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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于 1 9 9 0 年 5 月一 1 9 9 3 年 10 月
,
为查清火灾对森林沼泽生态系统的影响

,

采

取野外面上考察与定位观测
,
野外实验与室内分析化验

,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在阿木尔林业局长缨林场
、

红旗林场选取观测点进行森林沼泽生态系统火生态效应的对比观

测与实验
。

研究表明 : 本区火生态因子具有发生次数多
、

频度高
、

火灾轮回期短
、

作用强度大

的特点 ; 火是森林沼泽生态系统最活跃
、

最重要的生态环境因子之一
。

火改变了森林沼泽植

物
、

动物
、

微生物的生存环境
,

使其组成
、

数量发生明显变化 ; 火生态因子作用后
,
森林沼泽土壤

含水量
、

容重
、

温度
、 p H 值

、

主要营养元素含量增加 ;坡地上森林沼泽地下水位下降
,

而沟谷内

森林沼泽地下水位上升 ;森林沼泽水的矿化度
、

阳离子含量
、

p H 值显著增加
,

透明度下降 ; 火

抑制泥炭积累
,

使泥炭中存贮的森林沼泽形成
、

发育的古生态环境信息缺失
。

关键词 森林沼泽 火生态因子 火生态效应 大兴安岭地区

大兴安岭地区是我国最大的森林沼泽分布区
。

本区森林火灾频繁
,

它不仅对森林生

态系统
,

而且对森林沼泽生态系统也产生很大冲击
。

火生态因子作用于森林沼泽 (以下简

称沼泽 )生态系统的效应及其形成机制的综合研究
,

国内外基本上处于空白 状 态
。 1 9 87

年 5 月 6 日一 6 月 2 日
,

本区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森林火灾
,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生态系

统的冲击及其效应
,

引起学术界关注
。

本文为森林沼泽生态系统火生态效应的系统探讨
。

1 研究区生态环境特征

大兴安岭火灾区位于大兴安岭北部林区
,

地理位置介于 5 2 “

巧
’

一 , 3“ 3 3’ N
, 12 1 0

51
`

一

1 2 5 “ 0 5
’

E 之间
,

总面积为 2
.

4 x 10 6
h a o

第三纪以来
,

本区以剥蚀作用为主
,

山地地貌具有山顶浑圆
,

分水岭平缓
,

谷地
、

坳沟

宽广
,

台地平坦的特点
。

河流地貌以河谷宽阔
、

河漫滩平坦为特征
。

此外
,

坳陷
、

断陷盆

地
、

冰蚀
、

热融洼地发育较好
。

上述地貌为沼泽发育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条件
。

气侯属寒温

带季风气候
。

年平均气温 一 2一一 5
.

6℃ ,

年降水量在 40 0一 50 0m m
。

区内岛状和连续多

年冻土广泛发育
。

水热条件成为沼泽发育的主导因素
。

年径流深在 150 一 2 50 m m
,

变差

系数仅 0
.

38 一 0
.

5 0。

冻土和粘重的母质形成隔水底板
,

使低洼地长期积水或土壤水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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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
,

水文条件成为沼泽发育的充分必要条件
。

地表广泛生长的鲜被层和密丛型苔草
,

既

具有隔温作用
,

又加大地表糙度
,

鲜类植物又具有吸水性能
。
它们阻滞地表径流

,

促进了

沼泽发育
。

上述生态环境条件对沼泽形成有利
,

使本区沼泽得到广泛发育
。

沼泽率高达

10 务左右
,

居东北山地之首
。

2 火生态因子形成的环境背景及特征

.2 1 火生态因子形成的环境背景 本区气候干湿交替
,

降水年际
、

年内变化大
。

多雨

年降水超过 7 00 m m
,

少雨年不足 26 o m m
。

春季连续无降水长达 1一 1
.

