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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火干扰是影响兴安落叶松林结构和功能的主要因子之一。兴安落叶松种群火后更新受多种因子的影响，并决定着该群

落演替轨迹。通过在大兴安岭呼中自然保护区的火烧迹地内设置原位控制实验，利用增强回归树分析方法，量化研究了落叶松

火后恢复初期不同影响因子( 温度、有机质层厚度、覆盖度等) 对种子萌发的相对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 落叶松火后种子萌发

的最主要影响因子为温度，第二影响因子为种源，第三影响因子为草本覆盖度，分别解释了幼苗数量变异的 28．51%、22．40%、

20．66%; 各影响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地形条件下有明显差异: 温度在山坡顶部和阳坡底部占有重要影响，种源在阳坡中部

和阴坡中部最为重要，土壤含水量在阴坡底部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去除土壤表面有机质可以显著提高种子萌发数量，去除地

面杂草则会使种子萌发数量降低。从研究结果可知，落叶松火后种子萌发在不同地形( 环境条件) 下的限制因子不同，人工辅

助需因地制宜采取相应措施，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种子萌发与森林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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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e disturbance exerts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Larix gmelinii forest ecosystem． Post-fire

regeneration of Larix gmelinii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and determines the community succession trajectory． By setting

in-situ experiment at burned area of the Huzhong natural reserve in Great Xing' an Mountains，we used BＲT ( Boosted

Ｒegression Tree Analysis) to quantify relative influence of driving factors ( temperature，depth of organic layer，coverage，

et al．) that influenced Larix gmelinii seed germination of post-fire tree recruit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main

factors of Larix gmelinii post-fire seed germination were temperature，seeds number，and coverage，which explained

28．51%，22．40% and 20．66% of the seedling quantity variation，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in relative influence

of these driving factors on seedling quantity were found among different topographic positions: temperature had important

influence at the top of slope and the bottom of sunny slope; seeds quantity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of seedling

quantity at the mid of slope; and soil water content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at the bottom of shady slope． Moreover，

removing the organic layer and weed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quantity of seedlings． In summary，the germination of Larix

gmelinii seeds were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factors under different topographic positions ( environment condition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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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local conditions should be an importance concern when artificial regeneration was implemented to promote post-

fire Larix gmelinii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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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是中国北方森林( Boreal forest) 主要分布地区，也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保障区和木材资源

战略储备基地，其林区面积占全国天然林总面积的 29．9%，森林碳储量约占全国森林碳储量的 1 /3［1］。兴安

落叶松( Larix gmelinii) 是该区的地带性植被，覆盖率达 70%［2］，其种群结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直接关系到该

区域生态功能的有效发挥。以兴安落叶松为主的大兴安岭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受火干扰因子的影响［3］，并且

林火也是该地区天然林得以维持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4-7］。有研究表明，北方森林群落组成和演替轨迹受到

林火情势( 烈度、火烧轮回期) 的显著影响［8-11］。然而，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高烈度林火频繁发生将改变兴安

落叶松林群落演替进程，有可能使其发生逆行演替，最终被阔叶林代替［12-13］。因此，探明落叶松火后更新规

律和驱动机制是大兴安岭地区落叶松林生态系统火后恢复、森林经营和林火管理的重要基础。

落叶松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很大程度决定了森林的群落结构和演替轨迹［9，12］。落叶松火后更新受地形

