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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绿阔叶林植被动态研究进展 

丁圣彦 ，宋永昌。 
(1．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开封 475OOl；2．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上海 200062) 

摘要：常绿阔叶林是亚热带地区的地带性植被 ，是亚热带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十年来 ，中国的植物学家、生态学家 

对常绿阔叶林的区系成分 、物种组成 、外貌和结构、动态以及作为生态系统成员的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 

资料，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同时也在四川I缙云山、浙江天童山、广东省鼎湖山和黑石顶 、云南哀牢山、福建武夷 山逐步形成 了 

中国各具区域特色的常绿阔叶林研究基地 ，为常绿阔叶林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常绿阔叶林的演替方面 ，研究内容从研 

究常绿阔叶林群落演替的过程、群落组成变化 、结构动态及模型逐步向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发展 ，但对常绿阔叶林 主 

要优势种动态、生理生态和群落演替机理等方面深入不够。在常绿阔叶林的更新动态研究方面，不但进行了通过研究种子雨和 

种子库的动态、种子的萌发、幼树生长的时空动态研究群落的更新 ，而且还通过研究林窗的形成 、特征及其在森林动态中的作用 

来研究群落 的更新 ，还进一步通过对常绿阔叶林 主要树种更新植株的生理生态特性的研究来解释群落更新的原因。在常绿阔叶 

林退化和恢复重建研究方面，研究了常绿阔叶林各种退化生态系统的特征和恢 复过程等 ，并将已有的理论和技术应用于退化生 

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即是以前人研究的成果为基础 ，从群落的演替、更新、退化和恢复等方面对我国多年来常绿阔叶林植被动 

态的研究作一总结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趋势提出了常绿阔叶林的动态方面急需开展 3s技术在常绿阔叶林上的应用研究、常绿 

阔叶林的退化的生理生态机制、常绿阔叶林起源与系统发育、常绿 阔叶的林保护与恢复生态学 、常绿阔叶林重要物种的生理生 

态学和种群生物学 、常绿 阔叶林生态服务功能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作用与响应机制 

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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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s in vegetation dynamic of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DING Sheng-Yan，SONG Yong-Chang (1．cDlleg of E rD ent＆ Planning ，H ’nnn University，Kn g 475001，China； 

2．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Acta Ecologica Sinica，2004，24(8)：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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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is a zonal vegetation type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land ecosystems in subtropics of the 

world．In the past decades，Chinese botanists and ecologist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es in study of flora，species composition， 

physiognomy，structure，dynamics and functions of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Abundant data has been collected and a 

great number of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At the same time，some demonstrative regions of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s 

with their own special regional features were established in Junyunshan Mountain(Sichuan Province)，Tiantongshan Mountain 

(Zhejiang Province)，Dinghushan Mountain and Heshiding Mountain (Guangdong Province)。Ailaoshan Mountain (Yunnan 

Province)。Wuyishan Mountain(Fujian Province)．In the studies of succession，research has been coverd successive processes。 

community composition，structure dynamics，and successive models，and further studies were gradually focusing on ecosystem 

functions．However。studies of main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physi ecology in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were still poor．In 

the studies of regeneration dynamics of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Chinese ecologists have made big progresses in time and 

spatial dynamics of seed rain，seed band，seed sprouting，young tree growth，forest gap and its roles in forest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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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more， mechanisms of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succession were explained by studying physi—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studies of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orest，characteristics and restoration 

processes of some degraded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ecosystems were investigated，and these theory and technologies 

were used to direct the practices of the forest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the forest dynamics in 

succession，regeneration，degene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were summerized in this paper．An 

outlook has been given according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ends，including integration of remote sensing，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global position system ， studies of forest dynamics， and degraded physi—ecological 

mechanisms，origins and phylogeny，forest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ecology，physi—ecology and population biology of critical 

species， functional eco—service，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mpacts of global change on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ecosyste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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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动态研究一直是植被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热点问题之一 。1 9世纪后期以来 ，植被动态研究已由萌芽和发展阶段 

