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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东部林区植被蓄水潜力与价值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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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植被 1∶100万植被图为基础 ,收集了各种植被类型冠层降水截留量、枯落物现存量和土壤非毛管孔隙

度的数据和资料 ,将大兴安岭东部林区主要植被类型归并为 9类 ,对这些主要植被类型对降水的分配和贮存进行了

综合评价 ,并研究了大兴安岭地区植被蓄水潜力及其价值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 :大兴安岭原生植被中 ,以蒙

古栎为优势种的落叶阔叶林、云冷杉林和兴安落叶松林具有较强的持水能力。兴安落叶松林分布面积广 ,蓄水潜力

占全区水源涵养价值的 58. 4%。从区域分布来看 ,水源涵养能力强的植被主要分布在该区的东南部。为了防止本

区植被水源涵养能力的衰退 ,需要控制采伐 ,加强天然林保护 ,同时要加强护林防火工作 ,防止森林向山地杨桦林、

疏林和低效林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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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1∶1 000 000 vegetation map, the authors collected data of rainfall intercep tion of canopy, phyto2
mass of litter and soil non2cap illary porosity to evaluate rainfall distribution and storage by nine vegetation types and

analyze distribution of water conservation capacity and its value in eastern Daxing’anling Mountain forest ar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vegetation structure and soil type were the key factors to determ ine water conservation capacity of

ecosystem; Quercus m ongolia dom inated deciduous broad2leaved forests, sp ruce and fir forests and larch forests had

more water conservation capacities in this area and were very important forwatershed water retention and soil conserva2
tion. Larch forests had the widest distribution and 58. 4% of the totalwatershed water retention value in this area. Spa2
tially, vegetation types with more water conservation capacity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is area.

In order to p revent degradation of water conservation capacity of vegetation, logging should be controlled and natural

forest conserv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further more, forest firep roofing should be enhanced and necessary

measurements should be taken to keep the natural forests from degradation into aspen and birch forests and sparse and

lower effective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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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涵养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主要表现为对降雨的再分配过程。国内外许多

学者对森林涵养水源效益进行了研究 ,计算森林拦蓄

降水量的方法较多 ,包括区域年径流量核算法、水量

平衡法、土壤蓄水估算法、降水储存量估算法、地下径

流增长法、采伐损失法、降水再分配法。薛达元等 [ 1 ]、

欧阳志云等 [ 2 ]、关文彬等 [ 3 ]、张三焕等 [ 4 ]、石培礼等 [ 5 ]

和邓坤枚等 [ 6 ]分别用上述方法计算了长白山自然保

护区、海南岛尖峰岭地区、四川省贡嘎山地区、长白山

汪清林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森林涵养水源量。侯元

兆 [ 7 ]用水量平衡法计算出中国森林的水源涵养量为

3147 ×10
11

t·a
- 1。森林涵养水源的能力是地上植被

层持水能力、枯枝落叶层持水能力和林下土壤涵养水

分能力之和 [ 8 ] ,与森林植被的类型和盖度 [ 9, 10 ]、林地

枯落物组成和现存量 [ 11, 12 ]、土层厚度及土壤物理性质

等密切相关 ,是森林植被和土壤共同作用的结

果 [ 13, 14 ]。本研究中森林涵养水源包括植被层、枯枝落

叶层和土壤层截留降水的能力。

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国有林区之一 ,对

于维护区域国土生态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自

1964年作为我国用材林基地进行开发建设以来 ,由于

未能进行科学合理的经营 ,致使森林采伐过度 ,森林

质量下降 ,加上自然环境条件非常脆弱 ,导致森林生

态功能下降 ,林区环境趋于恶化 ,森林资源濒临枯竭 ,

木材生产难以为继。如果这个局面持续下去 ,必将大

大削弱森林的生态功能 ,危及黑龙江和嫩江的安全以

及松嫩平原的工农业生产 ,因此 ,评价该地区主要森

林植被的蓄水能力及其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过去曾

对大兴安岭森林植被的消洪防洪和增加水资源的效

益进行了简单评估 [ 15 ]。本研究采用降水再分配法从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植被蓄水能力进行了评估 ,并对其

