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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活动显著影响着全球大气循环格局，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导致干旱事件

发生幅度、频度和持续时间增加，这对森林生态系统带来更多的是负面影响．本
文基于已有研究，系统总结了干旱事件对森林生态系统地理分布格局、群落结构

重建、植物生长和生理特性、死亡和灭绝、植物生产力以及碳循环功能的影响及

其机理，并对未来干旱事件对森林生态系统长期效应以及在不同时间尺度上作

用机理的研究提出建议．本研究对开展全球变化背景下森林生态系统对干旱事

件响应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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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的加剧显著改变了全球的大气格局，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急剧增加，导致平均温度升高，而平均温度小幅

度升高显著增加了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幅度和频率［１⁃２］ ．《管理极端事

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 （ＳＲＥＸ）展示了从气候

变化与极端气候之间的关系到这些事件对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等一系列问题的科学主题探讨（图 １） ［３⁃４］ ．由于陆地生态系统的适应

能力有限，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增加包括干旱、高温热浪、强
降雨、霜冻和台风等［５］很可能对陆地生态系统造成更严重、更持久且

不可恢复的破坏［６］ ．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干旱事件逐年增加，对
森林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些国际期刊（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ＮＡＳ、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等）关于干旱对森林生态系统影响方面

已有大量的研究和讨论［７⁃１１］ ．可见，全面、准确认识和评估干旱事件对

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和不确定性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能为

提高人类社会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森林生态系统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它具有调节气候、涵

养水源、碳固存、生物多样性保育等不可替代的服务功能［１２］ ．全球森

林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约 ２６％，碳储量占整个陆地植被碳储量的

８０％以上，森林每年的碳固定量约占整个陆地生物碳固定量的２ ／ ３［１３］ ．
在全球变化背景下，森林的巨大碳汇功能及其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



　 　 　 　

图 １　 ＳＲＥＸ的核心关系示意图 （引自 ＩＰＣＣ，２０１３） ［３］

Ｆｉｇ 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ＳＲＥＸ（ＩＰＣＣ，２０１３） ［３］

作用显得愈加重要［１４⁃１５］ ．
全球变化增加了干旱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

时间，森林生态系统如何对干旱响应和适应一直是

极端气候事件研究中的焦点问题．本文系统综述了

干旱事件对森林地理分布格局、群落结构和组成、植
物生长和生理特性、死亡和灭绝、植物生产力以及碳

循环功能的潜在影响，指出这一领域从理论和应用

方面应重点关注的科学问题，以此激发进一步的研

究与讨论．

１　 干旱改变森林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格局

过去半个世纪的气候变化改变了世界上许多物

种的物候、地理范围和种群数量［１６］ ．有研究预测了在

人类引起的降水和温度状况下，植被分布正在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大规模生物地理格局变化［１７］ ．
模型模拟预测了未来气候情景下森林分布与现在比

较，发现各种森林类型都将发生大范围的转移［１８⁃１９］ ．
全球范围内森林生态系统的分布格局与气候变化密

切相关，尤其是干旱对植被生长的影响机制仍存在

较大争议［２０］ ．干旱限定了植物生长的适应阈限和耐

受范围，决定了在不同海拔、纬度或景观下的森林类

型以及分布范围［２１］ ．
干旱造成森林火灾频发和病虫害暴发，严重改

变了不同森林类型的立木度、更新率、死亡率和生物

量，使许多地区的森林面积和生物地理分布都在时

间和空间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２２⁃２３］ ．区域变暖和干

旱胁迫减少了树木胸径生长和生物量积累［１７，２４⁃２５］，
使得温带森林树木死亡率和热带森林的树木周转率

增加，从而在一些过渡带发生植被分布生物地理变

化［８，２６⁃２８］ ．全球气候变暖加速了热带雨林的更新，并
将热带雨林侵入亚热带或温带地区，从而雨林面积

将会增加［１５］，而由于温度升高导致干旱频率、强度

和持续时间的增加，有些地区降雨减少加速了季雨

林和干旱森林向热带稀树草原的转变，温带森林景

观向草原和荒漠景观的转变且面积不断缩小［１５，１９］ ．
干旱加剧改变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加剧森林片段

