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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杉木二元立木材积生长率模型研究

朱
 

松1,罗洪章1,张江平2
 

,夏忠胜1
 

(1. 贵州省森林资源管理站,贵州 贵阳 550001; 2. 贵州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根据杉木在贵州省的生长分布情况,将其划分为中心区、一般区 2 个建模单元,分别各建模单元设置样地进

行调查,选择各径阶平均木进行树干解析,用复利式计算各径阶、各龄阶材积生长率,选择合适的基本方程分别采

用不同的拟合方法拟合二元立木材积生长率模型,通过对各项统计检验指标进行分析评价及适用性检验,确定最

优模型. 提出贵州杉木二元立木材积生长率模型的应用方法.
关键词:杉木;二元立木材积生长率;模型拟合;模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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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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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ccording
 

with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in
 

Guizhou
 

prov-
ince,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forest
 

was
 

divided
 

into
 

central
 

area
 

and
 

general
 

area
 

with
 

two
 

model
 

units
 

respectively.
 

In
 

details,
 

sample
 

plots
 

of
 

each
 

unit
 

were
 

set
 

up
 

to
 

investigate,
 

average
 

tree
 

diameters
 

were
 

selected
 

for
 

stem
 

analysis,
 

compound
 

interest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volume
 

growth
 

rates
 

of
 

all
 

kinds
 

of
 

the
 

diameter
 

&
 

age
 

class,
 

and
 

suitable
 

equations
 

with
 

different
 

matching
 

ways
 

were
 

chosen
 

to
 

fit
 

the
 

model
 

for
 

binary
 

standing
 

volume
 

growth
 

rate.
 

Through
 

the
 

analyses
 

and
 

examinations
 

by
 

diverse
 

sta-
tistic

 

indicators,
 

the
 

optimal
 

model
 

was
 

obtained.
 

Therefore,
 

the
 

paper
 

proposed
 

an
 

applied
 

method
 

for
 

growth
 

rate
 

model
 

of
 

binary
 

standing
 

timber
 

volume
 

of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i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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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可持续经营必须以整个森林生态系统为

对象,遵循森林、林木生长规律,保持森林生态系统

的健康、稳定和活力. 森林生长量预报是反映森林、
林木生长规律,掌握森林资源动态变化,确定森林、
林木最佳产出,检验和评价各种森林经营措施效果

的基础. 因此,建立适用于不同层次的森林生长量估

测方法,为森林经营提供森林生长量的估测依据已

属当务之急,而材积生长率与胸径、年龄的相关模型

被证明是估测森林生长量的较好方法之一[1] .
杉木是贵州省主要的造林树种,据贵州省第三

次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资料,到 2006 年底,杉木

分布的面积、蓄积量分别占全省乔木林面积、蓄积量

的 26. 95%、36. 1%. 研究并建立反映全省不同区域

杉木具体情况的生长量估测计量体系,是科学测算

森林采伐限额,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基础. 本文着

重研究贵州杉木二元立木材积生长率模型的拟合方

法和应用.

1 建模资料

1. 1 建模单元划分

划分建模单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实现模型的通

用性,即建立超总体模型,保证模型在建模单元内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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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任一抽样总体[2] .
根据贵州省杉木产区区划,将全省杉木分别划

分为杉木一般区和杉木中心区 2 个建模单元. 其中

杉木中心区包括黎平、从江、榕江、雷山、台江、剑河、
锦屏、天柱、丹寨等 9 个县及黔南州的三都县,杉木

一般区为全省范围内除中心区以外的其他县(区、
市).
1. 2 样本组织

按照划分的建模单元,结合各地杉木资源的特

点,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分别立地条件好、中、差选

择典型近、成熟林分设置标准地,每木检尺后分径阶

选择平均木进行树干解析,每个建模单元解析样木

的胸径涵盖现有林分的最大胸径. 建模样本应满足

大样本要求[3] .
在采集建模样本的同时,以相同方法收集一定

数量的样本作为检验样本,对所建模型进行适应性

检验.
1. 3 样本收集及数据整理

根据每一株解析样木的相关记录,绘制树干解

析图,直观找出异常曲线进行修正,并修正曲线相对

应的数据作为树干解析基础数据. 用复利式计算各

株解析木不同径阶、不同龄阶的材积生长率 Pv[4] .
在各建模单元内,分别绘制胸径 D—材积生长

率 Pv、年龄 A—材积生长率 Pv、胸径 D—年龄 A 的

散点图,剔除明显错误的数据.
经过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确定杉木一般区 90

株解析样木建模,
 

97 株解析样木检验;中心区 60 株

解析样木建模,27 株解析样木检验.
 

2 建模方法

2. 1 模型基本方程选择

按照前人的研究,以胸径 D 和年龄 A 作为模型

的自变量,材积生长率 Pv 作为因变量,采用模型

(1)作为基本方程拟合[1] .

Pv= c0·Dc1·Ac2
        

(1)
2. 2 模型拟合方法

材积生长率虽然已是材积生长量的相对数,但
由于所跨地域较大,异方差依然存在[5] . 为有效消

除异方差的影响,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加权最小

二乘法 2 种方法分别拟合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加权

最小二乘法的权函数为模型自身的倒数[6] .
2. 3 模型拟合结果

根据建模样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加权最

小二乘法分别拟合杉木一般区、杉木中心区的参数

估计值(表 1).

表 1　 杉木二元立木材积生长率模型参数估计值

建模单元 拟合方法
拟合参数值

c0
 c1 c2

一般区 普通最小二乘法 373. 93 -0. 10283 -1. 103750

加权最小二乘法 394. 91 -0. 23493 -1. 019597

中心区 普通最小二乘法 393. 69
 

-0. 19568
 

-1. 060830

加权最小二乘法 472. 30 -0. 20048 -1. 135350

3 模型检验

3. 1 模型自检

3. 1. 1 模型参数稳定性评价

参数稳定性是判定模型是否可用的重要指标,
一般以参数变动系数不超过± 50%为识别标准[2] .
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2　 材积生长率模型参数稳定性比较

建模单元 拟合方法
参数变动系数 / %

c0
 c1 c2

一般区 普通最小二乘法 5. 91 -20. 52 -3. 61

加权最小二乘法 7. 98 -15. 88 -4. 67

中心区 普通最小二乘法 6. 15 13. 26 3. 92

加权最小二乘法 9. 73 21. 40 4. 54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 2 个建模单元内,利用普通

最小二乘法、加权最小二乘法拟合的模型参数其变

动系数均不超过±50%,说明其参数比较稳定.
3. 1. 2 模型统计指标分析

模型回归统计评价准则采用残差平方和 Q、剩
余标准差 S、复相关系数 R 等,计算结果见表 3.

表 3　 模型参数统计指标比较

建模单元 拟合方法 Q S R

杉木一般区 普通最小二乘法 23711. 91 7. 1243 0. 9233

加权最小二乘法 27069. 11 7. 6082 0. 91891

杉木中心区 普通最小二乘法 13929. 04 6. 1335 0. 9336

加权最小二乘法 14454. 55 6. 2483 0. 9328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除加权最小二乘法拟合模

型的残差平方和 Q 大于普通最小二乘法拟合模型

的残差平方和 Q 外,2 种拟合方法的剩余标准差 S、
复相关系数 R 差别不大.
3. 1. 3 模型残差分析

残差分布的随机性是模型不存在系统偏差的重

要判断依据[2] . 通过绘制胸径 D-残差 e、年龄 A-残
差 e 的残差分布图,所建模型的残差随胸径 D、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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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布较为随机均匀,模型不存在系统偏差.
3. 2 模型检验和评价

以总相对误差(RS)、平均系统误差(E)、平均

相对误差绝对值(RMA)、预估精度(P)等作为模型

的检验指标值,其中:

RS=
∑yi-∑y( i

∑y( i
×100%

         

(2)

E=
∑yi-∑y( i

n
×100%

            

(3)

RMA=
∑│

yi-y

(

i

y( i
│

n
×100%

        

(4)

P= 1-
ta× ∑(yi-y

(

i) 2

y

(

n(n-T)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100%
 

(5)

式中:yi 为实测值;y( 为估计值;y

(

为估计值的平均

值;n 为样本单元数,ta 为置信水平 a 时的 t 分布值,
 

T 为回归模型参数个数.
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　 材积生长率建模模型评价指标

建模单元 拟合方法
RS
/ %

E
/ %

RMA
/ %

P
/ %

杉木一般区 普通最小二乘法 -0. 72 -3. 00 28. 45 96. 68

加权最小二乘法 -1. 43 0. 00 28. 80 96. 47

杉木中心区 普通最小二乘法 -1. 01 -4. 17 29. 90 96. 09

加权最小二乘法 -0. 99 0. 00 30. 51 96. 01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加权最

小二乘法拟合的模型均具有较好的评价指标水平,
其中平均系统误差 E、总相对误差 RS 均<±5%,预估

精度 P 均在 96%以上,但由于加权最小二乘法有效

消除了异方差的影响,其系统误差已经为 0,因此总

体上要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
 

3. 3 模型适用性检验

模型适应性检验用各建模单元内抽取的检验样

木进行,检验样木的材积生长率同样以复利式计算.
通过适应性检验,验证模型在应用中可能产生

的最大误差是否超出允许范围,以确定模型在建模

单元内是否通用. 检验结果表明,从平均系统误差 E
来看,在杉木一般区或中心区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

和普通最小二乘法拟合的模型均低于±5%;从总相

对误差 RS 来看,杉木中心区 2 种拟合方法所得结果

差距不大,但对杉木一般区而言,由于所跨区域广

阔,杉木生长条件差异大,其材积生长率存在明显的

异方差,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拟合模型比普通最小

二乘法具有更好的效果. 具体检验指标见表 5.

表 5　 模型适应性检验指标

建模单元 拟合方法
检验指标

E / % RS / %

一般区 普通最小二乘法 -4. 65 -6. 18

加权最小二乘法 -1. 81 -5. 10

中心区 普通最小二乘法 -0. 10 -2. 68

加权最小二乘法 4. 23 -3. 02

4 结论

1)通过对普通最小二乘法、加权最小二乘法拟

合模型的各项评价指标及检验指标进行综合对比分

析,可以看出在 2 个建模单元内,由于材积生长率已

是材积生长量的相对数,拟合模型的参数变动系数

低于±50%,所选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2)树干解析法由于获取了每株样木生长的全

部信息,建立的二元立木材积生长率模型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值.
3)受建模单元涵盖地域大小的影响,材积生长

率即使已是材积生长量的相对数,但地域较广的杉

木一般区异方差对模型拟合影响较为明显,利用加

权最小二乘法拟合模型是消除异方差的有效手段.

5 模型应用

杉木二元立木材积生长率模型可用于建模单元

内不同大小抽样总体的森林生长量预测,其具体步

骤及方法如下[2] :
1)将总体抽样样本所取得的样地每木检尺资

料分龄组按不同径阶进行归类,统计出各龄组各径

阶材积.
2)将各龄组的平均年龄(取龄组中值)和各径

阶的直径中值代入相应的二元材积生长率模型中,
求出各径阶材积生长率估计值,除以 100 再乘以各

相应径阶的材积即为各径阶材积生长量.
3)累计各龄组、各径阶的材积生长量为样本总

生长量,以样本总生长量除以样本总材积,得到样本

综合生长率估计值.
4)将样本综合生长率乘以总体总蓄积得到总

体总生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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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调查规划体系的中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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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以按照欧盟技术规程编制的湖南省永顺县万坪镇战略森林规划为例,从森林资源调查、编案单位选择、方案

的深度和广度、方案的检查评定 4 个方面进行了中国和欧盟森林资源调查规划体系的比较分析. 森林资源二类调

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调查面积大、精度低;间隔期长,时效性差;调查因子单一,难以满足编案要求. 森林经营方案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编案单位面积广,实施难度大;方案内容单一,针对性差;方法落后,科学性不强;深度不够,方案

的可操作性差. 笔者从改进调查体系、缩小编案单位面积、扩展规划内容、加强森林经营措施规划、提高民众参与程

度和高新技术应用力度等方面提出了我国集体林区森林经营方案的改革思路.
关键词:集体林;调查规划体系;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森林经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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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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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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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表明,我国集体林的

林业用地、森林面积和活立木蓄积量分别占全国的

60. 08%、57. 55%和 23. 67%. 在集体林区,所有制层

次多,山林权属复杂,经营形式多样,林区自然环境

条件差异大. 森林经营方案是指导林业生产单位集

约经营森林、合理确定采伐量、监测森林资源消长变

化,规划林业建设工程的基本依据. 森林经营方案对

提高集体林资源质量和我国林业整体经营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
2009 年 5 ~ 6 月,笔者与世界银行中国林科院项

目办(WBPO / CAF)签约,作为中欧天然林管理项目

( NFMP, 以 下 简 称 项 目 ) 当 地 短 期 项 目 专 家

(LSTE),
 

按照欧盟的技术规程[1] ,主持编写了“湖

南省永顺县万坪镇战略森林经营规划” ( SFMP,以
下简称规划). 通过中欧森林调查规划体系的比较

分析,揭示我国集体林经营方案编制方面存在的问

题,并探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集体林经营方

案编制的思路和设想,以期对提高我国集体林经营

方案质量和森林经营水平提供借鉴.

1 森林资源调查体系的比较分析

1. 1 我国森林资源二类调查

根据国家林业局“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与实施纲

要”(试行,2006)的要求,集体林区经营主体在编制

森林经营方案之前必须进行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二类调查).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的内容为林业生产条件

调查、小班调查、专项调查、多资源调查 4 个方面[2] .
林业生产条件调查包括自然条件调查、社会经济条

件调查、林业经营历史状况调查,通常采用文献查

阅、座谈访问方式进行,也可组织专业队伍进行现场

观测. 专项调查如出材量调查、土壤调查、立地类型

调查、森林病虫害调查,通常结合某一林业特定任务

进行. 多资源调查的任务包括经济植物资源、野生动

物和放牧资源、风景资源、水资源,通常结合某一资

源的开发,如森林公园建设进行. 在二类调查中,小
班调查是重点. 小班调查主要包括地况调查、林况调

查,小班调查有样地实测法、目测法、航片估测法、卫
片估测法,在生产实践中通常采用目测调查和抽样

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控制总体蓄积量调查精度.
1. 2 欧盟的森林资源调查体系

按照欧盟的技术规程,在编制规划之前,在万坪

镇 4 个项目村进行了以下 4 项专项规划调查.

