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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退耕还林是我国具有重大意义和成效显著的生态工程，被认为是我国政策性最强、投资最大、涉
及面最广、群众参与程度最高的生态建设工程。
它不仅使我国广大陡坡耕地退换成林，减少了水土流失，增加了森林覆被率和水源涵养能力，有了明
显的生态效益，而且促进了三农的发展。
虽然耕地减少了，但在退耕还林工程补偿机制下，农民集中精力把基本农田做好，粮食产量反而上去
了；农民也有资金去调整农业生产模式，使之更合理，更稳产高产；产品更加丰富多样，农民比以前
更富裕了；农民同时经营农业林业，对林业关心了，生态意识提高了，科学经营的理念增强了，社会
、经济和生态三大效益都很显著。
　　这本由李贤伟、张健教授为首的科研教学团队在国家几个重大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
级项目支持下所完成的研究专著，以西部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为重点，从工程的必要性、必然性，它的
理论基础、技术途径和总结出的最佳产业模式及其机理，它们的生态经济效益，管理技术重点，今后
可持续经营的对策，后续的政策性问题和建议做出了详尽的阐述。
首先，该专著非常有特色地把国外有关国家类似退耕还林工程的历史给予回顾，与我国的工程进行比
较，恰当地评估了各有关国家工程的特点，同时对我国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和对
工程的进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价。
在进行理论分析和提供研究结果之前，对陡坡耕地，以及一些重要的术语、会涉及的临界值做了说明
，为后来的理论与技术展开论述提供了明确和严格的内涵。
　　该专著对退耕还林的理论基础研究提出了有独到的且比较深刻的和全面的分析，例如从自然特征
、经济特征、社会特征、可持续经营的综合特征做了切合我国实际的分析；也为退耕还林工程涉及的
几个不同学科（生态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林学、社会学）相关部分整合构成其基本理论作了有
意义的工作。
该专著的这一部分为退耕还林工程的理论认识发展了一步，赋以这一工程较充实的理论意义。
该专著以第一手的调查研究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在模式机理上做了自己的实验研究，这是其它对退
耕还林工程总结时较少涉及的。
如对优选出来的复合经营模式，对物种组成变化、植被改土效应、生物量结构变化、土壤养分动态，
以及设计群落特征的邻体干扰指数等理论性问题都有较深入的研究，还注重系统集成的技术路线和创
新地提出生态价值集成技术。
该专著还提供了复合经营模式的经济效益的示范作用，为今后的工程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对于此专著的出版问世，我寄予了热切的希望，它的出版肯定会给今后工程的巩固发展，在政策
上、技术上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在学术研究上也会对农林复合经营、配套经营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有重
要影响。
我十分高兴为我熟悉的李贤伟、张健团队做出的此贡献写出我的感想，是为评，也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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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退耕还林（草）工程是国家西部生态环境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加快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从中、外退耕还林研究历史人手，系统阐述了退耕还林的概念、理论基础、技术模式，并形成理
论体系：筛选出适合在四川盆周低山推广应用的多种技术模式；以典型林草模式为例，对植被结构及
产量特征、细根生物量及特性、种间竞争、复合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养分动态及管理、土壤水分生
态及水土保持效益、以及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探索了退耕还林可持续经营的理论与方法，为退耕还
林工程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本书可供生态学、恢复生态学、林学、环境科学、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管理人员及高等院校
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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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4.3.4不同密度巨桉林下牧草产量及生长动态　　产量的高低反映植物光合产物积累的大小，是
生产力的量度，可体现植物内形成有机物质的能力高低（郑红梅等，2005）。
牧草生物学特性差异导致牧草产量和结构的差异，结构的差异表现出不同草种对时空的利用各不相同
。
　　5.4.3.5不同密度巨桉林下牧草的产量变化　　不同复合种植模式因草种和巨桉密度的不同，致使
林地遮荫强度、养分状况（地上和地下部分）、空气温度和湿度等发生变化。
林下微生态环境的改变，牧草的产量也会发生改变，不同生物学特性的牧草表现出的变化趋势是不同
的。
　　不同密度巨桉林下3种牧草产量的变化趋势如图5-20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3种牧草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产量变化趋势不尽相同。
从不同处理小区比较，均是对照区的产量大于其它的试验小区。
禾本科牧草牛鞭草、鸭茅的变化趋于同步，随着巨桉密度的减少，两种牧草的产量基本是呈现上升的
趋势。
三叶草的产量在各个密度试验小区间的变化不显著，当密度为1 111株·hm时达到最大值，总体趋势是
随巨桉密度的减少而略为上升。
　　研究表明，在试验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牧草产量的差异不仅取决于它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和牧草的
抗逆性，上层植被遮荫强度的大小对其影响也很大。
从3种牧草的产草量高低（图5 20）可以看出，适应性良好、抗性强的牛鞭草居第一位，鸭茅次之，三
叶草的产量最低。
对照区牧草的产量明显高于巨桉林下其他密度小区。
在不同密度小区中，存在地上部分的遮荫，以及地下部分的巨桉根系对土壤水、热、养分的影响，从
而对牧草的生长发育，特别是对牧草的产草量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屈超芬等，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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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退耕还林理论基础及林草模式的实践应用》由李贤伟、张健教授为首的科研教学团队在国
家几个重大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级项目支持下所完成的研究专著，以西部实施退耕还林
工程为重点，从工程的必要性、必然性，它的理论基础、技术途径和总结出的最佳产业模式及其机理
，它们的生态经济效益，管理技术重点，今后可持续经营的对策，后续的政策性问题和建议做出了详
尽的阐述。
首先，该专著非常有特色地把国外有关国家类似退耕还林工程的历史给予回顾，与我国的工程进行比
较，恰当地评估了各有关国家工程的特点，同时对我国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和对
工程的进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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