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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项研完以 S POT 卫星标准假彩 色合成影像和 N O A A 一A V H R R 影像为主要信息

源
,

采用影像的 目视钊读和局部地 区计算机图像增强处理的方法
,
配合地形和气象

资料时 1 9 8 7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2 日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林火行 为进行 了研 完
。

在 sP o T 影像 ,.J 读句绘的叁础上
,

采用分层抽样技术并配合适童地面样地资杆
,

衬

阿穆尔林业局森林 火灾面 积
、

强度及立木蓄积损 失情况进行 了估 计
。

结果表明
,

应

用S PO T 和N O A A 卫星资料研究森林火 灾过程
、

林 火行 为和 火 灾损 失话 计
,

可快速
、

经济地获得所需信
.

息并完全达到要求的精度
。

关健饲
:

遥感, 林火行为 , 森林调查 , 蓄积量估测

1 9 8 7年 5 月 6 日发生在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北部的特大森林火灾
,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

法

国政府特向我国赠送了 sPor 卫星的大兴安岭火区假彩色合成图象及多光谱图象数据
,

作为

对救灾工作的实物支援
。

我们应用这一资料对这次特大 森林火灾中的一些火行为进 行 了 分

析
,

以期在卫星图象林火行为研究方面做些探索
。

同时编制了阿穆尔林业局的火灾等级分布

图
,

并结合部分地面调查资料
,

对阿穆尔局过火区蓄积损失进行了估测
。

探讨了 s Por 卫星

资料在大面积森林火灾立木蓄积损失估计方面的应用潜力
。

为 sPor 卫星图象的评价提供了

参考数据
。

一
、

研究区概况

阿穆尔林业局地处大兴安岭北坡
,

阿穆尔河上游
,

西接图强林业局
,

南与呼中林业局毗

连
,

东邻塔河林业局
,

北至黑龙江边
。

全局地势较平缓
,

坡度多在1 5
。

一1 7
。

以 下
,

海 拔5 00

本文于 1 9 8 8年 5 月 2 日收到
,
已经综合改编

。

.

中国林 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李志清
、

赵黎明
、

刘闽
、

白素华及 内旅林劫设计 院周广德
、

张朝助
、

刘曾和
、

朱宝 坤
、

金海顺
、

陈玉 山
、

王 淑彬
、

翁利华同志参加 了部分工作
。

黑龙江第二森调大队随文拓
、

宋秀梅参加了制图工作
,

资

薄信息所成献平同志在图象到断及有关制图方面给予了招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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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30 O m
。

气候属寒温带季风区
,

冬季漫长且少雪
,

3 一 5 月和 9 一n 月气候干旱
、

风大
,

是森林火灾最易发生的季节
。

该区也是雷击火主要发生区
。

全局总面积56 万ha
,

有林地面积

占70 %
,

一 ‘

总蓄积4 5 0 0万 m
3 ,

天然林占80 %
。

国铁由东向西从企业中部穿过
,

形成南 北两片

森林资源基地
。

这次特大火灾过火范围位于北纬 5 2
“

3 7 ’

一 5 3
“

3 3
’ 、

东经 1 2 2
0

5 6 ’

一2 2 4
0

0 5 ‘的地区
。

二
、

资 料

本次研究主要资料为法国1 9 8 6 年 2 月发射的 SPO T 卫星于 1 9 8 7 年 5 月30 日收集的四幅

(景)数据图象及相应的假彩色合成片
,

它们覆盖了阿穆尔局的绝大部分
。

地面资料采用了内蒙林勘设计院1 98 了年 6 一 9 月在阿穆尔局布设的部分抽样样地
。

此外还有中央气象局自1 9 8了年 5 月 6 日至24 日通过N o A A 卫星收到的54 张火区影象和此

间几个天气过程的资料
。

三
、

火行为研究的方法与结果

林火行 为即指森林可燃物点燃的方式
,

林火发展动态
,

蔓延速度及其它现象
。

我们运用

空间分辨率较高的sP o T 卫星资料及时 间分辨率较好的 N O A A 卫星资料
,

辅以相应天气过程

的气象数据进行关联分析
,

探讨了气象
、

植被
、

地形诸 因子对林火行为
、

火灾流程的影响
。

研究中应用的 sP oT 卫星多光谱假彩色合成片可以解译如下
:

