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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国有林场森林生物多样性变化评价 

刘代汉 ，周天福2，黄寿昌1，杨振科1，唐 芸1 

(1．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州 545004；2．广西自然博物馆，广西南宁 530012) 

摘 要：采用压力一状态一响应评价法对 1990~2001年广西国有林场森林生物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发现林场 

森林生物多样性十多年来呈下降趋势。导致森林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根源是林场人口急剧增长和不当的 

森林经营方式。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转变森林经营方式以遏制林场森林生物多样性减少、保护森林生物多 

样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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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thod of press—state-echo from l 990to 200 l，has been used to study forest biodiversity in this 

paper．By analyzing the forest biodiversity changing，the downtrend is found out in the forest biodiversity on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in Guangxi．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in reducing the forest biodiversity，one is 

that the population rises sharply on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and the other is that improper forest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past decade．Reducing population and changing forest management system 

are good methods in preventing forest biodiversity from down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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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关键和纽带，是陆地 

生态系统的主体，是 自然界功能最完善的资源库和 

基因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1995)，对改善生态 

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森林生物 

多样性又是保持森林生态系统稳定，维护森林生态 

系统平衡的基础(ITTO，2001)。国有林场作为林 

业生产和生态建设的主力军，其森林生物多样性既 

是国有林场为社会提供生态服务的重要基础，也是 

国有林场赖以生存和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保 

障。因此，探讨广西国有林场森林生物多样性变化 

趋势及其原因，对于国有林场实施可持续经营和建 

构广西生态安全体系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方法与材料收集 

1．1压力一状态一响应评价法原理 

森林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 

生态系统多样性 3个层次，但 目前人们对每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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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都非常有限，即存在不确知(Uncertainly— 

Known)特性。另外，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一种资 

源或一个系统，本身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是一个发 

展中系统(Developing System)。森林生物多样性 

评价的状态变量的数目众多和分散(Decentraliza— 

tion)，也使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评价具有不确定性 

(Uncer—tainly)。因此，森林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典型 

的“黑箱”系统(张颖，2002)。压力一状态一响应评 

价法从森林生物多样性构成的整体人手，不去探究 

其具体的每一构成，运用控制论中的“黑箱”理论，借 

助于与森林生物多样性密切联系的森林数量和质量 

的一些指标，利用社会经济发展对它造成的压力和 

系统对这些压力的反应来评价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变 

化(图 1)。 

⑩  圈  ⑩  
图 1 “黑箱”理论不恿图 

Fig．1 Sketch of the dark box theory 

压力 ：社会经济发展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压力 ；状态 ；森林生物 

多样性系统及其内部构成；响应 ：森林生物多样性系统对 

社会经济发展对其造成的压力状态的响应。 
· L 

1．2评价指标、指数和计算公式(张颖，2002) 

压力一状态一响应评价法评价指标是根据生物 

多样性的定义和我国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现有调查数 

据、我国人口和森林资源调查监测的统计资料，经采 

用 SPSS统计软件分析其相关度而确定的。本研究 

选取下列指标作为评价广西国有林场森林生物多样 

性变化的依据。 

1．2．1压力指标与指数 包括人口、森林皆伐面积、 

造林面积、疏林地面积和经济林面积 5项指标。用 

来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对森林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压 

力。其指数计算公式为： 

T 
Jl+J2+J3+ J4+ J5 ，，、 

一

— — — —  — — 一 ⋯ ⋯ ⋯ ⋯ ⋯ ⋯ u  

式中：J ，一森林生物多样性压力指数；J 一人口 

数；J 一森林皆伐面积指数；J 造林面积指数；J 一疏 

林地面积指数和经济林面积指数；J 一五项指标。 

1．2．2响应指标和指数 包括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 

指标和森林物种多样性指标。(1)森林生态系统多 

样性包括有林地面积、未成林地面积和无林地面积 

3项指标。其指数计算公式为： 

r．一_7一 

J⋯ 一 一 ⋯⋯⋯⋯⋯⋯ ⋯⋯⋯⋯⋯ (2) 