条件、环境气候及林火情势等因素的共同控制［14］。邱扬等对大兴安岭北部地区的火干扰历史进行调查，发现

兴安落叶松种群稳定持续发展需要适宜强度和频率的火干扰［12］。梁瑞云等对重庆北碚区火干扰后林下乔木

幼苗的更新进行了研究，认为: 较弱的火干扰对幼苗发生及存活有一定促进作用［15］。另有学者通过研究大兴

安岭北部火烧迹地森林更新影响因子发现: 地形因子( 如: 坡向、坡度、海拔等) 是影响火后更新苗密度的主要

因子，同时，距上次火烧时间对更新苗的组成( 针叶和阔叶的比例) 影响最大［16-17］。然而，无论是林火特征( 林

火烈度、火烧轮回期) 还是地形因子，都是影响森林更新的间接因子，它们最终都是通过影响种源、土壤水热、

有机质层厚度等条件对森林更新产生影响［18-21］。有研究发现，种源减少是落叶松火后更新的一个极为重要

的限制因子［22-24］。枯落物层与有机质层的存在会给幼苗根系、种子与土壤的接触带来障碍，从而影响落叶松

种子萌发［25-26］。随着林火烈度的增加，有机质层的厚度降低，增加了种子与土壤接触的机会［26］。而且，在森

林重度火烧后的更新过程中，演替早期一般是阳性的开放系统，各环境因子如空气的温度湿度以及土壤含水

量等变化都较演替后期剧烈［27］，林火的发生会使土壤表面温度升高，含水量下降，土壤 pH 和养分含量也会因

林火产生的灰分而发生改变［28-32］，更新初期的水热条件及养分变化会更加强烈地影响落叶松的火后更新，并

最终决定群落演替的轨迹。
目前，间接因子，如地形、火烧烈度等对落叶松火后更新影响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不同间

接因子的影响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量化和解释［16-1 7，33］。但是，对落叶松火后更新直接影响因子( 水分、温度

以及土壤养分等) 的相对贡献以及不同因子间耦合作用的研究较少。并且，以往研究范围集中于火后数年乃

至数十年，时间尺度和研究区域都相对较大，研究结果通常偏于宏观、笼统的描述，而对火后初期萌发阶段影

响因子的原位研究较少，缺乏小尺度下的火烧迹地内对落叶松实地更新规律的研究。火后落叶松种子在直接

影响因子作用下的萌发状况是落叶松林火后更新恢复的基础。
为探究火后初期各直接影响因子对兴安落叶松种子萌发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在火烧迹地设置原位控制实

验，分析不同地形条件下，种子数量、土壤温度、土壤含水量、草本覆盖度以及有机质层厚度对落叶松种子萌发

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规律，以期为大兴安岭地区落叶松火后恢复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地点选定在大兴安岭呼中自然保护区内，该保护区位于呼中林业局西南部，面积约 19．4 万 hm2。

呼中区地处黑龙江省西北部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北坡，呼玛河中上游地区。地理坐标为 122°39'30″E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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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1'00″E，51°14'40″N 至 52°25'00″N。研究区平均海拔 812m ( 420—1404．2m) 。无霜期 83d，年平均气温为

－4．3℃，年平均降水量为 497．7mm。研究区春秋两季受蒙古干旱风影响，天气条件变化剧烈，常出现高温、低
湿和大风天气，因而春秋季是该区林火高发期。区内林火类型为地表火，但冠层乔木死亡率依然极高。

研究区属寒温带针叶林，森林覆盖率为 96．24%，以东西伯利亚植被区系成分为主，混有东北植物区系成

分和蒙古植物区系成分。乔木树种以兴安落叶松 ( Larix gmelini) 为主，约占 80． 6%，还有樟子松 ( Pinus
sylvestris var．mongolica) 、云杉( Picea koraiensis) 、白桦( Betula platyghylla) 、钻天柳( Chosenia arbutifolia( Pall．)
A．Skv) 、山杨( Populus davidiana) 等。
1．2 样地设置

为探究直接影响因子在落叶松种子萌发阶段的相对重要性，在呼中自然保护区 2010 年重度火烧迹地内

不同坡位设置样地( 5 块: 坡顶、阳坡中部、阳坡底部、阴坡中部、阴坡底部，火灾主要发生于选定样地的山脉及

部分周边地区) ，进行原位控制实验。每个样地内设 5 个样方重复。在每个样方内设置“遮光”( 高遮光、低遮

光 2 个处理) 、“除草”、“去有机质层”、以及“对照”5 种处理，“低遮光”与“高遮光”通过不同层数的遮阳网实

现，“除草”处理为仅除去地面杂草，“去有机质层”处理为刮去地表覆盖的腐殖质层，使矿质土壤裸露，“对

照”为不做处理的空白对照，每个处理的面积为 1m2( 图 1) 。为探究种源对落叶松火后萌发的影响，使用不同

的播种数量来模拟火后不同位置下落叶松种子供给情况的不同，每种处理下分别采用 0 颗 /m2、500 颗 /m2、
1000 颗 /m23 种播种密度。

图 1 呼中区 2010 年火烧迹地示意图

Fig．1 2010 burned area in Huzhong

1．3 数据采集

在 5 月初完成样地设置及播种，在同年 9 月份记录每个样地内相应处理下的落叶松萌发数量、草本覆盖

度( 本研究中所用“覆盖度”均指草本覆盖度) 、土壤有机质层厚度( 指矿质土以上的腐殖质层厚度) ，用土壤

温度湿度计测定每个处理的土壤温度与湿度( 数据处理中所用温度与湿度为生长季平均值，湿度为水 /干土

的百分比) 。

由于 9 月份调查样地内萌发状况时，未播种处理内均无落叶松萌发，数据处理时，播种梯度仅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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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颗 /m2”与“1000 /m2”。
1．4 数据分析