而逐步走 向成熟I1]。近 20a来 ，随着种群动态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以及植被的数量分析和模拟等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 ，植被动 

态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 ，内涵 日益广义化 ，泛指任何尺度上 的一切时空变化 ，研究内容也从群落的演替扩展到群落 的动态、更 

新、进化和边缘效应等 ]。不仅如此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 ，植被的退化和恢复问题也 日益备受关注。因此 ，植被的退化 、恢复和 

重建也成为植被动态研究 的又一主要 内容 。关于植被动态的研究 ，安树青 、周灿芳、邱扬等曾分别对植被动态变化的理论 、方法 、 

模型、原因和机制、植物群落的演替和更新 、植被动态的格局和过程等内容进行了综述 ]。常绿 阔叶林是生长在温暖湿润的亚 

热带(或称暖温带)气候条件下的一种由常绿阔叶树组成的森林植被 。广泛分布于东亚、北美太平洋东岸 、欧洲地中海沿岸 ，以及 

大洋洲、南美洲、南非洲局部地区 ，其 中以东亚地区发育最为典型，是亚热带地区的地带性植被，是亚热带陆地生态系统的组要 

组成部分 ]。中国常绿 阔叶林分布最广 、面积最大 ，类型复杂多样 ，是全球常绿 阔叶林的主体，在保护区域生态环境 、维持全球 

性碳循环的平衡和人类 的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几十年来 ，中国的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对常绿阔叶林的区系 

成分 、物种组成、外貌和结构、动态以及作为生态系统成员 的功能等方面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取得 了大量 的 

研究成果 ，为常绿阔叶林 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以前人研究的成果为基础 ，从群落 的演替、更新、退化和恢复等方面对 

中国常绿阔叶林植被动态的研究作一总结和展望。 

1 常绿阔叶林的演替研究 

演替是一个植物群落被另一个植物群落取代的过程 ，它是植物群落动态的一个最 重要的特征 ]。自 1 9世 纪法 国学者 

Dureau dela Malle将演替一词首先用于植被生态学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植物群落演替的现象、规律、演替的机制和演替植物种 

类的生理生态特性及不同演替阶段起决定作用的优势种生理生态特性的变化等进行了研究 。我 国于 2O世纪 2O年代就开始对 

植被的演替进行研究 。著名生态学家李顺卿、刘慎锷的博士论文研究 的主题均是植被演替 ，2O世纪 5O年代 以后 ，曲仲湘、董厚 

德等对植被演替的趋势、规律等作 了较为详尽的研究Ig’ ]，20世纪 8O年代以来 ，受国际生物学规划 (IBP)的推动，在广东省鼎湖 

山和鹤山、四川I缙云山、浙江天童山、云南哀牢 山、福建武夷山逐步形成了中国各具区域特色的常绿阔叶林研究基地。同时由于 

数学方法 、计算机技术 、生理生态技术等被逐步应用到群落演替的研究 中，使常绿 阔叶林演替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得到进一步改 

进，研究内容从研究常绿阔叶林群落演替的过程、群落组成变化、结构动态及模型逐步向研究生态系统的功能发展，但对常绿阔 

叶林主要优势种群动态、生理生态和群落演替机理等方面深入不够 。 

在四川I缙云山 ，钟章成、刘玉成及其学生们就 中国西部 的常绿 阔叶林动态研究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El1]。主要成果包 

括 ：(1)缙云山常绿阔叶林次生演替序列群落结构 、物种多样性和稳定性的关系，优势种群动态以及时间演替系列上物种多样性 

的变化Ij ” ；(2)缙云山常绿 阔叶林不同演替阶段植物生活型谱随演替阶段进展而发生的动态变化研究D4]；(3)缙云山常绿阔 

叶林次生演替序列主要优势种群的生态位研究[1 ；(4)缙云山常绿 阔叶林次生演替系列优势种群的生长、分布与生态因子相关 

性的定量研究_1 。 

在浙江天童山，宋永昌及其学生们就中国东部，特别是在浙江天童常绿阔叶林演替的特征、演替的机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j 。主要成果包括 ：(1)常绿 阔叶林演替系列主要优势种的比较生态学研究 。丁圣彦等在“常绿阔叶林演替过程中马尾松消退 