5 个月
。

每年春季

积雪融化后和秋季积雪覆盖前
,

气候干旱且多大风
,

最大风力高达 6一 7 级
,

年大风 日数平

均为 1 d2
,

三分之一发生在春季
。

春季升温快
,
日气温骤增 ,一 10 ℃ ; 空气相对湿度小

,

一

般低于 50 多
,

最低时在 2外一 5呱
。
沼泽地乔木

、

灌木枯枝落叶
,

枯萎的 草本植物
,

鲜类地

被物
,

表层泥炭均具有很高的易燃性
。

此时本区森林火险级为全省最高地区之一
。

大兴安岭地区每年有 30 多天雷暴日
。

一般 4 月下旬开始出现雷电火
, 5 , 6 , 9 月是雷

电火的多发期
。

随着林区开发
,

人类活动增多
,

活动范围扩大
,

人为火源增多
。

上述 自然

与人文环境孕育了火生态因子作用的可能性
。

一旦遇到雷电或人为火源
,

林火则一触 即

发
、

迅速蔓延
,

作用于沼泽生态系统
。

.2 2 火生态因子的发生频度与轮回期 据火灾资料统计
, 19 6 6一 1 9 8 7 年本区共发生火

灾 9 24 次
,

平均每年高达 42 次
。

其中雷电火 2 02 次
,

平均每年 9
.

18 次 ;人为火 4 12 次
,

平

均每年 18
.

73 次 ;原因不明火 3 10 次
,

平均每年 14
.

09 次
。

加格达奇地区森林中缺乏中龄

林
,

说明 50 一 60 年代该区火灾十分频繁
。

据火烧树木年轮分析
,

距今 100 一 20 0 年前
,

本

表 1 1 9 6 6一 19 81 年大兴安岭地区森林火灾统计

T a b
.

1 T h e s t a t i s t i c s o f f o r e s t f i r e i n t h e D a x i n g a n l i n g m o u n t a i n s f r o m 1 9 6 6 t o 1 9 8 1

年 份 火灾次数
火灾面积

( h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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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火
灾次数

人为火灾面积
( h a

)

雷电火
灾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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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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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 7

19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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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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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植物群落的效应

T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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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沼泽植物群落中含该种植物
, o 火烧前后均含该种植物

, 十新增加植物种
,
一 已消失植物种

。

区曾发生多次森林火灾
。

仅 1 9 6 6一 19 8 7 年期间火灾面积逾 70 万 ha 的就 多 达 4 次
。

22

年累计火灾面积为 56 1
.

4 万 ha
,

占大兴安岭土地总面积的 “ 多
,

年林地过火率为 19
.

2痴
。

1 9 7 7 年火灾面积高达 ” 万 h a 。
70 年代 ( 10 年 ) 本区森林火灾毁掉的森林面积 占全国森

林被烧面积的一半以上
。 19 8 7 年 5 月 6 日一 6 月 2 日特大森林火灾范围 13 3万 h a , .9 2 万

h a
森林沼泽不同程度地遭受火生态因子的冲击

。

依据 70 年代火灾资料计算
,

大兴安岭北部林区火灾轮 回期为 1 1a0
,

东 部 林 区 为

3 0一 4 0 a ,

南部林区为 1 5一 2 0 a 。

1 9 6 6一 1 9 81 年森林火灾统计资料反映了火生态因子的特征 (表 l )
,

表明火生态因子

已成为区域生态环境及沼泽生态系统的重要因子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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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生态系统的冲击与响应

经 火生态因子冲击后
,

沼泽生态系统组成成分发生有规律的响应
,

其表现如下
。

.3 1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植物的效应 火生态因子作用于沼泽植物群落后
,

植物群落组

成
、

数量
、

生物量和植物生长状况均发生显著变化
。

据在阿木尔林业局长缨林场定位观测

区固定样方调查发现
,

火烧后
,

沼泽植物群落组成总数由 18 种增至 22 种
,

增加植物 12

种
,

减少植物 8
一

种
,

相同植物 10 种 (表 2 )
。

原以兴安落叶松 ( L ar ix g m el i , ii )
、

狭叶杜香

( L e j u m 户a l “ : t r e
)

、

泥炭鲜 ( S户h a g 。 , m s p
.

