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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现代地植物学和古生态研究结果, 恢复、评估了我国北方地区的原生植被和潜在植被状况, 并论述它们对生态建设的

意义。潜在植被分布表明, 温带或亚热带郁闭森林仅可以发育在北方的东南边缘地带, 而东北中西部、华北平原大部、黄土高原

东南部和青藏高原东缘等地区为郁闭度较低的疏林或森林草原可能发育地带。这些地区是北方农业发展和生态恢复的主要区

域; 东北西部、内蒙古东南部、陕北、宁夏东南部、陇东南和青海省东中部等地区, 潜在地带植被当属温带草原, 宜发展牧业, 是目

前退耕还草的重点区域。在全新世中期, 东北地区东北部的原生植被为温带落叶阔叶林; 东北的南部、河北东部、山东东部、淮河

流域等地生长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在黄土高原东南部、黄淮平原西部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等地区, 原生森林面积比目前大得

多, 分别分布着以松属和落叶阔叶树占优势的稀疏森林和以云、冷杉占优势的山地寒温带森林, 为这些地区勾勒了未来生态恢

复所能达到的理想境界。根据原生植被分布, 黄土高原西北部地区同样不适合发展林业, 退耕以后所能够恢复的也只能是草, 而

不是林; 再往西北, 到了毛乌素沙地西北部及其我国西北内陆的广袤半荒漠、荒漠地带, 原生地带植被中从未出现森林, 在绝大

多数情况下均不宜发展林业。

关键词: 原生植被; 潜在植被; 本底植被; 全新世; 生态建设; 中国北方

On basel ine vegeta tion in Northern Ch ina
R EN Guo2Yu 　 (N ationa l C lim a te Cen ter, CM A , B eij ing 100081, Ch ina). A cta Ecolog ica S in ica , 2004, 24 (6) : 1287～ 1293.

Abstract: A few of concep ts rela ted to a baseline vegetat ion have been defined. Among them , po ten tia l vegeta t ion is defined as

the vegetat ion that w ould occur under the curren t clim ate condit ion w ithou t any distu rbance from hum an activity, and o riginal

vegetat ion is defined as the vegetat ion that actually occurred p rio r to the sign ifican t in terference from hum an activity. Bo th

po ten tia l vegeta t ion and o riginal vegetat ion are classified in to baseline vegetat ion. Po ten tia l vegeta t ion distribu tion cou ld be

ob tained by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 t bo tan ic relics o r by m eans of calcu la t ion based on the rela t ionsh ip betw een clim ate and

vegetat ion, and o riginal vegetat ion sta tus cou ld be reconstructed by using paleo2eco logical data. In Ch ina no rth of the Yangtze

R iver, po ten tia l temperate and sub2t rop ical fo rests w ith h igh clo sure cou ld occur on ly in the sou theastern mo st parts;

temperate w oodlands o r fo rest2steppe cou ld developed in cen tra l w est N o rtheast, mo st parts of the N o rth Ch ina P lain,

sou theastern L oess P lateau and eastern rim of the Q inghai2T ibet P lateau, w here rain fed agricu ltu re can be p racticed and eco2

reconstruction of the degraded landscapes shou ld be emphasized; po ten tia l temperate steppe cou ld grow in w estern N o rtheast,

sou theastern Inner M ongo lia, no rthw estern L oess P lateau and cen tra l east Q inghai P rovince, w here on ly an im al husbandry

cou ld be developed and the p reviously cu lt ivated lands shou ld be retu rned back to the pastu res. A t abou t 6000 a BP, the

o riginal vegetat ion in no rtheastern N o rtheast w as temperate deciduous fo rest, w h ich is ra ther differen t from the curren t m ixed

needle and deciduous fo rest; Sou thern N o rtheast, eastern N o rth Ch ina P lain and the H uaihe Basin saw a w arm temperate

deciduous fo rest w h ich bears lit t le sim ilarity to the curren t fo rest w ith p ines as one of dom inan t trees; Sign ifican tly larger

ex ten t of o riginal fo rests occurred in sou theastern L oess P lateau, w estern N o rth Ch ina P lain and eastern rim of the Q ingha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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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bet P lateau, w ith p inesödeciduous trees and firösp ruce as the dom inan t componen ts respectively. A lthough hum an activit ies

