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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林业生态中的实践。首先系统阐述生物多样性保护对林业生态的

多维价值,包括维持生态平衡、提供生态服务、促进碳汇功能及保障遗传资源安全等核心意义。接着深

入分析当前林业生态中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多重威胁,如森林砍伐、病虫害侵袭、气候变化及外来物种入

侵等复合型挑战。然后基于生态学原理,详细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林业生态中的具体实践策略,涵盖建

立自然保护区网络、推行近自然森林经营、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及构建智慧监测体系等创新方法。最后

结合全球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求,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林业生态中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科学展望,旨在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双碳”目标背景下的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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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作为地球生命经过数十亿年演化形成的宝贵遗

产,不仅是维系生态系统稳定的核心要素,更是支撑人类文明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林业生态系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其生物多样性水平直接影响着全球约80%陆生物种的生存安全。

然而,在工业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林业生态正面临着人类活动

强度倍增、土地利用方式剧变等前所未有的压力。世界自然基

金会《2022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全球森林物种种群数量在过

去50年间平均下降达53%,这一严峻形势凸显了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紧迫性。在此背景下,探索兼顾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协调发

展路径,构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实施框架,已成为当前

林业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过整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系统分析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林业生态中的实践创新,以期为完

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制定适应性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生物多样性保护对林业生态的重要意义 

1.1维持生态平衡 

林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网络,其中的各种生物相

互依存、相互制约。生物多样性为生态系统提供了丰富的物种

组成和生态功能。不同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

放氧气,调节气候；动物在食物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控制着

害虫和杂草的数量,维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例如,啄木鸟可以

捕食树干内的害虫,保护树木的健康生长；蜜蜂等昆虫为植物授

粉,促进植物的繁殖和多样性。如果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生态

系统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可能导致病虫害爆发、土壤侵蚀等一系

列生态问题[1]。 



农业科学 
第 8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5 

 Agricultural Science 

1.2提供生态服务 

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林业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提供多种重要

的生态服务。森林可以涵养水源,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水资源的

质量和数量。据研究,一片成熟的森林可以拦截大量的雨水,使

雨水缓慢渗透到地下,补充地下水。同时,森林还具有净化空气

的功能,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和颗粒物,改善空气质量。此

外,林业生态系统还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生物资源,如木材、药

材、野果等,这些资源对于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具

有重要意义。 

1.3促进经济发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林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保护生

物多样性可以促进森林旅游业的发展。许多具有丰富生物多样

性的森林地区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游客

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收入。另一方面,

生物多样性还为林业产业提供了创新的资源。一些珍稀的植物

和动物具有潜在的药用价值和工业价值,通过合理的开发和利

用,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从某些植物中提取的有效

成分可以用于制药,开发出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 

2 当前林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挑战 

2.1森林资源过度开发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森林资源正承受着前所未

有的开发压力。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木材需求和土地开发,人类活

动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不断加深。这种过度开发不仅直

接减少了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还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以亚马孙雨林为例,持续的大规模采伐活动已导致该地区超过

17%的原始森林消失,这不仅造成众多特有物种濒临灭绝,还显

著削弱了森林的水源涵养和碳汇功能,对区域乃至全球气候产

生深远影响[2]。 

2.2外来有害生物入侵 

在全球化和气候变化双重作用下,林业生态系统正面临日

益严重的生物入侵威胁。国际商贸往来加速了有害生物的跨境

传播,而气候变暖则为这些入侵物种创造了更适宜的生存环境。

这些外来病虫害往往缺乏天敌制约,能够迅速蔓延并造成巨大

破坏。以松材线虫为例,这种原产北美的病原体已扩散至亚洲多

个地区,其传播速度之快、危害程度之重令人担忧,被感染的松

林往往在数月内就会大面积枯死,给当地林业经济和生态系统

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2.3全球气候变化影响 

近年来,全球气候系统的剧烈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了

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持续升高的气温改变了物种的物候特征,

而降水格局的改变则影响了植被的分布范围。更令人担忧的是,

气候变化正在加速某些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例如,澳大

利亚近年来频发的特大森林火灾不仅烧毁了数百万公顷的林地,

更导致考拉等特有物种的栖息地大面积丧失。这些气候变化引

发的连锁反应,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新的挑战。 

3 林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创新实践路径 

3.1构建自然保护区网络体系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建立系统化的自然保护区网络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类保护区通过划定特定区域,为各类野

