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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退化的主要类型6特征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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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退化是目前全球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2它不仅使自然资源日益枯竭6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2而且还严重阻碍

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2进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2因此2生态退化已引起各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F本文对中国生态退化

的主要类型即;森林生态系统的退化6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等重大问题进行分析2详细阐述了各个类型的现状6特征及

分布F为我国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提供基础资料F
关键词;生态退化D退化森林生态系统D沙漠化D水土流失D中国

GHIJIKLMJNOLNKOIPQQNOLJNRSLNTPOTUQMVJIQMQMKTWTVNKIWLXYMONP
GHNPI
)+Z*[/A\[42]ZB/A3̂_2%\’-)̂A‘̂5a2*Z(b[A‘/5a 7cdedfghijdkldgmngohnAokpqgnkrdkA

lfsthqdkhde2jiqkdeduhfvdrwnmthqdkhde2xdqyqkz #"""892jiqkf:

{ROLJIKL;$|4}4~/!_5"̂!/5}_5#40$!/%0_} 5̂#&_’/!0(2_)/|*|#_} (_a!4(4#̂/55/#/50*_+&4[|#|#&_

54#[!40!_|/[!)_|45((_)!_4|_|%̂/(̂"_!|̂#*2%[#40|/|_!̂/[|0*&̂5(_!|#&_|[|#4̂54%0_(_"_0/$}_5#/,|/A

)̂40_)/5/}*45(#&!_4#_5|#&_|[!"̂"4045((_"_0/$}_5#/,&[}45%_̂5a|1&&_!_,/!_2#&__)/|*|#_}

(_a!4(4#̂/5&4|%!/[a&#_"_!*a/"_!5}_5#-|45(_)/0/â|#-|4##_5#̂/51&&_}4̂5#*$_|/,_)/|*|#_}(_a!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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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6资源6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F资源短缺和生态环

境恶化是当今世界上所面临的重大问题2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F因此2生态环境的退化已引

起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4#5C62退化生态环境的恢复和重建也成为当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49586F
生态环境退化是指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以及不合理利用而造成的生态系统结构破坏6功能衰退6

生物多样性减少6生物生产力下降以及土地生产潜力衰退6土地资源丧失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F
生态环境退化的特点是;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2生态平衡失调2其恢复是非常艰难的2主要表现在恢复时

间长以及资金投入大2而且2有些破坏甚至是不可逆转的F当前全球生态破坏问题主要表现在森林破坏6土

地沙漠化6水土流失6湿地萎缩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水资源6森林资源等自然资源的短缺以及气候变异6农

业生产条件的恶化和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F本文通过对我国森林破坏6土地沙漠化以及水土流失等重

大生态破坏问题进行分析2全面论述其现状6特点和分布2为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其恢复和重建提供基

础信息F虽然湿地萎缩等也是我国生态环境退化的问题之一2但由于其面积相对较小2危害也表现出局地

性2因此在这里不作论述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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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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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退化是指由 于 人 类 活 动 的 干 扰!如 乱 砍 滥 伐"开 垦 及 不 合 理 经 营 等#或 自 然 因 素!如 火

灾"虫害及大 面 积 的 塌 方 等#$使 原 生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遭 到 破 坏$从 而 使 其 发 生 逆 于 其 演 替 方 向 发 展 的 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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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面积减少

!+#森林覆盖率减少

!,#森林消失

!(-#土地生产潜力下降!((#裸地"撂荒地等

!(.#草山"草坡等

!/#灌丛

!0#次生林"疏林等杂木林

!-#森林结构和功能改变

!1#系统稳定性差"抗干扰能

力低"生产力和生物量下降"
生态服务功能降低

!2#种类组成及年龄结构

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

!(#人为因素3乱砍滥伐"开垦及不合理经营

自然因素3火"虫害"崩坡及自然枯损等

图 ( 森林生态系统退化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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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V 森林生态系统退化的特征

VWVWV 系统结构改变 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包括系统中的物种组成和年龄结构)生态系统的退化$致使

先前稳定的物种间的相互关系受到破坏)系统中一些原有的物种消失$而一些外来物种得以入侵$如森林

遭到砍伐$其郁闭度减小$使得系统中原有的阴生植物消亡$而一些阳生植物则侵入到系统中$从而造成系

统的种类组成发生改变)此外$由于森林的破坏$系统中的原有的年龄结构也相应发生改变$一般来说$系

统中幼龄物种相对增加$从而造成系统中的年龄结构不合理)因而$使得系统的稳定性差$抗干扰能力下

降)

