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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根据修正后的1974年《森林与牧场可更新资源规划法
(RPA)（P.L.93-378,88 Stat 475），2010年RPA评估报告 
包括一份总结报告以及配套文件。这些更新文件涉及 

户外娱乐、荒野、木材、鱼类和野生动物、水体和牧场 

（请浏览网站 http://www.fs.fed.us/research/rpa）。

《2010年全国森林可持续性报告》提供了最全面的有关全
国森林资源状况的可用数据。该报告以森林保护和可持续

性管理的64项指标为依据。这些指标被美国和其它11个国
家认可。这些国家涵盖了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温带和寒带

森林以及所有森林的百分之六十。这份报告可从以下网站

上获得：http://www.fs.fed.us/research/sustain/

本手册摘选了上述两个评估报告内容的要点。本手册中大

部分数据按北部、南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编排。

本手册中涵盖的美国主要地区（地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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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清查数据
美国农业部林务局的森林清查及分析 (FIA) 项目对森林资
源的各种属性进行了清查，并借由RPA评估报告和各种配
套文件对清查结果进行了通报。FIA项目实施了近80年的
森林清查，运用最先进的技术对全国森林资源的现状、 

条件和趋势作出评估。这些评估对于保持美国林业的可持

续性发展和推行相关的政策措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1953年起，在FIA数据的基础上已经出台了九份全国性
报告。

FIA清查采取广泛的实地测量方式，这包括450多万个代表
各种土地用途的遥感像素，12万5千多个系统地设置在全
美所有林地的永久性实地测量样点；对每个样点进行超过

100项变量的测量，并对超过300万棵树进行测量以鉴定其
材积、状况和活力。

其它数据
FIA定期进行森林权属和森林产品研究以获得这方面的数
据。有关野生动物、娱乐、森林健康、木材贸易和非木产

品的数据取自《2010年全国森林可持续性报告》，而这个
报告则根据美国农业部林务局的科学家们撰写的文章选

编。这部分数据及其它相关数据的网络资源可在本手册的

结尾部分找到。

本手册用六种语言出版：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

中文和葡语。要了解更多资料，请访问网站  

http://fia.fs.fed.us。

全球背景下的美国森林状况
美国的人口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五，而消费全世界工业木制

品的百分之二十七，因此全球林业问题对美国具有重要意

义。尽管国内木材蓄积量只占全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八，但

美国的工业木材消费中有百分之七十六由国内供应。其它

关于森林使用的竞争需求同样值得关注，比如生物多样性

保护区以及美国森林对碳库的相关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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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关指标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 (图 1)

土地及森林面积
据估计，在1630年美国的林地面积略微超过4.20亿公顷，
占陆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六。自从1630年以来，大约有
1.16亿公顷的林地面积被转为其它用途，主要是用于农业
开垦。将近三分之二的净开垦量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那
时平均每天有34平方公里的林地被清除，这种情况持续
了50年。到1910年，林地面积下降到大约3.05亿公顷，占
陆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四。到2007年，林地面积大约
为3.04亿公顷，占美国陆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自从
1910年以来，美国的森林面积基本上保持稳定。

美国森林面积的趋势，1850–2007 (图 2)

然而，林地面积的稳定并不意味着森林的特性没有发生变

化。既有农业用地转回林地，也有林地转换成农业用地的

情况，还有一些林地转变为使用强度更大的用途，例如城

市化发展。此外还有森林内部的变化，因为人类活动、自

然衰退以及其它大自然的作用都会影响森林的发展。本手

册所提供的资料反映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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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林地所有权的分布，2006年 (图 6)

* 包括非政府的保护组织、无法人地位的合伙人和美国的原住民。

所有权形式
全国各地的所有权形式相差很大。在西部，70％的土地为
公有。在东部，81％的土地为私有。

美国森林的所有权形式 (地图 2)

*阿拉斯加（图上未显示）有5,100万公顷森林，72%为公有林；夏威夷 
（图上未显示）有70万公顷森林，34%为公有林。

私人林地
公共林地
非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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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林
在美国，西部公有林主要为联邦政府所有，东部公有林则

主要为州及县政府所有。美国百分之七十六的公有林位于

西部地区。大多数保护林为公有林，而大部分生产林为私

有林。

林务局的国有林占联邦政府土地的主导，但土地管理局、

国家公园服务局和国防部也拥有相当数量的林地。州政府

的土地包括被指定为森林、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其它

用途的土地。地方的土地类别包括市政府和县政府所有的

土地。

以所有权划分的美国林地，2007年 (表 2)

业主类别/ 地区

土地类别 美国 北部 南部 西部

百万公顷

所有业主  304  70  87  148 

  木材林地  208  66  83  59 

  保留林  30  3  1  26 

  其他森林  66  1  3  62 

国家森林  60  5  5  50 

  木材林地  40  4  5  31 

  保留林  11  0  0  10 

  其他森林  9  0  0  9 

其他公共  73  13  6  54 

  木材林地  24  11  5  8 

  保留林  19  2  1  16 

  其他森林  30  0  0  30 

私人公司  56  12  23  21 

  木材林地  43  11  23  8 

  保留林  —  —  —  —

  其他森林  13  0  0  13 

私人非公司  115  40  52  23 

  木材林地  101  40  49  12 

  保留林  —  —  —  —

  其他森林  14  0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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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林的采伐量目前占全国总采伐量的8％。自1980年代
以来，公有林的采伐量不断减少。私有林采伐量的增加，

特别是在美国南部，极大地弥补了国有采伐量的下降。

私有林
美国约有1,130万私有林所有者。他们中包括拥有几百万
公顷林地的工业所有者，到拥有住宅后面半公顷林地的家

庭和个人。

私有林的木材采伐趋势，1952年–2006年 (图 7)

虽然百分之六十多的私有林所有者拥有0.5公顷至4公顷林
地，大部分私有林由拥有80公顷以上林地的所有者占有。
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私有林由至少拥有4,000公顷林地的所
有者占有。这些主要是公司业主，他们为了商业目的管理

这些林地。

1111111111 12

按拥有面积大小划分的森林面积和私有者人数百分
比，2006年 (图 8)

私有企业森林
私有企业公司占有美国私有林地的三分之一。过去十多年

中私有企业森林所有权的主要变化就是纵向一体化的林产

品公司、木材投资管理机构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公司

的发展瓜分了私有林地的所有权。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

税收法的变化和公司策略的改变。这些结构方面的改变带

来的最终影响目前还不明确。

家庭森林
其它三分之二的私有林为非公司业主所有，这些业主大部

分是家庭和个人。他们拥有土地具有多种目的，主要目的

就是森林所提供的生活质量的价值。

家庭和个人拥有林地的主要目的，2006年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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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五十八的家庭林所有者从自己的林地上进行过商用

采伐。然而，其中只有百分之十七的家庭林所有者订立过

书面管理计划，百分之三十七的家庭林所有者得到过管理

咨询。

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林所有者的年龄在75岁以上。此外， 
百分之二十三的家庭私有林是由那些在今后5年内计划出
售或转让林地的家庭或个人所有。因此，保持家庭遗产仍

然是许多私有林所有者的重要目标。

家庭森林业主主要关切的事宜
1. 为他们的后人保留完整的土地

2. 昆虫或树木病害

3. 火灾

4. 他人私自闯入或偷猎

5. 高额地产税

土地的分割
土地分割就是将一片土地分割成两块以上的小块土地， 

这是土地世代传承可能出现的一种后果。在1993和2006年
间，私有林地的平均占有面积 缩小了11%；在1978和2006
年间，这种平均占有面积缩小了20%。随着平均林地面积
缩小，它们就难以得到经济有效的管理，诸如防控森林野