) 为优势种
、

建群种的沼泽植物群落演变为

柴桦 ( B
e t , l a f r u t i e o s a

)
、

笃斯越桔 ( V
a c c i o i o m u l i g i o o s “ m )

、

泥炭鲜 ( s户h a g o u m s p
.

)

沼泽植物群落
。

火生态因子作用后
,

沼泽植物生物量增加
,

从未受火生态因子作用的 46 6

g /m
,

(干重 )上升到 6 1 1一 13 1 , g /m
,

(干重 )
,

平均增加 2 9 6 9 /m
,

(干重 )
。

植株高度也增

加
,

笃斯越桔增加 5一 1c2 m
。

植物株数增多
,

平均每丛柴桦株数增加 2一 3 倍
。

各种植物

的密度
、

频度和优势度均发生显著变化
。

.3 2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动物的效应 据以往野外调查和前人研究结果 (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兽类研究组
, 19 5 8 ;袁庆寿

, 1 9 9 0 )
,

本区有生活习性与沼泽环境有关的动物近 30

种
,

其中有珍稀
、

濒危动物 10 种
。

主要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白鹤 ( ic co 厉 a : ico in a)
、

黑

鹤 ( C
.

, i g r a
)和白鹤 ( G r , , l e “ c o g e r a n u :

)
。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 ( C y g , “ 5 c y云, u s
)

、

小天鹅 ( C
.

c o l “ m b i a , u s
)

、

白枕鹤 ( G
.

, i P i o
)

、

驼 鹿 ( A l c e ; a l c e s
)

、

马 鹿 ( C
e r t, 。 ,

, l a P h 。 ,
)

、

水獭 ( L u t r a l o z r a
) 和鸳鸯 ( A i x g a l e r i c 二 l a t a

)
。

火生态因子烧掉沼泽植被
,

破坏了动物生存环境
,

毁掉了动物的巢
、

窝
、

穴和洞等
,

使

其赖以生活的栖息地不复存在
。

很多动物不得不弃巢 (窝
、

穴
、

洞 )出逃或迁徙
,

甚至被火

烧死
。

据野外调查及对猎人访问
,

火灾后沼泽动物数量明显下降
,

几乎寻觅不到它们的踪

迹
。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动物的直接影响是烧伤或烧死动物
,

间接影响是破坏它们的栖息

地
,

危害一些鸟类的卵
,

从而影响沼生动物的种类
、

种群数量及分布
。

.3 3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土壤微生物的效应 经火生态因子作用
,

沼泽土壤各类群微生

物数量明显增加
。

据对孟宪民等 ( 1 9 9 4 )研究获得的基础数据重新 计算分析
,

表层土壤微

生物增加幅度最大的为放线菌
,

增加 3 19
.

1倍 ;其次为细菌
,

16
.

03 倍
,

再次为真菌
, 4

.

08

倍
。

底层土壤以放线菌增加幅度最大
,

增加 29
.

71 倍 ;其次为真菌
,

22
.

5 倍 ; 再次为细菌
,

7
.

86 倍 (表 3 )
。

这表明
,

尽管火生态因子作用后
,

沼泽土壤微生物群落放线菌所 占比重增

加
,

可是仍保持着火生态因子作用前以细菌为主
,

放线菌
、

真菌居次的群落结构特征
。

表 3

T a b
.

3 T h e f i r e

火生态因子作用后沼泽土壤微生物的效应
e c o l o g i e a l f a e t o r , 5 e f f e c t

O n 】」1 l f e
5 0 11 m i e r o b e s i n

t h e D a x i n g a n l i n g M o u n t a i n S

类型 层位
细

( 只 1 0 3

放线菌
( 火 1 0

’
)

真

(

菌
火 1 0

4

) 纤维分解菌
铁还原菌
( 又 1 0 5

)

未烧沼泽

未烧沼泽

火烧沼泽

火烧沼泽

表层

底层

表层

底层

5 0 7
。

9

8 1
。

8

6 5 0
.

9

7 2 4
。

9

l
。

4

0
。

7

4 4 8
。

2

2 1
。

弓

2

:::

15 2

2 3

2 8 0 1

1 4 12

27
。

4

17
。

9

6 4
。

7

1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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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土壤的效应 火生态 因子作用后
,

沼泽土壤含水量升高 1
.

