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脆弱生态的概念及分类
。

 ! ∀ # ∃  %

现有脆弱性概念
“

危险
” 、 “

退化
” 、 “

脆弱性
” 、 “

脆弱
”

或
“

威胁
”

等概念以及
“

不

德定性
”
和其它类似的术语在讨论环境问题时都经常出现

。

然而
,

其模糊的含义常引起误解
,

导致研究困难
。

尸

美国克拉克大学的地理工作者划分 了两组脆弱性概念
。

一组重点在受影响的生态系统和

人类系统本身
,

另一组则着重于系统的变化属性 &如类型
、

速率
、

尺度等 ∋
。

过度的人类活动

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涉及到它对生态多样性及生态生产力的威胁
,

它对人类系统的影响则

包括人类健康
、

繁荣
、

生活质量以及发展的稳定性等受到的不利影响
。

量大大减少
。

要知道 ( 克水蒸发时需要吸收约)∗&∋ 卡的热量
,

蒸发量减少怠味肴冷却地面附近

空气的效果减弱
。

若把城市地表面比作人体的话
,

可以说是不能出汗的异常体质
。

实际侧量潜热特别困难
,

可通过定性的试验方法
,

对冷却效果进行评价
。

一般在土地利

用图上
,

以气温观测地点为中心
,

画出一定大小的圆
,

计算其中各种土地利用的面积比例
,

京东

、、+,

,,,,,卜‘‘(色−

+

、,、

沪

由此可以求出和气温相关的

回归方程
,

其结果绿地和水

面的回归系数为负值
,

说明绿

地及水面增加时气温将下降
。

近来
,

遥感技术非常发

达
,

尤其是通过资源调查卫

星的图像分析
,

能准确求出

复杂的土地利用面积
。

据 日

本国各主要城市证明
,

绿地

. 水面. 耕地愈多
,

热岛强

度愈小
。

正和破坏森林能导

致沙摸化一样
,

减少城市绿

地也将助长城市沙漠化 〔见

图 / ∋
。

三
、

防止城市沙澳化的措施

0宜,

片

+
‘

扒古以
、。一

疏一
冈山  广岛

,
, 《 ,

1 一 , ,

一 一 1
。 仙台

23∋ /吸奄 为∋ 4&( 抽(

〔水面 . 绿地十 拼地 飞的 面科所 , ,云比例

日 / 城市内外 , 大气沮位与土地利用面

积 &水百 . 姆地 . 拱地 ∋ 所占比例的关系

回顾一下城市沙漠化的原因
,

即可明确防止对策
。

有些

地区正在实施或已作出计划
,

将城市生产
、

消费活动排出的人工热加以集中
,

用于地区集中

采吸和发电
,

即将排热资源再循环
。

然而和产生公害的发电相比
,

不如开发利用太阳能
,

使

用比汽车省能的 自行车
,

努力降低热污染非常重要
。

这样做既可以防止大气污染 &酸雨及氟

里昂 ∋还可以减轻温室效应及动植物的生育障碍
。

另外在城市表面增加绿地
,

水面等蒸发面
,

加强城市规划
,

在建筑物布置及街道上考虑通风良好
,

不使大气污染物质及排热滞留
。

另外
,

已研究出能使降水向下层渗透
,

防止表层地下水枯竭的 沥青料材
,

不论怎样
,

防止城市沙漠

化肯定将有利于地球环境保护的
。

, 乃力摘译自 《地理》
,

56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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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环境脆弱性的概念包括三个方面
9 & :∋ 所观察到的代表固有的和不可弥补的很失的环境

变化
, ; <∋ 对 5’, 人类活动的变化特别脆弱的系统和区域

= &‘ ∋ 有预兆发生突变的变化 &如生

态系统不稳定性
,

对人类健康的不良影响或经济生产力的萎缩 ∋
。

’

生态系统及受到影晌的 自然环境 人类活动总是影响并改变着自然环境
,

这种改变的

规模和速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大得惊人
。

其范围从河流改道
,

海清淤积到森林砍伐和土壤

肥力的减退
,

不一而足< 这些变化对于先天的环境而言代表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因而可看作为

是不可裤代的资源性损失
,

它们还威胁着农业生产力和其它一些人类活动
,

因而一直受到遗

责
。

现在已提出了多种指标来量度自然环境变化的程度或者生产力的退化状况等
。

如美国土

地管理局关于天然利用地的分类方案
。

’