VWVWX 系统功能改变 由于系统结构的改变$从而造成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等功能发生相应地

变化)就一般规律而言$生态系统的退化会使生物生产力和生物量减少)同时$也可能导致系统的生态服务

功能衰退$自我调节能力下降)

VWVWY 环境的改变 生态系统是生物因子与非生物因子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生态系统的退化$使系统

中原有的土壤环境及小气候趋于恶化)如土壤有机质减少"土壤流失"土壤板结以及系统内部温度升高"湿

度下降等$这些变化都不利于原有系统的发展)

VWVWZ 生物间共生关系的改变 生态系统的退化$无疑将使原系统中建立起来的各种稳定共生关系!如

植物与植物"植物与动物"植物与土壤微生物"动物与动物"动物与土壤微生物以及土壤微生物之间等#发

生改变$从而使系统的稳定性改变$也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原有系统的演替途径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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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种子库的改变 生态系统的退化$由于组成系统的种类发生变化$土壤种子库也发生了一定

的改变%而土壤环境及小气候的恶化又不利于原系统中土壤种子库的发芽及生长&因此$造成原有森林生

态系统的更新和抚育困难&

!"’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退化的现状

从 严格意义上讲$我国除在西南(西藏东南部)*东北及天山山脉等地还保存有少数的原始森林外$其

它地区的森林几乎都可归属于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类型&虽然我国现有森林面积 +,,-./+.0123$森林覆

盖率为 +,"435$比 6.年代中期分别增加了 47./+.0123和 ."4058$但是这种增加主要表现为疏林*灌

木 林 和 人 工 林 的 增 加$而 天 然 林 则 呈 逐 年 下 降 的 趋 势$尤 其 是 其 中 的 成 熟 林 比 -.年 代 末 减 少 了 -,3/

+.0123$平均每年减少 9+/+.0123:$这进一步地说明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退化还在加剧&目前$我国拥有

天然林 6-39/+.0123$仅占国土面积的 45$而到 +447年底$我国自然保护区中以保护森林生态系统为主

的面积为 +076"60/+.0123$仅占天然林面积的 +9"-5;4<$大部分森林还处于粗放经营中$乱砍滥伐的现象

还十分严重$使得现有森林(尤其是原始林和天然林)进一步遭到破坏&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退化主要表现

在=8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简单*残次林多&我国目前疏林和灌木林的面积分别是 +6.3/+.0123和 34-./

+.0123$两者共占我国森林总面积的 ,7"-5&:森林生态系统年龄结构不合理&我国现有森林中的中*幼龄

林面积占森林总面积的 -+5$这说明我国大部分森林生态系统处于退化或不成熟阶段$其稳定性很差$抗

干扰能力低下$一旦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则很容易遭到进一步的破坏甚至崩溃&此外$以中*幼龄林为主体

的 森林也是造成我国森林资源的平均蓄积量仅为 6,2,>123$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2,>123)的主要

原因之一&?森林生态系统破碎化程度高&由于人口多*人类活动强度大$我国现有的森林大都呈片状或孤

岛状分布&而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一般都要达到其最小面积$森林的破碎化则使森林生态系统的面积

减少$从而增加了它们的脆弱性$使其容易遭受进一步的破坏&此外$我国还有大面积的人工林&虽然$人工

林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尤其是一些脆弱地带)起到缓解和改善作用(如三北防护林等)$但是$
人工林尤其是人工纯林由于其种类组成单一$结构简单$易受干扰(如虫害等)$自我调节能力差等缺陷$其

功能不够完善$据有关研究表明$人工林的土壤饱和持水量*土壤肥力都比天然林低$而土壤侵蚀量则大于

天然林;+.<&由此可见$人工林的生态服务功能远低于天然林&
总之$我国现有森林生态系统的退化现象十分严重$而且还在进一步加剧&森林生态系统的退化$不仅

使系统的功能衰退$而且也是其它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因此$保护我国现有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以及恢

复和重建我国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提高其生态服务功能$是改善我国生态环境状况的关键所在&而退化森

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要视退化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技术&

!"@ 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分布

我国退化森林生态系统不仅分布十分广泛$而且其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本文为了叙述上的方便$粗略