84 多

一 8
.

85 多 ; 沟谷沼泽比缓坡沼泽土壤升高 7
.

01 并 ;陡坡沼泽土壤含水量最低
,

低于其它类

型土壤 8
.

4 9多一 17
.

5 4多 (表 4 )
o

表 4

T a b
.

4 T h e f i r e e c o l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土壤含水 t 的效应 (肠 )
o g i e a l f a c t o r , 5 e f f e e t o n m i r e 5 0 11 w a t e r e o n t e n t

( % ) i n r h e

D a x i n g a n l i n g M o u n t a i n s

地 点

阿木尔林业局长缨林场北沟

阿木尔林业局长缨林场北沟

阿木尔林业局长缨林场北沟

阿木尔林业局长 缨林场北沟

阿木尔林业局红旗林场

阿木尔林业局红旗林场

类型

未烧

火烧

未烧

火烧

未烧

火烧

地貌

缓坡

缓坡

陡坡

陡坡

沟谷

沟谷

含水量 (% )

8 2
。

1 9

8 4
。

0 3

7 8
。

4 2

7 3
。

7 0

8 5
。

3 8

9 1
。

2 4

火生态因子灼烧 沼泽土壤
,

破坏土壤结构
,

使土壤孔隙度减少
,

容重增加
,

越接近土壤

表层
,

增加幅度越大
。

火加速了土壤有机质的矿化
,

使表层土壤营养元素 ( P
,

·

K 及 c a ,

M g ,

eF
,

lA ) 含量上升
,

有机质含量下降
,

由弱酸性向中偏酸性变化
。

火生态因子亦使土

壤热状况得到改善
,

火烧后
,

表层土壤升温显著
,

自表层向下逐渐减弱 (表 , )
。

表 S

T a b
.

5 T h e f i r e

e h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土滚理化及热学特性的效应
e e o l o g i e a l f a e t o r’ 5 e f f e e t o n P h y s i e a l

, e h e m i e a l a n d t h e r m a l

a r a C t e r 1 S t 1 C S I n

、

t h e D a x i n g a n l i n g M o u n t a i n s

项项 目目 容重 ( g / m
3

))) 化 学 组 成成

00000一 s c mmm 5一 1o c mmm 1 0一 l , Cmmm P HHH 有机质质 全 NNN 全 PPP 全 KKK

(((((((((((((% ))) (% ))) (% ))) (% )))

类类类 未烧沼泽土土 0
。

2 666 0
。

3 777 0
.

9 333 5
.

888 6 0
。

6 444 2
。

0 888 0
。

8 777 0
。

7 777

型型型 火烧沼泽土土 0
。

7 111 0
。

8 111 1
。

6 222 6
。

555 4 0
。

2000 0
。

4 444 0
。

9 888 1
。

9999

效效效 绝对值值 十 0
.

4 555 十 0
.

4 444 十 0
.

6 999 十 0
.

777 一 2 0
。

4 444 一 l
。

6 444 + 0
。

1111 + 1
。

2 222

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
相相相对值 (% ))) 17 3

。

000 1 1 8
。

999 7 4
。

111 12
。

000 一 3 3
。

777 一 7 8
。

888 12
。

666 1 5 8
。

444

项项 目目 土 壤 温 度 (℃ )))

11111 9 9 1年 9 月 1 0 日 (多云 ))) 19 9 1年 9 月 15 日 (晴 )))

OOOOO C mmm 1O Cmmm 2 0 C mmm O C mmm 10 Cmmm 2 0 C mmm

类类类 未烧沼泽土土 7
。

555 4
。

444 4
。

666 8
。

333 4
。

666 4
。

555

型型型 火烧沼泽土土 14
.

222 7
。

666 7
。

888 2 2
。

000 7
。

444 7
。

111

效效效 相对值值 十 6
.

777 十 3
.

222 + 3
。

222 + 1 3
.

777 十 2
.

888 十 2
.

