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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小城镇开展生态监测的目的和意义,以及小城镇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建立原则, 介绍了城市生态子系

统环境监测指标体系、农村生态子系统环境监测指标体系和自然生态子系统环境监测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 以及相关的监

测方法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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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的实施,人们对环

境问题的认识不再局限于排放污染物引起的健康

问题, 而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考虑包括人类生活、

生产环境在内的整个人工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

可持续发展问题。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必须对环境

生态的演化趋势、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建立一套行之

有效的动态监测体系[ 1]。生态监测是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础,是科学管理生态环境的重要依据, 是加

强生态环境法制管理的重要手段。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生态监测是一

项综合技术,它能够收集大范围内生命支持能力的

数据,这些数据涉及人、动植物和地球本身。数据

可通过3种方式收集: ¹地面方式 ) ) ) 固定监测站
或流动观察队; º 航空摄影; »太空轨道卫星。获

取的数据涵盖环境、生物、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 2]。

生态监测的结果可用于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和生态

环境影响评价, 为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和

自然保护提供决策依据。

1  小城镇开展生态监测的目的和意义

1. 1  小城镇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十五0计划中,小城镇建设被列为农村

今后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小城镇具备城市生态

系统和农村生态系统的双重特征,可以发挥城市和

农村双方多种生产和资源要素中的优势,通过优势

叠加和互补, 呈现单纯的城市和单纯的农村所不可

比拟的双重优势。作为农村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

载体,小城镇的发展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主要途

径, 也是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扩展的主要屏障。小

城镇生态环境的变化具有其特殊性,工业污染和滥

用农药、化肥带来的农业污染, 有从局部扩展的趋

势[ 3]。此外,城镇开发建设造成的生态破坏等, 也

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1. 2  生态监测在小城镇建设中的必要性
从广义上来说, 大城市、小城镇和周边农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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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人类生活及其经济活动为核心的大的人工

生态系统,其中又包括许多生态子系统, 整个大生

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以各个生态子系统的健康发展

和良性循环为前提。小城镇生态系统既是大生态

系统的一部分, 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生态系

统。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

而生态环境的优劣, 则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小城镇发

展特点的指标体系, 通过对各项指标的监测加以判

断。小城镇发展的质量如何, 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

障碍因子何在, 怎样维持小城镇生态系统的良性循

环,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及

生态监测。

建立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实质在于提取小城

镇生态系统中各类环境因子(或要素)在时间、空间

方面的变化信息, 评价各类生态资源的现状、变化

及发展趋势,分析人类的生产活动与生态资源变化

间的联系。根据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价结果,可以

随时了解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状况,对

不同时段进行纵向比较或在不同城镇间进行横向

比较,达到扬长避短、共同提高的目的; 可以随时发

现小城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为小城镇生态系统结

构的调整和优化指明方向,为管理者提供生态系统

发展变化的定量化信息和决策依据。

2  小城镇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4]

2. 1  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

小城镇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 包括指标的

选择、权重系数的确定、数据的选取等, 必须概念清

晰,物理意义明确, 能够充分反映小城镇可持续发

展的内涵,可以衡量任意时段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

特征。

2. 2  综合性与代表性相结合
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内容的多样性, 决定了其生

态监测指标体系的复杂性。由于涉及的因素众多,

必须选择其中若干因子作为评价指标, 所选取的指

标除了要具备综合性,能全面反映生态系统的环境

特征外,还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能较突出地反映

小城镇生态系统的环境特征。

2. 3  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结合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是一个整体,既要反映创建

生态城镇所涉及的各子系统的特征与状态,又要反

映各子系统相互间的协调程序, 并能引导、规范生

态城镇的健康发展。由于生态城镇的研究对象

) ) ) 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具有层次结构,因此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也应具有层次结构。

2. 4  相对稳定性与绝对动态性相结合
小城镇生态建设的内涵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