地概括为以下几个类型=8寒温带退化森林生态系统=主要指东北东部和北部一些山地丘陵地带&在该系

统中$一些针叶林(如落叶松 ABCDE等)遭到破坏$被一些阔叶树种(如栎类 FGHCIGJ*桦类 KHLGMB及榛 NOCPQ

MGJ等)所取代$形成落叶阔叶林或落叶灌丛&:暖温带森林退化生态系统=包括华北山区如燕山山脉*太行

山山脉等以及胶东半岛和鲁中南山地等区域%其主要的特征是落叶乔木被一些落叶小乔木(如山杨 ROSGQ

MGJTBUDTDBVB*刺槐WOXDVDBSJHGTOQBIBIDB和山杏RCGVGJBCYHVDBIB等)*落叶灌木(如酸枣ZD[S\GJ]G]GXB*
荆棘*黄栌 NOLDVGJIÔ P̂CDB_‘abIDVHCHB和胡枝子 AHJSHTH[Bcddb等)或草本植物(如蒿 eCLHYDJDBcddb*黄

背草 f\HYDTBLCDBVTCB_‘ab]BSOVDIB等)所取代形成杂木林*灌丛或退化成荒山草坡等&?亚热带退化森

林 生 态 系 统=北 起 秦 岭 南 坡$南 至 南 岭 山 地$西 止 四 川 盆 地 西 部 边 缘$东 到 东 南 沿 海$包 括 大 巴 山*大 别 山

区*川东平行岭谷*江南丘陵地带以及南岭山地等广阔区域&该区域由于人口众多$农业相对发达$废林垦

7++期 刘国华等=中国生态退化的主要类型*特征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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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现象比较严重!原始森林生态系统几乎都遭到破坏而退化成为灌丛或其它一些杂木林!严重的地区还退

化成草山草坡甚至土地裸露!也是我国水土流失发展较快的地区"#西南石灰岩山区森林退化生态系统$
包括广西和贵州石灰岩地区"该区域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如土壤瘠薄!坡度大等&!森林生态系统原本相当

脆弱!再加上地方经济相对落后!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大肆开发!森林生态系统退化成灌丛或草地!严重地区

甚至岩石裸露形成石漠化"’西南亚高山森林退化生态系统$包括滇西北(川西及川西北等地"该区域地形

陡峭!高山峡谷众多!森林遭到破坏后!往往被干旱河谷灌丛所取代!而且很难恢复"如在滇西北林区!除中

甸(德钦保存有部分原始林外!大部分地区已被灌丛(草坡和少数次生林代替"川西亚高山林区更为严重!

)*年代初!其森林覆盖率达 +*,以上!到 -*年代初期则下降到 .*,以下/001"2热带森林退化生态系统$包

括西双版纳及海南的一部分"其主要的表现是原始热带雨林遭到破坏后!被热带疏林和热带灌丛所取代!
此外!还有一部分被人工林代替"

3 土地沙漠化

345 土地沙漠化的形成

土地沙漠化是指在干旱多风的沙质地表条件下!由于人为强度活动!造成地表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

标志的土地退化"沙漠化是土地荒漠化的一种!称为土地沙质荒漠化"因此!土地沙漠化的形成主要是发生

在 脆弱生态环境下%如戈壁(荒漠(草原等干旱及半干旱地区&!由于人为过度活动%如滥垦(樵采及过度放

牧&或自然灾害%如干旱(鼠害及虫害等&所造成的原生植被的破坏(衰退甚至丧失!从而引起沙质地表(沙

丘 等的活化!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生产力下降(土地生产潜力衰退以及土地资源丧失的过程%图 .&"
人类活动是沙漠化发生的主要外因!人口的增长增加了对生产的要求!加大了对现有生产性土地的压力!
促使生产边界线推进到濒临潜在沙漠化危险的土地!农业向6边缘7地区扩展!其结果使潜在沙漠化土地演

变为正在发展中的沙漠化土地"

343 我国土地沙漠化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受沙漠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与我国的气候特点和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受气候

的影响!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88即可能发生沙漠化的地区的总面积是 .)949:0*;<=.!占国土总面积的

.94>,"目前!我国沙漠化土地的总面积为 09*4>:0*;<=.!约占国土陆地面积的 094>,!其中干旱及半干

旱地区有沙漠化土地 0+94?:0*;<=.!占这一地区面积的 )+4+,@其余的则零星分布在亚湿润干旱区/0.1"
由此可见!我国沙漠化程度非常严重"此外!沙漠化的发展速度还在进一步加快!有关研究表明$在 )*A>*
年代我国沙漠化土地平均每年扩大 0)9*<=./0+1!进入 ?*年代!平均每年增加 .0**<=./0;1!目前!沙漠化土

