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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自然植被垂直带谱上一般以暗针叶林带的上限代表森林线，它的海拔高

度取决于温度及其年较差。本文主要根据我国一些地区现代暗针叶林带上限的海拔

高程和 !"% 个气象台站的气象资料，计算出我国的森林线的理论海拔高度，并编绘

出我国的森林线高程等值线图以及多年冻土线与森林线高差等值线图和现代气候雪

线与森林线高差等值线图。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我国森林线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多

年冻土线、气候雪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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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自然带标志线森林线、多年冻土线和雪线这三条自然带标志线的空间分布与气候参数存

在相关关系，主要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在自然植被垂直带谱上森林的最高分布界线为森林

线。森林线的存在条件主要是温度及其年分配。森林线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多年冻土线、气

候雪线的空间结构关系，综合体现了在现今中国大陆地势、地形、地貌背景上气候对自然生

态环境的影响。本文主要依据现代森林线的高程及气候台站气温数据，研究森林线的空间分

布特征及其与多年冻土线、气候雪线的关系，为定量理解过去全球或区域气候变化对不同地

区乃至不同地点生态环境的影响提供依据。

! 基本数据与图件

在自然植被垂直带谱上，一般以暗针叶林带的上限代表森林线。暗针叶林带的空间分布

取决于温度及其年较差，首先根据我国一些地区暗针叶林带上限的海拔高程［!$’］，以高山气

象站实测数据或按自由大气温度直减率，计算出各自位置上的温度（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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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我国一些山地暗针叶林带上限高程与温度

!"#$% & ’$()(*+%, "-+ (%./%0"(*0%, 12 (3% *//%0 $).)(, 12 +"04 51-)2%01*, 210%,( 61-%,
)- ,1.% .1*-(")-1*, 0%7)1-, 12 83)-"

