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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格局

植被演化

主要结论

区域林草植被的时空格局及其对当前人工林建设的启示 刘鸿雁课题组

成果及发表

科学问题

Ø 林草过渡带作为森林分布的边缘地区，决定森林分布的
主要因素是什么？

Ø 末次冰盛期以来森林分布的界线是如何发生变化的？驱
动因子是什么？对当前人工林建设有何启示？

Ø 野外调查和遥感影像的分析表明，
地形条件决定了林草交错带森林的
分布，森林一般分布在陡阴坡；

Ø 对于小气候的模拟表明，MAP为 
400mm时，阴坡坡度>30°能满足
森林生长的水分需求。而阳坡同样
坡度蒸发量是阴坡的3倍。 图1 森林分布与年平均降

水量及坡度的关系示意图

Ø 森林分布界线的变化与气候
变化过程吻合。在距今6200
年前的全新世中期，森林带
推移到当前界线西北方向约
200km处，距今4800年以来，
森林分布界线一直在冀北山
地一线，以垂直带推移为主；

6.2 8.3(ka BP) 4.8

Ø 自中全新世以来，半干旱区的植被
经历了阔叶林为主-松林为主-草原
为主的阶段。随着气候的逐渐干旱
化，松作为燃料促进了火的发生。
气候进一步干旱化导致松减少，火
减弱，距今2000年前后，松林被草
原取代。

Ø 年降水量和地形条件决定了区域林草植被格局及其演化，森林分布在蒸发小的陡阴坡；
Ø 火等次生干扰是森林被草原取代的主要因素，松作为燃料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Ø 保护陡阴坡的天然林和选择合适的地形条件造林能增加成活率；营造高密度松林会在气候干旱化的影响下火的风险增加。

图2 区域林草界线的演化(kaBP距今千年)

图3 气候、植被和火演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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