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市高保护价值森林经营指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北京市高保护价值森林经营指南>>

13位ISBN编号：9787030292797

10位ISBN编号：7030292790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邓华锋　等著

页数：209

字数：26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市高保护价值森林经营指南>>

前言

　　1999年，森林管理委员会（FSC）首次提出了高保护价值森林的概念，认为高保护价值森林，是
那些拥有一种或多种以下属性的森林（FSC森林管理原则和标准，2002年）：①具有全球、区域或国
家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如特有种、濒危种、残遗种）显著富集的森林区域以及大景观水平的森林
区域。
②包含珍稀、受威胁或濒危生态系统或者包含在这些生态系统内的森林区域。
③在某些重要情形下（如集水区保护、侵蚀控制等）提供自然的基本服务功能的森林区域。
④满足地方社区基本需求（如生存、健康）以及对地方社区的传统文化特性具有重要意义的森林区域
。
　　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提出后，最初在森林认证领域应用，以后扩展到自然资源保护和土地利用规
划，近期应用到农业等其他领域，成为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森林经营者、采购商和投资者保护重
要资源的有效工具。
　　从2003年开始，许多国家以Proforest（一家自然资源经营咨询公司）开发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工具
包”为基础，制定各自国家或地区的专门版本，以指导本国高保护价值森林经营实践。
在我国，结合森林认证，一些森林经营单位开展了高保护价值森林的识别和制图工作。
2006年，国家林业局在《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与实施纲要》（试行）中提出在森林经营单位内区划高保
护价值森林区域并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重点，将高保护价值森林纳入到地方及森林经营单位的森
林经营体系中。
　　首都林业是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公益林业。
2004：年，北京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出台了《北京市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提出必
须把林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构筑高标准的林业生态体系、高效益的林业产业体系、高水
平的森林资源安全保障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是森林价值属性和林业作用地位的直接体现，它不仅考虑到森林的经济价值，更
着眼于那些至关重要的社会和环境价值，因而体现了公益林业的精髓。
维护和加强这些森林的价值属性，有利于提升生态水平，使林业更好地为北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
显然，随着北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森林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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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关注在环境和社会方面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那部分森林，并通过预防方法、适应
性经营等手段，维持和增强其高保护价值属性。
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可以在多个领域发挥作用，如纳入森林经营方案指导森林经营实践，开展森林认
证，制定和实施保护性的林业政策，进行景观规划和恢复，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历史文化遗址等。
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也为其不同使用者提供了合作平台。
　　本书以指南的形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及其应用，结合地方特点提出了北京市
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定义、判定标准和阈值，进一步开展了北京市高保护价值森林的识别、制图、描述
和威胁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北京市高保护价值森林经营策略.并对各类高保护价值森林的监测提供
了指导性建议。
本书最后还介绍了高保护价值森林信息网站的设计，这同样是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应用的重要组成部
分。
　　本书对从事森林经营、森林资源管理、自然保护、景观规划等方面工作的人员有重要参考价值，
也可作为林业及其他资源环境管理领域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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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测度的参数，并可用来指导经营活动：建立河岸保护区、采用低影响采伐技术及合理的河流桥
渡设计，使用过滤井和涵洞等。
然而，在一定的经营策略下，这些价值属性是否在起作用？
这需要对这些作业活动进行监测。
但在执行详细的水质监测前，首先应确定是否遵循了作业设计要求。
当作业监测表明良好的实践正被遵循，就应更详细地审视河岸保护区设计以及其他技术的应用是否正
实现经营目标。
在这一情况下，水质监测就可以对当前的实践进行评估，水质是否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2）阈值的确定一旦确定了要测定的参数，进一步必须考虑的是维持参数在某一阈值水平。
然而，适当的阈值是什么？
阈值可能是明显的，如维持所有的椴树林，或某价值需要被维持的水平，如在河岸保护区例子中，设
置的阈值是河岸保护区的宽度。
同样地，对于陡坡和有侵蚀风险的地段，森林作业规程多以坡度作为设定的阈值（如35），超过这一
阈值不允许进行采伐。
而给生物价值设定阈值，例如，保护一群物种应被维持的适宜生境的量，则可能需要向保护专家咨询
。
有时，设定这样一个阈值几乎没有科学基础，而是基于经验、专家观点以及现实中的妥协。
同样的原则也应适用其他价值。
这里举几个有关阈值的例子：在任何天然林伐区，伐后郁闭度保持在0。
5以上；保持有林地每公顷粗木质残留物扎吨；所有第一级支流在s米范围内禁止采伐等。
　　阈值应被看作要实现的保护或管理目标。
设定阈值有两个优点：一是重点关注“怎么样”的问题，即告诉人们如何从这里抵达那里；二是它提
供了能被测定的业绩标准。
例如，如果高保护价值是一种濒危的甲虫，只要郁闭林分中枯树的密度高于某一特定阈值，其种群就
能得到维持。
为此，应特别建议森林采伐或抚育时有选择性地进行，对一定密度的树木进行集中采伐，同时保留树
桩和一定量的粗木质残留物。
5。
2。
3。
3威胁分析为了维持某一价值，有必要关注对这一目标的威胁。
识别和减轻威胁是经营高保护价值的核心。
有的威胁十分明显，如一些直接威胁，但也存在一些更微妙和隐蔽的威胁。
　　1）评估高保护价值的当前状况是什么　　要决定什么样的经营策略是适当的，对森林经营者而
言，重要的是了解该价值当前的状态。
当前的价值高吗？
存在任何可能引起该价值下降的威胁吗？
如果存在，这些威胁是什么？
若对某一价值的威胁缺乏明确的了解，森林经营者很可能应用对该价值无甚效果的经营体系甚至是损
害这一价值的经营体系。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市高保护价值森林经营指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