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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 森林生态系统是维持生物圈
、

地圈动态平衡的重要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

森林的养分循环和水

分循环参与整个地球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

在全球物质循环代谢方面起重要作用
。

世界森林面

积 日益缩小
,

造成自然灾害不断加剧
,

严重地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

本项目将推

动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

加人世界森林生态网络研究
,

全面正确地估价我国各

类森林的生态功能
,

开展站际合作
,

协调观测内容
、

方法和手段
,

建立长期监测网络
.

进行大尺度
、

高

层次的系统综合分析
,

对陆地生态平衡
、

生态环境变化等世界重大理论课题和宏观指导人类社会实

践有重大意义
,

而且对我国森林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

充分发挥其多种效益
,

决策林业的发展方向及目

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

本项 目在批准后的四个月内
,

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办法
,

严格按照技术路线的要求
,

已完成各站点

观测研究规范化和数据库与自动观测系统设计的任务
,

为今后的协调深人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

项 目的意 义

森林生态系统是维持生物圈
、

地圈动态平衡的重要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

地球森林覆盖面

积占地球陆地的 1 / 3
,

森林的生物总量约为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 90 %
,

森林每年生产的有机

物
,

约占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 70 %
,

它是固定太阳能进行光合生产的最大的第一性生产者群

体
,

森林对太阳辐射的吸收
、

分配
、

利用和转化过程直接影响到地球的能量收支
、

能量转换及有

机库的格局
,

而且直接影响大气中的 C 0 2 ,

O : 和水汽的动态平衡
。

森林的养分循环
、

水分循环

参与整个地球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

在全球物质循环代谢方面起重要作用
。

另外
,

森林的

生产力和经营水平也直接关系到全球人类的社会生活
。

随着人口 的急剧增长和经济的迅速发

展
,

森林资源相对短缺
,

加之不合理的利用 (毁林开荒
,

乱砍滥伐
,

无节制樵采等 )
,

使森林面积

日益缩小
,

甚至造成自然灾害不断地加剧 (水旱灾害频繁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地贫痔化
,

动植物

种群消减等 )
,

严重地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的经济发展
。

为 了解人类生存环境中各类森林生态系统的作用
,

并加以调控
,

以利于人类更好的生存
,

有必要对各自然气候带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基本特征
,

动态变化规律和参与地圈
、

生

物圈平衡的过程进行长期的定位观测研究
。

森林生态站是开展野外定位观测研究的基地
,

目

前
,

各种类型的森林生态站
,

已遍布全世界各个地区
。

如英
、

美
、

法
、

德
、

瑞士
、

瑞典
、

芬兰
、

比利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七五
”

期间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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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和苏联等国都具有历史悠久
、

技术先进的森林生态站
。

它们正在进行多学科
、

长期定位实验

研究
,

并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
。

我国在 70 年代后期
,

也开始陆续建立了从寒带至热带的各类型的森林生态站
,

所研究的

各类型森林生态系统分布在不同纬度和海拔高度
,

而且还受到季风
、

内陆干旱
、

半干旱
、

丘陵
、

平原以及高原隆地等 自然景观环境因素的影响
,

这为研究森林生态系统随自然地理条件变化

的规律提供了最理想的场所
。

分布在全国的各森林生态站已经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定位观测研

究工作
,

也积累了各方面的本底资料
,

而且定位研究工作的研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

研究内容

也在不断深人和扩展
,

逐步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

随着现代科学理论— 控制论
、

信息论
、

系统论
、

协同论
、

和耗散结构理论的不断发展
,

以

及电子计算机和现代实验科学技术的广泛 1990 应用
,

为生态系统的定位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

论和研究手段
。

从国内外的发展趋势看
,

森林生态系统的定位研究从定性描述向全面定量化 (数量化和模

型化 )发展
,

从生态系统的孤立静态过程研究发展到系统综合
、

动态变化过程的研究 ;从各别定

位站点纵向研究发展到地区性
、

区域性
、

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网络横向研究
,

并且逐步实现森

林生态信息采集系统的自动化
、

标准化
、

规范化 以及建造森林生态统一的数据库
,

这标志着森

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已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为推动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深人发展
,

并且加人世界森林生态网络

研究的行列
,

全面正确的估价各类型森林生态系统在地圈和生物圈动态平衡中的作用和地位
,

以

及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生态系统的反馈调节作用及其途径
,

必需开展广泛的全国

范围内的站际合作
,

协调观测内容
、

方法和手段
,

布置长期的监测网络
,

建立网络中心和统一的数

据库
,

进行大尺度
、

高层次的系统综合分析
。

这正是现代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的发展方向
。

为实现上述宏伟目标
,

并考虑到我们已有能力有条件开展全国性的森林生态站联网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1990 年 9 月批准该项研究列为重大项 目
,

并得到林业部
、

中国科

学院及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支持
。

开展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规律及监测网络

的重大项目研究
,

标志着我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将进人一个新的发展时间
,

必将加速实现

我国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的网络化和现代化建设
,

对完善和最终实现
“

地球系统
”

