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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明晰区域尺度下森林恢复措施布局及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的时间动态变化

特征，为相关林业部门进行退化森林恢复措施布局与措施选择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参考。【方法】本研究以

具有重要生态战略地位的岷江上游杂谷脑流域为研究对象，选取涵养水源、固碳释氧以及物种保育作为森

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指标，基于多源数据（地形，气象，土地覆盖，1996 年杂谷脑流域林相图等），

分别采用等量恢复面积、生物量、生物多样性模型来预测水源涵养、固碳释氧、物种保育功能及价值的动

态变化，收集针对该流域不同退化森林类型的恢复措施，并建立森林恢复措施库，最后动态预测不同恢复

措施下研究区流域森林生态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结果】1）对高山灌丛（海拔小于 3100m 且降水量大于

550mm）、云杉人工针叶林、地震滑坡区（海拔小于 3900m 且降水量大于 550mm）、干旱河谷灌丛（海拔

在 1400-2800m 且降水量大于 550mm）分别采用 BS-TGGC（高山峡谷严重退化灌丛地生态重建与功能提

升技术）、YL-RZY（云杉人工林结构调整与水源涵养功能提升技术）、CFH-DZNS（地震灾区泥沙堆积型滑

坡植被恢复技术）、BSH-GHGC（植被恢复重建与功能提升技术）的生态服务功能恢复效果最佳。2）恢复

措施实施 10 年后，2020 年杂谷脑流域总水源涵养量为 826.65×106m3，较 2010 年增加了 2.34%；单位面积

水源涵养量达到 2521.59m3/hm2，涵养水源能力较 2010 年提升了 1.92%。3）恢复措施实施 10 年后，2020

年杂谷脑流域固碳总量为 73.19×106tC，较 2010 年提升了约 2.89%，整个流域固碳能力提升了 2.47%。4）

恢复措施实施 10 年后，相应区域的森林结构变得单一，杂谷脑流域物种保育价值为 27.58 亿元，较 2010

年降低 2.27%。【结论】针对退化林地类型采取不同恢复措施，杂谷脑流域整体涵养水源、固碳释氧能力到

2020 年均有不同程度增加，针对流域退化森林采取的技术措施能有效提高森林碳汇能力，该系统可以为区

域森林管理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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