这一方案是根据目前的植被偏离所在地区的生态顶极

群落的程度来判断该地区的天然利用地的质量
。

所测变量包括物种组成
、

产量及地面顶盖状

况
。

荒摸化的分类也同样用以识别和确定退化最严重的区域
。

∗ > ! ? ∃ ! &5 6 ≅7∋ 把
“

沙摸化
”

定义为
“

人类影响下陆地生态系统的一种贫瘩化过程
。

它可 以用可利用植被生产力的下降
,

生物量和植物区系的多样性方面于人不利的变化
,

加速的土壤退化以及对于人类生存和 居住

(&Α3 言不断增加的灾害等来量度
” 。

环凌方面有关脆弱状况的概念定义特别注意到了特殊的生态 系统或生境在动植物数 魔
、

物种组成
、

种类及分布等方面受到的影响
。

例如
,

《自然保护大纲》 &56≅Β ∋ 将生态脆弱地

区定义为
“

担负独特作用的或者面积小或相对于其它区城而言并非经常脆弱的特殊的生态系

统
,, 。

因此
,

譬如对于大面积的湿地来说
,

大纲基于其较高的生物生产量
,

对大量野生生命的

区域重要性及其在许多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将其确定为生态脆弱区
。

濒危物种公约 &Χ ∀ ! Δ ∃ Ε : ,

?改! Ε ΦΓΑ !Η !Φ Ι !Χ
·

卜要建立脆弱生境的 目录
,

这对于溯危及受到威胁的物种的正常需求及

生存都是必须的
。

脆弱生境和区域具有以下特点
9 :, 其损失不可弥补

= <
,

对于人类引起的变

化特别脆弱
= ϑ

,

如果这一损失或退化导致物种多样性降低及生态系统不稳定性增加
,

将可能

产生广泛的不良连锁反应
。

, ,

根据原苏联地理工作者的观点
,

不同的生态系统 &自然的
,

人文的
、

人类的及其它一些

生态系统 ∋ 的脆弱性与其动态功能过程
、

稳定性及可逆性阀值的相应状态等密切相关
。

稳定

性是系统在外界条件改变时维持和恢复其结构和功能特点的能力
。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在

外界影响下保持自身结构的能力可以用自调节过程来说明
。

然而
,

人类系统的稳定性及其在

一定限度内服行社会一经济功能的能力需通过管理调节来实现
。

地理系统的稳定性主要由应

当调节保护机制的反馈关系来维持
。

如果在受到扰动之后仍有能力恢复
,

那么它就是稳定的
。

当该系统的正常功能被打乱
,

并由此导致反馈机制被破坏
,

系统发生不可逆变化
,

结果当系

统结构发生变化
,

失去恢复能加寸
,

其稳定性就被破坏
。

而这 一逾越稳定性
“

阀位
’

韵 时刻
,

就

是 系统走向脆弱的时刻 &即脆弱性与不可逆变化及稳定性的损失直接相关∋
。

系统在向脆弱

转变的过程便可称为
“

脆弱点
’, 。

这一质变导致一个地理系统为另一地理 系统代替
,

在极端悄

沉下
,

系统就可能完全遭到破坏
。

因此
,

一个系统的脆弱性与扰动系统固有的反馈关系和超越生态
“

忍受带
”

