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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圈及陆地植被是人类赖以生息M生活和发展的物质基础2它为人类提供食物M药材M原材料等具有直接资源价

值的生物产品C因此2陆地植被 -NN物质量与价值量的测评研究2对于更好地认识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与生态功能具有

重要的意义C在地理信息系统6*+,9支持下2充分考虑植被类型及覆盖率差异2利用改进的 -NN模型2对陕西段秦巴山地

陆地生态系统 -NN物质量进行了测定C结果显示:秦巴山区 OP!Q"#8RD!的陆地植被每年生产 O!POQ"#8S生物有机物2
单位面积 -NN物质量2随植被类型和气候带发生有规律变化2从植被类型来看2天然林和次生林T人工果树T次生灌丛

T次生草被=从纬度地带性变化来看2亚热带T暖温带T高山温带=从垂直地带性变化来看2随山地高度增加先增后减2
一般在海拔 "###B"J##D达到最大值C为了货币化测评第一性生产的价值量2以 -NN物质量为基础2将其折算成相当于

标准煤的能量值2按现行市场价格估测植被第一性生产价值量2结果表明:秦巴山地每年第一性生产合 "POQ"#"#元2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OUC虽然2价值量的估计是十分概念化和保守的2但仍可发现本区陆地植被第一性生产在大农业中占有

相当比重2-NN的价值量占农业生产总值 J7P#<U2是林业生产总值的 JP!@倍2为畜牧生产总值的 "PJ8倍2为林特产总

值的 J7P@<倍C研究为认识陆地植被第一性生产及价值2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奠定了基础C
关键词:秦巴山地=第一性生产=物质量=价值量=测定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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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圈及陆地植被是人类赖以生息c生活和发展的物质基础4也是地表环境变化最主要的反馈调节装

置d它不仅能直接提供食物c药材c原材料等具有直接资源价值的生物产品4而且还有净化空气c调节气候c
涵养水源c防风固沙等多种间接生态调节功能及生态服务价值d森林利用太阳能将无机化合物如VATceTA
等合成有机物质4是森林生态系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4这种功能将太阳能固定c为人类和其他生物

提供了最初始的第一性有机物质和能量d因此4生物生产力是生态系统主要的特征之一4通过对它的深入

研究4可以更好地了解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过程d国际环境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界非常关注生物圈及陆地

植被的生物生产能力4提出了几种计算模型如迈阿密c桑斯威特和筑后模型等来测算陆地植被的生物生产

力f<>Hg4但是没有将其价值货币化d
陕西秦巴山地地貌类型复杂c植被类型多样4由于忽视或没有充分认识到植被巨大生态调节功能及生

态服务价值4致使毁林毁草屡禁不止c植树种草步履蹒跚4生态环境日益受到破坏c表土流失日益加剧d面

临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选择4如何h退耕还林还牧c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i4植被生物生产量和价值量

的测定和评价4将使人们更加准确的认识该区植被的生产潜力和巨大的生态价值4进而封山育林c保护森

林植被4珍惜这一自然资本而有所行动d另外4本文综合几种生物生产力模型4不仅计算出秦巴山区各种类

型植被的生物生产物质4测算出每种植被类型单位面积生物生产价值量4而且还按市场供求关系建立绿色

生态账户c划分生态功能区d这对退耕还林还草c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d

j 区域概况

陕西段秦巴山地4包括北部的秦岭山地c中间的汉江谷地及南部大巴山地共 ?个地形单元d秦岭山东

西腹压于渭河与汉江之间4是我国中部著名的山地4万山林立c河川密布4山高坡陡c沟壑纵横4森林类型多

而盖度大4平均海拔多在 <===#以上4有不少山峰岭脊超过 TX==#4主峰太白山海拔 ?WZW#0江汉谷地位于

秦岭c巴山之间4大致以海拔 <===#的等高线与山区分界4东西长约 ?Z=B#4南北宽约 <=>Z=B#4汉江横贯

中部4形成以汉中c西乡c安康为中心的河谷盆地4地势西高东低4地下水丰富4为陕南农业c社会经济的重

心所在0大巴山是陕西和四川两省交界上山地之概称4东西长约 ?==B#4山势高大雄伟4森林极其茂密4林

特产较为丰富d秦岭以南气温普遍在 <Rk以上4安康 <XGZk4而安康以南的巴山北坡更在 <Zk以上d秦巴

山地大气降水地域变化较大4大巴山区降水量在 <<==><T==##l&之间4汉江谷地大都在 H==##以上4秦

岭南坡多在 S==##以上4秦岭北坡一般在 Z==>H==##l&d秦巴山地由于山体垂直落差较大4再加上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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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活动较低!水热等气候相对较好!自然植被发育旺盛!植被种类较多!森林资源丰富"这里植被类型具

