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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退化
——地表难以拂去的伤痕

□ 撰文·供图 / 高雷

如果有人说，50年后我们将再

难看到森林葱郁的美景，这或许并

非是危言耸听。有研究表明，全球

（主要是温带与热带）森林每年以现

有面积的1%～4%的速率被毁坏。随

着人口迅速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加速

发展，人们对环境资源过度使用和

破坏，生态退化已成为目前人类所面

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退化生态系统的形成

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

中，往往伴随着对自然环境产生的

负面影响。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由

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还受制于自

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但随着人

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逐渐加大，

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地位逐渐增

强，同时自然环境所受到的影响开始

加剧，当外界施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干

扰超出其自稳机制时，生态系统的平

衡就被打破，外观上表现出退化的

特征。

生态系统的退化往往被认为是

生态系统在超载干扰下的逆向演替

过程，然而，更多地，退化还指生态

系统被破坏的一种状态。按照生态

系统退化的方向，退化可分为偏途

演替和逆向演替，发生演替的成因

是由干扰的性质及程度所决定的。

对于小的干扰，系统会产生小

的波动，但很快通过自稳机制得到恢

复，如森林内大树枯死或倒塌形成

的林窗，短时间内它可以通过周围丰

富的植物种源、土壤种子库，以及良

好的土壤环境等条件得以恢复，一

定程度上，它对于森林的更新和演

替有促进作用。

大的干扰，根据干扰的时间长

短，可分为一次性干扰、持续性干扰

和间断性干扰。大的一次性干扰常为

突发性的，如火山爆发、洪水、泥石

流、火灾、战争等，对生态系统常有

毁灭性的破坏，在此基础上发生的

生态系统的恢复有两种类型。一种

是向着原来生态系统类型进行的，

称为正向演替；另一种是由于原来的

生态环境改变，生物种群间的竞争

力量对比关系发生改变，进展方向

发生了偏差，如草原被风沙侵蚀后变

为荒漠，称为偏途演替，也可以称之

为草原退化。发生偏途演替往往是

由于干扰改变了生境的性质，使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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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间的竞争力量发生改变，或者干

扰增加了某些物种的同时减少了原

来的某些物种，从而导致偏途演替

的发生，演替方向对于人类社会无论

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还是生态效

益，都较之原来的生态系统有所下

降或改变。

持续性的干扰如草原受到的超

强牧压、水体污染物的大量排放等，

一般可以产生两种结果，即偏途演

替和逆向演替，二者都是退化现象，

一般地说，发生偏途演替的持续性

干扰要比逆向演替的小。系统偏途演

替是对干扰的一种适应，但是这种

适应往往对人类社会是无价值的，如

以羊草或大针茅为建群种的草原群

落在持续的超强牧压下演替为以冷

蒿为建群种的草原群落类型，如果

继续增大牧压，则会使草原变为更为

劣质的牧草。发生偏途演替的群落，

往往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恢复，它具有

很强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间断性的干扰过程如热带雨林

的轮歇刀耕火种、河滩每年遭受的

洪水袭击等，在这种周期性的干扰

作用下，生态系统退化的性质及其程

度决定于干扰的程度和干扰之间的

间隔，往往在退化过程中有明显的

恢复阶段。

人为退化&自然退化

生态系统按照退化的成因可以

分为人为的和自然的退化。对生态

系统的人为影响有直接的和间接的

两类。直接影响是指干扰直接作用

于生态系统，如大规模围猎、森林皆

伐、热带森林林下作物的种植、热带

雨林地区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等，

都是直接除掉或破坏生态系统中的

某些组分，这类生态系统退化易于

被人发现，当有法令禁止时，可以避

免发生。间接影响是指人们进行的

生产活动改变了生态系统周围的环

境，影响了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引

起生态退化，如工厂排入水体的污

染物，引起水体生态系统的退化；大

规模的漫灌、农田土壤的盐碱化，引

起土壤微生物种类的改变；过度放

牧使得草原牧草比例下降等。这类

退化的特点是开始不易被发觉，因

此一时难以预测，往往给我们的生

产、生活带来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

失。加强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间

接影响的研究，不但对于生产活动

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就可持续发展

而言，对维护下一代的利益更具重

要意义。

适度间伐在林内形成了小的林适度间伐在林内形成了小的林
窗，使得林下喜光植物和幼树迅速生窗，使得林下喜光植物和幼树迅速生
长，利于森林更新。长，利于森林更新。

由于砍伐等原因，巴西亚马逊流域每年都有大片的森林消失。由于砍伐等原因，巴西亚马逊流域每年都有大片的森林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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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因素引起的退化常有很多

