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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南山地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华西雨屏区，充沛的降水和特殊的生境孕育了丰富生物。
被誉为“重要的水塔”、“生物多样性核心区”和“全球变化的敏感区”。
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西南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在全面论述西南山地垂直带谱的基础上，从整体上阐明不同海拔垂直
带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主要对山地特殊的生境和生态系统，低山丘陵区的土壤生态过程，中山地段的群落格局，亚高山森林
的动态、多效益评估和管理，山地森林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结果可为山地森林的持续管理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西南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可供生态学、林学、恢复生态学、环境科学、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的研究和管理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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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庭兴（1952.12-）男，汉族，四川广汉人，曾留学瑞典。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1997年被国家教委、劳动人事部表彰为全国优秀留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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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攻关或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以及四川省科技攻关项目2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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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省教学成果一等奖3项。
主编、副主编学术专著6部，参编全国规划教材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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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南山地森林大体上可以根据环境条件和人为影响分为低山丘陵、中山和亚高山三大典型类型，
也是当前亟待加强研究以指导生产实践的重要森林类型。
因其所处位置的差异，社会经济条件与产业类型、人口密度和开发程度的差异，这些森林所受到的影
响差异巨大，当前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也不一致，现简要总结如下。
1.低山丘陵常绿阔叶林区　　四川盆地西缘的低山丘陵常绿阔叶林区是西南山地工农业最发达、人口
最密集的区域。
由于人口密度较高，长期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天然常绿阔叶林几乎全被损毁，目前仅在离城市较远、
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尚残存小块的天然常绿阔叶林。
随着本世纪初开始的两大重要生态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本区域的植被有
了良好的恢复态势，朱镕基总理在视察天全县退耕还林示范点时也曾感慨：“完全可以三年初见成效
、五年大见成效”。
尽管低山丘陵区因降雨量较高，只要去除人为干扰因素，就能实现植被的快速恢复。
但以下两个原因却导致了土壤的严重退化：一是长期、频繁的樵采等人为干扰使植被完全破坏，丰沛
降水的强烈冲刷带走了大量缺乏植被保护的土壤，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部分常绿阔叶林被改
造成人T林，长期定向、单一树种的人式林培育虽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导致严重的土壤退化
。
如此，低山丘陵区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土壤退化过程的理解和生态修复。
2.中山区山地常绿阔叶林区　　中山区的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条件都低于低山丘陵区，而且坡度通常
比较大，生长的阔叶树多为以前认为没有利用价值的杂木，故长期以来被作为薪柴林，是农村燃料的
主要来源。
虽然近年来对硬阔叶林木的利用水平有所提高，但冈LLJ区的交通条件较差、加之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
施使林分总体被破坏度相对较小、天然更新（以萌芽为主）能力强、人为干扰和破坏减少、充沛的降
雨和水热同季可促进林木的快速生长，因此，中山区山地常绿阔叶林区是日前西南山地森林保存得相
对完好的群落类型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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