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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人工林的主要经营目标是供给工业发展所需的木质原料。
同时，经营良好的工业人工林可以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恢复与重建、水源
涵养、减缓贫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多重功能。
《多功能工业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技术研究》针对工业人工林发展过程中忽视生态环境管理造成的植
被退化、地力衰退、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病虫害增多、景观结构和功能单一等生态环境问题
，结合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工业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规程》(ly／t1836—2009)，用生态系统和景观管理
的方法系统研究了工业人工林发展过程中的植被管护、水土保持、长期地力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
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剂的施用、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治、监测与评价等内容，提出了维持生态系统完
整性和提高环境管理水平的基本理论与具体技术措施。

　　《多功能工业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技术研究》可供林业建设、生态保护、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管理
、科研和教学人员阅读，也可为相关专业大中院校学生、技术人员和企业、林农等利益相关者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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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苏联根据火天气状况和风速得出了普遍而有代表性的各种可燃物类型火灾蔓延速度；英国提出
了计算火焰长度和强度的方法；美国农业部林务局开发出一种FIRECASq、林火评估软件（Cohen
，1986），对火线强度、火焰长度、防火带边长和面积等六个方面参数进行评估。
王正非（1983）应用线性方程确定林火强度，他认为林火强度与林火蔓延速度成正比，蔓延速度又和
风速、可燃物含水率相关。
郑焕能等（1988）在对几种林火强度计算方法进行分析后认为，林火扑救时最好采用潜在火线强度计
算方法，该方法根据可燃物重量、火蔓延速度、发热量和含水量估算林火强度；并提出了火场参数的
估计方法，为指挥扑火提供了重要依据。
　　扑火力量组织方法直接影响扑火效率，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有较好的组织方法，仅原苏联进
行了简单的探索。
扑火力量组织要根据火场面积、扑火的复杂性及扑火小组的机械化程度而变化，在选择何种扑火工具
和方法时需综合考虑火场种类、火线强度、扑火方法、交通状况等。
我国今后应把林火扑救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以寻找一条合理组织林火扑救的途径。
　　6.2.2.7 火灾损失评估　　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损失、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
损失。
森林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是林木现有价值减去失火后林木可利用部分扣除采伐运输成本后的林木价
值。
杨美和和阚术坤（1993）认为，森林火灾的直接损失应包括林木损失、扑火费用、林副产品损失及其
他因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等，这里不包含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损失，也不包含森林的前期投入和后
续效益损失。
森林火灾造成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损失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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