火等事宜的花费和难度会越来越大。

森林的分散化
林务局使用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来判定多少林地经历了不

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分散化。分散化是人类活动和自然进

程造成的，它可能导致物种和基因库的孤立和绝灭，栖息

地质量的退化，并且减弱森林自身的能力去保持必要的自

然进程来维持生态健康。森林面积的分散成一个个小块能

改变生态过程，并且改变生物的多样性。

森林分散化的分析有赖于分散化的规模，因此，这种分析

有别于是否将森林分割成小块或大块（景观）去作分析。

简言之，森林化的土地往往紧挨着其它森林化的土地，但

是被分散的森林地块通常包括非森林地块。这个模式在广

袤的地区重复着。对于面积小于65公顷的景观地块而言，
至少76%的所有林地中至少有60%是森林化的景观地块。
对于面积达到48,000公顷的大景观地块而言，至少57%的
林地是以森林为主导的景观地块。森林景观分为三大类

别：(1) 核心森林，(2) 内部森林和 (3) 边缘森林。

14

核心森林是完全森林化的景观地。被考查的景观地块越

大，成为核心森林的可能性越小。对于4公顷的景观地块

而言，46%的所有林地被划分为核心森林。面积在600公顷
以上的景观地块中，被划分为核心森林的林地不到1%。

内部森林是90%以上森林化的景观地块。大景观地快成为
内部森林的可能性很小。在考查面积4公顷左右的景观地

快时，所有林地中有60%是内部森林。然而，在100公顷
以上的景观地块中，被划分为内部森林的林地不到三分之

一。在森林占主导地位（60%以上的森林）的景观中，森
林面积大于核心森林或内部森林，主导森林的面积也会随

着景观面积的增大而变小。

边缘森林具有不同的森林小气候，比核心森林或内部森林

更能支持不同的混合物种群。总体来说，有54%的林地在
林地边缘的170米以内，有74%的林地在林地边缘的300米
之内，离林地边缘超过1,800米（1.8公里）的林地不到1%。

以大约16公顷地块面积来分析,下图显示了每个县内部森
林（>90%森林化）占全部森林的百分比。较大的数值表
示，同其它县的森林相比，这个县中现有森林相对完整的

分额较大。

美国县区森林分散化的状况 (地图 3)



1977
2007

197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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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种植
目前，美国平均每年种植80万公顷树林。在南部主要种植
松树树种。由于1950年代《土壤库计划》及1980年代 
《资源保护计划》的实施，在南部的非林地上种植了将近

120万公顷的人工林。西部近年来人工种植已经平息， 
该地区的采伐量也相应的减少。

美国各地区森林种植概况，1952–2006年 (图 14)

立木蓄积量

美国各地区各树种用材林的立木蓄积量、生长， 
采伐和死亡趋势，1952–2007年 (表 3)

地区

类别 年份 总额 北部 南部 西部

百万立方米

蓄积量 2007  32,916  8,758  10,189  13,969 

1997  29,511  7,566  9,053  12,892 

1987  27,604  6,711  8,639  12,253 

1977  25,887  5,757  7,888  12,243 

1963  23,505  4,530  6,147  12,828 

1953  21,750  3,664  5,243  12,843 

生长量 2006  944  232  469  244 

1996  843  191  403  248 

1986  834  200  380  254 

1976  759  190  355  213 

1962  590  156  286  148 

1952  708  175  385  148 

砍伐量 2006  549  100  342  107 

1996  566  98  360  108 

(下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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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类别 年份 总额 北部 南部 西部

百万立方米

1986  581  96  307  178 

1976  502  94  232  177 

1962  422  73  195  154 

1952  404  78  194  133 

死亡量 2006  276  72  101  104 

1996  223  57  79  87 

1986  164  44  59  61 

1976  145  41  45  59 

1962  153  33  41  79 

1952  138  24  34  79 

软木材

蓄积量 2007  18,688  1,973  4,184  12,532 

1997  17,086  1,744  3,703  11,640 

1987  16,512  1,682  3,730  11,101 

1977  16,490  1,549  3,574  11,368 

1963  15,883  1,189  2,652  12,043 

1953  15,249  955  2,135  12,158 

生长量 2006  538  53  270  216 

1996  486  42  226  219 

1986  473  43  210  220 

1976  425  44  197  184 

1962  339  43  166  163 

1952  397  51  216  129 

砍伐量 2006  348  24  223  101 

1996  355  24  229  103 

1986  401  26  203  173 

1976  355  25  158  172 

1962  269  19  99  151 

1952  266  25  109  133 

(续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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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类别 年份 总额 北部 南部 西部

百万立方米

软木材

死亡量 2006  159  19  48  92 

1996  128  16  37  75 

1986  98  13  30  56 

1976  87  11  22  53 

1962  98  10  14  73 

1952  94  8  12  75 

硬木材

蓄积量 2007  14,228  6,785  6,005  1,437 

1997  12,425  5,822  5,351  1,252 

1987  11,092  5,029  4,910  1,152 

1977  9,397  4,208  4,314  875 

1963  7,622  3,342  3,496  785 

1953  6,501  2,708  3,108  685 

生长量 2006  406  180  199  27 

1996  356  149  177  30 

1986  360  157  170  34 

1976  334  147  159  29 

1962  251  113  120  17 

1952  311  124  168  19 

砍伐量 2006  200  76  119  5 

1996  210  74  131  5 

1986  180  70  104  5 

1976  148  69  74  5 

1962  153  54  96  3 

1952  138  52  85 —  

死亡量 2006  117  53  53  12 

1996  95  41  42  11 

1986  66  31  29  6 

1976  57  29  23  6 

1962  55  23  27  5 

1952  44  17  23  5 

全美平均每公顷立木蓄积量不断增长，南部和北部的增长

量最大，每公顷立木蓄积量比1953年增加了将近一倍。

(续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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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地区用材林平均立木蓄积量，1953，1977和
2007年 (图 15)

立木的净生长量、采伐量及死亡量
过去50年以来，美国立木的净生长量持续超过采伐量。 
采伐量占蓄积量的比例保持在大约2%，而增长量（生长
量-死亡量）则接近3%。目前，年净生长量比年采伐量高
32%。树木的死亡量占蓄积量的比例至少有50年保持低于
1%的水平。

美国净年立木生长量、采伐量和死亡量占蓄积量的
百分比，1952–2006年 (图 16)

森林碳和生物量
森林碳
人们对于大气中温室气体量不断增加产生的后果日渐关

切，促使美国进行了从1990年以来年度温室气体源和汇的
清查。根据对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的承诺, 美
国环境保护局 (EPA) 准备所有温室气体来源正式清查的报
告。美国农业部和林务局为农业和林业部门进行了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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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2006年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相当于70.54亿吨
（15.5万亿磅）二氧化碳 (CO2)。

森林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和水，在树木中储存碳，并且释放

氧气。当树木燃烧时如森林火灾，树木枯死和树叶腐烂，

森林中储存的碳重新释放到大气中去。森林的管理可以极

大地影响碳量的储存；生长旺盛的树木储存的碳量多于生

长缓慢的树木。当树木做成木材或纸张时，一些二氧化碳

就会释放，但更多的二氧化碳还是储存在那些木材产品中

或者最终储存到垃圾填埋场。用林木替代不可再生材料可

以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使用石化 

能源。

仅2006一年就有相当于7.45亿吨（1.6万亿磅）二氧化碳当
量从大气中被清除，储存到美国本土的48个州的森林和林
产品中。这等于抵消了美国所有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1%。

按碳库划分的美国森林净碳储存的变化，2006年 (图 17)

2006年美国森林净碳储存的变化，48个州加阿拉斯加一部分—土壤储存

没有包括在内。(注：负数等于森林的碳储存量。)

森林另外储存了相当于2.04亿吨（0.4万亿磅）的二氧化碳
当量。人们使用森林提供的生物量用于燃烧得到能源以替

代石化能源，使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净变化为零。森林

另外吸收了荒野火灾释放的大约2.6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这个数量包括甲烷和二氧化氮等非二氧化碳气体。在2006
年内，城市森林也吸收了大约9,500万吨（2,000亿磅）二
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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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的生物量
美国的西北太平洋地区储存的每单位面积生物量最多。 