have been though t to bear a m ain responsib ility fo r the sh rinkage of the fo rests, clim ate varia t ion m igh t also con tribu te to the

change in vegetat ion in som e ex ten t. It thus is insp irab le to m ention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fo rests in m id2Ho locene p rovides

a m axim um po ssib ility fo r affo resta t ion in the regions. T 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o riginal vegetat ion does no t encourage the

effo rt to affo rest in such areas as no rthw estern L oess P lateau and cen tra l Inner M ongo lia. T he saying of tu rn ing cu lt ivated

fields back to fo rest lands is also imp roper.

Key words: o riginal vegetat ion; po tencia l vegeta t ion; baseline vegetat ion; ho locene; eco2reconstruction; N o rthern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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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长期的人类活动干扰和气候变化, 目前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和环境处于深度退化状态。退化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恢复已成

为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是, 在北方和西部的生态建设或生态恢复工程中, 有一个核心的生态学问题迫切需要

解决, 即这些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在没有人类干预情况下, 其当前气候条件下的潜在植被和过去气候条件下的原生植被究竟是

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不解决, 生态恢复或生态建设的战略方向就无从把握。本文试图根据现代地植物学和古生态学研究的现有

成果, 对此进行讨论。

为了讨论的方便, 特对有关名词做如下界定和说明:

(1)自然植被　泛指在没有人类干预条件下所发育的植被。自然植被可以出现在今天, 也可以出现在过去的任何时间; 可以

与当前气候条件处于平衡状态, 也可以处于非平衡状态。

(2)现生植被　目前所观察到的实际植被组成和分布状况, 称现生植被。由于人类干预和持续影响, 目前许多地区的现生森

林植被已明显脱离了当前气候条件下的顶级状态, 多以处于各种演替阶段的次生状态出现。但人工生态系统仍然可以和当前的

气候条件达到相对平衡。在人类干预很微弱的地区, 如果植被和气候条件又处于平衡状态, 则现生植被与潜在植被基本等同。

(3)潜在植被　在当前气候条件下, 当植被与气候条件完全达到平衡时所应发育的自然植被, 称潜在植被、或地带植被。由

于人类活动等因子的干扰, 目前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植被已经不代表潜在植被了。在冰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 中高纬度地区, 特

别是曾被冰盖占据的地区, 植被也难以与当时的气候条件达到平衡, 因此很长时间内未曾出现过潜在植被或地带植被。一些人

工生态系统与现代的气候条件也可能达到平衡, 但因为不是自然植被, 所以这里不作为潜在植被看待。

(4)原生植被　指在人类显著干预之前的自然植被。原生植被是自然植被的一个特例, 它出现于有人类干预的地区。原生植

被与当时的气候条件可以处于平衡状态, 也可以处于非平衡状态。由于不同地区人类活动显著干预植被的时间有早有晚, 各地

原生植被可以出现在全新世的不同时刻。原生植被不同于潜在植被, 因为前者不要求植被与当时的气候条件必须达到平衡。如

在全新世早中期中高纬度地区的植被, 与当时气候条件处于非平衡状态, 后来又受到明显的人类活动干扰。在其受人类干扰之

前的植被是原生植被, 但不是潜在植被。

(5)本底植被　笼统指在没有人类干预情况下的自然植被, 因此它包涵了自然植被、潜在植被和原生植被。

因此, 现生植被是现在实际发育的植被, 原生植被可以看作是人类显著干预之前的现生植被或自然植被, 而潜在植被则是

在某种气候条件下演替到顶级状态的自然植被。除了人类活动影响外, 气候各种时间上的变化实际上也阻碍着潜在植被的实

现。例如, 在欧洲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 冰后期气候的快速增暖和植物物种迁移对时间的要求致使在数千年内植被与气候处于

非平衡状态, 潜在植被只是在晚全新世人迹罕至的地方才得以实现。有迹象表明, 这种情形可能也存在于我国东北地区 [1 ]。

对上述名词的定义可能同地植物学或生态学的传统定义和理解有微妙差异, 这些差异可能主要源于对古生态信息的认识。

作者希望, 上述有关名词的定义仅适用于本文的讨论。

这里区域主要指长江以北的我国北亚热带以及包括东北、华北和西北的“三北”地区, 因为这些地区的古生态资料比较丰

富, 同时也因为这里是我国生态建设或生态恢复规划的重点区域。特别关注的地区将是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