序号 地 点
纬度

（9）

经度

（:）

山顶高程

（.）

现代森林线上限高程（.）和平均温度（;）

高程 & 月 < 月 年均温 年较差

& 白卡鲁山 =>?>>@ &>A?>B@ &AC< &&BB D >AE= &FEA D GEA GBE>

> 奥科里维山 =&?=B@ &>>?B>@ &=>B &>BB D >AEB &FE& D GE> ACEG

A 英吉列山 =&?BF@ &>>?BF@ &G=& &ABB D >>E> &=EH D AEH AHE>

G 青年岭 =&?BG@ &>&?>B@ &A=B &A>B D >>E& &FEB D AEC AHEA

= 小尼里古鲁山 =B?B=@ &>&?==@ &ACF &AHB D >&EA &=EF D AEA AFEC

F 阿尔泰山 GH?B=@ HH?&B@ AA=& >ABB D &AEH &>E> D BEC >FEB

< 小兴安岭平顶山 GF?AH@ &>H?>H@ &G>C &&BB D &CE> &FE< D BEH A=EC

H 张广才岭老秃顶 GG?>A@ &>H?&=@ &FH< &=BB D &HEC &=EB D &E= AAEC

C 天山博格达山 GA?GH@ HH?>B@ =GG= ><BB D &&E& &BEH D BEG >&EC

&B 伊宁乌孙山 GA?>A@ H&?>&@ AFAA >=BB D CEB &&EH &EG >BEH

&& 天山大西沟 GA?>>@ H<?&=@ AGF= >HBB D &&E> &BE= D BEG >&E<

&> 哈尔里克山 GA?BG@ CG?>B@ GHHF >=BB D &>EA &AEF BEH >=EC

&A 长白山白云峰 G>?B>@ &>H?B>@ >FC& &HBB D &CE& &GE& D &EF AAE>

&G 小五台山 AC?=F@ &&=?BA@ >H<B >GBB D &GE> &AEA D BE= ><E=

&= 五台山 AC?B=@ &&A?AG@ AB=H ><BB D &GE& &>E& D BEH >FE>

&F 贺兰山 AH?=B@ &B=?=<@ A==G ABBB D &>EC &>EB D BE> >GEC

&< 祁连山中段北坡 AH?GF@ CC?=B@ A>AH AABB D &>EB &&EB D BE= >AEB

&H 关帝山（吕梁山） A<?=G@ &&A?AB@ >HA& >FBB D &&EH &AEG &EB >=E>

&C 西昆仑山 A<?AF@ <F?><@ A<A< AFBB D &BEB &BEA BE> >BEA

>B 祁连山东北段 AF?=B@ &B>?GB@ G&GA A>BB D &BEF &&E= BEC >>E&

>& 甘肃马衔山 A=?G>@ &BG?B>@ AF&F A&BB D CEF &>EA &EF >&EC

>> 青海阿尼玛卿山 AG?=G@ &BB?>H@ GGGF AHBB D &BE< CE< D BE> >BEG

>A 西秦岭（舟曲） AG?B<@ &BG?=B@ AA&> ABBB D HEA &>E= >EG >BEH

>G 秦岭太白山北坡 AA?=<@ &B<?GF@ A<F< AGBB D CEC &BE& BE> >BEB

>= 秦岭太白山南坡 AA?=<@ &B<?GF@ A<F< AGBB D CE< &BE> BEA &CEC

>F 四川雀儿山 A&?=H@ CH?=<@ =F=G G&BB D HEC CE& BEA &HEB

>< 四川邛崃山（理县） A&?><@ &BA?&B@ =<&G GBBB D <EC <EF D BE& &=E=

>H 湖北神农架 A&?>F@ &&B?&H@ A&=B A&=B D FEA &&E= >EF &<EH

>C 西藏昌都达马拉 A&?BC@ C<?&<@ =>BH G<BB D &BEH =EC D >E& &FE<

AB 四川义敦海子山 AB?&<@ CC?AG@ =HAA G>BB D FEC HE= &E& &=EG

A& 四川折多山西坡 AB?BG@ &B&?GH@ GCF> GBBB D =EC CEB >EB &GEC

A> 西藏波密帕隆藏布谷地 >C?=>@ C=?G=@ F>=B G&BB D <E= CEA &EB &FEH

AA 四川二郎山东坡 >C?=>@ &B>?&F@ A<H> A>BB D =EG &&E= AEA &<E&

AG 西藏左贡东达拉 >C?GA@ CH?BB@ =A<F GABB D <EA <E< BE< &=EB

A= 西藏林芝色齐拉 >C?AH@ CG?A<@ =>=B GABB D <EF HEF BE=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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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序号 地 点
纬度

（!）

经度

（"）

山顶高程

（#）

现代森林线上限高程（#）和平均温度（$）

高程 % 月 & 月 年均温 年较差

’( 四川贡嘎山东坡 )*+’,- %.%+,’- &,,( ’/.. 0 (1( /1& %1) %(1’

’& 西藏墨脱多雄拉 )*+)*- *,+..- ,),. ’/.. 0 21( %%1. ’12 %,1&

’/ 西藏米林 )*+%’- *2+%)- 2*/2 2... 0 ,1& %.1’ )1, %(1.

’* 西藏察隅 )/+2.- *&+)/- (.., 22.. 0 ,1( *12 %1* %,1.

2. 四川稻城贡岭 )/+’/- %..+%&- ,.22 2’.. 0 (1’ &1% .1( %’12

2% 西藏吉隆河谷 )/+)2- /,+).- ,(/. 2... 0 ,1( *1, )1% %,1%

2) 西藏聂拉木（樟木） )/+..- /,+,*- ,’)2 2%.. 0 ,1* *1. %1( %21*

2’ 云南高黎贡山 )/+..- */+),- 2,/( ’,.. 0 )1’ %%1’ 21/ %’1&

22 四川金阳狮子山 )&+,2- %.’+%,- 2.&( ’&.. 0 21( /1( )12 %’1(

2, 西藏陈塘 )&+,.- /&+)2- ,’2( 2... 0 ,1) *1, )1) %21&

2( 西藏错那 )&+2.- *%+2,- 2()% 2%.. 0 ,1’ /1/ %1/ %21%

2& 云南碧罗雪山 )&+’(- */+,’- 2%/& ’&.. 0 )1& %.1’ ’1* %’1.