价值进行了估算 ,以期为正确认识大兴安岭地区森林

生态系统的生态和社会效益、促进该地区林业可持续

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位于大兴安岭东北部、大兴安

岭东坡 (50°10′～53°33′N, 121°12′～126°40′E) ,全区

南北长约 365 km,东西宽约 335 km,总面积约为 8. 35

×104 km2。大兴安岭林区处于黑龙江和嫩江的上游

和源头地区 ,对黑龙江、嫩江水系有重要的水源涵养

和径流调节作用。大兴安岭主脉及北部支脉伊勒呼

里山作为分水岭将本区分为黑龙江和嫩江南北两大

水系 ,北坡的河流汇入黑龙江 ,南坡的河流汇入嫩江。

两大集水区的大小河流 500多条 ,流域面积在 1 000

km
2以上的河流有 26条 ,年径流量 149亿 m

3。全区水

资源总量 160. 9亿 m
3

,其中地表水 156. 4亿 m
3

,占全

省地表径流总量的 22. 8%
[ 16 ]。

大兴安岭北部的森林属于东西伯利亚北方明亮

针叶林的一部分 ,是我国唯一的寒温带明亮针叶林分

布区 [ 17, 18 ]
,其基本类型包括 : (1)寒温带和温带山地

针叶林兴安落叶松 (Larix gm elin ii (Rup r. ) Rup r1)林、

樟子松 ( Pinus sylvestris L1var. m ongolica L itv. )林、偃

松 ( P. pum ila (Pall. ) Regel. )矮曲林、鱼鳞云杉 ( Picea

jezoensis Carr1var. m icrosperm a (L indl. ) Cheng et L. )

林、红皮云杉 ( P. koraiensis Nakai)林 ; (2)温带落叶阔

叶林蒙古栎 (Q uercus m ongolica Fisch. )林、白桦 (B et2
ula platyphylla Suk. ) 林、山 杨 ( Populus davidana

Dode)林、岳桦 (B. erm anii Cham. )林、黑桦 (B. da2
vurica Pall. )林、钻天柳 (Chosenia arbutifolia ( Pall. ) A.

Skv. )林等。大兴安岭东部林区其植被类型还包括灌

丛 ,主要有偃松灌丛、榛子 ( Corylus heterophylla

Fisch. )灌丛等 ;草原 ,主要有贝加尔针茅 (S tipa ba2
ica lensis Roshev. )草原、兔毛蒿 ( Filifolium sibiricum

(L. ) Kitam. )草原等 ;草甸 ,主要有白花地榆 (San2
gu isorba parvif lora (Maxim. ) Takeda)、金莲花 ( Trollius

chinensis Bunge)、小叶樟 (D eyeuxia angustifolia ( Kon)

Chang)草甸和修氏苔草 (Carex schm idtii Meinsh)、小

叶樟草甸等 ;沼泽 ,柴桦 (B. fruticosa Pall. )沼泽、扇叶

桦 (B. m iddendorfii Trautv. et Mey. )沼泽、小叶樟、修

氏苔草沼泽等 ;另外还有一些草塘 ,主要是一些水生

植被。大兴安岭东部林区属于寒温带 ,冬季寒冷而漫

长 ,无霜期短 ;农作物一年一熟 ,只有耐寒的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 )、春小麦 ( Triticum aestivum

L. )、大豆 (Glycine m ax (L. ) Merr. )等 [ 17 ]。

2　研究方法

2. 1　资料收集

以 1∶100万中国植被图 [ 19 ]为基础 ,将大兴安岭

地区植被图数字化。大兴安岭地区共有 30个植被

群系 ,按照《中国植被 》分类系统 [ 17 ]
,将其合并为以

蒙古栎为主的温带落叶阔叶林 (包括蒙古栎林、水曲

柳 ( Fraxinus m andshurica Rup r. ) - 核桃楸 ( Jug lans

m andshu rica Maxim. )林等 )、云冷杉林、兴安落叶松

林 (包括兴安落叶松与樟子松、蒙古栎和白桦等构成

的混交林 )、樟子松林、杨桦林、温带落叶灌丛、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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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和农田 9种植被类型 ,反映和代表了大兴安岭

