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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根据浙江省缙云县
##A

个公益林固定小班监测数据
!

在推算不同群落类型
%

松林
&

杉木
6#%%#%.*&7-& '&%8+""

'&4&

林
&

阔叶林
&

针阔混交林
&

毛竹
9*5''"34&8*53 +:#'-3

林和灌木林等
&

种群落类型
'

生物量的基础上
!

估算了公益

林植被碳储量与碳密度
!

并通过碳税法
&

工业制氧法对缙云县公益林固碳释氧效益进行了分析
(

结果表明
$

缙云

县公益林生物量现存总量为
!(!6A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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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生物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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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林平均植被碳密度为
CA64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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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碳释氧总量为

4(6@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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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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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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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缙云县公益林建设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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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也是最重要的陆地碳库之一' 其碳储量占整个陆地植被碳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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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

!

#

"

# 碳固定量每年约占整个陆地生物碳固定量的
!,-

!

!!-

"

# 其固碳释氧效益对陆地生态系统

的贡献价值最大# 约占总价值的
$&./(

!

$

"

$ 因此# 在调节全球碳平衡% 减缓温室效应等诸多方面有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

!%

世纪
*%

年代以前# 学者对浙江常绿阔叶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起源% 种群生物学研

究及其生态系统的结构% 功能及演替机制!

/!0%

"

$ 近年来# 随着浙江省公益林建设的逐步推进# 针对公益林

群落结构的研究也随之增多!

00!0!

"

# 但普遍存在着样本少# 缺乏系统性等问题# 而且原有研究中针对碳储

量% 碳密度% 固碳释氧的研究较少!

0-

"

# 并且主要着眼于省级尺度上# 在县市级尺度上的相关报道较少$ 因

此# 本研究以浙江省缙云县
00&

个公益林固定小班监测数据为依据# 在分析主要群落类型&松林% 杉木

!"#$%$&'()*( +($,-.+(/(

林% 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 毛竹
0'1++.2/(,312 -4"+*2

林和灌木林'生物量结构的

基础上# 估算了其碳储量% 碳密度以及固碳释氧效益# 为进一步科学推动浙江省各县市公益林建设和管

理提供理论依据$

0

研究区概况

缙云县位于浙江省南部腹地% 中南部丘陵山区# 丽水市东北部#

!+" !/#$!+" /&%1

#

00*" /!%$0!%"

!/%2

# 总面积为
# /%-./! 34

!

$ 地貌类型分中山% 低山% 丘陵和谷地# 其中山地% 丘陵约占全县总面积

的
+%(

# 是典型 (八山一水一分田) 的山区县$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温暖湿润% 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

为
#&.* &

# 年积温达
/ $%%.% &

# 最冷月 &

#

月' 平均气温
&.' &

# 极端最低气温为
50%.% &

* 最热月&

&

月'平均气温
!&.* &

* 年平均无霜期
!&' 6

*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 7

* 年降水量为
0 '0%./ 44

$

缙云县公益林面积
-% ---.-- 84

!

# 占土地总

面积的
!%.0&(

# 占全县林业用地面积的
!'.!$(

$

主要群落类型有+ 松林% 杉木林% 阔叶林% 针阔

混交林% 毛竹林和灌木林# 各群落类型面积及所

占比例如表
0

$

缙云县公益林中# 幼% 中龄林比重较大&幼龄

林占
0'.+/(

# 中龄林占
$%.-0(

# 近熟林占
!*.%0

(

# 成熟林占
0-.0!(

# 过熟林占
%.&!(

' # 占

/&.0'(

* 幼% 中龄林中# 针阔混交林和松林比例

最大 # 达
'%.$0(

和
$/.'-(

* 而近 % 过熟林中 #

毛竹林比例最大# 达
+!.++(

$ 因此# 从表
!

中可

以初步判定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为增长型# 毛竹

林为衰退型# 松林% 杉木林% 灌木林种群结构趋于稳定$

!

研究方法

!"#

样地设置及调查

利用缙云县二类资源清查数据中公益林小班&

- ++&

个'为抽样总体# 按
-(

抽取
00&

个固定监测小班$

群落类型 面积
,84

! 比例
,(

松林
!- *%-.$& &+.+%

杉木林
0 *$!./- '.$%

阔叶林
*!+.!% -.%'

针阔混交林
/0+.0- 0.&0

毛竹林
! +/&.0- *.$!

