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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态交错带（Ecotone）是指两个群落或两类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具有脆弱、敏感和易变等特性。
生态交错带自1905年由F.E.Clements提出以来，历经一个世纪的研究与发展，其生态学理论已在社会实
践中得到了深化和完善，并对指导生态环境保护和工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典型生态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生态交错带逐步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点。
生态交错带具有特定的自然属性，如边缘效应的显著性、植被分布的非连续性、景观结构的异质性、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等。
这些独特的自然属性决定着生态交错带研究对探索自然生态规律和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且不可替代
的科学作用。
生态交错带既是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也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
近年来，有更多的研究从遗传水平探索生态交错带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原因，认为生态交错带栖息地的
多样化创造了物种形态的多样化，并随之产生了可遗传的多样化物种。
环境梯度的变化可能导致物种形态的变异、交配方式的变异，生殖隔离通过生态交错带进化并延续。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科学家着眼于生态交错带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反馈机制研究
，认为生态交错带是一个对水热环境变化极其敏感的地带，温度升高、气候干旱对生态交错带植被变
化有显著影响，如森林向草地的侵入、荒漠向绿洲的侵蚀、海岸带的退蚀等。
为此，生态交错带越来越引起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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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交错带具有特定的自然属性，如边缘效应的显著性、植被分布的非连续性、景观结构的异质
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等。
这些独特的自然属性决定着生态交错带研究对探索自然生态规律和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且不可替代
的科学作用。
生态交错带既是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也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
近年来，有更多的研究从遗传水平探索生态交错带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原因，认为生态交错带栖息地的
多样化创造了物种形态的多样化，并随之产生了可遗传的多样化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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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生态交错带（Ecotone）是生态系统中凡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体系、结构体系、能量体系
与功能体系之间所形成的生态界面，以及围绕该界面向外延伸的过渡带空间域（牛文元，1990）。
由于生态交错带具有边缘效应的显著性、植被分布的非连续性、景观结构的异质性、生态界面的波动
性、环境的脆弱性以及物质与能量的高流动性等自然属性，已成为当今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区域之一。
中国地域广阔，自然环境复杂多变，人文历史变革源远流长，孕育着具有不同尺度、不同类型和不同
环境特征的生态交错带，如森林草原交错带、农牧交错带、荒漠绿洲交错带、海陆交错带等。
选取典型生态交错带，深入研究其空间分布规律、自然环境特征、景观动态格局及其生态脆弱性，有
利于全面掌握生态交错带的自然演变规律，为促进区域生态保护与优化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支撑。
（1）森林草原交错带（Forest-steppe ecotone 0r Forest-grassland ecotone）是一类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它
是以草原植被为主体，景观上呈森林与草原两类植被镶嵌或插花分布，结构上具有显著边际效应或过
渡带特征的一个呈连续分布的空间域。
在中国境内，森林草原交错带主要分布于北方温带区域，主体位于东北平原西部，内蒙古高原东部的
温带草原区和河北坝上高原山地森林外围区，环境特征为年均降水量350～500 mm，平均海拔600
～950m，湿润度0.6～1.0，林草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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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生态交错带》是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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