化分布或面积缩小，改变植被分布格局．总体上，气
候变化使地球植被分布在地理范围和幅度的变化上

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制定环境管理和政

策战略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变化给森林健康

带来的压力［２９］ ．

２　 干旱对森林群落结构和组成的影响

在区域和全球尺度上，不同群落适应所处的环

境而拥有各自独特的生理生态特征、物种组成和群

落结构，快速的环境变化将改变这种结构与动态变

化节律［３０］ ．特别地，干旱能够在短时间内使群落结构

发生根本性变化［１１］ ．
随着喜马拉雅冰川的融化导致热效应，每年的

连续无降雨、少雨日和强降水频率事件增多，导致森

林区域气候以更频发的极端降雨和干旱事件为特

征［３１⁃３２］，森林群落结构变化和物种重建对干旱事件

响应变得更加敏感． Ｅｓｑｕｉｖｅｌ⁃Ｍｕｅｌｂｅｒｔ 等［３３］ 研究表

明，区域和局部尺度上的干旱敏感性差异决定了热

带森林中物种的分布特征，而土壤水分的有效性是

热带物种间生态位分化的直接因素，全球气候变化

和森林破碎化引起的土壤水分有效性差异可能改变

热带物种分布、群落组成和多样性，增加相对更耐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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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的比例．Ｂｒｅｓｈｅａｒｓ 等［３４］研究表明干旱导致树木

落叶、顶稍枯死等现象，也会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结

构和物种组成．
干旱降低森林群落的物种多样性．由于耐旱物

种密度相对增加而其他物种减少，明显改变群落的

种间关系，优势物种向耐旱性物种过渡，其他物种不

能生存，使得群落物种单一、林分层次结构简单．物
种的生命周期发生改变也将加速物种的老化和死

亡，使有害物种入侵，导致森林生态系统不同程度地

退化，这些都将改变原有森林群落的结构和物种

组成．

３　 干旱对树木生长和生理特性的影响

植物生长对干旱胁迫的反应程度与适应能力是

长期进化的结果，因植物种类而异．干旱胁迫导致植

物发生不同程度生长缓慢、物候提前、地上 ／地下生

物量分配比例改变、萎蔫或死亡加剧等诸多树木生

长特性的变化．干旱一方面通过促进植物根系生长，
改变根表面积、侧根数、根冠比等调整地下生物量积

累和分配［３５⁃３６］，另一方面诱导植株变矮、早期衰老以

及发芽和花期延迟等形态结构的变化［３７⁃３８］ ．由于一

些植物的抗旱性较强，在干旱胁迫下存活而不死亡，
因而植物的应答机制可能是多种形态、生理、生化和

分子适应等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３５，３９］ ．
目前关于植物对于干旱的响应机制尚不十分清

楚，相关研究表明植物适应干旱环境的能力，不仅与

本身形态结构特征有关，同时也取决于植物内部的

多种生理生化特征．对生理效应的改变会直接影响

植物的生长，如干旱胁迫引起植物气孔导度和密度

降低，导致光合和蒸腾速率降低，水分利用效率和植

物适应能力下降［４０］ ．为了增加抗干旱能力，植物抗氧

化酶活性被主动或被动激活来增加抗氧化物质的积

累，防止膜脂过氧化［４１］ ．干旱也会严重影响植物的代

谢活动，损伤叶绿体［４２］ ．由于蛋白质休克、细胞脱水，
导致渗透胁迫和活性氧的积累从而造成氧胁迫［４３］ ．
植物通过渗透调节的改变来维持正常的生长发育、
生理生化反应、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及物质代谢运