灌木林
0+-.+& %.'0

合计
-% ---.-- 0%%.%%

表
$

缙云县公益林类型统计

9:;<= # 2>?<?@A B=CDE>= F?C=BG GAH= ?F IEJAKJ L?KJGA

群落类型 幼龄林
,7

中龄林
,7

近熟林
,7

成熟林
,7

过熟林
,7

松林
0'./0 $/.'- !-.+' 0-.-+ ".'!

杉木林
!&.$+ -+./* 0".'/ !".!$ -."$

阔叶林
/!.!/ 0*./$ 0/.$& 00.*& ".&&

针阔混交林
'".$0 0-.0+ +./$ 0&."! ".+/

毛竹林
0.!$ *.'* +!.++ '.0* ".""

灌木林
-/./" !-.!0 -/.'$ /.'' ".""

表
!

缙云县公益林林龄统计

9:;<= ! 'G:J6 :@= ?F IEJAKJ L?KJGA =>?<?@A B=CDE>= F?C=BG

说明+ 毛竹林龄按竹度计算# 本研究中毛竹幼龄林代表竹度
!

# 依次类推$

!/+



第
!"

卷第
!

期

在对固定监测小班全面踏查的基础上! 选取典型地段内设置面积为
!# $ ! !# $

的固定样地! 详细记录样

地基本信息! 包括经纬度" 海拔" 坡度" 坡向" 坡位" 郁闭度" 土壤等环境因子# 样地内乔木层$胸径大

于
%&# '$

%采用每木调查$包括测定树高& 胸径& 冠幅和枝下高等%! 同时在每块样地对角线上均匀设置
(

个
! $ ! ! $

的灌草固定小样方! 详细记录灌木种类& 株数& 盖度& 高度以及草本种类& 株数& 盖度等指标'

!"!

生物量测定

根据固定小班监测数据和浙江省重点公益林生物量模型(

)*")%

)

$表
(

%! 推算各个森林群落生物量$包括

乔木层& 灌木层以及草本层生物量%*

!"#

碳储量与碳密度

碳储量与碳密度的估算方法很多* 本研究采用基于生物量的估算方法$森林生物量乘以含碳率%对公

层 生物量模型名称 生物量模型 模型变量 主要物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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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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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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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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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为总生物量$

01

%!

!

!

为树干生物量$

01

%!

!

(

为树冠生物量$

01

%!

!

*

为树根生物量$

01

%!

"

为树高$

$

%!

#

为胸径$

'$

%!

$

为冠长$

$

%*

马尾松
%&'() *+)),'&+'+

! 湿地松

%- .//&,00&&

! 火炬松
%- 0+.1+

! 黑松

%- 02('3.45&&

! 黄山松
%- 0+&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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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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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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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木荷
98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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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 红楠
;+82&/() 02('3.45&&

! 刨

花楠
;+82&/():+(2,&

! 华东楠
;+82&/()

/.:0,:2<//+

! 樟树
7&''+*,*(* 8+*!

:2,4+

! 杜英
=/+.,8+4:() )</>.)04&)

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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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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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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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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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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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冈
7<8/,3+/+',:)&) 5/+(8+

! 苦 槠

7+)0+',:)&) )8/.4,:2<//4

! 甜槠
7- .<4.&

!

冬青
?/.@ :(4:(4.+

! 栎
A(.48() 233-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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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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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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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桤木
B/'() 84.*+)0,5<'.

! 柳树
9+/&@

3+3</,'&8+

! 枫杨
%0.4,8+4<+ )0.',:0.4!

+

! 枫 香
$&C(&1+*3+ D,4*,)+'+

! 檫

木
9+))+D4+) 0E(*(

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5"#) "

#&)(% .

#

#&"/) .

毛竹
%2<//,)0+82<) .1(/&)

灌木层 灌木层生物量模型
! + #&*#" .%" #

)&#-) %

"

#&%*! .

!

为生物量$

01

%!

#

为地径$

'$

%!

"

为高度$

$

%*

茶树
7+*.//&+ )&'.')&)

! 盐肤木
F2()

82&'.')&)

! 木
$,4,:.0+/(* 82&'.'!

)&)

! 柃木
=(4<+ G+:,'&8+

! 白栎
A(.4!

8() D+34&

! 女 贞
$&5()04(* /(8&1(*

!

青冈
7<8/,3+/+',:)&) 5/+(8+

等

草本层 草本层生物量模型
! + #&#%* "!# "

#&/#( #

H

)&#/. .

