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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根本原因的认识，以及试图找到解决的方法，已经成为当代科技界广泛讨
论的议题。
尽管很多因素还不确定，但是森林通过碳循环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作用已经为全球所公认。
虽然森林的碳汇作用还不能过分高估，但是森林作为生物多样性资源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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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 碳固持优化　　Sharma和Wang（2009）开发了一个独立的计算机系统来制定、解决和输出森
林管理和碳固持方案（图1、2）。
这个系统在微软开发的视窗操作系统中运行，其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有所应用，为由92个不同林分组
成的3035hm2的混交阔叶林生成了6个不同的采伐情景。
森林在物种组成、结构、立木材积和年龄方面都有变异性。
如果只在采伐的时候考虑木材和（或）林分碳，在模型的最佳化过程处理中，未来森林的碳是不可知
的，因此会导致未来林分变成低碳库。
由于缺少分析工具和基本的科学基础，资源计划者和管理者很少考察特定采伐方案的长期后果，或在
时空范围内比较不同方案的影响。
　　当前的模拟系统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森林生态系统生长动态知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像
本研究一样，可以预测特定的管理活动对未来森林的影响，并且对管理活动进行优化。
在处理碳预测的不确定性时，本研究利用了诸如大样本、多模拟结果等几个方法。
考虑到整个森林样本的大小，取样误差可以假设最小。
生长和产量是通过FVSNETWIG估计的，它有一个自我校准特征，通过区域森林生长趋势中的局部变
异或者系统默认的随机化，可以反映森林生长随机变异，以说明预测的不确定性。
整个系统可以用于制定、解决采伐方案，解释采伐结果和实现不同森林经营问题下的采伐可视化，并
且不需要考虑优化过程的复杂性。
当前系统在未来需要加强的部分可能包括，在不同条件下体现部分采伐方法和估计活动费用消耗。
目前可视化仅仅体现在二维林分水平上，这部分正在改进当中，未来的版本将包括树木直径、树高和
地形，并在这个系统中产生三维可视化模型，这些改进会使本系统的应用更加广泛。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碳交易市场的出现，由森林可持续管理导致的额外碳固持将有益于林地
所有者。
Sharma等（2009）制定了择伐和皆伐条件下的不同采伐方案，并在较大尺度上，对美国西弗吉尼亚混
交阔叶林森林经营措施中的有关木材生产和碳固持收益最大的采伐方案进行了评估。
在一套参数条件下，利用混合整数线性模型（mixedintegerline-arprogramming，MILP）对每一个目标进
行优化。
在不破坏商业木材潜在收益条件下，可以通过优化当前木材生产和未来择伐皆伐条件下恢复林分碳固
持，实现高碳固持速率。
结果表明：①和混交阔叶林预测的一样，单个林分的恢复期是不同的。
规划远景为80年的林分要比50年的林分在恢复周期上的变异大。
②林分自由生长，没有采伐的条件下，净碳固持速率是0.1 3-0.4 0tC／（hm2·a）。
枯死组分中固持的碳通常释放到大气中，新的生长占领空间。
从长期看来，地上和地下枯死组分中固持的碳是稳定的，也就是生长和死亡部分是相当的。
历年来，林分商业采伐部分是森林总碳库的一半，这一分部要移走否则会死亡。
③采伐林分比非采伐林分的碳固持速率要高。
不同的采伐安排条件下，森林年碳固持有极大的变异性。
皆伐林分碳固持及正年净固持量比择伐林分高。
虽然生物学成熟点（biologicalmaturitypoint）以后，所有方案都倾向于相同的碳固持速率，但是在达到
成熟点前的这个长期过程中，它们的碳固持速率是不同的。
④采伐安排的时空最优化导致不同的林分采用不同的采伐年限，也导致森林采伐木材中固碳量差异。
不同模型条件下采伐木材的碳量净现值差异不显著（p=0.9 5）。
但是皆伐和择伐之间的净现值差异显著（p：0.001），皆伐比择伐的木材收益大。
不同采伐安排下现存碳库差异显著（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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