1. 2. 1 土地利用战略规划

2007 年 6 月,采用 SPOT5 遥感图像作为主要信

息源,在图像几何精校正、空间分辨率融合、图像增

强的基础上进行土地利用类型解译判读. 为保证规

划的合理性,通过农户参与方式,采用决策树的方法

确定了每一地块的规划用途,在 GIS 平台上绘制了

每个项目村的土地利用战略规划图,并制定了相应

的管理规章. 土地利用战略规划的制定为战略森林

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基础.
1. 2. 2 多资源森林清查

2007 年 11 月,对万坪镇项目村进行了多资源

森林清查(MFRI),调查的内容涵盖木材、非木材产

品(竹子、药材、森林蔬菜、放牧资源等)、土壤、病虫

害、森林火灾等多项内容[3] ,基本覆盖了我国森林

资源二类调查、多资源调查、专项调查的主要内容.
调查的方法采用 GPS 定位、高强度系统抽样,样地

形状为圆形,项目村共布设样地 1
 

126 个,其中 25%
为固定样地,调查的精度与我国一类调查精度相当.
为保证内业统计的精度,欧盟专门开发了多资源森

林清查的统计软件 FRIDAP.
1. 2. 3 参与式资源评估( PRA) 和社区发展( CD)

规划

2006 年 2 月,对万坪镇 4 个项目村进行了参与

式资源评估和社区发展规划. 评估、规划的内容包

括:项目村自然和社会经济状况;森林资源状况和利

用方式;社区发展优势和瓶颈分析;社区基础建设和

可替代性生计发展项目规划;社区历史大事记;社区

资源空间分布图[4] . 与中国二类森林资源调查相

比,参与式资源评估类似于森林经营调查,而社区发

展规划则与森林经营方案中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培

训规划相似.
1. 2. 4 非木材森林产品(NTFP)调查

 

2009 年 5 月,对万坪镇项目村进行了非木材产

品农户调查,调查采用半结构化问卷与座谈访问相

结合的方式. 样本大小为 60,每个行政村 15 户,采
用随机原则确定调查农户. 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家庭

概况及收入来源;农户主要非木材产品的消耗及销

售情况;最近 5
 

a 农户薪材和自用材的消耗量及构

成;农户非木材产品的销售方式和销售价格;农户在

自用材申请,非木材产品采集、加工、销售中遇到的

问题及政策建议. 1998 年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后,
森林经营的重点转向毛竹、林下中草药采集、森林蔬

菜等非木材产品,农户 NTFP 调查满足了战略森林

经营规划编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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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和检查评定的对比

分析

2. 1 编案单位的选择

由于集体林区的县林业局具有全权管理森林资

源的职能,许多地方的二类调查是以县为单位进行

的,森林资源消长目标责任制和年采伐限额等都是

以县为单位确定的,集体林区大部分县又都编制过

县级林业区划与县级林业发展规划,一个县的技术

力量也较强. 另外,县级行政区划比较稳定,不会因

为境界变动而影响方案的实施,以县为单位编制森

林经营方案可以实现永续利用. 因此,集体林区编制

经营方案目前大部分倾向以县为单位编制,如河北

兴隆、广西融水等县. 考虑到编制经营方案技术力量

有限,在县级编制经营方案中通常以林区重点县为

主,其他县则搞森林经营简明方案,以适应林业形势

发展的需要[5] . 但是由于县并非经营实体,一个县

的区域范围有时很大,县域范围内自然经济条件差

异悬殊,这种方式编制出来的经营方案具有规划的

性质,如果不和基层单位或经营实体的经营方案相

配合,单独实施起来困难较大.
中欧天然林保护项目规划编制的单位选择乡

(镇),自用材、薪材消耗分解到村,生态旅游、非木

材产品加工利用、人员技术培训等具体林业生产经

营活动通过村级林业发展规划来实施. 乡作为基层

的行政区划单位,区域范围不大,林业生产经营活动

比较简单,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对全乡林业生

产具有直接控制的权力,乡镇林业站也具有一定的

技术力量. 行政村作为一个村民社区自治单位,范围

小、共同点多、内聚力大,有利于采伐限额指标的分

解落实和经营方案的实施. 欧盟这种“乡镇+行政

村”相结合的森林经营方案编案单位选择方法,方
案的编制和实施都比较容易,而且能直接具体指导

基层林业生产.
2. 2 方案的深度和广度

在规划的广度上,我国县级森林经营方案的内

容侧重于造林、森林抚育、林分改造、森林主伐、森林

保护等营林技术措施规划,木材加工、综合利用、森
工基建、伐区设计内容较少,缺乏社区发展、技术培

训、非木质资源经营利用、森林游憩、森林健康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规划内容. 在规划的深度

上,县级森林经营方案的深度要达到初步设计的要

求,县级经营方案应满足制定年度计划和作业设计

要求,主要经营目标和各项生产任务分解到乡镇. 各
乡则在县经营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作业设计调查,将
造林、采伐等主要生产指标落实到山头地块.

在规划的广度上,万坪镇战略森林经营规划主

要包括规划目标、森林经营规划、保证措施规划 3 部

分. 规划目标包括长期规划目标(10
 

a)、中期规划目

标(5
 

a)、利益相关者共同愿望 3 部分内容. 规划目

标涵盖森林资源发展、竹林培育、非木材产品利用、
生态旅游、水资源保护、可替代性能源多项内容. 森
林经营规划则包括生产林区划、目前的森林经营实

践分析、森林经营情景规划、森林采伐量计算、森林

经营措施规划、非木材产品规划、旅游规划、规划实

施工作计划. 在保障措施规划一章则包括编制行政

村森林发展规划、建立林业推广服务体系、进行人才

培训、建立经营方案监测体系多项内容. 在规划的深

度上,与我国县级森林经营方案相比,除采伐量论证

较为详细外,其他规划内容较粗,也缺乏投资概算与

效益分析内容,许多规划项目需要通过村森林发展

规划加以落实,达不到初步设计的深度,难以满足制

定年度计划和作业设计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万坪镇森林经营规划中营林措

施规划是建立在永久性营林示范点经营实践经验总

结的基础上. 从 2006 年 6 月开始,在万坪镇先后建

立了阔叶林、针叶林、竹林、混交林 6 个营林示范点,
每个示范点面积大小为 1

 

hm2 . 在边界和面积测量

的基础上,进行 GPS 定位和永久标志设立,同时选

择并标定了目标树和需要采伐的竞争木,制定了每

个示范点经营措施规划. 万坪镇森林经营方案中营

林措施规划涵盖针叶林、阔叶林、混交林、竹林等各

主要林种,包括经营目标、主要营林措施、单位面积

最大采伐量,并以森林经营类型设计一览图的方式

形象地展示了示范点地理位置、森林类型、林分结

构、演替阶段、目标森林类型、营林措施、收获方案等

主要技术环节.
2. 3 方案的检查评定

我国集体林县级森林经营方案的检查修订,通
常从林学效果、经济效果 2 个方面加以评价. 林学效

果包括林地利用程度、森林生产率、森林结构、森林

资源增长;经济效果包括森林资源利用率、林产品商

品率、职工年收入、企业利润率等指标. 由于指标众

多,缺乏有效的监测方法,很多指标难以获得或获得

成本过高,集体林森林经营方案的检查评定难以定

期进行,或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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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坪镇战略森林经营规划的检查评定指标只有

4 个:主要森林类型地类的变化、林分胸径的演化、
生物多样性状况、项目村农户收入水平. 主要森林类

型地类的变化通过 10
 

a 一次的 SPOT5 遥感图像解

译判读来实现. 为减少判读的误差,要求采用同一套

判读标志、同一套判读人员. 林分胸径和生物多样性

监测则通过 1
 

126 个圆形样地中 25%的固定样地复

查进行,要求采用固定样地建立时同样的技术标准.
农户收入水平监测通过参与式资源评估( PRA) 进

行,评估周期为 3 ~ 5
 

a.

3 我国森林资源调查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

3. 1 森林资源二类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韦新良、高兆蔚、刘安兴、周光辉等人对我国集

体林区现有的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6-8] :
3. 1. 1 调查面积大,成果精度低

 

目前,集体林二类森林经理调查工作主要由国

家和省下达计划和任务,县林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

和承担完成调查工作. 由于点多面广、技术要求高、
组织实施难度大,导致县林业主管部门耗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应付这项工作[5] . 在县级林业

主管部门缺乏足够的专业队伍和人员前提下,野外

调查工作多数由临时组织的人员经过短期培训后来

完成. 这些人员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森林调查专业知

识,另一方面普遍存在着临时工作的应付观念,在缺

乏强有力的监督、检查质量保证体系下,调查数据精

度低,调查成果质量难以保证.
3. 1. 2 调查间隔期长,时效性差

森林资源二类调查间隔期长达 10
 

a,时间分辨

率低. 每次调查从制定计划开始,要历经准备工作、
外业调查、内业计算、提交成果多个环节,前后耗时

长达 2 ~ 3
 

a,期间森林资源状况、外部经营环境、林
产品供求关系均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 由于二类调

查间隔期长、每次调查时滞过长,调查数据时效性

差,应用价值低,对指导生产决策、编制森林经营方

案意义不大.
3. 1. 3 调查因子单一,难以满足编案要求

现有的二类调查侧重于森林资源数据,如地类

的面积、树种的蓄积,缺少对经营权属、经营形式和

经营强度等经营因子的调查. 农户收入构成、自用材

和薪材消耗、非木材产品利用、土壤、植被、病虫害、
专项调查工作也十分薄弱,满足不了集体林区产权

制度改革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森林经营者

的经济效益、改善林区经济社会状况,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森林经营方案编制要求.
3. 2 森林经营方案编制存在的问题

从中欧森林经营方案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我
国森林经营方案存在以下问题[9,10]

 

:
3. 2. 1 编案单位面积过大,实施难度高

一个县的区域范围有时很大,县域范围内自然

经济条件差异悬殊,以县为单位编制出来的经营方

案仅仅具有规划的性质,如果不和乡(镇)、经营单

位的经营方案相结合,采伐、造林等林业生产指标很

难落实到山头地块和农户. 在很难将主要规划指标

分解到经营主体(农户)和实施单位(地块)的情况

下,经营主体的责、权、利难以明确,县级森林经营方

案的实施必然困难重重.
3. 2. 2 方案内容单一,针对性差

我国现有集体林区森林经营方案的重点是木材

的永续利用,木材采伐量的论证是森林经营方案的

核心内容. 森林健康、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旅游、非
木材产品利用的内容很少涉及,森林经营方案与林

农脱贫致富、社区发展、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方式和

途径也很少探讨. 相对于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集体

林区生态建设、经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代

要求而言,方案的内容针对性显然较差.
3. 2. 3 方法落后,科学性不强

  

与欧盟相比,我国集体林区经营方案在编制过

程中“3S”技术应用得较少,在采伐量的论证上很少

采用多情景分析方法,在经营目标的制定、方案草稿

的论证等环节很少吸纳利益相关者参与,森林经营

措施的制定很少建立在营林示范点定点观测的基础

上. 由于在方案编制之前很少进行土地利用战略规

划,农、林、牧、副、渔各业土地利用冲突时有发生,致
使编制的森林经营方案很难实施.

 

3. 2. 4 深度不够,方案的可操作性差

由于一个县的区域范围面积较大,县域范围内

自然经济条件差异悬殊,为了包罗县域范围内林业

生产的各种情况,县级森林经营方案往往面面俱到,
内容庞杂. 以浙江临安县为例,森林经营方案包括森

林更新、抚育间伐和林分改造、森林主伐、森林三防

体系的建设、林产工业和多种经营、非木质资源经营

与森林游憩、林业基建、投资概算和效益估算等 11
章内容. 以“非木质资源经营与森林游憩” 一章为

例,编案人员虽分析了临安县现有的非木质资源状

况和县域景点的森林旅游市场潜力,但缺乏对主要

非木质资源的供需状况、森林旅游规划项目投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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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经济分析等内容. 在缺乏对众多规划内容可行性

分析和详细设计的前提下,县级森林经营方案仅具

有宏观的指导功能,规划成果可操作性不强.
3. 3 森林经营方案检查评定存在的问题

1998 年“天保”工程实施后,集体林区自用材、
薪材的消耗量大大降低,我国林业建设的重心转向

生态建设,竹制品、非木材产品、森林旅游在农户收

入中的比重大大增加,森林健康、生物多样性的生态

重要性大大增加. 我国县级森林经营方案检查评定

的指标众多,主要集中于森林资源指标,对于森林健

康、生物多样性、居民收入、非木材产品利用缺乏相

应的检查、评定指标,也缺乏科学有效的监测手段.
由于现有的检查、评定指标众多,在缺乏有效监测技

术支撑的情况下,很多指标难以获得或获取成本过

高. 由于检查、评定指标单一,加之缺乏有效的监测

手段,我国集体林森林经营方案的实施效果难以做

到定期、科学地评价.

4 建议和讨论

1)在森林资源调查内容上增加森林经营、非木

材产品、森林旅游、生物多样性、森林健康调查内容.
在调查方法上增加实测的比重,加大抽样调查的强

度,缩小调查间隔期,提高森林资源调查的精度和时

效性.
2)在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之前,除了进行森林资

源二类调查外,还应进行土地利用战略规划,在规划

编制过程中,吸收林农、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林农

牧副渔管理等部门构成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提高土

地利用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从而协调农林牧副

渔各业用地矛盾.
3)在以林为主的重点林业乡镇,尝试“乡镇森

林战略规划+行政村林业发展规划”的编案模式. 乡
镇规划只对木材生产、森林健康、森林旅游、非木材

产品生产、技术培训提出原则规定,具体规划指标则

通过行政村森林发展规划加以落实. 在编制村森林

发展规划时应注意与社区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规

划的协调与统一.
4)在编案地区,分别主要森林类型,建立固定

营林示范点,选择、标定目标树和需要采伐的竞争

木,并严格按照示范点经营措施规划施工,在总结经

验的基础上制定每种森林经营类型可持续利用的经

营技术体系,从而使森林经营方案营林措施的制定

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5)在森林经营区划、采伐量论证等环节增大

“3S”技术、多情景规划方法的应用力度. 借助于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这 2 个平台,向林农宣

讲编案的目的、国家相关林业政策、农户在编制和实

施森林经营方案中的角色和作用、需要农户参与的

主要活动等内容. 在野外调查、采伐量计算、造林树

种选择等主要技术环节应听取林农代表的意见[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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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常用森林蓄积量调查方法对比分析

潘正荣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云南 昆明 650051)

摘要:在云南省澜沧县糯福乡面积为 4. 0
 

hm2 的试验林分中,采用机械角规样地调查法、全林每木检尺法、带状样地

调查法、样圆调查法和角规辅助典型选样调查法进行了林分蓄积量调查,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认为不同精度要求

条件下应采用适宜的调查方法.
关键词:森林蓄积量;调查方法;角规典型选样;每木检尺;森林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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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森林活立木蓄积量调查中,常常采用机械角

规样地调查法、全林每木检尺法、带状样地调查法、
样圆调查法和角规辅助典型选样调查法等调查森林

蓄积量. 不同的调查方法获得的森林蓄积量有所差

异,在相同的可靠性下有不同的精度,这无疑会影响

相应森林蓄积量调查结果的适用范围. 为了研究不

同调查方法获得的森林蓄积量的差异,笔者在澜沧

县糯福乡设置试验地进行了几种蓄积量调查方法的

调查精度试验.

1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地设置在糯福乡国有林坡度较平缓的林地

中,面积共 4. 0
 

hm2 .
澜沧县糯福乡位于云南省澜沧县西南角,西面

与孟连县相邻,南部与缅甸毗连,地处北回归线以

南,属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适合林木尤其是思茅

松、西南桦等速生丰产用材林树种的生长. 糯福乡森

林资源丰富,是普洱市木材、松香生产基地之一.

2 试验方法

2. 1 机械角规样地实测法

在试验地内按机械、等距、定向的原则布设角规

样地,样点数按 N = 4 s 计算,点间距按 L = s / n ×
100(m)计算. 样地布设好后,在图上量测纵横坐标

值,到现地用 GPS 进行样地定位,用角规控制检尺,
并进行树种、胸径、树高等林木、林地因子调查.
2. 2 全林每木检尺法

实测试验地内每株林木的胸径,分树种测树高,
优势树种(思茅松)测 15 株树高,次要树种测 5 株.
综合调查其它林木、林地因子.
2. 3 带状样地实测法

用中线法设置带宽为 20
 

m,与等高线斜交、贯
穿全小班,方位角为 125°且相互平行的 3 条样带,
用罗盘仪定向,测绳量距,坡度如≥5°,需改平,3 条

样带面积共 0. 98
 

hm2,占试验地总面积的 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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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状样地内实测每株林木的胸径,分树种、径阶测

树高,优势树种思茅松测 15 株树高,次要树种测 5
株. 综合调查其它林木、林地因子.
2. 4 样圆实测法

因试验地面积偏小,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方

分别布设了 3 个样圆,样圆半径为 15. 96
 

m,面积为

0. 08
 

hm2,用皮尺测距确定边线上的林木. 在样圆内

实测每一株林木的胸径,分树种、径阶测量树高,每
一径阶测 5 株树高.
2. 5 角规典型选样调查法

在试验地内选择 4 个有代表性的角规调查点,
对每个角规点的林分蓄积代表性用权重表示. 在调

查点上使用角规测定林分横断面积,逐点进行记载.
根据 4 个点的权重计算试验地各组成树种的平均年

龄、平均胸径、平均树高、平均断面积等调查因子,用
形高法计算单位面积蓄积量,并推算出试验地蓄

积量.

3 结果与分析

在试验地上采用不同调查方法获得的蓄积量

为:①机械角规样地调查法所得结果为 281
 

m3;②
全林每木检尺法调查所得结果为 284

 

m3;③带状样

地调查法所得结果为 272
 

m3;④角规辅助典型选样

所得调查结果为 312
 

m3;⑤样圆调查法所得结果为

258
 

m3(表 1).