1　潜在植被

111　地植物学调查获得的地带植被分布

迄今, 还没有对潜在植被分布进行过系统研究, 也没有获得公认的潜在植被分布图可资借鉴。吴征镒等在大规模植被调查

的基础上, 给出了我国植被区划图 [2 ], 但这不代表潜在植被带。侯学煜 [3 ]、周光裕[4 ]和朱志诚[5 ]等也分别提出了我国自然植被地

带分布界限。就主要生态过渡带特别是森林2草原边界的位置来看, 这些植被区划存在一定差异, 但一般均比当前的现生植被带

边界分布情况[6 ]偏向西北。例如, 在各个自然植被分布图上, 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和黄土高原东南部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分布

区, 但实际上这些地区多为农田、温带落叶灌丛和灌草丛所覆盖, 只有局部偏远山地才生长小片栎林和松林。

在地植物学和历史地理学界, 一般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人类破坏导致了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东南部原始森林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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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2, 5, 7～ 9 ], 因此潜在植被与现生植被分布出现了显著偏差。但是, 自然地理学者和第四纪环境学者一般认为, 这些地区从气候

和地质史的角度来看, 可能本来就不是典型森林分布范围 [10～ 12 ] , 因此潜在植被与现生植被分布的差别可能没有这么大。这个问

题的最终解决, 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密切合作, 和对源于各个专业视角的认识进行综合集成分析。

112　干湿指数与潜在植被带的关系

图 1　我国北方地区干燥指数等值线

F ig. 1　D ryness index in no rthern Ch ina

表 1　北方干燥指数及其与气候和潜在植被带的对应关系

Table 1 　D ryness index and the corresponding cl imate types and

biomes

干燥指数
D ryness

index

气候类型
C lim ate types

植被类型B iom es

< 110 亚热带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① 温带或亚热带森林⑥

110～ 113 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② 森林2草原或温带疏林⑦

113～ 215 温带半干燥气候③ 典型温带草原⑧

215～ 415 温带干燥气候④ 干草原或半荒漠⑨

> 415 带极端干燥气候⑤ 典型温带荒漠βκ

　　①T rop icalöT emperate hum id monsoon clim ate; ②T emperate

sub2hum id monsoon clim ate; ③ T emperate sub2arid clim ate; ④

T emperate arid clim ate; ⑤ T emperate hyper2arid clim ate; ⑥

T rop icalöT emperate fo rests; ⑦ T emperate fo rest2steppe o r

woodland; ⑧T yp ical temperate steppe; ⑨T emperate low steppe o r

sem i2desert; βκT yp ical temperate desert

降水量和我国北方植被分布存在比较密切的联系。但实际上对植物生长起决定作用的是水分的可获得程度, 后者大致可用

干燥度 (指数) 或湿润度 (指数) 来表征。中国自然区划采用的干燥度和张新时提出的湿润指数均与自然植被分布存在密切关

系[13, 14 ]。采用干燥指数D I [15 ] , 其计算公式为:

D I =
k × T s

P s

其中, T s 为夏季 3 个月 (6、7、8 月) 平均气温, P s 为夏季 3 个月的总降水量。设东北平原东部现代森林2草原界线上的干燥指数

D I 为 110, 可得系数K = 171 5。选择东北现代森林2草原界线来确定经验系数, 是因为那里植被受人类强烈干预的时间比较晚,

潜在的生态过渡带位置比较好界定 [16 ]。定义的干燥指数对于北方大部分地区来说比较适用, 因为这些地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

植物活跃生长的夏季 3 个月份内。

干燥指数小于 110, 表示气候湿润; 干燥指数界于 110 到 113 之间, 说明气候属于半湿润类型; 干燥指数在 113 到 215 之间,

气候为半干燥; 干燥指数大于 215 但小于 415, 气候属于干燥类型; 干燥指数大于 415 的地区则为极端干燥气候。

此干燥指数与中国自然区划委员会定义的干燥度物理意义相近, 但计算更为简洁。我国北方干燥指数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