林地及其它植被表现为红

色
,

色调随林子的疏密和植被类型不同而变化
。

火烧迹地表现为黑红混合区域
,

红黑 成份随

森林燃烧损失的程度而变化
,

损失越大
,

色调越黑
,

红色成份越少
。

反之
,

损失越小
,

红色

成份越大
,

表现为红黑色
。

河流湖泊中的水体为黑色
,

河漫滩
、

裸露的石砾 呈 灰 白 色
,

公

路
、

铁路为白色线状
,

村镇为白色规则块状区域
。

积云为浓白色
,

云影为相应的浓黑区
,

未

扑灭的残余林火产生的浓烟表现为一片雾状白色区
,

无地影
。

(一 ) 林火行为与气象条件

从 5 月 7 日23 时的N O A A卫星图象上可以看到大火爆发过程中古莲
、

河湾
、

盘古三处火

场的全貌
:

火头在锋后强西北风的作用下
,

迅猛发展
,

形成了三条规模巨大的火流带
,

火区

上空的烟雾顺风绵延数百公里
,

大规模火灾 〔’1相应的一些特征也出现了
。

在持续了28 d 的火灾

期间
,

曾有七次天气系统过境
。

除了 5 月 24 一26
、

6 月 1 日这两次
,

其它过程都是无雨
、

风

场多变的形势
。

每一次过程都伴随着四级以上大风
,

使火场得以蔓延
,

并促成燃烧小高潮
,

造成了火流带以外的重度损失区
。

在sP OT 图象上阿穆尔林业局范围内随意开了一个窗口 (为简便
,

只对其第三通道图象做

了假彩色放大处理)
,

即可对燃烧区的一些形状做出解释
。

此图象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林木损失

程度
,

重度损失区的走向与当时大风的风向完全一致
,

地面风向不定处
,

燃烧 区 呈 扇 形
。

5 月2 4一26 日的降雨抑制了大火的蔓延
,

而 6 月 1 日开始的降雨宣告了火灾的结束
。

由此可见
,

气象条件在森林火灾的发生
、

发展
、

消亡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而在

温度
、

湿度
、

气压
、

风向
、

风速
、

降水诸因子中
,
风速

、

降水对森林火家发展过程的影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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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
。

(二 ) 林火行为与地衰植被

大兴安岭地 区主要植被属高纬度寒温带针叶林
,

其特征之一即林地内枯枝落叶层丰厚
,

且许多中幼龄林抚育场地散落着大量的枝 丫堆
,

增加了林内易燃物
,

长期的干旱
、

高温
,

使

森林地带的大量可燃物变得易燃
,

这是产生高强度大火的客观原因
。

一般来讲
,

林火燃烧强度不但与林地可燃物状况
、

分布
、

数量
、

配置有关
,

而且与森林

组成
、

郁闭度
、

林龄
、

层次结构等紧密相连
。

将灾区地面森林调查资料与灾后 s P OT 图象复

合
,

我们制作了阿穆尔林业局火灾分布图
,

发现
:

在特殊气象条件
、

高强度大规模火灾发生

的情况下
,

各类林地 (各种森林组成
、

郁闭度
、

各种林龄 )的损失几乎一样惨重
。

其原因
:

一

是高强度火给予所经过区域内的可燃物大量的活化能使其尽可能参与燃烧而烧死许多树木 ,

二是高强度火产生的大量热能烤死了许多树木
。

在高强度火以外区域
,

植被状况与火强度的

关系
,

由灾后调查可知
:

成过熟林的存活率大于中幼林
,

即成过熟林抗火性比中幼林好
。

(三 ) 地形条件与林火行 为

地形影响植物分布与形态
,

它对林火的传播速度与强度起重要作用
。

一般来讲
,

地形条

件的不同
,

林火对树木的危害也是不同的
。

将地形图
、

地面森调 资料
、

sPor 图象等复合成图
,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
超强度大规模

火灾出现的情况下
,

林木受损害的程度几乎不受地形差异的影响
,

林木几乎全被烧死
。

这由

火灾的性质所决定
,

原因如前述
。

但地形对火传播速度的影响仍可观察到
:
高强度火区的界

线一般都在下坡或开始下坡(山顶 )处
,

这应验了
“

上 山火快
,

下山火慢
”