表 1　 不同调查方法所得结果比较

调查
方法

试验地
面积

/ hm2

树种
组成

平均
树高

/ m

平均
胸径
/ cm

年
龄
/ a

郁
闭
度

断
面
积

/ m2

蓄
积

/ m3

株
数
/ 株

全林每木
实测

 4. 0 10 思—阔
—栎

21 22 45 0. 70 25. 8 284 690

机械角规
 

4. 0 10 思—阔 22 24 41 0. 70 24. 6 281 660

带状样地
 

4. 0 10 思—阔 20 24 45 0. 65 27. 0 272 720

样圆实测
  

4. 0 10 思—阔 23 26 45 0. 70 23. 0 258 465

角规典型
选样

 4. 0 10 思—阔 24 26 45 0. 70 26. 0 312 430

从理论上讲,全林分每木检尺实测各项数据应

该无误差,但在实际操作中,受仪器、人为等因素的

影响,也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与其它方法相比较,精
度无疑最高. 以全林分每木检尺法得到的各项数据

为基准,将其它方法得到的数据与之进行精度比较,
结果详见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机械角规样地调查和带状样

地实测2种方法所得调查结果,除胸径精度只达

表 2　 不同调查方法精度比较 %

调查方法
平均
树高

平均
胸径

年龄 郁闭度 断面积 蓄积 株数

全林每木实测 100. 0 100. 0 100. 0 100 100. 0 100. 0 100. 0

机械角规 95. 5 91. 7 91. 1 100 95. 3 98. 9 95. 7

带状样地 95. 2 91. 7 100. 0 100 95. 6 95. 8 95. 8

样圆实测 91. 3 84. 6 100. 0 100 89. 1 90. 8 67. 4

角规典型选样 87. 5 84. 6 100. 0 100 99. 2 91. 0 62. 3

91. 7%外,其余对比精度均在 95. 0%以上.
样圆调查、角规典型选样调查法所得结果与实

测结果相比,除平均胸径与株数精度较低外,其它如

树高、蓄积精度都较高,特别是蓄积对比精度都在

90. 0%以上.

4 不同蓄积精度要求条件下适宜的调查方法

4. 1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根据调查的详细程度和

允许误差分为 A、B、C
 

3 个等级. A 级调查要求林分

蓄积量的调查精度≥85%,B 级要求≥80%,C 级要

求≥75%. 从试验结果看,以上 5 种方法均可满足蓄

积量调查精度要求,但其间的工作量差异却很大. 对
经营强度高,以商品林经营为主的单位,森林蓄积量

的准确性直接影响森林资产的评估,适宜采用带状

样地、圆形样地调查方法;对于经营面积大、经营强

度低,只需要满足一般规划要求的森林资源规划设

计调查,适宜采用角规典型选样调查法.
4. 2 作业设计调查

作业设计调查要求林分蓄积量调查精度 ≥
90%,因此,采用机械角规样地调查法、带状样地调

查法或全林每木检尺法方可满足要求. 进行森林资

源资产评估、林权转让、征占用林地林木采伐、商品

林采伐时,为了保证一定的森林蓄积调查精度,对于

天然林应采用样带、样圆调查法,并确保样带或样圆

的面积不少于所调查小班面积的 1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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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 的人工林营造决策和管理系统构思

高志强1,2,王秀兰1,2,冯仲科1,2

(1. 北京林业大学省部共建森林培育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2. 北京林业大学测绘与 3S 技术中心,北京 100083)

摘要:在分析我国人工造林及管理现状的基础上,在 Visual
 

C++的软件开发平台支持下,建立造林决策和管理系统

以实现人工林数据的存储、更新、查询、分析、辅助决策等功能. 系统结构包括数据库子系统、模型库子系统和专家

知识子系统 3 个模块. 阐述系统实现人工林营造决策和管理的过程. 系统的实现有助于不同地区数字林场的实现,
加快林业管理信息化、自动化的进程.
关键词:人工林营造决策;人工林管理;系统结构;GIS;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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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林工作各环节中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是造林规划设计,即造林决策. 科学、合理、经济的造

林决策有利于减轻人力负担,减低物力消耗,充分发

挥林地生产潜力,充分利用资源环境. 随着计算机、
通讯等技术的发展,地理信息系统( GIS)功能也随

之逐渐全面和强大,覆盖面也逐渐扩大. 如果能将

GIS 技术与林业生态工程学的相关技术结合,将其

强大的空间数据分析功能应用于人工林的营造决策

和管理中,必将能够更科学和高效地进行造林决策

和管理.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早在 1987 年,Reisinger 等[1] 就利用 GIS 与 DS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简称 DSS)集成解决木材收

获规划问题;Honea 等[2] 指出把 GIS 引入决策支持

系统将能够为人们更好地解决决策的问题;Davis
等[3]应用 DSS 与 GIS 结合帮助评价短期(年度计

划)的基于立地的造林规划,并且与长期的战略规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划相结合,为整个林分可持续收获最大化制定 10 年

的造林、收获和更新计划;在国内,有不少学者尝试

用 GIS 技术解决造林问题. 赵鹏祥等[4] 应用 Mapti-
tude-GIS 绘制造林规划设计数字化图,建立造林规

划设计属性数据库,对造林地的相关属性信息进行

有效管理;梁万军等[5] 利用 GIS 对吉林省主要造林

树种进行生态区划及适地适树的研究;张晓丽等[6]

以 RS,GIS 和 ES 为技术手段,对北京市森林进行立

地类型划分和在此基础上的立地质量评价及多目标

动态决策. 在人工林的管理方面,随着数字城市、数
字林场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对人工林信息管理系

统的研究也逐渐增加,如游先祥等[7] 利用 GIS 技术

建立八达岭数字林场,实现对信息的数字化管理.
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表明:GIS 与 DSS 的集成是

地学领域规划决策的发展方向;在造林方面还缺乏

一个系统完整和实用的造林决策支持系统. 本系统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并构建,上述前人研究成

果正是本系统良好的基础[8] .

2 需求分析

要建立人工林营造决策和管理系统以作为辅助

某林场日常经营活动的有效工具,系统应满足以下

需求.
2. 1 功能需求

系统必须能够管理森林资源调查有关的基础数

据信息,包括数据的录入、编辑、更新、统计、查询和

制图输出,这些信息将构成系统的基础资料库. 其中

包含了各种属性数据,能更好地表现资源状况的图

形与图像派生出来的三维图形和多媒体数据. 因此,
系统必须能够满足多年的图形、图像数据、多媒体数

据的管理功能需求. 此外,系统还必须能够根据已知

数据建立相应的模型,进行综合效益预测和评价,提
供造林决策支持. 对于各种属性数据输入、输出则要

求界面简单友好,易于使用.
 

2. 2 性能需求

与林业系统相关的数据具有复杂、标准化程度

低、数据量大等特性,因此,系统在性能上要求具有

高效的数据查询和统计功能,并要求运行稳定,易于

维护,具有一定的容错能力和系统恢复能力. 此外,
系统设计还应该考虑将来的扩展以及与如林场办公

自动化系统等各类应用系统的接口. 系统还要具有

较强的故障处理能力,在这些方面应该从硬件与软

件的角度实现故障的避免与处理.

3 基于 GIS 的人工林营造决策和管理系统的

构思

3. 1 系统结构的构思

3. 1. 1 数据库子系统

由于本系统的功能较为全面,涉及人工林的营

造和管理阶段,因此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内容和结构

较其他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信息种类更多,信息量

更大,结构更为复杂. 在地理信息数据库子系统中,
除了平常所含有的图形库(矢量数据)和属性库之

外,还需要相应地区的图像(栅格数据)库,这部分

数据由遥感、航空摄影等途径获得,而且需要保证经

常性的更新. 此外,在图形库中需要包括判断立地类

型的各种影响因素,如地形、土壤、生物、水文、人为

活动以及其他特殊影响因素的专题图,同时在属性

库中还应该包括某地区近年来气温、水文、降水、平
均材积量、平均生物量、增长速率及其他环境和生长

指标的属性值.
3. 1. 2 模型库子系统

目前,由于通过模型进行模拟,通过分析得到最

佳的决策已成为一种较为便利和高效的方式,而且

对模型与模型库管理子系统的开发研究已成为地理

信息深入应用的关键之所在. 模型库子系统是在独

立于具体应用领域的前提下,对模型进行分类和维

护,支持模型的生成、存储、查询、运行和分析应用的

软件系统[9] . 由于模型库的支持,本系统可成为真

正地点空间决策支持系统. 通过研究在不同立地、不
同树种配置、抚育管理条件下所构建的模型而形成

模型库. 用 C ++语言编写各模型的程序模块,如营

林方案评价模型、营林辅助决策模型等,并将这些程

序模块与地理信息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建设一

个人工林营造和管理系统模型库系统,从而对不同

的营造和抚育管理方案进行归纳、模拟、分析,为规

划人员和决策者进行各规划方案的经济技术比较、
综合效益比较等研究提供决策支持. 模型库与地理

信息系统结合,以数字地图的形式直观地显示出规

划方案结果,使得本系统能够直接用于工程实践.
3. 1. 3 专家知识子系统

本子系统的作用就是提供相对正确决策支持的

理论和实践依据,在本系统中,通过前期多年的知识

经验总结,能够为决策的决定提供知识的支持和依

据. 系统包括:①造林模式专家知识库(树种、种源

或树种组成);②
 

造林密度专家知识库;③整地类型

专家知识库;④土壤改良专家知识库;⑤森林定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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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 的独龙族居民点的空间分布

杨恒喜,沈树梅,史正涛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利用 ArcGIS 软件提取了研究区 DEM 的高程、坡度、坡向、起伏度等信息与国家 1 ∶25 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提供的居民点、水源信息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得出云南特有民族———独龙族居民点的空间分布与高程、坡度、坡向、
起伏度、水源的定量关系,揭示了自然因素对本区居民的影响程度,为人们更好地了解独龙族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

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居民点;空间分布;独龙族;ArcGIS
中图分类号:S7;P2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10)02-0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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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ta
 

about
 

elevation,
 

slope,
 

height
 

of
 

DEM
 

in
 

research
 

area,
 

undulant
 

amplitude
 

ab-
stracted

 

by
 

ArcGIS
 

software
 

were
 

spatially
 

overlapped
 

with
 

the
 

information
 

of
 

residential
 

areas
 

and
 

water-
shed

 

of
 

Dulong
 

obtained
 

by
 

national
 

geographic
 

database
 

with
 

the
 

scale
 

of
 

1 ∶250000.
 

As
 

a
 

result,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ulong
 

residential
 

areas
 

and
 

natural
 

factors
 

including
 

height,
 

slope,
 

undulant
 

amplitude
 

and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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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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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tent
 

of
 

natural
 

factors’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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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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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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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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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long’s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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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落是指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在地图上

常被称为居民点, 它是聚落地理的主要研究对

象[1] . 人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物

质资料,发展与特定地理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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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亚高山大果红杉—高山栎群落种子雨
与土壤种子库研究

史鸿飞1,张劲峰1,张
 

帆1,李勇鹏1 刘忠杰2,薛阳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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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对香格里拉亚高山大果红杉、高山栎群落的种子雨和土壤种子库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群落的种子雨由 5 个主要组成树种的种子组成,发生在每年的 9 ~ 11 月,强度为 3
 

520 粒 / m2 . 土壤种子库由分

属 9 科 15 属的 17 种植物组成,主要以多年生草本为主,且大约 75%的种子均分布在较浅的土层. 土壤种子库的物

种组成与地上植被物种组成的相似性系数仅为 0. 042
 

6,表明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的相关性不明显.
关键词:大果红杉—高山栎群落;种子雨;种子库;香格里拉

中图分类号:S792. 18;S791. 226;S718. 5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10)02-0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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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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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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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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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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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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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
nity

 

of
 

Larix
 

potaninii-Quercus
 

spp.
 

and
 

soil
 

seed
 

pool.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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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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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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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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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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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s,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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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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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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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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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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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show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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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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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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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ver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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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格里拉县以亚高山、高山地貌为主,其区域性

植被类型以长苞冷杉(Abies
 

georgii)、大果红杉(Lar-
ix

 

potaninii)、丽江云杉(Picea
 

likiangensis)山地寒温

性针叶林为主,该类森林主要分布在海拔 3
 

000 ~
4

 

000
 

m 亚高山山地范围内的非积水地带. 在相同

海拔的向阳坡面、土层瘠薄处或多石处(包括石灰

岩山地)还分布着以黄背高山栎(Quercus
 

pannosa)、
川滇高山栎(Quercus

 

aguifolioides) 和帽斗栎(Quer-
cus

 

guayavaefolia)等常绿高山栎类树种组成的高山

栎林,且多以纯林分布,而由大果红杉—高山栎组成

的山地寒温性针阔混交林则是一种中间类型. 对其

土壤种子库和种子雨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这类森林类

型的更新演替情况,可为香格里拉亚高山地区退化

林地的恢复和森林的可持续经营提供理论基础.
关于种子雨和土壤种子库,国内外都做了不少

工作,涉及到土壤种子库研究的方方面面[1-10] ,但对

于滇西北亚高山地区土壤种子库的研究则未见报

道. 本文对大果红杉—高山栎这一地带性山地寒温

性针阔混交林的土壤种子库和种子雨进行了分析.

1 研究地点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境内的

五凤山,五凤山地处北纬 27°47′54″ ~ 27°47′59″,东



史鸿飞
 

,等:香格里拉亚高山大果红杉—高山栎群落种子雨与土壤种子库研究

经 99°43′16″~
 

99°43′27″,距县城 3
 

km,山体东西走

向,山顶海拔 3
 

696
 

m. 属寒温带气候,冬长无夏,春
秋短,年均气温 5. 4℃ , ≥ 0℃ 积温 2

 

246. 9℃ , ≥
10℃ 年 活 动 积 温 1

 

539. 2℃ , 最 热 月 平 均 气 温

13. 3℃ ,最冷月平均气温-3. 8,极端最高温 25. 4℃ ,
最低-27. 4℃ ;年均降雨量 606. 6

 

mm,温季雨量占全

年雨量的 86. 5%,蒸发量 1
 

670. 6
 

mm,相对温度

70%,年均日照时数 2
 

186. 6
 

h,无霜期 123. 8
 

d. 自
古以来,五凤山被当地藏民奉为神山,受当地宗教习

俗的影响,植被保护较好. 上层植被主要为大果红杉

(Larix
 

gmelinii)及黄背栎,灌木层植被主要为大白

花杜鹃(Rhododendron
 

decorum)、灰背栎(Quercus
 

se-
nescens)、铺地花楸(Sorbus

 

reducta)、米饭花(Lyonia
 

ovalifolia)、毛萼忍冬(Lonicera
  

trichosepala)、唐古拉

忍冬( Lonicera
 

tangutica)、葱皮忍冬(Lonicera
  

ferdi-
nandii)、西南栒子(Cotoneaster

 

franchetii)、箭竹(Sina-
rundinaria

 

nitida)、红棕杜鹃(Rhododendron
 

rubigino-
sum)、刺红珠(Berberis

 

dictyophylla)、华西蔷薇(Rosa
 

moyesii)、绢毛蔷薇(Rosa
 

sericea)、云南杜鹃(Rhodo-
dendron

 

yunnanense),茶藨子(Grossulariaceae)等,层
高 3 ~ 5

 

m,总郁闭度达 85%以上. 草本层不发达,以
云 南 鸢 尾 ( Iris

 

forrestii )、 翅 柄 橐 吾 ( Ligularia
 

alatipes)、野草莓(Fragaria
 

vesca)、硬枝点地梅(An-
drosace

 

rigida)、银背风毛菊(Saussurea
 

nivea)、青绿

苔草(Carex
 

lencochlora)、蒲公英(Taraxacum
 

mongo-
licum)、糙野青茅(Deyeuxia

 

scabrescens)、刺参(Moria
 

betonicoides)、云南黄芪(Astragalus
 

yunnanensis)、紫
花鹿药(Smilacina

 

purpurea)等为主,盖度仅为 10%
~ 20%. 腐殖层较厚,土壤为山地棕壤和灰棕壤.

