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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介绍

秦岭生态文明课程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秦岭火地塘教学试验林场开展的一门

集秦岭起源与环境、秦岭历史与中华文明、秦岭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秦岭生物资

源与可持续发展和退耕还林地区民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调查研究五大专题为一身的

特色课程。本门课程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力求推动大学生树立牢固的生

态文明观念，在提升学生文化素质的同时增强其认知与改造世界的能力。

二、背景介绍

(一)秦岭

秦岭横贯于中国中部，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被尊为华夏文明之

祖脉。秦岭丰富的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等资源让其成为我国生态环境观

测研究的重要基地、生态资源保开发试验的重点区域。同时，秦岭的这些特点注定

其成为一个有效而又独具特色的教育场所。

(二)火地塘教学试验林场

火地塘林场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要的教学实验实习基地和中国重要的科学研

究基地。林场始建于 1958年，于 2001年被科技部列为第二批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

测试验站（试点），2006年被科技部命名为“陕西秦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

观测研究站”。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保护、试验研究、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构建中

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地段。

三、课堂学习内容

(一)《秦岭起源与环境》

1.秦岭概况：秦岭位于中国版图的正中央，被尊称为“龙脉”、“父亲山”等，

有着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历史地位。除此之外，它还是我国重要的生态环境

屏障，是地球、生命、环境科学的重要研究基地，我国南北自然景观与人文社会的

分界线。秦岭自西向东排列整齐，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复杂性与分异性。

2.秦岭的形成与演化

①秦岭古海阶段（6亿年前，震旦纪时期）

②秦岭雏形阶段（4亿年前，加里东运动时期）

③少年秦岭阶段（2.25亿年前的海西运动时期与 1.8亿年前的印支运动时期）

④青年秦岭阶段（0.7亿年前，燕山运动时期）



⑤成年秦岭阶段（0.7亿年至今，喜马拉雅运动时期）

3.秦岭的自然环境

①岩石：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

②地貌：北仰南俯，南北不对称，褶皱山。分为河谷盆地区、低山丘陵区、中

山区与高山区

③气候：北冷南热，年均温差 1.5~2℃；年均降水量差 100~200mm

④植被：1550种种子植物，302种苔藓

⑤土壤：不同地区分布的土壤不同

(二)《秦岭历史文化解密》

1.秦岭新解：“祖脉”、中央水塔、丝绸之路的起点、生态中国的芯片、文化中

国的底片、美丽中国的名片

2.纪录片《大秦岭》解析

①大制作：陕西省进行了大力推介与宣传；陕西、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康建

宁出任导演；遍采各方专家之言。

②大视野：由过去的倚重历史文化资源的宣传与开发转变为跳出纯粹的历史文

化资源，探索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结合。

③大思路：通过对一座自然山脉的介绍，反映中国自然、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

的发展，探索自然与人类的共生、协调关系。

④大选题：涉及到的时空领域、学科范围宽广。

⑤大手笔：内容独立，体系完整；影像考察，画面唯美；选用秦腔、西安古乐

等陕西元素；主题曲意境美，宛若天成。

3.陕南历史文化素描

①地理：不南不北，不东不西

②文化：不秦不楚，不豫不鲁

③产业：农产林产并存

④资本主义萌芽的非典型性发育

⑤“内卷化”的最佳内存释放区

⑥交通：开放与封闭并存

⑦社会结构：原次生形态共生

⑧近代科教：自身性发展与输入性繁荣

⑨隐士文化：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

4.秦岭与中国历史

①秦岭形胜之地：被山带河，有险可守

②关中天府之国：有效供给，水利之源

(三)、《楼观台与道家生态思想》



1.楼观台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

①自然风光：面朝渭水，背倚终南山，茂林修竹。

②人文底蕴：儒家道家佛教三流派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民族文化的基