的道理
。

原因之一是

此时高强度大火所需的风速降低了
,

二是火下坡时
,

火头产生的热量不易加热前方的可燃物

使其迅速参与燃烧
。

林木受到的损害相应减少
。

从 S PO T 图象上还可 以看到
,

水系及公路两旁的林木损失相对较轻
,

这是因水系周围湿

度大土壤潮湿
,

树木含水量大而不易燃烧
,

公路两旁人类活动频繁使树木生长受到影响
,

可

燃物相对较少
。

故河流公路起了阻隔火的作用
。

在低强度火区
,

地形条件对林火的影响与以

往的规律保持一致
,

这在火烧迹地的调查中得到了验证
。

四
、

火灾流程分析

这四景 s p oT 卫星假彩色合成图象覆盖了几乎整个东部火场及西部火场大部
,

图象清晰

地记载了所含区域内的受灾情况及火灾流程
,

下面将其结合 N O A A 卫星图象分析一 下 火 灾

过程
。

我们认为
,

风和降水是影响森林火灾的关键因素
,

其大小直接影响着林火的发生
、

发展

和消亡
。

根据
“

五
·

六
”

特大森林火灾整个过程中风和降水的变化
,

可将其分为四大阶段
: 即

初始期
、

爆发期
、

持续期
、

消亡期
。

(一 ) 初始期

初始期即 5 月 6 日中午至 7 日18 时左右
。

这期间出现了盘古
、

河湾
、

依西
、

古莲四处火

场
。

从 N O A A 卫星的火场系列图象上可 以看到
,

此时风速不大
,

除依西火场被 迅速扑灭外
,

其它三处均 以近似椭圆状发展
。

至 5 月 7 日傍晚冷锋过境前
,

盘古和古莲这两把火均巳烧了



6 期 李继泉等
:

用S PO T 资料对大兴安岭特大火灾林火行为研究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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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 h a 以上
。

(二) . 发期

爆发期为 5 月 7 日晚至 5 月 8 日晨
。

此间
,

一条冷锋通过火场上空
,

带来了 6 级以上的

西北风
,

促成了大规模森林火灾的爆发
。

大火开始狂燃并以古莲
、

河湾
、

盘古三处火场为源

产生了三条高温火流带
,

在 S P O T 图象上可以看到它们的
“

轨迹
”

—
三条长50 k m 以上

,

宽

超过10 k m 的林木重度损失区
。

8 日晨
,

风力减弱 火势锐减
,

不再以火流形式狂燃
,

爆发期

告一断落
。

在这短短的数小时期间
,

过火面积达50 万 ha ,

占这次火灾总过火面积的二 分 之

一弱
。

火流带内过火林木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死亡
,

这是大规模火灾特有的火行为
。

(三 ) 持续期

持续期为 5 月 8 日至23 日
。

其间有四次天气系统过境
,

几乎无降水
,

但却造成了四级以

上的大风形势
,

加速了火场的扩大
,

形成了火流带以外的重度损失区
,

尽管此 间 火 强 度不

大
,

但因火线太长
,

很难控制
。

总体过火面积在这 16 d 内又翻 了一番
,

达 1 00 万 h a 以上
。

火势

在不同地形
、

植被状况下造成的损害各不相同
。

(四 ) 消亡期

消亡期为 5 月24 日至 6 月 2 日
。

此间火场扩大不多
,

原因很简单
:

¹ 24 一26 日三天火场

上空连降小雨
,

气温降低
,

空气湿度增大
,

可燃物变得潮湿难燃 , º 数万大军人工扑救多 »

从 SPOT 图象上看
,

东部火场绝大部
,

西部火场的大部边界都是由公路构成
,

且不少公路是

中度损失区的边界
,

即公路挡住了相对较大的蔓延火
。

其余的火场边界呈不规则形状
,

且大

部分由轻度损失区构成
。

这归因于降水
,

在火势已经不大的情况下
,

小到中雨熄灭了大部分

明火
。

但小雨的降水量是不够的
,

在30 日 S PO T 图象上可以看到
,

在封闭的火场内
,

至少还

有 5 块地区有正在冒烟的火线
,

吞噬着已封闭的火场内许多未过火的林地
。

显然
,

这时的损

失要比前两个阶段小得多
。

6 月 1 日开始又有降水天气系统过境
,

从而结束了历时27 d 的待

大森林火灾
。

五
、

蓄积量损失估计方法及结果

在资源损失估计方面
,

主要依据标准假彩色合成的 s P O T 卫星影象进行 目视判读
,

在过火

区内勾绘出不同火烧等级的斑块 (即分层抽样中层的划分 )
。

其判读标志如下
:
严重火灾 ( H )

