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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森林生态学建模与仿真的基本概念、数学理论、量纲
分析、模拟程序和语言，以及建模的基本原则和理论，从多个方面对森林生
态学模型进行了分类，选择当前较为著名的各类模型进行剖析，评述了各类
模型的建模理论、方法、应用范围及存在的问题；对林隙模型进行了改进，并
应用于红松林结构和动态过程的模拟；最后综述了现代森林生态学建模研究
的概况和发展趋势。
本书可供从事森林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和森林经营学的研究人员阅读，
亦可作为林业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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