界限相关
。

这种扰动和超越最终将导致系统进入脆弱状态
,

预示 系统需要重建 &即改变系统结构及其对

外界影响的反响∋
。

可见
,

任一地区的脆弱性由其反馈机制被扰动的程度和 水平
,

由系统的结

构被改变及其对外界影响的反响的变化
,

由地 理系统功能变化的特点等来确定
。

因而
,

当一

个地区典型的地理系统发生改变
,

达到脆弱点时
,

脆弱性就在某些地方出现
,

整个地理系统

也就进入脆弱状态
。

脆弱性和脆弱状态的概念是综合的
,

这是苏联地理工作者的普遍看法
。



可以通过适当地考虑脆弱性和脆弱状态的功能和稳定类型的差异
,

将之用于 自然和人文两种

地理系统的研究之中
。

脆弱水平和脆弱状况的研究必须考虑所有事件和现象的时空结构
。

脆

弱转变的时空突发性揭示了发生于系统内部的过程特点和外界影响的类型和强度特点
。

从这种观点来看
,

很明显
,

尽管关于这个问题做了许多有用的观察实验工作
,

但仍然没

有完全成熟的关于环境濒危或环境脆弱性的概念
。

Κ
,

Λ
,

Κ >

Μ:
∃ Ε &56≅6 ∋ 认为

,

脆弱性是

指系统质量重建发生的情况
,

包括结构变化
、

行为变化 &对外界影响的反响∋ 以及自发展的

变化
。

通过脆弱性概念
,

他区别出以下几种脆弱转变类型
9
突变型

,

渐变型
,

可逆型
,

单向

可逆型
,

吸加型和 自然型 &后一类型似乎可看作 自发展的结果 ∋
。

这些转变或者可能导致对系

统的保护和系统持续性水平的降低
,

或者与此相反
,

可能导致系统稳定性水平的提高
。

有些情况与影响环境中
“

生命支持
”

系统的退化程度高度相关
。

地表水源的干枯
,

植被

扭盖的丧失以及可耕地的侵蚀等都形晌着支持该地区当前及未来生命系统的潜在能力
。

关于

生命支持系统的问题构成了 《我们共同的未来》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 中讨论的中心问