因。

2.道家文化（以老子、庄子为代表）

老子：自小静学好思，思考哲学问题

《道德经》：不同角度挖掘出不同属性

道家基本思想：

①宇宙万物由道所生

②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治国方略

③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

道家生态思想：

①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体

②物我平等，相互依存，形成伙伴关系

③节制欲望，建构和谐天人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变化

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屈从自然→泛神论

农业文明时期：人类顺应自然→基本和谐

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征服自然→人类中心主义，主题意识高扬

生态文明时期：可持续、生态文化（道家生态思想）

3.道家与道教

区分

道家：一种思想体系，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道教：一种宗教，形成于东汉时期

联系：道教以道家思想为基础

(四)、《秦岭生物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1.问题的提出

洪灾、旱灾、水土流失、沙尘暴、雾霾、乱砍滥伐、人口膨胀、物种灭绝等现

实问题的出现。

2.秦岭及其生物资源概括

(1).秦岭的再认识

传统认知：秦岭是中国的著名山系与各类分界线。

误区：

①秦岭是陕西的南山

②秦岭把中国“一分为二“



③秦岭是天下之阻

新时代认识：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

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2).秦岭的生物资源概括

①按 1.5，2km划分为三个截面：保护经营、重点保护、绝对保护

②多元、包容性：3446种种子植物，600余种动物，69.65%森林覆盖率

3.秦岭植物资源（重要植物基因库）

概况：3446种种子植物，1007属，197科，其中有 42种珍稀濒危野生植物。

包含药用、糖类、芳香、纤维、资源植物等各种用途的植物。

常见树木：油松、华山松、红桦、锐齿栎……

濒危植物：珙桐、独叶草、星叶草、云杉、太白红杉、鹅掌楸、连香树……

4.秦岭动物与真菌资源

秦岭四宝：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

真菌：灵芝、平菇、鬼伞菇

5.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策略

秦岭定位：

①世界三大著名山脉之一

②陆地生物基因库

秦岭生物资源特点：种类繁多，多样性丰富

可持续利用策略：科学保护、依法保护、依德保护、反对纯自然保护主义

(五)、《秦岭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

1.秦岭生态环境特点

生态环境因子：水、大气、土壤、生物因子

地理环境：中国中部；东西走向，南坡缓北坡陡；南坡多黄土北坡多褐土

气候特征：均温为 11~12℃，年均降水量为 600~1100mm，为暖温带和亚热带

的分界线

植被特征：地带规律性强，涵盖由暖温带至极地的所有植被类型

人类活动：既存在保护，又存在破坏

2.秦岭生态系统类型

生态系统类型

①自然生态系统

②半自然生态系统

③人工生态系统

秦岭主要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



①森林生物多样性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最大化与否的关键。

②森林生物多样性是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标志。

③森林生物多样性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3.秦岭生态站概况

(1).秦岭生态站基本情况

占地面积 2037公顷，森林覆盖率 91.8%

区位优势：南北气候分界，植物区系交汇，生物多样性丰富

垂直带谱：广域植被水平地带性的缩影

历史：1958年建成教学试验林场，2006年建成国家研究站

(2).观测研究条件

①森林理水功能及对水环境影响观测体系

②森林主要环境因子及碳通量观测系统

③森林群落结构及生物多样性变化定位观测

④森林综合试验场

(3).观测研究工作

①主要森林类型碳收支定位观测研究

②森林水文功能与水环境定位观测研究

③森林生态系统恢复重建定位观测研究

④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维护定位观测研究

(4).近期研究内容

①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动态

②主要森林类型的碳收支及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③森林的理水功能及对水环境的影响

④森林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⑤森林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与逆境生理生态

