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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世界中基于生态学的恢复
———!""# 年国际恢复生态学会和美国生态学会年会简介

任$ 海$ 李志安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州 %&"’%"）

$ $ 由国际恢复生态学会和美国生态学会联合主办的 !""#
年国际恢复生态学会（第 &( 届）和美国生态学会年会（ 第 )!
届）于 !""# 年 ( 月 %—&" 日在美国的加州圣荷塞市（*+, -./
01）举行，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近 2""" 名代表参加了会

议3 大会的主题是“ 变化世界中基于生态学的恢复（45.6.78/
9+01: ;10<.;+<=., =, + 5>+,7=,7 ?.;6:）”3 本次会议论文集收录

摘要 @""" 多篇，分为专题研讨会 !2 个、有组织的口头报告

专题 %& 个、投稿的口头报告 &’@ 个、培训班 !2 个、特别研讨

专题 @" 个、墙报专题 #! 个以及野外考察 !& 次，另有大量会

议组织者及非组织者举办的相关活动（ 如学报编辑对投稿

的建议、音乐与生态学等）3 会议的热点问题是全球变化、入

侵生物学、生物多样性以及与人类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农业、

草地、湿地、森林的生态恢复问题3

!" 会议内容

会议主要学术内容可从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和专题研讨

班三类栏目看出3 各栏目的主要内容如下：

大会发言：国际恢复生态学会主席 A1=<> B.?1;0 教授作

了“在一个变化世界中的恢复”的发言3 美国生态学会主席

C6+, D.E=5> 教授作了“ 美国生态学会 &"" 周年（!"&%）的情

景和全球化时代”的报告3 这两个简要报告均强调了生态恢

复与生态学的综合问题3《*5=1,51》杂志的主编 F., A1,,1:8
博士通过一些例子介绍了气候变化的科学与政治问题3 本年

度 G+5C;<>H; 奖得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种群遗传和生

态学家 C6+, I+0<=,70 博 士 作 了“ 时 间：生 态 学 新 的 前 沿

（J=K1：J>1 ,1? L;.,<=1; =, 15.6.78）”的报告，强调了时间和

时间尺度对生态学过程和决定物种多样性多度的因素的重

要性，并介绍了时间尺度的研究及模拟模型新进展3 此外，阿

拉斯加大学的 *<H+;< D>+M=, 院士在“ 生态学近来进展”讲座

中作了“与气候和生态系统间变化相联系的多重反馈”的报

告3
会议组织的口头报告专题：寄主植物作为生态和进化

岛，景观尺度的森林恢复，恢复西方河岸生态系统的挑战和

方法，诊断性评价，大盆地区生态系统的选择性未来，在景观

中增减大量草食性动物的生态学效应，穿越系统的营养结

构，在道路景观中恢复物理和生态学联接，以北太平洋为例

研究人类在长时间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生态模型的复杂性与

简约性，菌根共生及其对植物和真菌群落动态的影响，在南

湾区盐生池塘恢复项目中的适应性管理以减少不确定性，农

业景观———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恢复至关重要，在

热带生态系统内和间的生物地理化学变异性，整合生态学和

道德规范的价值，在自然及管理的系统中底部草食动物的变

化，生态学教育中的电子学习，在繁殖体压力和非本土入侵

成功及影响间的联系，科学政策参与者及其前瞻，在农业景

观中恢复野生生物多样性，生计及生态系统过程的生态农

业，应用历史和化石记录恢复生态学基线，把热带复合农林

业系统作为生态学的模式系统，地上植物相互作用的土壤生

物群的变化，生态系统对试验性变暖和其它全球变化因子的

反应，恢复生态学过程———比较热带和温带系统中植物昆虫

相互作用的角色，矩阵种群模型的理论和应用，从生物学观

测推测环境条件，农业生态恢复———在地方和全球市场中科

学和社区的融合，用复合分析综合研究变化世界中的生态

学，疾病暴发和两栖类减少———用生态学理解格局并促进恢

复，削减贫困的生态恢复，大小结构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后果，

在恢复湖泊生态系统时的多重小变化，保护和恢复海岛和大

陆上的热带干旱森林，气候变化和疾病生态学，恢复生态学

中的群落集合方法，在一个热的世界中恢复新热带区森林，

从牧场生产生物柴油———恩惠还是祸害，变化世界中的植物

和野生生物的商业贸易，全球出现的气候导致森林削减的格

局与机理，凋落物层的生物多样性———机理与应用，艾瓦河

恢复———移除大坝的生态学效应，林窗分析程序———强调将

来的生态研究保护和恢复的需求，联系科学研究与保护和恢

复的信息技术工具和程序，加州 D>+,,16 岛的保护和恢复，

在入侵中的动物行为的角色，控制过度的固氮———全球视

野，长叶松生态系统的生态学管理及恢复，生态学过程的机

制基础———从基因到生态系统的尺度推绎3
投稿口头报告专题：生物多样性格局———梯度和生物地

理学，气候变化和 D 循环，群落生态学一般理论及模型，保护

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管理，生态学教育，北部及温带森林生境

的生态学，生态系统和群落的稳定性和恢复性，动物的进化

和生活史理论，食物网的结构和稳定性，食物网的分析方法

及应用，食物网———陆地系统，水生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

网，生境连接度和破碎化及其实例，入侵———群落和生态系

统的后果，入侵———种群过程及理论，入侵———遗传和进化

过程，入侵———生态系统特征间的相互作用，入侵———多样

性关系，入侵———营养关系，入侵———竞争动态，入侵———管

理方式与评价，入侵———种群过程与入侵性，入侵———过程

与管理的模型，入侵———种群过程与相互作用，菌根———植

物真菌关系和生态系统功能，生态位关系和理论，水生生态

系统中的营养循环及生态系统功能，种群模型概论及理论，

恢复生态学———野生生物恢复及其反应，物种相互作用，统

计理论及其方法，水生与陆生的联系———从行为到生物地球

化学，群落集合与中性理论，河岸生境的生态学，河岸生境的

恢复生态学实例及方法，河岸生境的恢复生态学评价，热带

和亚热带森林生境的生态学，生态系统功能———碳、能量与

净初级生产力，植物的进化和生活史理论，草食者———群落

及生态系统格局和影响，种间竞争，入侵———群落入侵性及

控制，入侵———种群调控及相互作用，传粉———生态学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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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植物种群动态与调控，包括人类的动物种群的模拟，森林