!

为生物量$

01

+

$

"!

%!

"

为平均高,

'$

%!

H

为盖度,

6

%*

莎草
7<:.4()4, 0('1()

! 苦菜
?@.4&)

82&'.')&)

! 菝葜
9*&/+@ 82&'+

! 白茅

?*:.4+0+ 8</&'14&8+

! 芒
784$9:;4;

!

铁角蕨
I):/.'&(* 04&82,*+'.)

! 薹

草
7+4.@ 04&)0+82<+

等

乔木层 松类相容性生物量模型

杉木相容性生物量模型

硬阔相容性生物量模型,

!

%

软阔相容性生物量模型

毛竹相容性生物量模型

表
#

浙江省重点公益林生物量模型

<4=>; ( ?9@$422 $@A;> @B 0;C ;'@>@19'4> B@8;2D 9: EF;G94:1 H8@I9:';

说明- 引自文献(

)%

)*

钱逸凡等- 浙江缙云公益林生物量及固碳释氧效益

硬阔相容性生物量模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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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龄结构与乔木层生物量

&'()*+ ! ,+-./'0123'4 05 50*+2/ .(+ 2/*)6/)*+ .17 /3+ 8'09.22 05 /*++!-.:+*

益林植被碳储量进行估算! 鉴于不同森林群落因其群落组成" 年龄结构的差异# 其转换率略有不同! 本

研究中采用国际上常用的转换率# 其中乔木层" 灌木层转换率为
";<%

$

#="#>

%

# 草本层为
";$<

$

?@

%

!

!"#

固碳释氧效益及价值估算

森林植被通过光合作用持续不断地释放氧气# 同化二氧化碳# 并将其以稳态碳的形式固定在生态系

统中! 因此# 可以根据植物光合作用机理和植物代谢规律推算森林植被的固碳释氧量# 若按植物生物量

中含有
?A

的灰分元素计# 则制造
# /

植物生物量# 可放出
#;#B! $ /

氧气# 同化空气中
#;=#! C /

二氧化

碳# 固碳
%;$C@ @ /

$

!%

%

!

!;$;#

同化二氧化碳
!

同化空气中二氧化碳量!

!

DE

!

F?;=?! C "

#

! 其中&

!

DE

!

为森林植物同化空气中

二氧化碳量'

/

()

?;=?! C

为单位质量'

/

(森林植物同化空气二氧化碳系数)

"

$

为森林植物年净生长生物

量'

/

(!

"

同化空气中二氧化碳价值! 采用碳税标准法对公益林固定二氧化碳的价值进行评价! 目前#

国际上的碳税主要用碳税率计算# 使用瑞典碳税率# 即
?<";""

美元*
/

"?

# 约合人民币
? !"";""

元*
/

"?

$

!"

%

!

!;$;!

释放氧气
!

释放氧气量!

!

E

!

F?;?B! $ %

$

! 其中&

!

E

!

为森林植物放氧量'

/

()

?;?B! $

为单位质量

'

/

(森林植物放氧量系数)

"

$

为森林植物年净生长生物量'

/

(!

"

释放氧气价值! 本研究采用工业生产成本

法对公益林释放氧气的价值进行评价! 人工生产氧气的价格为
? ?"";""

元*
/

"?

!

C

结果与分析

$"%

缙云县公益林生物量

森林生物量是森林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数量特征和森林固碳能力的重要标志# 也是评估森林碳收支的

重要参数$

!?G!!

%

! 因此# 估算森林生物量是

估算森林碳储量和固碳释氧效益的前提!

C;#;#

不同群落类型生物量 缙云县公益

林现存总生物量为
!>!;BC # #%

$

/

# 各群

落类型中 # 生物量最大的是松林 # 达

!C%;>= # #%

$

/

# 占总公益林生物量的
>#;=<

A

# 其他由高到低依次是杉木林
#@;@C #

#%

$

/

'

B;%CA

(# 毛竹林
#B;#< # #%

$

/

'

=;%BA

(#

阔叶林
@;CB # #%

$

/

'

C;C#A

(# 针阔混交林

<;%! # #%

$

/

'

#;B> A

(# 灌木林
%;$% # #%

$

/

'

%;#$A

(! 从图
#

可以看出& 缙云县公益林

单位生物量为
@C;!# /

*

39

"!

! 各群落类型

单位生物量中# 杉木林最高'

#%!;=# /

*

39

"!