的网络研究做

出贡献
。

本项目研究成果不仅具有把各区域各类型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规律的成果上升

为全国性规律研究的特点
,

而且由于我国所覆盖的森林类型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因而又具有国

际性研究的重要性
,

即可参加世界范围内生态网络研究
,

藉以探讨森林生态系统对我国以及世

界范围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与作用 ;此外对全面指导我国各类森林生

态系统的管理与建设
,

提高森林生产力
,

改善生态环境
,

以及丰富生态学和林学等基础理论
,

均

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二
、

研 究 内 容

“

我国森林生态系
_

统结构与功能规律及其监测网络的研究
”

项 目是以分布在我国各 自然地

理区的十余个森林生态定位站为依托而进行的联网研究
,

在各生态站研究基础上加以补充和

整理
,

并进行大尺度和高层次的综合分析
。

本项 目的特点是 : ( l) 由个别生态系统类型的研究上升为地区
、

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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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研究 ; (2) 打破部门
、

地区和系统间的限制
,

建立全国性的联网研究 ; (3) 在已有研究基础之

上补充和在整体上进行高层次分析
,

是一项投资少
、

收效快和成果大的科研形式
。

研究内容有 :

1
.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规律

( l)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及其特性与三维 (经度
、

纬度
、

海拔高度 ) 自然地理要素

的规律分析— 如系统的分布及其组成
、

结构等特征的形成与自然地理
、

生物气候
、

土壤
、

植物

区系等关系的规律性等等
。

(2)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特征的比较研究— 包括组成
、

时空结构
、

时间序列
、

水量平衡
、

物质循环
、

能量转化利用
、

生物生产力
、

自组织与自稳能力的比较分析
。

( 3)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对环境的影响和在自然平衡中的作用
,

从各类森林生态系统与系

统外的物质能量交换来探讨该系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

以及这些影响对人类和生物生活环境

作用的评估
。

(4 ) 人为活动对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
、

功能及其多样性
、

稳定性的影响及调控作用
,

重

点探讨人为活动对系统的功能
、

抗干扰阑值
、

反馈调节途径
、

系统的复原
、

演替过程的关系
,

以

及人工调控手段
。

2
.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观测网络的建立及数据采集系统的研制

( 5) 研制一套我国森林生态系统自动采集系统
,

完成全部硬件
、

软件的研制并可靠运行
。

( 6) 初步建立我国森林生态系统观测网络及网络中心和我国第一个森林生态系统数据

库
。

三
、

技术路线和组织管理

参加本项 目的单位有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所属林业研究所
、

热带林业研究所
、

资源信息研

究所
,

中国科学院所属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

植物研究所
、

华南植物研究所
、

昆明生态研究所
,

东

北林业大学
,

北京林业大学
,

南京林业大学
,

西北林学院
,

中南林学院
,

内蒙古林学院
,

四川林业

科学研究院
,

浙江林业科学研究所
,

甘肃张掖水源林研究所等 10 余个单位的 巧 个分布在我国

各个 自然地理带的站点
,

除秦岭和祁连山的站点以外
,

这些站点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
,

站点所

在地代表不同气候带的不同森林类型
,

以便揭示它们的结构
、

功能
、

生物量
、

生产力
,

生态系统

形成过程
、

物质循环
、

能量流动
,

以及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影响和森林生态系统的反馈作用与调

节控制原理
。

参加网络的主要站点的名称和地理位置如下 :

生态站名称 地理位置

北纬 东经

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生态定位站 18
“

23
`

一 52
`

108
“

46
`

一 10 9
“

02
`

云南哀牢山森林生态站 2 4
“

3 2
`

10 1
“

0 1
`

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站 24
“

38
’

1 12
“

3 5
`

湖南会同森林生态定位站 2 6
“

50
`

109
“

4 5
`

江西大岗山森林生态站 2 7
0

30
`

一5 0
`

1 14
“

30
`

浙江杭州午潮山亚热带森林生态站 33
“

41
’

120
“

oo
`

川西米亚罗亚高山森林生态站 31
“

43
’

103
“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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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下蜀森林生态站

陕西秦岭火地塘森林生态站

甘肃祁连山水源林生态站

华北人工林实验站

北京森林定位站

黑龙江帽儿山老爷岭森林生态站

黑龙江凉水自然保护区生态站

内蒙古根河森林生态站

科 学 基 金

3 1
“

59
`

3 4
“

00
/

38
“

2 7
,

4 1
“

4 4
产

39
“

50
/

4 5
“

2 0
/

一 25

4 7
“

10
,

50
“

4 0
/

199 1年

一 3 4

为了有效地组织好这一较为庞大复杂的项 目
,

我们是在拟定的研究大纲和数据技术处理

的统一要求之下
,

协调观测内容和方法
,

在补充调查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
,

从不同层次
、

类型和

功能方面进行森林生态系统的模型研究和理论分析
,

并建立网络中心和数据库
,

以形成不同层

次的研究成果
。

本项 目的基本技术过程详见图 l
。

计算机系统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E D L S 森林生态数据采集系统统水水
、