2/ 四川西昌螺髻山 )&+’’- %.)+)%- 2’,/ ’/.. 0 )1( *1/ 21% %)12

2* 西藏亚东 )&+)*- //+,2- ,&./ 2... 0 21* *12 )12 %21’

,. 云南巧家药王山 )&+%’- %.’+.,- 2.2. ’&.. 0 )1% *1( ’1* %%1*

,% 云南丽江玉龙山 )&+.(- %..+%.- ,,*( 2).. 0 21* (1* %12 %%1/

,) 台湾玉山 )’+)/- %))+,&- ’*,. ’(.. 0 .1% /1% 21( /1)

再以这些山地暗针叶林带上限高程为基础，用相邻数个山地暗针叶林带上限高程内插或

外延，计算出我国 %.) 个气象台站的森林线理论海拔高度（表 )），并按自由大气温度直减

率，推算出各点上空森林线位置的温度。依据 ,) 个山地和 %.) 个气象台站的森林线实际高

程和理论高程，编绘出我国的森林线高程等值线图（图 %）。由于森林线与雪线、多年冻土

线等自然带标志线的空间分布受不同的气候所控制，因而它们在不同地点的海拔高程或高差

数值差别颇大。为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进而计算出森林线与多年冻土线［*］、雪

线［%.］之间的高差（表 )），编制出我国多年冻土线与森林线高差等值线图（图 )）和雪线与

森林线高差等值线图（图 ’）。

) 森林线空间分布基本特征

由于我国境内南、北之间的气温年较差存在高达 ’,$或更大的差值，因此森林线年均

温大致变化于 0 , 3 4 ,$之间。在我国东部，由于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年较差较西部偏大，使

森林线年均温偏低，森林线海拔高程亦相应较西部同纬度地区偏低。从图 % 和表 %，表 ) 可

以看出，我国森林线海拔高程自东北向西南逐步增高，从黑龙江北部白卡鲁山的林线海拔高

度 %%.. # 左右，至岭南地区增至 2... 3 2%.. #。青藏高原多数地区的森林线在 2... # 左右，

低于高原面 2,.. # 左右的平均海拔高度而位于深切峡谷内，但藏东南川西一带森林线高度

相对稍高，可到 2’.. 3 22.. #。森林线空间分布基本的特征显示出受到纬度地带性和大陆度

的共同控制，综合体现了在现今中国大陆地势、地形、地貌背景上非季风区、南亚季风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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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我国部分气象台站森林线高程和平均温度

!"#$% & ’$()(*+%, "-+ ".%/"0% (%12%/"(*/%, 34 (5% 43/%,( $)-% )- " 2"/( 34 1%(%3/3$30)6"$ ,("()3-, )- 75)-"

