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4 期

9 5 1
`

a年 0 1月

东
JO R UN A L O F

北 林 业 大 学 学 报

T N O RH
一

E A ST F O E RST SY N UIV E S RT I Y

V o l
.

l `

o
e t

N o
.

4

大兴安岭林区的林火与森林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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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清
学 )

大兴安岭是我国大面积的国有林区
,

是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
。

该林区也 是 我 国 森

林火灾严重的林区之一
。

每年春秋 干旱
、

风大
,

是火灾的危险季节
。

该地区也是我国雷

击火的主要发生区
。

大兴安岭林区地广人稀
、

交通不便
,

森林火灾经常发生
,

据 1 9 7 1一 1 9 8 0 十年 火 灾

资料统计
,

森林火烧面积占全国森林被烧面积的 1/ 2 。

因此
,

研究该区森林火灾与森林

恢复之间的关系
,

对该区森林的发展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大兴安岭林区森林火灾频繁发生是引起森林演替的重 要因素之一
。

研究森林火灾与

森林演替的方法很多
。

本文主要通过对森林火灾轮回期
、

树种对火的适应性等的 分 析
,

来探讨森林演替规律和用火恢复森林的途径
。

一
、

森林火灾轮回期及其影响

森林火灾轮回期指某地区森林完全火烧一遍所需要的时间
。

则为
:

C 二 1 / P

式中
:

P

— 该地区平均每年森林火烧面积与该区森林总面积之比

C

— 该地区森林火灾轮回期

火灾轮回期的长短
,

能反映该地区森林火灾发生的频度及年平均火灾面积的 大 小
。

根据 1 9 7 1一 1 9 8 0 十年火灾资料统计
,

可将大兴安岭划分为三个火灾轮回期
:

①北 部 原

始林区 (伊勒呼里 山以北 )
, ,

包括古莲
、

阿木尔
、

图强
、

呼中和新林等
, ②中部针阔混

交林区
,

包括克一河
、

甘河
、

阿里河
、

松岭等 ; ③南部次生阔叶林区
,

包括加格达奇
、

大

杨树
、

南瓮河等
。

这三个大区由于森林类型及树种不同
,

火灾轮回期的长短差异 悬 殊
。

北部轮回期最长达 1 10 一 12 0 年
,

中部为 30 一 40 年
,

南部最短仅为 15 一 20 年
。

1
.

森林火灾轮 回期与树种发育周期的关系

各树种寿命的长短
,

能反映在该地区生存竞争能力的强弱
。

兴安落叶松 寿 命 可 达

20 。一 30 。年 , 而其它阔叶树种
,

如白桦
、

山杨
、

柞树等寿命短
,

仅在 1 00 一 1 50 年左右
,

寿命长的树种
,

林木自然成熟周期也长
,

如兴安落叶松自然成熟期在 1 00 一 1 40 年
,

母树结实在 80 年以
_

匕 而阔叶树种的自然成熟期较短
,

一般 在 4 0一 50 年
,

单 株 树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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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 ) 巧一 2 5年就开始结实
。

树种的生物学特性能决定其生长发育周期
,

一 般 来 说
,

火灾轮回期超过树种的发育周期
,

则易以生存 , 火灾轮回期小于发育周期
,

则难以生存

(见表 1 )
。

表 1 大兴安岭主要树种的发育周期

树 种
}
落 叶 松

!
樟 子 松

}
作 树

}
黑 桦

{
白 桦

{
山 杨

红皮云衫

8 0一 1 6 0发育周期 (年 ) t 4 0一 6 0 } 3 0一 4 u ! 一5一 3 0 ! 一

卜
20 ! 一。

一
5 } 1

卜
2 0

2一 森林火灾轮 回期与树种组成

不 同地区的森林火灾轮回期其长短各异
,

但其树种组成变化有一定的规律 性
。

(见

表 2 )

表 2 大兴安岭不 同火灾轮 回期的树种组成 (面积百分比 )

幸一介幸考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由北到南针叶树比例逐渐减少

,

而阔叶树比例则逐渐增加
。

3
.

