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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阿瑟&middot;乔治&middot;斯坦利爵士首次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以来，生态系
统科学已经发展了75年，其科学体系日臻完善，已成为现代生态学的前沿和热门话题。
中国在生态系统科学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但比较遗憾的是，中国在应用理论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和指导各类生态系统保育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中国的生态系统受损、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
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编辑出版一本能将生态系统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是当前迫切需要的一项工作。
北京大学蔡晓明教授从事生态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已经40多年，其学生遍布生态、环境科学的多个领域
。
《生态系统的理论和实践》就是他和诸多学生、同事多年学术研究和科学实践的一个总结。
该书作者绝大部分都是生态学研究的第一线工作者，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直接处理实践中的各种
生态学问题和困难。
因而，该书不仅有着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有丰富的应用内容。
作者们把自己在工作遇到的生态系统调查、生态系统规划、生态系统建设、生态系统影响评价等问题
和自己采取的解决思路和方法浓缩、精炼出来。
该书较全面地阐明生态系统的基础理论和发展前沿，既有理论研究、方法探讨，也有实践应用，涉及
森林、海洋、湿地、城市、道路等各类生态系统，核心内容是介绍各类生态系统的理论进展和前沿，
以及生态系统理论方法及实践。
该书特色是每章一个主题，前部分是理论探讨，后部分是案例研究，两部分紧密结合。
整体性、理论性、实用性和创造性都有体现。
非常高兴能为该书作序，也衷心祝愿该书能为促进中国的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科学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
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组成要素、结构与功能、发展与演替、系统内和系统
间的能流和物质循环以及人为影响与调控机理的学科。
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现代生态学的重要核心，其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与其他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和社会、
经济等学科不断交叉和融合的过程。
因而，生态系统生态学系统性更强，包容了更多现代科学的理论思想和技术方法，其对实际生态、环
境问题的解决能力也更强。
生态系统生态学发展至今已经从研究生物学与环境关系的科学发展成为指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
学。
所以，如何将生态系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何把生态系统的最新理念和方法应用于解决实际的生态
学问题，就是生态系统科学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生态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是国内不可多得的总结、提炼生态系统理论和实践的著作。
全书不仅系统论述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发展和演化，以及基本原理和主要过程等生态系统生态学的核
心理论和思想，并且倾注了作者多年的思考和对许多认识的升华，同时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前生态
系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例如生态功能区划、生态系统健康、生态足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对生态系统的威胁和挑战等；此外，该书还对当前国内生态问题较为严重的焦点领域，如道
路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林业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等进行了详细介绍、评价和案例分析。
此书的最大特色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阐述理论的同时，能将作者在解决实际生态问题的思考和应
用理论知识与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详尽地展现给读者。
从而使读者从实际案例中体会到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向热爱生态系统科学和关心中国生态问题的朋友推荐这本书，也向在校的大学生朋友推荐本书。
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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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全面地论述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发展和演化，以及基本原理和主要过程等生态系统生态学
的核心理论和思想，同时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前生态系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例如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生态系统健康、生态系统能值、生态足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生态系统的威胁和挑战等生
态系统发展的最新进展等；此外，本书还对当前国内生态问题的焦点领域，如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
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和道路生态系统等进行了详细介绍、评价和案例分析。
全书涵盖不同视角，又突出了重点内容，每一章论文都框架严谨、内容丰富、篇幅适量，是每位作者
的精心之作。
本书可供环境科学、生态学、农学和生态经济学等领域的科研、管理和决策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以作
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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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晓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环境学院教授。
1930年生于江苏溧阳。
1957～1961年北京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从事生态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曾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10余年；国家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评审专家；国家生态学名词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及其生态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
员等。
在全国各地广泛进行生态调查和研究。
完成：《普通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和《生态学及其认识论意义》等专(译)著80余篇(部)。
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以及其他多项奖励。
获国务院表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蔡博峰博士，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研究员。
1977年7月生于陕西岐山。
博士学习期间对中国林业生态工程提出了生态评价的新思路，建立了有效的大尺度、长时序的林业生
态评价模型和方法体系，对我国林业生态工程的科学化管理具有积极的作用。
主要研究方向为森林碳汇，森林生态系统调查研究和评价；温室气体清单和低碳城市发展。
主要出版《三北防护林工程监测和评价研究》等专著3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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