地则以每年 .;9*<=.的速度在发展/0.1"董玉祥/0)1对我国北方受沙化灾害影响的 .0.个县%旗(市&进行了

危险度评价!其结果表明$有 ;+个县%旗(市&受重度灾害影响!0.+个县%旗(市&受中度灾害影响"可见沙漠

化的危害相当广泛"目前!由于沙漠化所造成的我国干旱(半干旱区的草地和耕地退化现象十分严重!其退

化面积分别是 ?;0?4?:0*;B=.和 .?+4?:0*;B=.!分别占这一地区草地 和 耕 地 面 积 的 )-4),和 ;94-,!
其中宁夏(陕西和山西的草地几乎全部退化%-*,A->,&/0.1"因此!由于沙漠化的加重!不仅使我国的经济

蒙受巨大损失!而且也使得我国人多地少(沙进人退的局面一时无法得到根本的改观"

34C 我国沙漠化土地的分布

我国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北方 00省区的 ;.9个县!由东向西绵延数千公里"
其北界大体自大兴安岭西麓(锡林郭勒高原北部向南穿过阴山山脉和黄土高原北部!向西至兰州南部沿祁

连山向西!然后向南绕过柴达木盆地东部!向西抵达青藏高原西部"该区域由于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分布着

全球第二大生态脆弱带"此外!由于自然条件的相对较差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在其它地区也分布着一些

零星的岛屿状区域!其中包括西辽河流域(黄河三角洲及其北部(太行山以东!北至大兴!南至河北的山前

地区(宣化(怀来和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等!另外在天山山区(横断山区(藏南谷地和海南岛西部

也有零星分布/0.1"

C 水土流失

C45 水土流失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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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生产潜力低

$%(’土壤肥力下降

$)’能量利用率下降

$*’生物生产力及生物量下降

$%*’土壤丧失

$%%’抗干扰能力低

$+’生物多样性丧失,系统稳定

性差,自我调节能力下降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

$%-’沙漠化土地形成

$%.’风沙侵蚀等

$/’土地裸露

$0’植被覆盖率低

$&’植被衰退

$.’疏林,灌丛破坏1草原退化

$%’人为因素2滥垦,樵采,过渡放牧等

自然因素2干旱,鼠害,虫害等

图 . 土地沙漠化过程示意图

3456. 789:;<=9>><?@ABCC9>9;D4?4=AD4<B

$%’EFGAB?A=D<;>29>D;9:9G9BD1?9@@ABC<H9;I5;AJ4B59D=6KADF;A@?A=D<;>2C;<F58D1;AD:9>DABC4B>9=D

:9>D9D=6$.’L9>D<;M<?<:9B?<;9>DABCN;F>81C95;ACAD4<B<?5;A>>@ABC$&’O959DAD4<BC95;ACAD4<B$*’

L9=;9A>9<?N4<@<54=A@:;<CF=D4H4DMABCN4<GA>>$-’P8AB59<?9=<>M>D9G>D;F=DF;9ABC?FB=D4<B$0’Q<R

<?H959DAD4<B=<H9;A59$)’SAD9<?9B9;5MFD4@4JAD4<BC9=;9A>9C$+’Q<>><?N4<C4H9;>4DM1>M>D9G>DAN4@4DM

ABCAN4@4DM<?>9@?I;95F@AD4<B@<R9;$/’TA;9@ABC$%(’L9=;9A>9<?><4@?9;D4@4DM$%%’UN4@4DM<?ABD4IVAGI

G4B5@<R9;$%.’W;<>4<B<?R4BCABC>ABC$%&’Q<R<?@ABC:<D9BD4A@:;<CF=D4H4DM$%*’Q<>><?><4@$%-’

3<;GAD4<B<?C9>9;D4?49C@ABC

森林和草地的破坏以及人类不合理的垦荒$尤其是坡耕地的开垦’是导致土壤流失的直接结果$图 &’X
彭少麟Y%(Z在南亚热带的研究表明2裸地的土壤侵蚀量为 -.[&D\8G.]A1桉树林为 %([)/D\8G.]A1混交 林

为 ([%+D\8G.]Â而结构完整的原始森林其土壤侵蚀量仅为 ([(-D\8G.]AX由此可见1森林尤其是原始森

林对水土保持起着重要的作用X水土流失不仅使表层土壤丧失1土壤养分大量流失1从而造成土壤贫瘠化,
石化和沙化等土地退化现象1同时1水土流失又引起江河湖泊等水域的淤塞1造成河床的抬升和湖泊面积