有明显的南北过渡性特点!秦岭北坡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南面大巴山地为典型的北亚热常绿阔叶林!汉

江谷地天然植被具有南北过渡性质!由于人为干扰较小!本区还保留多种珍稀物种"

# 研究方法

#$% 第一性生产物质量估算模型

净 第一性生产力&简称 ’(()是指绿色植物在单位面积*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各种有机物质!包括了

枝*叶和根等生物物质生产量及植物枯落部分的数量!植物的净第一性生产力反映了植物群落在自然环境

条件下的生产能力"本文采用了一种改进型的自然植被 ’((模型+,-!是根据植被生态学特点以及联系能

量平衡*水量平衡方程!依据区域蒸散模式建立的净第一性生产力模型!从而克服了 ./01234模型对我国

半干旱地区计算偏低的不足"其计算公式如下5

’((6 789: ;: 7<&;
=> ;: 7<> 7<=)

&7<> ;)&7<=> ;=)
?: @AB&C D$EF> G$=H: 789) &I)

式中!’((为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JKLM&/N=OP))Q789为辐射干燥度!是辐射能量的年净收入与蒸发

年降水所需能量的比值!表示气候干燥程度QR是降水量&NN)Q7<是净辐射&:STIE1UM/N=)!它代表热量

或温度因子!是植被生态过程强度的度量"其中!789*7<和 9计算公式为5

7896 7<V : ; &=)

7<6 7W&IC XY)C 9 &,)

96 &ZT,D: [WC ZTZH: \: ]WZTH): ZTIZ> ZTD: <^ _’ : ‘: \^ _STIE &S)

式中!V是水的蒸发潜热Q7W是总辐射量Q9是长波有效辐射QXY是地表反射率!通常取 Z$=Q<M’是日照百

分率Q[W是年气温Q]W是年平均水气压Q其他为常数"

#$# 植被第一性生产价值量估算模型

植被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太阳能!在这一生物化学过程中太阳能被转化为化学能!固定在有机物中"森

林植被生产的有机物折合成能量以后可以进行相应的替代!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皆是自然界中存在的

能量+S-!具有一定的市场价格"因此!可以通过能量这个桥梁将两者联系起来!就是说森林生产有机物的价

值!可以通过能源的价值加以体现"具体模型为5

X6 abIcb=: ( &H)

式 中!X是森林生产有机物的价值&元)Qa是森林生产有机质干重Qc是煤的质量系数!标煤 c6IQ(是标

煤的市场价格QbI是干重生物量折合热量!bI6G$F1UM3Qb=是标煤的折合热量!b=6IZ1UM3"

d 植被第一性生产物质量测定

在本研究中!植被第一性生产物质量测定是基础"在植被第一性生产物质量测定时!以最新出版的e陕

西植被f+D-及 IgIZZ万陕西植被图为底图!结合秦巴山区 HZ个气象台站气象资料观测资料及内插值的基

础 数据!按模型改进的 ’((公式&I)计算第一性生产物质量"整个计算过程如下5首先!以桌面 hij软件

kPBM0lm4为平台!扫描 IgIZZ万陕西省植被图!确定地理编码*对其进行矢量化*进行面积量算形成空间

数据库!秦巴山区共有 =Z种植被类型!共形成大小图斑 IIE,块Q然后!在植被类型图和植被覆盖图上采集

植被信息!广泛收集秦巴山区 HZ个气象台站多年气象观测资料!包括太阳辐射*日照百分率*降水量*平均

气温*水 气 压 等!对 于 缺 乏 气 象 观 测 资 料 的 图 斑!以 相 邻 台 站 气 象 要 素 与 经 纬 度*海 拔 高 程 之 间 的 回 归 方