666

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
绝绝绝对值 (% ))) 8 9

。

333 7 2
。

777 6 9
。

555 16 5
。

000 6 0
。

888 5 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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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水的效应 森林火灾后
,

坡地上沼泽地下水位下降
,

坡度越大
,

水位下降越大
,

一般下降幅度在 5一 2 c5 m 之间 ;沟谷内沼泽
,

地下水位上升
,

上升幅度在

3一 1 8c m
。

沼泽水颜色变深
,

透明度减小
,

悬浮物增多
, p H 值上升

,

矿化度
,

ca +2 ,
M g

Z十 ,

K + ,
N

a 十
含量增大

,

尤以 M g
Z十

增加幅度最大
。

水化学类型由 H C几
一

型
,

突变为 H C q
-

5 0 4一

型或 H c q
一

lC 一 型
,

多转变为 H c q
一 c a ,

H c q
一

M g 型水
。

一般火灾之后第一
、

二

年
,

沼泽水质与火灾前差异较大
,

随着时间延长
,

差异逐渐减小
。

表 6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水质的效应

T a b
.

6 T h e f i r e e e o l o g i e a l f a c t o r , 5 e f f e e t o n m i r e w a t e r q u a l i t y i n

t h e D a x i n g a n l i n g M
o u n t a i n s

项项 目目 P HHH 矿化度度 H C O 歹歹 C a Z+++ M g Z+++ K + + N a +++ 颜色色 透明度度 悬浮物物
((((((((( m g / L ))) ( m g / L ))) ( m g / L ))) ( m g / L )))))))))

类类类 未烧沼泽水水 5
。

4 888 3 6
。

0 666 1 3
。

4 000 1
。

9 111 0
。

9 999 2
。

5 000 微黄黄 稍混浊浊 极少少

型型型 火烧沼泽水水 6
.

2 000 4 8
。

2 000 1 6
。

7 222 4
。

5 000 3
。

2 111 4
。

7 555 棕黄黄 混浊浊 多多

效效效 绝对值值 + 0
。

3 999 十 1 2
。

1444 + 3
.

3 222 + 2
。

5 999 + 2
。

2 222 十 2
.

2 555 变深深 减小小 增多多

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
相相相对值 ( % ))) 7

。

111 3 3
。

666 2 4
。

777 1 3 5
.

666 2 2 4
。

000 9 0
。

000000000

.3 6 火生态因子对泥炭积累的效应 作用于沼泽表面和地下的火生态因子
,

可将沼泽

植被层
、

枯枝落叶层
、

泥炭鲜层
、

上部泥炭层化为乌有
。

尤其是发生在秋季的森林火灾对泥

炭积累的危害程度更大
。 1 9 8 7 年 5 月 6 日特大森林火灾将长缨林场北 k6 m 路南泥炭 沼

泽厚 40 余
。m 的泥炭层焚烧殆尽

。

使经历二千多年才积累下来的泥炭毁于一旦
。

火焚烧泥炭
,

释放大量矿质元素
,

提高泥炭温度
,

增加微生物数量及活性
,

使泥炭分解

作用增强
,

积累作用减弱
。

火生态因子还干扰沼泽按正常演替
、

沉积规律堆积泥炭
,

造成泥炭堆积层序倒置
。
即

沼泽发育初期或中期的泥炭类型上覆在中期或后期泥炭类型之上
。

3.7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微地貌形态及演化的效应 在无火生态因子矛扰的情况下
,

沼

泽地表形态演变规律为 : 低洼负地貌 , 平坦地貌* 凸起正地貌
。

在有火生态因子干扰的

翼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淞到绘兰掀掀.......

戮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
场场 心心心心心

篆撮摹摹rrr六尸尸尸尸尸尸

自自 母母母

鬓袱臭臭臭 囊鬓曝曝
: 报益鑫蠢 飞惑赢毅 飞壑夔夔

区炙瑟草 丘 区豆三二〕泥 炭

1
.

片状积水 2
.

丘间限注地积水 3
.

沟穴状积水

}二仁二 {水
4

.