2 研究方法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段设置 20
 

m×20
 

m 的大

样方,在大样方内均匀布设 5 个 1
 

m×1
 

m 的种子收

集框对群落的种子进行收集,并统计种子的种类与

数量. 在种子库中的种子萌发基本结束,而地上植被

种子还没有开始散布的 7 月在样地内随机选择 20
个点进行土壤取样,

 

取样深度为 10
 

cm(包括枯枝落

叶层),并将取回的土样破碎,筛出其中的枯枝落叶

及石块后平整地铺在萌发床上,厚度约为 5
 

cm,并
使用塑料薄膜制作一简易拱棚覆盖其上,以防止外

来的种子入侵. 每天定时进行浇水,观察并记录幼苗

的发生情况. 对能识别种类的幼苗,鉴定计数后拔

出,对暂时不能鉴定的幼苗待其长大至可以鉴别时

再进行鉴别计数. 为分析土壤种子库的变化情况,在

地上植被种子成熟下落后的 11 月和土壤种子库内

种子尚未萌发的 4 月分别进行土壤取样.
 

3 结果与分析

3. 1 种子雨

通过对大果红杉—高山栎群落的种子雨的收

集,共收集到 5 个树种的种子,密度为 3
 

520 粒 / m2,
种子雨发生的时间集中在每年的 9~11 月(表 1).

表 1　 五凤山森林群落种子雨的物种组成、
发生时间及数量 粒 / m2

物种　 　 　 　
时间

9 月 10 月 11 月
合计

云杉 Picea
 

balfouriana 3 9 12

白桦
 

Betula
 

platyphylla 414 1094 1937 3445

高山松 Picea
 

densata 22 22

黄背栎 8 8

米饭花 19 14 33

合计 436 1138 1946 3520

9 月收集到 3 种植物种子,其中云杉占 0. 7%,
白桦占 94. 4%,杜鹃花科的米饭花占 4. 4%;10 月收

集到 4 种植物种子,其中白桦占 96%,高山松占

1. 93%,高山栎占 0. 7%,米饭花占 1. 2%;11 月收集

到种子 2 种,其中云杉占 0. 5%,白桦占 99. 5%. 在 9
~ 11 月的 3 个月中,9 月有 3 个树种散布了种子,但
数量较少;10 月有 4 个树种散布了种子;11 月则散

布种子的树种又进一步减少,说明大多数树种在 10
月进入种子散布的高峰期.

所收集到的 5 个植物种子均与样地现存群落植

物的种类相同. 从群落种子雨的数量和种类看,群落

的主要组成种类均已产生种子,这为群落组成种群

的更新和维持群落的稳定存在提供了重要基础.
3. 2 土壤种子库

种子萌发结果表明,香格里拉亚高山地区大果

红杉—高山栎群落土壤种子库的物种由 17 种植物

组成,分属 15 属 9 科,种子密度为 343 粒 / m2 . 其中

蔷薇科 3 种,占 17. 6%;菊科 4 种,占 23. 5%;禾本科

3 种,占 17. 6%;莎草科 3 种,占 17. 6%;壳斗科、酢
浆草科、堇菜科、苋科、锦葵科各有 1 种,占 6% (表

2). 其中乔木 1 种,仅占全部物种的 0. 59%;灌木 4
种,占 23. 5%;多年生草本 9 种,占 52. 9%;1

 

a 生草

本 3 种,占 17. 6%,说明其土壤种子库的物种组成均

以草本为主,且主要为多年生草本.
植物种子落下后,由于受到雨水的冲刷,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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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果红杉—高山栎群落土壤种子库的物种组成

科　 　 物种 生活型
种子数

/ (粒·m-2 )

蔷薇科
毛叶绣线菊

 

Spinaea
 

molli-
ifolia

 灌木 12

花楸
 

Sorbus
 

reducta 灌木 4

白叶莓
 

Rubus
 

innominatus 灌木 12

壳斗科 黄背栎 乔木 4

酢浆草科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多年生草本 107

堇菜科 戟叶堇菜 Viola
 

betonicifolia 多年生草本 10

菊科 黄鹌菜 Youngia
 

japonica 1
 

a 生草本 20

中甸千里光 Senecio
 

chung-
tienensis

多年生草本 32

野茼蒿 Crassocephalum
 

crep-
idioides

多年生草本 8

禾本科 高原早熟禾
 

Poa
 

alpigena
 

lindm
多年生草本 41

纤维马唐
 

Digitaria
 

fibrosa 多年生草本 20

扁穗雀麦 Bromus
 

catharticus
 

1
 

a 生草本 12

莎草科 砖子苗 Mariscus
 

umbeuatus 1
 

a 生草本 20

苋科 土牛膝 Achyranthes
 

asper
 

多年生草本 9

锦葵科 拔毒散 Sida
 

szechuensis 灌木 23

菊科一种 Asteraceae
 

spp. 4

莎草科二种 Cyperaceae. spp 5

种子密度 343

总种数 17

活动以及土壤裂隙的存在,使植物种子在土壤剖面

上不均匀分布,构成了土壤种子库种子的垂直结构.
通过对各层土壤进行萌发试验结果可知,在种子库

的不同空间层次上种子的种类和数量都不同(表 3).
试验结果表明,土壤种子库各土层内的物种在

I 层(0 ~ 5
 

cm)和 II 层(5 ~ 10
 

cm)的分配是不均匀

的(表 3). 有些物种只分布在Ⅰ层,而有些物种则只

分布在 II 层,但大多数物种在 I 层和 II 层都有分

布. 在 17 种物种中,其中 I 层有 15 种,种子密度为

257 粒 / m2,占种子总数的 75%;Ⅱ层有 10 种,种子

密度为 86 粒 / m2,占种子总数的 25%. 因此,大果红

杉—高山栎群落土壤种子库的物种大多分布在较浅

的土层中.
土壤种子库是土壤中种子逐渐积累的结果,种

子散布到土壤表面后,如不能及时萌发,将以休眠的

方式等待萌发条件的出现. 在此期间由于动物的践

踏或随水分、重力而下降,使一些种子不仅存在于地

表上层,而且分布到一定深度的下层土壤中. 草本植

物种子活力可以保持很长的时间,因此为植被的演

表 3　 土壤种子库内各土层的物种组成及比例 粒 / m2 ;%

物种 总计 I 层 比例 II 层 比例

毛叶绣线菊 12 10 0. 04 2 0. 02

花楸
 

4 4 0. 02

白叶莓
 

12 12 0. 05

黄背栎
 

4 4 0. 02

酢浆草 107 73 0. 28 34 0. 40

戟叶堇菜 10 0. 00

黄鹌菜 20 14 0. 05 6 0. 07

中甸千里光 32 19 0. 07 13 0. 15

野茼蒿 8 8 0. 03 0. 00

高原早熟禾
 

41 34 0. 13 7 0. 08

纤维马唐
 

20 20 0. 08

扁穗雀麦 12 3 0. 01 9 0. 10

砖子苗 20 17 0. 07 3 0. 03

土牛膝 9 9 0. 04

拔毒散 23 17 0. 07 6 0. 07

菊科一种 4 0. 00 4 0. 05

莎草科二种 5 3 0. 01 2 0. 02

总计 343 257 1. 00 86 1. 00

注:Ⅰ层、Ⅱ层分别代表 0 ~ 5
 

cm 和 5 ~ 10
 

cm 的土层深度.

替准备了条件,使天然更新在诸多不利条件下仍成

为可能.
3. 3 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间的关系

通过对样地地上植被的调查发现,仅有黄背栎

和高原早熟禾 2 种地上植被的种子在土壤种子库中

出现,仅占土壤种子库物种的 11. 7%和地上植被物

种的 0. 6%,相似性系数为 0. 042
 

6,表明香格里拉

五凤山森林土壤种子库的物种组成与地上植被的关

系并不明显,并随土层深度的加深相似性系数进一

步减小,这和其它生境下森林植被种子库的研究是

一致的[7-9] .

4 结论

1)香格里拉亚高山地区的大果红杉—高山栎

群落种子雨集中发生在每年的 9 ~ 11 月,由 5 个树

种的种子组成,密度为 3
 

520 粒 / m2,组成群落的主

要种类均产生种子.
2)群落土壤种子库由 17 种物种组成,其中有 1

种乔木、4 种灌木和 12 种草本植物,种子密度为 343
粒 / m2,优势种为草本,说明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

发育的不同步性.
3)植物种子成熟下落后在土壤种子库中有垂直

分布的现象,约 75%的种子分布在较浅的土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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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大叶相思苗木进行 4 个水分胁迫强度,4 个水分胁迫循环周期的试验,研究其对大叶相思苗木的生长及生

物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不同水分胁迫强度和次数对大叶相思苗木生长、生物量及其分配的影响显著;大叶相思苗

木在水分胁迫下生长受到抑制,根占总生物量的比例随水分胁迫梯度和次数的加大而增加;在不同的水分胁迫下,
以间隔 7

 

d 浇水的处理为最佳的水分胁迫梯度,第二循环周期为最适胁迫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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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土壤种子库的物种组成与地上植被物种组

成的相似性系数仅为 0. 042
 

6,表明土壤种子库与

地上植被的相关性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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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研究表明,通过一定的抗旱育苗技术能够

提高苗木的抗旱性[1,2] . 国内外研究表明,苗木不断

受到干旱周期的作用,能够增强苗木造林后的抗旱

性及其成活率[3,4] . 但是对于不同树种的苗木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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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苗木抗旱性指标隶属函数综合评价

处理

指标

根占总
生物量
比例
/ %

主
根
长

主
根
粗

I 级侧
根数

地径
增长量

综合
抗旱
能力
排名

4
 

d 0. 278 0. 650 0. 596 0. 698 0. 421 0. 529 3

7
 

d 0. 584 0. 504 0. 654 0. 662 0. 452 0. 571 1

9
 

d 0. 686 0. 373 0. 650 0. 549 0. 408 0. 533 2

11
 

d 0. 646 0. 398 0. 522 0. 395 0. 285 0. 449 4

表 5　 苗木抗旱性指标隶属函数值及抗旱能力

综合评价(不同胁迫周期下)

指
 

标
循环周期

1 2 3 4

根占总生物量比例 / % 0. 489 0. 564 0. 459 0. 512

主根长 0. 457 0. 464 0. 392 0. 408

主根粗 0. 359 0. 511 0. 478 0. 447

I 级侧根数 0. 432 0. 561 0. 517 0. 527

地径增长量 0. 472 0. 401 0. 414 0. 457

综合 0. 442 0. 500 0. 452 0. 47

抗旱能力排序 4 1 3 2

在水分胁迫下,随着水分胁迫强度的加强,大叶

相思苗木主根长、主根粗下降;第Ⅰ级侧根数量以 7
 

d 水分胁迫梯度的最多,由此表明大叶相思苗木第

Ⅰ级侧根发根数量的多少与水分胁迫的梯度范围有

关,即在一定的胁迫范围内有促进作用. 说明苗木为

适应干旱环境,改变了根的分配,加快了侧根的生

长,发达的根系可以维持体内水分平衡并更好地适

应干旱环境.
在不同水分胁迫处理下,随胁迫强度的增大,大

叶相思苗木总生物量逐渐降低,根占总生长量的比

例逐渐升高. 水分胁迫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苗

木干物质的积累,但是随水分胁迫强度的加强,苗木

改变了其生物量的分配来适应环境变化对其生长的

抑制,从而达到生存的目的[7] .
水分胁迫对大叶相思的苗木生长和抗旱性影响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根占总生物量比例、茎占总生物

量比例、地径增量和主根长为评价大叶相思苗木抗

旱性的形态指标;经综合评价,本试验的最佳水分胁

迫强度是 7
 

d 浇水的胁迫处理,最佳水分胁迫周期

为第二水分胁迫循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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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遮荫度对云南红豆杉苗木生长量影响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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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行了 3 种不同遮荫度(遮荫度为 50%的黑色遮荫网、遮荫度为 80%的黑色遮荫网和不遮荫即对照)对 24 月

龄云南红豆杉苗木生长量影响的试验研究,经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遮荫度为 50%的黑色遮荫网对

云南红豆杉苗木的苗高、地径、茎鲜重、枝鲜重、地下部分鲜重、主根径、主根长 7 个生长指标表现最佳,可在云南红

豆杉苗木初期培育生产中大量推广使用.
关键词:云南红豆杉;苗木;生长量;遮荫度

中图分类号:S791. 49;S723. 1;S758.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10)02-0028-04

The
 

Research
 

of
 

Impacts
 

of
 

Different
 

Shading
 

Degrees
 

on
 

the
 

Increment
 

of
 

Taxus
 

yunnanensis’
 

Seedlings
XU

 

Yu-mei1,ZHANG
 

Jin-feng1,JING
 

Yue-bo1,YANG
 

De-jun1,LIU
 

Qing-yun2,XU
 

Lin-hong1

(1. Yunnnan
 

Academy
 

of
 

Forestry,
 

Kunming
 

650204
 

Yunnan,
 

China;
 

2. Pu’er
 

Forestry
 

Institute,
 

Pu’er
 

6650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about
 

the
 

experiment
 

of
 

the
 

impacts
 

of
 

3
 

different
 

shading
 

degrees
 

has
 

been
 

done
 

on
 

24-month
 

aged
 

Taxus
 

yunnanensis
 

seedlings’
 

growth.
 

The
 

result
 

by
 

variance
 

analysis
 

and
 

multi-com-
parison

 

reveals
 

that
 

the
 

black
 

net
 

of
 

50%
 

shading
 

degree
 

is
 

optimum
 

for
 

seedling’ s
 

height,
 

diameter,
 

branch
 

weight,
 

underground
 

weight,
 

main
 

root
 

diameter
 

and
 

root
 

length
 

of
 

Taxus
 

yunna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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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红豆杉(Taxus
 

yunnanensis)
 

别名土榧子、
西南红豆杉,为第三纪孑遗植物,是我国红豆杉科

(Taxaceae)红豆杉属(Taxus)植物中紫杉醇含量最

高(树皮平均含量为 0. 01% ~ 0. 012%,枝叶平均含

量 0. 006% ~ 0. 008%)的树种[1] . 由于其种群竞争力

弱,天然更新缓慢和地理分布局限等原因,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就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90 年代以

来,随着抗癌新药紫杉醇的开发利用,在巨额商业利

益的驱使下,对云南红豆杉掠夺式的生产经营活动,
加剧了其涉危程度,以致于 1999 年将云南红豆杉升

格列为我国的一级保护植物[3] . 为加速发展此珍贵

树种,培育药源资源,项目组于 2006 年 9 月在普洱

市中芬林木良种繁育有限公司苗圃开展了 3 种不同

遮荫度对云南红豆杉生长量影响试验研究.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选在中芬林木良种繁育有限公司苗圃

地,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的西北部,其地理位置

为北纬 22°02′ ~ 24°50′,东经 99°09′ ~ 102°19′,海拨

1
 

200
 

m,为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类型.

2 试验材料与方法

2. 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苗木为中芬公司培育的苗盘苗,苗木

培育采用两段式育苗法,即先在温室内苗床中培育

芽苗,待苗高约 3
 

cm,子叶已全部展开时移入备好

的苗盘中进行培养. 苗盘的苗穴规格为上口 5. 4
 

cm
×4. 8

 

cm,下口
 

3. 5
 

cm×3. 8
 

cm,高 10. 0
 

cm,培育时

间为 6 个月. 出圃时平均苗高为 13. 5
 

cm,平均地径

为 0. 19
 

cm. 苗木的种源为云南省盈江县海拨 2
 

800
 

m 的大娘山. 遮荫网采用遮荫密度为 50%、80%的黑

色遮荫网和不遮荫(对照)3 种.
2. 2 试验方法

1)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分 3 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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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即遮荫度为 50%的黑色遮荫网(用 A 代表)、遮
荫度为 80%的黑色遮荫网(用 B 代表)和不遮荫(对
照用 C 代表). 每个处理 3 个重复,每个重复用苗

30 株.
2)培育方法

(1)试验地清理及整理 　 试验地经过多次翻

挖、捡除残根、杂草,使土壤充分细碎、疏松. 为防止

积水,整理成 1. 5
 

m 宽、2. 5
 

m 长的高床.
 

(2)定植　 按 50
 

cm×75
 

cm 的株行距定植.

