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异规律来确定自然状况下的立地植被,监测没

有人类影响或在人类干扰后所形成的群落的外貌

和结构、群落的生态、群落的动态、群落的分类等;

监测由特定种类的绿色植物、细菌和真菌以及动

物等组成的植物群落。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与减少

是生态环境改善和退化的主要标志, 通过某一特

定区域的生物总量和多样性可揭示人类对自然界

的干扰程度,监测应包括濒危或接近濒危物种、外

来入侵物种、生物物种流失等内容。

2. 2. 3 � 生态环境监测重点区域

生态监测重点区域的选择是与天津市城市总

体发展规划、产业布局相适应,天津市的生态骨架

是由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生态廊道构成,天津

市生态监测重点区域为:

蓟县山区生态监测区域 监测重点为森林生

态系统植物群落与生物多样性状况, 森林生态系

统的结构与功能, 如森林的林龄结构的中幼林比

例、林种构成、林分构成等; 监测山体开发所形成

的裸岩斑块的数量、面积和山体水土流失状况以

及发展趋势等。

饮用水源地和湿地生态监测区域 监测范围

包括于桥水库、尔王庄水库、北大港水库等饮用水

源地,配合团泊洼、七里海等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

态修复,监测湿地多种生态功能的恢复状况、湿地

生物多样性状况、动物特别是栖息地候鸟迁移停

歇状况等。

滨海区海洋滩涂湿地生态监测区域 滨海区

是海洋生态系统与陆地生态系统相互交汇的复合

地带,生态环境较为脆弱,这一区域的监测应包括

古泻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

状况、候鸟的繁衍栖息地和越冬地和生境状况、滩

涂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状况等。

城市中心区及外围生态监测区域 范围包括城

市中心区及周边地带,城市中心区的生态环境状况

是生态环境监测的重要区域,城乡交汇带具有消纳

城市废物、增加城市空间的环境功能, 又具有城市

居民菜篮子基地的生产功能。生态监测的重点是

城市市区、周边区受到经济发展、城市拓展、土地开

发、城市污染多重压力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变化, 包

括土地利用结构、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植被、生物

多样性、城市热岛及局地小气候、环境污染各项指

标的动态变化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等。

3 � �十一五�生态环境监测目标与远
景构想

� � 天津市�十一五�生态监测目标: 将生态监测

纳入常规监测项目当中,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体系,建立适合天津实际的生态环境评价

指标体系,建立天津市生态环境背景数据库、卫星

影像数据库、影像解译标志数据库,建成遥感解析

实验室, 在典型生态区域、滨海新区、蓟县及城区

周边等生态敏感区与生态脆弱带建立地面生态监

测示范点,开展重点区域的生态监测。

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动态监测与趋势预警

及环境决策支持系统全面建成, 形成以市环境监

测中心为主体、以 19个区县监测站为网络成员的

覆盖全市的立体监测体系,具备根据社会发展和

国民经济需求开展宏观和微观生态监测的能力,

生态监测的科技水平与实际能力适应区域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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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简讯 � � � 典型海岸带河口生态系统重建技术与示范�课题示范工程通过验收

2005年 9 月 25日,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办公室在天津召开了�渤海典型海岸带生

境修复技术� (科技部 863项目: 2002AA648010)课题示范工程验收会议。本次共验收 4 项示范工程, 其中大港盐生植物

园、河口生态示范区两个示范工程是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承担的科技部 863 计划课题�典型海岸带河口生态系统

重建技术与示范�的重要内容, 该示范工程针对建设地区土壤严重盐碱化, 水体、土壤等生境要素受到严重污染以及淡水

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对当地的受损生态系统进行重建,建成后可成为生态恢复学研究和盐生植物学等研究提供示范与

研究基地,使得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并为当地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生态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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