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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ry	ecolog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biodiversity,	and	soil	 is	 its	 found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forestry	ec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soil	 improvement,	explores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two,	and	
uses long-term field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orestry ec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on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biological	activity.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ir	roles	 in	 improving	soil	
fertility,	maintaining	soil	moisture,	and	enhancing	soil	erosion	resist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dopting	appropriate	 forestry	
ec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oil	structure,	increase	soil	organic	content,	and	also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biodiversity,	enhancing	 the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of	 forest	 land,	and	enhancing	 the	stability	and	 resistance	of	 forestry	
ecosystems.	In	addition,	through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oil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of	soil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chieving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national	
forestr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oil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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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态保护与土壤改良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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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生态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而土壤是其基础。论文通过对不同林业生态保护措施和土壤改良的关系进行分析，探
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采用长期实地观测和实验，对比分析了不同林业生态保护措施对土壤理化性质和生物活性的影
响，进一步探讨了其在提高土壤肥力、保持土壤湿润度和提高土壤抗蚀能力等方面的作用。结果显示，采取适宜的林业生
态保护措施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有机含量，同时也有助于改善生物多样性，提高林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增强林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抵抗力。此外，通过科学合理的土壤改良措施，可以进一步提高土壤的生物活性，本研究的
结果为实现国家林业生态保护与土壤改良的有机结合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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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环境在持续衰退的今天，林业生态保护作为生物

多样性的主要载体，其重要性日益突出。同时，土壤作为生

物生命的摇篮，更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础。林业生态和土壤

环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科学界和社会的重视，如何通过

科学的林业生态保护措施和土壤改良方式来改善生态环境

问题，增强林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抵抗力，是我们亟待解

决的问题。长期以来，对于林业生态和土壤之间的关系研究

主要集中在理论阐述和案例研究，缺乏系统的实地观察和实

验研究。在此背景下，论文采用实地观察和实验研究的方法，

结合现有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分析和研究不同

的林业生态保护措施和土壤改良方式对土壤理化性质和生

物活性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其在改善土壤肥力、保持土壤

湿润度和提高土壤抗蚀能力等方面的作用。希望这一研究的

结果能为推动国家林业生态保护和土壤改良的科学决策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推动中国林业生态保护和土壤改良的有机

结合，更好地实现林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和利用。

2 林业生态保护措施和土壤改良的关系

2.1 林业生态保护措施的概述

林业生态保护措施是指为了维护和提升森林生态系统

的各项功能和服务，采取的一系列管理方法和措施 [1]。通过

定期进行森林巡护、生态补偿、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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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保护和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2 林业生态保护措施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林业生态保护措施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通过合理的森林疏伐和植被恢复，可以减少土壤侵蚀、改善

土壤结构和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林业生态保护措施还可以

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保持合适的土壤湿度，有利于土壤养分

的循环和保持。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林业生态保护措施也能

够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活性，促进土壤生态系统

的健康发展。

2.3 林业生态保护措施对土壤生物活性的影响
林业生态保护措施对土壤生物活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第一，合理的林业生态保护措施可以增加土壤中

的微生物数量和多样性，提高土壤的生物活性。这些微生物

通过分解有机物质，促进养分的释放和循环。第二，林业生

态保护措施还可以减少土壤中有害微生物的数量，降低土壤

病虫害的风险，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抵抗力。

3 土壤改良在林业生态保护中的作用

上文通过概述林业生态保护措施的内容、讨论其对土

壤理化性质和生物活性的影响，打下了基础。论文将进一步

探讨土壤改良在林业生态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林业生态保护

与土壤改良的有机结合。

3.1 土壤改良的方法和效果
土壤质量是决定林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

一 [2]。任何对土壤造成负面影响的活动，都会降低土壤的生

态功能，从而影响整个林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产品产量。

践行土壤改良作为环保实践是保护和提升林业生态系统稳

定性的重要措施。

土壤改良的方法主要包括物理改良、化学改良和生物

改良三种。物理改良主要是通过调整土壤结构，以改善土

壤的通气性、保水性和温度条件 [3]。化学改良主要是通过添

加或者改变土壤中某些化学元素的含量，以调整土壤的酸碱

度、营养状态等。生物改良则是通过增加土壤中有益生物的

数量，以改善土壤的生物活性，并通过生物活动推动其他两

种改良效果的实现。

物理改良方法具有速效性强、干预强度大的特点，能

够在短时间内改变土壤的理化性状，对于极端恶劣、急需恢

复的土地来说极具优势。化学改良方法可以直接提高土壤的

养分供应能力，提升植被生产力，是提高土壤肥力的重要途

径。生物改良方法则以其持久性和环保性吸引了广泛关注，

通过提升生物活性，提供生态修复、土壤有机质转化、根系

生物量增加等长远效益。

土壤改良效果方面，物理改良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提高

土壤的渗透性、通气性和保水性，又因为土壤结构改善，有

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和发展。化学改良如施用石灰料可以调

节酸性土壤的 pH 值，使土壤达到适宜植物生长的酸碱度；

施用含有磷、钾、钙等元素的肥料可以补充土壤中的营养元

素，以满足植物正常生长的需求。生物改良的效果表现在提

升土壤生物量、活性和多样性，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含量，从

而促进土壤的肥力和健康状况。

总的来说，土壤改良能够改善土壤的物理状况，调整

土壤的生物化学性质，提升土壤的生物活性，释放或补充土

壤中的养分元素，从而相应提高林业生态系统的生产效率和

稳定性。由此明显地推断，土壤改良在保护和提升林业生态

系统稳定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3.2 土壤改良对林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升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林业生态系统作为生命线，