输等过程以尽量降低伤害［４４］，在激活对干旱的反应

机制后，植物会重建体内平衡以保护和修复受损的

蛋白质和细胞膜增强耐旱压力［４５］ ．因此，在进行干旱

对植物各方面功能系统的研究时，应结合分子生物

学、水分运输、信号转导过程以及日益成熟的基因

组、转录组以及蛋白质技术，全面理解森林物种对干

旱的响应以及对抗旱植物的培育．

４　 干旱对森林树木死亡和灭绝的影响

全球升温已造成大量林木死亡的事件，在不同

尺度上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４６］ ．林木死

亡已广泛存在于所有群落类型和生物群落中［４７］ ．许
多模型表明任何森林树木死亡率发生较小的变化，
都可能对森林的生产力、碳循环、结构组成和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造成重大影响［４８⁃４９］，大尺度的森林死亡

还可能改变当地、区域以及全球原有碳收支进而影

响碳平衡［３４］ ．
根据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干旱可能严重威

胁植物存活状态，预计将导致树木死亡率在全球范

围内增加［２２，２６⁃２７］ ．Ｋｕｒｚ 等［５０］发现干旱导致松甲虫爆

发，使加拿大森林近几十年的死亡率显著增加．干旱

不仅会增加病虫害爆发的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而
且可能会改变植物对病虫害的抗性．Ｐｈｉｌｉｐｓ 等［２７］研

究表明亚马孙流域森林死亡率显著上升的原因主要

是干旱导致的． Ｐｅｎｇ 等［５１］发现加拿大北方森林在

１９６３到 ２００８ 年期间，树木死亡率总体平均增长

４．７％，其中西部地区的死亡率高于东部地区，区域干

旱造成的水分胁迫可能是这些树木死亡率增加的主

要原因．目前对干旱胁迫导致森林死亡的解释主要

是“水力失衡” （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ｆａｉｌｕｒｅ）和“碳饥饿”假说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其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干旱胁迫

的强度和持续时间［５２⁃６３］ ．
本来物种灭绝是一个自然过程，但是由于人类

活动和气候变暖的强烈干扰，近百年来在人类干预

下的物种灭绝比自然速度快了 １００ ～ １ ０００ 倍，其中

高等植物就有 ２０ ０００ 多种濒于灭绝，还有大量物种

被列为濒临灭绝的红色名单，生物多样性遭受巨大

破坏．Ｔｈｏｍａｓ等［５４］研究表明到 ２０５０ 年在中等气候

变暖的条件下将有 １５％ ～３７％的物种濒临灭绝．Ｍａｌ⁃
ｃｏｌｍ等［５５］研究了 ２５ 个主要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发现在最坏的情况下，地方性物种的灭绝可能达到

３９％～４３％，有 ５６ ０００ 种地方性植物存在潜在灭绝．
干旱频率增加，加剧植物的死亡，直接增加了物种灭

绝的可能性；由于干旱造成的地表覆盖和土地利用

变化也将间接影响森林植物的灭绝．

５　 干旱对森林植被生产力的影响

干旱是植物生长和存活主要的限制因子之一．
关于干旱对生产力的影响，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较为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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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干旱对不同地带的森林植

被和森林类型的生产力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
温带大部分地区受干旱影响导致植被生长显著下

降，但对热带植被生长的影响仍存在较大争议［５６⁃５７］ ．
由于光合作用是植被生产力的来源，干旱抑制光合

作用，降低植被生长速率，使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降低［６，５８］ ．研究发现干旱胁迫通常导致光合作用比

呼吸作用先下降，因此光合作用可能比呼吸作用具

有更高的干旱敏感性．呼吸作用下降也间接降低森

林植被生产力．当然，不同树种的生产力受干旱影响

下降的程度是不同的，植被生产力受干旱影响的程

度也有所不同［５９］ ．

图 ２　 干旱事件对于森林生态系统引发的过程和反馈［６３］

“＋”表示正影响或增加，“－”表示负影响或减少．实线箭头表示直接影响，
虚线表示间接影响．影响的相对重要性用箭头的粗细表示

Ｆｉｇ 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ｏ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６３］

“＋” ｍｅａｎ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ｅａｎ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ｏｌｉｄ ａｒｒｏｗ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ｒｏｗ

干旱对森林群落干扰形式、频率和强度也会很

大程度减少森林植被的生产力．例如，干旱增加森林

死亡、火灾、虫害和疾病的强度和频率，导致森林生

态系统生产力降低．厄尔尼诺南部振荡 （ Ｅｌ Ｎｉñｏ⁃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引发亚马孙流域、东南亚和墨西