题
。

受到影晌的人类系统 人类对某些特殊环境的利用尤其是谧用导致了环境的严重退化
,

以致成胁到当地居民
,

特别是易感人群的健康和福扯
,

同时还可能损害人类对环境的持续利

用
。

关于类似这样的濒危或脆弱情况
,

在评估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所受影响的同时
,

其分析

的重点常常在它对于人类系统的影晌上
。

前进的脆弱性观点侧重于偏离自然环境的程度
,

而

在此
,

其重点在于偏离人类健康和活动的程度
。

人们已做过许多偿试
,

企图分辨缓慢的环境退化 &如城市集结区
=
集中的居民带等 ∋ 和

使人类健康和福扯受到威胁的污染 &如臭氧烟雾
、

污水等 ∋ 两种脆弱形势
。

在许多发达国家

城市中
,

大气质量管理及制图现在已成日常性事务
,

试图勾画出环境脆弱的时段及受形响的

区城来提醒当地居民
。

那些易感人群
,

包括要儿
、

老人
、

心肺病患者等在内
,

需给予更多的

关注
。

他们比普通人群更易受不利于健康的形响 &如暴贡在臭氧下∋
。

通常
,

环境或职业健康

的标准是建立在保护普通人群的水平上 &通常有一安全线∋
,

但却不能保护极为脆弱的个体
。

脆弱性是一个有广泛用途的概念
,

它贯穿于濒危
、

威胁或危机等不同的定义之中
。

与不同的

个体受形响的难易程度不同一样
,

特殊的环境
,

生态系统或经济系统对于变化的敏感度也不

同
。

类似的
,

同样的人类活动可以导致一个更为敏感的环境或生态系统比另一个环境或生态

系统产生更为严重的不良后果
。

例如
,

海平面上升 5 米可 以在一个国家产生较大的反响 &誉

如西班牙∋
,

但在另一个国家
,

如孟加拉可能就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毁灭性灾难
。

从这个意义上

讲
,

生物环境
,

医疗卫生
、

社会经济脆弱性等就是通向濒危或脆弱性等所有类似概念的中间

变量
。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几乎总是导致自然资源的消耗
。

如果开发超过了恢复的速度
,

就

会形响到人类活动的可持续性
。

这就暗示着人类对环境的持续利用存在着阀值
。

因而
,

这些

问题通过对环境濒危或危机的讨论而重新提出来
,

并进一步被区分成三种典型情况
。

第一种

最简单
,

包括有限资源 &如煤
、

石油 ∋ 的开采
。

由于对资源基础了解有限
,

市场紧张
,

技术

限制
,

当资源出现紧缺时
,

脆弱性就会出现 第二种情况
,

当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速度超过 了

其恢复速度
,

脆弱便显现
,

这类资源如土壤
、

地下水和鱼类等
。

第三种情况则发生 于垃圾废

物的处理需求超过环境对废物的清理能力之后
。

如有毒气体的排放将导致大气污染及对健康

的不良影响
,
污水排入河流可能增加生物的需氧量以致于可能使动植物因缺氧而死亡等

。

在讨论脆弱性时出现的另一系列概念包括生态系统和人类系统的变化类型
。

首先是根据



系统不可逆程度确定的变化类型
。

不可逆的思想含筱诸如物种和土地等特殊的物质拟失情况
,

及其在气候变化假说的前提下可 以推广到大规模不确定的水平上
。

通常
,

不可逆的思想很少

甚至没有考虑到还存在着可 以使系统恢复原状的任何社会经济或技术的反响
。

不
。,
3逆有时只

是在谈到一些团体只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对后代人们的需求的影响时
,

才同发展

的可持续性联系在一起
。

关于持续性发展的许多看法
,

尽管常常引用生活质城
,

原材料 ‘技

术革新所需的 ∋ ,

或者自然资源的贮备
,

资产等
,

但在具体应该为后代保护些什么方面却是 十

分模糊的
。

看来
,

在变化的趋势方面
,

对于这些脆弱性概念的看法亦很不同
。

在许多情况 下
,

变化

被看作一种连续性过程
。

其趋势可依线性
、

指数或长波模型等来推侧
,

结果因而极 Ν〔不同
,

其它的概念
,

如阀值或突变则建立在非连续变化的思想 卜 将这些观点综合起来是
9 3能的

。

例如
,

《增长的极限》 &−Α 而 ΧΦ Χ’∋ Ο > 州 ∀∋ 一书就丛 于大最 关键因子的指数增长的概念

和一旦出现临界阀值就产生有害影响的思想
,

而在这种情况下
,

承载能力很 容易就被超越

自然灾害方面的工作着重于对环境变化和环境事件的处理能力上
。

如图 (& 略 ∋ 所示
,

社

会处理的不同方法涉及到不同的时间尺度
,

图/ &略 ∋ 进一步讨论 了社会反响的
‘’

调控
,,

和

阻碍的一面
。

这些分类并不是独有的
,

但社会反响的分类阐述了在考虑
“

反响库
”

及研究全球

变化的人为因素的适宜时间尺度方面都有用
。

虽然这种分类结构仍需精炼
,

对于全球变化的

研究可能仍被证明是有用的
。

全球环境变化的预测通常是建立在相当长时期的工作计划基础

上的
,

显示的是很长的
“

瞥戒期
” 。

因而其时间尺度比通常的其它灾害事件的时间尺度长得多
。

围绕全球变化预测的长期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规定了社会反响必需有与时代相适应的知识
。

Π 脆弱性概念较易理解的 是建 亿在影响的规摸 (,, 、 全球变化的 人 为作 川
9

脆弱月
、

碗问题

的研究报告》 限制 了脆弱环境问题的范旧和特征
,

原文如 卜
9

’‘

其对生态系统的累积效果如此

之大之普迫以致 其其有全球范围的玉要性
’,

这一研究集中 Ν
=

污 染的单个问题上
,

如Λ Θ 丁的残

留和扩散
,

海洋石油污染和 人气污染以及跨地区的变化等
。

从累积效应来讲
, ‘

已包含 了研究
、

管理和社会反响方面产生新问题的全球性变化
。

另一方面
,

这样的脆弱性定义没有表达地球

上特殊的地区和地方在全球环境变化方面的含义
。

人文及地学现点 地学观点是以 自然属性或生态方面的变化类型和程度来定义翻危或

脆弱地带的
。

人为作用的干扰已经改变 了或撷及改变自然系统
,

因而就出现 > 一个变化 了的

系统
,

生态学 上称之 为
“

多样化减少
”