本研究中主要采用方差分析 ( ANOVA ) 检验不同处理下种子萌发数量差异; 利用增强 回 归 树 方 法

( Boosted Ｒegression Tree Analysis，BＲT) 分析不同影响因子对种子萌发的相对重要性。增强回归树是基于分

类回归树算法( Classification And Ｒegression Tree，CＲAT) 的一种自学习方法，在运算过程中多次随机抽取一定

量的数据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剩余数据用来对拟合结果进行检验，对生成的多重回归树取均值

并输出，最终得到一个具有较高稳定性和预测精度的分析模型［17，34-37］。增强回归树可以在其他自变量取均值

或者不变的情况下，计算该自变量与因变量的作用关系，并且可同时处理多种数据类型，分析出的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影响程度比较直观。在本研究中，通过增强回归树分析方法分析得到各个影响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即

每个因子对因变量作用的相对大小，以及各个因子的边际效应( marginal effect) ，即排除其他因子干扰后，该因

子对因变量的作用规律。研究中数据处理与分析所用软件为 Ｒ 3．4．3 中的“agricolae”、“HH”与“gbm”软

件包。

2 结果与分析

2．1 地形条件以及不同处理对环境因子的影响

在本研究共选取的 4 种环境因子中( 温度、土壤含水量、有机质层厚度、覆盖度，见表 1) : 坡顶平均温度最

高( 17．53℃ ) ，平均有机质层厚度最高( 1．13cm) ; 阳坡中平均土壤含水量最低( 96．57%) ; 阳坡底平均温度最低

( 13．44℃ ) ，平均土壤含水量最高( 103．28%) ，平均有机质层厚度最低( 0．67cm) ，平均覆盖度最低( 41%) ; 阴坡

底平均覆盖度最高( 57．84%) ; 低遮光处理下的平均有机质层厚度最高( 1．38cm) ，高遮光处理下的平均温度最

低( 15．23℃ ) ，平均土壤含水量最高( 103．09%) ; 除草处理下的平均土壤含水量最低( 97．01%) ，平均有机质层

厚度最低( 0．98cm，因去有机质层处理直接改变有机质层厚度，故此处排除该处理) ，平均覆盖度最低( 11．1%，

因遮光处理直接改变覆盖度，故此处排除该处理) ; 去有机质层处理下的平均温度最高( 16．99℃ ) ; 对照组的

平均土壤含水量最高( 103．07%) ，平均覆盖度最高( 48．38%，因遮光处理直接改变覆盖度，故此处排除该处

理) 。
2．2 不同样地与处理下落叶松幼苗数量

不同处理下落叶松萌发的幼苗数量具有差异性，去有机质层处理下的幼苗数量最高( 平均: 72 个，标准

差: 30．13) ，并且显著高于其他四个处理下的幼苗数量( P＜0．05，n = 25) ，除草处理的幼苗数量最低( 平均: 18

个，标准差: 9．79) 。相比低遮光处理( 平均: 50 个，标准差: 17．77) 、高遮光处理( 平均: 44，标准差: 18．63) 、去有

机质层处理以及对照组( 平均: 52 个，标准差: 27．72) 的落叶松萌发情况，除草处理显著降低了种子萌发的幼

苗数量( P＜0．05，n= 25) ( 图 2) 。

不同地形条件下落叶松种子萌发表现也有所不同，阳坡底萌发的幼苗数量最低，为 28 个 ( 标准差:

14．18) ，阴坡底的幼苗数量最高( 平均: 68 个，标准差: 35．07) 。其中，坡顶( 平均: 58 个，标准差: 20．57) 、阳坡

中( 平均: 51 个，标准差: 17．95) 、阴坡底的落叶松萌发的幼苗数量均显著高于阳坡底( P＜0．05，n = 25) ，坡顶、

阴坡底的幼苗数量也显著高于阴坡中的幼苗数量( 平均: 30，标准差: 18．22) ( P＜0．05，n= 25) ( 图 2) 。
不同地形条件下同一处理的作用大小不同，落叶松种子萌发的幼苗数量在不同处理内或不同坡位间的变