程!进行多重地理相关和内插取值!在 n4o2pIq=q,电子表格上建立属性数据库Q最后!将空间数据库与属性

数据库连结合并!用 kPBMrPp0s编程计算秦巴山地植被第一性生产物质量!按类型*按区域统计第一性生

产物质量及结构特征"
在进行植被第一性生产物质量的测试过程中!改进的’((模型在用于中小区域时尚需订正"因为!它

并未考虑到果树*次生灌丛*草被等植被类型和植被覆盖率!仅以能量平衡和水量平衡方程为基础!对人工

GH==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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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林!次生的灌丛林和草被计算偏高"与实际测值有很大出入#根据实测值与模型值相比较"从植被覆盖

度的角度考虑"采取如下调整系数$人工果树林取 %&’!次生灌木林取 %&()!次生草被取 %&)"最终得到陕西

秦巴山地植被第一性生物物质量统计表*表 +,#其中"面积值为同类图斑算术求和"-./!-0!122为以面

积为权数的加权平均值"总 122为面积乘以单位面积 122值#
表 3 秦巴山区植被净第一性生产物质量核算表

456783 98:;<=>5<?;<@ABC:=D=:?@EA=EE8<8F:D8G8:5:=@F:?;8H=FI=F65J@BF:5=FH
编号

KLM
植被类型

NOPOQRQSLTQUVO
面积WXYZ

[\OR
-./ -0

122
QW*XYZ]R,

总 122
L̂QR_122*QWR,

+ 寒温高山针叶林 ‘\SPSabLTScO\_ORccL\OdQ ’’(ef&g Z&f( h’&’( +%&’g hgg+’(&ff
Z 温带针叶林 ÔYVO\RQOiLTObLTScO\_ORccL\OdQ Z%+%hZ g&gg h(&h f&%’ +hZgh+g&’e
g 亚热带针叶林 jklQ\LVSbbLTScO\_ORccL\OdQ )+(gh( Z&(g (h&hZ +Z&h’ ((e)hh’&hZ
e 针阔混交林 mLTScO\nl\LRa_ORcYSoOa_ORccL\OdQ ZZ(g+f g&Z% h%&(g +%&hh Ze(Zg)%&’Z
) 温带落叶阔叶林 ÔYVO\RQO_R\Sonl\LRaYSoOacL\OdQZef)fff&Zh Z&(( ’h&’) f&eZ Zg)+Zg+g&ZZ
( 亚热落叶阔叶林 jklQ\LVSb_R\Sonl\LRaYSoOacL\OdQ Z’%%(’ g&++ h%&+e ++&+% Zff’’eg&’Z
’ 亚热带竹林 jklQ\LVSblRYlkdcL\OdQ ef%h+&+ Z&hg ’g&e) +g&+% (eZf(Z&e+
h 温带落叶灌丛 ÔYVO\RQO_R\SojXk\l f+h)g) g&Z% h%&(g h&’+ h%%%egf&h)
f 亚热落叶灌丛 jklQ\LVSb_R\SodXk\l +%)+he( Z&hf (e&(h f&e’ ff(%fh+&(Z
+% 亚高落叶灌丛 jklVSTkddXk\l ++)h+&h g&(+ ’f&)( f&() +++’(e&g’
++ 草甸草原 pORaLqP\Rdd_RTa +ZZ%)&h g&e% h%&(g ’&Z) hhefZ&%)
+Z 温带草丛 ÔYVO\RQOl\kdXqLLa )+’g’( g&Z’ h%&+) ’&ee ghefZ’’&ee
+g 亚热带草丛 jklQ\LVSbl\kdXqLLa (’’)g% Z&hf ’%&gh h&Ze ))hZhe’&Z+
+e 禾草草甸 rSQQO\UYORaLq gf%gg&+)) g&(+ h%&+) ’&’’ g%gZh’&(+
+) 温带黄土果 ÔYVO\RQO_LOddc\kSQO\ ’)’)&+f g&(+ ’g&e) +%&Ze ’’)(f&f)
+( 暖温落叶果树 ÔYVO\RQOdXRQQO\c\kSQO\ +%Zhe g&(+ ()&++ +%&Z’ +%)(+(&(h
+’ 暖温渭盆地果树 ÔYVO\RQOqOSnVRTc\kSQO\ (g’&)Z g&hf (’&%( +%&)) (’Z)&he
+h 暖温山地果树 ÔYVO\RQObLkTQ\Uc\kSQO\ g))(eh g&e% (Z&f) +%&)+ g’g’h(%&eh
+f 亚热平原果树 s_RSTc\kSQO\ )ffh)e g&%e )+&gh f&e+ )(ee(Z(&+e
Z% 秦巴低山树 tSTlRc\kSQO\ (’%Zh+ Z&hg (e&(h f&(+ (ee+e%%&e+