的 系统或简单化的 系统
〔

这包括物种的减少或改变
,

产生一种通常是生物从减少的新植物群体
,

或 睁致湿地的退化使水体损失以及使以 表层生物

为营养的动物区系的改变
「

纯粹的地学观 点可能会把任何 个 3 业城市综合体
,

甚至任何主

要的农业区定义为濒危或脆弱环境地 带
,

因为在这 巢有价值的环境成分如物种
、

−壤和水分
、

空气质量等已经改变
,

人文观点是用人文后果作 为度鼠脆弱性的标准
。

这种观点如果只对 于封闭的地区 而言
,

则其重点在 (
几

形响当前或近期人类生存和 自然资源利用的环境变化的后果上
。

这种狭隘的观

点
,

因为忽略 厂来自地 区之外的 可能投入
,

技术上的变化
,

经济活动的替代或环境退化对外

界的影响等
,

(3 ’常用承载力的概念
,

设想一个地带为睁态的封闭 系统
。

不管从哪种观点来看
,

所有濒危情况均典型地集中于与可能的人为调节和适应无关的自

然或人文条件的改变上
。

然而经济表明
,

变化速度和人类反响的能力对于理解 自然社会相互

关系的转变是最基本的
。

在许多情况下
,

基本资源的退化对一种环境灾难来说可能是最不可

进免的无情的原因
,

而这种环境灾难可以通过经济或技术的变化而得到防止
。

资源 可以被替



代
,

环境退化可以由改变对环境其它成分随时间
、

地点等的影响而改变
。

社会通常忍受着一

定水平的环境退化
。

环境退化通常又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对资源利用程度的深化
。

纯粹

的地学观点不能很充分地将那些长期地维持大量高水平生活的人口的地区定义为
“

濒危
”

或
“
脆翻

”
区

。

相应地
,

狭隘的人文观点也没有把一个地区的环境可维持能力过分地看重
,

即

并不极端地将经济和人 口条件看作所考虑的唯一标准
。

这两种观点对于指导分析脆弱环境形

势和侧订政策性的脆弱环境研究都是不合适的
。

因此
,

需要一种更广泛和更敏感的人文观点来看待问题
。

其一是识别人类对环境变化的

持续性调适
,

其二是将资源利用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经济发展方面去
,

其三是将区城和全球问题联系起来
。

特别需强调的关键要素以图 7 &略∋ 说明
。

它构成 以下

内容的主要结构
。

广义的人文现点 脆弱性
,

按照美国克拉克大学有关学者的观点
,

是指这样一种情况
,

即环境的退化超过了现有的社会经济或技术水平所能长期维持目前的人类利用和发展的能力
。

这种观点很明显是人文砚点
,

尽管它在许多方面如对一个地区变化的关注
,

多个区域间的联

系及肪止环境灾难采取行动的能力等都比其它许多人文方面的研究意义更加广泛
。

这种脆弱

柱的定义认为
,

在保持甚至增大人类利用环境的可允许程度和规模的条件下
,

面对环境退化

或资抓的耗减
,

进行经济或技术的改革和佣适是常有的事情
,

还可以认识 一个社会经济机构

在一个地区内布外来资源和对外的环垅退化的物出来支撑本身发展的能力
。

这种日益增多的

同邻区进行贸易
,

从邻区愉入资源或在某些情况下剥削邻区的复杂模式构成了当今众多全球

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环境质量变化的具体整治是克拉克大学有关研究小组将其作为地

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
,

它提出了计算地区的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在环境质量方面付出的代

价的方法
。

同时
,

显然
,

在环境濒危或脆弱方面具有坚实基础的研究必将把环境变化和存在问题的

区城的社会经济条件联系起来
。

脆弱的环境状况更易于在贫穷
、

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发展
。

在这些地方
,

经济和技术的替代品很少
,

全球的经济联系造成了
“

净
”