序

号

气象

台站

纬度

（8）

经度

（9）

地面高程

（1）

气候森林线高程与温度 多年冻土线与森林线 雪线与森林线

高程

（1）

: 月均温

（;）

< 月均温

（;）

年均温

（;）

年较差

（;）

冻土线高

程［=］（1）

两线高差

（1）

雪线高

程［:>］（1）

两线高差

（1）

: 海拉尔 ?=@:AB ::=@?CB D:&E= :C>> F &:E> :CE& F AE: ADE& D>> F =>> &=>> :?>>

& 嫩江 ?=@:>B :&C@:AB &&&EA :?>> F &:E& :CE: F AE: ADEA :&>> F &>> A>>> :D>>

A 阿勒泰 ?<@??B GG@>CB <ACE: &&>> F :AE& :AE: F >EA &DEC &D>> ?>> A&>> :>>>

? 塔城 ?D@??B GA@>>B C?G &&>> F =E< :&EC >ED &&E& &G>> D>> A?>> :&>>

C 哈尔滨 ?C@?:B :&D@A<B :<:E: :D>> F &>E> :?ED F &ED A?ED :C>> F :>> A&>> :D>>

D 克拉玛依 ?C@ADB G:@C:B ?&< &?>> F :>EC ::E= >E& &&E? A>>> D>> AD>> :&>>

< 北塔山 ?C@&&B =>@A&B :DC>E: &&>> F :&E> :&EA >E> &?EA &G>> D>> AG>> :D>>

G 伊宁 ?A@C<B G:@&>B DD&EC &D>> F =EC ::E: >E< &>ED A&>> D>> AD>> :>>>

= 乌鲁木齐 ?A@ADB :&&@:DB :<GEC &D>> F :>EG ::ED >E& &&E? A&>> D>> A=>> :A>>

:> 长春 ?A@C?B G<@&GB DCAEC :G>> F :=E& :?E& F &E> AAED :G>> > A?>> :D>>

:: 锡林浩特 ?A@C?B :&C@:AB &ADEG &&>> F :GE= :?E> F &E& A&E= &&>> > AC>> :A>>

:& 二连浩特 ?A@C:B ::D@>CB =G=EC &?>> F :<E: :AE? F :ED A>EC &C>> :>> A?>> :>>>

:A 通辽 ?A@A=B ::&@>>B =D?EG &>>> F :GE& :?E& F :ED A&E? &:>> :>> AC>> :C>>

:? 延吉 ?&@CAB :&=@&GB :<DEG :=>> F :=E< :AEC F &EC AAE& :G>> F :>> AA>> :?>>

:C 哈密 ?&@?=B =A@A:B <A<E= &=>> F :AE> ::E< F >EC &?E< AA>> ?>> ?&>> :A>>

:D 赤峰 ?&@:DB ::G@CGB C<:E: &&>> F :DE> :AE= F :E& &=E= &?>> &>> AD>> :?>>

:< 老东庙 ?&@:AB :>:@&&B =ACEC &=>> F :AE< :&ED F >E? &DEA AA>> ?>> ?A>> :?>>

:G 沈阳 ?:@?DB :&A@&DB ?:ED &:>> F :GE> :AEA F :E< A:EA &&>> :>> AD>> :C>>

:= 库尔勒 ?:@?CB GD@>GB =A:EC A:>> F :>E< :>E= >EG &:EA A<>> D>> ??>> :A>>

&> 哈日奥日布格 ?:@?AB G&@C<B :>== &=>> F :?E> :&EC F >EG &DEC AA>> ?>> ??>> :C>>

&: 库车 ?:@?AB :&D@CCB AA&EC A&>> F :>EC ::E& >EC &:E< A<>> C>> ?C>> :A>>

&& 临江 ?:@?AB :>?@>>B =CAEC &>>> F :=ED :AE& F &E? A&EG &>>> F &>> AD>> :D>>

&A 野马街 ?:@AGB =D@CAB :=D&E< A>>> F :&E? :&E> F >EA &?E? A?>> ?>> ?A>> :A>>

&? 呼和浩特 ?>@?=B :::@?:B :>DAEA &D>> F :DE: :&E< F :EA &GEG &G>> &>> A<>> ::>>

&C 巴彦高勒 ?>@&>B :><@>>B :>CCE: &=>> F :?E: :&E? F >E< &DEC A&>> A>> ?&>> :A>>

&D 敦煌 ?>@>GB =?@?<B ::AGE< AA>> F ::ED ::E= >EA &AEC A<>> ?>> ?D>> :A>>

&< 东胜 A=@C>B :>=@C=B :?D>E? &G>> F :?EC :&EA :EA &DEG AC>> <>> ?&>> :?>>

&G 北京 A=@?GB ::D@&GB A:E& &?>> F :?E= :AE& >EG &GE: &<>> A>> AG>> :?>>

&= 酒泉 A=@?DB =G@A:B :?<<E& A&>> F ::E= ::E< F >E: &AED AD>> ?>> ??>> :&>>

A> 喀什 A=@&GB <C@C=B :&GGE< A?>> F =E? ::EC :E> &>E= ?>>> D>> C>>> :D>>

A: 若羌 A=@>&B GG@:>B GGGEA AC>> F :>EC :>EG >EC &:EA ?>>> C>> C:>> :D>>

A& 张掖 AG@CDB :>>@ACB :?G&E< A:>> F ::EC ::E= >E? &AE? AD>> C>> ??>> :A>>

AA 冷湖 AG@C>B =A@&AB &<AA AC>> F :&E< ::E& F >E? &AE= A=>> ?>> C&>> :<>>

A? 大连 AG@?GB :&:@:AB :CED &<>> F :CED ::ED F >ED &<E& A:>>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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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序