—均匀集中连片的黑色色调 , 中度火灾 (M )

—
暗红色色调夹杂着黑色斑块和条纹 ; 轻度

火灾 ( L )
—

均匀集中连片的暗红色色调
。

(一 ) 对成过熟林进行分层抽样

具体步骤如下
: 1。

将已有的林业基本图缩印成1 : 10 万
,

使其与卫星影象比例尺相同
; 2.

将缩印好的基本图与小班资料配合
,

按成过熟林
、

中幼龄林和无非林地三大类勾绘森林分布

草图 , 3 .

把 判读卫星影象得到的各类火灾强度信息与森林分布草图复合
,

作成森林火灾分布

图; 4 。

将成过熟林系统抽样点位图与森林火灾分布图配准
,

将样地点位转刺到森林火灾分布

图上
, 5 ,

进行随机抽样
,

将抽中的样地标绘在森林火灾分布图上 , 6 .

统计落入各层 (火 灾 强

度区 )的样地数
,

H 层为1 08 个
,

M层105 个
, L层 148 个

,

共 362 个样地 , 7 .

用分层 抽 样方法

比
, , ,
对成过熟林进行统计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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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对中幼林采用角规估洲 , 积 t

参照森林分布图进行蓄积量分层注记
,

各层划分以火灾强度为依据
。

一个小班最多可被

分成四层
,

即 H (重)
、

M (中 )
、

L (轻)
、

N (无 )
。

各层蓄积量 = 小班中该层面积权重 x 相应

小班蓄积量
。

在全局过火区内共统计5 6 00 个中幼龄林小班资料
。

配合相应的中幼龄林各层面

积
,

可获得反推出的各层 及总体每公顷存活立木蓄积量和烧死立木蓄积量
。

(三 ) 面积 t 浦和面积平差

该局过火区域涉及 7 个林场
,

面积量测包括林场总面积
、

各火灾强度区面积和各森林类

型面积
。

使用
“8 4 0 9型多功能面积量测仪

”

和
“

CJ一 1型求积仪
”

进行面积量测
,

前者的系 统误

差为 2 肠
。

面积量测的顺序为
: 林场总面积

、

各火灾强度 区面积和各森林类型面积 (成过熟

林
、

中幼龄林
、

无非林地 )
。

量测误差均控制在 1 / 2 0 0以内
。

各层 各类面积的平差均按其相应

的权重进行
。

(四 ) 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步骤
,

对阿穆尔火区的面积
、

蓄积量损失情况做出了快速
、

较为准确的估测
。

1
.

面积 该局七个过火林场总面积为44 0 7 8 0 h a ,

其中过火面积 2 87 6 8 3 h a
、

无火区面

积为2 5 5 0 9 7 h a ,

各占七个林场总面积的6 5
.

2 7 %和 3 4
.

7 3 %
。

裹 1 过火区内各火灾层和地类面积

面 积
火 灾 强 度 地 类

(h a )

占过火面积

(% ) (h a )

占过火面积

(% )

, (H )

度 (M )

度 (L )

7 8 2 5 0

1 0 0 76 5

1 0 8 6 6 8

2 7
.

20

3 5
.

0 3

3 7
.

77

有 林 地

无非林 地

2 5 9 71 4 9 0
.

2 8

2 7 96 9

严中轻

裹 2 过火有林地面积中各火灾层和森林类型面积

有积火面过地林占面 积 面 积积有火面过地占林
火 灾 强 度 森 林 类 型

(h a ) (% ) (h a ) (% )

盆 (H )

度 (M )

度 ( L )

6 6 9 3 7

8 7 85 0

1 0 4 9 2 7

2 5
.

77

3 3
.

83

4 0
.

4 0

成过熟林

中幼 助林

72 9 0 3 2 8
。

0 7

1 名6 9 1 1 7 1
.

93

严中轻

以上结果可 以看 出
:
过火区内

,

有林地面 积占9 0
.

2 8 %
,

其中成过熟林 占28
.

