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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退化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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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退化研究是当 今生态学研究的热点 问题之一
。

长期以来
,

生态退化的研究主要 以土壤

退化
、

植被退化
、

土地退化 实际上仍以土壤退化为核心 的单要素研究为主
,

而很少从生态系统的层

次上加以研究
,

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多以定性和半定量研究为主
,

因而不能很好地揭示生态退化的本

质规律
。

目前
,

退化生态系统和脆弱生态环境的研究在国 内外还刚刚起步
,

对于 生态退化的概念与内

涵 尚无统一的认识
,

其研究内容也不 明确
,

生态退化的研究方法和体系还不完善
。

基于此
,

该文对土

壤退化
、

土地退化等生态退化的前期研究内容作了简要回顾
,

对生态退化有关的几个基本概念作了

剖析
,

并对生态退化的层次和范围加以探讨

关链词 生态退化 进展
,

基本概念 内容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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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退化研究的历史与国际背景

生态环境退化不是一种新的现象
,

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本身也是一部生态退化的

历史
。

许多文明古国或古文明的消亡与衰退无不证实了这一点
。

古罗马帝国因风蚀沙化毁掉了

北非的粮仓
;西亚巴 比仑王国的毁灭也是因水土流失恶化生态环境而致

;中美玛雅文明因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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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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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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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过于追求眼前利益
,

掠夺水土资源而衰亡
。

在我国
,

鄂尔多斯高原大夏国的毁灭
,

塔克拉玛干

沙漠河流沿岸都善
、

且末
、

精绝等绿洲的不复存在亦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佐证
。

在近50 年来
,

美国

19 34 年发生的
“

黑色风暴
” ,

我国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

西北干旱
、

半干旱地区土地荒漠化
,

以及

南方丘陵 山地的
“

红色沙漠
” 、 “

白色沙岗
” 、 “

光石山
”

和
“

地上河
”

等皆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例

证
。

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与退化的关注和研究也不是近期的事情
。

早在古希腊
、

罗马以及中国

的孔夫子时代就有关于土壤侵蚀
、

毁林以及其它环境问题的记述和关心
。

在800 年前
,

我国南宋

的陈傅在《农书
·

粪田之宜篇 》中就提 出土地退化问题
。

到本世纪60 年代初期
,

当人们陶醉在经

济高速增长的胜利之中时
,

资源危机和环境退化问题就已在全球徘徊
,

并引起一些国家的政府

和有识之士的关注
。

然而
,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及由此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真正引起各国人们和

政府的重视
,

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研究和防治
,

还是 70 年代以后的事情
。

1 9 7 1 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规划实施 了
“

人与生物圈计划 (M A B)
” ,

在14 个领域内开展了大规模政府间的资源与环

境的合作研究
。

1 9 7 2 年联合国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
“

人类环境会议
” ,

会议组织编写的《只有

一个地球 》连同当年出版的罗马俱乐部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
,

引起了世界公众对人类

共同未来的普遍关注
,

第一次把环境与发展间题提到了国际议事日程
。

这次会议对土地退化的

全球评价开始重视起来
。

自80年代以后
,

特别是近些年来
,

全球变化
、

生物多样性丧失
、

环境污染
、

生态退化问题已

日益成为困扰全球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

因此
,

各国政府和科学家对这些重大问题给予了

极大的关注
。

为此
,

国际上召开了一系列颇具规模的国际会议
,

并成立了协调组织
。

1 9 8 0 年公布

了一部纲领性的文件《自然资源保护大纲》
,

进一步推动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化研究
。

1 9 8 3 年成立了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

1 9 8 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布伦特兰

报 告(B
rundtland R eport)

—
《我们共同的未来》

,

提出了
“

可持续发展
”

概念
。

特别是在1992

年 巴西的里约热 内卢召开 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

一致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
、

《二十一世纪议程 》
、

《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三个重要的文件
,

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

表 明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
、

可持续发展问题
、

生物多样性

保护 问题
、

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问题的认识已经提高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1j
.
其中

