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精云院士: 重塑生态学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对生态文明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重视，“生态”一词开始时尚起来，

变得家喻户晓。其实，人们日常所说的“生态”与我们在学科上所说的“生态学”

是大相径庭的。按照传统的定义，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科学，这个定义是在生态学作为生物学（Biology）的二级学科（或主干方向）

的框架下赋予的。但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在快速实现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产

生了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水体、大气和土壤环境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为

此，需要一个强大的学科作为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支撑。因此，2011 年，

中国教育界将生态学从生物学中独立出来，提升到与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

地理学等相并列的一级学科。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原来作为二级学科的生态学科成为独立的

一级学科后，传统的学科内涵和学科体系就不能满足其学科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因此，其内涵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就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近期，北京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生态学科评议组召集

人方精云院士在《大学与学科》和《人民日报》理论版上撰文，在梳理和分析生态

学的发展历史、新时期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

新时期生态学学科的科学内涵、特点、学科体系等，重构了新时期的生态学学科体

系。 

方精云院士借用生命系统（Living system）的概念，对生态学赋予了新的定

义，即：生态学是研究宏观生命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动态的科学，它为人类认识、

保护和利用自然提供理论基础和解决方案，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科学基础。这

个定义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生态学是研究自然界中宏观生命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变

化的科学，人类基于生态学研究成果来认识、保护和利用自然；二是生态学的核心

内容是研究宏观生命系统及其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相互作用、相互依

存、互为因果，使生命系统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三是人是一种生物，是自然界的

组成部分，又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改变自然。从这个定义及内涵看，生态学实际

上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自然观。或者说，生态学既是大自然的认识论，也

是保护和改造大自然的实践论，是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统一。 
方精云院士对新时期的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生态学

科属多学科交叉的理学（Science）门类，在自然科学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与生物学、地理学、气候气象学、土壤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信息与遥感

技术、数理科学等诸多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生态学在研究层次上向宏观与

微观两极拓展。在宏观层次上，生态学在生态系统水平扩展为生物圈生态学和全球

生态学；在微观方向上，分子生物学手段应用到生态学的不同层次，形成了分子生

态学和基因组生态学等新的研究领域。生命世界是由原子、分子、细胞、组织、器

官、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景观、生物圈等构成的结构缜密、层次多样的

有序系统。因此，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也涉及分子、基因、个体，直到地球生物圈等

所有生命层次。但生态学并不包罗万象，它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个体、种群、群落、

生态系统和景观五个层次的研究（图 1）。这也就与生物学形成了交集与边界，即

生物学研究的核心层次是从分子到个体水平，“个体”是生物学与生态学之间的

交集。 
方精云院士特别强调了生态学与生物学的关系。他认为，生态学的母体是生物

学，两者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的关系就如同物理学与化学的关系一



样（它们都是研究物质和能量的科学），既密切联系又有明确区别。如果从学科服

务于人类社会的角度看，生物学的目的在于阐明和调控生物体的生命规律，它有 3

个应用出口，即：诊断治疗疾病、提高作物产量、改善生活环境质量。从这个意义

上说，生物学成为医学（诊断治疗疾病）、农学（提高作物产量）和生态学（改善

生活环境质量）的基础学科。或者说，生物学与生态学的关系就如同生物学与医学

和农学的关系一样，是生态学的重要基础学科。 

图 1. 生态学在生命系统研究中的位置及与生物学的关系 

 

方精云院士在考虑学科体系的系统性、独立性、稳定性和逻辑性的基础上，经

与生态学科评议组成员多次讨论，提出了生态学科体系的构建方案。即：生态学科

包含七个分支学科（主干学科方向），即：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

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修复生态学和可持续生态学。 
在该划分体系中，“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和“微生物生态学”是按研

究对象划分的，包含了几乎所有的生物物种和众多的、字面上体现不了学科内涵

（比如，“植物生态学”中包含植物种群生态学和植物群落生态学等，“动物生态

学”中包含动物行为生态学、鸟类生态学等）。“生态系统生态学”整合植物、动

物和微生物方向，包含全球变化生态学、生态系统生理学等。“景观生态学”是连

接生态学与地理学的桥梁。“修复生态学”是偏向应用的生态学分支，主要涵盖

“污染生态学”和“恢复生态学”的研究内容，旨在研究和解决环境污染和治理问

题。“可持续生态学”主要研究和解决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生态学问题。这样的

学科体系既涵盖现代生态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和科学

内涵，不仅能满足生态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需要，也能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学科支撑。 
来源：北京大学生态研究中心  

2022-0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