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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林业的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E现有资料表明3一方面3我国林业的宏观政策以及森林的采伐更新

过程缺乏基本生态学原理的支持<另一方面3仅研究生态学理论还不够3还要研究把生态学理论转化为生产力的工具E生

态分类系统是确定F描述和绘制生态系统类型图的方法E应用这种多层次系统的目的是用图的形式把森林景观的生物和

环境特征抽象化F综合化F标准化和整体化3以实现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E通过绘制各种景观特征3林业人员可以根据土

地承载力及适应性确定森林的经营方向和经营措施E生态分类系统在吉林省东部针阔混交林区试验应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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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国林业的发展一直强调森林的数量而忽略了森林的质量"在无林地区!群众性的人工造

林运动营造了大片的#树种单一的#质量较低的人工林"在有林地区!为了满足$采伐量不超过生长量%的要

求!普遍以功能单调的人工林取代了功能丰富的地带性天然林"经过连续 &’(的森林砍伐以及不合理的森

林经营!虽然我国的森林覆被率从 )’世纪 &’年代初的 &*)+升高到今天的 ,-*-+!但我国的天然林遭到

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天然林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我国的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化!全国范围

的洪灾发生频繁"$./年特大洪水%令世人震惊!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治水之本在于治山0
治山之本在于治林1,2"传统的森林经营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缺乏基本的生态学原理的支持!是导致森林质量

下降的重要原因"不但林业政策要按生态学原理来制定!森林作业的细节也必须要符合生态学规律"本文

概括了我国宏观林业政策的不足!根据卫星遥感数据和地面调查资料分析了实地森林作业的问题!介绍了

美国农业部林务署的生态分类系统!提出了应用生态分类系统经营我国天然林是实现天然林数量和质量

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这种生态学思想对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生态建设#森林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土利用开

发计划3如西部大开发4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 宏观政策问题

我国从 ,.&6年开始设立森林工业管理局!其重点放在东北#内蒙古和西南林区"当时!主要受前苏联

学术思想的影响!以机械化作业作为现代林业的标志"林业部首先于 ,.&6#,.&&年在小兴安岭进行了皆伐

作业试验!然后于 ,.&-年颁布了$国有林主伐试行规程%",.-’年对该规程作了第一次补充和修改"主伐方

式 主要根据林地坡度而异!规定为等带间隔皆伐37,&84#连续带状皆伐3,&至 )&84#块状皆伐3)&至 9&84#
单株择伐和块状择伐3:9&84"采伐带的宽度不超过 )’’;!但没有规定采伐带的面积!规定采伐块的面积为

,<&=;)"全国都以人工更新为主!人工促进天然更新为辅"这种主张$大砍大造%的主伐规程仅仅试图避免

水土流失!而忽略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其它功能"
由于森林资源的迅猛减少!原林 业 部 于 ,./>年 发 布 了$森 林 采 伐 更 新 管 理 办 法%!提 出 森 林 采 伐 更 新

要 贯彻以营林为基础!实行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林业建设方针"与 ,.&-年颁布 的

$国有林主伐试行规程%相比!该管理办法的主要改进包括?3,4用$采伐更新%代替了$主伐%03)4森林采伐

包 括 了 主 伐#抚 育 采 伐#更 新 采 伐 和 低 产 林 改 造"主 伐 方 式 又 分 为 择 伐#皆 伐 和 渐 伐3类 似 于 连 续 带 状 皆

伐40394采伐面积一般规定为 &=;)!在地形平缓地带!可达到 )’=;)"它仍然强调森林采伐后优先发展人工

更新!所以仍然以植树造林代替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更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于 ,./6年 .月 )’日第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于 ,../年

6月 ).日第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正"该法把森林分为 &类?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

林和特种用途林"这种分类方法有利于森林的定向经营管理!但其负面作用比正面作用更大!因为它既不

符合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原理!也不符合森林生态系统的多功能原理1)<62!为继续片面经营占据我国森