(#

阔叶林其次'

#%%;@C /

*

39

"!

(# 其他由高到

低依次为针阔混交林
@=;@= /

*

39

H!

# 松林

@=;<> /

*

39

"!

# 毛竹林
=%;%C /

*

39

"!

# 灌木

林
!?;B= /

*

39

"!

!

C;?;!

不同林龄生物量 由图
!

可知& 松

林" 杉木林" 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的乔木

层单位生物量较相近# 而且从林龄结构来

看# 中" 幼林龄的比例较高# 特别是阔叶

林 " 针阔混交林的幼林龄的比例高达

<!;!< A

和
=%;$? A

! 因此# 可以判断出

缙云县公益林各个林型单位生物量尚处于

较低的水平) 作为浙江省公益林中生物

量增长" 固碳潜力最大的群落类型 $

??"?C

%

#

图
?

缙云县不同公益林群落单位生物量

&'()*+ ? I'09.22 4+* )1'/ .*+. 05 7'55+*+1/ 50*+2/ /:4+2 05

+60-0(: 2+*J'6+ 50*+2/ '1 K'1:)1 D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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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生物量增长潜力很大" 它们的生态效益也尚未完全发挥#

#$%$#

不同垂直结构生物量 在缙云县公益林各群落中" 乔木层生物量比例最高的为毛竹林" 达到

&'$()*

" 其他群落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阔叶林
++$"&*

" 杉木林
+($++*

" 针阔混交林
+)$,!*

" 松林

+-$)+*

以及灌木林
!"$!)*

$ 而灌木层生物量中灌木林群落最高" 为
+"$)"*

" 松林% 杉木林! 阔叶林和

针阔混交林较为一致" 毛竹林最低" 仅为
%&$.#*

$ 草本层生物量最高的也是灌木林群落" 达
%/.$*

" 针

阔混交林最低" 占
0$.#*

&表
.

'#

缙云县公益林群落结构较为完整# 其中乔木层生物量为
%&0$.( % %0

.

1

" 占总生物量的
+)$&)*

" 灌

木层生物量为
""$,0 % %0

.

1

" 占总生物量的
)($!+*

" 草本层生物量为
!$(& % %0

.

1

" 占
0$"% *

# 乔木层

生物量是群落总生物量的主要成分" 加大对乔木层的经营管理" 增加乔木层生物量" 是增加群落总生物

量的关键#

!"#

缙云县公益林植被碳储量与碳密度

缙云县公益林植被总碳储量为
%.%$!. % %0

.

1

" 各群落类型中" 松林碳储量最大&

%%($)! % %0

.

1

'" 灌

木林储量最小&

0$!0 % %0

.

1

'$ 植被总碳密度加权平均值为
.,$), 1

(

23

4-

&表
(

'#

缙云县公益林中由于松林面积&

,&$&0*

'占绝对优势" 其植被碳储量也最大" 并且明显高于其他群落

类型$ 虽然阔叶林&

(0$.. 1

(

23

&-

'" 针阔混交林碳密度&

.&$.+ 1

(

23

&-

'均高于松林&

.&$-. 1

(

23

&-

'" 略低于

碳密度最高的杉木林&

(%$-+ 1

(

23

&-

'" 但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幼龄林面积较大&分别占到
(+$-(*

和
+0$.%*

'"

因而它们的植被碳密度仅比灌木林&

%0$&+ % %0

.

1

(

23

&-

' 高$ 毛竹林受单株生物量的限制" 碳密度仅为
-"$"&

1

(

23

&-

" 但毛竹生活史周期短" 其固碳潜能很大#

表
$

缙云县不同公益林生物量垂直结构

56789 . :;<36== =>61;68 >6119?@ <A B;AA9?9@1 A<?9=1 1C>9' <A 9D<8<EC =9?F;D9 A<?9=1 ;@ G;@CH@ I<H@1C

杉木林
+$(. )$)) 0$0& "$"+ ))$+& %,$%( 0$.! (%$!+

阔叶林
)$%. %$(! 0$0! .$+& ))$&0 %+$.% 0$!! (0$..

针阔混交林
%$+0 0$"0 0$0% !$(% )0$&& %,$), 0$!0 .&$.+

毛竹林
+$"% %$(& 0$0& &$(, !.$%, ($(. 0$!& !"$"&

灌木林
0$0+ 0$%. 0$00 0$!0 )$%& ,$(( 0$%. %0$&+

合计
"0$!) ."$&( %$%+ %.%$!. )0$%0

J

%+K&&

J

0K#"

J

.,K#,

J

松林
,%K"& .-K#, 0K", %%(K#- #0K%% %,K,# 0K.0 .&K-.

