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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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面对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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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和资源科学研究的主题。
生态系统研究系列著作是余新晓教授及其科研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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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系列著作研究结果依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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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了目前该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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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列著作可略见一斑。
该系列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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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系列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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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半城子水库库区为例，运用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建立了防护林体系空间配置的植被类型
结构的优化模型，提出了防护林体系空间配置调整的要素和流程，建立了基于调整分期的模型，研建
了防护林体系空间配置调整的决策支持系统。
    本书可供林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水土保持学、土地利用等专业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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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扩展的生态位理论，对位配置的概念也推广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这就要求对位
配置必须按照生态位的能级分布层次，将多维生态位按照限制因子定律，逐层逐维分析一个生物种或
非生物的资源利用谱，用实际资源利用函数描述生物种或非生物生态位的变化。
通过建立反映生物种或非生物适合性（适宜度）与环境资源利用程度关系的适合性（适宜度）分析，
就可以实现生物种适宜生态位与环境资源（生态）位的对位配置（张富等，2007）。
防护林体系对位配置就是要实现防护林体系与微地形地貌、水土资源空间特征的准确对应。
包晓斌（1996）以土地利用方式、林种水平配置和树种立体配置为核心，通过专家系统咨询，对晋西
昕水河流域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进行了配置。
袁正科和周刚（1998）依据立地因子的特点，将黄塘小集水区划分为5个立地类型，分别配置了林种。
王迪海和唐德瑞（2000）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了黄土丘陵沟壑区小流域防护林体系的对位配置优化模
式，提出荒坡水土保持林、固坡林、沟头防护林等7个林种的配置比例、配置部位、防护作用和适宜
树种。
高甲荣等（2000）以小班为研究单元，将立地因子进行聚类分析，把密云水库北庄示范区划分为6个立
地类型，根据各立地类型的生态经济特点，结合水源保护林配置的原则，提出了水源保护林林种配置
的方案。
朱金兆等（2002）针对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降水、地形与小流域侵蚀泥沙的来源及水土流失
发生发展规律，提出以小流域为单元，基于林水平衡，体现水土保持功能持续提高的水土保持体系高
效空间配置原理与技术。
即当坡面的坡度25~时，发展林牧业，采取林草复合、封山育林与人工种植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沟谷
地配置固沟拦沙滤水林模式，降低流速，减少冲力，拦沙滤水。
采取林草复合、封山育林与人工种植相结合、生物与工程相结合的治理模式。
李永生等（2002）则利用卫星图像并结合实地调查，在对平顺县林业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既往组
合立地划分及立地质量调查成果，确定了平顺县防护林体系各林种组成类型及适宜立地类型，并按全
县4273个小班的海拔、坡向、土层厚度三个主导立地因子，确定各小班适宜林种树种。
宋西德等（2003）根据自然规律（土壤水分分异规律、水土流失分异规律、树种生理生态特性分异规
律）和地形地貌（中地貌局部地形微地形）特点对黄土丘陵沟壑区防护林网络体系进行了林种的水平
和立体配置，使林农、林牧、林草、林药合理结合，并与梁峁沟坡、河川、道路、四旁、庭院、水利
设施等相联系，形成多功能、多效益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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