会不断变化, 环境优美小城镇的创建也是一个长期

的历史过程, 期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因此, 所

选择的生态监测指标既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一

致性,以保证不同发展阶段的可比性,又要随着小

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建设过程不断更新和补充,使生

态监测指标体系更加完善。

2. 5  地方性与特色性相结合

不同的自然条件具有不同的环境资源特点, 生

态监测指标体系的设计应立足地方特色,反映地方

资源优势,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 合理利用资源, 提

高生态效率, 促进小城镇的生态良性循环。

2. 6  分类实施

根据现有的生态监测能力, 确定优先监测指

标, 当条件具备时, 再逐步改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已经选出的监测指标也可分批分阶段实施[ 5]。

3  小城镇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
小城镇生态系统既具有一部分城市生态系统

的特征, 又具有农村生态系统的特征。由于都受人

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影响,这两个子系统都属于人

工生态系统。一个完整的小城镇生态系统还包括

与这两个人工生态子系统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自然

生态子系统。因此,小城镇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包括

城市生态子系统环境监测指标、农村生态子系统环

境监测指标和自然生态子系统环境监测指标三大

部分。

3. 1  城市生态子系统环境监测指标体系

一个可持续生态化发展的小城镇是社会经济

和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各个领域基本符合可持

续发展要求的行政区域。其城市生态子系统发展

的特点主要包括: 生态环境良好,并不断趋向于更

高水平的平衡, 环境污染基本消除,自然资源得到

有效的保护和利用;稳定可靠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

基本形成;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度得到有效的贯

彻执行;以循环经济为特色的社会经济加速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文化有长足发展; 城市、乡

村环境整洁优美,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城市生

态子系统环境监测指标体系可从经济发展、环境保

护和社会发展 3个方面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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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小城镇经济发展监测指标

(1)发展水平: ¹ 人均 GDP; º 年人均财政收

入; »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¼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GDP 比例。

(2)循环能力: ¹ 单位 GDP 能耗; º 单位 GDP

水耗; » 清洁能源使用比例; ¼规模化企业通过

ISO 14001认证比例。

3. 1. 2  小城镇环境保护监测指标[ 6]

a.大气环境质量; b. 水环境质量; c. 声环境质

量; d.化学需氧量( COD)排放强度; e. 城镇生活污

水集中处理率; f.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g. 城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h.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利用

率; i. 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j. 旅游区环境达标

率; k.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l. 环境保护投

资占 GDP比例。

3. 1. 3  小城镇社会发展监测指标

¹人口自然增长率; º 初中教育普及率; » 自

来水普及率; ¼城市化水平; ½恩格尔系数; ¾贫困
人口比例; ¿基尼系数; À科技、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 Á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普及率; Â公众对环境

的满意率。

3. 2  农村生态子系统环境监测指标体系[ 7]

根据农村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内涵和特征,其指

标体系包括生态条件指标和生态压力指标两部分。

3. 2. 1  生态条件指标
生态条件指标能够明确地表明一定区域农业

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特征和发展潜力[ 8]。

( 1)大气环境: ¹ 大气背景值; º 降雨 pH 值。

( 2)水环境: ¹地表水环境状况; º地下水环境

状况。

( 3)气象: ¹ 年降水量; º风向; » 常年风速; ¼

日照和辐射强度; ½无霜期; ¾蒸发量。
(4)土地资源: ¹ 土地总面积; º 人均耕地面

积; » 农田面积; ¼可利用山地丘陵面积; ½可利用

滩涂面积。

(5)水资源: ¹ 水资源总量; º 可利用水资源

量; » 农业用水总量。

3. 2. 2  生态压力指标

生态压力指标能够反映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

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和影响。

( 1)土壤压力: ¹ 农用化肥施用强度; º土壤沙

化面积; » 农用薄膜回收率; ¼耕地面积减少率。
( 2)水环境压力: ¹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 º规

模化畜禽饲养场污水排放达标率; »生活污水处理

达标率; ¼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合格率; ½水量保

证率; ¾农村污灌达标率。
( 3)大气环境压力: ¹大气质量指数; º SO2 排

放总量; »粉尘处理率; ¼秸秆综合利用率。

( 4)生物环境压力: ¹ 主要农产品农药残留合

格率; º 草原载畜量; » 农田林网化率; ¼农林病虫
害综合防治率; ½农业生产系统抗灾能力。

3. 3  自然生态子系统环境监测指标体系

小城镇的自然生态子系统与人工生态子系统

共同构成了小城镇的生态环境系统。在自然生态

子系统中, 由于人类活动未对其产生很大影响, 其

生态环境实质上就是各种自然环境因子的综合体,

包括地质、地貌、水文、生物、景观等
[ 9]
。小城镇的

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人工生态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