生动植物创造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制定严

格的保护条例,规范人类活动范围,最大限度降低人为干扰。以

我国为例,目前已建成包括长白山、九寨沟在内的数百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形成了覆盖多种生态类型的保护网络。这些保护区

不仅保存了大量濒危物种的基因库,也为研究生态系统演替规

律提供了重要场所。 

3.2实施生态友好型森林经营模式 

推动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体

系。这种经营理念要求在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时,必须兼顾生态系

统的长期稳定。具体措施包括：优化采伐方式,采用小面积择伐

替代传统皆伐；改进造林技术,通过营造多树种混交林提升生态

系统韧性；建立森林健康评估机制等。例如,在东北林区推广的

“近自然林业”经营模式,既保证了木材生产,又有效维护了森

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3]。 

3.3完善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体系 

建立健全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是开展保护工作的基础。这

需要整合多学科力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森林生态系统进行

系统观测。具体包括：建立标准化监测样地,定期开展物种普查；

运用遥感影像分析、红外相机监测等新技术；构建生物多样性

数据库等。近年来,我国启动的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体系,就为掌

握重点保护物种动态变化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3.4推进受损生态系统修复工作 

针对已退化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至

关重要。这类工程需要因地制宜,采取植被恢复、水系整治、土

壤改良等综合措施。例如,在黄土高原地区实施的退耕还林工程,

通过选择适生树种进行植被重建,不仅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也

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得到明显恢复。这类工程的成功实施,为其

他地区的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4]。 

4 林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典型案例分析 

4.1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以我国西南地区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该区域地处亚

热带山地生态系统,拥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有效保护这

一重要生态区域,管理部门实施了系统化的保护措施：组建了由

生态学家、护林员和执法人员构成的专业团队,制定了涵盖巡

护、监测、执法等环节的完整管理制度体系。在生态修复方面,

保护区重点开展了退化林地植被恢复工程,通过乡土树种补植

和次生林改造,显著提升了森林质量和生态功能。同时,运用红

外相机监测、样线调查等技术手段,建立了完善的生物多样性监

测网络[5]。经过十余年的持续保护,区内旗舰物种如黑颈鹤、滇

金丝猴等种群数量呈现稳定增长态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到

显著提升。 

4.2可持续森林经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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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某重点林区在推进现代林业建设中,创新性地实施了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森林经营模式。该地区依据森林资源调查

数据,将林地划分为严格保护区、生态修复区和生产利用区,实

施差异化经营策略。在生产利用区,采用单株择伐与群团择伐相

结合的采伐方式,严格控制采伐强度不超过30%,确保森林结构

的完整性。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建立了以天敌昆虫繁育、信息素

诱杀为主的生物防控体系,化学农药使用量降低85%以上[6]。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地区通过建立混交林示范点,推广了红松-

水曲柳-紫椴等优质混交模式,显著提升了林分稳定性和物种多

样性。监测数据显示,实施该模式十年来,林区鸟类多样性指数

提高了26%,同时木材蓄积量年均增长1.8%,实现了生态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5.1结论 

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林业生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于维

持生态平衡、提供生态服务、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起着关键

作用。然而,当前林业生态中的生物多样性面临着森林砍伐、病

虫害侵袭、气候变化等诸多威胁。为了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

需要采取建立自然保护区、推行可持续森林经营、加强生物监

测与研究、开展生态修复工程等一系列实践策略。通过实际案

例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策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5.2展望 

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林业生态中的工作仍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可以利用更

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加强对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和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

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同时,还需要提高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

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林业生态中的工作将取得更加显著的

成效,实现林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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