,

退化

生态系统特别是其响应机制
、

受损过程及恢复与重建研究已成为当今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之一
。

2 生态退化研究的现状与进展

前期的生态退化研究主要是 以土地退化
,

特别是土壤退化的研究为主旋律
,

而且土地退化

和土壤退化研究往往交织在一起
。

土地退化研究开始于本世纪70 年代
。

1 9 7 1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

提出了土 地退 化 的概念
,

并编 写 了《土地 退化 》一 书
,

继之
,

B
oe l

s
,

D’.
et al 的《土 壤退 化》

( 198 2 )
、

C h i
s
h

o
l m

,

A

.

D
u

m
s

d
a

y

,

R

.

的((土地退化
:
问题与政策 》(1987 )

、

R

.

L
a

l
a n

d B

.

A

.

S
t e

w
a r

d 的((土壤退化 》(1990 )
、

C

.

J

.

B
a r r o

w 的《土地退化 )}(1991)[
, 〕等专著的相继问世标志着

土地退化研究的活跃 和 日益成熟
。

1 9 9 0 年
,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针对土地资源中
“
有问题土壤

”

的类型
、

利用和管理召开了专家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j
;
同年

,

中国召开 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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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防治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
。

在该期间
,

土地与土壤退化类型划分及其评价
、

制图为

主要的研究 内容
。

关于土地退化和土壤退化类型
,

目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划分方法和体系
。

联合国粮农组织

将土地退化粗分为侵蚀
、

盐碱
、

有机废料
、

传染性生物
、

工业无机废料
、

农药
、

放射性
、

重金属
、

肥

料和洗涤剂等引起的10 大类土地退化
。

除此之外
,

A ll
en

( 1 9 8 0) 又补充了旱涝障碍
、

土壤养分亏

缺
、

耕地的非农业利用闭
。

国际土壤信息参比中心将人为引起的土壤退化划分为两大类
,

一是

土壤物质位移产生的土壤 退化
;
二是土壤性质恶化引起的退化

。

两大类中又细分若干个 类

型[4]
。

赵其国将土地退化划分 为三大类型
: (1) 土壤侵蚀

;(2) 土壤性质的恶化
;(3)非农业占

地[5]
。

龚子同将我国土壤退化划分为土壤侵蚀
、

土壤沙化
、

土壤盐溃化
、

土壤污染以及不包括上

列各项的土壤性质恶化
、

耕地的非农业占用 6个大类
,

然后再分为18 个亚类[5]
。

何毓蓉将土壤退

化分 为土壤物理性退化
、

土壤化学性退化
、

土壤构造性退化和土壤营 养性退化 4大类[6j
。

[5]

K
ob 朋BA 则从病理的角度

,

对土壤退化现象进行 了诊断分析
,

指出了主要的土壤退化和最典

型的病态现象
。

全球土地退化的系统评价和监测系统工作从80 年代起也在不断开展
。

[’j 1987年
,

联合国环

境署和国际土壤信息参比中心就实施全球土壤退化评价计划签署了一份协议
,

决定编制一份

平均 比例尺为1
:
10 000 000 的世界土壤退化图

,

并对土壤状况作出评价
。

[7] 最近
,

IS
RI

C 在来自

世界各地的25 0位科学家的协助下
,

完成了比例尺 约为 1
,

10
0

00
0

00 的全球人为土壤退化图
。

目前对全球土壤退化的地理分布和影响面积 已经有初步的了解
。

但在土壤退化评价方法和指

标体系方面 尚未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

由于指标体系的复杂性以及缺乏充足的可靠的数
,

据资料
,

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

目前 尚不能对全球土地退化进行准确的评价
,

并缺乏实地的系统

监测
,

因而在这方面还需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

近期生态退化研究除继承前期的研究内容外
,

其重点逐渐转移到区域退化生态系统机理
、

评价指标
、

恢复与重建等研究上
。 “

八五
”