哥地区严重干旱，这场干旱耗尽了大片森林地区的

土壤水分，导致约 ４万 ｋｍ２的亚马孙森林失火，对森

林生态系统的 ＮＰＰ（净初级生产力）和碳存储产生

了影响［６０］ ．干旱和火灾导致的树木死亡进一步增加

了森林的可燃性，形成正反馈效应，加剧这些地区的

土地贫瘠［６０⁃６１］ ．Ｎｅｐｓｔａｄ等［６２］研究表明亚马孙流域热

带森林的严重干旱增加了易燃性和树木死亡，抑制

了植物生长，从而导致生产力大量减少和碳排放增

加．总之，大量的研究一致认为，干旱事件将会直接

降低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虽然其影响强度和机

制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

６　 干旱对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

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对干旱的响应方式被认为

是最不确定的（图 ２） ［６３］ ．森林生态系统储存了陆地

生态系统中近一半的碳［１３］，因此森林生长和死亡对

极端干旱的反应在预测陆地碳循环反馈机制中也存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１１］ ．当前，干旱显著地改变了长时

间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平衡，也是陆地生态系统碳汇

４８
周国逸，等．气候变暖下干旱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

ＺＨＯＵ Ｇｕｏｙｉ，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功能的重要胁迫因子，对生态系统生产力和呼吸都

存在抑制作用，但生产力对干旱的敏感性一般高于

呼吸，从而导致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功能显著削弱，甚
至使之变成碳源［６，２０］ ．在干旱的生态系统中，降水的

滞后对土地碳汇的年际变化具有重要作用［６４］；遭遇

严重干旱后的植被生长会产生遗产效应 （ ｌｅｇａ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树木生长会减缓 １～４年；在这一时期内不太

能够充当碳汇，并且这一现象在温带和寒带森林生

态系统中广泛存在［１１］ ．另一方面，干旱会导致树木碳

分配的变化，减少对树干生长的分配，增加对根或叶

的分配．但生长下降可能不会立即导致森林碳吸收

减少，与没有滞后影响的森林生态系统相比，叶和根

的快速更替仍会导致森林碳储量的总体减少［６５］ ．Ｃｏｘ
等［６６］利用耦合碳反馈的气候模型预测未来由于干

旱导致的热带森林生产力的下降，结果显示将会有

更多的碳由热带森林向大气释放，进一步加速气候

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干旱仍被认为是影响碳平衡的

最普遍因素．严重和频繁的干旱事件最近已被确定

为是加速森林退化和死亡的主要因素，虽然这一过

程没有导致碳立即释放到大气中，而是通过分解得

到固定释放［６７⁃６９］ ．但任何依赖于森林生物量和森林

土壤有机碳储存来减缓气候变化的策略都必须在未

来发生极端事件时保持这两个碳库的稳定［６３］ ．

７　 结论和展望

近几十年来，干旱事件频发对全球和区域尺度

上的森林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

响．本文综述了干旱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和作用

机制，并认为未来在干旱事件对森林生态系统影响

的观测和机理研究中，应着重关注：
１）干旱对森林植物生长、生理、结构和功能改变

的阈值或抵抗力，以及随着气候和土壤等环境要素

变化的协同进化；不同时空尺度上的森林生态系统

对气候变化下干旱的响应机理的耦合，以实现不同

尺度和不同类型森林生态系统对干旱响应在时间和

空间尺度上的融合．
２）干旱事件对群落生产力的影响，明确森林生

态系统对干旱的反馈机制，特别是关于长期形成过

程的机理性研究．
３）干旱事件对森林碳储量影响时间范围的明确

界定，评估碳的直接和滞后损失或收益；预测气候变

化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时增加对极端气候事件的

考虑．
４）准确量化在干旱条件下，火灾、害虫和病原体

爆发等干扰因子的单独和协同作用影响，评价干扰

形式对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
从而综合评估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干旱对森林

生态系统时空变化和演替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和关

键研究内容，为国家制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政策，
构建森林生态安全和保障体系提供科学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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