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植 物 Guihaia 31(4)：463— 468 2O11年 7月 

DOI：10．3969／j．issn．1000—3142．2011．04．009 

池州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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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池州市是国家首个生态经济示范 区，《中国 21世纪议程 》试点地之一，生态安徽建设试点市。基于 

LY／T1721—2008((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评估规范》，采用实证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等方法 ，估算了 

池州市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 。结果表明：2009年，池州市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为 443．30亿元 ， 

林果等实物产品价值为 168．97亿元 ，生态服务价值是实物生产价值的 2．62倍 。各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大小 

顺序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生物多样性保护>净化大气环境>保育土壤>森林游憩>森林防护>积累营 

养物质。可为池州市制定生态立市发展战略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也可增强人们对 

森林资源保护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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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zhou City is the first national ecological economy demonstration and the pilot of the“China Agenda 21 

Century”．Based on LY／T1721—2008“The Assessment Standard of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 Value’’and the data 

provided by various governmental agencies of Chizhou，this paper estimated the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of 

Chizhou by the methods，such as empirical study，literature study and willing investigation．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in 2009，the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and the forest fruit production value of Chizhou were 443．30× 108 

Yuan and 168．97× 108 Yuan，respectively．The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was 2．62 times as much as the real value of 

production．The values of different ecosystem services arranged as follows：storage and retention of water~ fixing car— 

bon and releasing oxyge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ir cleaning capacity~ soil conservation forest recreation 

forest protective efficiency> nutrient accumulation．The valuation can not only provide theoradic evidence and statistic 

sustain for Chizhou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ut also enhance people’S forest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forest ecosystem；service value；assess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Chizhou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是指森林对 自然生态过程或 

生态平衡所作出的以经济为指标评价 的贡献 (侯元 

兆等 ，1995)。森林在为人类提供木材和生物资源的 

同时，也以其巨大的生物多样性提供着更多的非实 

物性的生态服务 。 

池州市是 国家 首个生态经 济示 范区，《中国 21 

世纪议程》试点地之一 ，生态安徽建设试点市。池州 

森林 资 源 丰富 ，森 林覆 盖 率 57．72％。基 于 LY／ 

T1721—2008评估规范(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业生态环 

境与保护研究所，2008)，采用实证研究、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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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等方法，对其森林生态 系统的服务价值进 

行评估 ，通过对生态服务价值与实物生产价值对比 

分析，旨在揭示池州市森林资源巨大的生态效益，可 

为池州市政府及职能部 门合理规划 、发展绿色经济 

提供理论依据，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推 

进，有助于提高人们保护森林资源的自觉性和积 

极性 。 

1 池州市概况 

池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南岸 ，介于 

116。38 ～118。05 E，29。33 ～3O。51 N之间，辖贵池 

区、东至县 、石台县、青阳县和九华山风景区，总面积 

8 272 km ，总人口158万。池州市地貌类型以丘陵 

表 I 池州各县区林分面积构成(2009)及不同林分净生产力取值 
Table 1 The area of different forest types of Chizhou in 2009 and value of different forest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柏木 

外松 

松类(马尾松) 

杉类 

硬阔类 

软阔类 

杨树 

泡桐 

经济林 

竹类 

灌木林 

四旁植树 

合计 

884．1 1 003 3 062．8 

5 004 I 239．7 

33 389．5 25 123．9 13 423．2 

16 454．7 43 139．7 24 612．2 

40 084．1 74 836 45 937．2 

14 526 14 289． 3 14 66I．4 

1 545．7 2 997．3 249．5 

144．6 1 237 69．5 

823．5 997 2 625 

7 833．6 9 036 6 591 

13 889．4 18 849 8 791 

4 320 3 404 3 866．66 

138 899．2 196 151．9 123 889．5 

四旁植树根据《中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项目组(2010)研究方法予以忽略；数据来源：方精云等(1996)和杨昆等(2006)。 