的原因”一文中首次提 出“消退种(Declining Species)”的概念 ，其它系列论文从生理生态的角度初步探讨 了常绿 阔叶林演替 的 

机理 ，进一步推动了植物群落演替的研究由以前的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向探索群落演替的生理生态机理深入 ” 。《常绿阔叶 

演系列 比较生态学》通过对常绿 阔叶林定位系萝U研究 ，系统地比较研究了常绿阔叶林主要优势种的群落生态学、种群生态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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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解剖学和生理生态学 。群落生态学的比较研究阐明了常绿阔叶林演替系列间的相互更替过程 ；种群生态学的比较研究探 

讨了优势种群的植株结构及其更新能力的演变规律 ；生态解剖学 的比较研究解释了演替系列主要优势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及其 

结构与环境的相统一性 ；而生理生态学的比较研究则初步揭示了演替系列群落主要优势种相互更替的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确 

定常绿阔叶林 的演替阶段 、演替方向及其控制，常绿阔叶林的抚育与改造 ，人工群落的恢复与重建提供 了科学依据0 。(2)浙江 

天童常绿阔叶林演替过程的凋落物现存量及其分解动态、次生演替过程土壤物理 、化学和生物性质以及植物群落演替与土壤肥 

力的关系等 ，为常绿阔叶林演替过程中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和方法论上的基础 。 

广东省鼎湖山 自然保护区是 中国较早建立的森林生态系统实验站，王伯荪、彭少麟及其学生们在此地的工作为中国常绿阔 

叶林 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鼎湖山森林植被的演替、森林群落多个植物种的演变过程 ，并从群落 

的物种联结性 、相似性与聚类分析 、线性演替系统与预测、生态优势度 、稳定性与动态测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开创 了中国 

常绿 阔叶林动态过程 的定量研究 ~。 。(2)以种群动态、群落演替过程中的组成和结构动态以及生理生态等为基础的鼎湖山植 

物群落演替过程中生态系统 的功能研究 “ 。这些系列成果 的获得形成了该生态站从常绿阔叶林动态特征的定量分析到生态 

系统功能研究的学科特色和优势。 

在广东省黑石顶 自然保护区，其成果主要是在对常绿阔叶林动态定量分析方法的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研究 了常绿 阔叶林 

的群落结构动态、生物多样性动态和主要优势种的生态位变化 。研究成果主要有森林次生演替过程中的群落动态和优势种群的 

重要值与环境因子的关联性分析 ]；森林中次生裸地上的群落演替进程 ；针阔叶混交林样带及常绿阔叶林样带上取样尺 

度变化对群落 a多样性测度 的影响以及 a多样性测度与取样 尺度之间的分形关 系“ ；不 同演替阶段森林群 落优势种种群 动 

态 。 

其他研究 ，如土壤因子对次生森林群落演替的影响：46-481，主要物种的种子萌发 、幼苗生长及成年物种的生长规律和物候节 

律对云南哀牢山湿性常绿 阔叶林动态和节律 的影响 ，四川I中亚热带扁刺栲～华木荷群 系不同演替阶段林内小气候 比较 ， 

广西大穗鹅耳枥等主要群落类型的演替趋向 ，华南南亚热带不同演替阶段植被的环境效应_5 等在 中国常绿阔叶林演 替方面 

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常绿阔叶林演替的研究一般采用两种方法 ，一是对同一样地的长期观察法 ，二是时空互代法。此外尚有一些辅助的方法 ， 

如可以通过观述、地名、文物、古迹等来了解区域植被的过去及发展利用历史。关于群落演替的数学模型很多I5 ，但一般可归结 

为马尔可夫过程 ]。马尔可夫模型对群落中各级组织水平的动态都适合，既适用于整个群落的更替或局部的更替，也适于种群 

或局部生物群体 、斑块的变化[s s,s6]。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用马尔可夫模型预测缙云山森林植被的次生演替 ；常绿阔 