丘间涅注地积水

图 1 火生态因子作用下沼泽微地貌演化图式

F 19
.

1 T h e s u e e e s s i o n a l d i a g r a m o f m i r e m i e r o t o p o g r a p h y a e t e d b y f i r e

e e o l o g i e a l f a c t o r i n t h e D a x i n g a n l i n g M
o u n t a i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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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

沼泽微地貌演变规律为
:
低洼负地貌 (点状草丘

,

丘间洼地
,

富营养沼泽阶段 )。

平坦地貌 (苔草草丘基本被鲜被植物掩埋
,

丘间洼地消失
,

中营养沼泽阶段 )、 凸起正地貌

(泥炭醉丘高出草丘地面
,

向上隆起
,

草丘被深埋于醉丘之下
,

贫营养沼泽阶段 )、 平坦略

向上 凸起或下凹地貌 (泥炭鲜丘顶部被烧掉
,

丘下冻土融化
,

泥炭鲜层与苔草草丘高差不

大
,

介于中营养与贫营养过渡类型沼泽阶段 ) (图 1 )
。

.3 8 火生态因子对沼泽古生态环境信息的效应 据本区现有的 18 个沼泽
`℃ 测 年 数

据分析
,

除漠河县古莲煤矿沼泽
’ ` C 年龄为 5 1 3 5 士 z 2 7 a B

.

P
. ,

5 2 2 5 土 3 o Za B
.

P
.

外
,

另外

16 个现代沼泽底部泥炭
`℃ 年龄最早不超过 2 6 0 0 aB :P (表 7 )

。

而纬度低于本 区 仅 4o

的三江平原沼泽最早形成于距今 9 3 00一 9 8 7 0 年前
。

本区沼泽
’℃ 年龄较周围地区小

,

并

不是因为早全新世
、

中全新世大兴安岭地区古生态环境不利于沼泽发育
。

频繁的森林火

灾吞噬掉记录并贮存沼泽发育早期古生态环境信息的泥炭 (其中富含沼泽植物残体
、

抱子

花粉
、

微体化石等 )是本区沼泽
` ’
C 测年数据多数较年轻的原因之一

。

这从很多沼泽泥炭

层剖面上多处发现炭化小木碎片
、

炭块和残枝可得到佐证
。

现在很多沼泽底部泥炭层与

下伏基底层为
“

不整合接触
” 。

表 7

T a b
.

7 T h e d a t a o f e a

大兴安岭地区沼泽
`

,c 年代数据
r b o n d a t i n g o f m i r e t h e D a x i n g a n l i n g M o u n t a i n s

1n一型

序号

::

采 样 地 点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北坡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北坡

黑龙江省盘古林场 12 支线 I

黑龙江省盘古林场 12 支线 11

黑龙江省盘古林场 14 支线 I

黑龙江省盘古林场 14 支线 11

黑龙江省漠河县霍拉盆

黑龙江省漠河县霍拉盆

黑龙江省漠河县霍拉盆

黑龙江省漠河县霍拉盆

黑龙江省漠河县霍拉盆

黑龙江省漠河县霍拉盆

黑龙江省漠河县霍拉盆

黑龙江省漠河县霍拉盆

黑龙江省漠河县霍拉盆

黑龙江省漠河县霍拉盆

黑龙江省漠河县古莲煤矿

黑龙江省漠河县古莲煤矿

深度 ( m )
1,
C a B

.

P
.

:::

::

::

0
。

5一 0
。

6

0
。

7一 0
.

8

0
。

5

0
。

7一 0
。

8

1
。

1

0
。

4

2
.