式中：J 一一森林生态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响应 

指数；J 一有林地面积指数；J 一无林地面积指数。 

(2)森林物种多样性包括阔叶林面积、阔叶林蓄 

积、森林火灾受灾面积、森林火灾次数和防治病虫害 

面积5项指标。其指数计算公式为： 

T 
J8+ J9+ J10+ Jl1+ Jl2 ，̈  

一 — — — —  — — 一 ⋯ ⋯ ⋯ ⋯ ⋯  

式中：J 一森林物种多样性响应指数；J。一阔叶 

林面积指数；J。一阔叶林蓄积指数；J 。一森林火灾受 

灾面积指数；J 一森林火灾次数指数；J 一防治病虫 

害面积指数。 

1．2．3森林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总指数 其计算公式 

为：J Ⅲ 一 J⋯州 +J 
9 

式中：Iuoa；一sity-森林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总指数； 

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J 一；I species-森林物种 

多样性指数。 

1．3材料收集 

按现有的 l51个国有林场 l5 的比例，选择区 

内东南西北中均有分布，隶属关系为区直、地市、县 

属都有及林场性质属生态公益型、商品经营型兼有 

的23个国有林场进行调查。调查的林场包括高峰、 

良凤江、钦廉、大桂山、三门江、雅长、沙塘、大容山、 

丁当、老山、石塘、祥周、城东、凉水山、鹿寨、六峰、山 

口、庆远、鸡笼山、咸水、姑婆山、十万大山、金秀共 

23个。通过典型调查收集林场 1990年来森林资 

源、生产经营、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资料。 

2 结果 

2．1调查结果 

根据调查收集的资料整理结果如表 1。 

表 l显示，从 1990～2001年，广西国有林场的 

人口数、森林皆伐面积、造林面积、速丰桉面积、经济 

林面积、竹林面积和农作物面积均呈增加趋势，而疏 

林地和无林地面积则呈减少趋势；十多年来，森林火 

灾次数与面积基本稳定。 

2．2森林生物多样性变化 

2．2．1森林生物多样性压力变化 森林生物多样性 

压力变化的评价主要通过压力指数的变化来反映。 

各项指标以某一年的调查统计数据为基数(本文统 

一 以1990年的数据为基数)，定为 100，其它年度的 

数据与之相比较，所得的相对数即为该项指标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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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下评价的指数计算方法与此相同)。在计算压 

力指数时，速丰桉面积与疏林地面积合并在一起计 

算；竹林面积、农作物面积与经济林面积归在一起计 

算。根据公式(1)计算的 1990~2001年广西国有林 

场生物多样性压力指数及各项压力变化评价指标指 

数的具体计算值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广西国有林场人口数的 

增加，人口指数呈增加趋势，由1990年 100．O0增至 

2001年的 143．65，增幅较大的是 1992～1994年和 

1998~2000年。森林皆伐面积指数由 100．O0增至 

163．71，但 1998至2000年略有减少。造林面积指 

数，总体增加，但有波幅，1990～1992年增加，1992 

～ 1994年减少，1994～1996年略增加，1996～1998 

年增幅大，1998~2000年增加，2000年～2001年有 

所减少。疏林地面积指数呈减少趋势。经济林面积 

指数呈增加趋势。广西国有林场森林生物多样性压 

表 1 广西国有林场生物多样性评价基础数据表 

Table 1 Basic data of the biodiversity on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in Guangxi 

表 2 广西国有林场生物多样性压力指数表 (单位： ) 

Tabl e 2 Index of biodiversity press on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in Guangxi(Unit： ) 

力指数呈增加趋势，2001年是 1990年的1．83倍。 

2．2．2森林生物多样性变化 (1)森林生态系统多 

样性变化：森林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基 

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在它们之中，生态系统 

多样性是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基因多样性的体现，保护 

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也就意味着物种和基因多样性 

被保护了。根据(2)式计算的广西国有林场森林生态 

系统多样性各项评价指标指数的具体值(表 3)。 

从表 3可知，有林地面积指数由 100．O0增至 

129．17，其中 1990～1992年增幅大，1992～1994年 

减少，由127．66减少至 107．10，1994～2O01年后逐 

年增加。无林 地指数逐年 减少，减幅较大，由 

100．O0减至27．80。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逐年减 

少，由1O0．O0减至78．49，但 1990～1992年略增加。 

(2)森林物种多样性变化：在计算森林物种多样 

性指数时，根据广西属热带、亚热带地区，国有林场石 

山灌木林面积较大，林中生物物种资源丰富的实际情 

况，将石山灌木林面积归人阔叶林面积计算。根据表 

1，利用(3)式计算的各项评价指标指数值(表4)。 

从表 4可知，石山灌木林面积逐年增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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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5 hm。增至 19169 hm。。阔叶林面积 1990～ 

