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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自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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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国内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研究进展的综述 论述了我国长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特证和森林生

态系统退化的现状 分析了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在此基础 卜，针对退化森林生态系

统提出恢复与重建的基本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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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 Ya'an 625014.Chlao: 2. Sichuan Kry I.abmotory of Erologiml F'oreen y EagrnePriag. Y,'un 625(114.Ch,e. )

Arta Ecologica Sinica.2001,21(12):2117-2124.

Abstract: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degraded forest ecosystem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orest productivity notably descends. and biodiversity obviously reduces, even loses. In the Jta

Lingjiang River, 'Iuojiang River and Fujiang River basin, plants grow slowly. storage capacity is less than

to 15m' /hm'. forest is 30 years old or so,and biodicersity desrends, the forest ecosystem type reduces .and

the quality falls, and some attached species degenerates even disappears. In forestland. the productive

potentialities reduce. the renewal of afforestatiun is very difficult. even bedrock is exposed in some land,

and the山rection of development is going backward. Soil's chemical property quota is de"-ding with

continual cropping in the west of Sichuan, where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ryptomeria plantation fall- by

20叼~34.14%. compared with the first只eneration. Each coinPonent's qt且ality in forest erosystern吐5

inferior. regulating ability is lack, and forest's function and effect is击ripping. structure is becoming

disperse and sparse front multiple structure to single structure. Researches show that in degraded shelte.-

forest ecosystem of Pin- yunnaaenns. its canopy density is below(]4. the number of arbors is 15。一700

plants/h. 气shrub and berb poorly grows. even disappears.

    Present situation of degraded forest ecosystem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areas

and the storage capacity of original or natural forest sources reduce by a wide margin. The forest quality

descends. and the areas of scattered land. bush forest and shrubbery ground increase. The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remnant original forest such as self-restraint,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are m the degrading state. The pure plantation's area increases, but soil fertility degenerates. In

the 80's, the number of breeding forest was increasing. but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was falling and

displaced by Cunv(nghamia lanceolata. Pmus masstontana, Pinus armandi etc.  after  shelter -forest

engineering and high-yield forest construction. These have made natural ecosystem unstable. Fragment of

forest ecosystem habitat is accelerated, which causes the inheritable material's obstruction, and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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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eneration. In recent 40 years. more than 5' of the species have disappeared because forest area

reduces. and species，  existence condition suffers destruction. Soil degradation in old cutovers brings

difficulty in afforestation and renewal to some extent

    The Suggestions on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degraded forest ecosystem in the upper ree:he,

of the Yangtze River.

    Technology system on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degraded forest ecosystem in arid and

xerothermic rivet valley districts. Illumination and rainfall is sufficient in the arid and xerothermic river

valley districts. but its distribution is extremely uneven, rising and boil off is as several even over ten

times as rainfall; moreover, the unstability of landform and the fragility of ecosystem brings more

difficulty in restoring and reconstructing ecosystem. Thu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 as for the arid district afforestation. Firs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electing or recommending suitable plants, covering with herbaceous or bush earlier than transportation

especially m the odious condition; Seco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uch as afforesting and bioengineering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to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preserving soil moisture, and carry on artificial

afforestation and renewal.

    The technology system on reconstruction of fragile ecosystem in subalpine. Subalpine is the main body

of self-restraint forest tit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the 50's beginning, forest

resource, falls sharply after trees have been cut down, and the area of plateau lakes and water resources

reduce, and the forest thread descends. and vegetation succession shows "noo-balanre" characteristics.

moreover, the seedling period is long. and afforestation survival rate and preserving rate is low

Therefore. the layout and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hould be stressed, and vegetation succession

law and mechanism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Measures are taken to .select suitable plants, corresponding

vegetation model, to accelerate the seedling course.

    The technology system on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w shelter-forest ecosystem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area of low effect shelter-forest reaches 2340000 hm'.

Technology on transforming the low effect shelter-forest has been studied in practice only in the reaches- of

the Tuojiang River.Fujiang River.Jia I,ingjiang River in Sichuan, and Wujiang River in Guizhou. So the

srope of research must be enlarged; and the emphasis should be focused on: Firstly,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the low effect shelter-forest that has been recovered; Secondly,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degraded plantation ecosystem

    The technology system on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degraded  plantation ecosystem.

