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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快速城市化伴随各类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质量下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疾病蔓延等城市问题，

直接威胁着城市生态安全乃至人类生命健康。基于对“生态”一词源流与内涵的梳理，倡导汲取传统生态智慧，

运用“生命观、动态观、系统观”辨析和破解城市生态建设及管理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与误区。结合上海生态实践，

通过营建以乡土植物和土著动物为主体的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创造健康安全且富有韧性的城市人居环境，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城市化；近自然；生物多样性；生态恢复；生态安全；生命地标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编号 2020YFC0832801）；上海市城市化生态过程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开放

课题（编号 SHUES2020A14）

Abstract: Rapid urbanization is accompanied by va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eclining biodiversity quality, 

ecosystem service degradation, disease spread and other urban problems, which directly threaten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cities and human health.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ecology”, this 

research proposes drawing on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and applying the “life view, dynamic view and 

system view” to analyz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urb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methods. Incorporating Shanghai’s ecological practices, it creates a healthy, safe and resilient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by building a near natural urban life landmark with native plants and indigenous animals 

as the main body, so as to achiev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words: urbanization; near-to-nature; biodiversit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cological security; living landmark

Fund Items: The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No. 2020YFC0832801); The 

Shanghai Key Lab for Urban Ecological Processes and Eco-restoration (No. SHUES2020A14)

郭雪艳 / 女 / 博士 /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助
理研究员 / 研究方向为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及生态恢复
GUO Xueyan,  Ph.D. ,  is  an ass is tant 

researcher in the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eco-

environmental forensics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达良俊 / 男 / 博士 /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
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上海市城市
化生态过程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主任 / 上
海崇明生态研究院生物保育与生态恢复中心
主任 / 自然资源部大都市区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 / 研究方向为城
市生态学
通信作者邮箱（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jda@des.ecnu.edu.cn

DA Liangjun, Ph.D., is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 isor  in the School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e director 

in Shanghai Key Lab for Urban Ecological 

Process and Eco-restoration, the director 

in  Chongming Center  f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and the 

deputy director i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for Land Spatial Eco-restoration 

in Metropolitan Area,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urban 

ecology.

生态安全背景下的城市生态建设再思考
Rethinking Urb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Security
郭雪艳  达良俊 *

GUO Xueyan, DA Liangjun*

中图分类号：TU9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30(2022)01-0049-04

DOI：10.14085/j.fjyl.2022.01.0049.04

收稿日期：2021-08-30

修回日期：2021-11-30

生命安全是所有生命生存的最基本需求，

而表征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水平的“生态安

全”则是实现“生命安全”的最高标准和必备

条件。生命安全绝不是某一物种或种群的安全，

而是所有生命在复杂的生态过程中经过动态平

衡后的整体性、系统性安全。生命本无害、益

之分，它们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不同的生

态位，息息相关，环环相扣，时刻参与并共同

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安全 [1]。如果生物自

身生命安全受到自然环境问题的威胁，本质上

反映的是生态系统本身面临着严重失衡与挑战。

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在敲响生命安全警钟

的同时也再次告诫我们，单纯以人类自身利益

为出发点的“生态”认知与手段显然无法解决人

与自然生态系统长期失衡引发的矛盾，远有《关

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的灭四害运动 [2]，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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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呼声中的盲目“生

态灭杀”[3]，这些很可能进一步引发严重生态

后果的做法均是对“生命”“生态”缺乏系统

性、整体性考虑，缺乏运用生态学思维做出

前瞻远视的具体表现。如何以基于自然的方

法，科学、理性又不失人文关怀地指导人居

生态环境的建设发展，倡导“真”生态、拒绝 

“假”生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生态哲学

观依然任重而道远 [4]。

1  生态建设理念：生态智慧
生态学者认为“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体

的生态系统，具有一般生态系统的基本特性，

由人、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命要素与各

种环境条件等非生命要素组成，要素间的

相互作用构成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是由

自然—经济—社会 3 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

统”[5]。其中自然生态系统对维持城市生态系

统的稳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为人

类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重要载体，应是城市

生态建设的主要抓手和重要途径 [6]。

自 1866 年德国博物学家 E. Haeckel 首次

提出 ecology 的定义，到日本三好学（Miyoshi 

Manabu）教授将其译为“生态学”并被逐

步引入中国，作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

境相互关系”的现代科学门类，其地位不断

提升。《现代汉语词典》中将“生态”定义

为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及发展的状

态。中国古人认为“生”既有生命之意，更

有“生成变化”“生生不息、繁衍不已”之动

态、过程的内涵，如《易经》“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生之谓易”，《道德经》“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许慎在《说文