(3)抚育　 每年除草 6 次,雨季 1 月 1 次,其他

时间每 3 月 1 次,松土 3 次.
(4)追肥　 定植成活后第一年每月施一次清粪

水. 以后每 2 个月施一次,但浓度较第一年大.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云南红豆杉不同遮荫度苗木培育 24 个月,3 个

处理的苗高、地径、茎鲜重、枝鲜重、地下部分鲜重、
主根径、主根长 7 个生长指标的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各处理云南红豆杉苗木培育 24 个月各项生长指标的测定结果

Tab. 1　 Growth
 

situation
 

of
 

24-month-old
 

seedlings
 

of
 

Taxus
 

yunnanensis

处理号
    

苗高 / cm
   

地径 / cm
   

茎鲜重 / g
     

枝鲜重 / g
     

地下部分鲜重 / g
   

主根径 / cm
  

主根长 / cm

A
       

80. 2
       

1. 48
      

201. 2
         

137. 7
         

107. 3
          

1. 15
        

57. 4
B

       

76. 3
       

1. 32
      

112. 6
         

44. 1
           

83. 4
          

0. 98
        

46. 7
C

       

65. 5
       

1. 29
      

102. 4
         

39. 5
           

63. 4
          

0. 72
        

36. 4
平均 74. 0 1. 36 138. 7 73. 8 84. 7 0. 95 46. 8

3. 1 苗高生长量分析
     

3 个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平均苗高为 74
 

cm,
变幅为 65. 5 ~ 80. 2

 

cm,对苗高测定结果进行方差分

析,结果见表 2.

表 2　 云南红豆杉苗高方差分析

Tab. 2　 Variance
 

analysis
 

of
 

seedling
 

height
 

of
 

Taxus
 

yunnanensis

差
异
源

        

SS
         

df
        

MS
          

F
       

P-value
          

F0. 01

组间
      

10374. 90
        

2
 

5187. 45
 

16. 30906∗∗
   

2. 07689E-07
      

4. 68

组内
      

84925. 09
    

267 318. 07

总计
      

95299. 99
      

269

从表 2 可知,云南红豆杉苗木的苗高生长在 3
种不同遮荫度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进一步开展多

重比较,结果见表 3.

表 3　 云南红豆杉苗高多重比较分析

Tab. 3　 Multiple
 

comparisons
 

analysis
 

of
 

seedling
 

height
 

of
 

Taxus
 

yunnanensis

处理
     

X
              A-Xbc

          B-Xc
            LSR0. 01

                 

A
        

80. 2
                                 

2. 6586
                      

B
        

76. 3
          

3. 9∗∗
 

C 65. 5
          

14. 7∗∗
        

10. 8∗∗

从表 3 可知,A 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苗高生

长与 B、C 处理的苗高生长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B
处理的苗高生长与 C 处理的苗高生长之间存在极

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最适合云南红豆杉苗高生长的

处理是遮荫度为 50%的黑色遮荫网.
3. 2 地径生长量分析

3 个处理苗木的云南红豆杉平均地径为 1. 36
 

cm,变幅为 1. 29 ~ 1. 48
 

cm,对地径测定结果进行方

差分析,结果见表 4.

表 4　 云南红豆杉地径方差分析

Tab. 4　 Variance
 

analysis
 

of
 

ground
 

diameter
 

of
 

Taxus
 

yunnanensis

差
异
源

        

SS
         

df
        

MS
          

F
       

P-value
          

F0. 01

组间
      

1. 89
      

2
      

0. 95
   

7. 80∗∗
    

0. 000512
      

4. 68

组内
      

32. 38
      

267
    

0. 12

总计
      

34. 27
      

269
  

从表 4 可知,云南红豆杉苗木的地径生长在 3
种不同遮荫度之间存在极显著的差异. 进一步开展

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5.

表 5　 云南红豆杉地径多重比较分析

Tab. 5　 Multiple
 

comparisons
 

analysis
 

of
 

ground
 

diameter
 

of
 

Taxus
 

yunnanensis

处理
     

X
              A-Xbc

          B-Xc
            LSR0. 01

                 

A
        

1. 48
                                

0. 1337
                      

B
        

1. 32
          

0. 16∗∗
 

C 1. 29
         

0. 19∗∗
         

0. 03

从表 5 可知,A 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地径生

长与 B、C 处理的地径生长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而
B 处理与 C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由此可知,3 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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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适合云南红豆杉苗木地径生长的处理是 A 处

理,即遮荫度为 50%的黑色遮荫网.
3. 3 茎鲜重生长量分析

   

3 个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平均茎鲜重为

138. 7
 

g,变幅为 102. 4 ~ 201. 2
 

g,对茎鲜重测定结果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6.

表 6　 云南红豆杉茎鲜重方差分析

Tab. 6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fresh
 

weight
 

of
 

stems
 

of
 

Taxus
 

yunnanensis

差
异
源

        

SS
         

df
        

MS
          

F
       

P-value
          

F0. 01

组间
      

59105. 13
       

2
      

29552. 56
   

167. 96∗∗
  

5. 83E-16
         

5. 49

组内
      

4750. 59
      

27
     

175. 95

总计
      

63855. 72
      

29
  

从表 6 可知,云南红豆杉苗木的茎鲜重生长量

在 3 种不同遮荫度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进一步开

展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7.

表 7　 云南红豆杉茎鲜重多重比较分析

Tab. 7　 Multiple
 

comparisons
 

analysis
 

of
 

the
 

fresh
 

weight
 

of
 

stems
 

of
 

Taxus
 

yunnanensis

处理
     

X
              A-Xbc

          B-Xc
            LSR0. 01

                 

A
        

201. 2
                                 

32. 5671
                      

B
        

112. 6
         

88. 6∗∗
 

C 102. 4
         

98. 8∗∗
         

10. 2

从表 7 可知,A 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茎鲜重

生长量与 B、C 处理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而 B 处理

与 C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由此可知,3 个处理中,最
适合云南红豆杉苗木茎鲜重生长量的处理是 A 处

理,即遮荫度为 50%的黑色遮荫网.
3. 4 枝鲜重生长量分析

      

3 个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平均枝鲜重为 73. 8
 

g,变幅为 39. 5 ~ 137. 7
 

g,对枝鲜重测定结果进行方

差分析,结果见表 8.

表 8　 云南红豆杉枝鲜重方差分析

Tab. 8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fresh
 

weight
 

of
 

branches
 

of
 

Taxus
 

yunnanensis

差
异
源

        

SS
         

df
        

MS
          

F
       

P-value
          

F0. 01

组间
      

42260. 40
      

2
      

21130. 20
   

27. 69∗∗
   

2. 89E-07
           

5. 49

组内
      

20605. 55
      

27
     

763. 17

总计
      

62865. 95
      

29
  

从表 8 可知,云南红豆杉苗木的枝鲜重生长量

在 3 种不同遮荫度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进一步开

展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9.

表 9　 云南红豆杉枝鲜重多重比较分析

Tab. 9　 Growth
 

quantity
 

comparisons
 

analysis
 

of
 

the
 

fresh
 

weight
 

of
 

branches
 

of
 

Taxus
 

yunnanensis

处理
     

X
              A-Xbc

          B-Xc
            LSR0. 01

                 

A
        

137. 7
                                

67. 8262
                      

B
        

70. 7
         

67　 　

C 49. 7
         

88∗∗
      

21

从表 9 可知,A 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枝鲜重

生长量明显优于 C 处理,而与 B 处理间无显著差

异,B 处理的枝鲜重生长量与 C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由此可知,3 个处理中,较适合云南红豆杉苗木枝鲜

重生长量的处理是 A 和 B 处理,即遮荫度为 50%的

黑色遮荫网和遮荫度为 80%的黑色遮荫网.
3. 5 地下部分鲜重生长量分析

3 个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地下部分鲜重平均

值为 84. 7
 

g,变幅为 63. 4 ~ 107. 3
 

g,对地下部分鲜

重测定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10.

表 10　 云南红豆杉地下部分鲜重方差分析

Tab. 10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fresh
 

weight
 

of
 

the
 

subterraneous
 

portions
 

of
 

Taxus
 

yunnanensis

差
异
源

        

SS
         

df
        

MS
          

F
       

P-value
          

F0. 01

组间
      

9662. 72
     

2
      

4831. 36
   

24. 88∗∗
    

7. 49E-07
          

5. 49

组内
      

5243. 53
      

27
     

194. 20

总计
      

14906. 24
      

29
  

从表 10 可知,云南红豆杉苗木的地下部分鲜重

生长量在 3 种不同遮荫度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进
一步开展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11.

表 11　 云南红豆杉地下部分鲜重多重比较分析

Tab. 11　 Multiple
 

comparisons
 

analysis
 

of
 

the
 

fresh
 

weight
 

of
 

the
 

subterraneous
 

portions
 

of
 

Taxus
 

yunnanensis

处理
     

X
              A-Xbc

          B-Xc
            LSR0. 01

                 

A
        

107. 3
                                   

34. 2151
                      

B
        

83. 4
         

23. 9
 

C 63. 4
         

43. 9∗∗
          

20

从表 11 可知,A 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地下部

分鲜重生长量明显优于 C 处理,而与 B 处理间无显

著差异,B 处理的地下部分鲜重生长量与C处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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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显著差异. 由此可知,较适合云南红豆杉苗木地下

部分鲜重生长量的处理是 A 和 B 处理,即遮荫度为

50%的黑色遮荫网和遮荫度为 80%的黑色遮荫网.
3. 6 主根径生长量分析

     

3 个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主根径的平均值为

0. 95
 

cm,变幅为 0. 72 ~ 1. 15
 

cm,对主根径测定结果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12.

表 12　 云南红豆杉主根径方差分析

Tab. 12　 Variance
 

analysis
 

of
 

taproots
 

diameter
 

of
 

Taxus
 

yunnanensis

差
异
源

        

SS
         

df
        

MS
          

F
       

P-value
          

F0. 01

组间
      

0. 97
     

2
      

0. 483
   

98. 64∗∗
   

3. 87E-13
          

5. 49

组内
      

0. 13
      

27
     

0. 005

总计
      

1. 10
    

29
  

从表 12 可知,云南红豆杉苗木主根径生长量在

3 种不同遮荫度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进一步开展

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13.

表 13　 云南红豆杉主根径多重比较分析

Tab. 13　 Multiple
 

comparisons
 

analysis
 

of
 

taproots
 

diameter
 

of
 

Taxus
 

yunnanensis

处理
     

X
              A-Xbc

          B-Xc
            LSR0. 01

                 

A
        

1. 15
                                     

0. 1717
                      

B
        

0. 98
         

0. 17

C 0. 72
         

0. 43∗∗
        

0. 26∗∗

从表 13 可知,A 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主根径

生长量明显优于 C 处理,而与 B 处理间无显著差

异,B 处理的主根径生长量明显优于 C 处理. 由此可

知,较适合云南红豆杉苗木主根径生长量的处理是

A 处理和 B 处理,即遮荫度为 50%的黑色遮荫网和

遮荫度为 80%的黑色遮荫网.
3. 7 主根长生长量分析

    

3 个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主根长的平均值为

46. 8
 

cm,变幅为 36. 4 ~ 57. 4
 

cm,对主根长测定结果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14.
从表 14 可知,云南红豆杉苗木主根长生长量在

3 种不同遮荫度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进一步开展

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15.
从表 15 可知,A 处理的云南红豆杉苗木主根长

生长量明显优于 B、C 处理,B 处理明显优于 C 处

理. 由此可知,最适合云南红豆杉苗木主根长生长的

表 14　 云南红豆杉主根长方差分析

Tab. 14　 Variance
 

analysis
 

of
 

taproots
 

length
 

of
 

Taxus
 

yunnanensis

差
异
源

        

SS
         

df
        

MS
          

F
       

P-value
          

F0. 01

组间
      

2215. 69
     

2
      

1107. 85
 

135. 21∗∗
   

8. 57E-15
           

5. 49

组内
      

221. 23
      

27
     

8. 19

总计
      

2436. 92
      

29
  

表 15　 云南红豆杉主根长多重比较分析

Tab. 15　 Multiple
 

comparisons
 

analysis
 

of
 

taproots
 

length
 

of
 

Taxus
 

yunnanensis

处理
     

X
              A-Xbc

          B-Xc
            LSR0. 01

                 

A
        

57. 4
                                     

7. 0279
                      

B
        

46. 7
        

10. 7∗∗

C 36. 4
         

21∗∗
           

10. 3∗∗

处理是 A 处理,即遮荫度为 50%的黑色遮荫网.

4 结语

对不同遮荫度 24 月龄云南红豆杉苗木的苗高、
地径、茎鲜重、枝鲜重、地下部分鲜重、主根径、主根

长 7 个生长指标测定结果进行的方差分析和多重比

较分析,结果表明,在参试的 3 种处理(A:遮荫度为

50%的黑色遮荫网;B:遮荫度为 80% 的黑色遮荫

网;C:不遮荫(对照))中,以 A 处理最为理想,即遮

荫度为 50%的黑色遮荫网对云南红豆杉苗木的苗

高、地径、茎鲜重、枝鲜重、地下部分鲜重、主根径、主
根长 7 个生长指标的生长量表现均为最好. 此处理

可在云南红豆杉苗木初期培育生产中推广使用. B
处理(遮荫度为 80%的黑色遮荫网)对云南红豆杉

苗木的 7 个生长指标表现较差. 因此,云南红豆杉苗

木的最佳生长量需要有一定的遮荫度,但遮荫度不

能太高.
由于本试验研究时间短,研究结果只能代表不

同遮荫度对云南红豆杉育苗初期的一些生长表现,
可为云南红豆杉树种的初期培育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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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桉树等 5 种林分下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测定
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丘娟珍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对广东省内桉树、马尾松、杉木、阔叶混、针阔混 5 种林分下的土壤 B 层(淀积层)中的有

机碳含量进行了测定. 采用多重比较、相关分析等方法对影响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的海拔、坡度、植物总盖度等影

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这 5 种林分下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为 0. 20
 

g / kg~ 39. 73
 

g / kg,阔叶混>针阔混>桉树

>马尾松>杉木;有机碳含量与全氮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地貌、坡度、植被总盖度、郁闭度等因子间不存在显著

相关关系.
关键词:林分;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影响因子;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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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Organic
 

Carbon
 

Contain
 

in
 

Soil
 

Layer
 

B
 

under
 

5
 

Stands
 

including
 

Eucalyptus
 

spp.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QIU
 

Juan-zhen
(Guangdong

 

Institute
 

of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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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lanning,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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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chemical
 

method
 

was
 

used
 

in
 

the
 

demarcation
 

of
 

the
 

content
 

of
 

organic
 

carbon
 

in
 

soil
 

layer
 

B
 

under
 

the
 

stands
 

of
 

Eucalyptus
 

spp,
 

Pinus
 

massoniana,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the
 

mixture
 

of
 

broa-
dleaves

 

and
 

conifer-broadleaved
 

stands.
 

Meanwhile,
 

the
 

multi-compariso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such
 

as
 

elevation,
 

slope,
 

total
 

cover
 

for
 

organic
 

carbon
 

contain
 

in
 

layer
 

B.
 

The
 

result
 

revealed
 

that
 

the
 

contains
 

of
 

these
 

5
 

stands
 

were
 

0. 20
 

g / kg-39. 73
 

g / kg,
 

in
 

de-
tail,

 

mixture
 

of
 

broadleaf
 

stand>conifer-broadleaved
 

stand>Eucalyptus
 

spp>Pinus
 

massoniana>Cunning-
hamia

 

lanceolata
 

in
 

order.
 

The
 

organic
 

carbon
 

contain
 

had
 

remarkabl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full
 

nitro-
gen

 

but
 

no
 

correlation
 

with
 

above
 

mentioned
 

influential
 

factors.
Key

 

words:
 

stand;
 

soil
 

layer
 

B;
 

organic
 

carbon
 

contain;
 

influential
 

factor;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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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
 

SOC)不是一

种单纯的化合物,它包括植物、动物及微生物的遗

体、排泄物、分泌物及其部分分解产物和土壤腐殖

质. 土壤有机碳的储量则是进入土壤的生物残体等

有机物质的输入及其在土壤微生物分解作用下的损

失之间的平衡(Post
 

WM,1999,2001).
据研究( Post

 

WM,1982; Batjes
 

NH,1996),全

球土壤有机碳的储量大约有 1
 

500Gt, 是陆地植被

碳库 ( 500 ~ 600Gt) 的 2 ~ 3 倍,是全球大气碳库

(750Gt)的 2 倍多,超过了植被与大气有机碳储量

之和. 由于土壤有机碳库的巨大库容,其较小幅度的

变化就可能影响到碳向大气的排放,以温室效应影

响全球气候变化. 同时,土壤有机碳是土壤肥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 研究表明,土壤有机碳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土壤结构的形成和稳定性,土壤的持水性能和

植物营养的生物有效性以及土壤的缓冲性能和土壤

生物多样性等(Lal
 

R,
 

Logan
 

T
 

J,1990;Karlen
 

D
 

L,
1999).