Contrasted with natural forest, the inherent weakness of plantation has strengthened the sensitivity to the

spot and calamity. and has destroyed the stable ecosystem. The study on degraded soil fertility has

progressed. and is coerced to plant nutrition especially ahur iniurn, manganese toxicity recently.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set about the technology m two aspects; Firstly. ,electing trees that are able to bear or to

endure coerce; Secondly, exploring the toxicity threshold value, enlarging the elasticity capacity of

eco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the swashing reaction to ion load.

    The stud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 ecosystem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mountain regions. the bearing ability of forest, land and grassland is descending gradually with the

population increasing even if our country has dec记ed to stop felling natural forest and take land out of

farming use. Therefore the project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the ecosystem re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eveloping high-quality agriculture. cultivating important resources in scale. forming and

optimizing the available ripe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exploring new model to rebuild veget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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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In addition. constructing ecotype economic forest, enlarging; breeding industry, and exploring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model。〔agriculture

Key wordsa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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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 文故标识码:A

    生态系统受到人为因素十扰和破坏产生的恶果，已成为当今全球面临的日益突出的重大问题.受到世

界各国的普遍关注，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1生态学理

论在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中应该而且可以发挥指导作用，井日在实践中得到进 步丰富和发展

. 国内外退化生态系统研究进展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研究，始于2。世纪20-50年代所从事的采矿废弃地的生态恢复一。6(i年

代以来，国际社会与牛态学研究者广泛关注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姜缩，呼吁加强恢复与重建退化的生态系

统.特别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人类如何管理、利用与恢复生态系统的问题:2。1975年初 首

次在美国弗吉利亚工学院召开了“受害生态系统的恢复”国际学术讨论会 会议就有关生态系统恢复的基

本原理、技术与方法和相关特征，以及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的构想和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的研讨「，1。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生态学得到迅速的发展:1984年1。月在美国麦迪逊举行了恢复生

态学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学者提供了众多的有关生态恢复的学术论文 1985年英国学者

Aber和Jorden F式出版了《恢复生态学》(该书于1987年再版〕‘至今已发展成为生态学领域中的 个重

要的、独立的学科。《恢复生态学》一书的正式出版和KR-1-1 ion Ecology，杂志的创刊，标志着在90年代

恢复生态学已成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需要指出，恢复生态学在70年代和80年代‘是以现代应用生

态学分支出现的致力于研究那些在自然灾变和人类活动压力条件下受到破坏的白然生态景观的恢复与

重建问题，而这种恢复与重建在相当程度土是以人工参与的方式进行的口鉴于此，恢复生态学可以概括为

生态系统的“恢复’r与“重建”两个方面 “恢复”是指原貌或原先功能的再现 “重建”则包括在不可能或不1}u

要再现原貌的情况下、另营造一个不完全雷同于过去的甚至是全新的、与自然状态相似的生态系统 ，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 首先开展了大规模的牛态恢复工作。W. R.Jnrdau进行采矿地植被的恢复

与重建 Goodwin等人于1997年对美国西部的河岸恢复进行研究，钊对西部河岸生态系统的水文、地质和

生物过程 划分出发生在这类生态系统的人为T扰活动的类!k1.提出了每一种类型的恢复方法、」 1998年

2月，Fiedler在《资源保护生态学》一书中，着重讨论了生态系统恢复、生物侵害以及种群生活力等问题，

一这些都是目前资源保护的常规努力方向”‘。印度Tam能源研究院在Himalayas Darjeeling地区干旱说交

阔叶林采伐后的生态系统重建研究中 烧除采伐剩余物 选择材质优良林木造林，实行混农林业.且造林后

头两年连续间作农作物，经过35a生态系统的恢复后、形成的混农林业改变了景观、+扰r生态系统的结

构 引起大量树种资源的拟失ta;

    找国自20世纪5。年代后期开始，在寸草不长的侵蚀地上开展植被巫建试验，为热带亚热带荒山草坡

的森林植被的恢复和改造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示范样板o], 80年代以来，先后对一业废弃地”、+旱半十