山地为主。气候属 暖湿性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均气 

温 16．5℃，年均降水量 1 400~2 200 mm。植被为 

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针 

叶林、竹林等，2009年，森林覆盖率为 57．72 ，有林 

地面积 532 310．66 hm。(表 1)。 

2 研究方法 

依据 LY／T1721—2008评估规范 ，采用文献研究 

法、调查法、比较研究法 ，以 2009年为基准年 ，从涵 

养水源、保育土壤 、固碳释氧、净化大气环境 、积累营 

养物质 、生物多样性保护 、森林防护、森林游憩 8项 

指标，评估池州森林生态 系统生态服务价值 。文中 

数据来源包括 2个方面 ，一是文献获取数据。来源 

于公开发表学术期刊中同类研究成果。二是研究地 

域数据。来源于池州市林业局、气象局等部门。 

2．1涵养水源价值(中国林科院，2008) 

涵养水源包括调节水量、净化水质两个方面。 

调节水量公式：U滑一10·C ·Ai·(P—E—C) 

⋯ ⋯ ⋯ ⋯ ⋯ ⋯ ⋯ ⋯ ⋯ ⋯ ⋯ ⋯ ⋯ ⋯ ⋯ ⋯ ⋯ ⋯ ⋯

(1) 

式(1)中【，调为调节水量价值 ，元／a；C库为同期 

全国水库单位库容造价，元／m。；A 为各县 (区)林 

分面积，hm。；P为年降水量，ram／a!E为年蒸散 

量，mm／a；C为地表径流量 ，mm／a。C库取 6．1107 

元／m。；贵池、东至、石台、青 阳、九华山 P分别为 

1 554．4、1 656．7、1 432、1 768．8、2 100 mm／a；E 

分别为 1 165．1、1 371．4、1 066．3、1 317．1、1 187 

mm／a；C为地表径流量 (河南省林业生态效益评估 

组 ，2009年)、张颖 (2001)认 为，林 区地表 径流量很 

小 ，可忽略不计 ，本文采用此方法 。 

净化水质采用公式：U水质一10·K ·Ai·(P—E 
—

C)⋯ ⋯ ⋯ ⋯ ⋯ ⋯ ⋯ ⋯ ⋯ ⋯ ⋯ ⋯ ⋯ ⋯ ⋯ ⋯ ⋯ ⋯ (2) 

式(2)中 L，水质为净化水质价值 ，元／a；K 为水的 

净化费用，元／t，K取 2．09元／t。 

2．2保育土壤价值(中国林科院，2008) 

保育土壤包括固定土壤、保持土壤肥力两方面。 

固定土壤采用公式 ：U目一A ·C土·(X。一X )／o 

⋯ ⋯ ⋯ ⋯ ⋯ ⋯ ⋯ ⋯ ⋯ ⋯ ⋯ ⋯ ⋯ ⋯ ⋯ ⋯ ⋯ ⋯ ⋯ (3) 

式(3)中U目为固定土壤价值，元／a；C土为挖取 

和运输单位体积土方所需费用 ，元／m。；X。、X 分别 

为无林地侵蚀模数 、有林地侵蚀模数 ，t／hm。／a；|D为 

林地土壤容重，t／m。。C土取 17元／m。③；X2取 9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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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 ／a，X1取 50 t／hm ／a∞；p取 1．3 t／m。(许信旺 

等 ，2OO4)。保持土壤肥力采用公式 ： 

B—A ·( 一X )·(N ·C1／R +P ·Cl／R 

+K ·Cz／R。+M ·G ) ⋯ ⋯⋯ ⋯⋯ ⋯ ⋯⋯ ⋯⋯ (4) 

式(4)中，U肥为保持土壤肥力价值，元／a；N、 

P、K、M 分别为土壤氮 、磷 、钾 、有机质含量 ，％；R 、 

R。分别为磷酸二铵化肥含氮、磷量 ， ；R。为氯化 

钾化肥含钾量，％；C 为磷酸二铵化肥价格，元／t； 

C 为氯化钾化肥价格 ，元／t；C。为有机质价格 ，元／ 

t。R 取 14．0，R 取 15．01，R3取 5O，C1取 2 400， 

C 取 2 200，C。取 320，N 为 0．131 ，P 为 

0．0187 ，K 为 0．114 ，M 为 2．17 。 

2．3固碳释氧价值(中国林科院，2OO8) 