生境恢复生态学的概念与实例，草地生境的恢复生态学，土

壤生态学，种———面积关系及多度和稀有性，气候变化的范

围变化，碳循环，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功能及生物地球化学

的影响，气候变化的物候及种群反应，群落动态及多样性，群

落生态学———模拟及应用，保护生物学、生态系统安全及可

持续发展，疾病及流行病学，生态学教育———扩大听众，改造

及恢复湿地的生态学，进化———种群遗传及种群分化，矩阵

模型———方法与应用，菌根———群落水平的关系，传粉———

生态学与管理，森林生境恢复的方法与途径，西部草原与干

旱生境的恢复生态学，统计生态学及应用，两栖类生态学及

种群衰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碳循环———土壤过

程，群落和复合群落的动态，群落格局———环境梯度及空间

变异，疾病生态学———植物病原体及带菌者，疾病生态学

———模型与人类疾病，疾病生态学———炎症疾病与另外的哺

乳动物疾病，淡水湿地生态学，草地生境生态学，森林群落的

格局与动态，草食者的格局及种群反应，模拟生态系统动态

及气候变化，捕食及捕食和被捕者关系，菌根区———根的功

能与根的相互作用，取样理论方法与评价，种子生态学———

产量、捕食与扩散，空间分析与地统计学，行为生态学———食

草与素食，气候变化的群落反应，群落生态学———驱动植物

群落格局，保护生态学与生态系统管理实例，共生的生态学

与进化，淡水生境的生态学，火生态学，森林冠层生态学，生

活史理论、资源分配与性分配，! 循环，穿过系统间的 ! 循

环，古生态学、历史生态学与恢复底线，历史生态学、古生态

学及土地利用遗产，寄生、病原体与寄主，植物生理生态学

———水分关系，植物生理生态学———光和水分关系，植物生

理生态学———呼吸与蒸腾，植物生理生态学———温度影响及

生长关系，昆虫相互作用，植物昆虫相互作用———化学防御

与诱导，植物昆虫相互作用———通过防御防止草食，植物种

群模拟，海岸带与改造的湿地的恢复生态学是，空间格局的

描述与分析，农业生态学的生物地球化学管理，农业生态学

的生境及多样性，行为生态学———移动与社会作用，生物多

样性的格局与过程，分布和范围限制，高山、北极和南极的生

态学，环境哲学、社会经济连接及传统生态学知识，森林生态

系统的营养循环和生态系统功能，寄生的理论进化与生态

学，种群生物学———复合种群，遥感与图像分析，群落生态学

的演替，干旱和半干旱生境的生态学，海洋生态系统与礁石

的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迁移、扩散及定居，森林中的 ! 循

环与富集，恢复生态学的方式，选择与适应———在环境选择

下的植物，选择与适应———动物与相互作用的种群，城市生

态学，复合农林业与农业政策及保护，气候变化———生理及

种群反应，群落干扰及反应，腐殖质及分解，扩散与定居，河

口、海岸带及潮间带生态学，森林管理，营养循环———资源限

制、相互作用及生态系统恢复，植物的表型可塑性，污染、废

弃物管理及改造，水生与海洋种群及复合种群动态，恢复与

保护———规划、政策与理论，尺度推绎及非线性———从身体

大小到生态系统功能，稳定性同位素及示踪应用，城市生态

系统的恢复生态学，城市生态系统的设计管理与评价"
专题研讨会专题：加州草地恢复的生态学限制，生物圈

的倾翻点———农业水与恢复力，恢复生态学中的关键概念与

研究问题，食物网中灵活的抢劫者，不要让孩子留在室内

———生态学家联系年青者与自然，在一个经常变化世界中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学基础，通过时间的环境变化、灭绝风险及

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恢复中的植物功能特征作为工具，#$
世纪的生态学分析———从地方到全球生态学研究中基于空

间观测的进展，生态网络的集合与分解———多营养级水平的

