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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藏东南拥有地球上极具特色的森林垂直带与全球最高海拔的高

山树线，是青藏高原重要的安全屏障。然而，尚不清楚全球变暖背景

之下，西藏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格局发生了哪些显著的变化？其驱

动机制如何？为此，该项目从微观（细胞）到宏观（生态系统）尺度

上，系统研究了藏东南森林变化的时空格局与驱动机制，取得的主要

创新成果如下： 

1、揭示了藏东南典型森林垂直带树木生长过程的低温阈值与高

山树线的形成机制。通过树木形成层活动和微环境的同步监测，揭示

了低温是控制藏东南典型森林垂直带树木生长过程的关键因子，0.7

±0.4℃是春季高山树线树木形成层活动开始的低温阈值。在冷湿环境

下，这一阈值调节了木质部分化的关键时间节点，进而控制了生长季

长度和高山树线的形成。该成果从细胞水平上为理解高山树线形成机

制提供了新证据。 

2、重建了藏东南过去 600 年来的夏季温度变化历史。基于高山

树线年轮网络重建，揭示了藏东南地区小冰期（17-18 世纪）的夏季

较为寒冷，自 1850 年以来呈明显升温趋势，20 世纪是过去 600 年来

最温暖的百年，为理解藏东南长期气候变化历史及其驱动因素提供了

科学依据。 



3、刻画了过去百年来青藏高原高山树线的变化格局。通过构建

青藏高原大空间尺度的高山树线样地调查与树轮生态学方法相结合，

揭示了过去 100 年来青藏高原树线平均每年上升 0.29m，证实了变暖

有利于种群的更新和树线位置的上升。然而，树线上升速率受其上方

的灌丛和草本的盖度的调控，即种群关系控制了树线上升速率。该成

果为变暖背景下全球树线格局变化机制提供了解释，是我国高寒生态

研究领域的最新引领性成果。 

4、阐明了增强的种群竞争可缓冲变暖对藏东南高山树线的有利

影响。基于藏东南典型森林树线大样地调查，揭示了变暖会导致种群

密度增加和种内竞争加剧，进而造成种群生长和更新下降，缓冲了变

暖对高山树线生态系统的有利影响。该研究将树轮生态学重建过去群

落结构时间变化序列的优势与空间分析方法相结合，为模拟森林生态

过程变化与未来演替过程提供了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