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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生物有机体错综复杂地联系的生物网络，给予地球上人类的基本生命支持服务，
包括给人类提供食物、水、能量、清洁空气、药物等。
但在今天，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增加和人类对自然开发利用的加强，这一网络中的物种处于被围攻之中
，物种走向贫乏化，从而威胁和腐蚀给予地球适宜人类的基本生命支持服务。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正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运动”。
中国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加上人El众多，开发历史悠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任务
尤其紧迫和艰巨。
森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集中的所在，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北京有2000多年建都或作为地区政治中心的历史，文物古迹众多，文化遗产丰厚，同时北京在气候上
地处我国暖温带向中温带的过渡，加之地形复杂，北有燕山山脉，西有太行山脉，最高峰东灵山海拔
达2303m，形成“地多样性”(geodiversity)，为适应不同环境的动植物创造了错杂分布的条件，因此，
北京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又是伦敦、柏林、华盛顿、莫斯科、东京等无法比拟的。
例如，光维管植物北京就有2088种。
北京市在明代以前，曾经森林密布，后经历砍伐，至今残存不多。
但北京市有400~~750mm的年降雨量，而且降落于温暖的6～8月，对森林的恢复还是有条件的。
事实上，北京的林业和生态学工作者多年来一直在为此进行努力。
林业和生态学工作者面对的是各种不同发育阶段和不同生存状态的森林，比如对于退化森林生态系统
，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恢复，而且还必须同时考虑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不但需要在生态恢复
理论方面都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同时也需要开发和研究在森林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方法和技术，实现
森林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北京山地森林对北京生态环境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也面临着森林退化、人工林林分组成单一、病
虫害、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等问题。
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不仅是对植被上的恢复，还涉及土壤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恢复。
《北京山地森林的生态恢复》一书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
研成果和技术。
该书是在众多作者组成的科研团队在多年来进行山地森林资源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学术思路
清晰、主题明确、内容充实，是一本对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恢复与利用方面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
专著。
该书作者一直从事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恢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具有扎实的森林生态
学理论基础、敏捷的学术思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多年来积极开展过该领域科研合作与交流，积累了
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攻关项目和北京市科技项目。
研究区域包括东北、华北、西北等，尤其是北京森林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生态恢复研究方面，开展了十
多年的连续性的研究工作，完成了北京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及其保护方案、北京自然保护体系发展
规划等嘎目，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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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恢复生态学角度，将北京山地森林资源的保护、恢复与利用相结合，归纳了多年来在该领域取
得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论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在开展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生态恢复方面的研究内
容。
    全书共18章，内容涵盖了植物、动物、微生物、土壤等方面，内容充实，可供植物生态学、植物学
、恢复生态学、自然地理学、生态旅游学等专业的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师生，以及相关科技工作者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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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森林植被生态恢复的途径(一)森林恢复与生态重建的概念植被恢复和生态重建是在20世纪末蓬勃
兴起的重要研究领域，是人们主动地恢复植被和保护生存环境的具体行动。
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伴随着对自然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长期的工业污染、大规模的森
林采伐以及大范围的自然生境逐渐转变成农业和工业景观。
由此形成了以生物多样性低、功能下降为特征的各式各样的退化生态系统，所以进行植被恢复和生态
重建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我国森林植被由于历史原因和经营管理不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质量下降，数量减少，出现大
量的退化生态系统。
在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同时，这些退化生态系统如何恢复、采取什么途径来恢复、恢复到什么程度
、衡量的指标和标准是什么，这些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作具体的回答。
植被恢复与生态重建的研究方向的重要目标就是回答这些问题。
在国际上植被恢复与生态重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种群水平上研究个体和遗传变异对聚集、定居
、生长和演替的影响，物种生活史对策，种间关系等；在群落水平上研究群落演替过程、发生规律、
脆弱性和稳定性问题等；在生态系统水平上研究系统的生产力、结构和功能，研究生态系统的物质生
产过程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等；在景观水平上研究区域的空间异质性，区域格局和管理等。
国内类似的研究也有较长时间的研究积累，但是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技术措施，所
以这方面的研究是急需的，也是迫切的。
李俊清和崔国发(2000)结合Aronson等(1993a，1993b)的工作对此作具体的分析。
(二)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指标  1．生物多样性指标  生物多样性状况是衡量退化生态系统的最重要的指
标。
生物多样性概念都是从以下3个相互独立属性提出的：①组成水平，单元的统一性和变异性；②结构
水平，物理组织或单元的格局；③功能水平，生态和进化过程。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等级系统，其基本规律是低级单位过渡到高级单位时，会出现一些前一单位所不具
备的性质。
例如，群落所具有的特性是种群和其他更小单位所不具备的，生态系统和种群所具有的特性分别是物
种和基因所不具备的。
生物多样性随生态系统的退化而减少，这种减少不但要从物种的多样性考虑，更要从整个分类系统、
生态类型和遗传多样性等3个层次上进行分析。
一个退化的生态系统可能会出现物种数量增加的现象，但不会在所有层次上都出现这种现象。
在应用多样性指标确定生态系统退化程度和恢复途径时，必须全面考虑组成、结构和功能水平。
假如一个生态系统虽然物种多样性减少了，但整个生物类群和生态过程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话，就要
采取适当的恢复措施。
反之，如果不但物种多样性减少，而且分类系统和生态过程都发生了严重的退化，就要采取重建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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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山地森林的生态恢复》是在众多作者组成的科研团队在多年来进行山地森林资源调查和研究的
基础上完成的，学术思路清晰、主题明确、内容充实，是一本对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恢复与利用
方面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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