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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这种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工业发展排放
大量的二氧化碳（CO2）等温室气体所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1906～2005年：全
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海平面上升了17cm，全球大气C02浓度已从工业化前的约280ppm$增加
到了2005年的379ppm。
全球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严
峻挑战。
　　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主要是采取直接减排（减少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和间接减排（
森林吸收C02）两大措施。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主体的森林，在调节全球碳平衡、减缓大气C02等含碳温室气体浓度上升，以及调
节全球气候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独特功能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经济、最有效、最直接、最可持续的途径。
　　竹子是重要的森林资源，且竹林固碳具有一般森林所没有的优势和特点。
第一，世界竹林面积不断扩大，全球有竹类植物70余属、1200余种，竹林面积约2200万hm2，广泛分布
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在全世界森林面积急剧下降的今天，竹林面积却以每
年3%的速度递增，这就意味着竹林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碳汇。
第二，竹林的生长速度明显超过一般森林，其固碳速率也同样高于一般森林。
第三，竹林采伐期短、利用率高，一般4-5年就成林，碳元素转化率和利用率高，而且大量碳元素被转
化到竹林产品中。
根据推算，中国竹林生态系统的竹林植被、土壤和凋落物固定的碳量分别为3.19×10g、1.66×10g和4.5
×1013g，合计2.024×1015g，占中国整个森林碳储量的5.1%，而毛竹林年固碳量分别是杉木林和马尾
松林的1.68倍和2.33倍。
我国是竹子大国，竹类资源丰富，现有竹林面积约720万hm2，其中，毛竹林面积约300万hm2，占竹林
总面积的2／3以上，是我国分布面积最大、范围最广、开发利用程度最高，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于一体的竹种。
当前，为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我国正在大力实施林业碳汇项目，而研究和利用毛竹林的碳
汇能力则在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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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0.30771715、NO.30271072）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NO.300209
）等项目的研究成果撰写而成的。
　　全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英文详尽地综述了竹林生态系统中碳固定和转化的研究结果。
第二部分共分11章。
第1章综述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库、碳循环与碳平衡的最新研究进展；第2章综述了毛竹林栽培管理及
生物量研究进展；第3章、第4章探讨了毛竹林碳储量的空间分布，并估算了浙江省毛竹林的总生物量
和碳储量；第5章、第6章揭示了不同经营模式和不同经营年龄的毛竹林碳素的积累和动态变化；第7章
探讨了施肥和覆盖雷竹林土壤有机碳的演变；第8章比较了亚热带毛竹林与其他林分的土壤活性有机
碳库；第9章探讨和比较了毛竹、杉木和马尾松林土壤的固碳能力；第10章研究了冬季覆盖雷竹林土壤
的呼吸；第11章系统总结了竹林生态系统中碳固定和转化的研究成果。
　　本书可供林业科学、生态科学、土壤科学以及有关方面的科技工作者和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
参考，也适合于各级政府部门从事领导农村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干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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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2垦复整地　　据调查，老残竹林的竹鞭可长达4500m·hm2左右，所着生支根几十万米左右。
这样多的根系，都拥塞于0～40cm土层内，纵横交错、重叠密布，影响侧芽萌发，自然枯死率可达70%
以上（肖立平，2002）。
　　垦复一方面清除杂灌草，减少无益的竞争；另一方面，整地可以疏松土壤，改善土壤养分状况，
增加土壤孔隙度，增强透气性，提高土壤保蓄水分的能力，同时也可以减少竹鞭的阻力，提高造林成
活率和成林速度。
为提高造林质量，加快成林，在坡度较大的竹林，为防止水土流失，则应采用带状整地和块状整地（
叶义福等，2004）。
对不同垦复措施的研究认为，毛竹林垦复深度以20cm为好，但在山脚缓坡等土层深厚、生长较好的竹
林，以25cm深度为好，时间以7月最佳，8月次之，9月最差。
曹流清等（2003）认为隔7～8年应深垦一次，垦挖深度为35～45cm，历经8年后调查，生产大竹潜力仍
然旺盛。
周文伟（1995）对毛竹鞭的研究认为，垦复深度45cm时，林地鞭段数最多，而垦复深度为15cm时，影
响竹鞭分布的深度，易产生浮鞭。
不同深度垦复对鞭径粗度影响不大，能使竹鞭节间长度和单条鞭长度明显增加，减少跳鞭。
当前，垦复、清除杂灌等措施，在散生竹和混生竹林中已广泛采用，特别是在低产林改造中，取得显
著的效益。
深挖翻土，由表及里全面细致改善深层次土壤的理化性状，提高肥力，有利于竹鞭深人土层生长。
可见垦挖深度是关系到毛竹径级增大、枝下高增高和大径竹株数增多的重要因素。
对处于衰退状况的纯林，目前采用深度垦复、施肥等措施加以恢复，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措施（楼一平
，2001）。
但是，垦复对土壤改良效果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并且常常对水土保持造成不利的影响。
对于出现地力衰退的毛竹纯林，应充分考虑合理的林分结构以及利用林下植被等方面来寻求维护持续
立地生产力的途径。
但陈存及（2001）认为人工种植最好的方式方法不是传统的迹地更新——深翻垦复后裸地种竹，而是
林下套种，充分利用森林环境，提高成活率，早郁闭早成林。
福建近十年，林农在杉、松人工林，疏林地，次生林零星套种毛竹，投资少、见效快，使林地资源在
时间空间上得到更合理利用。
而裸地种竹，成活率较低、投资大，成林时间较长，比较适合荒山荒地或退耕还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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