单位面积单位时间净第一性生产物质量"随植被类型和气候带发生有规律变化#从植被类型来看"亚

热 带 竹 林 122物 质 量 +g&+%QW*XYZ]R,最 大"针 叶 林 物 质 量 f&eu+Z&hQW*XYZ]R,"落 叶 阔 叶 林 f&%u

++&gQW*XYZ]R,"人工果树 f&eu+%&)QW*XYZ]R,"次生灌丛在 h&’uf&(QW*XYZ]R,"次生草被在 ’&Zu

h&’QW*XYZ]R,"122随植被类型的变化规律是$天然林和次生林v人工果树v次生灌丛v次生草被w从

以水热为主的生物气候带来看"亚热带落叶阔叶林高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hgQ"暖温带落叶阔叶林高于

温带落叶阔叶林 %&h)Q"亚热带落 叶 灌 丛 高 于 暖 温 带 落 叶 灌 丛 %&’(Q"暖 温 带 落 叶 灌 丛 高 于 温 带 落 叶 灌 丛

%&egQ"地域变化规律为亚热带v暖温带v高山温带#
每一植被类型净第一性物质生产总量受分布区面积和单位面积122双重因素影响#本文按天然及次

生林!次生灌丛!次生草被!人工果树四大类型统计#其中"天然林和次生林 e)&ex+%(Q!占 )e&hy"次生灌

木林 +h&+x+%(Q!占 Z+&hy"次生草被 f&hx+%(Q!占 ++&fy"人工果树 f&(x+%(Q!占 ++&(y#在天然及次生

林中"以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每年生产有机物 Zg&)x+%(Q!占总产量的 Zh&gyw次生灌丛以亚热带落叶灌

丛 为 主"每 年 生 产 有 机 物 f&fx+%(Q!占 +Z&%yw次 生 草 丛 中 以 亚 热 带 草 丛 为 主"每 年 生 产 )&)hx+%(Q!占

(&’yw人工果树林以亚热带平原果树为主"每年生产 )&(x+%(Q!占 (&hy#
秦巴山区 122的空间分布受垂直地带性规律制约#以秦岭主峰太白山南坡为例"海拔 +%%%Y以下的

汉江谷地"次生人工林净第一性生产力 f&(QW*XYZ]R,w海拔 +%%%u+g%%Y的常绿阔叶林带"净第一性生产

力 ++&+QW*XYZ]R,"高于低山人工林 +&eQW*XYZ]R,w海拔 +g%%uZe%%Y的亚热带针阔混交林"净第一性

生产力 +%&hQW*XYZ]R,w海拔 Ze%%ugZ%%Y的冷杉针叶"净第一性生产力 +%&’QW*XYZ]R,w海拔 gZ%%u

ge%%Y的 高 山 灌 丛"净 第 一 性 生 产 力 f&(QW*XYZ]R,wge%%ug’%%Y的 高 山 草 甸"净 第 一 性 生 产 力 ’&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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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植被第一性生产力垂直变化的总体趋势是+随山地高度增加先增后减+一般在海拔 ,---

.,/--%达到最大值0

1 植被第一性生产价值量计算

秦巴山区植被第一性生产价值量的评估+是在物质量基础上采用能量替代法计算出来的0首先+我们

采用改进的 233模型+计算秦巴山区 &-种植被类型4,,5/块图斑的第一性生产力#物质量)+按分类汇总

和面积加权方法+建立秦巴山区植被第一性生产物质量分类明细账*然后+将陆地植被第一性生产物质量

折算成相当于标准煤的能量值+按煤炭现行的市场价格估测植被第一性生产价值量+为避免过高估计植被

第一性生产价值量+标煤的市场价格取 /6787元"!*最后+为了便于与植被第一性生产物质量进行比较+仿

表 ,建立起秦巴山区植被第一性生产价值量分类明细账#表 &)0
表 9 秦巴山区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价值量核算表

:;<=>9 ?>@ABCD;BEABFGHI@CJC@EJ;=H>FKGCKK>B>L@J>M>@;@CFL@EA>NCLOCLP;QFHL@;CLN

编号

RST
植被类型

UVWV!(!XSY!Z[V

面积

#$%&)
\]V(

233!"
#$%&’()