中等水平的单位面积生物量在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 

从佐治亚州北部到缅因州中部，包括美国大部分硬木森林

地带。美国的其它地区覆盖的森林平均每公顷吸收的二氧

化碳在1至200吨，偶尔出现极高的生物蓄积量（每公顷
350吨以上二氧化碳）。总体来说，美国本土森林地面上
的活生物量含有160亿吨的碳。

美国各县森林地面活生物量储存的碳，2006年 (地图 4) 

木材作为能源
用可持续性采伐的森林生物量发电，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

净排放总量，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燃烧如煤炭等非再生燃

料。在整个美国，2007年有许多发电厂使用了木头。大部
分这样的发电厂坐落在森林的附近。从总体上讲，数以百

计的发电厂正在使用木头发电，以此避免温室气体的排

放。然而，相对于石化能源的使用，作为能源使用的森林

生物的量还是较小的。

地上活树碳
(每公顷立方吨二氧化碳)

大于250
201–250
151–200
100-150
低于100
低于5%林地或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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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木头发电以避免排放二氧化碳（假定和燃煤相
比）的电厂地点，2007年 (地图 5)

森林健康和物种入侵
尽管目前森林的死亡率处于50年来最高水平，不过相对于
总蓄积量，它的比例保持在1%以下。然而，近期森林中
树木的死亡率有所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当地森林抑制

因素的循环效应，如近年来森林火灾的频繁发生和大面积

甲虫的爆发。从各地区和全国范围看，很难分辨目前的死

亡率是否超出正常的变化范围。

3333232323

生物量煤炭抵消
(每年立方吨二氧化碳)

大于10万

50,001–100,000

25,001–50,000

5,000–25,000
低于5000

地上活树碳
(每公顷立方吨二氧化碳)

大于250
201–250
151–200
100–150
低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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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森林年死亡量占蓄积量的百分比，1952，1976和
2006年 (图 18)

一般健康危害
下面的图显示未来15年直径大于2.5厘米的活立木可能因
为病虫害而遭受25%甚至更高死亡率的地区。

今后15年内美国活立木可能因为病虫害而遭受高死亡
率的地区，2007年 (地图 6)

图例

死亡风险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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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森林虫害
空中侦察调查的结果提供了由主要森林病虫害引起破坏程

度的资料。这些害虫包括：

南方松甲虫。在过去整整20年间处于最活跃期，广泛
地传播 于其偏好的寄生体南方火炬松。近年来这种昆虫
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

南方松甲虫的侵害 (图 19)

山地松甲虫。从1980年代至2002年间，该昆虫的活动
有所下降。大规模砍伐其寄生树木，特别是扭叶松极大地

减少了适宜该昆虫寄生的树木。但从2002年以来它的活动
有所增加。

山地松甲虫的侵害 (图 20)

云杉蚜虫。在过去20年间活动不断减少，仅在大湖地
区爆发过。云杉蚜虫是周期性爆发的，每隔30到50年， 
当新的森林从被蚜虫破坏的老林区成长起来时就会爆发。

262626262626262622

云杉蚜虫的侵害 (图 21)

西部云杉蚜虫。从1983年到1992年达到脱叶高峰期。
许多树木因为蚜虫的侵害导致脱叶而变得衰弱，最终被树

皮甲虫攻击而死亡。

西部云杉蚜虫的侵害 (图 22)

舞毒蛾。在1981年，舞毒蛾造成520万公顷阔叶林的树
叶脱叶。过去25年间，平均每年有90万公顷林木出现脱
叶情况。当舞毒蛾传播到栖息条件更好的南部和西部时，

其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舞毒蛾近年来活动大幅度减

少，这似乎显示了是Entomophaga maimaiga（一种舞毒蛾真
菌病原体）在起作用。

26

摄影师：David McComb, http://www.bugwoo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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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毒蛾的侵害 (图 23)

主要森林病害
美国的森林每年受到许多疾病的侵袭。以下是美国常见的

十大树木疾病列表：

疾病 受影响的树种
桦树树皮病 桦树

荷兰榆树菌 美洲榆树

水木炭疽病 山茱萸

柿寄生 针叶树

纺锤绣病 南部松树

橡数枯萎病 东部橡树

罗氏扁柏根病 罗氏扁柏

根部腐烂病 众多针叶树及阔叶林

急性橡树死亡 加州橡树，柯树

白松疱锈病 五针松树

空气污染
已被证明，在臭氧浓度高的地区森林生态系统会被改变。

如果臭氧浓度高，敏感树木会出现与臭氧相关的损伤； 

而臭氧浓度低的时候，树木的光合作用降低，同样影响到

树木健康。

环境保护局提供全美许多地区的臭氧浓度报告。这个资料

连同FIA收集到的各样地臭氧破坏敏感树种的数据，可应
用来选择适当的地段，进一步研究空气质量对森林树种的

影响。

环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某些地区的臭氧浓度最高，包括内

华达山脉,西部半干旱地区某些地段、南部阿巴拉契亚山

脉的一些地区、东北沿海地区和大湖生态区域。那些地方

汇集了许多大都市和交通走廊。FIA的数据显示了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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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美国下列地区的敏感树种遭到的损害大于其它任何

地区：内华达山脉；洛杉矶以东地区；沿85号州际公路的
交通走廊一带的南部各州地区，如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

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都市繁华区、俄

亥俄州的辛辛那提、纽约州的布法罗以及华盛顿特区的

大都市区。中西部和西北地区各州, 以及缅因州、佛蒙特
州、新罕布什州的臭氧浓度最低，因此对森林树种的危害

也最低。下面的地图显示2000年至2006年的臭氧损害的平
均估计和臭氧对森林的危害。

臭氧损害的平均估计值和臭氧对森林的危害，2000–
2006：(<5 = 对树叶几乎没损害；5<>15 = 对树叶有轻度
损害；15<>25 = 中度损害；> 25 = 对树叶有严重损害) (
地图 7)

入侵物种
全球贸易和旅游业的不断扩大，增加了引入新的外来生物

的危险。当外来（入侵）物种被带入新的生态系统时，由

于不存在天敌，外来物种可能造成大规模破坏。入侵生物

物种是指被带出其自然生长区或自然传播范围的物种，包

括已本土化的物种和杂交物种。入侵物种的引入具有重大

的生态和经济后果，也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直接影响。据

估计，有3,723种植物物种源自美国以外的地区。引入率
最高的地区一般出现在海岸沿线或者主要内河航道沿线。

总体而言，人类破坏大自然群落的活动，比如土壤改造、

植被清除、或者抑制生态系统自然干扰机制，可能为入侵

物种创造了入侵机会。

<=5对树叶伤害很小
5<>15对树叶有轻度伤害
15<>25对树叶有中度伤害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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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入侵树木物种影响的美国森林面积 (表 4)

普通名 科学名 地区 来源

树木 000公顷

乌桕树，爆米花树 Triadica sebifera  1,545  2/ 

臭椿 Ailanthus altissima  1,394  3/ 

木棉树，荆树 Albizia julibrissin  456  2/ 

木咸树 Melia azedarach  437  3/ 

桑树 Morus alba  370  3/ 

公主树，泡桐树 Paulownia tomentosa  294  3/ 

红榆树 Ulmus pumila  197  3/ 

白前层灌木 Melaleuca quinquenervia  86  3/ 

贝布柳 Salix bebbiana  56  3/ 

沙枣树 Elaeagnus angustifolia  41  3/ 

灌木

中国/欧洲女蜡树 Ligustrum sinense  6,463  2/ 

外来玫瑰 (野蔷薇，
马嘎尔尼，金樱子)

