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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国家科技部“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2016 年) 指南任务要求，本项目将重点开展“长三角城市群

生态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的研究。基于对“长三角城市群重大生态安全问题的 DPSIR 多元共轭机理”及“长三

角城市群生态安全协同联动机制与保障路径”重大科学问题的辨识，强化“1、5、1”的整体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即:构建 1 个基

础理论框架、研发 5 大技术体系、创新 1 个协同联动决策支持系统和平台。项目成果将有助于长三角地区提高生态系统监管能

力，促进区域健康发展，并为国家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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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Research on Typical Fragil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in 2016，

this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e study of integr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key technology for eco-security guarantee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rogram aims to reveal the conjugation mechanism of multiple ecological security
problem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by the framework of DPSIR，and develop the collabo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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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regulations and guarantee paths． Accordingly，one basic theory framework，five major key technologies of
guaranteeing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one collaborativ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and platform are intended to be proposed and
developed． Our achievements woul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ecosystems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promote regional healthy development，and provide significant referenc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s． It would provide significant social，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The whole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No． 2016YFC0502700) ．

Key Words: ecological security assessmen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cological pattern network design; integrated
demonstration; collaborative linkage system and platform;urban agglomeration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生态安全是地球生命系统赖以生存的环境不被

破坏与威胁的动态过程，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生态系

统安全和国家(人类)生态安全( IESCO)。国外的探

索和研究集中了交叉学科的优势，如全球著名的美

国圣菲研究所(SFI)，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欧洲环境

局等。
国内外开展的主要工作有:沿海区域生态系统

健康评价与环境预警
［1］，北美东部城市群和中国珠

三角城市群 LUCC 与环境关系研究
［2-4］，东南亚、北

美和南美洲 LUCC 和植被遥感研究
［5-7］，英国伦敦城

市群防洪、热岛效应与基础设施应对
［8-9］，高分网格

法与海平面上升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
［10-11］，

欧洲城市环境与生态安全研究
［12-13］，美国 Phoenix 都

市区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NPP) 研

究
［14］;我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15］，生态系统服

务制图 和 空 间 定 量 化 研 究
［16］，区 域 生 态 安 全 格

局
［17］，景观生态安全格局

［18］，流域生态安全基线评

估与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19］，城市生态环境决策

支持 系 统 CityWare ( 奥 地 利 环 境 软 件 服 务 公 司，

2008)，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20］，物联网信息技

术
［21］，大数据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应用

［22］，崇明

岛生态环境监测与预警系统
［23］，以及美、英、德、日、

我国提出的“生态工法”在城市生态修复中的应用和

对关键物种栖息地生态保护研究等;在城市群层次

上，生态服务、空间结构规划、经济地理研究已有一

定基础，如长三角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
［24］，

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
［25］

等。
综上，国内外前期主要开展了针对特定区域和

特定生态环境要素的评价技术、方法以及决策支持

系统研究，但在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技术研发及示

范上，其研究尚不多见。本 项 目 以 我 国 典 型 城 市

群———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开展生态安全保障技术与

示范的研究。长三角城市群位于我国长江下游和东

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最迅速、城市化最高的

地区之一;但同时也是生态安全问题最突出的地区

之一，表现为区域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人居环境质量

下降，跨区域生态风险增加、环境协调能力不足，严

重影响到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长三角

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研究与集成示范，提高生态系

统健康水平，推进绿色发展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与

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

1 项目研究内容

本项目将围绕“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关

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主体目标，开展以下重点内

容的研究(图 1):

(1)长三角区域生态系统评价、健康诊断与监管

技术

基于模型、场景测试、环境物联网等技术，研究

近四十年来长三角区域生态系统时空演变规律，阐

明城市化对区域生态系统的 DPSIR(驱动力-压力-状
态-影响-响应)多元共轭机理，开发构建具有实时、快
速诊断与识别功能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研发长三

角城市群生态系统评价、健康诊断与监管技术体系。
(2)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估与风险预测预

警技术

围绕长三角城市群重点产业、城市灾害生态风

险和典型生态系统，通过 MODIS 遥感技术及 GIS 系

统、环境物联网和地面仪器监测相结合，传统定位监

测与智能化数据库相融合的方式，构建集地表水、大
气、土壤、生物多样性于一体、常规因子与特征因子

相结合、常规例行监测与在线连续监测相互补、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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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技术路线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echnical route

