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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灾害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与减灾对策

薛建辉  胡海波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

年初 我国南方地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冰雪灾害 ∀这场灾害不仅强度大 !影响范围广 !持续时间

长 而且极端异常 发生在冬天难得见到雪的亚热带地区 给我国人民正常的生产 !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

了巨大危害 也给受灾林区的森林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影响 ∀因此 研究冰雪灾害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直接与

间接影响 探求灾后重建的对策与技术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

1  冰冻雪灾天气的成因及发展趋势

新年伊始 雪灾天气不仅发生在我国 而且还席卷了北美 !中东和欧洲等许多地区 ∀出现这种极端天气

全球气候变暖是大背景 拉尼娜现象以及大气环流异常是重要原因 ∀国内外气象学界普遍认为 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 拉尼娜与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可能会越来越频繁 冷冬和暖夏现象也将会频繁交替发生 ∀

2  冰冻雪灾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

普通降雪不会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然而 长时间 !高强度的降雪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的威胁

是致命的 ∀在我国南方许多省 区 如贵州 !湖南 !江西等 今年的雪凝 !冻雨十分普遍 ∀贵州省气象台根据

各地灾害情况分析 月 日该省出现雪凝天气达 个县 市 !区 占全省的 1 超过有气象资料以来

的最大影响程度 这是典型的强度自然干扰 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

1  森林植物受到直接破坏  在雨雪冰冻天气中 森林植物细胞中的水分凝结膨胀 使原生质脱离胞壁 细

胞结构直接受到伤害 从而影响细胞的活性与功能 ∀长时间的冰雪天气会使植物细胞组织冻死 尤其是南方

温暖地区的植物 耐寒 !抗冻性差 极易受到影响 如油茶和茶树就有不少冻死 此外 植物长时间受雪凝 !冻

雨影响 超过了树体及其枝叶承受范围 从而使树木压弯 !折断 ∀易受雪折的树种包括马尾松 !杉木 !杨树 !光

皮桦 !四川桤木 !毛竹等 ∀在浙江古田山自然保护区 甚至有胸径达 以上的马尾松受雪压拦腰折断 黄

檀这类珍贵的硬阔叶树种也不能幸免 危害相当严重 ∀

1  改变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  在雪灾严重地区 大量林木倒伏 !弯曲甚至折断 形成许多林窗 如

杉木林 !马尾松林 !柏木林即如此 ∀在浙江开化县原杉木人工密林中 有的林分雪灾后郁闭度减少到 1 左

右 光照 !温度和水分等小气候条件与雪压前有很大变化 最终影响林分结构与组成及物种多样性 ∀

1  降低生态系统的功能与效益  在正常的森林生态系统中 森林植物组成丰富 ∀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

源 !保持水土 !改善气候 !吸碳释氧 !净化空气等功能 但受到严重雪灾后 林分结构遭到破坏 树干弯曲甚至

倒伏 !折断 生长缓慢或者死亡 因而森林生态系统原有的功能与效益大大降低 ∀据调查 在浙江古田山自然

保护区 局部严重受害林分水土流失可能达到 # 为雪灾前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

1  影响生态系统的演替方向  森林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 !有序的自组织系统 通过物质能量的输入输出

保持着动态平衡 ∀由于雪压 !冰冻等长时间的强度干扰 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 生态系统演替过程与方向

发生改变 ∀尤其在阔叶林中 形成的林窗致使阳性植物大量侵入 改变了森林生态系统演替方向与进程 ∀

1  危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健康  雪压 !冰冻天气对森林生态系统不仅有直接危害 而且还有间接 !次生

和潜在的危害 ∀大量树木折断 !死亡 降低了生态系统抵抗干扰的能力 使整个系统变得脆弱和敏感 更容易

受到次生性林业有害生物的影响 暴发森林病虫害 使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降低 危害生态系统的健康 ∀

3  受灾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对策

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是一个十分紧迫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不同类型林分的受害程度与经营目标

不同 恢复与重建方法也就各异 ∀目前要抓紧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清除受损林木 维护生态系统健康  要及时清除折断 !倒伏林木和断枝残叶 尽可能减轻有害生物的滋



