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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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犹药也。
该系列著作的出版是一剂良药问世，不仅为生态学、环境学、地理学、资源科学等学科的科研和教学
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也是我国水土保持、林业等生态环境建设工作者的一部好的参考书。
希望此书可以解答相关科研人员和工作者心中的疑惑，重现祖国的青山绿水。
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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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多水平贝叶斯理论，利用北京山区13个自然保护区或林场设置的30块公顷级标准地的数据，
以北京山区森林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可测、易得的因子，建立
了森林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从水文生态、保育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三个方面建立了一系列森林生态
系统功能模型，在此基础建立了森林生态系统三维结构指数和森林生态系统综合功能指数模型；并数
量化环境因子对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程度；最后进行了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耦合和优化研究。
　　本书可供从事自然保护区保护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水土保持学、森林经理等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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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uze等根据枝长年生长量与树高年生长量之间所建立的枝长生长预估模型，也是由林木的树高
生长模型来间接预测枝条的年生长量。
但是这些模型都不属于确切枝条生长模型，因为它们都没有把枝条年龄作为变量引入模型中。
耿瑞平和涂序彦（2004）提出了一种植物形态生长的动态模拟方法，该方法基于状态空间理论，将植
物的生长视为三维状态空间中状态矢量的运动过程，并综合考虑了趋光作用与分枝自重对植物形态的
影响。
该模型既能连续、动态地模拟植物的并行生长，又能反映植物形态结构与生长机理的关系。
模型直观，易于理解，为虚拟农林以及计算机动画等提供了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方法。
目前各国对枝条动态生长的研究还很不完善，由临时样地所获得的数据来建立枝条生长模型，并不能
提供有关过去枝条生长动态的可靠信息，最好的数据应取自固定样地。
但是由于长期观察数据研究枝条生长模型，所需的时间长、成本高，故很难实现。
解决的方法就是采用树干解析技术或枝解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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