植被分布的地带性规律。收集主要植被类型的冠层

最大降水截留量、枯落物现存量和土壤非毛管孔隙

特征 ,建立数据库 [ 14, 20 ]。参考大兴安岭所在的黑龙

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土壤普查数据 [ 21, 22 ] ,该地区土

壤剖面深度都在 0. 7 m以上 ,考虑到大兴安岭有冻

土影响 ,有的地方还有石质山地 ,故土壤蓄水能力评

价的有效深度以 0. 6 m为准。

2. 2 植被蓄水能力的计量

森林蓄水能力由地上植被的持水和地下土壤的

持水两部分组成。在本研究中 ,森林蓄水能力计量

包括植被层、枯枝落叶层和土壤层截留降水的综合

能力 [ 13, 14 ]。植被层截留降水的能力系指 1次降水过

程中林冠的截留能力 ( C Ii ) ,即冠层和林下灌、草丛

的枝叶的持水量。枯落物层持水量的大小取决于枯

落物的现存量和枯落物最大持水率 ,枯落物持水量 :

LCi = L i ×W i /1 000 (1)

　　式 (1)中 : LCi为单位面积枯落物持水量 (mm ) ;

L i为每公顷森林枯落物积累量 ( t·hm
- 2 ) ; W i为枯落

物最大持水率 ( % )。

土壤涵养水分的能力取决于土壤和植物的综合

状况 ,降水主要蓄于非毛管孔隙内 [ 14 ]。土壤最大持

水量 :

S i = 10Pi ·D i (2)

　　式 (2)中 : Pi为 第 i林型土壤的非毛管孔隙度

( % ) ; D i为第 i林型土壤的深度 (m ) ; S i为第 i林型

的单位面积土壤降水截留量 (mm)。

森林蓄水能力为上述三个作用层持水量之

和 , 即

Tw = C Ii + LCi + S i (3)