1

0
。

8

0
。

8

0
。

8

0
。

3

1
。

2

0
。

,

:;

现代

现代
2 7 0士 6 5

9 0 0士 6 5

3 7 0士 6 5

13 5 ,士 6 5

现代

现代

1 0 2 0士 1 0 0

1 3 4 0士 2 00

1 5 6 0士 10 0

1 7 8 0士 7 0

2 4 7 5士 7 0

2 4 8 5士 7 0

2 6 0 0土 6 6 0

1 7 0 0士 7 0

8 13 8士 2 2 7

8 2 2 8土 3 0 2

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

埋藏泥炭

埋藏泥炭

;::

4 结论

.4 1 本区火生态因子具有发生次数多
、

频度高
、

强度大
、

轮回期短的特点
,

火已成为沼泽

生态系统最活跃的生态因子之一
。

.4 2 火生态因子改变沼泽植物群落的组成与数量
,

使沼泽植物群落优势植物种类发生变

化
。

沼泽植物生物量
、

高度
、

密度
、

频度
、

优势度增加
。
沼泽植物群落从贫营养沼泽向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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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营养沼泽方向发展
。

.4 3 火生态因子影响沼泽动物组成
、

种群数量及其分布
,

通常使鸟类
、

哺乳类动物的种类

和种群数量减少
。

.4 4 火生态因子便沼泽土壤微生物各类群数量增加
,

表层以放线菌增长率最大
,

细菌次

之
,

真菌最小 ;底层以放线菌增长率最大
,

真菌次之
,

细菌最小 ; 区系仍保持着以细菌占优

势
,

放线菌
、

真菌居次要地位的沼泽土壤微生物区系特征
。

.4 5 火生态因子使沼泽土壤含水量 (发育在陡坡上的沼泽除外 )
、

容重
、

温度
、

声
、

主要营

养元素含量 ( N 除外 )增加
。

.4 6 火生态因子使坡地沼泽地下水位下降
,

沟谷沼泽上升
,

沼泽水矿化度
、

阳离子含量
、

p H 值明显增加
,

透明度减小
,

颜色加深
,

悬浮物增多
。

.4 7 火生态因子以直接焚烧泥炭或间接改变泥炭沉积环境
,

促进泥炭分解
,

抑制泥炭积

累
,

加速沼泽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

干扰泥炭堆积的正常层序
。

.4 8 火生态因子作为一种沼泽微地貌的营力
,

剥蚀泥炭鲜丘
,

夷平沼泽微地貌
,

使沼泽微

地貌景观演变发生逆转
。

.4 9 火生态因子可将泥炭中的植物残体
、

抱子花粉
、

微体古生物化石等记录沼泽发育及

古生态环境的信息化为乌有
,

破坏沼泽生态系统的信息库
。

参 考 文 献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碳十四年代学组
, 1 9 9。

,

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 (碳十四专集 )
, 地质出版社 (北京)

,

7 3一 1 0 2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兽类研究组
, 1 9 5 8 , 东北兽类调查报告

,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 16 一 12 。。

周以良等
, 1 , 91

, 中国大兴安岭植被
,

科学 出版社 (北京 )
, 3一 8 00

杨永兴
, 19 8 9 ,

试论我国北方全新世沼泽形成时期及其古地理
、

自然
、

社会
、

区域发展
, 测绘 出版社 (北京 )

, 1产 o7

杨永兴
, 19 9。

,

三江平原沼泽发育与晚更新世末期以来古地理环境演变的研究
, 海洋与湖沼

, 2 1 ( l)
, 27 一 3 80

孟宪 民等 , 1 , 9 4 ,

大兴安岭火灾对沼泽土壤微生物特征的影响
,
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对环境的影响与对策

,
科学 出版社

(北京 )
, 9 1一 9 6

0

国家大兴安岭火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 园领导小组
, 1 , 8 7

,

大兴安岭特大火灾区恢复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考察报告汇

编
,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
, 3一 80

。

赵魁义
, 19 9 2 , 大兴安岭火灾对森林沼泽植被的干扰 、南京大学学报

,
自然灾害成因与对策专辑: 4 17 一 4 2 4。

郑焕能等
, 19 9 2 ,

林火生态
,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哈尔滨 ) , 7一 1 3 00

袁庆寿
, 1 9 9。

,

黑龙江省 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 )

, 6一 1 , , 1 17 一 1 5 9
。

楼玉海等
, 1 9 9。 ,

五
、

六特大森林火灾的调查与分析
,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哈尔滨 )