期间
,

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有关科研单位对我国退化和

脆弱生态环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8j
,

研究区域涉及农牧交错区
、

风湿水蚀交错带
、

沙漠向绿洲

的过渡带
、

红壤丘陵
、

岩溶地区
、

干热河谷
、

大型工程影响区 (如三峡库 区
、

矿区等 )
,

在理论
、

应

用和研究手段方面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

3 生态退化研究的几个基本概念

生态退化研究是近些年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

由于全球问题的出现
,

导致了全球性不同尺

度的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瓦解
,

表现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整体退化
,

因此
,

前期的仅对单一

要素的退化研究已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
,

而应在生态系统的层次上
,

特别是需要在人类自然复

合生态系统的层次上加 以研究
。

目前
,

生态退化的研究刚刚起步
,

对生态退化的概念
、

内涵
、

退

化机理
、

退化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标准 尚未形成 明确的和统一的认识
。

下面首先就土地退化
、

土

壤退化
、

荒漠化
、

沙漠化以及生态退化这几个基本概念加以探讨
。

3. 1 退化与进化
“

退化
”

和
“

进化
”

原是生物学上的两个概念
,

用以描述生物形成和演 化的方向
、

过程与状

态
。

据《辞海 》的解释
,

所谓
“

进化
”

系指生物逐渐演变
,

由低级到高级
,

由简单到复杂
,

种类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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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多的发展过程
;
所谓

“

退化
”

是指生物体的某一或某些器官在进化过程中
,

全部消失或部分残

留为痕迹器官的现象
。

例如人的阑尾
、

马的趾是局部退化的器官
。

另有一类称为
“

一般退化
”

或
“

简化式退化
” ,

是指生物体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发生全面的简单化
。

在英文 中
,

退化有多个

对应的单词
:D egrad atio n

,

D
e

g
e n e r a t

i
o n

,

D
e t e r

i
o r a t e

等
,

但最为常用的
“
D
e
g
r a

d
a t i

o n ” 。

据((韦伯

斯特字典》对
“
D
e
gr ad

at io
n ”

解释
:(1) 指在等级

、

规模或状态上的降低
;(2) 道德和知识水准的

下降
;(3) 有关物理特性的破坏或损害

;(4) 复杂化合物的降解
;(5) 某些特性

、

品质或能力的丧

失
。

随后
, “

退化
”

一词的外延越来越广泛
,

并逐渐引用到描述生态环境的演化和发展过程
。

最

为常见的是土 壤退化 (5
011 degradatio:飞)

、

土地退化 (L
and d egradation )

、

环境退 化 (E
nviro n-

m ental deg radatio n )和生态系统退化 (D
egradatio rt of eeosystem )

。

3

.

2 土地退化和土壤退化

由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

对土地退化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
。

目前关于土地

退化的定义很多
。

根据《现代地理学辞典》的解释
,

土地退化是指由自然力或人类土地利用中的

不当措施
,

或二者共同作用而导致土地质量变 劣的过程和结果 [2] C
.
J
.
B ar ro w 认为土地退化是

指土地功用 (u til ity )或潜在功用丧失或减少
,

不可替代的特征或生物的变化或丧失
。

一般认

为
,

土地退化暗含一种状态或等级的下降
,

譬如土壤的损失或退化
,

生物群落向一个简单植物

或动物区系组成转化
,

或一种有机体形式被另一种低级的有机体形式所代替
。

龚子同认为
,

从

生态学观 点来 看
,

土地 退 化就 是植 物生 长 条件的恶化
,

土 地生产力 的下降
.
[2] Bl ai ke and

Br oo kf iel d (198 7) 认为
,

土地退化是当它经受内在质量的损失或其容量的衰退
,

最好的表示不

应是单要素的
,

而是多种力共同作用 的结果
,

或是一种平衡的产物
,

其中人和 自然力都有各 自

的位置
;
这个平衡可 以表示为

:
土地净退化 ~ 1自然退化过程 + 人为干扰 }一 !自然再生产过程

+ 恢复管理 }
。

关于土壤退化的定义也很多
。

J

.