Rosa multiflora, 
bracteata, laevigata 

 2,161  2/ 

日本闪光女蜡树 Ligustrum japonicum  670  2/ 

其它金银花 (阿穆
尔，嫩葫芦，鞑
靼，春来香)

Lonicera amur, morrowii , 
tatarica, fragrantissima 

 551  2/ 

沙枣树 Elaeagnus umbellata  262  2/ 

南天竹，南天红
翼竹

Nandina domestica  93  2/ 

Winged Burning Bush Euonymus alata  22  2/ 

银刺，刺枣 Elaeagnus pungens  24  2/ 

盐雪松 Tamarix ramosissima  14  4/ 

藤蔓

日本金银花 Lonicera japonica  19,004  2/ 

野葛 Pueraria montana  235  2/ 

常见/大叶长春花 Vinca minor, major  97  2/ 

外来爬藤甜蕃薯/ 
中国甜蕃薯

Dioscorea oppositifolia, 
alata, bulbifera

 102  2/ 

中国/日本紫藤 Wisteria sinensis, 
floribunda 

 77  2/ 

(下页续)

30

普通名 科学名 地区 来源

藤蔓

冬藤 Euonymus fortunei  26  2/ 

东方白英 Celastrus orbiculatus  21  2/ 

英国长青藤 Hedera helix  31  2/ 

总数  34,730 
  
1/ 受入侵树种危害的森林总面积不一定等于上述数值的总和，因为那些
数值有重叠。所报道的面积是受入侵树种危害的面积，但不是实际的受
害面积。
2/ http://srsfia2.fs.fed.us/nonnative_invasive/southern_nnis.php
3/ 森林清查分析数据库，http://www.fia.fs.fed.us
4/ IWFIA 数据

来源：森林清查分析数据库和森林清查分析单位数据

此外，入侵昆虫和病原体威胁着美国的许多森林。这个地

图显示入侵物种目前造成的主要影响。

入侵昆虫和病原体正在威胁着美国的森林 (地图 8)

(续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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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树的突然死亡
舞毒蛾
毒芹毛状球蚜
西方五针松疱状绣病

墨绿灰蛾
亚洲长角甲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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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野火

森林野火每年烧掉美国几百万公顷林地，火灾的严重程

度和被烧的面积近几十年来在不断增加（Running 2006
年，Westerling等人，2006年，Miller等人，2008年）。 
光是联邦机构每年就花费10亿美元用于防火救火（美国
审计署，2006年），而且费用还在不断上涨。虽然森林
野火中只有5％烧得很大而难以控制，但这些火灾能引起
严重问题，占到所有烧毁林地面积的95%（Running 2006
年，Peterson和McKenzie，2008年）。扑灭大面积森林野火
非常昂贵，而且让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尽管花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还会遭受大量的财产损失，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往往是荒野和都市的交界处，因为那里的住宅和商店大都

建造在树林、灌木和其它可燃的植被中。

美国每年被烧的面积，1960–2006年 (图 24)

林区遭受火灾的潜在危险由几个因素决定，包括火被点燃

的可能性、靠近地面有无死亡可燃物、森林顶部有无可燃

树冠、地区的气候、影响火灾季节长短的逐年天气变化

等。了解这些因素对火灾的影响以及它们的空间格局和发

展趋势，对于制定减少火灾危害的管理策略很为重要。例

如，多年的防火措施可能导致死亡可燃物、小树和灌木的

蓄积，这种情况经常被认为是西部有些树种森林火灾频发

的原因。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气候的变化同最近几十

年一些西部地区森林火灾的频发密切相关。春夏季节温度

升高以及雨水的减少，延长了这些地区火灾发生季节，另

外的原因还有森林大火的燃烧时间延长（Running 2006， 
Westerling等人，2006年）。有些地区气候变化是森林野火
发生的主要原因。在那种地区，光是恢复生态和管理有害

可燃物还不足以改变森林野火发生的趋势（Westerling等
人，2006年）。有了描述植被和可燃物情况的空间资料，
加上可能的气候趋势资料，就可以帮助人们以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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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减少可燃物的工程，改善土地使用计划，以此减少野

火对人类社区的危害。

下面这幅荒野潜在火灾的地图，将火灾模式的空间资料和

极端天气情况下火灾的可能性相结合。火灾的模式包括潜

在的树冠火和潜在的地表火，而火灾的可能性包括火险天

气和发生火灾的历史。

以风险级别划分的美国本土潜在荒野火灾 (地图 9)

资料来源：荒野潜在火灾的资料由Jim Menakis提供。他在林务局落基山研
究站的林火模式研究所供职。地理基础数据由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
计署和美国地图署提供。

木材产品和残留物
美国消费的实木和纸制品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圆木采

伐，再加上回收的纸和实木制品。从1980年代末以来， 
供出口的圆木采伐不断下降，相应的圆木进口有所增加。

从1950年开始，国内圆木的采伐量一直在增加，直到 
1980年代中期才开始稳定，2006年的采伐量保持在 
5.29亿立方米。

500英里
阿尔贝斯等面积圆锥曲线测算法

图例

很高
高
中等
低
很低
贫瘠
城区/开发区
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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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木消费总量及人均量，1965–2006年 (图 25)

国内圆木总采伐量一直稳定下降，这是因为进口量的增加

以及回收纸使用的增加。自1950年代以来，实木及纸制品
的消费总量相应稳步增长。在2006年，北部、南部和西部
的消费量分别是506亿，1057亿和321亿干吨。

实木和纸产品消费和各地区圆木采伐量以及其他材
料来源，1977–2006年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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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需求的驱动因素
对森林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主要受人口和可支配收入的影

响。在1965和2006年间，人均可支配收入（1996年美元
不变价）增加了一倍多，从1965年的$10,600到2006年的
$25,900。在此期间美国的总人口也增长了54%，达到 
2006年的2.992亿。

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口，1965–2006年 (图 27)

进口和出口
进口占全国木材供应量的比例不断上升，在2004和2005年
间达到最高值29%。虽然大部分的进口来自加拿大，但在
这段时间从智利、新西兰、芬兰和其它国家装运到美国的

数量不断增加。然而这个趋势在2006年有了逆转，进口的
消费量下降到28%。出口量占产量的比例在1991年达到最
高峰16%，以后逐年减少，反映出美元的强势以及主要市
场如日本市场的需求已经降低。出口占生产量的百分比

2006年下降到11%。这些因素影响到美国的采伐量，所以
进口和出口都会影响到国内的森林资源。



bsmith12
Typewritten Text
Replacement page

bsmith12
Typewritten Text



35

进口量占消费量的比例以及出口量占工业圆木生产
量的比例，1965–2006年 (图 28)

木材来源的改变
公有林政策的变化对私有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西部

公有林采伐的减少，东部私有林的采伐不断增加，在南方

尤其如此。总体而言，过去10年间国内采伐量保持逐年平
稳减少，不断增加的进口量和回收纸使用的利用支持着需

求的增长。

美国不同权属林地的立木采伐量，1952–2006 年 (图 29)

363636366333

采伐方法及效率
美国木材的采伐每年在440万公顷林地上进行。择伐占全
国可伐林地的61%。清除性砍伐（清伐）在剩余39%的可
伐森林进行。清伐普遍使用在南部管理的人工林和北部以

木材生产为主的一些需要无遮挡的阳光才能再生的先锋树

种如山杨、短叶松和云杉。在西部，清除性砍伐后紧接着

就是人工栽种以弥补自然再生。

美国使用不同采伐方法的林地面积比例， 
2001–2005年 (图 30)

采伐残留物
采伐残留物是树木采伐后没有利用而被留下来的部分，人

们正在考虑将利用这些残留物制作生物能源。总体而言，

采伐残留物占到木材量的20至30%。在2006年，伐木残留
物的总量达到1.6亿立方米。即使留下部分残留物用于营
养循环和土壤保护，这么多的量仍有很大的利用潜能。