土壤的剖面即土壤的垂直切面,通常挖到 1 ~ 2
 

m 的深度. 一个发育成熟的土壤剖面从上到下顺序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表 3　 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与各影响因子间的相关性分析

影响因子

桉
   

树 马尾松 杉
   

木 阔叶混 针阔混

相关
系数

P 相关
系数

P 相关
系数

P 相关
系数

P 相关
系数

P

地貌 -0. 023 0. 897 -0. 211 0. 291 0. 382 0. 118 0. 167 0. 508 -0. 249 0. 320

海拔 0. 402∗ 0. 018 0. 075 0. 710 0. 000 1. 000 -0. 025 0. 922 0. 214 0. 394

坡度 0. 268 0. 125 -0. 024 0. 907 0. 020 0. 936 0. 396 0. 103 -0. 014 0. 956

落叶厚度 0. 237 0. 177 0. 551∗∗ 0. 003 0. 606∗∗ 0. 008 0. 187 0. 458 0. 298 0. 230

植被总盖度 0. 312 0. 073 -0. 204 0. 307 -0. 347 0. 158 0. 011 0. 964 0. 081 0. 751

郁闭度 0. 174 0. 324 0. 097 0. 631 -0. 425 0. 079 0. 186 0. 460 -0. 288 0. 263

总孔隙度 0. 549∗∗ 0. 001 -0. 371 0. 056 0. 158 0. 532 0. 429 0. 075 -0. 363 0. 139

毛管孔隙度 -0. 368 0. 032 -0. 455∗ 0. 017 0. 287 0. 248 0. 353 0. 151 -0. 244 0. 328

全容水量 0. 644∗∗ 0. 000 -0. 168 0. 401 0. 113 0. 656 0. 560∗ 0. 016 -0. 087 0. 731

毛管持水量 0. 471∗∗ 0. 005 -0. 293 0. 138 0. 258 0. 301 0. 506∗ 0. 032 -0. 065 0. 798

容重 -0. 070 0. 695 -0. 568∗∗ 0. 002 0. 179 0. 476 -0. 032 0. 900 -0. 886∗∗ 0. 000

全氮 0. 631∗∗ 0. 000 0. 888∗∗ 0. 000 -0. 144 0. 570 0. 517∗ 0. 028 0. 516∗∗ 0. 028

碱解氮 0. 285 0. 103 0. 598∗∗ 0. 001 0. 067 0. 791 0. 472∗ 0. 048 0. 140 0. 580

注:∗表示 0. 01<P<0. 05,显著相关;∗∗表示 P<0. 01,极显著相关;其他表示 P>0. 05.

松、杉木和针阔混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3. 2 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与地貌、坡度等影响因子

间的相关性分析

　 　 对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与相关因子间的关系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3.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与地

貌、坡度、植被总盖度、郁闭度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

相关关系. 桉树林下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与海拔存

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0. 402,P = 0. 018),与总孔隙

度、全容水量、毛管持水量、全氮均存在着极显著正

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549 ( P = 0. 001),
0. 644( P = 0. 000),0. 471 ( P = 0. 005),0. 631 ( P =
0. 000). 马尾松林下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与落叶厚

度、全氮、碱解氮之间存在着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

系数分别为 0. 551( P = 0. 003),0. 888 ( P = 0. 000),
0. 598(P = 0. 001),与全氮间存在着线性正相关关系;
与容重间存在着极显著负相关关系( - 0. 568,P =
0. 002);与毛管孔隙度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 -
0. 455,P = 0. 017). 杉木林下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

与落叶厚度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0. 606,P =
0. 008). 阔叶混林下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与全容水

量、毛管持水量、全氮、碱解氮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

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 560( P = 0. 016),0. 506
(P = 0. 032),0. 517(P = 0. 028),0. 472(P = 0. 048) .
针阔混林下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与容重间存在着

极显著线性负相关关系( -0. 886,P = 0. 000);与全

氮间均存在着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 0. 516, P =
0. 028).

4 结论与讨论

1)研究的 5 种林分下土壤 B 层的有机碳含量

为 0. 20 ~ 39. 73
 

g / kg,马尾松林下的含量变化最为

明显,而杉木的变化是最小的. 土壤 B 层的有机碳

含量按从高到低顺序排列为:阔叶混>针阔混>桉树

>马尾松>杉木. 阔叶混林下土壤 B 层的有机碳含量

最高,杉木林下则最低. 由此看来,在广东省常见的

这 5 种林分中,阔叶混林的土壤 B 层有机碳储存能

力是最强的.
2)土壤 B 层有机碳含量与全氮间存在显著正

相关关系,但是与地貌、坡度、植被总盖度、郁闭度之

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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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纺布容器规格对大叶相思苗木生长及生物量的影响试验

谷凌云1,李
 

磊1,张利全1,白
 

峰2,李福秀1

(1. 西南林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24; 2. 元江县澧江镇林业站,云南 元江 653300)

摘要:针对干热河谷地区特殊地理环境,采用无纺布容器,以塑料容器为对照,研究不同材质及规格的容器对大叶

相思苗木生长和生物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无纺布容器及规格对大叶相思苗木的高、地径生长量,Ⅰ级侧根条数,苗
木总生物量,根生物量有显著的影响;对大叶相思苗木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表明,大叶相思苗木培育的最佳容

器为无纺布 8
 

cm 直径容器,其次是无纺布 6
 

cm 直径容器.
关键词:塑料容器;无纺布容器;容器规格;大叶相思;苗木生长;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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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dry-hot
 

valley’s
 

special
 

environment,
 

the
 

authors
 

used
 

non-woven
 

fabrics
 

as
 

seedling
 

containers,
 

contrasting
 

to
 

plastic
 

container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izes
 

of
 

containers
 

on
 

the
 

Acacia
 

auriliformis’
 

seedling
 

growth
 

and
 

biomas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non-woven
 

fabrics
 

con-
tainers

 

and
 

their
 

specification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edling’ s
 

height,
 

diameter
 

growth,
 

the
 

number
 

of
 

Grade
 

I
 

lateral
 

roots,
 

total
 

biomass
 

of
 

seedling
 

and
 

roots.
 

The
 

integrated
 

evaluation
 

on
 

seedling
 

quality
 

of
 

Acaccia
 

auriliformis
 

revealed
 

that
 

8
 

cm-diameter
 

non-woven
 

fabric
 

container
 

was
 

the
 

optimal
 

container,
 

and
 

6
 

cm-diameter
 

was
 

the
 

second.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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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地下部分生物量、苗高、地径的权重;w 为某规格

容器 苗 木 的 生 物 量; W 为 平 均 生 物 量; wr
为某规格容器苗木的地下部分生物量;WR 为地下

部分平均生物量;h 为某规格容器的苗高;H 为平均

苗高;d 为某规格容器的地径;D 平均地径.

表 4　 不同材料及规格容器对大叶相思苗木生物量影响的

综合指数

容器材料及规格
总生
物量

/ g

地下部
分生
物量

/ g

苗高
/ cm

地径
/ cm

综合
指数

排
名

无纺布直径 4
 

cm 1. 859 0. 406 1. 671 14. 658 3. 95 3

无纺布直径 6
 

cm 1. 813 0. 282 1. 553 15. 375 4. 01 2

无纺布直径 8
 

cm 3. 281 0. 350 1. 892 19. 852 5. 44 1

无纺布直径 10
 

cm 0. 928 0. 293 1. 569 13. 673 3. 41 6

塑料袋直径 4
 

cm 2. 007 0. 233 1. 303 14. 038 3. 74 4

塑料袋直径 6
 

cm 1. 800 0. 224 1. 201 10. 722 2. 99 7

塑料袋直径 8
 

cm 1. 629 0. 279 1. 365 12. 938 3. 43 5

由表 4 可看出,最佳容器材料及规格的综合选

择指标从大到小依次排列为:无纺布 8cm>无纺布 6
 

cm>无纺布 4
 

cm>塑料袋 4
 

cm>塑料袋 8
 

cm>无纺布

10
 

cm>塑料袋 6
 

cm. 无纺布 8
 

cm 容器规格以综合

选择指标 5. 44 位居首位,成为最佳的大叶相思育苗

容器,其次是无纺布 6cm 容器规格;此外,除了无纺

布容器规格 10
 

cm 外,无纺布容器苗木的质量均高

于对照(塑料容器).

3 结论

1)对 4 种规格无纺布容器所育大叶相思苗木

生长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比较,选用无纺布容

器育苗能有效地促进大叶相思苗木的生长量;容器

规格对苗木的生长量有显著的影响,在 4 种规格中,
以直径为 8

 

cm 的无纺布容器苗的苗高、地径生长量

最大,发根条数最多.
2)对生物量影响的试验结果表明:与对照比

较,无纺布容器能显著地提高大叶相思苗木的生物

量,增加了地下部分生物量的积累,苗木生长健壮;
容器的规格对大叶相思苗木总生物量及其器官生物

量的分配有显著影响,4 种规格的容器中,总生物量

以无纺布 8
 

cm 容器规格的最大,以无纺布 4
 

cm 容

器规格的根生物量积累最多.
3)对不同材料及其规格的容器所育大叶相思

苗木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无纺布 8
 

cm 容

器规格的综合指数最高,为最佳容器,其次是无纺布

6
 

cm 容器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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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地区麻栎天然次生林的林分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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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7 年 3 月对滇中禄丰村林场具有代表性的 3
 

hm2 麻栎次生林的组成及生长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其林分

类型,主要乔木树种的径阶分布及其在群落中的重要值,进而对林分的生态效能进行评价. 研究结果表明,该麻栎

次生林划分为麻栎—云南松和麻栎—云南松—滇油杉 2 种林分类型,林木株数分布分别集中于径阶 8
 

cm 和 6
 

cm
处,以麻栎为优势树种,云南松为伴生树种. 麻栎林木的优势度达 50. 77,重要值为 71. 71. 林分主要乔木树种麻栎、
云南松及滇油杉的林木密度分别为 1

 

825 株 / hm2、650 株 / hm2 和 325 株 / hm2,其中伴生树种云南松和滇油杉优势

较为明显. 林分中乔木层最大树高 20. 1
 

m,最大胸径 40
 

cm,均为云南松植株. 其群落结构简单,物种较少,生态功能

差,为低质低效林分,急需改造.
关键词:麻栎;天然次生林;林分特征;禄丰村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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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osition
 

and
 

growth
 

of
 

typical
 

Quercus
 

acutissima
 

secondary
 

forest
 

with
 

the
 

area
 

of
 

3
 

hm? in
 

Lufengcun
 

Forest
 

Farm
 

of
 

Yiliang
 

county
 

in
 

middle
 

Yunnan
 

were
 

studied
 

in
 

March
 

2007.
 

The
 

di-
ameter

 

and
 

important
 

value
 

of
 

main
 

tree
 

species
 

were
 

analyzed,
 

and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studied
 

stand
 

was
 

evaluat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mplied
 

that
 

the
 

studied
 

stand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namely
 

Q.
 

acutissima-
 

Pinus
 

yunnanensis
 

forest
 

and
 

Q.
 

acutissima-Pinus
 

yunnanensis-Keteleeria
 

evelyniana
 

forest,
 

mainly
 

distributing
 

with
 

the
 

major
 

diameter
 

as
 

8
 

cm
 

and
 

6
 

cm
 

respectively.
 

Q.
 

acutissi-
ma

 

was
 

the
 

dominant
 

tree
 

species
 

with
 

the
 

dominance
 

of
 

50. 77
 

and
 

the
 

important
 

value
 

of
 

71. 71,
 

while
 

P.
 

yunnanensis
 

was
 

associated
 

tree
 

species.
 

The
 

density
 

of
 

these
 

three
 

species
 

namely
 

Q.
 

acutissima,
 

P.
 

yunnanensis
 

and
 

K.
 

evelyniana
 

were
 

1825
 

individual
 

/ hm2,
 

650
 

individual
 

/ hm2
 

and
 

325
 

individual
 

/ hm2
 

in
 

order.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inus
 

yunnanensis
 

and
 

Keteleeria
 

evelyniana
 

as
 

associated
 

species
 

was
 

obvious.
 

The
 

biggest
 

tree
 

height
 

and
 

DBH
 

in
 

studied
 

stand
 

occurred
 

in
 

P.
 

yunnanensis
 

as
 

20. 1m
 

and
 

40
 

cm
 

resp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this
 

study,
 

it
 

concluded
 

that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species
 

compo-
sition

 

of
 

Q.
 

acutissima
 

secondary
 

forest
 

were
 

relatively
 

simple
 

with
 

few
 

species
 

and
 

poor
 

ecological
 

func-
tion.

 

It
 

was
 

a
 

stand
 

of
 

low
 

quality
 

and
 

low
 

benefit,
 

which
 

urgently
 

need
 

to
 

be
 

restructured.
Key

 

words:
 

Q.
 

acutissima;
 

natural
 

secondary
 

forest;
 

stand
 

characteristics;
 

Lufengcun
 

forest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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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栎(Quercus
 

acutissima)主要分布于滇中及其

以南地区,以天然林为主[1] . 麻栎天然次生林群落

在滇中地区集中分布于海拔 1
 

600 ~ 1
 

900
 

m 的坝子

边缘或低山丘陵地带,是云南省的一种重要森林类

型,在其分布区的森林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中

发挥着其他森林类型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滇中为



韩明跃,等:滇中地区麻栎天然次生林的林分特征研究

云南省人口集中地区,因此森林资源受人为活动影

响较大,林分结构简单,质量差. 麻栎天然林还受人

为长期不科学、不合理经营的影响,使其天然林的资

源结构和生态功能受到严重破坏,有很大一部分林

分的生产力低下,单位面积的生长量低,林分结构

差,涵养水源、固持土壤的生态功能低劣. 目前,麻栎

天然次生林在滇中地区已基本被破坏,存在的面积

较少,且与云南松次生林镶嵌交叉分布. 因此,研究

滇中地区麻栎天然次生林的林分群落结构及其主要

乔木树种生长状况等的林分特征,更好地认识麻栎

天然次生林的林分组成,了解林分的质量及其生态

功能的变化趋势,进而探讨对麻栎天然次生林的林

分保护,对维护其分布区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2,3] .

1 研究区概况及麻栎天然次生林的起源与分布

研究地设在宜良县禄丰村林场的徐家山林区地

处滇中地区,昆明市宜良县最南边的南盘江中游,地
理位置为东经 103°00′02″ ~ 103°16′06″,北纬 24°26′
11″~ 24°30′08″. 海拔 1

 

400 ~ 2
 

100
 

m. 本区常年多西

南季风,加之受该区内地形地势的影响,形成冬春干

旱少雨,夏秋多雨湿润,干湿季较明显的气候特征.
区内成土母岩有石灰岩和页岩、紫色砂岩、砂质页

岩、紫色页岩,成土母质主要有河流冲积母质和残积

母质,全区的土壤均属红壤亚类. 土种有红壤、红壤

型黄色幼年土、黄壤性潜育土、灰化红壤土、黄壤等

类型.
 