由于东北地区的自然植被受人类干预程度比较轻, 因此

可以根据东北干燥指数与潜在植被带的对应关系确定出不同

植被地带边界上的界限干燥指数值, 进而划分出我国北方其

它地区主要潜在生态过渡带的位置。干燥指数 110 等值线与

中国自然区划委员会的干燥度 112 等值线基本吻合, 大体上

代表了森林2草原生态过渡带的位置。干燥指数 110 等值线以

东南主要为森林区, 西北则依次为森林草原、草原和荒漠区。

干燥指数 110 等值线以南、以东的温带或亚热带地带性

郁闭森林主要出现在东北东部和北部、山东半岛东部、黄淮平

原南部、陕西南端、甘肃西南部、青海省东南部和四川北部; 在

干燥指数 110～ 113 之间, 应发育地带性森林2草原或温带疏林

(W oodlands) , 主要包括东北中西部、华北平原大部分、山西东

南、陕西东南、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和川西等地区; 干燥指数

113～ 215 之间应为我国北方典型的温带草原区, 主要包括东

北西部、内蒙古的东南部, 陕北, 宁夏东南部, 陇东南和青海省

东中部等地区。北疆的天山和阿尔泰山山麓地带属于典型草

原; 在干燥指数 215～ 415 之间的地带, 主要包括内蒙古西部、

宁夏北部、陇中、青海西北、北疆地区和西藏中北部, 水平地带

性植被带为干草原或半荒漠; 再向西北, 到了干燥指数高于

415 的地区, 就已经进入典型的荒漠地带了, 这包括我国西北

主要的沙漠和戈壁 (表 1)。

　　可见, 无论是根据过去常用的干燥度, 还是根据新定义的

干燥指数, 包括黄土高原东南部的黄河中下游流域都不能算

作湿润地区, 也不属于典型的湿润森林地带, 潜在植被当属森

林2草原或温带疏林, 在地形和土壤适宜的地段生长树木, 但郁

闭度较低。由于长期的人类活动破坏, 这个地区目前更常见的

是温带落叶灌木或灌丛, 森林已经很少见了, 只在局部偏僻山

地还可以看到接近地带性植被的森林。但是, 黄淮平原南部及

其附近山地、陕南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在气候上属于半湿润

98216 期 任国玉: 中国北方地区的本底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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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湿润地带, 在地形和热量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其潜在植被当为森林。

2　原生植被

在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原生植被与现生植被存在显著差别, 同目前的潜在植被可能也不一样。历史记录资料表明, 黄土高原

和华北平原部分地区曾经生长着森林, 后来的人类砍伐使得原始植被受到破坏 [7, 8, 17, 18 ]。古生态资料也表明, 黄、淮、海河流域的

很多地区在人类干预之前确实生长着稀疏森林, 近 5000a 来人类活动才使得天然林大为减少, 但人为引起的森林衰退在各个地

区有早有晚, 森林衰退的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别 [19, 20 ]。因此, 严格地说, 各地原生植被出现的时间是不相同的。

目前还没有根据古生态资料重建的包括黄河流域在内的北方原生植被分布资料。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用人类活动最早显著

干预陆生植被前某一固定时刻的古植被来近似代表原生植被。现有资料表明, 在我国北方, 关中平原及其附近地区人类活动显

著干预植被的起始时间可能是最早的, 约发生在 6000～ 5000 a BP (碳214 年龄, 下同) [19 ]。可以认为, 处在中全新世 6000 a BP 的

植被还没有显著受到人类活动影响, 以后这种影响日益强烈。因此, 可以利用 6000 a BP 时间片段的古植被分布图近似代表原

生植被状态。

周昆叔等[21 ]、安芷生等[22 ]、Sun and Chen [23 ]、施雅风等[24 ]、W ink ler and W ang [25 ]曾根据代表性地点花粉资料重建了早中全