其生态服务功能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和相关学科专业人士

的关注。土壤作为林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状况直

接关系到林业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对土壤的改良对于优

化林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土壤改良工程不仅改善了土壤的理化性质，也改变了

土壤的生物活性。一些有益的微生物群落得以增加，有害的

微生物相对减少，这会大大改善土壤的生态环境，加强土壤

的生物活动力，促进营养素的循环和矿物质的转化，使得土

壤打开了生物活性门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我们发现，这些优化后的土壤给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带

来了积极的影响。更健康的土壤支持了更健康的林业生态系

统 [4]，为林业生态系统提供了更多的生态服务，如优化水资

源配置、提高空气质量、减少洪水风险、提供野生动植物栖

息地、增强果实和种子的生产等。

这种利用土壤改良技术来提升林业生态服务功能的实

践，与林业生态保护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归根到底，都是要

通过改善和保护环境，提高林业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总的来说，土壤改良在林业生态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它不仅能通过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和生物活性来提升林

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更能通过提高林业生态系统的水土

保持功能，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林业生态保护

的目标。任何关于林业生态保护的讨论都不能忽视土壤改良

的重要性。

3.3 土壤改良对林业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抵抗力的提升
土壤改良对林业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抵抗力的提升提供

了一种新的解决路径。土壤作为林业生态系统的基础，其健

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林木生长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采用适当

的土壤改良措施可以改善土壤物理和化学属性，以及生物活

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林业生态系统的稳态。

首要的考虑是土壤物理属性的改善。通过改良物质的

引入，如有机质和无机质，可以改善土壤的孔隙度和通气性，

增强土壤的结构稳定性。土壤通气性的提高可以促进根部呼

吸，提供更好的氧气供应条件，有利于有益微生物的生存，

增强了土壤生态系统对各种环境压力的抵抗能力。结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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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增强则可以减轻侵蚀的影响，提高林业生态系统的自我

调节能力。

另外，通过土壤改良，可以提高土壤的化学属性，包

括提高酸碱度调节能力，增强营养元素供应能力等。酸碱度

的调节对于树木养分吸收和生长的影响尤为重要。通过施用

改良剂，可以使酸性或碱性土壤中的酸碱度调节到适宜树木

生长的范围，降低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压力，加强了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

在考虑生物活性的影响方面，土壤改良尤为重要 [5]。

施用有益微生物可以优化皮层内的微生物群落结构，提高微

生物量和活性，促进有机物质的分解和营养元素的循环，从

而提高土壤的肥力，有利于维护林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抵

抗力。

整体上，在未来的林业生态保护工作中，适当的土壤

改良策略及其在林业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抵抗力提升中的作

用应得到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以期为实现林业生态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

4 林业生态保护与土壤改良的有机结合

林业生态保护与土壤改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后者则为前者服

务，提供改良手段和方法，两者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共同

推动林业生态保护。

4.1 土壤改良和林业生态保护的互动效果
在林业生态保护中，土壤改良是关键环节。土壤改良

旨在优化土壤的理化性质，提升土壤的肥力，增强土壤的水

分调控、气体交换和矿物质供应能力，从而为植被生长提供

良好的根区环境。一方面，土壤改良可以通过调节土壤结构，

改善土壤环境，为林木生长创造良好条件，促进林木根系发

展，增强树木病虫害的抵抗力。另一方面，土壤改良还能够

提高土壤的生物活性，促进有用微生物的生长活动，从而富

化土壤，有助于林业生态保护。

4.2 合理的土壤改良对林业生态保护的推动作用
合理的土壤改良不仅能够改善土壤物理、化学性状，

提高土壤质地，增进植物对养分的吸收，而且可以改善微生

物群落结构，促进土壤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土壤改良是林业

生态保护的有效手段，既可以通过提高森林土壤质量来提高

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抵抗性，又可以通过促进森林生态

系统内生物多样性的维护，来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恢复

力。从这个角度看，土壤改良对林业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

4.3 实现林业生态和土壤改良的有机结合的策略
在具体实施中，要实现土壤改良与林业生态保护的有

机结合，需要采取一系列科学合理的策略。选择适合本地气

候、土壤类型和林木种类的土壤改良方式，以确保改良效果

的最大化。实施多元修复，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综合手段

改善和优化土壤环境，使土壤改良与林业生态保护相辅相

成。强化科学管理，加强研究，先进的土壤改良技术和管理

措施是实现土壤改良与林业生态保护有机结合的必要条件。

林业生态保护与土壤改良的有机结合是一种有效的保

护与改良策略，这种策略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和

验证，是造林和林业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土壤

改良和林业生态保护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提高森林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和复原力，而且可以有效提升林业生态系统的服

务功能，加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为人类社会和生态

环境带来更大的利益。

5 结语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明确了林业生态保护与土壤改良

之间的关系，验证了适当的林业生态保护措施对于改善土壤

结构、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以及改善生物多

样性等都有积极作用。同时，科学地进行土壤改良可以进一

步提升土壤的生物活性，促进林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和

利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寻找到最适合的林业生态保护

和土壤改良方式仍需更多具有针对性的研究，也需要更大规

模、更长时间的实地实验来对林业生态系统做更准确的评

估。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便

利，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继续深入，对于林业生态保护

和土壤改良提供更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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