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复原力系森林承受（吸收）外部压力并随时间推移逐步恢复到遭扰动前
状态的能力。在一段恰当时间跨度内进行审视不难发现，复原力强的森林
生态系统能够维持在动植物分类系统构成、结构、生态功能以及变化速率
方面的“可识别性”。

• 可获得的科学证据有力地支持了森林在抵御变化、或在遭受扰动后实现
恢复方面的能力取决于多种级别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结论。

• 维护和恢复森林生物多样性有助于加强其在面对人为因素所致压力方面
的复原力，因而提供了一种抵御可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的保障措施。应从
生物多样性的所有级别（个体植物群丛、景观、生态系统、生物区）及其
所有因素（基因、物种、群落）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审查。增加人工林和
半自然林的生物多样性将会对其复原力产生积极影响，通常情况下也有助
于提高其生产力（包括碳储存）。

• 森林生态系统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的复原力取决于其生物和生态资
源，特别是（一）物种多样化程度，包括微生物，（二）种内遗传变异型
（亦即种群内遗传特征的多样化程度），以及（三）区域物种及生态系统
库。复原力还会受到森林生态系统规模（一般说来，整体规模越大且割裂
程度越小越好）以及周边景观条件和特征的影响。

• 原始林的复原力（以及稳定性、抵抗力和适应力）通常强于改良的自然
林或人工林。因此，加强保护原始林的政策和措施除了能够提供一系列

综合报告发现森林复原力取决于多种级别的生物多样性

维护和恢复森林生物多样性可加强其对人为因素所致压力的复原力，因此，这是避
免森林价值和功能丧失的一项重要“保障政策”。《生物多样性公约》发布的有关
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复原力关系的科学综合成果对于森林决策者、投资者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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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对于森林投资和碳投资至关重要 



完整的生态系统服务，还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然
而，有一点必须认清，即某些退化的森林——特别是那些遭受外来物种
侵入的森林，自身可能也很稳定且具有一定的复原力，因此，如果试图
重新在此建立自然生态系统以恢复原有的产品和服务，则这些森林会(
成为)严峻的管理挑战。

• 有些天然物种多样化程度低的森林生态系统也拥有很强的复原力，如
北方松树林。然而，这些森林已能高度适应严峻的扰动，其主要树种亦
拥有广泛的遗传变异性，从而使其能够从容应对多种多样的环境条件。

• 通常说来，老龄原始林的碳库最大，特别是在潮湿的热带地
区——即复原力强的稳定的森林系统。

• 《气候公约》谈判所付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如减少毁林和森林
退化所致的排放，以及其他以森林为基础的长期的气候减缓和适应政策
及措施都与森林的复原力紧密相连，进而关系到森林的生物多样性。因
此，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的各项活动应考虑对生物多样性的养
护，因为这将有助于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库的长期稳定性。

• 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特别是与其他土地使用压力的相互作用，
可能足以抵消某些大面积原始林的复原力，进而迫使其进入一种永无安
定的状态。如果森林生态系统被逼迫至越过某个生态“爆发点”，它们
就可能被完全改变成为一种不同类别的森林，最极端的情况是变成全新
的非森林生态系统（如从森林变为草原）。在多数情况中，新的生态系
统不论是在生物多样化程度还是在提供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方面（包括
碳储存）都不如从前。



 
 

与原始林相比，人工林和改良天然林将面临气候变化所致的大规模丧
失的更大扰动和风险，因为通常情况下后两者的生物多样性都会减
少。但是，这种风险可以通过遵循以下若干森林管理建议得到部分缓
解：

O 通过避免采用根据位置、生长率或外形仅选择采伐某些树种的做
法维持遗传多样性。

O 以天然林和各种变化过程为模型维持个体植物群丛及景观的复杂
结构。

O 通过减少割裂、恢复丧失的生境（森林类别）、扩大保护区网络
以及建立生态走廊维持整个森林全境的互连性。

O 维持功能多样性，减少多样化自然林向单一类型或物种减少的人
造林的转变。

O 通过对侵入物种实施控制减少非自然竞争，降低对用于人工造
林、植树造林或重新造林项目的非原始木材树种的依赖。
 

O 采取一种从生态角度看可持续的、能够识别和规划可预测的气候
变化的方式对人工林和半自然林实施管理。例如，根据气候模型预
测，通过划分某些地块用于区域树种以及接近未来气候条件的气候
区的树种的辅助性重新造林来减少长期失败的机率。
 

O 采取各种方法维持所有级别（个体植物群丛、景观、生物区）和
所有因素（基因、物种、群落）的生物多样性，如保护孤立的、分
离的或处于其分布边缘地带的树木种群，原始生境以及残遗物种网
络。这些种群最有可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前基因库，并可随
条件的变化构成核心种群。

O 确保建立从科学角度进行规划的全面、充分而有代表性的全国及
区域保护区网络。并将这些网络融入促进大规模景观互连性的全国
和区域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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