36



37

美国各地区采伐残留物占采伐总量的百分比，1952， 
1976和2006年 (图 31)

非木材林产品
非木材产品涉及的品种比木材产品多，包括从林地中和森

林边缘地带采集的树木、木类植物和草药植物、菌类和

其它生物材料。采集的植物部分包括根、块茎、叶子、

树皮、大小树枝、果实、树汁和树脂，当然还有木材

（Chamberlain等，1998）。这些产品通常划为5类：

药用植物

食用和饲料

花卉

工艺品

园艺物种

随着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长，对这些产品的在森林中的采

集进行监视就日显重要，还要了解采伐这些产品对目前和

未来森林的生态系统活力的影响。然而，虽然这些产品很

重要，要对他们进行跟踪很困难，因为它们包含的产品越

来越多，产品类别的地区差异很大。林务局和土地管理署

监管公有林地的产品销售合同和许可，人们可以从中估计

这些非林木产品的国内价值。这些推断假定大约有20%的
非木材产品来自国有林，大约2%的非木材产品来自管理
署监管的土地。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非林木产品的国内批

发价值（不包括个人使用的产品）应该超过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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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务局和土地管理署销售收据中估计的美国野生
采伐的非林木产品的批发价值，(表 5)

产品类别 2005 2006 2007

百万美元 (未调整通货膨胀)

庭院绿化  35  29  31 

工艺品/花卉  87  93  152 

再生树种/球果  5  3  4 

可食用水果，
坚果，树液

 46  37  46 

草/饲料  24  20  20 

药草，药材  2  2  2 

  小计  199  183  254 

薪材  271  286  331 

标杆和电线杆  33  28  26 

圣诞树  82  69  71 

  小计  386  382  428 

总计 585 565 682.4

具有国家经济重要性国内非林木产品包括圣诞树、枫糖

浆、生长皮毛的动物以及与工艺品行业有关的产品。具有

经济重要性的出口非林木产品包括胡桃、花卉产品、野生

蓝莓、人参和蜂蜜。总的来说，美国是个非林木产品的净

进口国，特别是香草豆（从马达加斯加进口），这些进口

严重影响了美国非林木产品贸易的净值。

美国非林木产品贸易和批发价值 (表 6)

产品类别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百万美元 (未调整通货膨胀)

美国进口减去
出口

 244  205  71  105  61 

为贸易调整后的
总批发量

 461  425  270  288  315 

为贸易调整后的
总批发量，加上
薪材，标杆和电
线杆和圣诞树

 853  801  656  670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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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
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是生态的生命支持系统。除了传统的

产品外，森林提供一系列对人类健康和生计至关重要的产

品和服务，这些就是我们称之为环境服务或生态服务的自

然资产。

许多这些产品和服务在传统上被视为社会的免费福利或者

被称为“公共产品”—例如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物多样
性、水域服务、碳的储存、风景景观等。由于缺少一个正

规的市场，这些自然资产传统上没有列入社会的资产表。

人们在公共、公司和个人决策中往往忽视了这些产品的重

要贡献。

虽然我们难以确定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价值，如果我们

突出显示一小部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就会发现它们存在

着实际市场并且/或者它们给土地业主带来了经济利益。

虽然这不能衡量这些森林给社会提供的全部价值，但确实

能够衡量一些具体的生态系统服务带给土地业主的收益 

价值。

从现有的数据看，2007年从各种来源支付给森林土地所有
者的资金为$5.53亿，其中联邦机构提供了$2.48亿，州政
府提供了$1200万，非政府组织提供了$2.94亿。在非政府
的资源中，用于抵消温室气体 $500万，资源保护相当于
$1.1亿，简单的购买费$1.76亿。

从2005年至2007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支付的资金基本 
保持不变，从2005年的$2.56亿至2007年的$2.6亿。与此相
反，非政府组织支付的碳抵消量和资源保护的费用从 

2005年的$2.13亿增长到2007年的$2.94亿。

3939993939939339 40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付碳的抵消和资源保护的费
用，2005–2007年 (图 32)

为了说明以上例子，下面的地图显示了2007年各州从各种
来源支付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费用分布。阿拉斯加的土地

业主得到的付费最低 ($276,000)，而佐治亚州的业主得到
的最多 ($5200万)。

2007年各州支付的生态服务功能费 (地图 10)

趋向更强硬的政策和行动
《2008年食品、资源保护和能源法》为促使土地业主参与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新兴市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该法案

中涉及资源保护的2709节要求农业部长同其它机构和利益
集团磋商，“建立技术指南以测量受益于资源保护和土地

管理活动的生态系统服务。”

百万美元

0 – 3.2
3.0 – 11.3
11.3 – 27.3
>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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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个法案，美国成立了一个跨政府部门的

资源保护和土地管理环境服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

是辅助农业部长制定技术指南供联邦政府使用，去评估资

源保护和土地管理活动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并且提供汇

报协议、登记和核查等程序。

这种技术指南将着眼于使用科学严密、经济有效的方法，

去定量分析各种环境服务，例如固碳、空气和水的质量、

湿地和濒临灭绝物种带来的裨益，以此促使农场主、牧场

主和林地业主参与新兴的生态系统市场。

提高定量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将有助于我们在做森

林资源的决策时，在考虑可供销售的木材和非林木产品的

同时,也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考虑进去。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网站 http://www.fs.fed.us/
ecosystemservices/。

供水
在美国本土的48个州，供水量的24%源于联邦土地。林务
局管理下的土地提供18%的水源。不论林地的所有权， 
美国本土大约53%的水供应源于林地。国家森林和草地提
供西部51%的水源。

用水
美国用水估计数字显示，在2000年每天各种用途的用水 
共约18亿立方米。自1985年以来，总用水量的变化低于
3%，这是因为用水量最大的两个领域－热电发电和灌
溉－已经趋于稳定。在2000年大约48%的给水用于热电 
发电，34%用于灌溉。

流域管理
在美国和全世界，水质是个日益受到人们关切的问题。优

质流域可以抑制沉积；减缓水土流失，并为野生动物、鱼

类和植物提供清凉遮护和优良的栖息地。流域管理的潜在

问题包括栖息地的丧失和分割、水分的改变、地表水营养

物的增加以及病原体和毒物的产生。森林可以显著减轻水

体管理方面的问题。

有效的流域管理必须基于 科学分析方法和公众参与相
结合的计划过程。如果希望了解目前流域管理方面的努

力，请浏览网站 http://www.partnershipresourcecenter.org/
watershed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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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
水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缺水。近年来，许多森林遭受了火

灾，其强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火灾的一部分原因是

由于森林管理不当使得数十年来的朽木(燃料)长期累积。

气候变化使问题更加恶化，长时间的干旱使森林处于干燥

易燃状态，很容易引发更大的火灾。公共资源机构的防火

政策也在转变，从以前的全面抑制，到现在逐渐认识到燃

火也是生态系统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采取防火措施的森

林其火灾的发生更加频繁，但这些火灾的破坏性较小。这

些轻度的火灾可以减少可燃物在林地表面的蓄积，同时保

持低密度林分。如果希望了解的目前旱情,请浏览下面的

NOAA的水文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nws.noaa.gov/oh/hic/
current/drought/index.html和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全国减轻
干旱中心网站http://drought.unl.edu/risk/usimpacts.htm。

森林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和气候变化
面对气候不断变化，野生动物生物学家们在提供野生动物