研究区的麻栎天然次生林林分起源于渐伐后的

云南松人工林,该林分偶见少量的滇油杉. 1982 年

进行首次采伐,强度为 50%左右,伐后 3 年云南松采

伐迹地上出现大量云南松幼苗. 其间常有偷砍盗伐

现象发生,1985 年进行最后一次抚育性采伐,每公

顷留下 80 ~ 90 株首次采伐后相对较好的云南松作

为母树. 因该林区属于跨地区经营,且被列为水源涵

养林,其后在天然林保护中被列为国家重点公益林;
另外林场对该种林分类型从未进行抚育间伐,任其

天然更新. 在山体上部、山脊、山顶坪地部位以云南

松为优势树种,形成云南松天然次生林,可分为 3 种

林分类型,分别为云南松—麻栎—华山松林分、云南

松—麻栎林分及云南松—麻栎—滇油杉林分,都具

相同的稳定性,其林分特征及质效研究已另文发

表[4] . 而山体中下部、低凹地、沟谷等地以麻栎优势

度明显,形成麻栎天然次生林. 形成过程为:云南松

人工林—松栎灌草丛—松栎灌丛—松栎混交林—麻

栎次生林. 在禄丰村林场其主要分布于徐家山林区,
面积达近 50 多

 

hm2,集中分布于山体中下部、低凹

地、沟谷等地,坡度为 0 ~ 20°,海拔 1
 

940 ~ 1
 

960
 

m,
坡向为北坡、东坡、西坡. 其他主要乔木树种有云南

松( Pinus
 

yunnanensis)、 滇油杉 ( Keteleeria
 

evelyni-
ana),偶见华山松(P. armandi)、旱冬瓜(

 

Alnus
 

ne-
palensis) 零 星 分 布, 灌 木 以 杜 鹃 ( Rhododendron

 

sp. )、滇榛(Corylus
  

yannanensis)、野胡椒为主,草本

层以禾本科植物占优势.

2 研究方法

2. 1 样林的选择及调查

2007 年 3 月在禄丰村林场徐家山林区,以具有

改造价值的麻栎天然次生林为研究对象,根据地形

条件、群落外貌特征和林分的树种组成等,在具代表

性的地段设置样林,面积为 3
 

hm2 . 在样林内设置界

桩,林分设桩,四周留有保护带. 该林分未经人为干

扰破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设定的样林内,通过

踏查设置 20
 

m×20
 

m 的 4 块调查样地,调查样地的

概况见表 1. 观测样地林分的外貌特征及其树种组

成,经每木检尺测得各乔木树种的胸径、树高及乔木

层的郁闭度. 另在每块样地内的四角及中心各设置

1 块 3
 

m×3
 

m 的小样地,共 20 块小样地,观测样地

内灌木、草本层的盖度.
2. 2 数据处理及分析

依据 4 块样地的调查汇总数据[5] ,分析麻栎次

生林分的植物物种组成,群落结构,主要乔木树种林

木的径阶分布状态. 径阶按 2
 

cm 为 1 径阶划分,即 3
 

cm≤D<5
 

cm 的径阶为 4,胸径小于 3
 

cm 的乔木树

种林木的径阶不调查,有关指标按如下公式计算.
1)种的重要值 / % = (相对密度+相对优势度+

相对频度) / 3×100%
2)相对密度 / % = (一个种的密度 / 所有种的总

密度) ×100%
3)相对优势度 / % = (一个种的相对优势度 / 所

有种的总相对优势度) ×100%
4)相对频度 / % = (一个种的相对频度 / 所有种

的总相对频度) ×100%
2. 3 麻栎次生林分生态功能等级评价方法

麻栎次生林分生态功能的等级评价主要以林分

类型、林层、林分郁闭度、地被层 4 个因子为基础,按
等级划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定. 中(等级):4 个因子为

Ⅱ类;1 个因子为Ⅰ类,3 个因子为Ⅱ类;3 个因子为

·14·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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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样地概况

Tab. 1　 Site
 

conditions

样地号
平均海拔

/ m 坡位 坡向
坡度

/ ° 土壤 优势树种 其他乔木树种 郁闭度

1 1958 中坡 东北坡 10 灰化红壤土 麻栎 云南松、旱冬瓜 0. 7

2 1954 中坡 东坡 15 灰化红壤土 麻栎 云南松、华山松、白栎 0. 8

3 1944 下坡 东北坡 12 灰化红壤土 麻栎 云南松、滇油杉 0. 8

4 1950 沟谷 10 灰化红壤土 麻栎 滇油杉、云南松、黄栎 0. 9

Ⅱ类,1 个因子为Ⅲ类者. 差(等级):3 个因子以上

(含 3 个因子)为Ⅲ类者;2 个因子为Ⅱ类,2 个因子

为Ⅲ类者;1 个因子为Ⅰ类,1 个因子为Ⅱ类,2 个因

子为Ⅲ类者[6] .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 1 林分类型及其植物物种组成

研究区的麻栎次生林为云南松人工林拔大毛采

伐后天然更新并逐渐演替的林分. 未经抚育,任其自

然生长. 在背荫和水湿条件好的地方,麻栎成片簇状

生长,云南松株数逐渐减少,麻栎林内的一些植物逐

渐消失,改变了林下植物的组成. 有一些林下灌木、
草本植物因其适应性、生活力强而残存,仍代表着麻

栎次生林群落以及生境条件的一些特征. 将研究区

的麻栎次生林划分为 2 种林分类型.
3. 1. 1 麻栎—云南松林分

   

林分平均海拔 1
 

956
 

m,中坡,东北坡,坡度 10°
~ 15°,含山凹缓坡地,土壤为灰化红壤土,土壤厚,
水肥条件好(以样地 1、2 为代表). 林分分层明显,
其外貌因含主成分麻栎阔叶树而呈现淡绿色,其中

夹杂团块状的深绿色云南松林木. 林分中乔木上层

具少数高大粗壮的云南松林木,偶有斑点状分布的

旱冬瓜植株. 林冠不整齐,郁闭度 0. 75. 乔木层最大

树高 20. 1
 

m,树种为旱冬瓜,乔木层平均高度 6. 15
 

m;乔木最大胸径 28
 

cm,树种为云南松,平均胸径

8. 87
 

cm. 该林分类型以麻栎为优势种,其林木数量

占林分林木总数的 74. 42%;而云南松林木在林分

中呈团块状分布,其株数占该林分林木总株数的

25. 58%. 个别云南松大树干形较好,远高出于主林

层. 乔木下层为黄背栎(Quercus
  

pannosa)、滇青冈

( Cyclobalanopsis
  

glaucoides )、 锥 连 栎 ( Quercus
 

franchetii)等.
  

灌木层较发达,盖度 30%左右,高度

40~ 180
 

cm,种类约 25 种,分布不均匀,常见有大白

花杜鹃、锈叶杜鹃(Rhododendron
  

sp)、滇榛(Corylus
  

yannanensis)、野胡椒等. 草本层不发达,盖度 10%,
高度 20 ~ 40

 

cm. 在上层乔木林冠破裂的林窗地段,

草本层的植物种类为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甘
青蒿 Artemisia

 

tangutica、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
nophorum)等. 林地枯落物厚度达 4

 

cm,较潮湿.
3. 1. 2 麻栎—云南松—滇油杉林分

  

平均海拔 1
 

947
 

m,坡位为中坡,沟谷地带,坡
度 10 ~ 12°,土壤为灰化红壤土,土壤厚,水肥条件好

(以样地 3、4 为代表). 林分分层明显,外貌因其主

成分为麻栎阔叶树而呈现淡绿色,其中夹杂团块状

深绿色的云南松及滇油杉林木. 林分的其他乔木树

种为白栎、盐肤木、黄栎等. 该林分的乔木上层具少

数高大粗壮的云南松及滇油杉,林冠不整齐,郁闭度

0. 8. 乔木最大树高 17. 0
 

m,平均高度 6. 41
 

m,最大

胸径 40
 

cm,平均胸径 8. 65
 

cm. 乔木层最大树高及

最大胸径的林木均为云南松. 该林分以麻栎为优势

树种,其株数所占比例达 59. 42%;云南松林木呈小

团块状散布于林内,其林木株数占该林分林木总株

数的 27. 74%. 个别云南松大树干形较好,远高出于

主林层上. 滇油杉林木呈块状分布于林内,其株数占

林内林木总株数的 18. 84%. 林分密度较大,灌木层

最不发达,盖度 10%,高度 20 ~ 70
 

cm,植物种类少,
常见有鸡脚悬钩子(Rubus

 

delavayi)、桂滇悬钩子

(Rubus
 

shihae)、滇榛、野胡椒. 草本层不发达,盖度

8%,高度 20 ~ 40cm. 在上层乔木林冠破裂的林窗地

段,草本层植物种类为白茅、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等. 林下枯落物厚达 5
 

cm,林地比较

潮湿.
 

3. 2 林分密度及其乔木树种的径阶分布特征

研究区的麻栎次生林乔木种群的林木年龄难以

确定,故以其林木的胸径为研究对象,对乔木种群的

径级结构进行分析[7,8] . 该林分林木径级结构的变

化非常明显. 2 种林分类型林木株数分别分布于径

阶 8
 

cm 和 6
 

cm 处. 以麻栎为优势树种,其次以云南

松林木所占比例较高,主要分布于山体中下部、低凹

地、沟谷等地. 林分中的云南松林木呈小团块状分

布,其年龄结构呈塔型,大龄级个体及幼树数量较

少,中间龄级个体数量较稳定,变化幅度不大.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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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沟谷等地. 云南松和滇油杉林木则呈小团块状分

布. 对滇中麻栎次生林主要乔木树种的群落特征值

作比较,其结果见表 3.

表 3　 滇中麻栎次生林主要乔木树种的群落特征值
                     

%
Tab. 3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value
 

of
 

main
 

tree
 

species
 

in
 

studied
 

stands

树种
相对

优势度
相对
密度

相对
频度

重要值

麻栎 50. 77 64. 35 100 71. 71

云南松 32. 10 22. 61 75 43. 24

滇油杉 15. 18 11. 30 25 17. 16

从表 3 可以看出,麻栎树种在整个麻栎次生林

的群落中的重要值最大,显著优于其他乔木树种,其
林木的相对优势度、相对密度和相对频度均居群落

首位,为群落的优势种. 而云南松为次优势树种,优
势度也相对较高. 其他伴生树种优势度较低,在其群

落中很难成为建群树种.
3. 4 麻栎次生林分的生态功能

为了判断滇中麻栎次生林群落生态功能,以森

林类型、林层、林分郁闭度、地被层 4 个因子为基础,
按等级划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定. 评定结果为,滇中麻

栎次生林群落生态功能等级效益的评定因子有 2 项

为Ⅱ,2 项为Ⅲ,依据评定标准,其生态功能等级为

差(等级)(表 4). 说明禄丰村林场麻栎次生林的林

分质量很低.

表 4　 滇中麻栎次生林的生态功能等级效益的评价结果

Tab. 4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function
 

of
 

Quercus
 

acutissima
 

secondary
 

forest

等级序号 Ⅰ Ⅱ Ⅲ

森林类型 针阔混交林、灌木林

郁闭度 0. 8

林层 单层林,林下灌木层盖度 20%

地被层 植被层平均高度 0. 35m,覆盖
度为 9%

4 结语

1)滇中麻栎次生林的林分群落分层明显,以麻

栎林木的优势度最高,达 50. 77,重要值为 71. 71,优
势明显. 其后依次为云南松、滇油杉等伴生树种的林

木. 通过对其森林生态功能等级效益的评价,滇中麻

栎次生林有 2 项评定因子为Ⅱ,2 项为Ⅲ,根据评定

标准,其生态功能的效益等级为差(等级). 滇中麻

栎次生林的林分群落结构简单,林相残破,林分结构

不良,林分生长力低下,物种较少,保水保土能力差,
林分中云南松林木的密度较小、麻栎平均胸径不大,
出材率很低,生态功能差,为低质低效林分,急需

改造[10,11] .
2)滇中麻栎次生林可分为麻栎—云南松及麻

栎—云南松—滇油杉 2 种林分类型,分布于山体中

下部、低凹地、沟谷等地,均以麻栎为优势树种,呈片

分布簇状生长;云南松和滇油杉为伴生树种,呈小团

块状分布. 这 2 种林分可进行团块状改造,伐掉部分

簇状生长的麻栎林木,在留有天窗的地方补植云南

松优质苗,形成非均匀的云南松—麻栎混交林,从而

使低质低效的麻栎天然次生林的林分结构由低劣向

优良结构转化,由单一结构的麻栎低质低效林分改

造成乔木、灌木、草本层次错落、具有复层结构、针阔

混交的森林植被,从而提高林分的水土保持效益,实
现森林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利用[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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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经营管理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工程森林经营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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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退耕还林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生态环

境、治理水土流失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退耕还林工

程实施以来,已累计完成新造林 2
 

700 多万
 

hm2,占
同期全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造林总面积的 52%,相
当于再造了一个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1] . 目前,退
耕还林工程实施已近 10 年,大部分退耕还林地已郁

闭成林,部分林地已经进入抚育间伐或采伐期. 加强

对这些森林的经营管理,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和成效

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工程建设的重要

内容.

1 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经营管理现状与问题

总体看来,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经营管理仍处于

认识逐步提高、工作逐步开展、成效初步显现阶段.
各地已经逐渐意识到加强工程森林经营管理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并陆续开展了一些专项调查研究和初

步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抚育管理上,

辽宁省针对工程建设初期杨树初植密度较大、林分

郁闭后质量开始呈现下降和不稳定趋势的实际情

况,探索总结了“下层抚育为主,下层抚育与机械抚

育相结合”的技术方法,并针对工程林地抚育工作

量大、收益率低,退耕户自觉开展抚育工作积极性不

高的情况,提出并实行了对抚育生产的原条、小杆免

征育林基金的措施. 河南、陕西、甘肃等工程省对退

耕还林工程幼林抚育过程中土壤管理、林木抚育、幼
林保护和林地抚育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管理要求和

技术要求. 河南省明确提出了要对郁闭度 0. 8 以上

的退耕地及时抚育且伐后郁闭度要不低于 0. 6 的技

术指标.
在结构优化上,各地在对退耕还林地的经营管

理中大胆地探索了一些林草、林药、林果以及发展林

下经济等高效植被配置模式,积极实施了补植补造

高效树种、加强低效林改造等林分结构优化措施,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内蒙古自治区为了解决退耕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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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的“小老树”、低产低效林等问题,在巩固退

耕还林专项规划中专门安排了低效林改造项目,同
时明确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专门拿出资金进行退耕

还林工程的抚育和低效改造. 四川省通过开展森林

复合经营,在林下种植药材、食用菌等,既提高了森

林的综合效益,也促进了以耕代抚,提高了抚育

质量.
在林地保护上,各地根据本地实际采取了一系

列有针对性的林地保护措施. 湖南省狠抓退耕还林

工程林木、林地管护制度和护林公约的制定落实,在
退耕地设立护林碑牌、严禁放牧、烧炭、捡柴等活动,
以乡镇为单位成立管护机构,以村组为单位成立管

护队伍,将质量与管护实行全程包干负责. 湖北省通

过核发林权证、明确林木权属等方式明确退耕农户

的义务和责任,并将钱粮兑现与管护效果挂钩,促进

了退耕农户加强抚育管护.
但是,由于大部分工程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各地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经营管理工作

进展很不平衡,一些共性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
1)当前的森林资源管理机制影响着退耕还林

主体开展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按照《退耕还林条例》
的规定,退耕还林者只有在政策补助期满后才可以

依法采伐[2] . 而为保护森林资源,防止滥伐滥砍行

为,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实行严格的采伐限额制

度,使退耕还林者对退耕还林成果的采伐利用权具

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部分工程区早期栽植的杨

树、桉树等速生树种已经相继成林,并陆续进入采伐

利用期,但随着国家第二轮补助政策的实施,当前情

况下的工程林木是否允许采伐,什么样的林分允许

采伐、采伐限额能否得到满足等问题都在很大程度

上制约着工程森林经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
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政策是将森林抚育间伐材与

主伐材等同对待,一并纳入森林采伐限额和木材生

产计划,实行严格的采伐限额管理,并对森林抚育间

伐材收取育林基金和更新改造资金. 由于退耕还林

工程造林目前仍大多处于中幼林阶段,且在当前应

坚持留优间劣的主导经营思想下,所得抚育间伐材

多为次小薪炭材、小径木等非规格材,不但材质差,
而且出材率低,经济效益差,有的甚至收不抵支. 加
上当前各地对现有林木采伐审批程序的复杂、退耕

还林比较效益降低导致补助政策激励作用的弱化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退耕农户对工程森林经营管理的

积极性不高.
2)科技支撑相对滞后. 当前,各地对工程造林

初期的技术模式研究、总结并推广相对较多,而对工

程森林经营管理的研究相对滞后,加上现有研究与

工程经营管理实践结合的也不够紧密,造成了当前

的工程森林经营管理中普遍存在着科技成果转化率

较低,实用的经营管理技术模式储备和推广不足等

问题. 各地对退耕还林工程的森林经营管理大多还

长期停留在一般的除草、补植、间伐等初级作业状

态. 甚至部分地区在开展经营之前没有编制科学的

经营方案,即使少数编制了经营方案的地方也存在

编制过程流于形式、走过场,目标不切合实际,缺少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 同时,各地长期形成的

“生态林要管死”、“生态林不能经营”、“重造轻抚、
重量轻质”等思维方式,也大大限制了工程中生态

林的经营和效益的发挥. 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主体是

亿万退耕农民,退耕还林工程退耕地块分散、退耕农

户相互独立的特殊性进一步增加了对退耕还林地和

林木开展科学经营的难度.
3)缺少必要的专项资金扶持. 退耕还林工程对

营造林的补助只有初期造林的种苗补助费,对于造

林后的抚育管理和幼林郁闭后的森林经营管理等一

直没有按照工程管理的要求纳入投资预算. 尽管国

家在完善退耕还林政策中专门建立了巩固退耕还林

成果的专项资金,但不同部门、不同专家学者间对工

程林地林木的抚育管护、经营管理、病虫鼠兔害防

治、旱涝震等自然灾害后的林地恢复重建等内容是

否应纳入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存在分歧,致使很多工

程区对以上工作都不能及时有序开展,甚至一些地

区没有将工程荒山荒地造林的补植补造纳入专项规

划. 由于退耕还林工程区大多处于偏远山区,道路、
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地方财政困难,缺
少了工程森林经营管理资金的重点或专项扶持,工
程森林经营管理工作困难重重.