07 %
,

中

幼龄林 占71
.

9 3 %
。

一

可见这次火灾摧毁了大量的森林后备资源
,

使林分的年龄结构 发 生了变

化
,

对该局的森林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

过火面积随火灾强度由重至轻依次递增
,

各占

过火面积的27
.

20 %
、

3 5
.

03 % 和37
.

77 %
。

只有兴安和依西两个林场例外
,

严重 火灾 面 积

占过火面积的百分数较其它二个火灾层高
,

分别为林场过火面积的56
.

38 % 和4 0
.

30 %
。

2
.

蓄积 量 每公顷存活立木的蓄积量和烧死立木的蓄积量各占每公顷立木总蓄积 量 的

百分数
,

以下简称
“

存活率
”

和
“

烧死率
” 。

即
:

存活率
=
存活蓄积 /( 存活 + 烧死 )蓄积 X 1 00 % ,

烧死率 = 烧死蓄积 /( 存活 + 烧死 )蓄积 x 1 00 %
。

(l ) 成过熟林 对 3 62 个样地资料的分层抽样统计分析获得如下结果(见表 3 ,

友 4 )
。

(2 ) 中幼龄林 将该局七个林场 5 60 0个过火小班 蓄积量估测资料技火灾层次分类 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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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火灾层统计分析结果

火灾强度

严重 (H )

中度 (M )

轻度(L )
.

.

存

黑黔黑犷

薰⋯
:蒸

}

配合森林火灾分布图上量测的相应火灾层的

面积
,

可反推出各火灾层内每公顷存活立木

蓄积量和烧死立木蓄积量表 5
。

全局七个林场过火区内
,

中幼龄林每公

顷存活立木蓄积加权平均数为 47
。

7 91 8 m
3 、

烧死立木蓄积加权平均数为 2 4
.

0 3 7 5 m 3。

存

活率为66
.

54 %
,

烧死率为33
。

4 6 %
。

表 4 总体统计分析结果

估 计 猜 度

(% )

数分%百每公顷贫积量加 权平均数及 置信区 间

(m 3 )

存活立木蓄积

烧死立木蓄积

83
.

4 6 3 8 士5
.

14 3 0

33
。

8 4 2 5 土 3
.

88 8 1

71
。

1 5

2 8
.

8 5

93
。

8 4

8 8
。

5 1

表 s 各火灾层统计结果

缨{
存

默
’

l
烧

黑黔黔犷

黔
.

⋯
:

洲
;

洲洲
:蒸

以上结果表明
:

在严重火灾区
,

大多数

树木被烧死
,

只有极少的活立木
。

成过熟林

和中幼龄林每公顷蓄积量加权 平 均 数 为
:

存活立木蓄积 9 .7 09 l m “,

烧 死 立 木 蓄 积

6 5
。

9 8 2 5 m
3 。

存活率仅 为 1 2
.

5 3 %
,

烧 死

率达 87
.

17 %
。

该区烧死立木总 蓄 积 量 为

4 4 1 6 6 6 3 m
3 。

在中度火灾区
,

成过熟林和中幼龄林每公顷蓄积量加权平 均 数 为 :
存 活 立 木 蓄积量

6 2
.

4 6 1 i m
“,

烧死立木蓄积量为2 1
.

0 7 4 3 m 3。

存活率为7 4
.

7 7 %
,

烧死率为 2 5
.

2 3 %
。

本区 内

烧死立木总蓄积量为1 8 51 49 5 m ao

轻度火灾区面积较大
,

但损失相对较小
。

成过熟林和中幼龄林的每公顷蓄积量加权平均

数为
:

存活立木蓄积84
.

5 81 O m 3 ,

烧死立木蓄积6
.

5 9 4 o m
3 。

存活率为92
.

79 %
,

烧死率仅

为7
.

21 %
。

本区内烧死立木总蓄积量为6 8 9 3 3 8 m
3 。

有相当大的地区仅地表过火
,

未伤及树

干以上部分
,

对该区的森林生态环境影响不大
。

统计数字表 明
,

成过熟林较中幼龄林抗火能力强
,

其烧死率比中幼龄林低 4
.

61 %
。

全局过火区内成过熟林和中幼龄林的每公顷蓄积量加权平均数随火灾强度 由轻到重而依

次递减
。

它们是
:

轻度火灾区 91
.

