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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世界人口剧增和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剧，如全球变暖、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土地退化与沙漠
化、森林资源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所有这些变化均对当前生态
系统的健康与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人类面对环境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两难境地的情况下，人们逐渐意识到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因此，针对生态系统的各种研究也不断展开，如何正确地对生态、环境和资源危机做出必要的响应，
已经成为当代生态学、环境学昶资源科学研究的主题。
生态系统研究系列丛书是余新晓教授及其科研园队多年研究成果的总结，是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北京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国家林业局科技项目和国际科技合作等项目的支撑下完成的。
该系列丛书研究结果主要以国家林业局首都圈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CFERN）为主要研究平
台，内容充实、观点新颖而鲜明，解决了当前生态系统研究中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填补了目前研究中
的一些空白。
余新晓教授始终坚持生态系统领域研究，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坚持不懈的科研精神，在这一领域
不断前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此丛书中可略见一斑。
该系列丛书从不同的尺度深入探讨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流域森林景观格局的优化，森林生
态系统评价、监测、预警等问题，并以北京山区典型流域为研究对象，分别对防护林体系植被类型进
行了水平和垂直对位配置。
该系列丛书的内容均为生态系统领域热点问题，引领了该学科的发展方向，其不仅在理论框架、知识
集成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而且吸收了国内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在推动生态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我国进行生态系统管理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必将为我国生态环境
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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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及空间格局》基于森林结构和空间格局理论，以样地调查及室内试验为基础
，研究森林群落的结构特征、森林植物群落多样性与生态位、典型森林群落的空间结构、植物种群的
空间分布格局以及森林植物群落的结构调整，以探讨森林结构和空间格局。
通过传统的森林经理方法，对群落的水平结构和垂直结构加以描述，进而揭示群落内部的结构特征；
采用点格局分析法，对森林群落内的主要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研究，分析了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
随尺度的变化规律，揭示了主要种群之间和不同发育阶段个体之间的关系随空间尺度的变化规律。
《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及空间格局》可供从事水土保持学、植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专业的研究、
管理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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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开展人工林天然更新技术和天然次生林改造迹地人工诱导混交林技术的研究早有报道。
近年来经过试验，已探索出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的方法。
1988年，罗菊春开始在大兴安岭林区，对兴安落叶松（Larix gmelinii）、樟子松（Pinus sylvestris
var.mongro-lica）采伐迹地进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研究，初步摸索出一套有效的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措施
。
次生林皆伐迹地隔行栽植红松，通过人工诱导等技术措施，现已形成红松阔叶复层混交林。
从16年生的}昆交林和纯林调查因子来看，在林分总生长量、树干形质、抗病虫性能及土壤理化性质等
方面，都显示出混交林的优越性。
更新幼苗生长健壮，比天然苗快0.6 ～1.0倍，特别是促进天然更新作业成本低廉，仅为人工更新的1
／5。
天然更新不论是在择伐迹地的更新还是在皆伐迹地的更新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辽宁东中林区天然次生林占森林总面积的70％以上，该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原生森
林植被类型多以红松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
为了发挥水源涵养林区自然条件的优势，在改造天然次生林时，于天然次生林皆伐改造迹地上，进行
了人工诱导红松阔叶混交林技术的研究。
有关祁连山水源涵养林更新的报道表明：青海云杉在林冠下的天然更新是极差的，更新不良和无更新
的面积达47.2％以上。
而林缘和顺山坡的带状地带，因受人为干预、放牧等原因，天然更新良好。
由此可知，试验区纯意义上的更新是较差的，而人为一定程度干预后的天然更新效果较好——虽然这
类人为作用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更新，但仍可看作是人为因素作用后的天然更新。
对林分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是恢复森林结构和功能、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重要手段，这方面的研究
还处于起步阶段。
传统的林分择伐模型的目标是系统功能优化，主要是使经济效益最大，如总收益最多、纯收益最多、
净现值最大等，但很少把系统结构的优化作为目标。
目前，生态系统经营模式应重视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多样性和完整性，已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的
经营原则。
生态系统经营强调生态系统的健康保护和恢复，而不是只追求木材产量或经济效益。
森林生态系统经营属于小尺度经营，小尺度林分择伐应当在取得一定木材收获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
改善林分结构，包括空间结构和非空间结构，使森林生态系统始终维持在理想的结构状态，以保持生
态系统的健康、活力和完整性，充分发挥森林的各种功能，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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