物
、

能三级基本模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价价价价 类 型 二 级 综 合 模 型型型 微 机 控 制 中 心心
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据 分 析 中 心心地地地地 区 的 一 级 综 合 模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全全全全 国 综 合 模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数数数数数数数 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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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的结构和管理上
,

我们采用 了 4 级管理 (图 2)
,

成立项目领导小组
,

课题及二级子

课题都由课题负责人负责
,

由课题与子课题订立合同
,

每年年终检查研究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

项 目领导小组不定期出版《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网络通讯》 (中
、

英文两种版本 )
,

为项目管理

和国内外交流服务
,

为项目提供多方面的科技情报信息
,

网络研究进展和动态
,

网络建设中的

新观点
、

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应用
,

研究经验和成果介绍
,

报道国内外与生态网络研究有关的学

术活动等等
。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规律及监测网络的研究

项目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

功能规律的研究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监测网络

及数据库的研制
题课

我国森林生态信息自动集采系统研的制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网络及数据库的建立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地理分规布律

森林带热生统结态系构功能

亚热带森林生统态系结构功能暖温带森林生态统结系构功能

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

寒温带森林生系统态结构功与能

子题课

二级子课题
< 各站点不

同类型 >

图 2

本项目自批准实施至 199 0 年底的四个月内
,

已经完成站点观察研究基本要求规范和数据

库结构
,

完成森林生态数据观测系统的设计等工作
,

为 1991 年项 目的全面展开和具体实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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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重要的基础
,

并在 1990 年 H 月以中英文版本出版了《通信》创刊号
。

P R O J E C T O F
“

S T U D IE S O N S T R U C T U R E A N D F U N C T I O N S O F

F O R E S T E C O S Y S T E M S A N D M O N I T O R IN G N E T W O R K I N C H IN A
”

IN IM P L EM E N T A T I O N

J i a n g Y o u x u

(hT
e C h in e s 。 A c a

de 用少 of OF
r es t即 )

A b s tr a C t

F o r e s t e e o s y s t e m 15 n o t o n ly a n im P o r t a n t v e g e t a ti o n t y P e o f t h e t e r r e s tir a l e e o s y s t e m s i n

m a i n t a i n i n g t h e d y n a m i e b a l a n c e o f b i o s P h e r e a n d g e o s Ph e r e ,

b u t a l s o P la y s a n im P o r t a n t r o l e i n

b i o g e o e h a m i e a l e y e l e a t g l o b l e le v e l
.

C a u s i n g b y r a P i d l y d e e r e a s i n g fo r e s t e o v e r i n t h e w o r ld
,

n a t
-

u r a l d i s a s t e r s a ir e a d y s e r i o u s ly a

ffe
c t e d t h e d e v e l o Pm e n t o f s o c i a l e e o n o m y a n d t h e im P r o v e m e n t

o f t h e l i v i n g一 e n v i r o n m e n t o f h u m a n b e i n g
.

F o r t h e s a k e o f P r o m o ti n g t h e fu r t h e r d e v e lo Pm e n t o f

fo
r e s t e c o s y s t e m r e s e a r e h i n d e P t h a n d e x et n t a n d j

o i n i n g th e i n et r n a t i o n a l e e o lo g ie a l r e s e a r e h

n e
wt

o r k
, e s t im a t i n g s t r a e t u er s a n d fu

n e t i o n s o f v i r i o u s fo r e s t e e o s y s t e m s i n C h i n a ,

t h i s P r
oj

e e t

15 j
u s t l a u n e h i n g a l o n g t emr

e o o P e r a it v e r e s e a r e h b y c o o r d i n a t i n g e o n t e n t s
,

m e t h o d s a n d m e a n s o f

o b s e r v a t i o n t o s e t u P a n e t w o r k e e n t r e
,
a n d u n i if e d d a t a b a s e , a n d e v e n t o c o n d u e t e o m P r e h e n s iv e

s y s t e m a n a ly s i s o n a b i g s e a le a n d a h i gh le v e l
.

I t w i l l b e v e r y u s e fu l t o t h e d e v e lo Pm e n t o f t h e 519
-

n i if e a n t t h e o r i e s o f t h e t e r er s t r i a l e e o s y s t e m b a la n e e a n d e c o 一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a l t e r a t i o n
, a n d t h e

s o e i a l a c t i v i t i e s o f m a n k i n d a s t h e P o li c y

—
m a k i n g fo

r fo er s t r y i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d i r e e t i o n s a n d

t a r g e t s
·

T h e s t a n d a r d i z a t i o n o f e e o l o g ic a l o b s e r v a t i o n s a n d d a t a b a s e fo r a ll s t a t i o n s a n d d e s i g n a t i o n

o f a u t o m a t i e i n fo mr
a t i o n c o l l e c ti n g s y s et m h a v e b e e n e o m P l e t e d s e i e n e e th e P r

oj e e t w a s a PP r o v e d

4 m o n t h s a g o i n 19 9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