1 75 o m a/ h a ,

中度火灾区 83
.

5 3 5 4 m a/ 五a ,

严重 火 灾 区

75
.

6 91 6 m
3

/ h a
。

蓄积量高的林分内大径阶的树木较多
,

因此
,

以上统计数字表明大径阶树

木的耐火灾能力比小径阶树木强
。

(玉 ) 成 本

由于该项研究主要采用航天遥感资料
,

充分体现了它的时效性
。

从得到火灾资料后 6 0个

卖际内业人工 日即得出了火烧面积和蓄积损失估测值
。

蓄积量估测需作一定量野外工作
,

本

次研究正巧有刚调查完毕的野外资料
,

如加上这部分工作
,

预计1 5 00 个野外实际工作日
,

再

加上内业工作日可望获得同样结果
。

而用航空象片通过现地调绘并收取样地的方法
,

大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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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 0个实际野外工作 日和 1 00 个内业工作 日

。

显然
,

用航天资料比航空资料将大大节 约
。

如与大比例尺航测抽样调查配合还会进一步大大减少野外工作量
,

提高工作效率
。

如只

求算火烧面积
,

用卫星影象勾绘比用航片编制同样图的速度快 5 倍以上
。

本次工作投入人员相当于 4 名
。

如用卫片加野外样地调查工作就需20 名人员
。

若用火烧

前航片在现地调查则需要50 名人员
,

并要边调绘边作样地
。

本次工作因借用了内蒙林勘院的现地资料
,

仅用一万元就估出了受灾面积和蓄积损失
。

如用 s PO T 影象加地面调查得出同样成果大约为 6 万元
。

若用火烧前航片进行野外调绘
、

内

业转绘成图
,

同时收集野外样地数据的方法大约需25 万元
。

如果对火区进行灾后航飞成图
,

估算面积并搜集样地数据估算蓄积
,

大约也需 25 万元
。

六
、

结 论

在火行为研究方面
: 笔者认为 sP OT 图象是我们现今所能得到的最能把握火烧清况全貌

的信息源
。

应用 s P
oT 图像可以精确地勾绘火场边界

,

算出过火面积和林木蓄积损失
,

分析

林火行为和推断火烧流程
。

但是
,

由于其重复覆盖周期较长
,

用于火灾实时监测的可能性不

大
。

若将sPQr 图像与其它资料 (如航空
、

林学
、

气象和地学等 )结合使用
,

可获得最大效益
。

在蓄积量损失估测方面
: sP

or 卫星影像具有较高的地面分 辨 率 (2 。m x 20 m )
,

信息

量丰富
,

每幅图象硬盖面积 3 6 0 0 k m
Z 。

对于大面积森林火灾的损失估计
,

配合适当的 抽 样

方法和地面样地资料
,

能取得较满意的结果
。

经过粗纠正的S P O T 卫星图像仍具有较好的几何精度
。

把影像放大到1/ 1 00 00 0 比例尺仍

然能满足基本的制图精度要求
,

与地形图基本能套合
。

是林业遥感制图的较好信息源
。

通过对损失估计的研究
,

证明用 S PQr 影像估测林火面积有足够的精度
,

与火灾后当年

的二类清查结果相比误差为 一 3
.

7 %
,

由于面积估测的准确
,

致使蓄积估测也 有较 高 的 精

度
,

与二类清查结果相比为 一 6
.

。%
,

实际精度还应高于此数
,

因为 sPOr 影像 是 5 月 30 日

的
,

火灾尚未全部扑灭
。

更有意义的是
,

勾绘了火烧重度
、

中度和轻度的边界
,

有了直观的

空间表达
,

并给出了各种火烧程度下的烧死率
,

重度87
.

17 %
、

中度 25
.

23 %
、

轻度 7
.

21 %
,

第一次定量地描述了不同火烧程度
,

与此同时还给出 了 不 同 树 种 的 烧 死 率
,

成 过 熟 林

2 8
.

8 5 %
、

中幼 林 3 3
.