监测与遥感监测相配合、监测与分析预警功能相互

联的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环境立体监测及预警体系，

研发区域生态安全快速诊断与识别技术、生态安全

综合评估技术和标准，创新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

监管集成技术体系。
(3)长三角城市群关键生态景观重建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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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示范

基于过程跟踪的生态景观梯级修复与重建技

术，以长三角城市群河网景观、环湖生态林、城乡交

错带和重要水源地等典型生态景观为对象，研发生

态景观梯级修复、重建与服务提升技术;开展“点-线-

面”多尺度结合的功能种筛选、结构配置与优化等生

态重建技术研究与示范。
(4)长三角城市群典型受损生态空间修复保育

及功能提升技术与示范

针对长三角城市群退化湿地、植被、棕地和关键

生物栖息地等开展受损生态空间修复保育和服务功

能提升技术攻关与示范，构建综合监测与评估数据

库，量化生态修复与功能提升效应。
(5)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网络设计与综

合保障技术

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源-流-汇”空间格局理论与

空间优化决策模型的城市群“三生”共轭生态空间规

划与生态安全格局网络设计技术;开发基于城市群

PREED(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生态耦合协调、

基础生态空间网络优化的生态安全综合保障技术

体系。
(6)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协同联动决策支持

系统和平台构建及集成示范

采用现代信息融合与同化技术，实现多源观测

数据融合与生态模型之间的优化，研究长三角城市

群生态安全协同联动机制与管控体系;开发不同时

空尺度、不同生态安全模型与指标的云数据库、模型

库与生态安全保障技术库，研究多元数据融合同化

和群决策模型优化技术;构建城市群生态安全协同

联动机制综合决策支持系统与平台，并开展集成

示范。

2 总体目标及考核指标

本项目针对研究区高强度城镇化的现实背景和

生态安全保障需求，以我国典型城市群———长三角

城市群为对象，重点围绕 1) 区域生态系统评价与监

管技术和区域生态健康诊断、安全评估与生态风险

预测预警技术;2) 关键生态景观重建技术以及受损

生态空间修复保育和服务功能提升技术;3) 区域生

态安全格局网络设计技术及生态安全保障技术和

4)城市生态安全协同联动机制决策支持系统和平台

建设等内容，旨在通过多学科融合和产学研协同开

展科技攻关以实现技术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最终

提升区域生态安全保障水平，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可

持续发展。
项目预期研究成果包括生态安全诊断评估、风

险预测预警与监管技术 9 项，生态重建、修复与服务

提升技术 10 项，生态安全保障数据库、系统及平台

建设 7 个，生态安全保障技术集中示范点和示范基

地 10 个，技术规程 /导则 13 项，国家发明 /实用新型

专利 /软件著作登记权 20 项，发表核心以上学术论

文 50—60 篇 ( 其 中 SCI 等 论 文 20—25 篇)，培 养

20—30 名 科 技 骨 干 以 及 博 士、硕 士 研 究 生 25—
30 名。

3 结语

项目申报团队联合了在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

研究方面有重要合作基础及科研成果的 14 家单位

开展协作攻关。包括:“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
京林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等 6 所重要高校，“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

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

市气候中心、上海市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署、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宁波站”等国家 + 地方

6 家科研院所;以及“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和江苏三和园艺有限公司等 2 家企业单位

和综合集成示范单位-上海市崇明县国家级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项目研究中，将通过对城市群发展

过程中生态风险的预测预警，及时、准确地诊断生态

系统存在的问题，分析生态系统演变的动态特征，为

正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重点产业进行调控和生

态空间修复，可以极大地避免因生态问题导致的经

济损失;通过对生态安全三级指标的科学分析与数

据融合，可以为实现区域生态管理、区域联动与管控

的综合决策、提高长三角城市群的生态环境质量水

平，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国家城市

群绿色发展战略的制订提供科学依据。但由于多家

单位的参与，将存在各课题之间的交流和协作的流

畅性问题，组织与管理具有一定难度。各参与单位

及研究人员需紧密合作、及时沟通、相互支持，以保

证研究任务的圆满完成和成果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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