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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红岩副教授多年来采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对天水及周边地区古树群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积
累了丰富的古树生态特征与环境方面的资料。
本书是他将所有通过实地调查的资料经系统分析和整理而成的结果。
    在本书里，作者以图文并茂的手法向人们系统介绍了天水地区18个景区的古树群，其中绝大部分属
人工种植群。
作者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古树群内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特别是人对古树群的正负面影响；古树种
类生长型和天水常见古树的年龄；天水古树目前所面临的土壤、气候等环境因素的胁迫。
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分析，最后提出了天水古树的保护措施和途径，不仅为天水地区古树的有效保
护提供了生态学依据，而且对我国其他古城区古树群的保护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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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红岩，男，1955年8月生，甘肃秦安县人。
现任天水师范学院督导委员会副主任(正处级)，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副教授，中国中学生物教学研究
会会员，甘肃省中学生物教学研究会理事，天水市中学生物教学研究会理事长。
2001年入选天水市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计划。
 长期从事高校生物学教学和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天水古树
——文化特征与生物学保护》专著1部，参编高校《人体组织解剖学》教材1部、《人体解剖生理学》
教材1部，获省级科技进步奖1项，市级科技进步奖7项，主持和参与完成省、市科研项目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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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前言第一章　天水古树群保护生态学研究　一、天水古树群的基本特征　二、天水古树群形
成的条件　三、天水古树群的特点　四、天水古树群保护生态学的概念第二章　天水及周边地区古树
群生态调查　一、取样原则　二、取样单位　三、取样方法及记录法　四、古树群代表性样地记录法
　五、古树群多盖度、聚生度、生活强度、记录方法　六、古树群生态代表性样地记录及资料整理　
七、古树群保护生态学调查资料统计分析第三章　天水古树群结构生态分析与表达　一、天水古树群
结构组分的识别与表达　二、天水及周边古树群生态的垂直结构分布　三、天水及周边古树群生态的
水平结构分布　四、天水及周边古树群的群集度分析第四章　天水古树群生态与生物因素　一、古树
群生态层与其他植物　二、古树群生态层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　三、古树群生态层与动物的相互作用
　四、古树群生态层与人类第五章　天水古树群生态与环境　一、天水气候、土壤、生物与地形等环
境状况　二、古树群生态与气候　三、古树群生态与土壤　四、古树群生态与地形　五、小地形对古
树群生态系统的影响第六章　天水古树群保护生态学与城市环境建设　一、天水古树群保护生态在城
市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城市建设对古树群生态的影响第七章　天水古树群生态系统的文化特征
　一、天水古典诗词与古树群生态学分析　二、天水古树群生态景观画第八章　天水古树群的生态保
护措施　一、加大古树群生态伴生种种植，增强生物多样性　二、古树群生长区墙改栅栏　三、改变
古树群的立地条件　四、充分利用生物防治的方法对病虫害进行防治　五、古树群生态系统内树木的
保护与支撑　六、古树群的树洞修复　七、古树群的修剪　八、古树群的施肥复壮　九、古树的移栽
　十、天水古树群生态保护学与人文景观评价　十一、构建天水古树植物园　十二、建立天水古树群
保护生态学研究中心　十三、古树群微量元素滴灌法　十四、古树群生态保护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跋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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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水古树群保护生态学研究　　古树保护生态学是研究古树群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
系，研究环境条件对古树群形成的过程、结构特征、地理分布、文化特征的影响以及古树群对环境的
改造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自然保护就是保护植物群落，现就天水古树群保护生态学的特征、形成条件、识别
及概念分述如下：　　一、天水古树群的基本特征　　天水古树群是指以天水百年以上的古树为优势
种，生长在一定地段的植被组合。
它具有均匀的种类组成和垒结，在植物之间，以及植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具有以下特征：
　　（一）天水古树群以植物的同住结合，由一定的植物种类所组成，且在其他集群中不存在。
　　（二）天水古树群内植物同住结合中的各种植物间都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
　　古树群内的各种植物即保持着它们的各自生物学特征，生态上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表现为
争夺空间、光线、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
集群内的植物种类由于竞争和选择的结果，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生态习性，对环境因子要求也不尽相同
。
　　（三）天水古树群具有不同植物的垒结，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外形。
古树群有机体在空间上有不同位置，如地上的同化器官的高度不同，地下吸收器官集中于不同的地下
深度，形成群落的成层现象，在外形上表现出一定特征的外貌。
　　（四）天水古树群与立地条件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天水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古树群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营养，古树代谢产物以及死后残体的投入环
境，引起群落内部的环境变化，形成了不；同于其它植被的生态环境。
　　（五）天水古树群是一个功能体，发挥着一定的生态功能。
　　包括能量转换和有机体的产物；与环境的物质交换；对土壤的改造作用，以及古树群本身的增长
、扩展和更新，且具有明显的独特的营养组织和代谢类型。
　　（六）天水古树群在空间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具有明显的分界限。
有明显的区域性分布，有着不同于其他群落的分布地区和生境。
　　（七）天水古树群在时间发展上具有其阶段性。
　　古树群既有它的现在，而它下面的土壤中又有它的过去，同时也孕育了它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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