群落类型
碳储量

L

&

% %0

.

1

' 碳密度
M

&

1

(

23

&!

'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合计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合计

表
%

缙云县公益林植被碳储量与碳密度

56789 ( I6?7<@ =1<?6E9 6@B I6?7<@ B9@=;1C <A B;AA9?9@1 A<?9=1 1C>9 <A 9D<8<EC =9?F;D9 A<?9=1 ;@ G;@CH@ I<H@1C

群落类型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生物量
M

&

1

(

23

4!

' 比例
M*

生物量
M

&

1

(

23

4!

' 比例
M*

生物量
M

&

1

(

23

4!

' 比例
M*

松林
+0K!) +!K)+ )(K.( )+K,% 0K"0 0K")

杉木林
+,K), +(K++ ).K)0 ))K.) 0K". 0K"!

阔叶林
+,K+% ++K"& )!K&) )!K() 0K(0 0K(0

针阔混交林
+%K,, +)K,% ).K,( )(K&. 0K.( 0K.+

毛竹林
.&K). &0K() %%K0& %&K.+ 0K+% %K0!

灌木林
+K)+ !"K!) %(K0" +"K)( 0K)% %K.!

加权平均值
+)K&) )(K!+ 0K"%

钱逸凡等) 浙江缙云公益林生物量及固碳释氧效益

说明)

J

为加权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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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缙云县公益林固碳释氧效益

根据公益林固定小班监测数据! 计算得出
!"&%

年缙云县公益林固碳释氧总量为
'()*+ ! #%

$

,

"

-

"#

!

年净固碳量为
#%)*# ! #%

$

,

"

-

"#

! 年释放氧气量为
#%)*# ! #%

$

,

"

-

"#

# 按照碳税率法和工业制氧法! 固碳释

氧总价值为
$)%.

亿元"
-

"&

! 其中固碳价值
&)!/

亿元"
-

0#

! 释氧价值
!)(#

亿元"
-

"#

$ 由于净增生物量的差

异显著! 各群落类型固碳释氧量相差很大! 由高到低顺序为松林＞毛竹林＞杉木林＞阔叶林＞针阔混交

林＞灌木林%表
/

&$

缙云县公益林平均固碳释氧能力为
#!).! ,

"

12

"!

"

-

"&

# 其中! 毛竹林固碳释氧能力最强! 固碳

量和释氧量分别为
$)$/ ,

"

12

"&

!

&&)+' ,

"

12

"&

# 其

次为松林! 固碳量和释氧量分别为
')$! ,

"

12

"& 和

+)&/ ,

"

12

"&

# 灌木林固碳释氧能力最弱! 平均固

碳' 释氧量分别为
&)&( ,

"

12

"& 和
')&/ ,

"

12

"&

$ 针

阔混交林固碳释氧能力比纯阔林突出! 固碳' 释

氧量分别高出
')'! ,

"

12

"&和
()(* ,

"

12

"&

%图
'

&$

$

结论与讨论

缙云县公益林总生物量为
!(!).' ! &"

$

,

! 单

位生物量平均为
+')!& ,

"

12

"!

! 主要由松林%占总生

物量的
(&)/*3

&构成# 通常! 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

被认为是浙江省较理想的公益林群落类型(

#$"#/

)

! 但

由于缙云县公益林的组成结构中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面积较小 %占公益林总面积的
')%/3

和
#).#3

&!

林龄结构尚未完善%幼龄林比例占
*!)!*3

和
/%)$#3

! 单位生物量为
#%%)+' ,

"

12

"!和
+/)+/ ,

"

12

"!

&! 因此尚未

完全发挥其生态效益! 随着林龄结构的不断优化! 单位生物量还会有显著的增加$ 从生物量的层次结构

来看! 除灌木林以外的各群落类型中! 乔木层生物量是群落生物量中比例最高的部分! 占总量的
/')%%

3

以上! 草本层生物量比例很低! 平均仅为总生物量的
%)+#3

$ 这主要是因为缙云县公益林郁闭度较

高! 造成草本层植物光能利用率低! 生长不佳有关# 且由于毛竹林频繁经营! 灌木层' 草本层植物生物

量降低# 除此之外! 缙云县的灌木林主要由经济林组成! 群落结构不完整%基本无乔木层&! 郁闭度最小!