叶林次生演替的随机过程和演替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常绿阔叶林演替的非线性模型 ̈ ；用树木结构图解的变化预测森林 

演替 ；用生态序列法研究 了我国北亚热带森林植被 的演替原因、机制 、特征和演替阶段 的划分Ⅱ ；以生态系统 的整体动态作 

为研究对象 ，把生态系统 的 自维持能力、生活史、营养循环和选择压力等基本特征与演替理论相比较 ，进行了常绿 阔叶林演替 的 

动力分析阳]。 

2 常绿 阔叶林的更新研究 

群落更新指 由植 物个体衰老枯倒或 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造成的林窗或林隙中，由原种群或相同性质的种群的新个体所更 

替的动态变化过程0 。这个过程是以不影响群落的总体宏观结构和性质为标志。群落的更新是群落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这 

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研究种子雨和种子库的动态、种子的萌发、幼树生长的时空动态来研究群落的更新。在树木生活史周期中，幼苗阶 

段是植物个体生长最为脆弱 、对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时期，因而也是个体数量变化最大的时期 。树木幼苗的生长受生物 因素和 

非生物因素综合作用的影 响，它能决定树木种群在群落演替系列中的位置以及成年树木种群在群落中的地位，因此，对幼苗 的 

成活和生长规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王战曾指出，单位面积内种子的多少、种子的发芽条件，幼苗幼树生长发 

育的环境条件是研究森林更新的“三把钥匙” 。影响常绿阔叶林更新的一种形式是种子雨、种子库和幼苗库动态，这方面代表 

性的研究成果有影响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幼苗定居的主要 因素研究 ；重庆四面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不同海拔、不同类型、 

不同土层的种子库中种子种类 、数量 、分布特征研究及建群种种子雨 、种子库 的研究 ；不 同群落 四JII大头茶幼苗的生长动 

态研究[69 ；常绿阔叶林地被层对乔木优势种种 子保存及幼苗存活的影响I7叩；常绿阔叶林植被状况对乔木幼苗物种多样性 的影 

响 。 ；南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几个树种的种子萌发和幼苗发育 。 等。影响常绿阔叶林更新的一种形式是萌生 。在森林树木受到人 

为或 自然破坏以后 ，残留植物体的萌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据 Kauffman和 Khan等人在热带地区的研究 ，通过萌生形成 的 

植株与通过种子萌发形成 的植株相比，前者具有更快 的生长速度，而且通过其原有的强大根系，能更有效地利用土壤 中的养分 

资源 ，同时对环境也具有更强 的适应能力。这些都构成了萌生植株在生长上的优势，使其在种群竞争中处于有利 的地位[：3．741。 

由此可见 ，萌生过程在植被恢复和 自然更新 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关于植被萌生 的研究在 国外已得 到越来越多 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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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75,7 6一。然而国内关于常绿阔叶林的萌生研究相对较少 ，主要有云南省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萌生现象的初步研究 ，结果 

表明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几个优势树种，种子萌发更新不占主体地位 ，而萌生却成了其更新的一条重要途径。” 。 

(2)通过研究林窗的形成、特征及其在森林动态 中的作用来研究群落的更新。在各种森林类型的更新和演替中，林窗均起着 

重要作用 。林窗的大小和环境变化程度直接影响到顶极森林 的结构、种类组成和种群动态，林窗小气候环境 中光照、温度、湿度 

状况通过直接影响植物的生命活动而间接影响其他多种生态条件。所以，林窗的特征对森林更新的研究倍受关注~78．793。这方面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 ，云南哀牢 山常绿 阔叶林林窗小气候特征影响森林的更新研究 ；通过森林林隙形成特征总结林木更替 