1996年逐年减少，1996～2001年逐年增加，增幅较 

大的是1998～2000年。阔叶林蓄积总体增加，但 

199O～1992年略增加，1992～1996年逐年减少， 

1996~2001年逐年增加。森林火灾次数和受灾面积 

基本稳定。防治病虫害面积总体增加，但 1992~1996 

年减少，1998年后森林物种多样性指数总体增加。 

(3)森林生物多样性变化：根据(2)、(3)式计算 

结果，按照森林生物多样性变化评价的总指数计算 

公式(4)，计算 1990～2001年广西国有林场森林生 

物多样性总指数(表 5)。 

从表 5可知：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 1990~ 

1994年处于上升阶段，但 自 1992年后逐年下降。 

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并且降幅较大；森林物种多样 

性指数 1992～1994年间处于下降阶段，1994年后 

逐年增加，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但增幅不大。森林 

生物多样性指数变化取决于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和 

森林物种多样性变化，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 

表 3 广西国有林场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表 (单位： ) 

Table Index of forest ecosystem diversity Oil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in Guangxi(Unit： ) 

表4 广西国有林场森林物种多样性指数计算表 (单位： ) 

Table 4 Index of the forest species diversity on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in Guangxi(Unit： ) 

项 目Items 1990 a 1992 a 1994 a 1996 a 1998 a 2000 a 2001 a 

阔叶林面积指数 Index of broad leaved forest area 100．00 1O1．16 97．30 96．17 1OO．10 126．94 145．6O 

阔叶林蓄积指数 Index of broad leaved forest volume 100．00 1O4．54 99．98 96．14 99．83 119．20 121．59 

森林火灾面积指数 Index of forest fire area 1 00．OO 88．37 72．O9 79．O7 6O．47 83．72 9O．7O 

森林火灾次数指数 Index of forest fire occurrence 100．00 13O．76 115．39 69．23 92．31 107．69 1O7．69 

防治病虫害面积指数 1O0．O0 84．61 89．16 57．13 76．54 107．61 124．73 
Index of prevented forest diseases and insects 

森林物种多样性指数 Index of forest species diversity 1O0．O0 1O1．89 94．78 79．55 85．85 109．O3 118．06 

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 Index of forest ecosystem diversity 

森林物种多样性指数 Index of forest species diversity 

森林生物多样性指数 Index of forest biodiversity 

3 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1)1990~2001年，广西国有林场森林生物多样 

性的压力指数越来越大，11年增加了 83个百分点， 

同期广西国有林场木材产量 1990年 101．17万 m 

(广西年鉴编委会，1991)，2001年则达到 175．02万 

m (广西年鉴编委会，2002)，增长了74个百分点，两 

者几乎同步增长，表明随着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增 

加了对森林资源的消耗，使得森林生物多样性减少。 

(2)虽然十多年来广西国有林场大力开展人工造 

林，森林面积有所增加，但由于实行大面积皆伐并栽 

植大面积人工纯林，因此，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并不 

增加，相反，2001年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只有 

1990年的 72．83 ，整体呈下降趋势。 

(3)广西国有林场森林物种多样性指数从 1990 

～ 1996年呈下降趋势，由 100降至 79．55；从 1996~ 

2001年呈上升趋势，其中升幅较大的是 1998~2000 

年。总体呈上升趋势，这是广西国有林场在这近十年 

时间内注重封山育林，加强对阔叶林的保育，积极预 

防森林火灾和做好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结果。 

(4)广西国有林场森林生物多样性总的态势是“局 

部改善，整体恶化。”从总指数变化来看，1990~1992 

年从 100上升至 III．66，到 1998年逐步降至86．55， 

其中降幅较大的是 1994～1996年由 104．33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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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3；1998~2000年升至95．57，2000~2001年又略 

降至95．45，整体呈下降趋势，表现出波浪状变化。 

(5)针对广西地处北热带、亚热带地区，蕴藏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但广西国有林场与全国各省的国有 

林场一样，缺乏生物多样性基础调查资料，而与生产 

经营有关的森林资源调查资料却较为齐全的实际情 

况，运用压力一状态一响应评价法对 1990~2001年 

广西国有林场生物多样性变化进行评价，评价结果 

符合广西国有林场的实际，表明此法是可行的。 

3．2讨论 

(1)造成广西国有林场森林多样性减少的根本原 

因是林场人口数量增长过快，2001年比 1990年增 

长了 43．65 ，是广西同期人 口增长(12．93 )的 3 

倍多(广西年鉴编委会，1991，2002)。因此，控制人 

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保护国有林场森林生物多 

样性的基础和关键所在。 

(2)大面积皆伐、人工纯林等不当的森林经营方 

式是导致森林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另一主要原因。因 

此，应转变经营方式，对生态公益林实行生态系统经 

营，切实加强天然林保护，这是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点(Gerald，2000)；对商品林实行近自然经营， 

实行择伐，大力发展混交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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