栖息地管理建议上面临诸多的挑战。林务局制定了一套连

贯和全面的方法，去分析气候变化对陆地野生动物栖息地

的潜在危险。他们根据温度度数变化、降水量、栖息地类

别和质量的组合值，沿着一个由高向低的未来气候对陆地

野生动物栖息地产生压力的梯度，设定了陆地气候压力指

数，对各地区进行分类。美国本土高压力或低压力的地区

可以用这个不断重复的方法加以确定。要评价未来气候变

化以及目前气候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管理带来的危险，我

们可以将这些气候信息与某个地理位置当前的压力值相

结合－例如高强度的土地使用－或者同具有大量处于濒危

状态物种的地区相结合。林务局迄今为止的分析显示，未

来气候变化对陆地栖息地构成最大危险的地区，往往与主

要生物群落的变迁有关，或者与地形起伏大的地区有关。

在这个相对尺度上，敏感度最低的地区是南部大平原、阿

巴拉契亚山脉和佛罗里达的东海岸。相对气候压力比例最

大的州包括密苏里和阿肯色。压力最小的州包括得克萨斯

和俄克拉何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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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给野生动物栖息地造成的压力 (地图 11)

土地所有者和森林野生动物
公有林地上生物多样性的资源保护经常是资源规划的一个

焦点。然而，私有林地也对处于濒危和濒临灭绝物种的保

护作出了重要贡献。处于濒危状态的物种的定义来源于 

《美国濒临灭绝动物法》列出的名单，或者根据全球高度

濒危、濒危和脆弱这几个资源保护状况等级列出的名单。

林务局和几个重要伙伴机构所作的分析显示，美国本土三

分之二的流域包含处于濒危状态的物种与私有林地有关，

这类物种的数量从1至101种不等。含有这些物种最大数量
和密度的流域位于东南部、中西部和西海岸诸州。许多私

有林地正在受到土地使用方式变化的威胁。在今后的25年
内，预计这些私有林地会经历住宅密度大量增加并伴有相

对高密度的濒危物种，它们分布在100多个流域区内，大
部分都在东南部各州。

图例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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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流域内私有林地中濒危物种的数量 (地图 12)

预测到2030年住宅密度会大量增加的私有林地 (地图
13)

树种的数量

1 – 7 (0 – 50‰)
8 – 15 (50 – 75‰)
16 – 21 (75 – 85‰)
22 – 37 (85 – 95‰)
38 – 101 (95‰)
< 1% 私有林
0 树种
没有树种数据

到2030年估计会被转换的私有林 
(公顷X1000)

0.001 – 3.3 (0 – 50‰)
3.3 – 14.0 (50 – 75‰)
14.0 – 22.7 (75 – 85‰)
22.7 – 48.3 (85 – 95‰)
48.3 – 125.4 (95‰)
< 1% 私有林
0 公顷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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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娱乐
美国各级政府的公有林地，除了少数例外，都向公众开放

供市民休闲娱乐活动。开放的联邦林地包括国家森林、国

立公园、土地管理署的土地、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其它大部

分联邦政府管辖的土地。开放的州立林地包括州立森林、

州立公园、野生动物管理区和其它州政府管理的地块。 

地方政府的森林包括市区流域、地方公园、地方森林保护

区、绿色地带和其它地方森林。

林产工业以及其它公司和非公司的私有林地通常也 开放
供娱乐活动，但是进入这些林地比起进入公有林地限制多

一些。超过半数的林产工业公司拥有的林地在南方。其它

公司(不是由林产工业公司拥有)拥有的大量林地在西部和

南部地区。几乎半数的家庭和个人拥有林地在南部地区，

近36%的私人林地在北部。全国林地所有权调查估计，大
约54%的家庭林地只向家人和朋友开放，不对其他人开放 
(Butler 2008)。仅仅大约14.6%的家庭林地经业主同意对公
众开放。在过去的5年中，大约有8%的家庭森林出租用于
娱乐活动。在过去的30年间，非林产工业公司拥有的森林
用于公众娱乐活动的百分比呈下降趋势。

用于娱乐活动的森林
按照人们参与的次数来计算，前10位的森林娱乐活动是：
步行观光；观赏并拍摄自然景观；观赏并拍摄花卉、树木

和其它森林植被；观赏并拍摄鸟类；观赏并拍摄野生动

物；日间徒步旅行；参观荒野区；越野驾车；参加野外家

庭聚会；参观自然保护中心。每年人们参与这些森林娱乐

活动的总人次天数估计在高达75亿低至6.8亿这个范围。
雪地摩托、登山、越野滑雪、攀岩和穿雪鞋越野等活动的

参与者人次天数要少得多，但估计总数加起来仍然可观，

约在2000万至6200万。

在公共土地上以森林为基地的活动天数比例在50% 
（例如，打猎小动物、骑马、越野驾车、采蘑菇和采莓

等）到75%以上（如参观荒野、日间徒步旅游、参观自然
保护中心、背包徒步旅游）这个范围。在所有的活动中，

在城市森林中以森林为基地的娱乐活动的天数百分比大约

在15%至45%这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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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活动分类，每年美国公有和私有林地娱乐活动的天
数和百分比，2007–2008年 (表 7)

森林娱乐活动
森林中的 
活动天数

公有林的 
百分比

城市森林 
百分比

娱乐性步行 7,493.30 53.8 44.5

观赏/拍摄自然
景观

6,170.60 61.9 31.8

观赏/拍摄野花
和树木等

4,858.94 55.4 36.3

观赏/拍摄鸟类 3,738.27 51.3 37.6

观赏/拍摄其它
野生动物

3,086.85 57.7 32.2

白天徒步旅行 1,234.82 76.2 34

参观荒野或原始
区域

947.559 76.4 24.6

越野驾车 837.541 50.4 23.2

家庭聚会 805.291 55.9 43.5

参观自然中心等 683.85 77.6 45.2

采集蘑菇和莓 623.372 47.9 32.3

山地自行车 463.324 60.2 32.1

野餐 455.942 68.4 44.4

高级露营 355.966 72.8 21.3

打猎大动物 279.781 45.7 16.5

原始露营 211.448 75.8 21.4

背囊旅行 198.787 78.5 22.1

参观历史景点 182.755 60 39.1

在小道上骑马 177.453 50.8 34.4

打猎小动物 161.488 46.8 17..4

参观史前/考古
遗址

138.932 70 41.6

机动雪橇 62.111 55.1 27.4

爬山 57.091 78.6 20.5

越野滑雪 41.874 60.5 33.7

攀岩 34.088 68.8 26.9

雪鞋健行 19.938 60.2 27.6

资料来源：“有关娱乐和环境的全国调查”(NSRE)，2005–2008年，版本
1-3b：娱乐活动天 = 娱乐每项活动，相当于一人一天完成的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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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2000和2007年间，森林的娱乐使用有所增
加。如“今日森林史”报道的那样 (Cordell 2008)，在2000
和2007年间，参加一项以上户外活动的人次总数增加了
4.4%。与此同时，将所有参与者和活动相加，娱乐活动天
数增加了大约25%。公有和私有森林娱乐活动场所的数量
和容量基本保持不变，或者略有增加。

美国60项户外娱乐活动的参与者人数和天数的增长, 
2000–2007 年 (摘自“今日森林史”的文章，Cordell 2008) 
(图 33)

加勒比海和太平洋诸岛的森林
岛屿森林
美国的加勒比海诸岛由波多黎各和美国维尔京群岛组成。

总体而言，加勒比群岛是个6,200公里长的弧形岛链，地
壳构造上从海底隆起，将大西洋和加勒比海隔开。地势较

低的岛屿上面总是覆盖着古珊瑚礁演化而来的石灰岩，其

它岛屿显示出火山活动的痕迹，使得陡峭的山峰高耸而

起。这些山峰将充满湿气的东北信风转向上升，极大地增

加了降雨量。

美国所属的太平洋诸岛包括美国萨摩亚、关岛、夏威夷、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北马利亚纳联邦

和帕劳共和国。这些岛屿横跨广阔和多样性地区，从美国

大陆以西6,200公里的夏威夷到离菲律宾东边750公里的帕
劳。这些岛上的陆地差异极大，包括小珊瑚环礁、中等 

面积的石灰岩和火山基的混合岛，还有很大的高海拔 

火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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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所属诸岛相对美国大陆的地理位置 (地图 13)