固碳采用公式 ：U碳一A ·C碳·(1．63 R碳·B年 

十F土壤碳) ⋯ ⋯ ⋯ ⋯ ⋯ ⋯ ⋯ ⋯ ⋯ ⋯ ⋯ ⋯ ⋯ ⋯ ⋯ (5) 

式(5)中 U碳为固碳价值 ，元／a；C磺为固碳价格 ， 

元／t；R碳为 CO 中碳 的含量 ，为 27．29 ；B年为林 

分净生产力 ，t／hm ／a；F土壤碳为单位面积 固碳 量，t／ 

hm。／a。C碳取 1 200，B年采用方精云等(1996)、杨 

昆等 (2006)研 究 数据 (表 1)；F土壤碳取 117．54 t／ 

hm。／a。 

释氧采用公式 ：U氧一1．19C氧·A ·B年氧 ⋯⋯ 

⋯ ⋯ ⋯ ⋯ ⋯ ⋯ ⋯ ⋯ ⋯ ⋯ ⋯ ⋯ ⋯ ⋯ ⋯ ⋯ ⋯ ⋯ ⋯ (6) 

式(6)中 u氧为固碳价值，元／a；C氧为氧气价 

格 ，元／t；B年氧为单位面积释氧量 ，t／hm ／a。C氧取 

1 000，B年氧取 2．589(余新晓等 ，2007)。 

2．4净化大气环境价值 (王兵等 ，2O08) 

净化大气环境包括提供负离子、吸收污染物、滞 

尘、降低噪声 4方面。 

提供负离子采用公式 ：U负离子一5．256·10 · 

Ai·H ·K负离子 ·(Q负离子～600)／L ⋯ ⋯⋯ ⋯ (7) 

式(7)中 【，女离子为提供负离子价值 ，元／a；H 为 

森林平均高度 ，m；K负离子为负离子生产费用 ，元／个 ； 

Q负 子为负 离 子 浓 度 ，个／cm。；L 为 负 离 子 寿 命 ， 

rain。K负离子为 5．8185×10。 元／个，根据吴楚材等 

(2001)，Q负离子针 叶林 为 1 507个／om。，阔叶林为 

1 l61个／cm。，据胡 国长 (2008)，竹林 为 1 135个／ 
cm 。

，据季玉凯 (2007)，灌 木林为 614个／cm。、经济 

林为 682个／cm。；平均高度实测松类、杉类 、阔叶林 

为 12 m，经济林为 5 m、竹类为 8 m，灌木林为 3 m； 

L取 10 rain。 

吸收污染物采用公式 ：U吸一K=氧化硫 ·Q=氧化硫 

· A + K氮氧化物 ·Q氮氧化物 ·A + K氟化物 ·Q氟化物 ·Ai 

+K重金属·Q重金属 ·Ai ⋯⋯ ⋯⋯ ⋯⋯ ⋯⋯ ⋯···(8) 

式(8)中 【，吸为吸收污染物价值 ，元／a；K：氧化硫、 

K氮氧化物、K氟化物、K重金月分别为二 氧化硫 、氮氧化物 、 

氟化物 、重 金 属 (铅 )治 理 费用 ，元／kg ；Q 氧化硫、 

Q氨氧化物、Q氟化物、Q重金属分 别为单位面积吸收二氧化 

硫 、氮氧化物量 、氟化物 、重金属(铅)量 ，kg／hm ／a； 

K=氧化硫为 1．2，K氮氧化物为 0．63，K氟化物为 0．69， 

K重金属为 3O，Q二氧化硫阔叶 林 取 88．65，针 叶 林 取 

215．60，Q氮氧化物阔叶林 、针叶林均取 6．0，Q氟化物阔叶 

林取 4．65、针叶林取 0．5。据李高飞等(20O4)、柳丹 

等(2007)研究 Q重金属取 0．1681。 

滞尘采用公式 ：己，滞尘一K滞尘·Q滞尘·Ai ⋯⋯ 

⋯ ⋯ ⋯ ⋯ ⋯ ⋯ ⋯ ⋯ ⋯ ⋯ ⋯ ⋯ ⋯ ⋯ ⋯ ⋯ ⋯ ⋯ ⋯ (9) 