解字》中认为“态”（態），意态也，从心从能。

故而“生态”具有“生之态”之寓意，“态”

既是“生命”的存在“状态”与发展的“态 

势”，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强调追

求主客共生、和谐美好的发展态势 [7]，并集中

体现于生态“三观”—生命观、动态观和

系统观 [5]。因此，我们所期盼的健康、安全的

城市生态系统正是人与自然在城市环境中保

持和谐共生的美好状态，具备系统自我优化

的自驱生命力，能保持相互促进、向好发展

的积极态势 [7-8]。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但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活改

善的同时，自然生境被过度片段化、岛屿化

和人工化，致使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系统

整体功能退化。人与自然矛盾日趋尖锐，引

发众多生态环境问题乃至关乎人类生死存亡

的健康安全问题 [9-12]。为此中国相继开展了

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两型城市、

低碳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宜居城市等各级

各类评选 [7]，客观上从不同角度提升了城市中

人类生命健康的安全系数。但我们不禁发问，

当我们追逐“城市让（人类）生活更美好”并

为自己伟大的城市化进程欢呼雀跃时，我们

真正理解了生态的内涵吗？我们的城市真的

是生态的吗？所有的生命真正安全了吗？尊

重自然法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

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高生态智慧 [13]。

基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如果违背

了生态哲学三观的“生态”保护、建设与发

展，则无法真正实现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生

态兴，则文明兴”之终极目标，坚持与传统

生态智慧相契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概

念框架正逐渐成为政府与学界的共识。

2  生态建设误区：绿化中的数字游戏
生态学研究表明，自然生态系统精密复

杂的自维持、自稳定调控机制并不会轻易失

衡，其他生命完全可以与人类长期保持动态

平衡，只有当人类过度干扰，粗暴改变生态

系统结构引起剧烈失衡时，才会引起生态安

全风险，直至影响人类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城市生态安全有赖于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健

康，而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栖息地的保护最为关

键，其决定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高低 [14-16]。

纵观目前许多只求绿化、美化却不理解生态

真正内涵的城市生态建设及管理方法，往往

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恢

复力低下 [17]。

2.1  物种选择误区

物种选择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去本地

化”“贵族化”及“大树化”。首先，有时为了

追求速成效果，未能充分考虑生物本身的适

宜生境，盲目移植大树、“珍、奇、特”或非

地带性物种，这种物种拼凑形成的所谓生物

多样性，仅为机械的数字满足，往往导致本

土生物多样性衰退 [1, 18]。其次，不合理的外来

物种引入，抑或大规模物种灭杀等过度干扰，

骤然打破原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势必造成生

物多样性急剧下降或疾病肆虐。

2.2  群落构建误区

群落构建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苗圃

化”“程式化”。一方面为片面追求绿化速度与

规模，盲目密植，形成种类单一、结构简单、

生长不良、生物多样性低下、自然度不高、

系统稳定性和抵抗力较差的生态系统 [5]；另一

方面，将植物机械地依据“乔—灌—草”搭配

模式进行物种的排列组合配置，这类看似“生

态”的种植设计实际已沦为一种数学游戏。

因此城市生态建设中的绿化与美化并不

等同于生态化，上述现象正是片面理解生态、

违背生态哲学“三观”以及缺乏本土文化自信

的具体表现。物种数量越多并不意味着生物

多样性质量越高，这样的城市生态系统不仅

不能发挥高效生态系统应有的服务功能，也

无法依靠自身抵抗力和恢复力维持平衡，往

往只能借助外力的持续投入，勉强维持或逐

渐趋于衰退。在推动城市再自然化过程中，

只有尊重本土自然生态，构建生态安全屏障，

才能维护真正的生命安全。

3  生态建设途径：基于自然的上海解

决方案实践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有学者提倡生态

文明建设，提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

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

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

统一的关系”[19]。2008 年世界银行发布《生物

多样性、气候变化和适应性》，提出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 NbS），要

求人们系统地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提倡依靠自然的力量应对生态风险。这是一种

受自然启发、由自然支持并利用自然的动态解

决方案，其核心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所倡导的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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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一五”以来，上海作为引领全国