热带岛屿起到了谚语里“煤矿中的金丝雀”的作用，提醒

社会关注居住在狭小地块本身具有的各种问题。我们大陆

森林所面临的挑战，例如土地使用的变化、不同的防火情

势、外来物种的入侵、昆虫和疾病的爆发、气候变化和其

它人为的破坏等，对资源更加有限的海岛社会来说，更成

为关键问题。

热带岛屿的森林同周围的海洋息息相关。海洋的气候影响

着岛上的植被、地貌和土壤。相反，各岛屿也影响到周围

的海洋，因为岛上的植被、土壤和污染物会进入海洋环

境。森林可以过滤沉淀物使之留在岛上。红树林和海岸边

的海滨森林缓冲了海洋的腐蚀性力量和风暴潮对岛屿的冲

击。森林对陆地和海洋资源的健康起到了关键作用。

FIA对以下岛屿提供资源监测帮助，包括加勒比海的波多
黎各、美国维尔京群岛、太平洋的萨摩亚、关岛、帕劳共

和国、北马里亚纳联邦、米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

共和国和夏威夷。对所有那些岛屿的森林清查轮流进行 

（加勒比海每5年一次，太平洋每10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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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所属岛群的人口、土地面积、森林面积和森林
覆盖的百分比 (表 8)

地区和岛群 人口 陆地面积 森林面积 森林覆盖

公顷 公顷 百分比

加勒比

  波多黎各 3,808,610 887,028 510,461 58

   美国维尔
京群岛

108,612 34,639 21,238 61

太平洋

   美国 
萨摩亚

57,663 19,601 17,657 90

  关岛 173,456 54,902 25,833 47

  帕劳 20,842 45,142 39,130 87

   北马里亚
纳群岛共
荣邦

84,546 29,760 21,718 73

   米克罗尼
西亚邦联

107,862 60,626 30,970 51

   马绍尔群
岛共和国

61,815 18,000 17,460 97

  夏威夷 1,211,537 1,670,333 603,368 43

岛屿数量
总计

5,634,943 2,813,207 1,391,884 67

加勒比诸岛
到20世纪中叶，为了发展农业，波多黎各和美国维尔京 
群岛的森林几乎全部砍光。随着经济活动从农业方面转

移，波多黎各的森林覆盖面积有了稳步的增加，一些农地

被遗弃，重新成为林地。加勒比诸岛热带森林中有天然的

多样化树种，人们从世界各地引进了一些树种，使得岛上

的树种大为增加，有些外来树种颇有益处，有些则成为入

侵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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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和太平洋诸岛每抽样公顷的树种多样性 (图 34)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维尔京群岛。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

展，砍伐森林的速度也加快了。从1995年至2004年，美国
维尔京群岛损失了7%的森林覆盖率，损失的森林主要在
人口比较稠密的圣托马斯岛上。

太平洋诸岛
太平洋诸岛的总趋势显示，凡是游客去得多的岛屿，城市

化的进程就导致森林覆盖率的下降。然而，在其它一些以

前森林遭破坏或被砍光的岛上，特别是经历二战硝烟和发

展农业的岛上，森林的覆盖率有所增加，森林逐渐成熟。

在太平洋诸岛，人们对森林最为关切的是：城市化导致森

林覆盖面的损失，入侵物种造成的损害，水土流失造成随

后出现的珊瑚礁淤积。这些岛屿的管理者们迫切希望与更

多的人连手，通过树木的栽种和控制外来物种等手段，加

强森林化建设并且恢复森林的覆盖率。

名词解释

林地—至少37米宽，0.4公顷大小, 并且至少有百分之十
（或相当密度）的面积被各种活树木覆盖的土地，包括曾

经有林木覆盖而将来会自然或人工再生的土地，这些土地

也不能作为非使用林地，如大量牲畜或人类活动防止树的

正常再生和继承。

立木蓄积量—用材林地里符合特定质量和活力标准的
商业树种活立木的体积。不包括等外树。仅包括直径大于

12.7厘米的活立木且高于地面1.37米的树木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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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量（年净生长量）—特定年份里活立木蓄积量
的净增长值。其中包括从特定年份开始存活到该年结束时

所增加的净蓄积量。加上在该年时间里达到最低尺寸等级

要求的树木净蓄积量，减去该年里枯死的蓄积量，再减去

变成等外树的树木量净蓄积量值。

硬木树—一种双子叶树木，通常为阔叶和落叶树种。

IUCN 保护类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保护区等级的划分
如下：

I级指 (a) 拥有某些特殊的或具体代表性的生物系统，地
理或生理特色及/或物种，或可主要用于科研及/或环境

监测的陆地及/或海洋地区；或 (b) 大面积未经改造的陆
地及/海洋，仍保持其自然特色及影响，尚未有过永久

或大量人类居住，被保护及管理以保持其天然条件。

II级为自然土地及/或海洋地区，被指定用于 (a) 为现
在及将来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b) 禁止
进行有害于该地区被指定目的的开发及占用；以及 (c) 
为精神、教育、娱乐及旅游等活动提供基础，这些活

动都应与该地区的环境及文化相符。

III级为拥有一种或多种特定自然或自然/文化特色的地
区，其特点因内在的稀有性，代表性或美学特质，或

文化意义重大而具备突出或独特的价值。 

IV级一片陆地及/或海洋，用于通过积极干预以达到管
理目的，确保栖息地得以保持和/或达到特定物中的要

求。

V级陆地区域，或按实际情况包括海岸及海洋，由于
人类与自然的长期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具有重要美学、

生态及/或文化价值，且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地区。

维护传统的人类自然相互影响的完整性，对该区的保

护、维持及进化极为重要。

VI级是指包含未经明显改造的自然系统的地区，对其
进行管理以确保长期保护及维持其生物多样性，同时

持续提供自然产品及服务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采伐残留物—活立木砍伐后，弃留在树林中的未加利
用的部分。

枯损量—活立木在特定年份里因自然原因死亡的健康 
树木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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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森林—联邦土地的一种权属类别，通过行政命令、
法规指定或购买为国家森林和其它土地。这些土地由美国

农业部林务局管理。

其它联邦土地—林务局管辖外联邦土地的一种权属类
别。主要指由土地管理局、国家公园局、美国渔业及野生

动物服务署，以及能源部和国防部所拥有的土地。

其它林地—用材林和保留林以外的土地，它包括了无法
在自然条件下每年每公顷最少产出1.4立方米工业材的可
用土地，其原因在于土壤贫瘠、气候干旱、排水不畅、海

拔过高、坡度过陡以及岩石比例等恶劣的林地条件。

采伐量—在特定年份通过采伐，幼林抚育如林分改造或
土地清除等营林活动，清除的活立木净蓄积量。

保留林地—通过法规、行政规定或政府指定等方式从木
材生产中退出的林地，不包括任何纳入IUCN保护类别的
土地。

圆木产品—通过林木采伐加工而成，并作为工业或消费
用途的圆木，短圆材以及其它圆形木料。

软木树—一种针叶树种，树木一般常绿，树叶为针状或
鳞状。

用材林—能够生产工业用林木，而且根据法规或行政规
定没有退出林木生产的林地。(注意：只有在自然条件下

每年每公顷身生产超过1.4立方米工业用林木的林地，才
符合用材林的资格。)

参考文献
Ambrose, M.J.; Conkling, B.L., eds. 2007. Forest health monitoring: 

2005 national technical report. Gen. Tech. Rep. SRS-104. 
Asheville, NC: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Southern Research Station. 76 p.

Bickel, K., J. Brenner, J. Duffield, R.F. Follett, L. Heath, J. Kimble, D. 
Kruger, J. Mangino, A.R. 

