报（英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执行主编余大富分别收到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
科技信息所（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ＳＩ）编辑发展部前主管 Ｈａｎｄｅｌ女士和编辑 ＮａｎｃｙＴｈｏｒｎｔｏｎ发来的电子函，并查询 ｈｔ
ｔｐ：／／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ｈｏｍｓｏｎ．ｃｏｍ／ｍｊ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自２００７年起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正式成为ＳＣＩＥ索引数据库来源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创刊于２００４年，创刊当年即被 ＧｅｏＲｅｆ系统收录。在短短几年内，办刊质量
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高。２００７年首次向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ＳＩ提交刊物，当年即被接受选入ＳＣＩ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国际著名
科学出版集团Ｓｐｒｉｎｇｅｒ代理海外发行并出版电子版，联合国大学参与组稿编辑。目前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已发展成为国际性山地科学学术期刊，来自五大洲１９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编委占编委总数８０％，外
籍作者发稿量占总发稿量的７０％，审稿人９０％为国际知名同行专家。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专注于山地—高原这个具有特别生态意义的特殊生态地理区，特别关注具有
全球影响的亚洲高地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及比邻低地。选题方向是山地生态系统和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

关系，内容包括山地生态系统和环境退化与修复，以泥石流、滑坡和土壤侵蚀为重点的山地灾害动力过程与

防治理论和技术，以及山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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