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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生态系统是受人为因素支配和干扰最大的

系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环

境被干扰的问题,如城市人口过度密集、交通拥挤、

住房紧张、大量工厂和各种设施兴建等。由于大量

自然资源被消耗和浪费,使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城

市环境日趋恶化。为了及时、准确了解城市生态环

境的质量状况和变化原因,避免生态环境进一步恶

化,需要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生态监测和控制。

1  生态监测的必要性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随着南京市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和城市生态建设新形势的需要, 在南京市开展生

态监测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开

展生态监测工作, 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有促进作

用,对城市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参考作用, 也为环

境管理和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2  国内外生态监测的现状和趋势

关于生态监测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它有不同的

理解[ 1 5]。从世界生态监测总体情况来看, /人与

生物圈计划( MAB) 0是全球级生态监测的代表,而

全球环境监测系统( GEMS)的建立, 标志着生态监

测技术正式成熟起来。在生态学研究处于领先地

位的美国,其全国的生态监测网络工作始于 20世

纪 80年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长期生态研究计

划( LTER) 0和/环境监测与评价计划( EMAP)0,而

巴尔摩生态监测网点是 LTER中惟一以城镇为主

要监测对象的生态监测网点。随着全球生态监测

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将其生态监测纳入

到全球生态监测计划中。

近年来,生态监测已在我国陆续开展。华南环

科所、吉林环保所在自然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生态

监测指标的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新疆、洞庭湖、

舟山等生态站也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监测指标,包头

市对生态监测也进行了研究。

3  生态监测技术

3. 1  地面监测
城市生态系统的地面监测是生态监测的重要

手段,地面监测结果可证实飞机和卫星提供的大部

分/遥感0数据的准确性,并用来帮助解释这些数据。
3. 2  空中监测

应用目视观察和从低空拍摄垂直照片的抽样

技术进行系统勘察,以量化土地利用空间的分布参

数, 这种技术在目前最经济有效。

3. 3  遥感监测
遥感技术在生态与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最重

要。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与全球定位一体化的高

新技术( 3S技术)应用于生态监测, 有助于高效、快

速掌握区域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

3. 4  其他高新技术
可利用高新技术电磁台网监测系统对我国西

部生态环境进行监测
[ 6]
, 另外, 俄罗斯生产的可调

节高功率激光器和/卡- 1370多用途无人直升机均

可用于生态监测。

4  城市生态监测体系构造

4. 1  生态监测对象
城市生态系统属社会 ) 经济 ) 自然复合的生

态系统,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环境系统, 人对城市

生态环境发展和变化起支配作用。因此,城市生态

监测的对象, 应围绕以人为中心的城市生态系统的

各方面, 以及城市居民活动对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和

功能的影响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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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生态监测范围

4. 2. 1  生态系统及其动态变化的监测

生态系统及其动态变化的监测内容:

( 1) 城市的生态历史、现状和水平的监测;

( 2) 城市化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监测;

(3) 城市化对生物影响及生物反馈作用的

监测;

( 4) 城市化对人的健康和心理影响的监测。

4. 2. 2  生态系统功能的监测

生态系统功能监测包括城市生态系统中生产

和生活功能,生态系统中能量转化、物质循环和信

息传递的监测, 也包括生态系统在受到干扰和污染

后,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功能的监测。

4. 3  城市生态监测体系

南京是融山、水、城、林于一体的古城,人口密

度大,工业发展迅速,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基

础设施建设滞后, 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难以提高,

故在开展城市生态监测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南京市

的实际情况。在开展生态监测的初始阶段,要按照

城市生态要素构造生态监测体系。建议南京市的

生态监测体系可分为气象要素、水文要素、土壤要

素、植物要素、动物要素、微生物要素、地质要素和

人类活动要素八个部分。

5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建立南京市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应针对南京市

的生态特征和监测水平, 每项指标要设必测项目和

选测项目。对于特殊的生态系统, 还可根据实际情

况增加相应的要素指标。

5. 1  气象

必测项目: 大气中污染物 ( PM 10、NO2、SO2、

H2S、CO等)浓度及动态、植物污染量指数、空气中

微生物含量及优势种、环境噪声和城市热岛强度。

选测项目: 年降水量及其空间分布、酸雨频率、

太阳辐射强度、大气干湿沉降物的量及化学组成。

5. 2  水文
必测项目: 饮用水质、水源地微生物数量及种

群变化、地表水体质量( BOD5、IMn、TP、TN )、有毒

水生生物种类的数量及变化、底栖生物种群和生物

量、地下水水位和细菌总数、溶解氧、叶绿素 a。

选测项目: 浮游生物种类和数量、透明度、石油

类、氨氮。

5. 3  土壤

必测项目: 土壤类别、土种、有机质含量、重金

属及其他有毒物质的积累量。

选测项目:持水量、土壤微生物。

5. 4  植物

必测项目:绿地覆盖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留

地面积率、湿地系统多样性。

选测项目:珍稀植物及其分布特征、环境指示

植物生长状况。

5. 5  动物

必测项目:动物种类和数量, 动物体内农药、重

金属等有毒物质富集量,老鼠平均出现频度。

选测项目:珍稀野生动物数量及动态、空间格局。

5. 6  微生物

必测项目:微生物种群数量、分布、密度和季节

动态变化,致病细菌和大肠杆菌的总数。

选测项目:固氮菌及其固氮量。

5. 7  底质
必测项目:有机质、总氮、总磷、重金属。

选测项目:农药、硫化物。

5. 8  地质
必测项目:地质构造、地震活动、放射性辐射强度。

选测项目:地面沉降量。

5. 9  人类活动

必测项目:人口密度、万人高等学历数、流动人

口比例、食品质量抽查合格率、日人均水耗量、日人

均垃圾发生量、人均能耗、资源开发强度、土地利用

变化、地面硬质化比例、建筑物密度、建成区面积扩

张速度、退化土地治理率、水利资源利用率、污水处

理率和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选测项目: 平均寿命、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收

入、单位产值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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