草本层生物量也最高%

#)$#3

&$

经本研究测算! 缙云县公益林平均植被碳密度%

$.)'. ,

"

12

"!

&不但高于方精云等(

!'

)对中国浙江森林植

被碳密度的估算! 并且还高于张俊等(

!$

)估算的浙江省公益林碳密度%

'%)!( ,

"

12

"!

&! 以及丽水地区公益林

平均植被碳密度%

'$)'* ,

"

12

"!

! 由丽水公益林单位生物量换算得出&

(

!*

)

$ 这说明缙云县公益林质量在浙江

杉木林
# +$!)*' #)'' * +!%)#' #* ($()'# .#%)$! # *($)(' ##)!# ## (#*).$ ! !+*)!*

阔叶林
+!()!% %)*/ ! /(')#! / /(.)*' '!#)+. //().* #%)#% #% /.')/$ ++%).'

针阔混交林
*#()#' %)'+ # ./$).+ $ *(+)!! !##).. $*()+! #!)!/ #! +$$)$( /.%).%

毛竹林
! (*.)#' !)(/ #! .'!)'! '$ %(/)$% # *!.)(( ' $%()/$ #/)'+ #. !..)(. $ +'/)*!

灌木林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4

&' $&*)%!

5

$" /+!)!&

群落类型
群落面积

6

12

!

净增生物量
6

%

&"

$

,

"

-

"&

&

净固碳量
6

%

,

"

-

"&

&

释氧量
6

%

,

"

-

"&

&

固碳价值
6

%万元"
-

"&

&

释氧价值
6

%万元"
-

"&

&

固碳释

氧能力
6

%

,

"

12

"!

"

-

"&

&

单位面积价值
6

%元"
12

0!

"

-

"&

&

固碳释氧价值
6

%万元"
-

"&

&

松林
!' +"')$. &()$" (& (!!).! !&( +/&)$' + (&().' !& (+/)&$ &!)*( &' !/.)+" ' &.&$)(.

表
#

缙云县公益林固碳释氧效益

7-89: / ;-9<: => >?@?AB C-D8=A -AE D:9:-F?AB =@GB:A => E?>>:D:A, >=D:F, ,GH:F => :C=9=BG F:DI?C: >=D:F, ?A J?AG<A K=<A,G

说明*

5

为加权平均值$

图
'

不同公益林群落固碳释氧能力

L?B<D: ' K=2H-D?F=A => F=9?E C-D8=A -AE D:9:-F?AB

=@GB:A C-H-C?,G => E?>>:D:A, >=D:F, ,GH: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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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和丽水地区都处于前列! 考虑到目前缙云县公益林离成熟状态相差较远! 尤其是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

单位生物量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缙云县公益林在碳积累上还有很大的潜力#

缙云公益林固碳释氧效益显著! 固碳释氧总量为
#$%&" ! '(

)

*

$

+

",

! 年净固碳量为
,(-&, ! ,(

)

*

$

+

",

!

年释放氧气量为
,(%&, ! ,(

)

*

$

+

.,

! 固碳释氧总价值为
)%(/

亿元$
+

",

# 同时我们看到! 虽然各群落类型年

固碳释氧量由高到低顺序为松林＞毛竹林＞杉木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灌木林! 但固碳释氧能力由

高到低则是毛竹林＞松林＞针阔混交林＞杉木林＞阔叶林＞灌木林! 针阔混交林固碳释氧能力%

,!%!0

*

$

12

.3

$

+

",

&已经接近松林%

,3-&$ *

$

12

.3

$

+

",

&! 随着林龄的不断优化! 针阔混交林的固碳释氧能力将超过松

林! 而阔叶林固碳释氧能力很低! 虽然这与林龄较小有关! 但需要采取一系列的经营措施! 使其发挥更

大的生态效益'

通过多年来的努力! 缙云县公益林的分类经营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群落类型还较为单一! 松林总面

积和总生物量%

/$-$(4

和
$,%0&4

&仍占有绝对优势! 生物量增长潜力较大的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生态效益

未能充分发挥' 为此! 在今后的公益林经营中要加强林地的经营管理! 改善龄组结构! 加大分类改造的

力度! 加快针叶林的阔叶化改造! 改善森林结构! 防治水土流失! 不断提高公益林的质量! 促使公益林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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