生繁育 防止病虫害的暴发和蔓延 维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 减轻森林火灾的潜在威胁 ∀对于受灾的森林

自然保护区 可适当保留部分折断林木 有利于恢复物种多样性 ∀

1  利用林窗造林 恢复生态系统功能  严重雪压后 残枝断木很多 形成许多林窗 可通过补植等方式及

时造林 增加林地覆盖率 防止地表裸露引起的水土流失 提高森林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能力 同时 提高林

分生产力 恢复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 ∀

 丰富树种多样性 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受损严重的人工针叶林 由于原来的生态系统组成单一 抵

御灾害功能较弱 可通过营造针阔混交林和复层异龄林等方式进行林分改造 增强林分的稳定性 ∀

1  加强科学研究 增强雪灾的预警和防控能力  目前 国内对我国北部 !西北部和青藏高原牧区雪灾危

害 !致灾机理 !监测和预警评估模型研究较多 而对南方森林生态系统遭受雪灾后 其危害 !监测 !致灾机理和

预警评估模型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因此缺少林业技术储备来应对突发的冰冻雨雪灾害 ∀要利用这次雪灾的

经验教训 抓住机遇 对受损森林生态系统开展系统 !长期定位研究 以增强林业对雪灾的预警和防控能力 ∀

4  建议开展以下方面的研究

冰冻雪灾对林业造成经济与生态价值损失的科学评价 灾后森林重建恢复技术与试验示范

灾后重要森林病虫害发生 !流行规律及其防治技术 主要森林类型灾后更新与林分结构调整技术 典

型受损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长期定位研究 抗冰冻雪灾树种的选育技术与应用 林权制度改

革与林业保险机制的建立 ∀

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雨雪冰冻灾情引发的思考

肖文发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北京

年 月上旬至 月上旬 我国南方地区遭受了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 给林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

其中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受损十分严重 ∀笔者在灾后曾赴广西进行考察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提出以下几

点意见 ∀

1  正确认识雨雪冰冻灾害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影响

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来说 相对宽阔 !保持常绿的树冠成为这次雨雪冰冻灾害的主体 ∀同时 其林内几

乎没有板状根植物 藤本植物 !附生植物也很少的特点 使得树冠一旦被破坏 整个林地就几乎完全暴露 ∀

 自然生态过程遭受突然性 !整体性改变  以广西的猫儿山 !花坪 !大瑶山和大明山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为例 它们除了保护着典型的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类型和一些重要的国家级保护动植物以外 还是广西主

要河流如漓江等的水源涵养区 ∀在保护区的试验区和缓冲区 毛竹 !经济林 !松类 !桉树等人工林损失严重

) ) ) 路边和边坡地区的竹木大量翻蔸 中幼龄毛竹林大面积劈裂 其他中幼林或中等径级树木的大面积折

断 !断梢等等 ∀考察中发现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受灾最重的是处于海拔 ∗ 左右中高海拔地区的迎

风坡 主要在缓冲区靠近核心区的地方 ∀大面积林木树冠集中折断 遭到/灭顶0性破坏 甚至连根拔起 下层

林木也存在主干和枝条折断的现象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草本层 ∀森林的垂直结构乃至森林环境发生了急剧 !

整体性的变化 林地景观严重破坏 ∀

常绿阔叶林系统结构的突然性 !毁灭性破坏将导致这些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的根本改变 ∀其涵养水源 !保

持水土等生态服务功能大为降低 雨季洪水暴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森林的生物多样性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生物量减少 固碳能力下降 对区域生态安全也将产生很大的威胁 ∀但是 雨雪冰冻灾害是森林生态系统重

要的自然干扰因子之一 虽然树木掘根 !折断后 使森林中的光照 !温度 !水分等环境条件发生变化 引起微地

貌 !土壤成分的改变和有效资源空间异质性的变化 也会对森林的更新机制 !更新格局和林分下层结构产生

影响 而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 !分析和长期的监测 ∀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 森林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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