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研究专栏

导读

天然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结构最复杂、生态功能最强大的陆地生态系统，是维持陆地生态系统平衡与

稳定的主体，也是森林资源的精华［１］。 根据世界粮农组织（ＦＡＯ）《２０２０ 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天然林面

积占全球森林面积的 ９３％，达到 ３７．５ 亿 ｈｍ２ ［２］。 虽然中国天然林面积占全国森林面积的 ６４％，但天然林蓄积

量占全国森林蓄积量的比例超过了 ８０％［３］。 天然林提供了丰富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保障了国

家生态安全和木材的战略储备，因此，保护和修复天然林生态系统对提升我国森林质量、构建国土安全屏障、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至关重要。 但是，面对天然林这一十分复杂的生态系统，我们犹如在浩瀚无垠的大

自然实验室中探索，对其认知和了解至今仍然很有限。 为此，迫切需要通过探究天然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的密钥，为我国天然林保护修复、人工林可持续经营提供更好的自然化实现路径和优化实践方案。
为更好地保护天然林资源，恢复天然林生态系统，党中央、国务院于 １９９８ 年做出了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

工程（以下简称“天保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 天保工程于 ２０００ 年正式实施，至 ２０２０ 年先后总投资 ４０００ 多

亿元［４］。 天保工程的启动实施，是中国林业从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的历史性标志。 ２０１９
年国务院颁布了《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对天然林演替规律和保护修复科技支撑、天保工程实施情况评

估、天然林保护修复中长期规划编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５］，将天然林保护从周期性、区域性的工程措施

逐步转向长期性、全面性的公益性事业。
本专栏集合了国内天然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最新研究进展，涵盖内容丰富，既包含了整个天保工程评

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也包括了从局域尺度到全国尺度上的天然林资源动态变化评估。 通过具体案例研

究，从多方面、多角度展示了天然林保护修复的科学原理和技术。 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天然林

自然演替规律、天然林的生态价值、天保工程的实施效果，对指导天然林保护修复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刘世荣

等［６］基于空间信息技术、样地调查、生态站观测、比较分析等手段，构建了适用于天保工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与评估方法，涵盖了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社会经济效益、生态修复措施和政策设计 ５ 个方面，对开展全国性

的天保工程评估提供借鉴和参考。 庞勇等［７］基于 ３０ ｍ 空间分辨率的遥感数据分析了全国天保工程区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间的森林覆盖变化情况，展现了工程区的森林覆盖度总体呈恢复性增长趋势，其中长江上游地区

森林增长量最高，占工程区森林增长总面积的 ５０．９７％。 张逸如等［８］利用天保工程区 ６—９ 次森林资源连续清

查数据，分析了天保工程区内的森林碳汇分布和时空变化，天保工程区碳汇对全国森林植被总碳汇量的贡献

由 ８ 次连清的 ５３．７８％上升到 ９ 次的 ６７．４６％，其中四川省的碳储量在各期占比相对较大，超过工程区总量的

２０％。 郎燕等［９］分析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川滇⁃黄土高原、南方丘陵带水土流失的时空分布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预测了未来气候变化和土地覆盖变化情景下 ２０５０ 年水土流失的变化趋势，并建议提高草地在土地覆盖类型

的占比和加强坡耕地整治等措施以缓解土壤侵蚀，减少大面积造林的耗水量。 专栏还报道了天保工程典型区

域的天然林次生林恢复。 陈科屹等［１０］分析了长白山林区典型天然次生林的建群种种群结构及动态特征，建
议该地区天然林保护修复需要严格保护臭冷杉（Ａｂｉｅｓ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和红松（Ｐｉｎｕｓ 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种群的生境，适度

开展疏伐措施；改善鱼鳞云杉（Ｐｉｃｅａ ｊｅｚｏ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ｍｉｃｒｏｓｐｅｒｍａ）和蒙古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种群空间格局，及
时实施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加速森林群落进展演替。 潘君等［１１］ 对帽儿山 ３ 个温带阔叶树种根系进行了长期

分解速率研究，进一步理清了根系长期分解速率随直径变化模式的认识。 兰洁等［１２］ 研究了吉林省天然阔叶

混交林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及驱动因素，发现林分密度是最重要的驱动因子，结果对理解天然阔叶混交林的多

功能形成及经营调控有一定的意义。 潘英杰等［１３］分析了黄土高原天然次生林植被演替过程中土壤团聚体有

机碳动态变化，认为长期植被演替有助于提高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和团聚体有机碳累积。 许小明等［１４］ 研究了

黄土高原北洛河流域主要林地枯落物特征及水分吸持效应，通过对比分析山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刺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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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和沙棘（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３ 种人工林分以及乔木初期（白桦（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中期（辽东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ｉｃ）⁃油松（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混交林）、亚顶级（油松（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和
顶级（辽东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ｉｃａ））４ 个次生演替阶段林分枯落物盖度、厚度和持水能力，发现流域内次生演

替林分水分吸持能力和拦蓄作用总体上优于人工林分，建议在黄土高原造林及林地抚育管理过程中重视混交

林的建设和保护。 王轶浩等［１５］研究了重庆酸雨区马尾松纯林改造对土壤酸化特征及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
发现改造能改变土壤酸化环境，且改造为香樟林或其混交林的改善效果总体好于木荷林或其混交林。 何中声

等［１６］研究了戴云山南坡不同海拔森林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的季节动态，分析了随海拔和季节变化土壤理

化性质和养分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多样性的影响。 郭鸿蓉等［１７］研究了中亚热带次生林和人工林凋

落枝水溶性碳氮磷动态特征，发现亚热带次生林比人工林的凋落枝物质循环过程具有更为高效，在未来气候

变暖背景下亚热带森林由凋落枝归还给土壤的养分可能降低。 丁易等［１８］研究了抚育间伐的修复措施对海南

热带低地雨林次生林地上生物量恢复的影响，发现热带次生林经过抚育处理后，其地上生物量的绝对增长量

显著提高了 ５８．７４％，相对增长率显著提高了 ６７．９３％，抚育强度在（１０±２．５）％时地上生物量的增长量最高。
为满足天然林保护修复工程的国家战略需要，《生态学报》将长期开设本专栏，以充分展示天保工程评

价、天然林生态系统演替、固碳增汇能力、土壤生态过程等天保工程全方位的最新科研成果和重要应用实践，
供相关决策者、管理者和研究者关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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