新世 (9000～ 6000 a BP)的古植被。于革等采用花粉资料和植被地带化方法重建了 6000 a BP 中国植被带[26 ]。任国玉等根据长

图 2　全新世中期 (6000 a BP)与现代森林2草原边界位置

F ig12　L ocations of fo rest2steppe eco tone at 6000 a BP and p resen t

图 3　我国北方 6000 a BP 植被地带分布, 可挖代表原生植被带

F ig. 3　V egetation types reconstructed fo r 6000 a BP in no rthern

Ch ina

tdf: 温带阔叶落叶林T emperate deciduous fo rest; w tf: 暖温带阔叶落

叶林W arm temperate deciduous fo rest; sm f: 副热带常绿、阔叶落叶

林混合林 Subtrop ical m ixed evergreen deciduous fo rest; avf: 高原山

谷针叶林A lp ine valley fo rest; of: 其它森林O ther fo rest; T S: 温带草

原 T emperate steppe; TD: 温带荒漠T emperate desert; A S: 高寒草原

A lp ine steppe; AD: 高寒荒漠A lp ine desert

江 以北的花粉资料编制了全新世花粉图, 并据此给出 6000 a BP

主要生态过渡带的位置和植被带的分布情况 [20, 27 ]。尽管对植被

演化原因的解释明显不同, 这些重建结果表明, 中全新世我国北

方植被分布与今天比较, 差别确实非常显著。

近年的研究表明, 根据花粉资料推断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

区中晚全新世植被演化进程主要是由人为因素驱动引起的, 气

候变化的作用是次要的[19, 28 ]。图 2 是根据乔木花粉 40% 等值线

重建的 6000 a BP 和现代森林2草原边界位置。同今天相比, 尽管

在东北地区森林2草原生态过渡带古今差别不明显, 黄淮流域原

生森林地带确实大大地向西北方向推进了。这个变化一方面可

能同当时气候比较湿润有关[22, 24 ] , 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还是仰

韶文化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的累积影响。这一认识使得利用古

生态资料分析探讨区域原生植被问题成为可能。

图 3 给出了依据花粉图资料重建的 6000 a BP 植被地带分

布情况[20 ]。当时, 东北地区的东北部分布着温带落叶阔叶林, 现

代的红松针阔叶混交林还没有形成; 东北的南部、河北东部、山

东东部、淮河流域等地区原生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松属等

针叶树同样很少; 黄河下游部分地区和黄土高原的东南部, 包括

河北西部、河南北部、山西、内蒙的大青山地区、陕西南部和甘肃

东南部等, 乔木花粉百分比可达到 40%～ 70% , 一般比目前高出

20～ 30 个百分点, 分布着以松属占优势的稀疏森林或森林2草

原; 在青藏高原的东部, 包括四川西部、甘肃西南和青海东南部

地区, 6000 a BP 的森林范围也明显比今天大, 但主要由云ö冷杉

属针叶乔木构成。在西北的极端干燥地带, 花粉资料比较缺乏,

目前还不能可靠地重建 6000 a BP 的原生自然植被。

从原生植被与现生植被的对比看, 尽管青藏高原东部过去

和现在的优势乔木属未变, 均为云杉和冷杉, 黄土高原东南部在

人类干预之前分布较多的松树现在却很少见了, 森林衰减的程

度也比其它地区来得大; 另一方面, 东北东部和华北平原东部原

来却以暖温带阔叶树为优势种类, 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松树。从潜

在植被来看, 一般倾向于认为, 黄土高原东南部地带性植被为温

带落叶阔叶林。但古生态资料表明, 在本区的原生稀疏森林中,

针叶树可能是占优势的, 同时也生长着少量落叶阔叶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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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被与目前所认识的潜在地带性植被和现生植被均存在明显差别, 这不仅体现在主要生态过渡带的位置上, 而且也表现在

植被组成或植被类型的变化上。

3　本底植被与生态建设

我国北方地区现代生态与环境系统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气候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降水量或干燥程度使不同的地带

具有生长迥然不同植被的可能性, 同时也决定了地带土壤性状和水资源的可获得量。气候条件和地形条件结合起来, 基本上决

定了生态地带类型以及可供人类选择的产业经营类型和方式。认识气候条件对生态和环境系统形成与演化的影响, 了解潜在植

被的分布态势, 使人们科学地确定地区资源与环境的时空变异特点, 明确不同地区生态恢复的潜力、环境保护的方向以及经济

开发的条件, 为解决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实践中的若干关键问题提供科学和技术支撑。