　　由于森林与草地、沼泽和农田植被和立地性质

在统计口径上的差异 ,本文仅比较各种森林植被类

型的林冠截留降水量、枯落物和土壤最大持水量 ,统

计平均值和变化幅度。最后 ,在对各种森林植被类

型蓄水的综合能力进行比较评价和估算水源涵养价

值时 ,考虑了森林以外的植被类型。

2. 3 植被蓄水价值的估算

森林涵养水源的价值主要包括增加有效水量价

值、改善水质价值和调节径流价值。本研究只计算森

林增加有效水量的价值。森林涵养水源的定价标准

多采用影子价格 ,确定影子价格的方法有多种 ,如根

据水库的蓄水成本、供用水的价格、电能生产成本、级

差地租、海水淡化费用和区域水源运费等确定 [ 7 ]。本

研究根据水库的蓄水成本确定森林涵养水源量的影

子价格。按 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 ,我国 1988—1991

年水库工程库容的成本为 0. 67元·m
- 3 [ 7 ]。

3 结果与分析

3. 1　林冠截留量

林冠层一次性饱和持水量是评价森林植被层降

水截留量的一个重要参数 ,它的大小取决于植被结

构 ,主要与植被郁闭度和叶的形态有关。林分郁闭

度大小 ,直接关系到林冠与降水的接触面 ,郁闭度大

的林分 ,其截留量也较大。

由表 1可知 ,一次性林冠降水截留量最大的是

云冷杉林 ,达到 1. 57 mm;其次是以蒙古栎为主的落

叶阔叶林 ,一次性林冠降水截留量达到 0. 86 mm;樟

子松林和兴安落叶松林一次性林冠降水截留量也分

别达到 0. 79、0. 75 mm;较低的是杨桦林和温带落叶

灌丛 ,分别为 0. 61、0. 51 mm。大兴安岭各种类型森

林植被一次性林冠降水最大截留 量 平 均 为

0184 mm。

不同的森林植被类型 ,由于树种组成不同 ,其林

冠的降水截留量也不同。一般而言 ,树干粗、枝叶稠

密、叶面粗糙的树种截留量较多。针叶林枝叶密集 ,

一次性降水截留量大于阔叶林。在大兴安岭地区 ,

云冷杉林和落叶阔叶林的冠层结构较复杂 ,林冠层

截留降水的能力都较强。

表 1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主要森林植被类型的冠层、枯落物和 0～60 cm土壤持水量及综合持水量

森林植被型
非毛管孔隙

度 /%

枯落物现存

量 / ( t·hm - 2 )

枯落物最大
持水率 /%

林冠 1次降
水截留量 /mm

枯落层最大
持水量 /mm

土壤非毛管孔隙
持水量 /mm

综合
持水量 /mm

以蒙古栎为主的温带落叶阔叶林 10. 92 13. 69 296. 22 0. 86 4. 07 65. 53 70. 5
云冷杉林 9. 57 11. 04 316. 73 1. 57 3. 48 57. 42 62. 5

兴安落叶松林 7. 53 14. 77 260. 19 0. 75 3. 85 45. 18 49. 8
杨桦林 6. 87 10. 32 235. 63 0. 61 2. 43 41. 19 44. 2

温带落叶灌丛 6. 25 4. 41 228. 57 0. 51 1. 04 37. 52 39. 1

樟子松林 5. 78 8. 14 278. 12 0. 79 2. 27 34. 66 37. 7
平均 8. 53 13. 65 272. 80 0. 84 3. 83 51. 18 5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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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枯落物截留量

立地枯落物层对降水的截留量决定于枯落物的

现存量及其持水率。在各种植被类型中 ,兴安落叶松

林的枯落物现存量最高 ,达到 14. 77 t·hm - 2 (表 1) ,

与长江上游地区常绿阔叶林枯落物的现存量接近 [ 1 ] ;

以蒙古栎为主的落叶阔叶林枯落物现存量较高

(13169 t·hm
- 2 ) ;樟子松林最低仅为 8. 14 t·hm

- 2
;

温带落叶灌丛只有 4. 41 t·hm
- 2。大兴安岭各种植

被类型枯落物现存量平均为 13. 65 t·hm
- 2。大兴安

岭地区年平均气温较低 ,枯落物不易分解 ,而且在针

叶林中更不容易分解 ,容易产生枯落物的积累。另

外 ,在大兴安岭地区 ,还存在多年冻土的影响 ,使枯落

物现存量维持较高水平。森林植被群系的最大持水

率变化幅度较大 ,变动于 198142% ～320. 24%之间

(表 2) ,没有明显的规律 ,总的来说 ,阔叶林高于针叶

林。以蒙古栎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和云冷杉林的枯落

物持水率都较高 ,这可能与枯落物地被层含有大量的

死亡苔藓和地衣有关。

与枯落物现存量的变化趋势一致 ,各种森林植

被类型枯落物最大持水量与枯落物现存量成正比 ,

总的来说 ,针叶林高于阔叶林。各种植被类型中 ,枯

落物最大持水量最高的是以蒙古栎为主的温带落叶

阔叶林 ,达到 4. 07 mm (表 1) ,最低的是灌丛植被 ,

为 1. 04 mm。各种植被类型枯落物持水量大小排序

为 :以蒙古栎为主的落叶阔叶林 ( 4. 07 mm ) >兴安

落叶松林 (3. 85 mm) >云冷杉林 (3. 48 mm ) >杨

桦林 (2. 43 mm ) >樟子松林 (2. 27 mm ) >温带落叶

灌丛 (1. 04 mm )。大兴安岭各种植被的枯落物最大

持水量平均值为 3. 83 mm (表 1)。

表 2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主要植被群系的冠层、枯落物和 0～60 cm土壤持水量及综合持水量