, 1一 19 0
。



6 1 8 海 洋 与 湖 沼 2 6 卷

F O R E S T F I R E
,

5 E C O L O G I C A L E F F E C T O N F O R E S T M IR E

E C O S Y S T E M I N T H E D A X IN G A N L IN G M O U N T A IN S

Y a n g Y o n g x i n g
,

Y a n g Y u i u a n 寸 ,

P a n g Z h i p i n g 卞
,

Y a n g Y o n g h a i 卞卞

( C h a , g e h u , 1 0 5 , i , u t o o f G o o g r a p人y
,

A ` a d o . i a s i o i c a ,

c 人a , g c 人“ 。 1 3 0 0 2 1 )

t ( D
o P a r 了。 。 。 t o f A u d f o 一V i s o a l E J o c a t i o 。 ,

N o r r五e a s t N
o r m a l U ” f , e , s f t y

,

C h a , g c h u o 13 0 0 2 4 )

t 卞( T
e , t C 。 。 , e r o f J i l i o U , i , 。 r s i t y o f T e e h o o l o g y ,

C 人a , g c h。 。 13 0 0 2 5 )

A B s T R A e T

T o a s e e r t a i n f o r e s t f i r e ’ 5 e f f e e t s o n t h e f o r e s t m i r e e c o s y s t e m
,

f i x e d o b s e r v a -

t i o n s ,

f i e l d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s a n d e x P e r im e n t s ,

l a b o r a t o r y a n a l y s e s , a n d q u a l i t a t i v e a n d

q u a n t i t a t i v e a n a l y s e s w e r e e o n d u e t e d f r o m M
a y 19 9 0 t o O e t

.

19 9 3
.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e o n e l u s i o n s w e r e o b t a i n e d f r o m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a n a l y s i s o f a g r e a t d e a l o f m a t e r i a l s

a n d d a t a
.

T h e f i r e e e o l o g i c a l f a e t o r 15 c h a r a c t e r i z e d b y h i g h f r e q u e n e y
, s h o r t e y e l i e

p e r i o d a n d h i g h i n t e n s i t y i n t h i s r e g i o n , a n d 15 o n e o f t h e m o s t a c t i v e a n d m o s t

i m P o r t a n t e e o l o g i c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f a e o t s
,

I t m a k e s a b i g i m P a e t o n t h e e o m P o s i t i o n

a n d a b u n d a n e e P l a n t
, a n im a l a n d 5 0 11 m i c r o b e s i n t h e m i r e e e o s y s t e m

.

F i r e ’ 5 a e t i o n

o n m i r e ,

w a t e r c o n t e n t
, v o l u m e w e i g h t

,
t e m P e r a t u r e i n e r e a s e s o b v i o u s l y t h e c o n t e n t

o f m a i n n u t r i e n t e l e m e n t s o f m i r e 5 0 11
.

T il e u n d e r g r o u n d w a t e r l e v e l d e s e e n d s i n

s l o p e m i r e , r i s e s i n v a l l e y m i r e
.

T h e m i n e r a l i z a t i o n d e g r e e , ’ e a t i o n s c o n t e n t a n d p H

o f m i r e w a t e r i n e r e a s e , t r a n s P a r e n c y r e d u c e s
.

F i r e i n h ib i t s t h e P e a t a e c u m u l a t i o n a n d

a e e e l e r a t e s t h e b i o g e o e h e m i c a l e y e l e o f t h e m i r e e e o s y s t e m a n d a l s o d i s t u r b s t h e P e a t

d e p o s i t i o n a l s t r a t i g r a p h i e s e q u e n e e
.

F i r e e a n e h a n g e m i r e m i e r o t o p o g r a p h y a n d i t s

s u e e e s s i o n a l r e g u l a r i t y
.

I n a d d i t i o n ,

f i r e d e s t r o y s t h e p a l e o e c o l o g i e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b a s e o f m i r e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d e v e l o Pm e n t
.

K
e y w

o r d s F o r e s t m i r e F i r e e c o l o g i e a l f a e t o r F i r e e e o l o g i c a l e f f e e t

D a x i n g a n l i n g M
o u n t a i n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