人类活动对地表植被的干预严重。许多地区, 主要由于这种干预, 使得人们目前难以见到潜在的自然植被, 也使得许多地区

的原生植被发生时代回溯到久远的过去, 需要借助古生态学方法予以恢复。认识区域原生植被状态, 可以使我们了解, 究竟在什

么时候开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人类已经破坏了原始植被; 同时也可以了解, 在气候条件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各类退化的生态系

统可以往什么方向恢复或发展, 能够恢复到什么状态。当然, 气候的变化可能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例如, 在黄河流域, 如果全新

世中期的气候确实比今天湿润, 本文给出的原生植被实际上是指示了在最理想情况下当地退化的生态系统所可能恢复的最大

限度。由于气候较比从前可能已趋于变干, 今天的生态系统恢复到原生植被状态是困难的, 但有关原生植被的知识仍然富有指

示意义。

潜在植被地带分布表明, 东北东部和北部、山东半岛东部、黄淮平原南部、河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省东南部

和四川北部是我国北方温带或亚热带郁闭森林可以发育的地带, 应该是未来北方林业建设的重点区域; 东北中西部、华北平原

大部分、山西东南、陕西东南、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和川西等地区为郁闭度较低的温带疏林 (W oodlands) 或森林草原可能发育

地带, 是北方农业发展和生态恢复的主要区域; 典型的温带草原带主要包括东北西部、内蒙古的东南部, 陕北, 宁夏东南部, 陇东

南和青海省东中部等地区, 气候与环境条件相对较差, 草地资源丰富, 水资源总量比较紧缺, 初级产业类型应以牧业为主, 但目

前许多地区已辟为农耕区, 属超地带性开垦, 是将来退耕还草的主要区域。一般情况下, 这个地带特别不适宜强调植树造林或退

耕还林。

从原生植被重建来看, 东北地区的东北部分布着温带落叶阔叶林, 而不是现代的红松针阔叶混交林, 东北的南部、河北东

部、山东东部、淮河流域等地生长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今天常见的各种松树同样很少。如果不是乔木种的空间迁移, 这种对比

应该与气候变化或人类干预有关。在松属等针叶树相对增加的原因没有真正了解之前, 这些地区原生植被重建对于现代生态与

环境规划的指导意义是有限的。

但是, 原生植被的重建确实指示, 黄土高原东南部、华北平原西部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等地区原有的森林面积比目前大得

多, 分别分布着以松属和落叶阔叶树占优势的稀疏森林和以云、冷杉占优势的山地寒温带森林。在黄土高原, 原生状态的森林2

草原生态过渡带位置比潜在植被状态下的位置还偏于西北, 这可能说明近 6000 年来区域气候在一定程度上确趋于变干了, 但

气候变化对植被的影响和人类活动影响比较起来还是要小得多。尽管原生植被与当前的潜在植被存在一定差异, 但它给出了在

历史上气候条件最佳、同时又缺乏人类活动严重干预情况下的区域生态系统所可能达到的发育状态, 也是当前黄土高原生态恢

复所能达到的最理想境界。

即使按这种最理想境界考虑, 黄土高原西北部地区仍主要是草原地带, 不适合发展林业, 退耕以后所能够恢复的也只能是

草, 而不是林。至于再往西北, 到了毛乌素沙地西北部及其西北内陆的广袤半荒漠、荒漠地带, 原生地带植被中从来就没有过森

林出现,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适宜发展林业的。此外, 青藏高原东部原生植被中森林面积确比今天大, 森林边界也比今天略偏

西, 说明在这个地区恢复森林植被还是有一定潜力的。

所有上述讨论都是基于未来气候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实际上, 在过去的 50～ 100a, 我国北方的气候出现了明显的变

化。未来北方的气候条件还将继续改变。特别是有关未来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可能引起的气候变化, 是目前科学界广泛关

注的焦点问题。在未来气候变化的情况下, 我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还不能完全依赖于建立在对过去和现在生态过程了

解基础上的生态知识, 未来气候变化的方向和速率及其可能影响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考虑。但是, 无论对于指导生态与环境建设

实践来看, 还是对于理解植被演化动态和趋势来看, 潜在植被和原生植被的恢复仍然是现代生态学和古生态学的基础性工作,

值得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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