植被群系
非毛管孔隙

度 /%

枯落物现存

量 / ( t·hm - 2 )

枯落物最大
持水率 /%

林冠 1次降水
截留量 /mm

枯落层最大
持水量 /mm

土壤非毛管孔隙
持水量 /mm

综合持水量
/mm

樟子松林 6. 11 9. 64 284. 50 0. 86 2. 15 36. 66 40. 26

臭冷杉 9. 57 15. 00 309. 72 1. 23 4. 65 57. 42 63. 30

春榆、水曲柳、核桃楸林 8. 74 8. 98 280. 12 0. 76 2. 52 52. 44 55. 72

蒙古栎林 12. 72 13. 38 300. 24 0. 89 4. 02 76. 32 81. 23

黑杨林 6. 34 10. 32 220. 00 0. 75 2. 27 38. 04 41. 06

山杨林 6. 34 9. 56 220. 00 0. 75 2. 10 38. 04 40. 89

钻天柳、甜杨林 7. 63 8. 40 251. 10 0. 50 2. 11 45. 78 48. 39

白桦林 6. 96 11. 04 251. 10 0. 45 2. 77 41. 76 44. 98

山荆子、稠李灌丛 5. 46 4. 23 198. 42 0. 40 0. 84 32. 76 34. 00

榛子灌丛 7. 65 5. 78 274. 56 0. 73 1. 59 45. 90 48. 22

二色胡枝子灌丛 5. 65 3. 22 212. 73 0. 40 0. 68 33. 90 34. 98

鱼鳞云杉 9. 57 9. 06 320. 24 1. 74 2. 90 57. 42 62. 06

鱼鳞云杉、臭冷杉、红皮云
杉林

9. 57 9. 06 320. 24 1. 74 2. 90 57. 42 62. 06

兴安落叶松林 7. 92 11. 45 264. 54 0. 66 3. 03 47. 52 51. 21

兴安落叶松、樟子松林 6. 07 10. 32 264. 54 0. 66 2. 73 36. 42 39. 81

兴安落叶松林、蒙古栎林 7. 81 23. 19 264. 54 0. 66 6. 13 46. 86 53. 65

兴安落叶松、白桦林 7. 11 16. 54 264. 54 0. 66 4. 38 42. 66 47. 70

蒙古栎林 12. 72 15. 91 300. 24 0. 89 4. 78 76. 32 81. 99

蒙古栎矮林 9. 78 13. 34 300. 24 0. 89 4. 01 58. 68 63. 58

蒙古栎、黑桦林 10. 65 16. 84 300. 24 0. 89 5. 06 63. 90 69. 85

樟子松疏林 5. 11 7. 23 265. 36 0. 65 1. 92 30. 66 33. 23

白桦林 6. 96 11. 04 251. 10 0. 45 2. 77 41. 76 44. 98

白桦、山杨林 6. 96 11. 56 220. 48 0. 75 2. 55 41. 76 45. 06

　　注 :臭冷杉 (A bies nephrolepis ( Trautv. ) Maxim. ) ,春榆 (U lm us david iana Planch. var. japonica ( Rehd. ) Nakai. ) ,黑杨 ( Populus n igra L. var.

nigra. ) ,甜杨 ( P1suaveolens Fisch. ) ,山荆子 (M alus baccata (L inn. ) Borkh. ) ,稠李 ( Prunus padus L. ) ,二色胡枝子 (Lespedeza bicolor Turca. )。

3. 3　土壤最大持水量

土壤蓄水量与土壤孔隙度、土层厚度关系密切 ,

由土壤孔隙度及各林分土壤基准厚度 (0～60 cm)推

算的结果 (表 1)表明 ,不同森林土壤孔隙度具有较

大差异 ,决定了土壤最大持水量的差异。大兴安岭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非毛管孔隙度的总体变化趋势