的环境退化
,

社会对

这些环境退化的处理能力有限
。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
,

濒危环境的内容也随之改变
。

扎根于广义人类活动形响的欲危环境研究为研究环境持续能力提供 了补充线索
。

它试图

寻找引起不可持续和最终导致脆弱产生的动力和指示剂
,

意在识别人类与环境关系中的变化

与反晌的潜力
。

生态地带类型 根据以上讨论
,

克拉克大学的有关学者设想 了几种主要的生态地带类

型
9

Κ
,

脆弱生态地带 定义
9

地球表面一连续地带
,

面积大于8&∋ ∗∗ 平方公里
,

在由它构

成的生境内
,

人类活动如此地改变了环境的多种成分
,

以致 于人类对它们利用的质量和数量

以及人们的生存在给予一定可行的社会经济或技术的反响时
,

均不能维持下去
。

脆弱环境地带包涵了人类生存的诸多方面
,

包括技术更新
,

外来因素和存在环境问题的

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等
。

大部分区域均通过一定的外来输入来维持
。

可以设想一个地区在环

境严重退化
,

甚至处于濒危状态时仍可 以看作为非
“

脆弱区
” ,

这是因为将区域的人类利用

系统同区域环境割裂开来
,

或者是因为环境退化还没有产生人类生存方面的退化趋势
。

从另

一方面讲
,

对于经济上只依赖于本区资源的地区而言
,

如果从外界输入资源的费用高到人类

的经济活动入不敷出的地步
,

资源消耗明显超过 自然更新的速度
,

就可能是环境脆弱的信号
。

当一个地区支持人 口的生产活动达到外来甚至输入的消费不能长期负担而又没有可以使环境



,
、

维持原有生活质量或水平的一系列可行的经济或技术方面的社会反响时
,

这一地区就要进入

生态脆弱状态
。

脆弱环境地带可能反映不同的情况
。

在某些情况下
,

如在严重依赖单一类型资源 &如开

矿 ∋ 的地区
,

由于该区必需占有的单一资源存在单一的环境威胁如资源枯竭而 可能处 于危险

境地
,

在另一些情况下
,

如苏联的咸海地区
,

其基本的人类活动 &如提水灌溉 ∋ 可能威胁着

多种区域资源 &水
、

鱼类
、

土壤
、

植被等 ∋
。

还有一些情况

—
如南佛罗里达

—
排水

、

抽水
、

城市化
、

环境污染的扩散等都威胁着一种原生资源 &淡水∋
。

最复杂也是最令人注意的情况就

是人类活动对多种资源和环境成分产生多种威胁
。

这些环境脆弱的不同情况见图 Β &略 ∋
。

如上所述
,

对于人类居住环境的各种思考
,

包括技术替代
、

外来投入
,

存在问题的区域

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管理方面的潜在反响 &尤其是有效反响所需的时间和资源 ∋ 在脆弱环境地