化趋势不单单受处理或样地中某单一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样地内( 图 2) ，坡顶的去有机质层处理下幼苗数量

最高，除草处理的幼苗数量最低; 阳坡中的去有机质层处理与对照组的幼苗数量均相对较高，高遮光处理与除

草处理的幼苗数量相对较低; 阳坡底的去有机质层处理与低遮光处理下的幼苗数量较高，高遮光处理、除草处

理以及对照组的幼苗数量相对较低; 阴坡中的去有机质层处理下幼苗数量最高，除草处理下幼苗数量最低; 阴

坡底的去有机质层处理和对照组的幼苗数量较高，除草处理的幼苗数量最低。在不同处理间( 图 2) ，5 个样

地均为去有机质层处理下的幼苗数量最高，除草处理下的幼苗数量最低，对于幼苗数量在不同处理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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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各个样地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表 1 各坡位环境因子状况

Table 1 Environment factor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坡位
Position

因子
Factors

LS HS W OLＲ C 平均值
Average

坡顶 温度 /℃ 17．61 16．97 17．32 18．24 17．51 17．53A1

The top of slope 土壤含水量 /% 104．67 99．51 88．92 101．99 103．46 99．71A2

有机质层厚度 / cm 1．53 1．72 1．03 0．00 1．37 1．13A3

覆盖度 /% 50．00 100．00 6．90 9．80 39．80 41．30A4

阳坡中 温度 /℃ 16．10 15．99 18．21 17．93 16．66 16．98A1B1

The mid of sunny slope 土壤含水量 /% 103．39 102．32 87．79 87．03 102．32 96．57A2

有机质层厚度 / cm 0．94 1．31 1．12 0．00 0．85 0．84A3

覆盖度 /% 50．00 100．00 10．30 18．10 44．70 44．62A4

阳坡底 温度 /℃ 13．16 11．98 14．75 14．24 13．04 13．44B1

The bottom of sunny slope 土壤含水量 /% 102．96 103．06 100．95 104．50 104．93 103．28A2

有机质层厚度 / cm 1．19 0．75 0．56 0．00 0．84 0．67A3

覆盖度 /% 50．00 100．00 5．10 5．40 44．50 41．00A4

阴坡中 温度 /℃ 15．75 15．78 16．92 17．14 15．70 16．25B1

The mid of shady slope 土壤含水量 /% 95．47 106．66 103．34 103．68 102．49 102．33A2

有机质层厚度 / cm 1．77 1．45 1．03 0．00 1．18 1．09A3

覆盖度 /% 50．00 100．00 7．10 15．20 46．90 43．84A4

阴坡底 温度 /℃ 15．31 15．43 17．38 17．42 15．32 16．17C1

The bottom of shady slope 土壤含水量 /% 103．39 103．92 104．04 92．22 102．14 101．14A2

有机质层厚度 / cm 1．46 1．25 1．16 0．00 1．55 1．08A3

覆盖度 /% 50．00 100．00 26．10 47．10 66．00 57．84A4

平均 温度 /℃ 15．59 15．23 16．92 16．99 15．65 16．07

Average 土壤含水量 /% 101．98 103．09 97．01 97．88 103．07 100．61

有机质层厚度 / cm 1．38 1．30 0．98 0．00 1．16 0．96

覆盖度 /% 50．00 100．00 11．10 19．12 48．38 45．72

LS: 低遮光 Low-shading; HS: 高遮光 High-shading; W: 除草 Weeding; OLＲ: 去有机质层 Organic layer-removing; C: 控制对照 Control，“平均

值”列中，A、B、C 表示同一因子在不同坡位间的差异性，P＜0．05

2．3 落叶松种子萌发驱动因子的相对重要性

以幼苗数量作为因变量，对播种数量、温度、土壤含水量、覆盖度、有机质层厚度 5 个因子进行增强回归树

分析的结果显示( 图 3) : 温度、播种数量、覆盖度是对幼苗数量重要性最高的 3 个因子，分别解释了幼苗数量

变异的 28．51%、22．40%、20．66%。幼苗数量与温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当温度高于 15℃时，幼苗数量随着温度