恢复和保护，联接生理生态学、进化生物学和功能基因组以

理解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将生态学和恢复联接到社会产

出，对大尺度生态系统恢复和管理的目的和目标，沿环境梯

度的微生物群落———微生物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联系，植物

入侵过程中的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的相对和交互重要性，演

替的成功———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基础生态学理论的发展

及其应用，在分析生物入侵风险中生态学和经济学理论，阴

与阳———在生态学群落中正和负作用的联接影响，在做决策

时的生态系统服务，促进受管理的生态系统的功能———对景

观的恢复、启示及再发现，从理论到野外系统中见识流行性、

生态学免疫及环境变化，移动生态学，变化世界中的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恢复，人类选择对生态系统特征的影响"

!" 会议热点问题

一直以来，恢复生态学家就如何设定生态恢复目标、如

何评价成功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从古生态学、生态模拟

及长期定位研究都显示生态系统是动态的，而且不易预测轨

迹，甚至在不考虑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情况下“ 自然状

态”也是一个动态的目标，更何况还有不断增加的人类引起

的气候变化及长期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因此，在进行生态

系统的恢复和自然系统的保护时需要考虑动态的目标和标

准" 这些科学问题包括：什么样的生态系统特征要被恢复或

保育？这些优先性特征如何研究？如何达到有效恢复？

正因为如此，在这次会议上，全球变化、入侵生物学、生

物多样性以及与人类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农业、草地、湿地、森

林的生态恢复问题成为会议热点" 此外，地下生态学与疾病

有关的生态学问题也受到重视" 从各类报告也可看出，生态

恢复机理研究已从强调恢复过程的非生物限制，到生物限

制，正转向强调功能群与特征的恢复机理方面"
国际恢复生态学会基本上每年都召开一次大会，近几年

的主题分 别 是：变 化 世 界 中 基 于 生 态 学 的 恢 复（#%%&），

（#%%’ 年未召开），生态恢复———全球面临的挑战（#%%(），边

缘的生态恢复（#%%)），恢复、景观与设计（#%%*），了解和恢

复生态系统（#%%#），跨越边界的生态恢复（#%%$），以创新理

论深入推进恢复生态学的自然与社会实践（#%%%）" 从上述

主题的变化可看出近几年恢复生态学关注的是：全球变化背

景下的生态恢复问题，在以生态系统尺度为基础上强调景观

尺度及交错带的生态恢复，重视自然与人文结合的生态恢

复" 从这些年的大会报告、专题报告可以发现，恢复生态学的

研究趋势已从静态研究、单一状态研究、基于结构的方法和

集中于某一类型生态系统研究等特征转向动态研究、多状态

研究、基于过程的方法和多维向恢复评价标准等特征" 此外，

恢复生态学在重视生态恢复实践的基础上，还强调与相关学

科进行交叉，并大量采用新技术和其它学科的新理论（ 如信

息技术），围绕新兴的科学问题如生物多样性、全球变化、可

持续发展等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服务"

说明：会议摘要请参阅 +++, -./, 012 或 +++, .-1, 012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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