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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地球本身特性（如旱地、湿地、河流和池塘／湖泊）、地理特征（从极地到赤道，从低纬度地区到
高纬度地区）和许多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群落和种群角度来看，水分驱动下的生境具有极高的多样性
特征，然而部分生境正面临着消失的威胁。
由于全球变化和日趋增加的人类活动的影响，水分驱动下的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人
类与生态系统（包括陆域和水域生态系统）之间的水需求平衡正在或即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命
题。
这个十分紧要且不确定的“平衡行动”中包含着十分复杂的科学问题，迫使人们在近期工作中不仅要
从新的综合科学（在传统水文学-生态学领域之间）和分析方法方面，而且还要从真正的交叉学科研究
意义上识别其科学需求。
在这种背景下，水文生态学／生态水文学被认为是识别这一复杂命题的关键因子并为水资源可持续管
理提供支撑的极具潜力的新学科。
在过去10年内，水文生态学和生态水文学术语在国际科学文献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且这一“形成中
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的发展，从论著出版、专刊、超过150篇经过同行评议的科技期刊论文及John
Wiley&Son创办的《生态水文学》期刊中积聚了大量能量。
尽管在水文学和生态学的交叉层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水文生态学和生态水文学术语及其科学内容尚
未确定。
本书围绕这一研究空白，寻求在这一前沿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的特征，具体如下：①对学科的发展
（历史）过程进行述评；②剖析当前相关研究的发展水平；③分析水文生态学和生态水文学的未来发
展趋势。
为达到上述目标，我们邀请了国际上各自领域的带头人编写了本书。
各章节在分析水文生态学和生态水文学领域中重大新成果和新方法的同时，还分析了主要的历史发展
过程及未来的研究需求。
各章站在各领域研究前沿，联合水文生态／生物科学与工程学科各项单科研究结合起来，以克服传统
学术研究间的隔阂，确保本书是真正的交叉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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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水文学、大气科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因学科分工的不同难以满足实践需求，需要在多学科
理论与方法综合交叉的基础上开展水循环及伴生过程的集成研究。
在这种背景下，生态水文学这一新兴学科得以产生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水文生态学与生态水文学：过去、现在和未来》较为系统地总结了生态水文学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
研究进展，详细阐述了各领域的最新研究方法，对我国开展生态水文学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
　　《水文生态学与生态水文学：过去、现在和未来》适合各大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以
及大中专院校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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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7.5水文学家和生态学家的不同观点生态学家和水文学家研究的空间尺度往往是不同的。
植物生态学家关注小尺度、单物种和用水评价，而水文学家在计算水量平衡时通常着眼于流域尺度，
而且在计算过程中将物种用水区别归类。
现在，生态学家可以使用较新和较综合的方法确定大区域上的多物种用水。
例如，涡度相关系统使科学家可以测定在200～800m的区域内CO2和水蒸气通量（Baldocchi et al.，2001
）。
涡度相关法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控制生态系统生产力和蒸散作用的过程，与传统的个体取样相比，
其尺度与流域模拟的兼容性更好。
虽然在区域性或者更大范围的模拟中植被作为无差别单元来模拟的水文方法是合理的（如Gotdon et al.
，2004b），但是这种方法不能帮助理解气候变化情景下特定地区的植物群落和水量平衡变化。
在考虑植物特性和支配气候变化响应的当地水量平衡时，模拟未来的状态可能比较复杂。
即使存在可能重叠的实验尺度，例如在研究山坡时，但是当地的特殊条件例如土壤类型、地形或者气
象特征，给由一个研究区域的结论外推到另一个带来了挑战。
很难准确测定一个流域的全部水量平衡变量并区分各个物种的角色和响应。
在某些例子中，这类工作已经通过流域比照实验来进行，以检验关于地表植被对径流和补给影响的推
测（如Dugas et al. 1998；Jones，2000）。
这类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即检验生态系统中各种植物或者植物群落对水量平衡的操控，是促进生态水
文研究的一种方法。
但是，科学家研究气候变化的一个挑战是通过长期监测流域来认识气候变化的轨迹。
长期研究的基金很难拿到，公认的美国的长期生态研究站（由国家科学基金建立）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Kaiser，2001）。
而且，美国地质勘探局和其他机构逐渐减少河流测量，这也给笔者分析未来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河流流
量趋势带来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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