Brown, T.C. 1999. Past and future freshwater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technical document supporting the 2000 USDA Forest Service 
RPA assessment. Gen. Tech. Rep. RMRS-GTR-39. Fort Collins, 
CO: U.S. Dep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Rocky Mountain 
Research Station. 47 p.



53

Butler, B. J. 2008. Family Forest Own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6. 
Gen. Tech. Rep. NRS-27. Newtown Square, PA: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Northern Research Station. 72 p.

Chamberlain, J.; Bush, R.; and Hammett, A.L. 1998.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the other forest products. Forest Products Journal. 
48(10): 2-12.

Cordell, H.K. Principal Investigator. 1999. Outdoor recreation in 
American life: a national assessment of demand and supply 
trends. Champaign, IL: Sagamore Publishing. 449 p.

Dwyer, J.F.; Nowak, D.J.; Noble, M.H.; Sisinni, S.M. 2000. Connecting 
people with ecosystems in the 21st century: an assessment 
of our nation’s urban forests. Gen. Tech. Rep. PNW-GTR-490. 
Portland, OR: Forest Service, Pacific Northwest Research 
Station. 483 p.

Flather, C.H.; Brady, Stephen J.; Knowles, M.S. 1999. Wildlife 
resource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technical document 
supporting the 2000 USDA Forest Service RPA Assessment. Gen. 
Tech. Rep. RMRS-GTR-33. Fort Collins, CO: Forest Service, Rocky 
Mountain Research Station. 79 p.

Haynes, R.W.; Adams, D.M.; Alig , R.J.; Ince, P.J.; Mills, J.R.; Zhou, X. 
2007. The 2005 RPA timber assessment update. Gen. Tech. Rep. 
PNW-GTR-699. Portland, OR: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Pacific Northwest Research Station. 212 p.

Haynes, R.W. Tech. Coord., 2003. An analysis of the timber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2 to 2050. Gen. Tech. Rep. PNW-
GTR-560. Portland, OR: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acific 
Northwest Research Station. 254 p.

Howard, J.L. 2007. U.S. timber production, trade, consumption, and 
price statistics, 1965 to 2005. Research Pap. FPL-RP-637. 
Madison, WI: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Products 
Laboratory. 91 p.

Joyce, L.A.; Flather, C.H.; Koopman, M. 2008. Analysis of potenti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wildlife habitats in the U.S. 
F inal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s Wildlife Habitat Policy Research Program. 69 p.

Miller, J.D.; Safford, H.D.; Crimmins, M.; and Thode, A.E. 2008. 
Quantitative evidence for increasing forest fire severity in the 
Sierra Nevada and southern Cascade Mountains, California and 
Nevada, USA. Ecosystem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10.1007/
s10021-008-9201-9.

Mosier, S. Ogle, K. Paustian, H. Shapouri, J. Smith, T. Wirth, and 
P. Woodbury. 2004. U.S.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greenhouse 
inventory: 1999–200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echnical Bulletin No. 1907. 164 p.

54

Nowak, D.J.; Crane, D.E.; Dwyer, J.F. 2002. Compensatory value of 
urban tr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Arboriculture 28(4): 
194-199.

Nowak, D.J.; Crane, D.E.; Stevens, J.C. 2006. Air pollution removal by 
urban trees and shrubs in the United States. Urban Forestry and 
Urban Greening. 4: 115-123.

Peterson, D.L. and McKenzie, D. 2008. Wildland fire and climate 
chang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Climate 
Change Resource Center. http://www.fs.fed.us/ccrc/topics/
wildland-fire.shtml. [last accessed Jan. 23, 2009]

Robles, M.D.; Flather, C.H.; Stein, S.M.; Nelson, M.D.; Cutko, A. 2008. 
The geography of private forests that support at-risk species in 
the conterminous United States.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6:301-307.

Running, S.W. 2006. Is global warming causing more, larger 
wildfires? Science. 313: 927-928. 

Smith, W.B., tech. coord.; Miles, P.D., data coord.; Perry, C.H., map 
coord.; Pugh, S.A., Data CD coord. 2009. Forest resou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7. Gen. Tech. Rep. WO-GTR-78.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Washington 
Office.

Smith, W.B.; V issage, J.; Sheffield, R.; Darr, D.. 2001. Forest resou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Gen. Tech. Rep. NC-219. St. Paul, 
MN: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North Central Forest 
Experiment Station. 190 p.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00.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2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1958. T imber resource 
for America’s future. Forest Resource Report No. 14.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1958. 713 p.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1965. T imber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est Resource Report No. 17.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1965. 235 p.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1982. An analysis of 
the timber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2-2030. Forest 
Resources Report No. 23.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499 p.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2007. Forest Inventory 
and Analysis Strategic Plan. FS-865. Washington, DC: USDA 
Forest Service. 17p.



55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003. Forest insect and disease 
cond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2. Forest Health Protection 
Repor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124 p.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06. Wildland fire 
suppression. Lack of clear guidance raises concerns about 
cost sharing between Federal and nonfederal entities. Report 
to the Chairman, Subcommittee on Public Lands and Forests,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U.S. Senate. GAO-
06-570,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49 
p. URL: http://www.gao.gov/cgi-bin/getrpt?GAO-06-570. [last 
accessed Feb. 17, 2009]

Waddell, K.L.; Oswald, D.D.; Powell, D.S. 1989. Forest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7. Resour. Bull. PNW-RB-168. Portland, 
OR: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acific Northwest Research 
Station. 106 p.

Westerling, A.L.; Hidalgo, H.G.; Cayan, D.R.; and Swetnam, T.W. 2006. 
Warming and earlier spring increase western U.S. forest wildfire 
activity. Science. 313: 940-943.

网络资源

美国林务局
http://www.fs.fed.us

森林清查和分析
http://fia.fs.fed.us

全国资源评估
http://www.fs.fed.us/research/rpa

森林健康
http://www.fs.fed.us/foresthealth/
http://www.na.fs.fed.us/spfo/fhm/index.htm

全国森林可持续性报告
http://www.fs.fed.us/research/sustain

娱乐/荒野
http://www.srs.fs.usda.gov/trends
http;//www.fs.fed.us/recreation

森林野生动物
http://www.fs.fed.us/research/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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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
http://www.nfic.gov
http://www.fuelman.gov
http://www.fs.fed.us/fire/fuelman/curcond2000/maps.html

森林产品
http://www.fia.fs.fed.us
http://www.fpl.fs.fed.us

非木材森林产品
http://www.sfp.forprod.vt.edu
http://www.fao.org/forestry/site/6367/en
http://ifcae.org/ntfp

森林所有权
http;//www.fs.fed.us /ne/studies/NWOS/main.html

保护区
http://www.IUCN.org
http://www.cbi.org

水资源
http://water.usgs.gov/watuse
http://www.partnershipresourcecenter.org/watersheds/index.php
http://www.drought.unl.edu

干旱
http://www.drought.unl.edu
http://www.nws.noaa.gov/oh/hic/current/drought/index.html

全球森林信息
http://www.fao.org/forestry



美国农业部在其所有的项目和活动中，禁止由于种族、肤色、国源、 

年龄和残疾而实行歧视，而且如果适用，禁止因为性别、婚姻状态、 

双亲状态、宗教、性取向、遗传因素、政治信仰、遭到报复而实行歧

视，或者由于某个人的收入部分或全部来自任何政府的援助计划而对其

实行歧视。（不是所有禁止的内容都适用于所有的项目。）要求替代 

通讯手段（布莱叶盲文、大号印刷体、录音带等）的残疾人，应同美国

农业部的目标中心 (TARGET Center) 联系，联系电话是 (202) 720-2600
（语音和供聋哑人用的电讯装置 TDD）。如要投诉歧视言行，请写信给
美国农业部民权办公室主任，地址是：14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50-9410, 或打电话 (800) 795-3272（语音）或  
(202) 720-6382（供聋哑人用的电讯装置TDD）。美国农业部在提供就业
机会时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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