为 :以蒙古栎为优势种的落叶阔叶林 ( 10. 92% ) >

云冷杉林 (9. 57% ) >兴安落叶松林 (7. 53% ) >杨

桦林 (6. 87% ) >温带落叶灌丛 (6. 25% ) >樟子

松林 (5. 78% )。大兴安岭各种森林植被土壤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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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孔隙度平均为 8. 53% (表 1)。

表 1中的土壤非毛管孔隙持水量是各种森林植

被类型 0～60 cm土壤非毛管孔隙蓄水达到饱和时

的最大持水量。大兴安岭土壤非毛管孔隙最大持水

量 :以蒙古栎为主的落叶阔叶林 (65. 53 mm ) >云冷

杉林 (57. 42 mm ) >兴安落叶松林 ( 45. 18 mm ) >

杨桦林 (41. 19 mm ) >温带落叶灌丛 ( 37. 52 mm )

>樟子松林 ( 34. 66 mm )。各种森林植被类型土壤

非毛管孔隙持水量平均为 51. 18 mm。

3. 4　生态系统综合持水能力

森林的综合持水能力是林冠层、枯落物层和土

壤层持水量的总和 ,森林综合持水能力是生态系统

的重要水文功能。各种森林类型的结构及土壤结构

的差异导致了水文功能的差异。大兴安岭各种植被

型综合持水能力 (表 1)为 :以蒙古栎为主的落叶阔

叶林 (70. 5 mm ) >云冷杉林 (62. 5 mm) >兴安落叶

松林 (49. 8 mm ) >杨桦林 (44. 2 mm ) > 温带落叶

灌丛 (39. 1 mm ) >樟子松林 (37. 7 mm ) ;各植被类

型的平均综合持水能力为 55. 9 mm。在非森林植被

中 ,生态系统的综合持水能力为 :沼泽 (50. 0 mm ) >

草甸 (42. 0 mm ) >农田 (40. 0 mm)。

图 1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植被涵养水源潜力分布图

3. 5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植被蓄水潜力空间格局

由图 1和表 3可见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平均综

合持水量约为 50. 2 mm,位于南部的加格达齐植被

蓄水能力最高 ,平均综合持水量达到 59. 9 mm,这是

因为加格达齐位于伊勒呼里山南部 ,主要分布温带

落叶阔叶林。松岭有小面积温带落叶阔叶林和大面

积沼泽分布 ,综合持水量也较高 ,为 51. 7 mm ,其它

林业局的水源涵养能力多在 50 mm以下。中部地

区的新林、十八站等由于草甸、灌丛面积较大 ,平均

综合持水量较低 ,只有 47. 8 mm。

表 3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各林业局 (县 )行政区域植

被涵养水源潜力

行政区域
平均综合
持水量 /mm

植被蓄水潜力

/ ( ×108 m3 )

植被蓄水
价值 /亿元

阿木尔 48. 2 2. 65 1. 77
韩家园 49. 8 4. 48 3. 00
呼玛县 49. 0 1. 21 0. 81
呼中 48. 8 4. 59 3. 08

加格达奇 59. 9 5. 43 3. 64
十八站 47. 8 3. 43 2. 30
松岭 51. 7 4. 70 3. 15
塔河 49. 0 4. 68 3. 14
图强 48. 0 2. 44 1. 64
西林吉 48. 7 3. 65 2. 44
新林 47. 8 4. 16 2. 79
合计 50. 2 41. 42 27. 75

017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6期 吴　波等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植被蓄水潜力与价值的评估

3. 6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植被蓄水价值估算

根据各种植被类型的面积和最大综合持水能

力 ,可以计算不同类型植被的水源涵养量和价值 (表

3)。大兴安岭植被总蓄水潜力可达 4. 142 ×109 m3 ,

根据森林涵养水源量的影子价格 0. 67元 ·m - 3计

算 ,大兴安岭植被水源涵养价值为 27. 75亿元。黑

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 ( GDP)

