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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long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 order to solve the worse and wors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implemented a number of 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programs. The US Long 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 the United Kingdom Environmental Change Network and the Chinese Ecological Research Net- 
work ar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national networks. Chinese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 (CERN) was establish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1988. It consists of forty-two field research stations, five disciplinary centers and a 
synthesis center at present. CERN has become a major base for ecological research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n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global ec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network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constructional 
circumstance of the three important networks. By learning from foreign experience in building ecological networks, the 
article sums up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 (CERN) and puts up some suggestions. Finally, on the one hand, the author hopes to increase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wishes to promote the devel- 
op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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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为解决日益恶化的环境问

题，国际上先后实施了多个生态系统长期研究计划。其中，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LTER)、英国环境变化网(ECN)

和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国家网络。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于 1988 年由

中科院组建，现由代表不同生态系统的 42 个生态站、5 个分中心和 1 个综合中心组成。CERN 目前已经成为我

国生态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及国际生态监测与研究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这三大网络的建设情

况进行了概述，借鉴国外生态网络建设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

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最后，一方面希望增加公众对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了解，另一方面，希

望促进生态保护的发展。 
 

*基金项目：贵州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对象专项资金(黔科合人字(2011)14 号)；贵州省 2012 年度省科学技术厅、贵州师范大学联合基金

黔科合 J 字 LKS[2012]27 号；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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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飞速的发展，与

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如何保

护陆地生态系统在经济发展中的健康演变，成为当前

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同时也已经成为政治家

和广大民众高度关注的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陆地生

态系统的变化一方面受全球自然变化的影响，另一方

面受人为活动的破坏。人类必需科学地认知在全球自

然变化和人为活动双重影响下的陆地生态系统变化

的过程与机制，预测其变化趋势，进而实施对生态系

统的有效管理，以维持对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适宜的

环境[1]。 

生态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系统变化研究的

重要性，但是由于资金、科学技术不断更新，实验人

员变动的影响，而没有真正开展生态系统的观测研究
[2]。1988 年 9 月 18~22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和联邦德国联合在联邦德国

召开了题为“长期生态研究：全球性前景”的国际学

术会议[3]。之后，国际上出现了多个大规模的生态系

统长期研究计划，许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也建立

了长期生态观测网络，资金、技术和人员等方面得到

了大量稳定的投入，推动了生态系统长期研究在世界

范围内的迅速发展[4-6]。 

到目前为止，由国家、区域或重大项目支持的环

境与生态系统监测与研究网络共有 90 多个。全球尺

度的生态观测网络有：国际长期生态学研究网络

(ILTER)、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全球陆地观测

系统(GTOS)和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等。国家尺

度的生态观测网络有：美国长期生态学研究计划

(LTER)、英国环境变化网(ECN)、中国生态系统研究

网络(CERN)、加拿大生态监测与分析网络(EMAN)

等；区域尺度的生态观测网络有：泛美全球变化研究

所(IAI)、亚太全球变化研究网络(APN)、欧洲全球变

化研究网络(EN-RICH)、热带雨林多样性监测网络

(CTFS network)等；其中，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

(LTER)、英国环境变化网(ECN)和中国生态系统研究 

网络(CERN)并称世界三大国家网络[5,7]。国内的生态

观测网络主要有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国家

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CNERN)、以及中国科学院资

源环境科学领域野外观测试验站等。 

2. 国际长期生态研究网络 

2.1. 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 

(The 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 LTER) 

1980 年，由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启动，生物系统和

资源部(BSR)提供资助，成立了长期生态研究计划

(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 LTER)[8]，旨

在通过各站点对长期生态过程、机理和效应的研究，

促进科学家、政府和社会对保护和管理国家生态系统

及其生态服务的认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尺度乃

至洲际尺度的长期生态研究网络[9]。事实上，美国的

长期生态学研究开始于 1976 年。1976 年，美国国家

自然基金的生物系统和资源部就开始着手组建专门

的长期生态研究网络，并在 1979 年最终从原有的生

态站中筛选了 6 个，组成了今天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

络的雏形，当时的研究经费只有 1100 万美元[10]。 

回顾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的发展历程，可以以

10 年为单位进行划分。在成立后的十年多的努力中，

美国的野外生态定位站不断地进行充实和发展，1991

年，南极站正式作为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的第 18

个站，这 18 个站几乎包含了所有的生态系统类型。 

为了总结长期生态研究网络启动以来的经验教

训，美国长期生态学研究网络(US LTER Net-work)第

三次全体学者大会(1993 LTER All Scientists Meeting)