林资源主体的用材林提供法律保证"
国家自 ,../年提出了开展天然林保护工程"$,../年特大洪水%所带来的惨重教训促进了全国上下对

森林保护的认识!加快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的进程"天然林保护工程意味着我国第一次在行动上考虑了

森林的生态功能"它把相当部分的天然林定为生态公益林是对我国传统林业的挑战!是现代世界林业!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林业的样板1&2"然而!被动保护不是长远之计!应用森林生态系统管理才是解决我国林业

问题的主动办法"由于我国林业人员教育水平及经营水平有限!大量的国家投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传

统的观念仍然阻碍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实践证明!仅仅有符合生态学原理的林业政策是不够的!还

要有符合生态学原理的林业作业工具"

@ 实地操作问题

森林作业受林业政策所制约但也有其灵活性!因为森林作业受地方性和人为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好

的林业政策不一定等于合理的森林作业!但在生态教育不够普及的情况下!不健全的林业政策肯定导致不

合理的森林作业"我国林业的问题来源于林业政策和森林作业的综合"只有对具体森林作业进行考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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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以吉林省东部林区为例"用美国陆地卫星 #$图像探测阔叶红松林的采伐方式%&’!从单个采伐地块的

面积来看"有 ()*的地块明显超过采伐规程所规定的 +),-+的面积极限!而保留的森林地块的面积基本都

小于邻近采伐地块的面积"这也不符合采伐规程的.等面积要求/!从采伐地块的空间分布来看"大多数采

伐地块连为一整片"孤立了保留的森林地块"完整的阔叶红松林逐渐破碎"间隔带状皆伐得到了大面积.剃

光 头/的效果!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主要是森林采伐更新过程缺乏森林生态系统和景观生态学原理的制

约!
地面调查不但证明了遥感探测的准确性"还得到了遥感所得不到的信息0123在森林采伐过程中"保留

的森林地块的林相被集材道和.拔大毛/给破坏了!1+3无论是皆伐还是择伐"包括幼树在内地表植被全部

被砍掉4153在采伐迹地上一律栽植矮小的红松及落叶松幼苗!
东北的针阔混交林为东北东部山地的地带性植被类型!它不但是我国的重要木材基地"也是我国甚至

世界重要的物种基因库!同其它大多数天然森林植被类型一样"针阔混交林具有明显的多层林相!单从乔

木树种来看"中小径级165)7-3的林木在林分中占 8)*以上1表 23"其中"椴树9水曲柳9榆树9红松等珍贵

树种占有相当比例!把这些暂且经济价值不大但生态意义极大的中小林木砍光既违背经济学规律"更违背

生态学规律"因为从裸地自然演替发展成 5)7-的混交林需要至少 2)):的时间%5’!
表 ; 长白山地区 <种森林类型林木株数按径级分布统计表1每个林型样方面积为 2,-+3

径级17-3 椴树红松林 枫桦红松林 阔叶混交林

62) +(= +&+ 2>(
2)?5) +)& +22 2++
@5) 2=5 2&= 22>

只顾当前的木材9经济利益而不从全局和以后着想的做法是林业失败的根本原因"它不仅体现在林业

政策的内容上"也体现在森林经营的方式上!+)世纪 ()?&)年代不科学的天然林采伐最终导致了 2A=)年

代 的森林资源危机和林区经济赤字%8’!科学的森林经营方式应该包含有生态系统的思想9森林动态的 思

想9景观生态的思想9以及系统经营的思想!生态系统分类是对这些思想的综合体现!