带内互相发生作用
。

环境脆弱地带的几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细心推敲
。

首先
,

这一定义中
,

脆弱性的突发原因是作为资源贮存库及对作为人类继续生存 &以预期寿命
、

婴儿死亡率
、

营

养状况等作为指标 ∋ 可能构成灾害的环境本身
。

导致人类面对环境变化而使生存遭受退化的

社会经济动力及有限的管理能力可以看作是环境变化的近似根源
。

第三
,

影响的时间尺度很

重要
。

几乎所有的人类利用系统经过足够长的时间都会使环境退化
,

使大 多数地区最终成为

脆弱地区
。

另一方面
,

限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范围至当代
,

也并不能减轻环境恶化状况及其

对后代的形晌
。

这一讨论的目的是在脆弱性的发展轨迹上给当代及后代人 以暗示
。

不同区域背景下的濒危过程具有不 同的形式
,

一个简单的演替结构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地

区
。

尤其在一个特别的地区内
,

其居民的财产和福扯的变化与环境退化的关系常常是十分不

同的
。

图 8 &略 ∋ 揭示 了普遍的情况
,

虽然还存在着许多可能的关系
。

第一种情况代表 了在

脆弱性假定中经通假定的一种情况
,

不断加剧的环境退化引起了人们财产和福扯的下降
,

换

句话说
,

也就是出现了脆弱性
。

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中
,

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
,

在持

续的环境退化条件下 &尽管假定这种情况不能无限制继续 ∋使财产和多方面的福扯继续增长
。

第三种情况
,

持续的资源消耗支撑着财富的积累
,

但持续的环境退化却导致环境疾病的发生

率及死亡率的增长和福扯的衰落
。

总之
,

区域产销指标及其与外区经济联系的实质是强烈形晌濒危及脆弱性在已知地区出

现的两个因素
。

对于前者而言
,

区别日常消费和生存所需的资源和扩大生产所需的资源是有

用的
。

空气和水是日常消费及生存中最重要的
,

而同其它资源相比
,

它们的长距离运愉又比

较困难
。

由于经济的联系程度影响着一个地区愉入资源 以替代萎缩的地方资源和愉出环境退

化的能力
,

所以经济上的联系性很重要
。

资源利用系统和经济联系的本质作为两种变量类 型
,

可用以比较易脆弱区域的区域状况 &图 ) 略 ∋
。

在Κ地带
,

人类对环境的利用主要取 自于 当地资源
,

与其它 区域及其它经济活动联系址

少
。

在人 口增长和土地损失压力下的生活维持系统 &如非洲撤哈拉干旱地边缘和 喜马拉雅山

区∋ 使得这一地带具有出现脆弱环境的区域内容
。

在这里
,

不断加剧的环境退化和不断衰落

的福扯之间的联系是相当直接的 &如图 8 例 ( ∋
。

在 地带
,

对当地资源的依赖性较小而与它区域的联系较明显
。

由于经济同区域环境隔

离
,

脆弱发展缓慢
。

然而足够的环境压力和对资源的滥用就
,叮能产生

9

&5 ∋ 或区域资源不能

被适度地替代
,

或不能缓解资源的消耗和退化
= & / ∋

,

环境退化的速度超过 了缓解它所需的反

响时间
,

因而也就可能导致脆弱的出现
,

例如使人口减少和使生存衰落的北海和南佛罗里达

的污瓶



在Η地 带
,

严重依赖本地资源
,

同时也同其它地区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
。

在这里
,

由于

外界的需求及对本地重要资源的垄断可能导致脆弱的发生
。

这也许就是脆弱环境地区最为普

谊的事情
,

如咸海的干旱化 《由于棉花生产以供应苏联其它地区之需而过量使用其支流的水 ,

来灌概∋
,

马来, 婆罗州热带森林由于为亚洲工业化国家尤几是日本的木材需求而遭受扭失
,

以

及由于向别的地区出口粮食的出口型农业而使土地急骤损失的下Θ ?: ((: 地区
。

在Λ 居住型地带
,

几乎可以在资源依赖程度和 经济联系的所有组合条件下都可以产生脆

弱
。

这一类型的脆弱性源 3当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严重缺乏
,

而当地资源通常不能被长距离

的愉入品林代 突出的例 31是果西哥盆地空气污染对水资源和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

总之
,

脆弱环境地带其有不 同的原因
。

在任何情况下
,

环境退化使本地主要的经济活动

的运行中断
,

人民的福扯受到损害
,

撷危环境地带 定义
9

地球表面一连续部分
,

面积一般大于8∗ ∗∗ 平方公 里
,

对于 今

构成的生境 来说
,

人 类的 存在在近 期威胁到环境多种组 分的改变
,

使人 类利用的质量
、

数试乃至人 口的生 存不能维持 卜去
,

而于(9会经济或技术方面的 反响作用微弱
。

淑危地带
,

55Ρ 如我们想 像的
·

样
,

游离 Ν1, 脆弱性与稳定性之 间
。

在脆弱条件下
,

环

境的退化范(目和程度堆以维持人类对环凌的持续利用和当前的福扯水平
。

在稳定条件下
,

自

然子(几会之 4∀撇 关系使人类对环境的持续利用和当前的福扯水平可以维持下去 &但不能保证 ∋
。

但

如 果给 户相当长的时2’3月
, ’

