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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白落叶松人工林长期生产力维持的研究》针对长白落叶松(Larix olgensis Henry)人工林经营中存在
地力衰退或潜在地力衰退的问题，依照森林生态系统经营管理(forestry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ssessment，FORECAST)模型运行所需要的参数，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孟家岗林场不同立地条件、不
同林龄的落叶松人工林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人工林各组分的单木生物量、林分生物量、凋落
物储量、细根生物量、各类凋落物的分解速率、林冠下的光照强度以及针叶的光合作用对光环境的响
应等方面的调查，同时利用现有落叶松人工林生态系统的养分输入、输出数据资料，对FORECAST模
型的相关参数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实现FORECAST模型对落叶松人工林生态系统功能过程的模拟，
由此对人工林几种经营措施(如轮伐期、林地枯落物的管理、采伐剩余物的处理和施肥措施)的结果进
行评价，提出了维持长白落叶松人工林长期生产力的经营措施。 
《长白落叶松人工林长期生产力维持的研究》可供从事林业、生态建设以及生态恢复的科研、教学、
工程技术人员和相关专业大专院校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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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引言　　1.1　人工林经营与地力衰退　　17世纪工业革命后，木材成为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
料。由于天然林经过人类的毁林开垦和肆意砍伐，其提供的木材越来越少，不能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
。为了不断供给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木材，发展人工林成为必要。人工林的发展经历了一般人工林和速
生丰产林，现已进人工业用材林阶段。工业用材林，又称工业人工林，是指专门为某一工业部门提供
原料而定向培育的速生丰产林，如巴西轮伐期为7～18年的桉树纸浆林，美国轮伐期为4年的白杨能源
林等。工业人工林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短轮伐期。国外一般把轮伐期为1～5年者称为超短轮伐期，轮伐
期为5～15年者称为中短轮伐期，轮伐期为15～30年者称为短轮伐期（崔国发，1995）。　　随着我国
森林可采资源的急剧减少，木材需求量的迅速增加，专家们认为，发展工业人工林，建设木材培育基
地是扭转我国森林资源危机的有效途径（洪菊生和侯元兆，1990），并建议按短周期定向培育工业人
工林的特点经营培育以生产木材为目的的人工林，提出落叶松纸浆林轮伐期为18～21年，建筑林轮伐
期为16～32年，大大缩短了落叶松人工林培育周期（40年）（洪菊生和侯元兆，1990）。我国由于一
味追求速生丰产，走西方石油农业的生产模式，忽视和违背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出现了人工林树种
单一、群落结构简单、生物多样性低、稳定性差、病虫害严重和人工林地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陈立
新，2003），尤其是对杉木、落叶松等人工林不合理的经营，已引起潜在的地力衰退。　　关于人工
林连栽后的生长及林地的养分状况，国内外都比较重视，研究得也较多，所得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两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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