旱荒漠地汀、退化山地「，’一」、退化热带雨林D.ul、南亚热带侵蚀地州，、“份北”地区、太行山地区和长江中

上游’一‘汤等地区植被恢复与重建，以及人工林地力衰退进行了深人的研究与应用实践。在进一步对退化

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大规模研究中，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就退化森林牛态系统形成原因’， ’、解

决的对策，一，，‘工、恢复与重建技术方法，一’2’刁.钊、物种的筛选，卜’曰习川以及恢复与重建的生态效

应少 v.i i.v.ai 7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具有较高质a的研究成果，为世界所瞩目

Z 长江上游退化森林生态系统主要特征

    退化生态系统的范围很广、类型很多，表征亦各异fa.z,.en。就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而言，’亡的上要特征可

归纳为:

    ())森林牛产力显著下降 生物多样性明显降低甚至丧失。如四川三江(嘉陵江、沱江、涪别)流域防护

林牛态系统退化后，林分系统功能呈逆向发展趋势，植株生长缓慢 林分平均年龄30a,蓄积量小足 1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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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口  '胡庭兴等对四川盆地西缘山地柳杉(Crvptoraeriu Jortunei〕人工林连栽效应研究表明·柳杉2代林

林分蓄积量比1代林下降38. 7/ -54. 12Y。林分生物量比1代林下降9.49叼一14.7男;崛江卜游退化山

地生态系统森林资源退化后，林区生物多样性下降 一方面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减少 质量下降 另一力面.

一此从属性依赖种随森林优势种的消失而退化甚至在该试消失u"

    (2)林地十壤理化性质和生物学性质改变，林地生产潜力降低，造林更新困难;或者水土流失严重.十

壤向倒退发育方向演变 林地土壤膺薄 以至基岩裸露。四川盆地西缘山地柳杉人工林 土壤化学性质指标

随柳杉连栽次数的增加而降低，第2代较第1代下降20"/n--34. 14% ,连栽引起土壤养分贮量减少.林地生

态失调 土壤肥力卜降，致使林分生长量和生产力下降;罗承德等对四川盆周山地第2代杉木人工林良退

机理研究认为，，在较好J地条件下.由于林地土壤酸化 杉木人工林遭受铝毒害.铝毒害阂值是pH浑

4. 18, Al'势31. 66mg/kg,Ca" /AI'镇1. 809mol/mol和Ca'*/(Ca，一+Fè  + AI")界0. 55mo1/mul; }E金

锡对长汀上游高山高原林区迹地生态与营林更新的长期研究显示L川.亚高山天然林采伐后 微生境条件改

变，特别是土壤温度降低，造林更新困难;眠江卜游水土流失面积达1万多km'，土壤侵蚀占流域总面积

70}/, ,总侵蚀数达2857.9t/(km' " a户，〕四川“三YT."流域退化的低效防护林地土层浅薄 冲刷严重至基岩

裸露.或表面冲刷成切沟侵蚀乃至心土层暴露，土壤板结 结构不良，水土流失明显，侵蚀模数一般为 1887

一6301 t/(km'·a)，土坡有机质0.47%一。.69儿，较大部分退化的低效防护林土壤理水功能差‘1一」耐卜

    (3)森林生态系统各组成成分质，量低劣，林分缺乏或丧失白调的能力，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

能发生改变。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参加了长江中上游低效防护林(退化防护林牛态系统)改造技术

研究土作，从退化的云南松(几二、yunnanvnss)防护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表明，其乔木层稀疏，多在1， 一

70。株//h.',冠长率高(达0. 4以上)，树冠圆满度低(多在。.6以下)，林分郁闭度。一4以「，灌木层、草本层

发育不全，甚至无灌木层与草本层，林分平均年龄40。以内。多数为中幼龄林，林木径级呈偏畸型的“J"IV分

布，直径6-- km居多 占全林株数的69.7场 因此，这些显著的特征表明，云南松防护林牛态系统处在退化

的过程之中，正常的云南松防护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后，逆向演变为低效林分，多层次的森林结构演变为

单层次或稀疏离散的乔、灌木结构，系统结构离散甚至趋于消失 导致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和效益降低直至

冶尽，林地出现严重水土流失现象，日〕

3 长江上游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现状

    历史上，长江上游地区森林茂密，古木参天 而今，森林牛态系统严重退化，主要表现在:(U原始或天

然的森林资源而积、蓄积大幅度减少，森林质量下降.疏林、灌木林、灌丛地面积增加 残存的天然林也多处

于退化状态。上游地区在公元前4000a左右，四川、云南的森林覆盖率在80%以上。贵州约在45%一，丸;