的萎缩1使其行洪泄洪能力差1从而引发洪水的泛滥X因此1水土流失不仅是土地生产力低的直接原因1而

且也是洪灾和旱灾等灾害的间接原因1其造成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X水土流失的形成以自然要素$如地貌,
地形,降雨量以及植被等’为内因1以人类活动为外因X造成我国大面积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2
第一1我国地形复杂1山地,高原和丘陵分别占国土面积的 &&_,.0_和 %(_1易于发生水土流失 第̂二1我

国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都相对集中1造成雨水冲刷强度增大 第̂三1由于人为的破坏1我国森林不仅覆盖率

低1而且分布不均匀1森林结构简单1功能差1对水土保持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第̂四1我国人口多1尤其是农

业人口占 +(_1而土地又相对贫乏1人们为了生产的需要1大肆进行开垦1尤其对坡耕地的严重垦荒1使得

原本就易于流失的土壤的流失程度进一步加剧恶化X

‘[a 我国水土流失的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几乎所有的大流域都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X最新资

料表明2我国目前的水土流失面积达 &0)b%(*cG.1占我国总面积的 &+[._1而且每年还在以 %((((cG.的

)%%期 刘国华等2中国生态退化的主要类型,特征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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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递增!"水土流失使我国每年流失土壤 #$亿%&并带走大量的氮’磷’钾营养元素&从而导致土地的贫瘠

化现象十分严重&再加上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土地后备资源相对匮乏&每年的净增人口数大&而耕地却以

每年数以百万亩的速度锐减&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水土流失则加速本来就十分珍贵的土地资源的丧失&
建国以来&我国由于水土流失而毁掉的耕地达 ()$*+$,-.(&平均每年损失约 /*+$,-.(土地&这还不包括

远高于这个数的土地瘠薄&生产力越来越小的贫瘠化土地"此外&由于泥沙的淤积&致使河床升高’湖泊萎

缩&据统计&建国以来全国湖泊面积缩小了 +0/*+$,-.(&占现有湖泊面积的 ,$1&使得 江 河’湖 泊 的 行 洪

泄洪能力降低&灾害频繁发生"总体来说&我国水土流失状况有以下几个特点2!流失面积大&波及范围广3

4发展速度快&如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由 #$年代的 5/*+$,6.(增加到 0$年代的 #/*+$,6.(7+/8"9
侵蚀模数高&泥沙流失量大&如黄河流域年入海输沙量高达 ($亿 %7+)8&长江流域亦达 #:/亿 %7+/8";危害严

重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床抬升’湖泊萎缩 ?+#@行洪’泄洪能力下降 ?+/@洪灾发生

?+5@土地生

产力下降

?+(@养分流失

土地瘠薄
?++@表层土壤流失

?A@径流量加大
?0@裸地’撂荒地?+$@渗流量减少

?)@土壤饱和持水量下降
?/@对雨水截留率降

低’调蓄水分能力下降
?#@草山’草坡

?5@结构改变’植被郁闭度小
?,@土壤结构改变’地被物

减少’土壤有机质减少
?(@疏林’灌丛

?+@森林生态系统

图 5 水土流失过程示意图

BCDE5 F-GHIJKGLLJMLJCNGIJLCJO

?+@BJIGL%GKJLPL%G.?(@QHGOMJIGL%ROSTIUL-?5@V-RODGJMGKJLPL%G.L%IUK%UIG&.COC.CWCODXGDG%RY

%CJOZLKIJ[OSGOLC%P?,@V-RODGJMLJCNL%IUK%UIG&SGKIGRLGJMUOSGIL%JIPROSLJCNJIDROCKKRITJO?#@

\IRLLNROS?/@]GKIGRLGJMKIJ[OCO%GIKGH%CJOROSRTCNC%PJMIGDUNR%CODROSL%JICOD[R%GI?)@]GKIGRLGJM

LR%UIR%GSLJCN[R%GIKJO%GO%?0@TRIGNROSROSRTROSJOGSNROS?A@^RDOC%USGJMLUIMRKGIUOJMM?+$@]GY

KIGRLGJMLJCNCOMCN%IR%CJOKRHRKC%P?++@_JLLJM%JHLJCN?+(@_JLLJMLJCNOU%ICGO%ROSNROSTGKJ.GTRIIGO

?+5@]GKIGRLGJMNROSHIJSUK%CXC%P?+,@‘CXGITGSICLCODROSNR6GL-ICO6COD?+#@VRHRKC%PJMMNJJSSCLY

K-RIDGSGKIGRLGS?+/@BNJJSJKKUIIGS

a:a 我国水土流失的分布

如前所述&我国水土流失的分布不仅取决与我国的地形&而且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在地