式(9)中U滞尘为滞尘价值，元／a；K滞尘为降尘清 

理费用 ，元／kg。；Q滞尘为单位面积滞尘量 ，kg／hm。／ 

a。K滞尘取 0．1 5，Q滞尘阔叶林取 10 ll0、针叶林取 

33 200，据李睿等(2003)研究，竹类取 6o。据廖忠明 

等(2010)评估方法 ，经济林、竹类 、灌木林吸收污染 

物未计算在内，经济林、灌木林滞尘未计算在内。 

降低噪音价值采用公式：U噪音一K噪音·A噪音 

⋯ ⋯ ⋯ ⋯ ⋯ ⋯ ⋯ ⋯ ⋯ ⋯ ⋯ ⋯ ⋯ ⋯ ⋯ ⋯ ⋯ ⋯ (10) 

式(10)中 U噪音为降低噪音价值 ，元／a；K噪音为 

降低噪音费用，元／km 。河南省林业生态效益评估 

组(20O9年)认为，森林降低噪声主要体现在四旁 

林 ，A噪音为 14 790．66 hm ；K噪音取 400 000。 

2．5积累营养物质价值(中国林科院，2008) 

采用公式 ：【，营养一A ·B年 ·(N营养 ·C1／R1+ 

P营养·Cl／R2+K营养 ·C2／R3) ⋯⋯ ⋯⋯ ⋯⋯ (11) 

式(11)中 己，营养为积 累 营养 物 质 价 值，元／a； 

N营养、P营养、K营养分别 为林木 含 N、P、K 量 ， ；R1、 

Rz、R。、C 、Cz、B年含义与前 相同。B年根据李高飞 

等(20O4)研究结果 ，取 l6．81t·hm ·a ，根据宋 

君等(1999)研究结果 ，土壤 中 N、P、K 转移率分别 

为 l5．6 、75．5 、53．0％，由此 可计算林木 中 N、 

P、K含量分别为 0．0204 、0．0141 、0．0604 。 

2．6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中国林科院，2008) 

采用公式 ：U生物一S生·Ai⋯⋯⋯⋯⋯⋯ (12) 

式(12)中 U生物为保护 生物多样性价值 ，元／a； 

S生为单位面积物种损失 的机会成本，元／hm。／a，采 

用王兵等(20o8)对安徽省各林分保护生物多样性指 

标等级研究结果。 

2．7森林防护价值(中国林科院，2oo8) 

采用公式 ：U防护一A ·Q防护·C防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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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3)中 【，防护为森林防护价值，元 a；Q防护为 

由于森林存在增加的单位面积农 作物年产量 ，kg／ 

hm。／a；C防护为农作物价格 ，元／kg；A 为四旁植树 面 

积。河南省林业生态效益评估组(2009年)认为 ，森 

林植被保护下粮食 平均增产 10％、油料平均 增产 

6．5 、棉花 平均 增产 1O 、蔬 菜平 均增 产 1O 。 

2009年，池州市粮食产量为6．79亿 kg，油料作物为 

0．80亿 kg，棉花 0．29亿 kg，蔬菜 3亿kg(池州统计 

局，2010)，根据农业部《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 

www．agri．gov．cn)公 布的价格行情 ，粮食 1．6元／ 

kg、棉花 20．15元／kg、油料 3．11元／kg、蔬菜 1．O4 

元／kg。 

2．8森林游憩价值 

采用河南省林业生态效益评估 (2009年度 )评 

估公式 ：U辨一F·P ⋯⋯⋯⋯⋯⋯⋯⋯⋯⋯ (14) 

