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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山体修复.生态修复自然 

生态修复是近年的热门话题，也是美丽中国建设、森林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园林绿化行业息息
相关。然而，在全国各地热火朝天地开展各项生态修复工程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思考⋯

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
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
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自然突变和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恢复生态
系统原本的面貌。这样，生态系统得到了更好的恢复，称为"生态修复"。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设立了各类生态修复工程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笔者
在参与若干生态修复项目咨询、检查和验收过程中看到，这些项目实施的结果显著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状
况，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存在一些隐患。

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自然生态系统修复仍沿袭“改造自然”的思维惯性，过度干预自然演替过程，结果
适得其反，使修复缺乏可持续性。 

破坏性生态修复，好心办坏事

 

在西南喀斯特地区，相关的生态修复项目几乎都有一项重要举措，即“坡改梯”——将不适合垦殖的坡
地改造为可耕种的梯田。



其初衷是减少水土流失、增加耕地，但一些地方的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水土流失未必减少甚至还会
加剧，因为破坏了原有的地表植被覆盖、松动了土层。如此生产力低下的耕地，农民也不愿意种。

经过这种投入巨大的改造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已比不上原来尚有植被（一般是灌丛草坡）的退化生
态系统，毕竟后者属于原生地带性植被经人为破坏后形成的阶段性产物，如果能自然恢复，经过“灌丛
草坡—针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常绿阔叶林”的自然演替，完全可以形成生物多样性丰富、生
态服务功能强大的地带性稳定自然生态系统。“坡改梯”与之相比，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再如，为了早见效或兼顾提高农民收入，许多生态修复工程会引进一些速生、高产或高经济价值的作物
、树种或草种，一般在初期有很好的效果，但几年后不少项目会出现减产乃至绝产、病虫害增加、生物
多样性减少、作物的化感效应蔓延等现象，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反而使生态系统更加退化。

其原因就在于违反了生物与环境相适应、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必要条件等自然规律，人为地
引进不适于当地环境的单一物种。 

类似以上破坏性的生态修复，无疑是“好心办坏事”，巨大的投入打了水漂，因此必须警惕。

大自然是最高明的生态修复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把自然恢复为主作为基本方针，即在
生态建设与修复中，以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

这是有关专家和决策者必须牢记的方针。实际上，笔者所见生态修复效果最好的地段都是自然恢复的，
大自然是最高明的“生态修复师”。 

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专家和决策者就要“无为”，而是需要改变目前盛行的生态修复思路，考虑“如何
使退化生态系统走上自然恢复的路径”这样一个大有可为的课题。 

自然生态系统之所以退化，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下，对土地的不
当开垦、对森林的超额砍伐、对草地的过度放牧、对矿产的乱挖滥采等行为，使自然生态系统无法休养
生息、自然恢复。

因此，自然恢复的关键在于解除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但生态系统退化地区往往是贫困地区，人
的生存和发展严重依赖对土地生态系统的开发利用，解除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谈何容易？ 

生态系统退化表面上是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问题，要从社会经济层面寻求根本的解决途
径。只有社会经济发展了，才能改变“土里刨食”那样对土地生态系统的严重依赖，进而解除人类活动
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这是一项复杂的宏大任务，需要进一步分解为更加具体、更具可操作性的课题。

自然恢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如何使退化生态系统走上自然恢复的路径？笔者以为，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1. 如何提供多样化的生存与发展途径？

生态系统退化地区农村人口的生存主要依赖农业土地利用，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促进农业发展，提高经济
收益的潜力也非常有限，很难从根本上脱贫致富。这就需要寻求非农收入的增收之道，可以通过加快城



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为其提供更多样的生存和发展手段。

2. 如何将生态服务价值转变为农民的收入？

生态系统具有经济产出、生态服务和社会保障功能，甚至还有承载历史文化的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的价值可以成为加强农业补贴和生态补偿的一大理由，也是计算补贴量的一种依据。

目前实施的“退耕补贴”就是一种生态补偿，同样，对其他促进生态自然恢复的方式，例如限制砍伐薪
柴、控制放牧、封山育林等，也应对农民实行生态补偿。

3. 如何实现农村功能的多样化和产业化？

正如生态系统服务的多功能性一样，农业和农村的功能不仅是生产农产品，还应具有提供非物质价值的
功能。随着对这些功能的不断认识、认可以及需求的增长，传统农村和农业开始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新
途径，以使农民摆脱严重依赖掠夺生态系统的状况。

在快速城市化的形势下，对农业和农村景观的欣赏和体验（如田园休闲、户外游憩、农家体验等）需求
增加，开发农业和农村旅游产品前景广阔。 

  

4. 如何加强“人的能力”建设？

欲使农村人口摆脱掠夺土地生态系统的状况，需提高人口素质，令其掌握其他的生存和发展手段，其中
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和农民培训至关重要。

但贫困和生态系统退化地区各级财政普遍捉襟见肘，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民培训更是举步维艰。对此
，需要国家加大投入；同时，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的投资不能只是用在“地”上，还要更多投入到“人”
的能力建设上

欢迎前来深圳市山月园园艺有限公司参观咨询   咨询电话 苏生 13923898585 公司网站地址：htt
p://www.sulandscape.cn/ 详情可咨询技术部门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