系统的和谐发展,人工生态子系统中人类活动的干

预应在自然生态子系统的承载能力之内。

( 1)土壤背景指标: ¹ 土壤类型; º土壤元素背
景值; » 土壤重金属含量。

( 2)水文指标: ¹ 地下水位; º 地表径流量; »

水土流失率。

( 3)生态景观指标: ¹ 生态斑块破碎度; º 景观

和旅游资源保护程度; » 景观多样性; ¼受保护区

域面积比例。

( 4)植被与物种: ¹ 绿地覆盖率; º 森林覆盖
率; »物种多样性指数。

4  监测方法与技术
生态监测方法指对确定的生态监测指标具体

测量和定量的方法,以此得出表征某一生态子系统

特征的数据,然后通过统计分析,反映该指标的现

状和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反映整个生态系统的发

展特征[ 10]。即通过物理、化学、生化、生态等技术

手段,对生态环境中的各个要素、生物与环境之间

的关系, 以及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监控与测

试, 为评价生态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提供依据。对于同一项指标,可采用多种

监测方法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对于常规的生态监测指标,一般都有较成熟的

监测方法,包括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有关规范和方

法, 以及各行业常用的监测分析方法。随着生态监

测指标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其包含的指标所涉

及的领域越来越广, 对监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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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的监测技术应运而生,包括/ 3S0技术、电磁台

网络监测技术、激光技术等。

/ 3S0是遥感( RS)、地理信息系统( GIS)和全球

卫星定位系统( GPS)的统称,主要应用空间对地观

测的技术资源和数据资源,结合地面考察资料和已

有的研究成果, 快速查明生态环境中的沙漠化、水

土流失、林草、冰雪、绿洲系统、土地利用等问题的

现状,摸清影响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因素和演变规

律,提出遏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评价预警指标系

统,为各级政府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提供基础数

据和科学依据。青海省综合运用/ 3S0技术,完成了

青海湖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的遥感本底监测,并尝试

逐步将此项技术推广应用于三江源等西北重要地

区的生态监测、评价、保护和规划工作
[ 11]
。

5  建议

小城镇生态监测是一个长期、复杂、综合性很

强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 需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和忧患意识,以及不断的学习。

( 1)小城镇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建立后可纳入政

府管理部门的基本业务与服务体系,加强标准化和

规范化管理。

( 2)加强生态监测研究人员的培训, 引进相关

专业技术人才。

( 3)加强对生态监测数据的管理。

(4)加强水文、环保、国土资源、农业、林业、卫

生防疫等部门的合作,实现部门间的生态监测资源

共享。

( 5)加强与相关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提高小

城镇生态监测与信息服务水平。

( 6)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不断征询专家

和公众的意见, 完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使其逐步

趋于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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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004年上半年全国 4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分析

据对 4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上半年空气质量分析, 与去年同期相比, 空气质量整体有所改善。二级及好于二级天数

比例增加的城市有 26个, 天数减少的城市有 15 个。空气质量全都为二级及好于二级的城市有 7 个,分别为海口、北海、珠

海、湛江、桂林、汕头、厦门; 90%以上天数空气质量为二级及好于二级的城市有 19个, 占总数的 40% , 比去年同期增加 2%。

二级及好于二级空气质量天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20%以上的只有天津 1个城市。

南通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开展/对标找差订措施作承诺0活动
2004年是全国环保系统四级联动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的关键之年。为进一步转变本单位政风行风, 树立人民满意单位

形象,南通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深入开展了/ 对标找差订措施作承诺0活动,要求每位职工、每个科室结合工作实际, 认真开展

自查自纠,剖析存在的问题, 提出整改措施,并作出庄严承诺规范自身言行,以此推进全站政风行风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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