号

气象

台站

纬度

（!）

经度

（"）

地面高程

（#）

气候森林线高程与温度 多年冻土线与森林线 雪线与森林线

高程

（#）

$ 月均温

（%）

& 月均温

（%）

年均温

（%）

年较差

（%）

冻土线高

程［’］（#）

两线高差

（#）

雪线高

程［$(］（#）

两线高差

（#）

)* 民勤 )+,-). $(),(/. $)/& )0(( 1 $02* $$2& 1 (2$ 0-20 )/(( -(( -*(( $)((

)/ 银川 )+,)$. $(/,$/. $$$$2* )$(( 1 $02- $$2& 1 (2) 0-2$ )*(( -(( -)(( $0((

)& 茫崖 )+,00. ’(,(’. )$)+2* )-(( 1 $02& $$20 1 (2- 0)2’ )+(( -(( *0(( $+((

)+ 太原 )&,-&. $$0,)). &&&2’ 0+(( 1 $02+ $02( 1 (2$ 0-2+ ))(( *(( -((( $0((

)’ 和田 )&,(+. &’,*/. $)&-2/ )/(( 1 +2+ $$2( $20 $’2+ -)(( &(( *-(( $+((

-( 邢台 )&,(-. $$-,)(. &/2+ 0&(( 1 $$2* $02) (2$ 0)2+ )0(( *(( -((( $)((

-$ 西宁 )/,-*. $($,)+. 00’/20 ))(( 1 $(20 $(2+ (2& 0$2( -((( &(( -*(( $0((

-0 济南 )/,-$. $$/,*’. *) 0’(( 1 $02& $$2+ 1 (2) 0-2* )-(( *(( -0(( $)((

-) 延安 )/,)/. $(’,)(. ’*&2/ )((( 1 $$2/ $$2- (20 0)2( )/(( /(( -)(( $)((

-- 都兰 )/,0(. ’+,(0. )$’$2$ )&(( 1 $020 $$2/ (2$ 0)2+ -0(( *(( *((( $)((

-* 格尔木 )/,$0. ’-,)+. 0+(/2$ )+(( 1 $$2- $(2’ (20 002) -)(( *(( *0(( $-((

-/ 青岛 )/,(-. $0(,$’. +020 0+(( 1 $02( $020 (20 0-20 )-(( /(( -$(( $)((

-& 兰州 )/,(). $(),*). $*$&20 ))(( 1 $(2/ $$2$ (2* 0$2& )’(( /(( --(( $$((

-+ 平凉 )*,0*. $(/,)+. $)-/2/ )$(( 1 $(2) $$20 (2/ 0$2* )+(( &(( -*(( $-((

-’ 甘南 )-,**. $(),(-. 0++& )0(( 1 $)2/ +2’ 1 $2- 00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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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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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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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度

（"）

地面高程

（#）

气候森林线高程与温度 多年冻土线与森林线 雪线与森林线

高程

（#）

$ 月均温

（%）

& 月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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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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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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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国森林线高程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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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季风区的气候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影响。

4 森林线与多年冻土线的关系

森林线与多年冻土线一样，它们的存在条件均主要是温度及其年分配，受降水等其它气

候因子的影响相对较小，因而气候森林线与气候多年冻土线在一地的高程及相对高差是一定

的，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多年冻土线一般以连续多年冰土带的南界或下界来代

表［5，!!］。中国大陆多年冻土线高程明显受高度地带性和纬度地带性控制，自北向南海拔高度

逐渐增大。东部地区的多年冻土线高程从东北的 6 !788 9，至海口附近增到 :;88 9；西北地

区的多年冻土高程从阿尔泰山的 7<88 9，至昆仑山增到 =:88 9 左右，青藏高原的多年冻土

线高程基本上稳定在 =:88 > :888 9［5］。

在我国东部，由于东北地区的气温年较差偏大，使森林线年均温相对偏低，而且多年冻

土线年均温却又相对偏高，因此森林线高度往往高于多年冻土线。从图 7 可以看出，长春—

锡林浩特一带的森林线高程接近或略高于多年冻土线，往北至黑龙江北部森林线高程则高于

多年冻土线，且愈向北高差愈大。年较差越低的地区，其负高差越大，海拉尔附近森林线与

多年冻土线的高差可达 5889 左右。从 8 9 线向南，随着气温年较差的减小而森林线年均温

升高，森林线高度相应地变为低于理论多年冻土线，且愈往南两者的高差愈大。向南至台湾

中央山脉（海拔 4<889）森林线年均温可达 =%<?，云南高黎贡山（海拔 =:@<9）森林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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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温更高达 !"#$，因此其理论多年冻土线高出森林线 %&’’ ( %!’’) 左右。我国东部地区从