与前的环境利用将不能持续 Σ去
,

它是或偏向或偏离脆弱性的相对

运动 而目
,

如我们前文所说的
一

样
,

人类对环境的利用
,

人 多数方式如果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都将吩致环境脆弱 撇然
,

日前正处 ,
=

脆弱轨道 上3( &已在迅速地走向稳定的地带不应被视为

濒 危地带
。

日前不能连续地进行人类活动的所有地带
,

如果持续足够 长的时间
,

将会导致脆

弱性产生
,

因而均、后给 户注意 溯危是
·

个相对概念
,

9 ,Β而找危险的程度 Χ
·

分电要 我们提 议
,

为公众政策的优先性和分析的 55 的起见
,

将濒危地带进
一

步限制在处 ,
=

通向脆弱性的轨道上的

地带 这包括
9

通 近 脆 弱 门值 的
,

9

脆弱性程 度迅速增大的
9

共 潜在加 速 脆 弱 过 程的可能非线性效果

的而且经过一
、

两代人就会达到脆弱阀值的地带

图 Τ ‘
略

,
描绘 Ν’齐种不同环境地带的假例 地带 Κ 山 Ν

=

】〔迅速增人的脆弱性尽管更趋

近 Ν’1稳定而远离脆弱
,

也将被行作撷危地带 地带 由 Υ’, 已跨过脆弱阀值而 且在事实上也显

示 了加剧性的环境退化囚(3(2 也被视 为脆弱地带 地带Η 由 Ν’1 经厉 Ν’突变
,

日前正迅速走向脆

弱因而也是
一

种濒危地带 地带 Λ 尽怜对环境的利用不能持续进万Ν’
,

明破地 处于通向脆弱的

物直上
,

但由 十在所 Α寸沦的时段 内达不到脆弱
,

所以不属 3 濒危地带 地带 Δ代 表稳定的环
‘

,

境地带
,

55 前在没有优先考虑财京潜力及人 类福被未来的发展的情 =兄卜不确定地维持着现有

的人类利用状况
。

在评价濒危环境地带的发展过程中 最 ∋,Χ 本的 是以 ,
·

义的人 文观 , ∋、为标志的六个关键因 =
子来辩识琢个地带

。

这六个关键因 > 是
9

, 环境退化
9

以水资源的 可利用性
、

水质
、

大气质量
、

土壤肥 力
、

生物生产力等的变化

为指标
。

, 财富
9

以国民生产总值
,

人均收入 和储蓄为指标
。

, 社会发展
9

以寿命
、

死亡率
、

婴儿死亡率
、

背养状况
、

环境疾病为指标
, 经济技术件代能力

9

以经济作物依赖性程度
、

技术单一程度
、

技术革新
、

经济活动的

专门化及多样化程度为指标
。



阿尔卑斯山边缘河流的治理及环境问题

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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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是世界性河流
,

它的航道特别重要
,

杜伊斯堡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港
,

荷兰在它的

河口处建设成一个欧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港
。

这条河流的现代整治始于 56 世纪前半叶
,

当时

是出自于航行的目的
,

从各方面来看
,

它具有独特的特点
,

可以作为河流整治的典范
,

3((, 没

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

电能生产便成了新的整治目标
,

而运翰业的发展

又不得不求助于比较大的船只
。

新的工程是为了同时满足这两项需要
,

这就引起了严重的生

态破坏问题
。

罗呐河也发源 于阿尔卑斯山地
,

几个世纪以来所出现的一些问肠与莱茵河存在

的问题极为相似
。

这条河流的整治是从动力设备安装开始的
,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

罗纳河

国家公司是为了水电生产和大船只航运而组建的
。

至于多瑙河
,

它仅仅是阿尔卑斯山河流
,

流外

巴伐利亚和奥地利
。

在国际化之前
,

莱茵河的大部分长期处 于Ω : <Φ < #
> ? 君主政体控制之下

。

从 5≅ 世纪起
,

在匈牙利的平原进行旨在防治泛滥的现代整治
。

深入到苏联西部
,

过雅尔塔以

后则是铁门工程所在地
。

原联邦德国借助 运河将莱茵河与莱茵河连结在一起
。

在未来的年代里
,

多瑙河能否以莱茵河为榜样成为河流航运的巨人Ξ

两个世纪以来
,

对匈牙利多瑙河
、

莱茵河和罗钠河的分期治理
,

所采用的技术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有很 人的 派异
。「

引起的生态学问硬 在莱茵河
、

罗 呐河 和 多瑙河 上
,

由于筑坝和修建水电工程都对环

, 空间联系
,

以区域贸易走向
、

区 间资金投入走向
,

食品进出 口
,

区间资助
、

贷欲为指

标
, 反响能力

9

以群体知识水平
、

可诊断资源
、

科学水平
、

研究机构及设备和调节机翻等

为指标
。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当这些地带进入环境不能维持的程度 日益加剧并走向脆弱时
,

这六个

变且是如何相互联系和相互改变
。

同等重要的是按图 ) 所例举的区域内容分析每个地带的发展过程和不同的分异趋势
。

因

而
,

我们希望在地带走向更为脆弱或更不脆弱时
,

地带之间的经济联系
,

对本地生产性资源

的依赖性程度将实实在在地规定和影响着这六个变量之 间的相互作用
。

因而不应该只有一种

脆弱性发展曲线
=
这六个变量的确定性非线性过程和潜在的棍沌重组完全可能或可行

。

濒危

地带的对比研究的核心 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濒危和脆弱的动态特征
。

Η
,

稳定环境地带 定义
9

地球表面一连续部分
,

一般大于8&∋ &∋&∋ ,Χ=, 方公 里
,

它由这样

一种生境构成
,

即人类活动对环境各组分的影响使人类对这些组分的利用和人类的发展在很

长时间内能够得以维持
,

并具有可行的社会经济或技术反响
。

这一研究的重点是了解濒危和脆弱
,

同时
,

克拉克大学的有关小组认为自然一社会的关

系能够确保长期的高度持续性的地带确实存在
。

它们是
“

绿色地带
”

的同位语
,

与苏联学者

在脆弱环境地带研究中的
“

红色地带
”

相应
。

显然
,

持续性及孕育了高度持续的人 类生存的

特征的观点需同样地给予悉心研究和调查
。

李 , 株 2, 自典俄科学东 双边会议文件
。

杨幽业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