森林火灾轮回期与林龄的关系

现实的森林演替阶段与历史上的火灾有着密切的关系
。

因此
,

可根据林分的年龄阶

段来推测该地区历史上不同时期火灾发生的年代 (见表 3 )
。

表 3 不同年龄阶段的落叶松林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比率 ( % )

一
’

丫一
龄 组

一

}
’

{ }
一 } 幼 龄 林 } 中 龄 林 } 成 过 熟 林

地 区 ~
~

_
{ l ,

-
- - - - -

一

一
`二:
卜一 {一

-

—

—
-

——
一

-

一
- -

-
一一

竺型巴一 一阵一 -竺生
-

一卜一止竺生一一
一

{一一竺兰
-

一
些竺塑竺一一卜一

一些1 一一 }一 一旦
- -

- -

一 {一
竺二,

南瓮河
·

毕拉河 }
“
.74

4
:

!
’

.04 1
.

:

” `

书

从表 3可以看出
,

大兴安岭北部幼林
、

中龄林及成过熟林均有一定的比例
,

说明该

地区在很长时期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火灾 , 加格达奇地区虽然成过熟林的比例很大
,

而中

龄林则几乎没有
,

这说明在 50 一 60 年代该地区曾发生过大面积火灾 ; 南瓮河
、

毕 拉 河

一带幼龄林较多
,

说明这一区域在 70 年代发生过大面积火灾
。

二
、

大兴安岭各树种对火的适应性

大兴安岭是我国最北部的高寒林区
,

构成森林的树种较少
,

主要有兴安落叶松
、

自

桦
、

樟子松
、

柞树
、

黑桦
、

山杨等
,

这些树种均属阳性树种
,

在一定程度上对火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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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适应能力
。

但由于各树种为生物学
、

生态学待 性不同
,

对火灼适应方式和能力有

很大的差别
。

飞
.

树种的有性更新对火的适应

林木种子的大小及形态结构直接影响种子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距离
,

从而能间接影响

树种的有性更新 (见表 4 )
。

表 4 各主要树种的有性更新特点鉴定表

\
’

盯 } }
’

下 卜
一
协 } :

一
、

\ {种子大小 } 种 子 年 }种子结构 }传播方式 } 传播距离 } 种 子 ))4 ) 结实
、

飞散时间
树种 \ \ 」 } } } } }

一

—
-

一 {
一

~ -

月器自币…一举
从表 4 诸因子综合分析得出大兴安岭各主要树种的有性更新对火适应能力

,

由大到

小的顺序为
:
黑桦

、

白桦
、

山杨 ` 落叶松分樟子松” 云杉` 柞树
。

2 : 树种的无性更新对火的适应

树种有否无性更新能力
,

是对火的适应性强弱的重要指标 , 其繁殖能力的大小
,

又

能反映其对火适应能力的大小 (见表 5 )
。

表 5 各主要树种无性更新特点鉴定表
一

矿二
,城 ,

~
, ,

一: 一

立{
。 · ·

… }
`

”

一巴
_ . _

_ _

二:鹦: 一

…
薰琴

二二卜令二…共
二二

.

万
臀万

一二二可三二二…二二三二二…二二三二二一
`

一
t

一

恤
`

一
’

一兰二
二
竺一— }一一一兰一

一

一{一一一生一
`

一 -

一
- -

一 竺竺
一 卜 -

一
一些止竺一

-

一阵一一宜— 一}—
- 1

.

-
-

- -
. -

一坐竺
-

一红皮
洲 { 无 { 一 _ ,

-

一
通过表 5得出

,

大兴安岭各主要树种的无性更新对火的适应能力
,

由大到小的顺序

为
:

作树
、

山杨` 黑桦
、

白桦 ” 落叶松” 樟子松
、

云杉
。

3
.

树种的抗火性

树种扰火性的大小都有一定的范围
,

当火的强度超过 4 0。。 千瓦 /米
之
时

,

所有树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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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烧死
。

因此
,

在这种情况下
,

无法判断树种抗火性的大小
。

但是
,

在火强度较低的情况

下
,

不同树种的抗火性就有很大差异 (见表 6 )
。

表 6

一

谕
、 、

之几{
树 皮 结 构

各主要树种的抗火性鉴定表

{ 树 冠结构 l 根 系状况
} 抗火性强弱

落 叶 松

律 子 松

柞 树

黑 桦

自 桦

山 杨

红皮云杉

厚
、

坚实
,

火后增生

较 厚
.