Ri qu
i
er ( 1 9 7

7) 认为
,

土壤退化是指土壤中所进行 的一种

或多种能使土壤 目前或潜在的生产能 力(质量上或数量上 )降低的过程
。

D
r

eg ne
( 1 9 8 7) 认为土

壤退化是依据其数量
、

质量或其功用来判断
,

即是指土壤现实和未来的产出能力的下降
。

图史

德明等(1996) 认为
,

土壤退化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涵义
。

前者是指在不受人类活动的 自然条

件下形成的
,

目前人类尚难以控制其发生与发展
;后者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和 自然因

素的综合作用
,

导致土壤肥力和生产力的衰退甚至完全丧失的过程
。

目前人们经常提及和关注

的土壤退化即是指这种退化现象
。

还有的学者认为
,

土壤退化是指土壤生产力或潜在生产力的

丧失
,

也就是土壤特性的恶化或有机物的丧失
。

近年来
,

国际上常用
“

土壤退化
”

一词代替
“

土地退化
” 。

笔者认为
,

尽管土壤是土地的主体
,

但仅用土壤退化来代替土地退化是不全面的
,

因为土地毕竟是由一定垂直厚度内岩石
、

地貌
、

气候
、

水文及生物组成的 自然综合体
,

其结构和功能远超出土壤的范畴
。

3

.

3 荒漠化与沙漠化

荒漠化和沙漠化是生态退化的极端发展过程
。

在英文中
,

这两个词都为
“
D

e
se rti

fi ca
ti

on

” ,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是极易混淆和有争议的两个概念
。

根据《21 世纪议程 》的最新定义
,

荒漠化即

指主要由于人类不合理活动和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干旱
、

半干旱及具有 明显旱季的半湿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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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退化
,

包括土地沙漠化
、

草场退化
、

旱作农 田和灌溉农 田的退化
、

土壤肥力的下降等等
。

这里所谓的土地
,

不只是土壤
,

还包括土地表面
、

局部水资源及植被和作物
。

其形成过程不只是

风力作用
,

还包括流水作用
、

化学作用和物理作用
,

如盐渍化
、

碱化
、

涝渍化等
。

荒漠化是 自然
、

社会
、

经济及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

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是造成荒漠化的主要原

因
。

关于
“

沙漠化
”

的定义也存在着不同观点
。

朱振达先生认为干旱
、

半干旱地区干旱多风的砂

质地表环境与土地强度利用相互影响
,

使脆弱生态平衡发生破坏
,

从而使地面出现风沙活动的

类似沙漠景观
,

这一过程即为沙漠化
。
[1
’〕卡萨斯把沙漠化称为半干旱区植物覆盖的退化过程

,

德列格尼认为这一定义包括沙漠侵入草原带
、

草原侵入稀树草原带和稀树草原侵入森林带等

过程
,

并在1977年联合国世界沙漠化会议上进一步发展之
,

认为沙漠化是干旱
、

半干旱区和某

些半湿润区生态系统的贫疮化
,

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干旱共同影 响的结果
.
实际上

,

这一看法可

作为该类地区生态退化的一般定义
,

其内涵远远超出了沙漠化的内涵
。

罗赞诺夫和张家诚认为

沙漠化是干旱地区的土壤和植物在干旱化和降低生物生产的方向上的一种不可逆过程
,

其极

端情况可导致生物圈的完全破坏
,

使土地转化为沙漠
。

笔者认为
,

荒漠化和沙漠化是生态退化的极端表现形式
。

荒漠化是更一般的定义
。

任何地

区无论是干旱
、

半干旱地区
,

还是湿润
、

半湿润地区都可出现荒漠化或沙石化
,

但沙漠化则仅指

发生在干旱
、

半干旱或某些半湿润地区
。

荒漠化包括沙漠化
。

沙漠化仅是荒漠化的一种
,

它是生

态系统中植物
、

动物
、

土壤
、

水资源及其整体功能的退化
。

3

.