类型，如洪水、干旱、病虫害、泥石

流、风沙、台风、地震等，引起的退化

各自具有不同特点。虽然自然的干扰

有时很难阻挡，但是，做好灾害性自

然因素发生的预测，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我们的经济损失。如对于

病虫害的发生掌握其发生规律，适

时打药，可以减少整个森林遭受虫

害暴发导致的毁灭性危险。

而如果按照退化的对象，又可

将退化分为：物种资源减少、植被覆

盖率下降、水土流失、森林面积减少

和片断化、土地沙漠化、水体污染、

水资源减少、风沙、酸雨等。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

系统，某一组成部分受到干扰或受

到破坏，就会使得整个生态系统失

衡，在抵抗外界干扰的时候，往往最

薄弱的环节或组分遭受损害。森林

面积减少和片断化，使得种群生活

空间减小，物种间基因交流不能正常

进行，物种资源减少，植被覆盖率进

一步下降，从而导致水土流失的发

生。因此，这些退化的类型并不是孤

立发生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对于

退化的恢复应着眼于生态系统，从

全局出发，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退化的范围

生态退化按照退化的范围还可

分为：全球性生态退化、国家和地区

的生态退化、区域性的生态退化。

全球性的生态退化已经得到世

界各国的共识，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

泛关注。当今世界面临人口、粮食、

资源、能源、环境五大问题，其核心

就是人口问题。地球具有一定的环

境容纳量和人口承载力，一旦人口的

数量超过地球的生态承载能力，就

需要从自然界获取更多的资源，从而

加速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同时，

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也加

速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关研究

表明，从1860年工业革命到1986年

CO2在气候转冷期的背景下由0.28‰

急增到0.345‰，人为影响改变了CO2

含量的自然变化规律，从而干扰了

全球气候转冷趋势。全球变暖、CO2

扩增、气候异常、南极冰盖的大量消

融、世界海平面的升高、化学烟雾等

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出现已日益成为

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国家和地区的生态退化常与其

政策法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从工

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

各国生产活动主要是掠夺式开发和

利用资源，生态退化较严重（包括殖

民地），而当时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

区仍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

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尚不足

以引起生态退化。但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社

会制度发生变革，经济开始大幅度

地发展，由于开发利用资源的不合

理性，一方面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

费，另一方面引起资源匮乏，生态环

境退化日趋严重；而发达国家由于具

有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较高的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其生态环境退化的

速度开始减小，因此现在生态退化

严重的往往是经济较为落后和贫穷

的国家和地区。

在一些贫困山区，人们仍然在森在一些贫困山区，人们仍然在森
林里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一定林里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一定
程度上对森林的更新产生了影响。程度上对森林的更新产生了影响。



生命世界   13

区域性生态退化表现为城市、

农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退

化，由于具有不同的人文、地理、经

济生产活动等背景，因此生态退化

的特征也不同。

城市是工业生产、人口较为集

中的地方，因此城市生态环境的退

化最为严重，汽车尾气的排放、空气

粉尘、噪声、城市垃圾以及工厂排出

的“三废”，都是引起城市生态环境退

化的重要因素，城市生态环境的好

坏直接关系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和人们的健康状况，因此，对于城市

生态环境的退化尚需给予更多的关

注和研究。

农村生态环境退化主要表现为

农产品质量的下降、土地生产力的下

降等，这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耕作、

灌溉制度，农药、化肥的不合理施用

造成的，同时，农业技术的应用（如

灌溉面积的增加和化肥的过量施用）

所造成的地下水资源枯竭和土壤污

染，边际土地（如陡坡地）的开垦和

矿山开发造成的水土流失等土地退

化现象也已成为与中国可持续发展

有关的焦点问题。

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较为落后，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仍

保留有较为原始的耕作方式，如热

带地区的刀耕火种，在山区，毁林开

荒现象仍然存在，有些地区人们仍

从事狩猎活动。对于如何解决少数

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生态退化之间的

矛盾，很多学者曾经做过许多这方

面的尝试，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如

热带林下种植蓝靛、省藤、砂仁、茶

叶等经济作物，以及已具相当规模

的混农林业，不但使当地居民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在一定程度上

保护了生态环境，取得了一定生态效

益。另外，利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和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恢复和保护

“龙山林”生态系统，是十分值得借

鉴的。

生态退化是生态学领域的热门

话题之一，对于退化生态的进一步

探讨，有助于人们认清生态退化的实

质，同时也提高人们的生态保护意

识。1980年，联合国呼吁“必须研究

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

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的基本关系，确

保全球发展”。因此，研究探讨生态

退化问题是实现当今可持续发展总

目标的动员，也是对人们经济生产活

动的警示。只有全人类共同关注我们

的生存环境，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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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排污及工业废水的排
放，云南滇池水体污染严重，导致每
年蓝藻的大规模爆发。

贵州喀斯特被乱垦乱伐后，原
来的杜鹃花林石漠化严重。

2010年西南干旱，云南楚雄地区
的森林乔木树种大面积死亡，森林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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