较紧密
、

火 后增生

稀 琉

较紧密

强

强

犀
.

坚实紧密

较 厚
.

较紧密

薄
、

较紧密

薄
、

光 滑
,

硫松

较 薄
、

疏松

稀 疏

稀 疏

一 稀 疏
{

稀 疏 }

中

中

紧密
、

深冠

深深深 干干

深深深 千一极干干

潮潮一极干干

浅浅浅 湿润一潮潮

浅浅浅 湿润一干干

浅浅浅 湿润一水 湿湿

弱

弱

从表 6 诸因子综合分析得出
,

大兴安岭各主要树种的抗火性
,

由强到弱的顺序为
:

落叶松、 樟子松、 柞树冬黑桦 ) 白桦、 山杨 、 红皮云杉

4
.

树种对火后环境变化的适应

森林火灾能引起森林环境的改变
,

使生态因子重新分配
。

例如森林火灾能改变林分

结构
,

降低郁闭度
,

林内光照加强
,

林地千燥
。

如果火灾频繁发生
,

林地会愈益痔薄干

燥
,

一些喜湿性树种
,

如兴安落叶松
、

白桦等的生长就会受到抑制
,

而能耐 干旱 的树

种
,

如黑桦
、

柞树等就脂生长发育
,

或为耐干旱 的阳性杂草所取代
。

根据上述树种为有性
、

无性更新能力
,

抗火性及火后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等
,

可将大兴

安岭各树种进行等级划分并以综合得分多寡来判断树种对火适应能力的大小
。

(见表 7 )

表 了 大兴安岭各主要树种对火适应能力等级评分表

ù合一分一综一得

树 种

蔡 叶 松

棒 子 松

因 `

}
一一

`

竺墨竺
一一

{
~ } 等级 { 得分 !

无 性更新 抗火能力
’

适应能力

等级 { 得 分 等级 { 得分 ( 等级 i 得分

一
。

一
·

一一洲带一
柞 树

黑 桦

自 桦

} 2 ` 3
.

1

一
一

一二
一 ~

!一立
,

一

{一立
~ ;

一 {一
厂

一立-

一立一 !一七一
{
一二一立

一 ;

一二一
1 3 : 2 2

`

2

-

一一下
一 ,

一于 {一厂一丁
一

厂万一 {
一

一
下一 ,一飞一

一U 杨

红皮云 杉

笼 } 3 2

一 }一万一 {一了厂不厂

3
·

1

一万一
{
一下 {

一
万

一

通过综合评分得出大兴安岭各主要树种对火的适应能力
,

由大到小的顺序为
:

黑桦。 柞树 、 自桦。 山杨
、

落叶松
、

樟子松、 红皮云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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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树种的更新对策

不同树种在火后更新所采取的对策是不 同的
。

现采用 R ow e
( 19 79)

,

以树种 的 抗

性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五种更新对策类型
,

再将大兴安岭各树种的更新对策进行归类
。

1) 侵人型
:

火后迹地树种的更新成功
,

主要是靠耐干旱
、

风播的大最繁殖 体
,

如

黑桦
、

白桦
、

山杨等
。

2) 逃避型
:

在树冠上
、

腐殖质层或矿质土壤中贮存的种子
,

能逃避火烧时对 这 个

种群的毁灭性破坏
。

在火后能迅速萌发
,

如落叶松
、

樟子松等
。

3) 回避型
:

通常对火烧不适应
,

但能在潮湿的地段或在火烧范围内残存的植 被 地

段中幸存者
,

如云杉等
。

4) 抵抗型
:

阳性树种的成熟个体能在低强度或中强度火烧后存活
,

如落 叶 松
、

才李

子松
、

柞树等
。

5) 忍耐型
:

能在火烧后抽条或根条
,

以干基部根状茎
、

根冠
、

木质块茎和根 等 更

新
,

如柞树
、

黑桦等
。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

一个树种可以有几种更新对策
。

树种的更新对策越多
,

对火

的适应能力也就越强
。

三
、

大兴安岭地区的森林演替与恢复途径

在大兴安岭的不同林区
,

由于水热条件
、

地形及火灾发生特点等不同
,

森林演替的

规律也各异
,

应采取不同的森林的恢复途径
。

1
。

北部落叶松原始林区

该林区一般尚未开发或少量新开发
。

森林多分布在海拔 6 00 一 1 0 0 0 米
,

地势高
、

寒

冷湿度大的地带
,

主要森林类型是以兴安落叶松为主的针叶林
,

并混有少量的白桦
。

当

发生森林火灾后
,

在火烧迹地上
,

首先侵入的是白桦
,

因为 白桦种子丰富
,

飞散距离较

远
,

尤其在春季森林火灾之后
,

更有利于 白桦更新
。

但由于周围是落叶松林
,

落叶松的

种源也丰富
,

又逐渐在白桦林内更新
。

另外落叶松的生命周期长
,

长势比白桦好
,

一旦

落叶松争得上层林冠后就能取代白桦
,

但有少量白桦仍能在落叶松的空隙中生长
。

当再
,

次火灾后
,

大片落叶松又遭死亡
,

大量白桦的萌生或种子又进行更新
。

因此
,

我们认为

在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
,

其森林演替规律是在火的作用下白桦与落叶松之间的更替是

互相进行反更替的
。

其结果还是落叶松占优势
,

因为落叶松林是该地区的气候顶极
。

根据该地区的特点
、

树种对火的适应性及近年来的营林用火经验
,

对该区的森林提

出以下几种恢复途径
。

(1 ) 在该区采伐前
,

如果林下更新不良
,

可在落叶松种子年的秋后
,

采用低强度火

烧地表枯枝落叶层
,

以利伐前更新
。

(2 ) 根据落叶松种子传播能力
,

可采用 1 00 一 1 50 米宽的伐区
,

伐后用火烧清理
,

不

仅保证下种
,

并能使迹地土壤中的含氮量
,

速效磷
、

钾等增加
,

改善立地条件
,

保证迹地

上落叶松的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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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在该地区的大面积白桦林内
,

若林下无落叶松时
,

可在秋后
,

进行 低强 度 火

烧
,

然后人工播种落叶松
,

加速白桦林下落叶松更新
,

以利改善林分质量
,

加速其地带

性顶极的恢复
。

2
.

东部落叶松阔叶混交林区

该区主要指克一河
、

甘河
、

阿里河
、

松岭加区
,

大杨树
、

毕拉河等地区
,

多为 6 00 米

以下的低山和丘陵
,

也是森林火灾频繁发生区
,

火灾轮回期较短
。

主要植被类型为落叶

松阔叶混交林
。

由于火灾等原因
,

兴安落叶松的比重逐渐减少
,

落叶松多为散生的幼壮

林
,

次生阔叶树的比重增加
,

并出现大面积的白桦林
。

该区如果火灾频度降低
,

恢复落

叶松林还有可能 ; 如果火灾越加频繁
,

林地进一步干燥
,

柞树和黑桦侵人
,

会给落叶松

林的恢复带来困难
。

目前该区由于大面积火灾所致
,

柞树
、

黑桦和草甸有进一步发展的趋

势
。

因此
,

可以认为森林火灾破坏了该地区的生态平衡
,

即落叶松气候顶极遭到破 坏
,

形成了以柞树
、

黑桦为主的偏途顶极
。

该区火灾发生频繁
,

对森林的恢复极为不利
。

因此
,

应该加强对林火的控制
,

延长

森林火灾轮回期
。

可采取如下措施
:

( 1) 对落叶松幼林
,

应加强林火控制
,

保证其迅速成林
。

(2 ) 对大面积的白桦林
,
由于缺乏落叶松种源

,

可在林内进行秋季火烧
,

人工播种

落叶松
,

使落叶松取代白桦
。

(3 ) 在大面积草地荒山坡
,

可在春末采用低强度火烧
,

播种白桦
、

落叶松
,

使其迅

速成林
,

控制草地扩大
。

(4 ) 在柞树黑桦林比较潮湿的地段
,

秋后进行低强度火烧
,

然后人工簇状播种落叶

松
,

加速改变环境
,

提高林分质量
,

成为柞树落叶松林
。

(5 ) 由于该区经常火烧防火线
,

草甸不断加宽两侧坡地的森林大都为多代萌生柞木

林
、

黑桦林
。

建议在该地区
,

应火烧播种并举
,

即在沟塘内三年火烧一次
,

再在两侧坡

地进行低强度火烧播种落叶松
,

三年后在落叶松靠沟塘一侧开 2 一 3 尺宽的生土带
,

再

点烧沟塘
。

这样火烧三次
,

落叶松幼林已郁闭
,

就能起隔火效果
,

可以保证点烧沟塘不

跑火
,

或者密植落叶松 ( 1 x l 米 )
,

使其迅速成林
。

这样能保证沟塘不会因火烧 而 加

宽
,

同时也保证山坡森林免遭火灾袭击
。

如有条件可进行营养杯落叶松大苗栽植
,

这样会

提前发挥落叶松林带的防护效应
。

3
.