规律 ，预测林隙演替趋势的研究 ；中亚热带湿性常绿阔叶林的林窗形成特征及林窗制造者的死亡方式和原 因的研究 ；南亚 

热带常绿 阔叶林不 同大小和发育阶段林隙内树种多样性的变化规律一 ；缙云山大头茶种群 的林窗动态特点-st；浙江天童地区 

常绿阔叶林林窗和林 内两种生境下人工播埋栲树种子的萌发和当年幼苗的生长研究一 一。 

(3)通过对常绿阔叶林主要树种更新植株的生理生态特性的研究来解释群落更新 的原因。影响常绿阔叶林演替系列中主要 

树种更替的原因可能很多 ，但其 中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的生态适应性和生理生态功能的差异。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对浙江 

天童常绿阔叶林演替系列优势种更新植株光合生理生态的比较 ．发现优势种幼苗的更新一方面与其 自身的生物生态学特性、种 

子的来源、萌发力和群落的生境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幼苗的光补偿点有关，该研究对常绿阔叶林的植被恢 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 。 

3 常绿阔叶林退化和恢复重建的研究 

长期 以来 ，由于人们对常绿阔叶林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清 ，曾大面积毁林开荒 ，砍阔栽针 ，使其遭到严重破坏 ，广阔的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已被农耕地和人工林取代 ，导致了森林群落结构趋于简单，功能衰退 ，易受外来种侵入 ，大量物种濒临绝境甚至 

消失 ，生态环境恶化 ，持续 生产力低 ，调节气候、涵养 水源和储藏养分能 力减弱，土壤退化，肥力下降 ，病虫害频繁等一系列问 

题 。各种环境恶化和生态退化问题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保护现有的自然生态 

系统 ，综合整治已退化了的生态系统 ，恢复与重建可持续的人工生态系统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在此背景下．恢复生态学 

应运而生 ，现 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88~93]。该研究主要集 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1)各种退化生态系统的特征和恢复过程的研究294 3。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生态系统退化的过程 、特点及其机制研究， 

这是当前深入研究退化生态系统的关键和核 C- 一；大明山区常绿阔叶林退化生态系统植被恢复过程物种多样性的发展趋势和 

速度研究 ；三峡地区退化生态系统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与人为干扰和演替的关系 ；中亚热带湿性常绿阔叶次生林 自然恢 

复过程中群落乔木层的动态变化 ；浙江干岛湖植被经过 30a和 40a恢复的群落学 特征的变化~98,9 9]；缙 云山风灾迹地生态重 

建过程中主要优势种的种内种间竞争强度的定量分析 ；粤东五华县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过程不 同演替 

阶段的植物群落种群和生境 的变化研究 。由此可见 ，环境条件不 同，植被恢复的进程也不同。彭少麟、方炜、王伯荪在对南亚 

热带森林恢复研究 中发现南亚热带植被恢复遵循一般模式，同样这种动态受本地带生态综合作用过程决定。 

(2)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关于常绿阔叶林植被的恢复，李翠环等从群落结构研究群落的发育、波动、更新和演替 ；种 

群的特征、结构和竞争压力以及物种的生理生态学特征在群落进展演替中的变化一 。。王仁卿将植被生态学理论应用于森林生 

态系统恢 复并取得成功 ，提倡和强调用乡土树种重建乡土森林植被 (Native forest with nadve trees)，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恢 

复当地森林生态系统 。丁圣彦通过对常绿阔叶林演替系列主要树种的群落生态学特性、生理生态学特性及其更替原因的比 

较研究 ，探讨了常绿阔叶林次生灌丛 、马尾松林 、针阔混交林的抚育等一 。 

4 常绿阔叶林动态研究展望 

(1)3S技术在植被动态研究 中的应用 遥感技术的发展使得植被生态学的研究在方法上得 以彻底 的更新，在研究 内容 和 

尺度上得以最大限度的扩展 。地理信息系统 (GIS)在多源数据的整合、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模型的建立等方面的强大功能 ，利用 

