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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森林恢复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020 年 10 月 12 日，“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与优化体系”

任务“生态安全屏障优化体系”专题北京师范大学傅伯杰研

究团队，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生态与进化》（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上发表了关于森林恢复与可持续发展

的最新研究成果。北京师范大学张军泽博士为本研究第一作

者，傅伯杰院士为通讯作者。 

作为 17 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之一，目标 15

（“陆地生物”）强调保护和恢复森林生态系统是世界各国的

重要任务。根据 2015 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从 1990 到

2000 年，全球天然林面积的年净损失率为 0.18%，且在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更为严重。进入 21 世纪后，各项国际大规模

森林保护和恢复项目在减缓森林净损失率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对过去二十年的遥感卫星观测结果分析表明，全球陆

地生态系统呈现出“变绿”现象。然而，真正的危机是全球

森林和天然林面积仍在下降，唯一增加的则是人工林覆盖率，

但这无法减缓或逆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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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森林与生物多样性变化特征 

研究指出，由于当前国际上的森林恢复项目对快速恢复

森林面积的需求，导致了人们对种植人工纯林的偏好，例如，

在“波恩挑战”项目中，45%的国家承诺通过人工纯林的方

式提高森林覆盖率。研究强调，尽管人工纯林在短期内对区

域的生态环境有迅速地改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会引发其他

方面的生态危机，包括碳储量下降、土地生产力下降、病虫

害增加等。为此，研究团队呼吁为了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健

康，管理部门应该实施更具创新性的激励政策，以将森林恢

复行为从增加森林面积转变为改善其生物多样性。同时强调，

应及时改善当前已成熟人工纯林的结构，避免出现各种潜在

的生态危机。 

该研究分析了可能限制人们对人工纯林结构改善的社

会经济因素，并提出了 4 条针对性的建议，包括：（1）完善

人工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机制；（2）制定创新性

森林恢复政策，以激发人们改善人工纯林生物多样性的意愿

与行为；（3）面对部分情况下人工纯林建设的必要性，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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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上鼓励农林复合经营或林下经济；（4）积极开展科学

研究来指导人工纯林生物多样性的改善。 

研究同时表明，以上建议对各个国家并不具备同等的重

要性，尤其是对于人工纯林面积较少的国家而言，例如新热

带区，但该建议不仅可以为过度依赖人工纯林开展森林恢复

的国家提供补救措施，也可以为其他国家起到警示作用。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559-020-01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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