4 生态退化

生态退化是与生态进化绝然相反的生态演化过程
,

笔者认为
,

生态退化是指在一定的时空

背景下
,

在自然因素
、

人为因素
,

或二者共同作用下
,

导致生态要素和生态系统发生的不利于人

类和生物生存的量变和质变的过程或结果
,

具体表现为生态因子或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

能的破坏或丧失
,

稳定性和抗逆能力减弱
,

系统生产力下降
。

这个定义包括以下几层涵义
:

(1) 生态退化具有一定的基点和地域性
。

不同的地理位置
、

地质结构和地貌形态决定着物

质和能量输入途径
、

数量和速率
,

形成不同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类型
,

进而决定着基本的生态

发育过程
、

生态联系
、

生态演替方向及景观生态类型
,

表现出明显的生态景观地域分异特征
。

例

如
,

在热带和寒带具有不同的热量与气候条件下
,

发育着不 同的生态景观
。

当生态系统遭受干

扰后
,

这些不同的生态景观就成为生态退化的基点
,

并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稳定性
、

抗逆能力及

退化方向
、

过程和速率
,

也就是说
,

生态退化具有地域性
。

(
2 ) 生态退化具有阶段性

。

生态退化是时间的函数
。

生态演替是在时间轴上的不同生态状

态的集合
。

在不同的时间阶段
,

生态退化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
、

特点
、

退化速率
、

强度及恢复过

程与恢复时间
。

当生态系统处于退化方向时
,

在时间方向上就会形成一个退化序列
。

( 3)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是生态退化的两大触发因子
。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一些天文因素变

异而引起的全球环境变化如冰期
、

间冰期的气候冷暖波动
,

以及地球自身的地质地貌过程如火

山爆发
、

地震等和区域气候变异如大气环流
、

洋流及水分循环模式的改变
;人为因素主要包括

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社会
、

经济
、

文化活动或过程[81 (图1)
。

自然要素和人为因素对生

态演替既可起正的作用
,

又可起负面的作用
。

一般而言
,

自然要素的干扰是潜在的
、

缓慢的
、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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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的
,

而人为干扰则是显著的
、

高频的
、

持续的
,

对生态退化往往起着最主要的贡献作用
。

这里
,

我们可以把由 自然因素引起的退化称为
“

潜在 的生态退化
” ,

而把叠加人为干扰后发生的生态

退化称 为
“

实际或现 实的生

态退化
” ,

这种划分在实际的

生态退化评价中十分有用
。

(
4) 生态退化和 物体运

动一样
,

也需要有 一定的参

照 系
。

生态退化是以人和生

物 的生存为参照标准
。

因为 生态退化

任何 一个事物
,

包括宇宙及 的触发因子

各种夭体
,

都有一个发生
、

发

展到 灭亡 的过 程
,

若不存在

生物和人 类
,

也就不存在对

生 物 和 人 类的 生存造成威

胁
,

也就谈不上是退化还是

进化
,

只能说是 自然的演化
。

我们平时所说的
“

退化
”

实际

上 暗含着
“

是否有利 于人类

和生物的生存和发展
”

这个

参照标准
。

{

厂全球

全球环境变化 -
t
-
生物

‘~ 太阳

气候变化

多样性变化

黑子活动

自然环境变化

厂区域地质一地貌过程

区域自然过程
十

区域气候波动

匕
“

竺梦
过程

人类活动

·

⋯

博
改

~

纂博
图 1 生态退化触发因子(据薛纪渝等

,

有修改)

