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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恢复生态学导论（第2版）》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前华南植物研究所）、成都生物研究
所和植物研究所三位长期从事恢复生态学研究的研究员的合作成果之一。
全书基于恢复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阐述了恢复生态学概论、恢复生态学的理论基础、退化
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恢复、各类型（森林、草地、湿地、水体、农田等）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实践、
全球变化与生物入侵、生态系统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恢复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挑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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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恢复生态学概论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生产、生活和探险的足迹遍
及全球，对自然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目前全球人口已达57亿，而且每年仍以900多万的速度在增加。
在那些人类居住的地方，大部分的自然生态系统被改造为城镇和农田，原有的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退
化，有的甚至已失去了生产力。
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在增加。
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植被破坏、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增加了
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胁迫。
人类面临着合理恢复、保护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后，恢复生态学（restoration ecology）应运而生。
恢复生态学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研究生态系统退化、恢复、利用和保护机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
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遇（Aber and Jordan，1985；（1airns，1995；Daily，1995；陈灵芝和
陈伟烈，1995；D01）son，1997；任海和彭少麟，2001；SER，2004；Temperton et a1.，2004：Andel
and Aronson，2005；Falk et a1.，2006）。
本书对近年来国际上恢复生态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进展进行了综述，并结合国内在森林、草地、农田
和湿地等方面开展的生态恢复、生态　　系统健康评价和生态系统管理等方面的进展，预测恢复生态
学的可能发展方向。
　　1.1 生态恢复与恢复生态学的定义　　1.1.1 生态恢复的定义　　生态系统包括特定区域内的生物
（植物、动物、微生物）、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生物可按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划分为不同的功能群（如初级生产者、食草动物、食肉动物、分解者
、固氮生物、传粉生物）。
生物赖以生存的外界环境可分为土壤或基质、大气、水体、水分、天气、气候、地形地貌、坡向、土
壤肥力状况、盐分状况等（sER，2004）。
生态系统可以是任何大小的空问单位，从只包括几个个体的空问体到有一定结构的、小区域的、在分
类学上同质的、基于群落的“湿地生态系统”，甚至还包括基于生物群系的、大规模的“热带雨林生
态系统”。
　　生态恢复是帮助退化、受损或毁坏的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它是一种旨在启动及加快对生态系统
健康、完整性及可持续性进行恢复的主动行为。
人类活动能直接或间接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受损、变形，甚至完全毁坏，因而要对其进行修复。
当然，有时诸如自然火灾、洪涝、风暴和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同样能引起或加剧生态系统的破坏，使
其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或偏离正常路线。
生态恢复就是设法使生态系统恢复到其原来的正常轨迹。
因而，原始状态就成为生态恢复设计的理想出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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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恢复生态学导论（第2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国际恢复生态学研究进展和我
国恢复生态学实践，进行较全面的改写而成的。
全书内容丰富、结构合理、资料新颖，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指导意义。
《恢复生态学导论（第2版）》不仅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生态学、林学、农学、地学、生物学、自然保
护、环境保护专业师生及从事相关工作研究人员的参考书，还可以作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生态规划和
环境保护政策、实施生态恢复工程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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