⑥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与可持续经营

4.外界干扰对秦岭生态系统的影响

(1).干扰：包括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其中人为干扰占主要部分。

(2).森林退化：森林面积减小，潜在效益降低，原有结构和功能丧失。

(3).防治对策：纠正决策失误、避免技术失误、人工林合理经营。

(4).生态旅游：宏观决策、机构管理等层面存在问题；有宣传教育、加强监测等

应对措施。

5.生态环境承载力与评估方法：生态足迹法、供需平衡法、状态空间法等方法。

6.秦岭近自然生态系统管理

(1).”近自然林”经营技术要求



①充分利用自然力，适合当地生境条件。以较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综合收益。

②利于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和景观完整性。

③利于保持森林群落的相对稳定性。

④利于森林资源的持续发展。

⑤利于充分发挥森林的社会、生态、经济效益。

(2).几点建议

①全面开展森林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研究。

②开展全国性的森林生境评价工作。

③对人工林、天然林稳定性和持续性机理与对策进行研究。

④研究并建立森林恢复、现有森林经营过程中充分利用自然力的技术体系；研

究各区域乡土树种及与外来适生树种间相互耦合的机理和模式，制定混交林的营造

和经营技术。

⑤适度发展短生产周期的工业用材林。

⑥改革林业教育，扩大林业新知识、新技术的普及工作。

⑦林业企业体制改革，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规范企业行为。

⑧深入进行森林效益的计量研究，把森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纳入到现有的

经济关系和商品经济规律中，使全社会认识森林的价值。

四、野外实习内容

1.楼观台

2.秦岭高山草甸



3.火地沟

4.十八丈瀑布



五、宁陕县城居民环境行为调查

声明：由于参与调研的人数远远多于预期，所以老师将本次社会调研实习的地

点从秦岭山区改为距火地塘几十公里处的宁陕县城。因为本次社会调研仅仅是作为

社会调研练习，每个小组调查的人数较少，且数据未经过专业处理。因此全部数据

仅供参考，并不足以得出详实的调查结论。

调查方式：访谈与问卷相结合

调查小组：秦岭生态文明课程第十组第一小队（周立志、马语晗、冯林）

调查目的：

1.了解生态保护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2.了解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3.了解生态保护对居民的生计的影响。

4.调研了解居民生态型生计文化传统与新文化。

5.在访谈中向居民传播生态知识与生态观念，提高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调查总结：在本次宁陕县城居民环境行为调查中，我们小分队平均每人采访了

两位当地的居民，其中接受采访的大多数居民都是老年人，且学历多为本科及以上。

另外，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一位在环保局工作，从事环保宣传工作的阿

姨。假设所有调查数据为真实数据，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来看，环境知识知晓率高的

居民环境行为具有正向性；环境政策法规知晓率高的居民环境行为具有正向性；受

教育程度高的居民环境行为具有正向性；而收入与居民环境行为的相关性并不明显。

在问及自《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颁布后来宁陕县旅游的人数的变动情况

时，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表示来陕南旅游的人数增加了，但有一位调查对象发表了相

反的观点——该调查对象认为尽管近些年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是由于基础设

施建设的相对滞后，宁陕县城并没有留住游客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许多所谓的

增加的游客数量其实并不能为当地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收益。另外，在政策建议部分，

许多居民表示当地的环境保护宣传工作尽管存在，但宣传力度和效果都较差；还有

居民反映了在山上的开矿和放养野狗的现象，这些现象的的确确对环境和其生活产

生了较大影响。这些信息将会成为指导下一步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

调查剪影：

小组讨论调研计划 实地调研



六、结语

由于我是一名文科生，秦岭这个地理书中的常客在我眼里并不陌生。但当我走

入秦岭，亲自用双脚丈量高山草甸的每一抹绿色；当我走进秦岭脚下的人家，亲自

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当我回到林场里的课堂，聆听秦岭研究的专家们

的真知灼见……中国有句话叫“实践出真知”，事实恰恰如此——在秦岭的这短短七

天里，我学到了可能过去七年都学不到的知识。八百里秦川中所蕴含的、所埋藏的

东西，应该给世人启迪，也应当为世人铭记。生态文明的建设与保护，是与每一个

人息息相关的事。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作为一名西农学子，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作为一名时代青年，作为一名炎黄子孙，

我们需要，我们应该让环保成为自己的行为习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祖国的每

一条绿水、每一座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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