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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严重火灾后的恢复机制研究取得新进展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中科院版纳植物园进化生态学组Ferry J. W. Slik博士等人经过7年的不

懈努力，对印度尼西亚婆罗洲东部热带雨林火灾后的自我更新能力及恢复过程

开展系统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研究成果已发表于著名生态学杂志Oecologia

上。 

    自2000年以来，Ferry J. W. Slik等人坚持对印度尼西亚婆罗洲东部热带

雨林受灾后的自我更新能力及恢复过程进行了跟踪调查，他们分别于2000年、

2001年和2004-2005年在该区内同一样区对原始森林、一次火灾和两次火灾的森

林进行样方布置和数据收集，对样区内热带雨林的树种多样性、树种组成、森

林结构和地上生物量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森林结构(包括林冠开

阔度、叶面积指数、立木度等)虽然受火灾影响显著，但恢复的速度相对较快。

与之相反，树种组成在灾后的7年里几乎没有恢复；地上生物量火灾后急剧下

降，7年来一直保持很低的水平或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受灾森林地上生物量和生

态系统功能的漫长恢复过程与树种组成的成功恢复密切相关；火灾发生时释放

到大气中的大量碳目前还未完全被灾后的次生林重新吸收利用，这将进一步增

加温室效应。可喜的是，在本次研究中Slik等发现两次森林火灾间隔15年以上

不会导致热带雨林自我更新能力的大幅度退化。Slik博士等还提出，建立该区

火灾后次生林及其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过程，特别是与地上生物量积累相关的

长效监测机制，进而对印度尼西亚婆罗洲东部热带雨林及其生态环境采取积极

有效的保护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 

    Ferry J. W. Slik长期从事东南亚地区热带雨林保护工作研究，并取得了

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不久前Ferry J. W. Slik等人提出用木材平均密度作为划

分东南亚地区热带雨林优先保护区域的新方法，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

杂志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上 。 

    印度尼西亚婆罗洲东部在1997-1998年间曾经历了严重的森林火灾，受灾面

积达500多万公顷。15年前，部分地区还经历了1982-1983年间的另一次火灾，

这两次火灾均与厄尔尼诺干旱现象有关。严重火灾后热带雨林能否实现有效的

恢复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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