4 6 %
。

这些都为预防林火
,

以及火灾后的重建
、

火烧木利用
、

更新等

工作提 供十分有益的墓础数据
。

将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七
、

展 望 与建 议

本次研究证明用卫星资料 (s P O T
、

N O A A ) 研究火灾过程
、

火行为及火灾损失估计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

它现势性好
、

快速
、

经济而且精度完全可满足需要
,

建议对我国重点火

灾区作长期和定期观测
,

作出全国重点林区火灾分布图
。

并通过多年资料作出火灾频度图
,

为宏观的防火布局
、

防火投资方向给出科学的依据
。

加强计算机 火灾监测系统
,

以及火灾数

学模型的研究
,

逐渐作到定时
、

定量地监测与预报
。

随着低空飞行器的引入
,

超大比例尺的

航摄研究与卫星资料相结合必将大大减少地面工作
,

提高林火监测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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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研究绘制的火灾分布图
,

把三种不同的火烧程度和原有林相套合表达
,

为下一

步作好更新规划
、

充分利用火烧木
、

伐区安排等等一系列工作提供了翔实的依据和可信赖的

资料
。

必然对树种选择
、

林分结构布局
、

考虑到地形防火作用而进行的林分设置⋯⋯等一系列

林业建设问题引出新的思考
。

首先
,

要提高管理水平
,

提高林业队伍的素质
,

严明规章制度
,

再不能让这历史重演
。

注意各种林道的营建与维修
,

这在火灾发生时不仅可运送人力
、

物力进行扑救
,

而且又可起

到隔火带的作用
。

再者
,

要提倡营造针阔混交林
,

选择耐火的阔叶树种进行块状
、

或条块状混交
,

例如在

低洼地
、

沟底和两侧营造阔叶林
,

坡面上可造针叶林
。

关于火烧木利用和伐区安排
,

可据图面所显示的火烧等级和龄组进行抢伐
、

抢运
。

实践

表明
,

火烧一年后
,

病虫害已侵入
,

必须从火烧严重区
、

成龄组处优先安排采伐
。

对火烧严重区要利用地面裸露的好时机进行及时更新
,
可采用播种法

。

注意这些地区生

态环境的恢复
,

严防其恶化
。

总之
,

本次研究除了方法上的探讨外
,

还为林业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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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白杨优良无性系选育研究和刺槐优良次生种源

与优良无性系品种选育研究通过成果鉴定

由中国林科院林研所等单位承担的部级重点项目
“

毛白杨优 良无性系选育研究
”

和国家攻

关四级课题
“

刺槐优 良次生种源和优 良无性系品种选育
” ,

已于1 9 8 8年 9 月26 一27 日
,

受林业

部科技司和河北省科委的委托
,

在中国林科院和河北省邯郸地区科委共同主持下
,

通过了成

果鉴定
。

“

毛白杨优 良无性系选育研究
”

于 1 9 7 7年开始
,

收集了北京
、

河南
、

陕西等 6 省
、

市的毛

白杨 1 18 个优良单株
。

经苗期试验
,

选取84 个无性系在漳河林场
、

秦皇岛和北京等 8 地 进 行

造林试验 45 6亩
。

选出优良无性系 5 个
,

材积生长比国内生产中最优 良的类型—
易县 毛 白

杨大22 一 28 %
。

在选育过程中提出了毛白杨生长型
,

选择适宜年龄
,

遗传力模型和生态适应

型评价等新的观点
,

丰富了无性系选择的理论
。

同行专家评定该项成果属国内领先水平
。

“

刺槐优良次生种源与优良无性系品种选育
”

(l) 对我国刺槐中心栽培区 6 省 9 个次生种

源
, 3 个地点的 8 年生试验林

,

进行了生长量和生态适应性的评价
。

首次证实了我国刺槐次

生种源间存在差异
,

为河南
、

河北
、

内蒙古河套等不同生态栽培区
,

各选出 2 个优良次生种

源
,

平均材积增益在 10 % 以上
。

为我国刺槐种子调拨提供了依据
,

少仁为优良无性系选择提供

了信息
, (2) 经对 7 省市 (区 )

, 8 个试验点
, 7 一 8 年生试验林的生长

、

无性繁殖难易和生

态适应性等综合研究评价
,

为华北
、

西北等不同生态区选出了n 个优良无性系
,

平均材积增

益4 0一60 % , (3 ) 次生种源与优良无性系配套应用
,

构成了刺槐 良种选育的成套技术
,

具有

实用性
。

鉴定认为
,

其中次生种源研究属国内领先水平 , 优 良无性系选择为国内同类研究先

进水平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徐梅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