的上升而增加的趋势相较低于 15℃时更为明显。对应播种数量梯度的上升，萌发的幼苗数量也产生相应的

阶段性上升的趋势。随着覆盖度的增加幼苗数量呈现先升高再缓慢下降的趋势: 在覆盖度接近 50%时，幼苗

数量最高。此外，在较低有机质层厚度时( 小于 0．5cm 时) ，幼苗数量随有机质层厚度的增加而急剧减少，在

0．5—1．0cm 范围内，幼苗数量稳定在较低水平，大于 1．0cm 时，随有机质层厚度的增加而上升，然后趋于稳定。

在一定范围内，幼苗数量随土壤含水量的升高而升高，而当土壤含水量处于较高水平时，幼苗数量有小幅度下

降的趋势。
2．4 地形条件对落叶松种子萌发驱动因子的影响

分别针对 5 块不同地形样地中播种数量、温度、土壤含水量、覆盖度、有机质层厚度 5 个因子进行增强回

归树分析，发现，各样地内影响因子的作用表现与研究区整体规模下分析的结果不同，不同地形条件落叶松种

子萌发的限制因子以及其相对重要性有所差异。结果显示( 图 4) : 坡顶幼苗数量的主要影响因子依次为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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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样地与处理下的落叶松幼苗数量

Fig．2 Number of seedling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or groups

( 25．46%) ＞有机质层厚度( 24．07%) ＞播种数量( 22．21%) ; 阳坡中幼苗数量的主要影响因子依次为播种数量

( 52．38%) ＞覆盖 度 ( 28． 71%) ＞有 机 质 层 厚 度 ( 14． 84%) ; 阳 坡 底 幼 苗 数 量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子 依 次 为 温 度

( 26．58%) ＞播种数量( 24．62%) ＞有机质层厚度( 21．36%) ; 阴坡中幼苗数量的主要影响因子依次为播种数量

( 35．15%) ＞土壤含水量( 31．47%) ＞有机质层厚度( 15．88%) ; 阴坡底幼苗数量的主要影响因子依次为土壤含

水量( 48．15%) ＞播种数量( 27．03%) ＞覆盖度( 15．84%) 。不同坡位的主要影响因子存在差异，但播种数量始

终占有较高的贡献。

3 讨论

3．1 落叶松种子萌发阶段影响因子相对重要性

诸多研究表明，林火造成的生物因子( 如种源、种间竞争等) 和环境因子( 如土壤有机质层厚度等) 将影响

落叶松幼苗的萌发与生长［38］。在落叶松种子萌发阶段，各因子的作用大小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区的环境

因子在不同区域间变化不明显，难以直接挑选出最重要的影响因子。于是本研究使用增强回归树分析方法，

从而量化了在落叶松种子萌发阶段这些影响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在本研究所选取的因子中，温度是自然条件

下研究区内兴安落叶松萌发最主要的影响因子，温度作为自然环境季节性、周期性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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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落叶松萌发的主要影响因子影响力及其边际效应

Fig．3 Ｒelative influence of Effecting factors of Larix gmelinii seed germination and its marginal effects

激落叶松种子萌发，保证其正常生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39］。同时，对于落叶松这样种子传播距离有限的