而在2()世纪40年代末，四川森林覆盖率下降到20%"v南降到40 0/�贵州降到9厂.西藏的森林搜盖率在

5. 1%左石(:,j眠江上游森林资源退化是相当严重的，1950-1978年的28年间，共采伐1400万tll.民用烧

柴5895万m，这期间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0%-20Y,80年代仍实行过量采伐，目前可采伐森林面积由17

万hm=减少至11万hm'，而巨退化的森林面积达40%左右[nn.雅碧汀流域所在的四川片孜州在197.6-

1988年中.平均每年采伐蓄积量500万nl气‘森林资源的消耗量是生长量的I倍「z2;如果以四川省1988和

1993年的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成果将金沙江、雅碧91和眠江流域资源数据作对比分析，活立木蓄积 卜降了

377. 71万m'，每年减少94. 43万m“，年递减率0. 53 ̀/o;在金沙江及雅碧江流域，林分面积年减少率为

0. 32 Y, }̀ 青海沿长江流域原有森林破坏后 形成大而积的高山密灌、圆柏疏林和稀疏灌丛灌木林面积为

乔林面积的19倍.森林生态系统处丁极度退化状态之中〔zz}因此，在长泪上游具有水源涵养、水土保待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生态效益的天然原始林遭受破坏后，多处于退化状态

    (2)纯林面积增加，人上林地力衰退 长江L游纯林而积达662.88万hm0'叫，占林分面积的37. 5%，

这部分林分，林相简单，树种单一，多为单层林 其森林防护效益低，生态效益差 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以来 上游各地区由十落实林业两制，虽然林业用地面积较8。年代初期有所减少 但有林地1自积略有增

加11，究其原因，一方面人口过快增长，引起粮食供给不足而进行的毁林开荒，使林地肉积减少，而另一方

面又不断营建新林，森林覆盖率呈增长的趋势「? 这是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下程和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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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所形成的人工中、幼龄林面积增加所致 尤其是四川、重庆、贵州等地，还将大面积常绿阔叶休采

伐 由杉木(Cunnangha>uia lanceolata )、马尾松(Pinup ..... --,),华山松(Ptnu.carmand)等树种所取代，

这些人工林物种急剧减少，破坏r自然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普遍出现地力衰退 水源涵养和水 L保

持的功能差 生态系统极不稳定，易发牛病虫危害

    (3)由于过度采伐森林，或各种人类活动+扰，使森林生态系统牛境的片断化加速 导致厂物种的遗传

物质交流受阻，加速r濒危物种的退化和消亡。近40a来，长江上游高山、亚高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中约

有5x以上的种类已经消失 由于森林面积缩小，物种生存条件受到破坏，如眠汪柏木(('up

chengiuna),紫果云杉(Pi, ea purpurea),长苞冷杉〔Abies georgei )、三尖杉(Cephalnta.rus jortunc)、红豆杉

(Z'uzus chmenas)、水青树(Tetracent- stneuse),连香树(('eradiphyllum jup-icum )和琪桐(1)" "J"

memlucrata )等珍稀和经济植物种类及数量明显减少

    (4)老采伐迹地土壤出现不同程度退化，造林更新更加困难。雅若江流域高山高原区未更新的采伐迹

地.早期的灌木生物量高，10。后下降罕50肠，迹地土壤退化，其植被生草化程度加深，于物质 特别是灰分

兀素积累增多.原棕色森林土壤酸性降低 迹地向同山草甸方向发展1,x7 .这类迹地靠天然更新恢复森林.显

然是不可行的 乌江流域喀斯特地貌的山地是国家重点荒淇化治理区，森林和植被破坏后，往往形成裸露

的石质山地，成为典型的“石膜化”上地，亦属于造林困难地带;以兀谋为代表的金沙江干热河谷稀树草丛

植被，是原始森林遭受破坏后所形成的特殊产物 在这些稀树草原生境条件卜任其自然演替也不可能形

成为森林

4 长江上游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建议

4. 1 长江上游地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存在的主要间题及对策

    长江上游既是长江流域的牛态屏障"又是我国的主要生态脆弱带之一。过去有关长江中」_游防护林工

程建设，主要注重生态效益的研究，而对在生态恢复与重建过程中，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将产亚开发与区域