且具国际影响力的特大型城市，始终将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上海

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21—2035）》提出在 

2035 年努力建成更可持续的韧性生态之城、

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提升城市生态环境品质、

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空间。笔者于 2000 年

开始在国内较早提出建设城市近自然森林的

观点，并首次在上海浦东进行了探索实践，

逐步形成了以构建“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

为核心的基于自然的上海解决方案。“近自

然型城市生命地标”是将生态哲学“三观”

贯彻于规划设计、建管运维的全过程，以修

复城市生态系统受损的结构、恢复其退化的

功能为目标，以区域潜在自然生态系统为参

照，遵循自然演替规律，应用接近自然、模

拟自然的方法技术，营造由乡土植物构成的

地带性植物群落与土著动物栖息地，打造环

境友好、生物友善且具有区域自然风貌、富

有勃勃生机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生物多 

样性 [7]。 

长期动态跟踪监测结果表明，选用根系

发育良好的乡土植物幼苗（容器苗）使树态发

育自然健全，成活率高。多种乡土植物的混

植、后期野生植物的自然进入与土著动物的迁

入大大提升了本土物种多样性，抵御生物风险

的能力大大提升，人工管理成本下降显著。仅

短短十余年时间内，试验场地形成了异龄复

层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基本达到恢复目标，

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接近于周边自然植被 [20]，

而自然条件下的上述恢复大约需 30~50 年乃 

至上百年 [21]。之后，近自然生态建设理念持

续在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开展（图 1、2）。同 

时，在上海城市河流水系治理方面，笔者团

队通过近自然城市生命地标的构建方法，对

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近自然型恢

复。首先运用乡土水生生物立体绿化模式

（“夏—冬”交替、“挺水—浮水—沉水”）构建

水生植物群落；在逐渐恢复自生水生动物的同

时，分阶段动态投放相应比例的其他乡土水

生动植物，包括属于初级消费者的滤食性底

栖动物和草食性鱼类，以及作为高级消费者

的肉食鱼类，同时采用驳岸软化工法重塑增

加水陆连通和生境异质性，通过完整的“草 –

鱼 – 鸟 + 人”城市水生生物链构建，实现对

生物多样性与生物栖息地的重构，拥有足够

饵食的水体自然成为城市顶级消费者鸟类觅

食的理想场所（图 3）。值得骄傲的是，与常

规物理化学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相比，近自

然生态恢复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治理效果的长

效保持上，成本也大约仅为其 5%[1]。生物多

样性可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遗传资

源、授粉、天敌和害虫调控、维系土壤结构、

保育土壤肥力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评价

农业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 [22]，上海近 20 年

来高强度耕作及过量使用农用化学品，导致

农田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降低，生物链的

断链造成病、虫、草害猖獗，有益生物减少，

生态失衡现象严峻，农田生态系统受到严重

威胁，面对上述受损耕地，近年来笔者团队

基于生物链构建、生物栖息地恢复，采用近

自然森林和近自然水体生态恢复技术进行农

田边界、田坎、附近道路、河流、沟渠等非

作物生境（如农田缓冲带）的近自然型城市

生命地标恢复建设，有效提升了农田生物多

样性和生境多样性，有助于形成稳定、健康、

高效的农田生态系统。

上海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建设长达

20 余年的理论与实践填补和丰富了中国近自

1

2000 年 2016 年 异龄复层混交林

1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近自然森林”样板林
The model “urban near natural forest” in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2006 年 2016 年

2

林下更新丰富

2003 年

2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城市近自然森林”样板林
The model “urban near natural forest” in Minhang Campu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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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型理念建设生态系统的盲区，提升了上海

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城市韧性及文化自信 [23]，

也保障了城市的生态安全。通过上海 DG/TJ 

08-2058—2017《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的

实施，近自然建设理念、技术与方法已广泛

应用于上海绿地、林地、湿地及农田为组分

的“三地一田”的城乡生态空间保护与建设

中，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的理论与实践为

上海公园城市、森林城市、湿地城市的高质

量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雄安新区“千

年秀林”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4  结语
城市需要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也需要

为身边的动植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空间，只有

身边不再寂静，生态环境才是安全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安全的基础，也是地球生

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为此，一方面需要

深入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敬畏生命和尊重自

然，从人与自然同生共荣之生态智慧中不断

汲取营养，通过不断健全环境司法体系、推

动环境损害公益诉讼 [24]、普及生态教育等途

径，审慎反思人类的责任与使命，培育新时

代“生态公民”；另一方面，从生命安全角度

出发，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不断探索和

丰富基于生态哲学三观“生命观、系统观、

动态观”的生态实践，为实现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打造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持续

发挥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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