式(14)中：U游为森林游憩价值，元／a；F为自然 

保护区、森林公园门票收入，元／a；P为游客支付门 

票中愿意支付观赏森林方面所 占比例， 。2009 

年，池州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门票收入 30．53亿 

元 ，参照河南省林业生态效益评估组(2009年)研究 

结果 ，P取 13 。 

2．9林果产品价值评估 

池州市森林生态系统提供的实物生产价值包括 

林木及林果产品两大类，采用市场价值法来评估。 

据胡海胜(2007)评估方法，林木产品价值为新增林木 

蓄积量(m3)乘以相应活立木的价格。活立木的价格 

取 667元／m3(国家林业局，2009)，可得 2009年池州 

林木价值为 166．68亿元。池州林果产品包括茶叶、 

园林水果，产值为2．29亿元(池州统计局，2010)，由 

此可得，2009年池 州林果实 物生产价值为 168．97 

亿元 。 

3 结果与分析 

3．1池州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 

评估结果表明 ，2009年 ，池州森林生态系统服 

务总价值为 612．27亿元。其 中，生态服务价值 为 

443．30亿元 ，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为 8．33万元 ， 

林果产品价值(实物)为 168．97亿元 ，生态服务价值 

是实物价值的 2．62倍(表 2)。 

3．2生态服务价值构成 

评估结果表明，生态服务价值 中，涵养水源、固 

碳释氧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最大，三者服务价 

值 占服务总价值 的 92．36 ，各指标类别生态服务 

价值如图 l。 

表 2 池州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2009) 

Table 2 The value of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of Chizhou in 2009 

●酒养水源 

● 保育土壤 

口固碳释氲 

日净化大气 

环境 

●积累营养 

物质 
一 生物多样 

性保护 

■ 森林防护 

■ 森林游意 

图 1 各指标类别生态服务价值构成(2009) 

Fig．1 The services value composition of forest 

ecosystem of Chizhou in 2009 

3．3不同林分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构成 

评估结果表明，生态服务价值林分构成 中，硬阔 

类 、马尾 松、杉 类 服 务 价 值 大 ，三 者 所 占 比例 达 

68．81 ，各林分生态服务总价值 排序为 ：硬阔类> 

松类>杉类>灌木林>软阔类>竹类>外松>四旁 

植树>经济林>柏木>杨树>泡桐(表 3)。 

4 讨论与建议 

4．1讨 论 

池州市生态服务 价值是实物生产价值 的 2．62 

倍。与采用同样方法评估出的河南省 、福建省 、全国 

结果相 比较 (表 4)，池州相对较低 ，导致这一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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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同采用的研究方法、参数选取有关 。文中无林 

地侵蚀模数、有林地侵蚀模数与胡海胜(2007)、王兵 

等(2007)、刘琳 等 (2007)相 比，无林 地侵蚀模数偏 

低，有林地侵蚀模数偏高，评估 出的保育土壤价值偏 

低 。根据廖忠 明等 (2010)评估 方法 ，对 经济林、竹 

类、灌木林吸收污染物价值，经济林、灌木林滞尘价 

值予以了忽略 ，导致评估 出的净化大气环境价值偏 

低。再次，对实物 生产价值评估 采用 了胡海胜 

(2007)市场价值法 ，林茶果品评估价值偏高。 

表 3 各林分生态服务价值构成 (2009) 

Table 3 The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of different forests in 2009 

珊  林分面积 
铂 孙 (hmz) 

服务价值 占服务总价值 
(亿元) 的百分 比( ) 

硬阔类 

马尾松 

杉类 

灌木林 

软阔类 

竹类 

外松 

四旁植树 

经济林 

柏木 

杨树 

泡桐 

合计 

173 89l_6 

88 718．3 

99 205．8 

51 349．4 

48 8O1．7 

28 999．8 

8 441．9 

14 790．66 

6 563．7 

5 212．2 

4 834．7 

1 500．9 

532 3lO．66 

132．95 

91．9l 

80．18 

44．74 

38．3O 

22．9O 

8．94 

6．8O 

5．9l 

4．79 

4．52 

1．36 

443．3O 

29．99 

20．73 

18．09 

10．09 

8．64 

5．17 

2．02 

1．53 

1．33 

1．08 

1．O2 

0．31 

1O0 

表 4 不同区域森林生态服务价值结果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value of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compare 