(5) 生态退化既是一个过程
,

又是一种结果
。

从运动的角度来讲
,

生态退化是一个随时间而

变化的过程和趋势
,

是一种运动形式
。

若从相对静止的角度上讲
,

生态退化又是一种状态和结

果
,

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
。

( 6) 生态退化具有相对性
。

生态退化的地域性和时间性决定了生态退化的相对性
。

其变化

是通过时间与空间
,

数量与质量具体表现的
。

例如
,

某一生态系统发生退化时先后经历了 A
、

B

、

C 三种状态
,

当在人为条件下
,

生态系统又从 C 状态返回到 B
,

此时
,

B 相对 C 来说是进化
,

而相对 A 状态来说
,

仍是退化
。

又如
,

某一生态要素或生态系统在甲地属于退化
,

但若在乙地
,

则可能不属于退化的范围
。

也就是说生态退化具有 自己的基点和发展历史
。

只有在环境和时空

背景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
,

生态退化才具有可比性
。

( 7) 赵其国教授在研究土壤退化时曾认为
,

[l0
〕土壤退化过程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

。

笔者则

认为
,

生态退化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个动态平衡
,

但对于某些远离初始态的生态退化往往是一个

不可逆过程
,

很难或不可能自然地或人为地恢复到原有状态
,

这时
,

生态退化就不能用一个动

态平衡来表示
。

( 8) 这里所说的
“

生态退化
”

包括生态要素退化和生态系统退化
,

是二者的合称或简称
。

土

壤退化和土地退化
、

沙漠化和荒漠化等都属于生态退化的范畴
。 “

生态要素
”

包括土壤
、

水体
、

大

气
、

土壤
,

也包括植物
、

动物以及人类 自身
。 “

生态系统
”

则包括不同层次
、

不同尺度规模
、

不同类

型的生态 系统
。

其中人类复合生态系统即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S E N C E )[12 〕退化是



生态退化研究的最高层次(图2)
。

( 9 ) 荒漠化
、

沙漠化
、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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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是 生 态退 化 的 顶极 形

式
。

与 生态顺 向演 替的顶级

群落 一样
,

荒 漠化
、

沙 漠化
、

沙石化是生态退化的极端形

式
。

因为任何生态 系统在连

续的 高强度的干扰下
,

最终

都必 将退化为荒漠
。

环境恶

化
、

经济贫困和社 会动荡是

自然
、

经济
、

社会复合生态系

统退化的顶级形式
。

( 1 0 ) 生态退化最基本的

诊断特征是生态系统的固有

功能的破坏或丧失
,

稳定性

和生产力降低
,

抗 逆能力的

减弱
。

植植被
·

退化化

土土坡退化化

·····

大气退化化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 组成简单单
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 种类贫乏乏

化化化化
·

结构退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

多样性降低低

功功功功能退化化化
.
稳定性降低低

自自自自然一人类类类
‘

生态环境恶化化
····

复合生态系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退退退退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会非德兔性性

经经济非持续性性

图2 生态退化的内涵与层次

(1 1) 任何生 态要 素或 生态 系

统 皆有适度的规模或量的限定性
,

即
“

生态 阑限
” ,

超过或低于这个适

度量的规定性
,

无论是过大还是过

小的 量变
,

都可导 致不利 的质变
,

进而 导致 生态退化 的发生
。

因此
,

我 们不能盲 目地认为
,

凡是
“

数量

的减少就是退化
,

数量值增大就是

进化
” ,

这 是在进行退化 定量评价

时容 易形成 误导 之 处
,

如 人 口 膨

胀
、

种群爆发等都是导致生态退化

的重要原因
。

4 生态退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

生态退化的概念及研 究对象象

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 生态退化的
.
荃本理论及其其化化化化 理论退化化化 方法论论

生生生生 生态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典典典典型退化生态系统的诊断分析析

与与与与发生
、

演化机制研究究

.......
生态退化监侧与顶测测

··

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建

退化生 态学是本世 纪 80 年代 图3 生态退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后期逐渐 发展起来的一 门学科分

支
,

是生态学
、

环境学
、

地理学
、

灾害学
、

保护生物学
、

山地学
、

农学
、

林学
、

社会科学
、

工程学等多

种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
。

它以退化生态系统
、

脆弱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
,

研

究生态退化的形成机制
、

受损过程及演化规律
。

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 生态退化的基本

理 论和方法论研究
;(2) 生态退化的发生

、

演化机制研究
;(3) 生态退化的分类

、

诊断
、

分析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