经济建设有机地寓于生态恢复与重建过程等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而且对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多限于一

般的生产性于段，尤其是对人类话动的作用方式和生态系统退化机理研究不够，治理下作收效甚微 另

方面 由于种种原因，长江上游地区仍有较多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而且大多集中在地处偏远、交通不

便、自然条件差，资源破坏严重、牛态头调的山区和丘陵区，这是该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过去长江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研究，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生态环境研究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脱

节.缺乏跨学科、综合性、高层次、高新技术研究内容。因此，在生态恢复与重建过程中，应加强生态林业基

硷研究与应用技术研究，发展森林的数量.并提高森林质量的内涵，建立农林牧复合生态系统待续发展模

式 促进全方位的林业综合升发

    为了更好地恢复与重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现总结出长江上游过去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

问题和相应对策

    ℃长期以来，各涉农部门由于条块分割，各自为阵，导致众多治理项目仅从行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

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所形成的成果大多带有浓厚的行业色彩，其梭盖面和带动性较小，缺乏普遍推广

应用的价值

    对大农业结构和布局及农产品结构实行战略调整，生态环境建设应与区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整

体推进为目标.将农、林、牧、副、渔各业视为一个大系统，系统内各组成成份相互支撑.互为基础，嵌合联

动，提高生态环境建设的整体效益。

    诊在治理过程中、由于树种单一 集中成片，或按单一模式进行治理(如只北防护林、长防上程、长治一「

程)或自目发展经济价值低的大宗水果和经济林树种，导致防护林体系抗逆能力低下.病虫害发生频率高，

严重的挫伤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积极性

    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要高度关注物种的选择和配搭 大力推广营造混交林和生态经济型防护朴

以景观牛态学为基础，经济效益为核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开展综合治理。积极发展末本粮食、木本饲料、

木本油料和名、特、优、新果品、干坚果类等，加速农产品加工业、畜牧业、农产品优质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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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在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由于行业的隔阂，使生物治理与上程治理小能同时并举，导致以往的治理

下作成效甚微，坡耕地是泥沙的主要来源，以往治理坡拼地的技术陈旧、乎段落后、观念陈腐，使治理效果

不甚理想

    应将生物治理与工程治理紧密结合，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成果集成组装，并加大创新力度

    1在以往生态环境建设中.或是片面强调生态效益，或过于注重单一模式的治理技术.忽视了将农民

的利益与生态环境建设一作有机结合，导致重建的牛态系统遭到反复的破坏。

    积极推进和优选生态经济型治理模式.

42 长江上游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建议

    近2000a以来，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自然地理效应的迭加，导致长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退化 其内在实

质是系统合理结构破坏和功能减弱，而外在表现则是生物产量降低、生物多样性「降或丧失以及自然景观

恶化。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理论基础是生态演替 基本原则是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基木思路一

是林学家、育种学家选育优良的植物品种，二是选择或创造适宜的立地条件。’‘无山不绿‘有水皆青”人类

应当而且能够为此做出贡献

4.2.1 干旱、+热河谷地认森林牛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技术体系 长9 -上游干旱、干热河谷地区受西风环

流和印度洋与北部湾季风进退的影响，同时又受地貌形态的控制，造就了独特的气象条件— 光照充足

年降雨量虽有750- I OOOmm.但分配极不均匀.蒸腾、蒸发量是降雨量的数倍，甚主十余倍 加之该地区地

质、地貌环境的不稳定性和牛态系统的脆弱性，更是增加了恢复与重建生态系统的难度。干旱地区造林问

题.可谓世界性的技术难题，其关键无疑是改善土壤水分状况。因此，在恢复与重建中， 方面选育或引进

适应这一区域的植物品种，在环境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 应先从草本或灌木进行研究，先覆盖，后改造:另

  方面，创造适宜的L壤条件，采取相应的育林措施和生物工程技术措施，增强蓄水保墒能力选择适宜的

树种进行人工造林与更新

4.2.2 亚高山牛态脆弱带植被牛态系统的重建技术体系 长汀上游亚高山植被分布的范围广.是我国暗

针叶林带分布最高、高山植被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特的亚高山森林植被

群落，成为长江L游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的主体 从20批纪50年代开始‘该区域陆续建立了森工企