形陡峭’降雨量大而且集中的地方&易于发生水土流失3其次&水土流失与森林的覆盖紧密相连&森林覆盖

0+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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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北京

万方数据



率越低的地方水土流失就越严重!指湿润地区"#此外$水土流失都是以流域为依存%依据我国现有的水土

流失状况$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区&’剧烈流失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由于该区沟壑纵横$坡度陡峭$植

被 稀疏$降雨集中$造成 该 区 流 失 面 积 大$目 前 其 流 失 面 积 已 达 ()*+,(-./$占 其 总 面 积!0(*+,(-./"的

12345$侵蚀模数高达 +,,,,6+/,,,78-./$年泥沙流失为 +4亿79+1:#;强烈流失区$长江中上游地区<赣江

流域上游地区等#=中度流失区$南方山地丘陵地区以及鲁中南山地等区域#>轻度流失区$我国东部湿润

区的其它区域几乎都有轻度的水土流失发生%总之$我国的水土流失遍布我国各省区$几乎所有的流域都

有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发生$尤其是东部湿润山地丘陵区%
以上对我国目前几个主要的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特点<现状和分布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中可以看

出$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而其最基本也最为关键的是森林<草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
因此$要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在保护我国现有天然林的同时$恢复和重建我国退化生态系统是势在必行

的%

参考文献

9+: ?@AABCDEFGHIJJKLMHJHNOPIFQKRKSPTUKINHIJVMKHWJPXIPYNKMMKZNMOHSKIROMPIUKINZFD@.[A\]̂_‘a\b_Ac\7d

eA_ccFf_CgBA-F+22(F

9/: ?BhBEeFijBaB.\jc@a]k@a]]_̂A@]@7\BaFlUVOPF+22+$mn&10612F

9): o7@pkqFiab\ABa._a7@k]_̂A@]@7\Ba@a]rBk\7\j@kjBac7A@\a7c\ai7p\Br\@FQOZHZNKMsFQOZHZNKMtNuJFvLUNF

+22,$wx&+(,6+0,F

9(: o7@pkqFy@a]]_̂A@]@7\Ba\ai@c7z{A\j@FlUVOPF+22)$mm!|"&0,060,|F

90: zABacBaEF}_c7BA@7\Ba@a]A_p@[\k\7@7\BaB{]_̂A@]_]_jBcdc7_.c\a@A\]@a]c_.\~@A\]k@a]cF!Fzb\_C{AB.7p_

cB"7pF#KZNPMHNOPI$%PSPL&F+22)$w!+"&|6+1F

94: y\_7p’@a]yBp.@aaqF#KZNPMHNOPIPY(MPTO%HS)PMKZN$%PZ&ZNKUZF*k"C_Azj@].\je"k\cp_AcF+22+F

91: iC_kEEF}_c7BA@7\Ba\c7p_‘k7\.@7_7_c7B{_jBkB̂\j@k7p_BAdF!a&EBA]@a+F,F}F$-\kr\a$qFiF@a]z[_AEF

.Fi]cF#KZNPMHNOPI$%PSPL&FD@.[A\]̂_‘a\b_Ac\7deA_ccFD@.[A\]̂_F+2|1F)+6))F

9|: e@Ap@.,$_]cF/UTMPROILJKLMHJKJSHIJZ&TMPUOZOILK0TKMOKI%KYMPUZPuN121OIHF?[\cpBrFq"c"_.eA_ccF

’BaBk"k"F+22)F

92: 国家环境保护局3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4编写组F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F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

版社$+22|F

9+,: 彭少麟F中国南亚热带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F见&陈灵芝$陈伟烈等主编F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研究F北京&中

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20F2(6++)F

9++: 刘照光F中国西部亚高山森林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和防治对策F见&陈灵芝$陈伟烈等主编F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研究F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20F406+|0F

9+/: DD!DD.F21OIH2PuINM&5HTKMNP2PUVHNQKZKMNOYO%HNOPIF?_\h\â&Dp\a@6BA_c7Ade"[k\cp\â ’B"c_$!!o?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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