及国际长期生态学研究负责人会议(LTER Interna- 

tional Summit)于 1993年 9月 19~24日在美国Colorado

州的 Ertes Park 举行[11]。标志着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

络从暂时的大范围的生态研究进入到国际范围的长

期生态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开展有多个研究

站参与的跨站研究，多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针对生

态系统进行各个层次的研究，加强人类活动对生态系

统影响的研究，以及全球生态系统研究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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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4月，以 Frank Harris和Leonard Krishtalka

博士为主席的有关专家组成的成员的评估委员会，对

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进行了 20 年评估，并向美国

NSF 正式提交了《美国长期生态研究计划 20 年评估

报告》。《评估报告》认为，通过 20 年的研究，该计

划在实验和观测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建立文档、创立

生态理论、发展生态研究的综合技术方面，以及在提

供有关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服务于全社会都取得了

巨大成就。同时还培育了整个一代的生态学者，在对

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开展生态知识教育方面也做出

了杰出贡献[10]。与此同时，《评估报告》也为长期生

态研究网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2002 年 6

月修订的《LTER 2000~2010 年：综合的 10 年》白皮

书明确规定，网络层面综合科学是 LTER 的优先发展

方向[12]。 

2004 年，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The Long 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 LTER)在美国国家自然

基金会资助下，正式开始制定《LTER 信息化基础设

施战略规划》。该规划的目的是建成一个将生态学、

社会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的高度综合的研究网络，

并提高研究人员在不同时空尺度下对社会状况和生

态环境的认识程度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水平[13]。 

到 2010 年，LTER 站点数量从 1980 年的 6 个增

长到年的 26 个，吸引了各院所、各领域超过 1800 名

科学家和学生参加。30 多年来，美国 LTER 在研究领

域和规模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被视为长期生态系

统研究网络的典范计划[8]。 

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的发展趋势：21 世纪是生

态学与环境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两门科学都是涉

及多学科的综合性科学。因此，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

络应将过去时 30 多年的监测数据和研究成果进行综

合，通过更多学科、更多途径和更多学者的参与，提

高公众对生态系统和环境问题的认识，并培养新一代

的生态学家。 

2.2. 英国的环境变化网络 

(Environmental Change Network, ECN) 

1988 年，在英国政府研究委员会陆地和淡水生态

系统研究部主任 Tinker 博士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小

组，该小组就工业革命以后，英国的土地利用方式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进行了进

一步的研究。并于同年 3 月，提出了一份将现在分属

于各单位的一些长期定位研究站联系起来，建立一个

监测并研究环境变化问题网络的建议。1990 年 9 月

26~27 日，该小组邀集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所和野外

站的学者共 35 人，在英国陆地生态所 Melerwood 站

所在地 Grange-over-Sands 开会，宣布正式建立英国环

境变化研究网络(Environmental Change Network，缩写

为 ECN)。该网络只能从政府得到少量的经费，用于

总部两个人的日常活动。参加网络完全建立在自愿的

基础上。网络没有专门的研究项目，也没有专门的研

究经费，各站必须自己解决经费来参加网络的工作
[14]。 

目前，ECN 的资助单位有农业与粮食研究委员

会。北爱尔兰农业局，环境局，英国自然委员会，林

业委员会，农业、渔业与粮食部，国家河流管理局，

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农业渔业部苏格兰办事处。

ECN 的挂靠单位是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15]。 

该网络的初步目标是：在英国选取、建立并维持

一批网络台站，监测具有重要环境意义的诸多指标，

获得可以比较的长期数据；对监测数据进行综合和分

析，揭示出自然或人为导致的环境变化，探索变化的

起因；区别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并能预测未来的变

化；为科研提供一批有代表性的、装备先进的、环境

数据可靠的监测台站[16]。 

英国环境变化研究网络当前的主要工作内容：通

过研究监测数据来观测和解释环境变化；对环境变化

网络本身网站的研究；将研究数据转变为公众知识；

参与多方面的合作[17]。 

3.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 

1) CERN 的建设与发展 

生态系统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

多种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当前的人类活动和气候变

化正在导致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

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更是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

临的重大挑战[18]。为应对这一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

来的重大问题，中科院在 1988 年开始创建 CERN，观

测各类生态系统的变化，研究生态系统变化的规律、

示范生态系统管理的优化模式[19,20]。 

1988~1993 年是 CERN 的规划和设计阶段，提出

了 CERN 的目标任务、研究内容、战略布局、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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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与评价方法，成立了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

