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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宁波市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生态环境受到巨大压力。
因此，及时掌握当地的生态环境状况对生态保护、产业结构调整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宁波市环境监测中心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着眼于区域生态
环境管理和科研发展的迫切需求，开展生态环境质量评估与数据共享的整合，构建了宁波市生态环境
监测服务平台，共享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数据，并基于共享数据对宁波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
科学评估，为政府制定环境保护决策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此举不仅对宁波市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生态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全国其他城市生态环境数
据共享与应用起到了典范作用。
　　进入21世纪，国家启动了包含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在内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科学数据共享工
程是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共享应用对一个地区乃至国家层面生态环境管
理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共享不仅能够带动相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科学家个人研究数据的整合，为不同层次的用户提供
数据共享服务，促进数据资源的流动，充分发挥国有数据资源的价值和利用效益，并且通过共享，能
进一步促进从不同角度进行生态环境领域的研究，同时也为有关行业部门开展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估
与情景预测分析，实时为生态环境管理与应急响应提供数据资源保障，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
策，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国家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社会经济又好
又快向前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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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环境质量评估与数据共享研究》是宁波市科技局项目“宁波市生态环境监测服务平台”成
果的全面总结和升华，系统地介绍了平台建设思路和总体构架，与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相适应
的宁波市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建设，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方法、评估指标的选取原则、选取依据以及指
标权重的确定，数据共享系统和评估系统的目标、结构设计、模块设计、数据库设计以及系统的实现
，共享平台的部署和应用，以及对平台下一步发展的展望。
　　《生态环境质量评估与数据共享研究》可供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生态环境质量评估和数据共享领
域的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与生态环境监测及质量评估密切相关的科技、管理工作者和大专院校相关专
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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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种群比较单一　农田生态系统中的许多优势种是经过长期选育，按照人们的意愿种植的，根
据生产需要，农田中除农作物外，对其他动物一般都需要加以抑制甚至清除。
　　2）比较脆弱　由于农田生态系统中动植物种类较少，结构单一，以致相互制约、自动调节的内
在反馈能力明显削弱，系统稳定性降低。
　　3）物质流动量大　农田生态系统是一个物质大量输入和输出的系统，大量的农产品作为商品输
出，使得营养元素离开该系统，剩下的参与再循环的物质大量减少，因此，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向该系
统内部输入物质，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养分平衡。
　　4）抗逆能力差　由于作物种群单一，整个系统调控能力降低，对水、旱、风和作物病虫害等的
抵抗力减弱，常常因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引起产量的剧增或骤减。
　　（4）河流生态系统　　河流生态系统是指河流水体的生态系统，是陆地和海洋联系的纽带，在
生物圈的物质循环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具有以下特点。
　　1）河流形态多样性：河流形态多样性是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基础，这是因为河流的蜿蜒性形成了
急流与缓流相间，形成了主流、支流、河湾、沼泽、急流和浅滩等丰富多样的生境，从而形成了丰富
的河滨植被与河流植物；而上中下游生境的异质性，造就了丰富的流域生境多样化条件。
　　2）河流结构整体性：在一个淡水域中，各种生物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形成了复杂
的食物链结构。
　　3）自我调控、净化与修复能力：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同种生物种群间、异种生物种群
间在数量上的调控，保持着一种协调关系。
在外界干扰条件下，通过自我修复，保持水体的洁净，从而使淡水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5）海岸带生态系统　　海岸带生态系统是指受海陆气候交互作用影响的过渡地带内，由独特
的景观生态条件、强烈的边缘效应、多种营养物质汇聚的一个复杂、开放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
它不但为大量的生物种群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和能力，也为人类的栖息创造了最佳境地。
　　1）海岸带空间范围划分的难度性。
有关海岸带范围，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
我国科学家认为，海岸带范围的外界应是海水波浪和潮流对海底有明显影响，以及人类的生产活动最
频繁出入的区域以外，其内界应包括特大潮讯涉及的区域，河口海岸则为海水入侵的上界。
后来把海岸带的外界规定为向海洋延伸一15～一10 m等深线，其内界规定为向陆地延伸10 km左右。
　　2）景观结构的多样性。
海岸带组成成分复杂，经常由多种生态类型组成，且在不同的海岸带有不同的表现。
从景观上讲，海岸带没有单一的基质，而是由两种基质构成，其一是海洋，而其他景观因地而异，表
现出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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