南部次生林与草原区

该区地势较高
,

南部与呼伦贝尔草原接壤
,

气候更为千旱
。

由于过去采伐与火烧等

原因
,

原始落叶松逐渐消失
,

多形成 白桦林
。

该区南部的阳坡白桦林
,

由于火灾频繁袭

击
,

已多为草原所代替
。

林地一旦被草原占据
,
森林就难于恢复

。

这主要是气候愈来愈

千燥
,

同时草原化后
,

更有利于火灾的发展
,

而不利于森林更新
。

该区大部分地区
,

由

于环境破坏已超过了森林演替的弹性极限
,

因此要恢复森林是极其困难的
。

如果要恢复

森林
,

该区应严格控制火灾的发生
,

首先应在阴坡或水土条件较好的地带进行造林
,

逐

步改变其环境
,

扩大森林面积
,

最后全部恢复森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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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语

大兴安岭林区森林火灾严重
,

是我国重点火险区之一
。

该区的森林演替规律充分说

明了火灾破坏 了森林生态平衡
。

特别是在东部和南部更为突出
。

因此
,

要使大兴安岭的

森林迅速恢复
,

必须控制森林火灾
,

这是营林的一项重要工作
。

大兴安岭的主要树种对

火均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

因此在恢复森林过程中
,

应充分利用树种对火的适应性
,

发

展火的有益作用
,

加速森林的恢复
。

大兴安岭地区地势平缓
,

植被比较简单
,

用火容易控制
。

用火有利于促进有机质分解
,

提高土壤肥力
,

有利于幼树生长
,

并能有效地控制火的蔓延
。

但是
,

该地区土层薄
,

不

能采用较高强度的火烧
,

否则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

该区地广人稀
,

交通不便
,

一旦跑火

容易成灾
,

且有酿成大火灾的危险
。

因此
,

用火必须绝对保证安全
,

应加速训练用火专

业人员
,

并制定用火规程
。

经过试验
,

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

利用火来恢复森林是一条

新的途径
。

F O R E S T F I R E A N D F O R E S T R E H A BI L I T A T IO N

I N T H E D A X I N G A N M O U N T A I N S

Z h e n g H
u a n 一 n e n g J i a S o n g 一 q i n g H u

H
a i

一 q i n g

N o r t h e a 、 t F
o r e s t r y U

。玉v e r s it y

A B S T R A C T

B y t h e m e a s u r e m e n t s o f f i r e e y e le s a n d t il e a n a l y s i s o f t r e e s P e e i e s

a d a P t a b i l i t y t o f i r e , t h e

a n d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t r e e

P a P e r e 工 P o u n d s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f i r e

s P e c l e s ,

i n t h e D a X i n g a n M o u n t a i n s .

O n

f o r e s t s u e e e s s i o n i n d i f f e r e n t r e g i o n s

t h e b a s i s o f t h e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f o r e s t s u e e e s s i o n , t h e P a p e r d i v i d e s t h e
D

a X i n ` a n M o u n t a i n s i n t o t h r e e

r e g i o n s : t h e V i犷 g i n l a r i x f o r e s t r e g i o n i n

r e g 1 0 n I n

t h e s o u t h
。

t h e e a s t a n d t h e s e e o n d g r o w t il

t h e n o r t h
,

t h e m i x e d f o r e s t

b r o a d l e a v e d f o r e s t r e ` i o n i n

F i n a l l y , t h e P a P o r p u t s f o r w a r d s e v e r a l r e h a b i l i t a t i o n
W a y S

0 f t h o C l im a x

—
l a r i x ( l a r i x g m e l i n i ) f o r e s t s i n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r e g i o n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