物种，重度火烧过后，由于没有足够的母树提供种源，种源也将成为火后更新的主要影响因子［22，40］，本研究所

选样地属于重度火烧迹地，自然恢复情况下只能依靠火烧迹地外的未过火林或人工播撒来提供落叶松种子，

因此，播种数量成为研究区内落叶松火后幼苗数量的另一主要限制因子。覆盖度对落叶松幼苗数量的作用位

居第三，对落叶松幼苗数量即有直接作用又有间接作用，直接作用是覆盖度可以影响种子的接种面积，从物理

上对种子与土壤的接触造成一定隔绝，间接作用是覆盖度影响当前地表的温度与水分，可以产生一定的降温、

持水的功能，从生理上对种子萌发与幼苗生长产生作用。在本研究中，去除有机质层处理增加了落叶松幼苗

数量。通过对地表有机质层的去除，使矿质土壤裸露，促进落叶松种子与矿质土壤直接接触，这将有效地促进

落叶松种子的萌发［41-42］。实地进行数据调查时发现，地表有机质层较厚的地区，落叶松生长数量相对较少，

且实验处理中大部分区域的有机质厚度小于 1．5cm，分析结果显示幼苗数量随有机质厚度先下降后上升，这

是由于统计样本中少数生长在较厚有机质厚度环境下的幼苗所导致的规律异常。从实际地表覆盖于矿质土

之上的有机质层厚度范围来看，萌发的幼苗数量随有机质厚度的上升而下降更具有实际意义。土壤水分作为

种子萌发必不可少的要素，不同范围下的含水量对种子萌发的影响也不相同，当低于阈值时，土壤水分增加对

种子萌发具有促进作用，高于阈值时，水分增加对种子萌发的促进作用下降甚至产生抑制作用，过高的含水量

可以降低土壤中的空气含量，从而抑制幼苗根的生长。

3．2 地形条件对落叶松萌发影响因子相对重要性的影响

地形可以影响温度、水分等多种因子，不同坡位即代表了不同水分、温度等环境条件的组合［14，17，41，43］。有

研究表明，落叶松火后恢复受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影响显著，而这种环境条件和地理特性，一般由排水、土壤温

度和土壤湿度等因子主导［25，40，43］。本研究中各个直接影响因子在不同坡位下的表现并不相同。这证明了同

一影响因子，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对落叶松种子萌发的影响力也会产生变化，即落叶松种子在不同环境下的萌

发需求不同。同时也预示了各影响因子对落叶松种子萌发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交互作用。

落叶松种子萌发所受主要影响因子影响力排行随坡位的变化而变化。坡顶的温度较高且土壤含水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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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坡位下主要影响因子的影响力

Fig．4 Ｒelative influence of effecting factor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低，由增强回归树分析中温度的边际效应可知，温度较高时( 高于 15℃ ) 对幼苗数量影响更为明显，而土壤含

水量在较低水平( 85%—93%) 时对幼苗数量影响不明显。因此，该样地中落叶松种子萌发的限制因子为温

度。阳坡中的覆盖度、有机质层厚度、温度均处于所有样地间的中等水平，没有明显优势因子，因此，播种数量

的多少对萌发出的幼苗数量影响更大。尽管阳坡底与坡顶的覆盖度与有机质层厚度水平相近，但阳坡底的温

度处于较低水平，对幼苗影响较小。在阴坡中与阴坡底，有着相似的规律: 土壤含水量处于较高水平，温度、覆
盖度与有机质层厚度处于中等水平。除土壤含水量是处于“高影响”范围内，温度、覆盖度、有机质层厚度均

处在中等影响范围内。阴坡底与阴坡中影响力排行接近。以上结果都说明水分与温度的交互作用对落叶松

种子萌发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环境因子的组合将使得各个影响因子对落叶松种子萌发的作用大小产生差

异，各个影响因子的作用并不独立。
3．3 落叶松林火后恢复措施

林火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直接破坏，林火的发生也会通过对植被、土壤的影

响而使生态系统的演替进度与演替轨迹发生变化。如果火烧后短期内再遭灾害或人工处理不当，针叶林生态

系统有可能朝阔叶林发生逆向演替，甚至变为裸地或沼泽［8］。可见，在必要时就需要人为干预落叶松林火后

更新，进行适当的辅助恢复。由于落叶松火后恢复时各影响因子影响力在不同坡位下表现不同，需要针对不

同的立地条件进行相应的措施，以减少落叶松种子萌发的主要限制因子的阻碍作用。在本研究区的坡顶与阳

坡底部，宜通过去除地表腐殖质和枯落物以增加种子与土壤的接触机会，以及使用人工手段增加土壤温度，促

进种子萌发。在阴坡中部与阴坡底部，应当适量增加土壤水分含量，为种子萌发提供合适的环境条件。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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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阳坡中部，包括其他各个样地，种源仍然是落叶松火后更新的重要限制因子，在重度火烧区内进行落叶

松的更新恢复，人为播撒种子不失为一项有效的辅助措施。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增强回归树分析量化研究了落叶松种子萌发的主要影响因子( 温度、播种数量、覆盖度等) 的

相对重要性，发现: 温度、播种数量以及覆盖度是火后落叶松种子萌发的主要影响因子。此外，各影响因子的

影响力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落叶松的火后恢复不仅要考虑整体的更新趋势，更应关注不

同地形条件下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因地制宜，采取适合的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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