全面负责建设方面的问题。并向原国家计委和世界银

行申报了项目，并获得了批准。 

1993~2000 年是 CERN 的建设阶段，在“中国科

学院生态网络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和世界银行贷款

“中国环境技术援助项目”的共同支持下，成立了

CERN 综合中心和水分、土壤、大气、生物、水域生

态系统 5 个分中心，其它 29 个生态站一并成为 CERN

的基本组成部分。 

2000 年以后是 CERN 的运行阶段，从 2000 年开

始，CERN 章程、考核与评估办法、数据管理与共享

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相继实施，CERN 逐渐进入规

范、高效的运行轨道[21]。并不断有新的生态站通过考

核，进入 CERN，使 CERN 的布局更为全面，合理。 

目前，CERN 共有 1 个综合中心和水分、土壤、

大气、生物、水域生态系统 5 个分中心，生态观测站

42 个。其中，农田生态系统试验站 14 个、森林生态

系统试验站 11 个、草地生态系统试验站 2 个、沼泽

生态系统试验站 1 个，荒漠生态系统试验站 5 个、湖

泊生态系统试验站 4 个、海洋生态系统试验站 3 个、

城市生态系统试验站 1 个，喀斯特生态系统试验 1 个,

各生态观测试验站的位置分布如图 1 所示。 

2) 目标任务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是针对中国生态环

境变化，长期监测我国主要类型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系

统的价值，揭示它们在不同时期生态系统整体及内部

环境要素的变化规律及其动因；综合研究中国资源和

生态环境方面的重大问题，发展资源科学、环境科学

和生态学。生态学领域高级科技人才培养基地，国内

外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基地和国家科普教育基地[22]。 

建立我国主要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

评价、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和健康诊断指标体系；探讨

生态系统恢复重建与优化管理的技术途径，重大生态

工程的效益评估方法与标准；建立一批退化生态系统 
 

 

Figure 1. Map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ERN stations[22] 
图 1. CERN 站点分布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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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的试验示范区。研究生态信息的质量控制方

法和数据管理关键技术，信息技术在生态系统研究和

管理中的应用[23]。 

3) 成就和贡献 

CERN 是世界野外生态观测网络三大国家网络之

一，也是国际长期生态研究网络(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 ILTER)和全球陆地观测系统生态

网络(GTN-E)的发起成员网络。 

CERN 的建立是野外站建设工作的一次飞跃，它

克服了单站监测和研究的局限性，使得在我国开展生

态学对比研究成为可能，能够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提供

更全面、系统的科学数据[24]。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CERN 建立了一批较为完

备、先进的基础性科研设施和示范区；培养了一代生

态学家和众多的高水平科研工作者；建立起了统一

的、网络化的、标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章体系和

标准体系；积累了大量的基础科研数据；为国家的建

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和研究平台；在国际

上引领了其它许多生态网络的建设；传播了自然生态

保护知识。 

4) 不足和建设 

纵观国内外生态网络建设实践，CERN 还有许多

工作要做： 

1) 开展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将新的信息技术应

用于监测、研究和管理；加强与教育方面的联系；加

强组织建设，项目申请既要有竞争性又要有稳定性，

建设核心人才梯队；加强数据管理；扩大在公众中的

影响。 

2) 完善 CERN 的生态系统类型布局，减少重复、

多余的站，增加服务功能(森林、草原、湿地等)的生

态系统类型生态站，增加过渡地带生态系统类型生态

站，增加人工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站，增加特殊生态系

统类型生态站；加强网络层面的联网研究和区域尺度

的研究，加强站际合作和对外交流；加强多学科的交

叉研究；开展长期的野外生态学试验；重视创造新的

研究和监测方法；可适当考虑加强境外生态站的建

设。 

总之，在各方面的努力下，CERN 不久必将成为

设备先进、齐全，管理科学规范，人才聚集，科研成

果丰硕的研究网络，可引领国内外生态系统研究的发

展。 

4. 结语 

众多生态观测网络的建设，将逐步揭示不同时

期、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整体及其内部环境要素的变化

规律及动因；揭示人为活动和自然变化对生态系统的

影响；培养一大批生态学领域高科技人才；必将推动

生态学、环境科学和资源科学的发展；建立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和健康诊

断指标体系；找出生态系统恢复重建与优化管理的技

术途径，重大生态工程的效益评估方法与标准；建立

一批退化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的试验示范区；传播了自

然生态保护知识；为人类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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