< 生态分类系统方法

生 态分类系统1BCD3本身并不新奇!古今中外已出现各种生态分类系统!就 +)世纪而言"欧洲人从 5)
年代开始用生态分类系统规划土地利用"美国人在 &)年代之前仅注意自然资源管理"后来才逐渐认识到

生态系统的管理"美国农业部林务署于 2AA5年正式采用多等级生态分类系统"后来扩展到整个北美%=’!我

国的植被区划在高等级类型的划分上具有生态分类的内涵%A’"而我国的林业区划几乎没有生态分类的内

容%2)’!
生态分类系统是用来确定9描述和绘制生态系统类型图的一个方法!这种系统的目的在于用图的形式

把森林景观的生物和环境特征抽象化9综合化9标准化和整体化!通过绘制各种景观特征"林业人员可以根

据土地承载力及适应性确定森林的经营方向!有了这种标准化的格式"各部门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可以实

现对森林资源信息的统一认识"以便实现统一规划"统一管理%22’!
根据空间尺度的不同"生态分类系统采用不同的生态学单位!在美国"生态分类系统具有 =个等级1表

+3%=’!
前 (级是用于宏观规划用的"由美国农业部林务署统一绘制"现在已经完成!而后 5级的绘制由地方

完成"基本上是从下往上绘制"刚刚部分完成!.领域/单纯根据总体气候特征划分1冷9热9干9湿34.区域/
的划分涉及了植被型的 内 容1森 林9草 原9沙 漠 等34.省/根 据 亚 气 候 条 件 来 划 分1包 括 植 被 过 渡 类 型 等34

.地区/的划分主要是根据地质和地壳的特征1山地9平原等34.亚地区/根据具体地形来划分1有时把地名

包 括进来34.生态土地类型集/的划分强调的是地形地势和区域性水文的空间特征4.生态土地类型/主要

根据水文关系1坡度坡向等3和土壤类型来划分4.生态土地类型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植物种群9指示性植

物以及土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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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业上用的林相图相比!生态系统分类系统明显具有 "个优点#$%&生态分类系统具有标准的等级!
上下级森林单位之间可以实现宏观控制和统一!左右级林业单位之间可以实现横向对比!可以避免生产木

材 一刀切的做法’$(&每个生态单元都具有一名称$而不是用数码来表示&!每个名称都具有一清晰的生态

学 含义!这样容易避免!诸如!强行在适合于灌丛的地方发展森林的错误’$"&生态单元的划分主要依据于

生态学特性!基本不受面积大小的影响$而面积大小是林班和小班划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低级单元上强

调的是生态系统和生境保护的思想!在中级单元上强调的是景观生态学的思想)
表 * 美国农业部林务署制定的全美生态单位等级

空间尺度 应用目的 生态单位名称

生态区#+数万平 方

公里

大 区 域 的 模 拟,抽 样,规

划,评价及国际合作

第 %级#领域 -./012

第 (级#区域 -13141.2

第 "级#省 56.31278

亚区#数千平方公里
多 州 和 部 门 间 的 合 作 分

析和评价

第 9级#地区 :87;1.2

第 <级#亚地区 :=>487;1.2

景观#数百平方公里
对 经 营 单 位 或 流 域 的 规

划和分析
第 ?级#生态土地类型集 @7.A.B170AA02C;DE8044.710;1.2

土地单位#F数十 平

方公里

森 林 保 护 和 利 用 活 动 的

规划和分析

第 G级#生态土地类型 @7.A.B170AA02C;DE8

第 H级#生态土地类型相 @7.A.B170AA02C;DE8EI048

J 符合我国生态建设

我国的现有制度对于区域性统筹规划林业发展而言是一极大的优越性)然而!由于某些主管部门缺少

科学决策!这种优越性没有发挥!并容易被误用)例如!全国范围的K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L第三章!第十

五 条$三&规定!M天然更新!每公顷皆伐迹地应当保留健壮的树种幼树不少于三千株或者幼苗不少于六千

株!NO)象我国这样的大国!气候自然条件如此复杂!森林类型多种多样!怎么可以用一,两个数字一刀切

呢P就连明显具有异龄结构的东北阔叶红松林也很难达到这个标准$表 %&)就避免一刀切而言!应用生态分

类系统是极其有效的)这样!全国性林业政策可以按生态类型来制定!不但具有全国范围的统一标准!又考

虑生态类型之间的差别!真正实现一句老话#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我国正在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区协调发