遥感数据进行植被动态的研究具有无限的发展前景u 一。如何从卫星影像上提取植被信息和应用 GPS开展野外调查结合起来 ． 

如何将宏观尺度下确定植被的类型及其分布格局、植被类型之间的演替及其生态学机理结合起来 ，既是老一辈生态学家梦寐以 

求的研究重点，也是新一代生态学工作者孜孜追求的研究 目标。近年来，国外利用遥感技术资料和 GIS进行植被动态的研究成 

果较多 ，主要集 中于利用 RS与 GIS研究植被的动态过程一 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Nakashizuka等提出用航空遥感研究森林 

冠层结构 的新方法 ，该法为在大的时空尺度上准确 、定量的研究冠层结构、林窗动态及进一步研究群落演替等开创了一条崭新 

途径 一。Tanaka等将此法应用于 日本 中部温带落叶林的长期冠层动态研究 ，对林冠高度的时空分布、林窗的时空分布及林窗 

的形成与封闭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一。 

(2)常绿阔叶林退化机制研究 常绿阔叶林的动态过程主要是人为干扰下演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为干扰 因素 

使得群落的优势种在群落 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 ，一定程度上 ，优势种的动态机制即反映了群落的动态机制。常绿阔叶林 的动 

态机制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其一是常绿阔叶林动态过程 中乔木层主要优势种对 自然资源，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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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光能资源的竞争和利用率的变化 ，其二是常绿阔叶林动态过程中主要优势种的在群落 中的更新能力的变化。常绿阔叶林的 

动态包括地上部分种类组成的动态和地下部分土壤环境的动态。就地上部分而言 ，群落演替过程中乔木层优势种的光合作用速 

率和光能利用率的变化是明显的 ：，彼此之间对光能资源的竞争对策和竞争能力的变化会使某一优势种在群落中发生动态变 

化。更新层 的后备补充能力是涉及某些 树种能否成为优势种 的基础 ，而不 同的优势种 的更 新能力受群落小生境 的影响较 

大 “ ：；常绿阔叶林动态过程 中群落中小生境，如林窗的性质、草本植物过滤层等的变化无论对优势中不同发育阶段植株 的 

光合作用速率、光能利用率还是优势种更新能力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一 “ ，特别是土壤 中或植物体 中内的 N含量直接影响其光 

合作用能力 ，不同演替阶段群落土壤 中N 含量的变化及某些植物对 N的竞争能力是其光合作用潜力能否充分发挥的一个限制 

因素 。因此 ，研究常绿阔叶林不同演替阶段群落主要优势种不同发育阶段及群落的光能利用对策及光能利用率是揭示常绿阔叶 

林动态机制的一个重要途径 ，实践上对预测、控制群落动态的阶段、速度和促进群落的 自我恢复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常绿阔叶林动态研究急需开展的研究工作 ① 常绿阔叶林起源与系统发育研究，如常绿 阔叶林地质时期演化过程；常 

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组成结构的生态适应 ；常绿阔叶林生态 系统重要物种的系统进化 ；地质事件，特别是第四纪冰期对主要种类 

的影响以及历史迁移和扩散等，这些研究对其起源与演化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②常绿阔叶的林保护与恢 

复生态学研究，如常绿 阔叶林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常绿阔叶林演替的动因分析与建模 ；不 同生境条件下常绿阔叶 

林快速恢复与重建技术。③常绿阔叶林重要物种的生理生态学和种群生物学研究，主要物种对二氧化碳增加可能引起的变化响 

应；主要种间关系及种间协同进化研究等是深入认识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动态的基础 。④常绿阔叶林生态服务功能 

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如常绿阔叶林水量平衡及其在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水文循环的作用 ；养分循环及其在改良土 

壤 、实现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作用 ；在调节气候、净化空气 ，以及改善生态环境 中的作用；不同地区常绿阔叶林生态效益的估算，以 

及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优化模式。⑤常绿阔叶林 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作用与响应机制研究 ，如常绿阔叶林生产力形成机制及其 

空间分布格局与时间动态变化 ，以及生产力对气候变化 的响应与反馈；气候变化对常绿阔叶林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 

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常绿阔叶林 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与全球变化的关系。这些研究将有助于从微 

观到宏观层次理解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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