合标煤

量#!)
Ŝ]_

单位面

积价值

‘YX!a(_bV

总价值#cde)
fS!(_a(_bV

, 寒温高山针叶林 g]XWXhiSYXjV]_V(jjS]Vk! llm6n8/ ,-8l/ l8,n &7658-& ,nl57,75,8,6
& 温带针叶林 fV%[V](!VoSYViSYXjV]_V(jjS]Vk! &-,-5& n8-l m8-5 &-768/l 6,/-nl6/,87n
/ 亚热带针叶林 pbq!]S[XiiSYXjV]_V(jjS]Vk! 7,m/5m ,&85l 58m& /-7l8m& ,7l5n,,,&5877
6 针阔混交林 ŜYXjV]rq]S(h_V(j%XsVh_V(jjS]Vk! &&m/,n ,-855 l8&n &7578-, 757-/7nl&8n,
7 温带落叶阔叶林 fV%[V](!V_(]Xsrq]S(h%XsVhjS]Vk!&6n7nnn8&5 n86& m8/, &&/58ln 7755--5&668-l
m 亚热落叶阔叶林 pbq!]S[Xi_(]Xsrq]S(h%XsVhjS]Vk! &l--ml ,,8,- l86/ &m/m8,6 l,,n/6mn,867
l 亚热带竹林 pbq!]S[Xiq(%qbkjS]Vk! 6n-5,8, ,/8,- 58l5 /,,,8/, ,7&l-m/&-8n&
5 温带落叶灌丛 fV%[V](!V_(]Xsk$b]q n,57/7 58l, 785/ &-m58-, ,5nn7/6nl&8m5
n 亚热落叶灌丛 pbq!]S[Xi_(]Xsk$b]q ,-7,56m n86l m8/6 &&6n8m& &/mm&7,mn685/
,- 亚高落叶灌丛 pbq[XYbkk$b]q ,,75,85 n8m7 m86m &&n,85l &m76/nm58/5
,, 草甸草原 dV(hStW](kk_(Yh ,&&-785 l8&7 685m ,l&-8m7 &,--,n6m8/n
,& 温带草丛 fV%[V](!Vq]bk$tSSh 7,l/lm l866 68nn ,lm5877 n,7--&l/l8n&
,/ 亚热带草丛 pbq!]S[Xiq]bk$tSSh mll7/- 58&6 787& ,n758/7 ,/&m56,77/8-/
,6 禾草草甸 uX!!V]Z%V(hSt /n-//8,77 l8ll 78&, ,56m85l l&-5n-568n,
,7 温带黄土果 fV%[V](!V_SVkkj]bX!V] l7l78,n ,-8&6 m85m &6//87/ ,56/66&,85&
,m 暖温落叶果树 fV%[V](!Vk$(!!V]j]bX!V] ,-&56 ,-8&l m855 &6/n8&- &7-56m5,8/5
,l 暖温渭盆地果树 fV%[V](!VtVXr[(Yj]bX!V] m/l87& ,-877 l8-l &7-m87n ,7n5--,8&m
,5 暖温山地果树 fV%[V](!ViSbY!]Zj]bX!V] /77m65 ,-87, l8-6 &6nl8,m 555,,-ml-8n5
,n 亚热平原果树 v_(XYj]bX!V] 7nn576 n86, m8/, &&/l8-5 ,/6,n,5/5l8-7
&- 秦巴低山树 wXYq(j]bX!V] ml-&5, n8m, m866 &&5/8&- ,7/-/5l7n-8-6

总计 fS!(_ 5l-5nl,8,67 ,nmm-/67-5,8&5

从表 &可看出+整个秦巴山区 58lx,-m$%&陆地植被每年第一性生产折合 7m8nx,-m!标准煤+按每吨

标煤 /7787元计算合 ,nm8mx,-5元+陆地植被 233平均价值量为 &//785元"#$%&’()0
从 各 类 型 第 一 生 产 力 来 看+天 然 及 次 生 林 233合 标 准 煤 m8-5.58l5!"#$%&’()+市 场 价 值 &-76.

