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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南省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理论、方法与实践》分上下两篇。
上篇为河南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安全研究，包括生态安全研究的基本理论与进展、河南省土地
资源利用态势、生态安全态势分析和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动态评价。
下篇以南水北调中线河南境内水源区为实例进行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提出了
水源区生态环境建设的对策与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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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5 系统论　　系统论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提出的，是一门运用
逻辑学和数学方法研究一般系统运动规律的理论，从系统的角度揭示了客观事物和现象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共同本质和内在规律性。
系统论的基本概念包括系统、层次、结构、功能、反馈、信息、涨落、突变和自组织等。
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
系统的构成必须具备：①由若干组成成分构成；②各组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③组分以整体的方式
共同完成一定的功能。
层次指系统组织的等级秩序性；结构是系统内部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与时空的
表现形式；功能指系统自我调节的循环过程；信息指不确定性的量度，系统的组织程度和有序程度，
物质、能量时空不均匀性的表现；平衡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所处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涨落是对系
统稳定平衡状态的偏离，又称为干扰和噪声；突变是指外部条件连续变化时系统发生在跃迁临界点上
的不连续性；自组织是系统自发走向有序结构的性质和能力。
系统特性如下：　　（1）整体性：系统的整体性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I
司构成一个有机体，某种要素的变化会引起其他要素变化乃至整个系统的变化。
例如在水源区生态环境系统中，由特有的气候、水文、土壤、生物和地貌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自然地
理系统，如果当地的植被遭到大规模破坏，地表径流增加，就会引起水土流失加剧、大规模的土壤退
化、生物衰减，出现整个地理系统的逆向演化。
　　（2）稳定性：是指系统的性质在一定的内外干扰下不发生相应改变或发生改变后可以自动恢复
到原来状态的性能。
系统之所以具有稳定性是由于系统内部存在着一系列负反馈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
系统稳定性的大小主要与系统的组成和结构的复杂程度有关。
任何系统的稳定性都是有条件的，其自我调节能力均存在一定的限度。
当系统内外干扰超过了系统本身自我调节能力时，其稳定性就遭到破坏，系统的整体功能就要发生变
化。
　　（3）层次性：系统由要素组成，要素就是该系统的“子系统”，而要素本身又是由更低一级的
子系统构成的，如此类推可以分出很多级子系统，产生了不同的层次。
　　（4）开放性：系统的开放性指系统与其环境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性能，系统从其周围
环境中得到（输入）物质、能量和信息，同时系统又向环境释放（输出）物质、能量和信息。
水源区生态系统存在于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之中，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与环境之间
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转移、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体现了水源区生态系统不是孤立的、而是开放的特性
。
　　（5）动态性：系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只不过有些系统变化明显一些，有些系统变化不很
明显。
在水源区生态环境综合研究过程中，植被的变化、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环境的污染以及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都会导致水源区生态环境系统稳定性变差，生态环境安全出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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