为 48. 62亿元 ( 1990年不变价格 ) [ 23 ]
,因此植被的

水源涵养价值约为大兴安岭地区 2002年 GDP的

57. 1%。从表 4看出 ,在各种植被类型中 ,分布面积

最大的是兴安落叶松林 ,面积达到 4. 718 3 ×106

hm
2

,其最大蓄水潜力为 2. 398 7 ×10
9

m
3

,占整个大

兴安岭地区植被总蓄水潜力的 58. 4%。以蒙古栎

为主的落叶阔叶林、杨桦林占有较大面积 ,也具有较

大的水源涵养能力 ,分别占大兴安岭地区水源涵养

潜力的 9. 1%和 5. 9%。另外 ,草甸和沼泽植被也具

有较大的水源涵养能力 ,其水源涵养总潜力占大兴

安岭地区的 23. 5%。

表 4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不同植被类型的水源涵养潜力

植被类型
面积 /

( ×104 hm2 )

水源涵养潜力 /

( ×106 m3 )

水源涵养

潜力 /%

云冷杉林 1. 31 8. 1 0. 2

兴安落叶松林 471. 83 2 398. 7 58. 4

樟子松林 7. 25 29. 0 0. 7

以蒙古栎为主的落叶阔叶林 48. 74 374. 4 9. 1

杨桦林 53. 82 241. 5 5. 9

落叶灌丛 11. 31 50. 4 1. 2

草甸 62. 15 274. 1 6. 7

沼泽 161. 79 689. 0 16. 8

农田 9. 72 40. 8 1. 0

合计 827. 92 4 106. 1 100. 0

4　讨论

大兴安岭林区对黑龙江、嫩江流域有重要的水

源涵养和调节作用。黑龙江、嫩江的主要干支流均

发源于此。大兴安岭林区的湿地及周边森林共同维

系和平衡着两大流域的水源 ,为北方重镇齐齐哈尔、

工业基地大庆和松嫩平原、呼伦贝尔草原提供了工

农业生产及生活用水的保证。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由于长期以单一木材生产为

主 ,忽视营林更新 ,经过大面积采伐和火烧后 ,近成

熟林和成熟林被幼龄林替代 ,以兴安落叶松为主的

原始的明亮针叶林多为次生的杨桦林代替 ,而且多

为疏林和低产林。目前 ,开发初期的南部林缘已北

退 140 km,立地条件较好的伊勒呼里山南部形成大

面积的疏林和低产林 [ 16 ]。前面的统计分析表明 ,兴

安落叶松经过采伐被次生杨桦林代替后不但会降低

立地凋落物量 ,而且会降低生态系统的综合持水能

力 ,使环境趋于旱化 ;同样 ,森林采伐后变为疏林和

低产林后 ,也降低了森林的持水能力。大面积的森

林采伐和火烧造成的森林质量的降低会直接威胁到

大兴安岭地区的水源涵养功能。

大兴安岭林区因受气候、土壤、水文条件等的影

响 ,林木生长缓慢 ,天然林成熟期需要百年以上 ,人

工林成熟期也在 60 a以上。由于立地条件较差 ,单

位面积森林蓄积量比较低 ,与小兴安岭、长白山相比

有一定差距。由于林木生长速度慢、生长量低 ,大兴

安岭林区森林恢复时间长而且难度大。

根据对大兴安岭东部林区植被涵养水源潜力的

估算和分析可知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的森林植被具

有非常重要的涵养水源的潜力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生态和社会效益。大兴安岭林区的整体发展方向必

须转变 ,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用材基地的要求经营下

去 ,将会导致森林资源和林区经济的双重危机 ,使森

林生态系统难以发挥应有的生态功能 ,并威胁整个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大兴安岭东部林区应以生

态保护为主 ,同时做好护林防火工作 ,加强森林资源

的培育 ,从而减轻木材生产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最

大限度地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 ,促进林区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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