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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林业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对森林实施生态系统管理，必须保护和维持森林的生物多样性。这就要求在
森林调查和经营过程中增加林分结构多样性方面的内容，因此必须充分认识森林结构包括的内容，并研究制订简

便实用的结构多样性指标。本文采用目测分层盖度结合无样地点 四分法取样进行林分结构因子调查，设计了一
套简便的林分结构指标体系，并对长白山红松阔叶混交林及其次生林进行了林分结构多样性的测定研究。结果表
明：基于分层盖度构建的林分垂直多样性指数和水平结构异质性指数，可以较好地表示林分的基本结构特征，同

时借助点 四分法测定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对倒木、站干、林隙等的统计，可以较全面地描述阔叶红松林的林分
结构因素。应用该方法测定不同的原始林样地的林分结构，得到的林分结构指标与其他林分结构因素的描述，同
常规林学调查结论一致并更全面；同时对不同采伐方式的林分结构进行了测定，结合相应的常规指标测定对比，
表明该结构指数不但能较好地表示群落的空间结构特征，同时也能对比不同经营方式对林分结构造成的影响，如
择伐方式比皆伐方式对林分的结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结构恢复时间较短，从而说明对阔叶红松林这种复层异龄混
交林的森林类型而言，择伐是一种更适合的通过结构调控进行生态系统管理的方式。在对生态系统进行经营管理
过程中，采用该方法能有效地说明林分的垂直结构复杂性和水平结构异质性及重要的林分结构因子存在状况，因
而更适合当前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要求。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林分结构指标待改进的部分与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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