海拉尔 * +"%$到海南岛海口的 !"+$，虽然都是纬度暗针叶林带上界，但年均温却增加了

,"!$，冻土线与森林线之间的高差亦由负高差变至正高差，从 * -’’ ) 增至 %.’’ )，相对高

差达 &!’’ )。

图 & 中国多年冻土线与森林线高程高差等值线图

/01"& 23450673 48 97019: ;0887<76=73 >7:?776 :97 @7<)A8<43: 50)0:3 A6; :97 84<73: 5067 06 B906A

在我国西部地区，无论是青藏高原还是干旱盆地区，由于气温年较差比东部地区大多数

相对偏小，而使森林线普遍位于多年冻土线之下，两线高差多数变化于 !’’ ( C’’)，且在纬

向上的分异亦不太明显。

我国境内森林线与多年冻土线的空间分布关系，不仅东、西而且南、北之间均存在差

异，不能直接对比。森林线高程，自南向北表现为从高于多年冻土线向低于多年冻土线转

变，且东部的变化幅度远比西部明显，显然与气候的年均温和年较差以及大陆度密切相关。

! 森林线与雪线的关系

气候雪线的空间格局由现今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所决定，它既受高度地带性和纬度地带

性限制，也受区域性气候的控制［%’，%&］。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呈环状分布的气候雪线高程

为 !#’’ ( C&’’ )，我国东部地区的气候雪线高程自北向南逐步增高，从 &+’’ ) 增加到

.%’’)，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一个 !&’’ ( !!’’ ) 的相对低值槽谷。气候雪线高程东西差

异显著，沿北纬 +’D线气候雪线东部最高为 !%’’ )，西部 .-’’ )，差异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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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气候雪线与森林线高差等值线图（图 !）上可以看出，气候雪线高程总体上高于

森林线，但两者的高差各地有较大差异，高差等值线显现多个高值与低值中心。高值中心主

要位于西昆仑及附近地区（约 "#$$%），东北三江平原及以东地区（ & "’$$%），西秦岭至山

东半岛（"!$$ ( ")$$%），以及滇东桂西地区（ & "$$$ %）。最显著的低值中心位于江南地区

（*$$ ( ’$$%），以及川西南滇西北地区（ + ,$$%），两者均位于北纬 !$-以南、南岭以北，构

成一东西方向的低值带。其它相对低值区位于内蒙古中部（ + ""$$ %）、新疆伊犁地区（ +
""$$ %）和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南部地区（ + ".$$ %）。

图 ! 中国雪线与森林线高程高差等值线图

/012! 34560784 59 :801:; <0998=87>84 ?8;@887 ;:8 >60%A;0> 475@60784 A7< ;:8 95=84; 6078 07 B:07A

* 简短讨论

制约森林线的高度和气温年较差，既随黄赤交角的变化而变，又随大气环流和季风气候

的强弱和迁移而异。森林植被对温度的变化有一定的适应性，它所反映的气候变化不如其它

指标直接，故森林线与多年冻土线的时空分布主要反映 "$! ( "$) 年尺度的平均气候，比此或

长或短的气候波动周期中可能不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森林线及各林带界限上的年均温因

地、因时而异，若简单地使用垂直植被带高度或温度和水平植被纬度或温度来反演孢粉植物

群的古温度，无疑将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多年冻土的发育和消亡明显受气候和纬（高）度地带性的控制，且在时间上又有一定的

滞后性，因而根据标志性的冰缘现象和多年冻土线的移动重建古气候虽然是可靠的，但仍需

,C.第 ) 期 蒋复初等：中国大陆森林线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多年冻土线、气候雪线的关系



精确的年代标尺和准确的空间位置才能进行古气候对比分析。同时，新构造运动又可以改变

地面高度，将会导致气候的年均温和年较差发生变化，森林线高度亦会相应地随之升高或降

低。气候因时而变，森林线与多年冻土线的空间关系亦因时而异，它们的空间分布及相互关

系将会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可以认为，森林线与多年冻土线的时空关系受到古气候变化和新

构造运动的双重控制，详细将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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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力学学报》荣获“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地质力学学报》，继 ;<<< 年荣获“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优

秀刊物奖之后，又于 ;<<= 年 > 月被收录为国家科技部“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

心期刊）。多年来，广大作者、读者给予《地质力学学报》大力的支持与厚爱，《地质力学学

报》将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进步。

??;第 = 期 蒋复初等：中国大陆森林线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多年冻土线、气候雪线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