注 ：数据来 源：《全 国林地保 护利用 规划纲要 》(2010—2020)；《中 

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河南省数据来源中华网；福建省数据来 

源人 民网 ；《中国林业产业 与林 产品年鉴》。 

池 州 单位 面 积生 态 服 务价 值 为 8．33万元／ 

hm ，与河 南 省、福建 省接 近 ，是 全 国平均 水 平 的 

1．96倍 ，导致这一结果 的出现 ，同评估指标选取 有 

关，笔者在评估 中选取的指标类别包括 8项 ，而中国 

森林生态服务功能项 目组在评估 中只选取了 6项 。 

池州市各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 中涵养水源 、 

固碳释氧＼保护生物多样性所 占比例为 92．36 ，全 

国为 80．09 (中 国森 林 生 态 服务 功能 评 估 组 ， 

2010)、河南省为 66．91 (河南省林业生态效益评 

估组 ，2009)、福建省为 81．53 (福建省森林生态服 

务功能评估组，2010)，池州 明显偏大 ，导致这一结果 

的出现 ，是因为笔者在涵养水源价值评估中 ，采用河 

南省林业生态效益评估组 (2009年)、张颖 (2001)评 

估方法 ，忽略了林分地表径流量 ，使评估出的涵养水 

源价值量偏大。 

池州生态 系统生态服务价值是一个动态值 ，不 

同年份林分面积、结构不同，气象因子、水土因子差 

异明显 ，因此 ，生态服务价值是个动态值。受数据获 

取限制 ，本文 只对 2009年生态服务价值进行 了评 

估，尽管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这样，有助于人 

们对池州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认识，可为池州 

市政府及职能部门合理规划、发展绿色经济提供理 

论依据 。 

森林生态系统评估 方法较多 ，创立 的背景 、方 

法、指标类型不同及参数选取差异导致不同学者评 

估出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偏差大，反映了该领 

域研究方 法还不成熟 。LY／T1721—2008评估 规范 

系中国林业科学院创立 ，行业特点突出，对指导我国 

科学评估森林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 

对生态系统结构、生态过程与服务功能的关系分析 

不深 ，缺乏可靠的生态学基础，生态学研究与经济学 

研究有机融合不够深入，这些尚存不足，亟待解决。 

4．2建议 

评估结果表 明，2009年 ，池州市森林生态系统 

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为 443．30亿元，生态服务价值 

远超过实物生产价值 ，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 ，这种生 

态服务价值是支撑池州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 。 

基于此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 

(1)将生态建设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立市之本 。 

池州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在 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二五”规划乃至中长期发展战略中，要始终 

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原则，切实做到在保护好生态 

中促进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中建设和保护好生态 ， 

使得生态、经济相得益彰 ，努力实现池州社会经济与 

生态 良好的比翼双赢 。 

(2)加大宣传力度 ，形成全社会参与保护森林资 

源的 良好氛围。要对广大市民进一步加大森林生态 

效益的宣传教育力度 ，普及林业生态知识 ，强化生态 

安全和生态文明意识 ，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森林就是 

保护人类家园”、“珍惜环境就是珍惜生命”的良好舆 

论氛围和社会风 尚，用实际行动保护 和发展好赖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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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和发展的宝贵森林资源。 

(3)正确处理好生态建设 与林业产业发展的关 

系。2009年，池州林业产值为 32亿元(池州市统计 

局 ，2010)，占 GDP总量的 13 ，为池州经济快速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按照 

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建设生态化的发展思路，在综 

合开发利用方面下功夫 ，建立起资源消耗少、科技含 

量高 、产业链条长 、经济效益好 的新型林业产业 ，以 

此反哺林业生态建设，达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提升林业的社会整体地位。 

致谢 本文撰 写过程 中，陈晓华教授给予了精 

心指导，池州市林分面积、气象因子、土壤因子、土肥 

信息资料 由池州市林业局 朱汉明高级 工程师提供 ， 

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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