展,提高人口素质,彻底消除贫困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完成这些任务!都离不开科学的发展和进步Q%(R)国家

投巨资开展天然林保护工 程Q<R,开 发 西 部 以 及 建 立 森 林 生 态 网 络 系 统 工 程Q%"R!这 些 都 需 要 生 态 科 学 的 支

持)按科学办事!说起来容易!但在执行过程中需要有配套的工具)生态分类系统是一个把生态学理论应用

在国土治理,资源开发,森林保护与利用之中的有效的工具)
生态类型的划分本身不是目的)生态类型的确定以及生态类型图的绘制要有清晰的针对性)森林是陆

地生态系统的主体!虽然应用生态分类系统是一个多学科的任务!林业部门应该首当其冲!主动承担牵头

作用)林业部门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应该首先更新知识!增强认识!不但要把生态类型划分得合理!更重要的

是要把生态分类系统应用到林业生态实践中)M关键在干部OQ%R的道理在这里就显得更加明显了)在生态学

教育不够普及和物质生活还不够高的情况下!很难在工人阶层普及生态学知识!把一个清晰的生态学工具

编入我国林业法律和规程当中尤其重要!这是解决我国林业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
虽然美国的生态分类系统可以借鉴!完全照搬的做法不一定符合我国的国情)张佩昌和袁嘉祖等Q%9R对

中国特色的生态分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性探讨!为在我国正式应用生态分类系统打下了基础)我国的严密

的林业管理体制对生态分类系统的应用是非常有利的)国家级林业研究机构及管理部门负责生态等级的

确定以及国家尺度生态类型的划分!省级林业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门负责景观尺度生态类型的划分!基层林

业部门负责地方尺度生态类型的划分)为了统一技术和思想!林业高等学校负责中,基层人员的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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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点试用

东北东部山地的针阔混交林是我国天然林的主要类型之一"并且一直是我国的主要木材生产基地之

一#天然林资源能否有效地保护和恢复"不仅关系到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林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更关系

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我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提出了森林分类经营的措施$’(&"这是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的基础#根据经营目的的不同"按自然地理条件和水文关系"将吉林东部林区森林划分为生态保护区和商

品林经营区$%&#为了加快生态保护区针阔混交林的恢复以及合理利用这一宝贵的森林资源"中国科学院和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共同立项"通过与美国普度大学和中国东北林业大学的合作"在吉林省东部选点

应用生态分类系统"并在黑龙江省选点检验生态分类系统"初步成果将于 )**’年末产生#
该研究项目试图从基层开始应用生态分类系统#在试点地区要实现生态土地类型和生态土地类型阶

段两个层次的分类和区划#生态土地类型的划分主要依据坡向+坡度+坡位和土壤质量,生态土地类型阶段

的划分主要依据林冠层的优势树种+林下的指示植物+林龄以及林层盖度#生态土地类型决定了潜在的针

阔混交林类型"例如"在坡下土壤肥沃的地带适合于水曲柳为优势的针阔混交林"而在阳坡土壤瘠薄的地

方适合于蒙古栎林的生长#把潜在的森林类型与现有的生态土地类型阶段进行对比"找出其差别"从而为

加速恢复和合理利用地带性天然林提出具有科学依据的经营措施#

- 结语

虽然生态分类系统并不是一新的术语"把它正确地应用到我国的天然林保护和经营上是具有重大的

历史意义#生态系统管理./012324566787956584:这一术语也是一样"似乎人人都知道它的涵义"但很少

有人知道如何来实现它#由于我国的林区普遍缺乏林学与生态学方面的教育"仅仅有空洞的生态学理论以

及一刀切的行政措施不能根治我国林业的问题#作为一种工具"生态分类系统特别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它

的合理应用必然对我国的林业产生具有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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