业和地方小采企业，经过30多年的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数量锐减，出现资源、经济和环境危困，上游江河水

资源明显减少洲，林线下降，植被、土壤退化，高原湖泊面积缩小，采伐迹地水土流失严重[zz植被演替表

现出‘非平衡性”特点.恢复植被的难度加大 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低，育苗周期长.因此，亚高山植被w建

应着重探索出区域产业结构布局与调整的途径，进一步研究植被演替规律及机理，筛选相应的植被重建模

式.选择适宜的树种，加速育苗进程 同时 对现有人土林进行结构优化与调控模式的研究工作。

42.3 长江上游地区退化低效防护林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技术体系 目前，长江上游地区的川、渝、

黔、湘、鄂、滇诸省共有退化低效防护林234万hmz.其中四川(含重庆市)有146万h.'、一乙‘比。长防林第

  一期工程项目规划667万h.，四川占253万hmz(包括新建与改建两部分)。低效防护林改造技术虽然进

行过研究并已在牛产中应用，但大多数集中在四川的“二江”(沱江、嘉陵江，涪江)流域和贵州的乌江流域

至于金沙江、雅碧江、大渡河流域以及湖北汉水流域等，眼下还是空白。长江上游“四江”(金沙江、雅碧江、

大渡河与眠江)其低效防护林恢复与重建难度越来越大 因此.长江上游地区低效防护林生态系统的恢复

与重建，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长江上游“四YL'1和湖北的汉水流域等 研究的重点 是

在多目标探讨最优森林覆盖率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农林牧的布局和优化已经恢复的低效防护林树种结构

二是加强困难地带低效防护林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技术体系研究

4.24 人工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技术体系 人工林地力退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锐减 是一

个困扰世界林业界、生态学界的重大堆题。与天然林相比，人上林生态系统固有的弱点，增强了它对灾害和

立地扰动的敏感性，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状态。生态系统能否恢复原来的状态‘取决于它的弹性容量_已

有的人工林地力退化研究多侧重于背养元素的供需矛盾，就其原因可归结为树种与立地不相适应.近年的

研究逐渐向植物营养胁迫，特别是铝毒、锰毒及其作用机制逼近。长江L游的重庆、贵阳一线是酸雨(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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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分布区。由酸雨 或者森林生态系统的一些生物生理过程，导致系统内离子循环脱链，势必诱发离子

毒害，而离子毒害对养分循环，树木生理、生化反应，微生物种群数量，土壤酶活性等都有很大影响:因此·

人工林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①选育耐胁迫的树种;②在探索诱发离子毒害阂

值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营林措施，增大生态系统的弹性容量，提高对离子负荷应激反应的能力

4. 2. 5 长江上游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长江上游是我国土要的生态脆弱带之一 长汪的

问题主要出在长江上游，上游生态环境的恶化是长江流域水早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 而长江上游的许多山

区，目前仍处于贫困或极端贫困状态，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这些贫困山区，随着人日不断增加，森林资源、

上地资源和草地资源的承载能力下降，陡坡开垦现象严重，水上流失加剧.但是，过去在有关长江上游防护

林工程建设中，注重生态效益，忽略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治理与发展区域经济脱i'i，致使这一工作

难于深入待久下去 为了整治大江大河 国家已决定停正采伐天然林，25,以上的山地退耕还林(草)，这无疑

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上游陡坡耕地退耕还林后，要使山区人民生活的安定并逐

步得到改善和提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事关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因此，退耕还林应与牛

态环境建设相结合。与产业化发展相结合，与发展优质农业相结合，森林生态系统的重建与资源的合理开

发结合 重要资源植物的规模化栽培与植被恢复结合，集成、组装、配套、优化现有成熟科技成果探索新的

植被恢复和持续发展模式，促进全方位的林业综合开发，以推动山区经济持续发展，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

另 方面.25“以下的山地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在营建用材林(含工业原料林)的同时，往重营造牛态V.经

济林‘开展规模化的养殖业，提高非退耕区粮食作物单产，探索大农业综合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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