/,,,元"#$%&’()+平均 &/5l元"#$%&’()*人 工 果 树 林 233合 标 准 煤 m8/.l8,!"#$%&’()+市 场 价 值

&&/l.&6nn元"#$%&’()+平均 &//785元"#$%&’()*次生灌丛 233合标准煤 785.m87!"#$%&’()+市场

价 值 &-m5.&&6n元"#$%&’()+平 均 &,m78l元"#$%&’()*次 生 草 丛 233合 标 准 煤 685.787!"#$%&’

()+市场价值 ,l&-.,n75元"#$%&’()+平均 ,5l/8l元"#$%&’()+植被第一性生产价值量与物质量具有

较好对应关系0
从各类植被第一性生产总价值量来看+天然及次生林 ,-l8mx,-5元4占总价值量的 768ly+其 中+温

带落叶阔叶林 778nx,-5元4占 &586y*次生灌丛 6&8nx,-5元4占总价值量 &,85y+其中+亚 热 带 落 叶 灌

丛 &/8lx,-5元4占 ,&8-y*人工果树林 &&8lx,-5元4占总价值量的 ,,87ly+其中+亚热带果树 ,/86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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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元!占 "#$%&次生草丛 ’(#)*+,$元!占总价值量的 ++#$%-其中-亚热带草丛 +(#’*+,$元!占 "#.%/

0 结果讨论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生态服务的永续支持/因此-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

济研究-不仅要着眼于生态系统各种生态公益物质量的测定与评价-而且还需转向生态服务价值量的评估

与核算-只有如此-才能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现物质量和价值量的双重核算/同时-
从社会实践来看价值量的测定与核算更为重要-它对于准确认识植被的生态功能!提高保护生物圈意识更

为直观/通过对陕西段秦巴山区植被第一性生产物质量及价值量的测定与评价-本文初步清查了秦巴山区

陆地植被第一性生产物质量 和 价 值 量-即 整 个 秦 巴 山 区 $#.*+,"12’的 陆 地 植 被-每 年 利 用 34’和 5’4
固定太阳能-可生产 $’#$*+,"6生物产品!相当于 7"#8*+,"6标准煤-创造 +8"#"*+,$元的生态服务-相

当于本区国内生产总值的 $#,%-这是陆地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恩赐-是区域社会经济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

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在传统的观念上-人们倾向于认为农作物和果树林是有直接的经济价值-而天然及次生森林!灌丛和

草被没有多大直接经济价值/从本文以能量比市场价格法计算-整个陕西段秦巴山区天然及次生林!灌丛

和草被却有着十分巨大的经济价值/从面积结构来看-天然及次生林 )7,#"$万 12’!占 7+#.%-次生灌丛

+8$#’万 12’!占 ’+#$%-次生草被 +’)#"万 12’!占 +)#(%&从 第 一 性 生 产 物 质 量 来 看-天 然 林 和 次 生 林

)7#)*+,"6!占 7)#$%-次生灌木林 +$#+*+,"6!占 ’+#$%-次生草被 8#$*+,"6!占 ++#8%&从 第 一 性 生 产

价 值 量 来 看-天 然 及 次 生 林 +,.#"*+,$元!占 总 价 值 量 的 7)#.%-次 生 灌 丛 )’#8*+,$元!占 总 价 值 量

’+#$%-次生草丛 ’(#)*+,$元!占总价值量的 ++#$%/如果忽视占绝对面积!绝对比重物质生产和在价值

量构成中占如此比重的森林!灌丛和草被-既不利于充分利用本区生物资源-又不利于实现本区的可持续

发展/
陕西段秦巴山区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贫困地区-农!林!牧!特等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绝对

比重/虽然-本文价值量的估计是十分概念化和保守的-没有将第一性生产中的农作物生产以农产品市场

价格计量-没有将第一性生产中的生漆!茶叶!药材生产以特种产品价格计算-仅以第一性生产能量比市场

价格法进行概念化估算-但仍可发现本区陆地植被第一性生产在大农业中占有相当比重/与 ’,,,年的农

业生产相比较-植被第一性生产价值量占农业生产总值 (.#,7%&与林业生产相比较-第一性生产价值量

为 林 业 生 产 总 值 的 (#’8倍&与 畜 牧 业 生 产 相 比 较-植 被 第 一 性 生 产 价 值 量 为 当 年 畜 牧 生 产 总 值 的 +#("
倍&与林特产相比较-植被第一性生产价值为特产总值的 (.#87倍/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植被生物量的理论价值/由于中国植被生长和覆盖的差异-还存在

一些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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