2 加强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经营管理的对策

建议

　 　 当前,退耕还林工程已经进入了重要发展阶段,
工程建设初期栽植的林木已经处于快速生长期. 这
个时期正是林木间竞争激烈、需要采取人工干预的

最佳时机. 如果不及时开展科学经营,错过时机,森
林的质量将越来越差,功能将越来越弱,不但将造成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林地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而且

会导致病虫害、森林火灾等灾害隐患,严重威胁多年

来的工程建设成果的巩固. 加强对退耕还林工程林

地的经营管理,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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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推进退耕还林工程的森林经营管理,必须进一

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引导各地改变传统的仅以成

活率或保存率高低作为营造林评价指标的片面认

识,树立全面科学的营造林质量观和综合效益观. 地
方政府及部门作为工程实施的责任主体和组织管理

者,要把退耕林地经营工作作为巩固成果的关键措

施,增强经营工作的紧迫感,加强领导,强化管理,做
到制度健全,责任明确,措施到位. 针对农户实际,采
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引导,提高农户对林地经营的

认识,引导广大退耕农户将对工程科学森林经营转

变为自觉行为. 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既要对林木和林

产品进行经营管理,也要对林地以及林地内的动植

物资源进行经营管理;既要重视对工程退耕地还林

的经营管理,也要重视对工程荒山荒地造林地的经

营管理;既要重视对经济林和兼用林的经营管理,也
要重视对生态林的经营管理,努力实现退耕还林工

程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
2. 2 解放思想,创新机制

退耕还林工程政策性很强,要开展好工程森林

经营管理工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及时研究完善

适合于工程经营管理实际的政策措施,为其创造宽

松的政策和融资环境.
1)要尽快研究出台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经营管

理办法,对工程抚育间伐、林木采伐、林木及林产品

经营利用、林地征占用、林地流转等作出规范. 对不

同林地实施分类经营. 生态脆弱区、生态重要区的生

态林要纳入公益林管理体系. 生态区位一般的生态

林,抚育管护措施要经济、生态效益兼顾,允许有条

件的采伐利用. 经济林要纳入商品林地管理体系,通
过加大集约经营强度和投入水平,提高收益.

2)要在认真执行限额采伐管理的前提下,将退

耕还林工程抚育间伐计划单列,做到作业单位或个

人随时申请,随时审批. 将退耕还林工程林木采伐额

度纳入到政府每年编制的林木采伐限额中去,并允

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实行采伐指标年度间滚动使

用,以使各地自行选择最适宜时机进行采伐.
3)不断创新和完善有利于激励多种所有制参

与退耕还林经营的政策环境和运行机制. 在明确所

有权的基础上,放活经营权,按照“物质利益”的原

则,制定优惠政策,建立长效机制,充分调动吸引广

大群众和各种社会主体参与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经营

管理的积极性,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探索对工程森

林间伐材免征育林基金,或按一定比例提取征收的

育林基金用于工程的经营管理的做法. 加大贴息贷

款、小额贷款等金融支持工程森林经营管理力度,研
究实施以间伐材抵贷款,以间伐材抵工等政策措施.
探索建立稳定的资金扶持渠道,如纳入同级财政预

算或允许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划资金用于工程

各项林地经营管理,对工程森林经营管理进行专门

补助或补贴.
2. 3 强化服务,提高效益

加强工作指导和技术服务,提高森林经营效益,
让退耕农户真正从中受益是确保工程森林经营管理

工作健康开展的根本.
1)要加大科技支撑的投入力度,筛选组装配套

一批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系统地加以推广应用,并
组织有关科研机构对工程建设存在的技术难题进行

攻关,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2)要科学地编制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经营管理

方案. 通过科学规划、分类经营、分区施策,帮助退耕

农户实现对退耕还林工程成果的科学经营和合理利

用. 指导广大退耕农户在抚育过程中注重与推广应

用高效植被配置模式的结合,通过适时补植高效树

种,实行林草、林药、林下经济模式等,合理利用地

力,促进增收.
3)要积极培育林业龙头企业,走工程造林产业

化经营的道路. 要从政策、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给

退耕农户做好对工程林地经营物质再利用、再加工

的指导和服务. 同时,在整个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经营

管理工作中,林业专业技术人员要从伐前、伐中到伐

后实行全程跟踪,帮助进行作业设计、成本核算等,
现场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 要简化办事程序,并为群

众提供信息服务,协助联系营销渠道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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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天然次生林顺行演替采取的经营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过伐林实行封山育林,对火烧迹地实

行天然更新,其森林演替效果显著. 对过渡阶段的次生林实行抚育间伐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间密留稀的抚育

方式可以促进树木生长量的提高,有利于森林的顺行演替;采阔留针的作业方式造成土壤肥不足,森林生长速度减

慢,森林结构不合理,森林质量下降. 不同森林类型的养分流研究结果表明,阔叶树较落叶松纯林更有利于增加土

壤肥力,保护森林生产力;阔叶树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大大高于针叶树,加速了树木生长和森林演替速度. 藉于研究

结果,对确定合理的天然次生林经营方式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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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岭南的森林资源经过 40 多

年的开发利用,可采资源锐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森林质量严重下降,已经由一个原始林区嬗变为以

天然次生林为主的区域. 综观整个大兴安岭地区森

林资源状况,这样一个以林为主的大型国有森工企

业,社会发展面临着如何在天然次生林的自然条件

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系统的重大课题. 已
往的森林经营方式破坏了天然次生林的生长环境,
由于不合理的间伐,土壤养分缺失,肥力下降,森林

土壤退化,满足不了树木生长、森林顺行演替的需

要,改变次生林抚育方式已刻不容缓.

1 天然次生林形成的原因

1. 1 天然次生林形成的主要内因

1)地带性因素 　 由遭受破坏的林分内残遗种

类区系因素所决定. 如杨、桦、赤杨等先锋树种原本

就是东西伯利亚区系成分.
2)生态性因素　 林分被破坏后,林分内的生态

因子,如光照、水分、风速等发生剧烈变化,并重新分

配和组合. 各类先锋树种的生态适应性与生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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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即森林凋落物生物量的大小;森林凋落物生物量

的成分;森林凋落物生物量分解的速度. 这 3 个方面

又取决于人对森林的干扰. 这就需要十分关注抚育

间伐作业对森林生物量降解的影响. 王凤友在研究

小兴安岭的次生林时曾指出“生态系统中,对于养

分流动的作用,生物组分是最活跃的,特别是植被组

分. 分析植物的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 3 个亚成分

中养分物质的贮存分配,乔木层养分含量占整个植

被分室的 78% ~ 91%.
以前在对混有阔叶树的兴安落叶松林以及针阔

混交林进行抚育时,当时由于受白桦、杨树等阔叶树

木材市场价格低的经营思想的影响以及对“调整林

分组成”的片面理解,将白桦、杨树、蒙古柞等阔叶

树视为无用之材,在抚育伐中盲目实行“采密留稀、
采阔留针、采次留好”的作业方式,将大量应该保留

的阔叶树砍伐,尤其是近 10 年来由于培育黑木耳而

砍伐了大量的蒙古柞,使次生林类型由原来的混有

阔叶树的兴安落叶松林和针阔混交林嬗变为“人

工”兴安落叶松纯林. 将与兴安落叶松依存了几百

万年的白桦等阔叶树伐除掉后,在林地内“干净”、
“整齐” 的同时,也砍断了兴安落叶松生长的生物

链,土壤分室缺失了养分归还的途径,极大地影响了

对树木生长所需养分的输送.

4 阔叶树种对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

与兴安落叶松伴生的白桦、蒙古柞、杨树等阔叶

树是在漫长的生物演替中相互选择的结果,它们之

所以能“和谐相处”,不仅是能够相互适应,而且能

为对方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尤其是白桦等

阔叶树在保证和促进兴安落叶松的生长和演替中起

到十分重要的养分循环的作用. 次生林的养分贮量

99%是在土壤分室中[1] ,而土壤中的养分主要来源

于森林凋落物的降解. 凋落物的分解过程中一方面

将部分原来由光合作用固定下来的 C 以 CO2 的形

式还原于大气,而另一部分以有机质的形式进入土

壤;另一方面,随着凋落物分解的深化,可溶性的有

机质和无机元素被释放出来,进入土壤. 因此,凋落

物的分解过程是森林生态系统中养分归还的重要途

径. 森林凋落物的重要作用不仅表现在养分归还作

用上,而且还为其它动植物的生长提供物质和能流

来源以及为含蓄水源和保持水土起到不可替代的生

态作用. 在森林凋落物分解中,其中枯叶的凋落量占

阔叶红松林的 60% ~ 79%. 本区的森林凋落物主要

是以白桦等阔叶树及兴安落叶松的凋落物为主,其
中阔叶树的凋落量约占 50%左右. 不仅如此,据魏

晓华等在小兴安岭对不同森林类型的土壤养分归还

量研究表明:白桦林的养分归还量是人工落叶松林

的 2. 16 倍,蒙古柞林是人工落叶松林的 2. 04 倍. 白
桦林的大量元素 M、P、K、Ca、Mg 均高于人工落叶松

林(表 3),而且白桦林凋落物的分解速度大大高于

针叶树. 白桦林凋落物分解 50%需要半年时间,分
解 95%用 2 年时间;而针叶松林的凋落物分解 50%
需要 1. 6 年,分解 95%用 7 年时间. 白桦林凋落物的

分解常数是 1. 479,而红松的分解常数是 0. 419(表

4).
 

更值得一提的是,树木生长需要的微量元素

Cu、Mn、Zn、Fe 等在白桦等阔叶林中均有存留量和

吸收量,而在落叶松林中没有存留量和吸收量(表

5,表 6,表 7).

表 3　 不同森林类型养分归还量比较

森林类型 M P K Ca Mg 总计 文献

蒙古柞林 60. 67 11. 93 53. 34 99. 52 15. 54 240. 99 魏晓华等
(1991)

白桦林 59. 56 10. 28 51. 69 118. 55 15. 56 255. 64 张成林等
(1991)

人工落叶
松林

35. 65 6. 22 30. 91 34. 60 10. 71 118. 09 刘世荣等
(1991)

表 4　 几个树种枯叶的分解参数

树
   

种 分解常数
分解 50%
所需时间 / a

分解 95%
所需时间 / a

白
   

桦 1. 479 0. 5 2

蒙
 

古
 

柞 0. 540 1. 3 5. 6

红
   

松 0. 419 1. 6 7

表 5　 天然次生林、人工落叶松林养分存留量 kg·hm-2·a-1

森林类型(地点) N P K Ca Mg Cu Mn Zn Fe 文
   

献

白桦林(凉水) 7. 37 2. 98 3. 08 9. 36 0. 67 0. 01 0. 28 0. 99 0. 33 鲍淳松(1991)

白桦林(帽儿山) 41. 67 11. 27 15. 40 72. 17 5. 68 0. 29 0. 51 0. 69 5. 67 张成林(1991)

蒙古柞林(帽儿山) 45. 96 8. 89 36. 02 70. 69 0. 28 0. 36 1. 12 0. 21 7. 50 魏晓华(1991)

落叶松林(帽儿山) 23. 67 5. 20 17. 50 23. 41 6. 40 刘世荣(1991)

注:表 1 ~ 表 5 摘自王凤友《天然次生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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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天然次生林、人工落叶松林养分吸收量 kg·hm-2·a-1

森林类型(地点) N P K Ca Mg Cu Mn Zn Fe 文
   

献

白桦林(凉水) 31. 02 7. 59 20. 44 41. 67 7. 07 0. 03 2. 17 1. 83 1. 02 鲍淳松(1991)

白桦林(帽儿山) 101. 20 21. 55 67. 09 190. 70 21. 20 0. 37 1. 79 1. 00 8. 20 张成林(1991)

蒙古柞林(帽儿山) 186. 60 20. 82 89. 36 170. 20 25. 80 0. 46 3. 57 0. 51 9. 98 魏晓华(1991)

落叶松林(帽儿山) 55. 58 11. 63 54. 26 58. 46 17. 50 刘世荣(1991)

表 7　 天然次生林、人工落叶松林养分生物循环速度 kg·hm-2·a-1

森林类型(地点) N P K Ca Mg Cu Mn Zn Fe 文
   

献

白桦林(凉水) 0. 76 0. 61 0. 85 0. 78 0. 91 0. 69 0. 87 0. 46 0. 68 鲍淳松(1991)

白桦林(帽儿山) 0. 59 0. 48 0. 77 0. 62 0. 74 0. 22 0. 72 0. 36 0. 31 张成林(1991)

蒙古柞林(帽儿山) 0. 57 0. 57 0. 60 0. 58 0. 61 0. 21 0. 69 0. 57 0. 25 魏晓华(1991)

落叶松林(帽儿山) 0. 57 0. 55 0. 68 0. 60 0. 51 刘世荣(1991)

　 　 Ca、Mn、Zn、Fe 等元素是树木生长所必需的微

量元素,它们以可溶性形式以及适宜的浓度存在于

树木根部的某一介质中. 如果其中某一种元素浓度

过大,可导致树木中毒,影响树木生长,但如果其中

某一种元素浓度过低,树木会呈现缺素症而营养不

良. 这 4 种微量元素在树木的光合作用中起到重要

作用,其中铁 Fe、Mn 做为某种酶的活化剂参与叶绿

素生物合成过程,缺 Fe、Mn 会影响叶绿素生物合

成,使树叶出现缺绿现象;Ca 参与树木代谢作用中

的氧化还原反应,缺 Ca 使树叶萎蔫而过早凋落,缩
短树木的生长时间;Zn 是树木体内某些酶的成分和

某些酶的活化剂,也是树木体内在合成一种主要激

素———吲哚乙酸所不可缺少的元素,缺 Zn 的树木会

出现高生长滞慢、树叶缺绿、不能结种以至树木呈矮

生状.
通过上述对小兴安岭不同森林类型的养分流研

究,不难理解阔叶树在针叶树的生长过程以及保护

森林生产力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①阔叶树较落叶

松纯林可增加 0. 5 ~ 1 倍(视阔叶树的比重而不同)
的养分,这对于增加土壤肥力,保护森林生产力,促
进落叶松生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②阔叶树凋落

物的分解速率大大高于针叶树,提高了森林养分流

的循环速率,提高了森林养分的利用率,加速了树木

生长和森林演替的速度;③阔叶树凋落物不仅大量

元素高于落叶松,而且微量元素的种类多于落叶松,
可补充落叶松生长对微量元素的需求,对减少森林

病虫害、提高光合作用效率有重要作用.

5 结论与建议

以往的次生林经营方式存在偏差,单纯“采密

留稀、采阔留针、采次留好”的作业方式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土壤肥力不足、森林生长速度减慢、森林结

构不合理、森林质量下降. 在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的

40 多年中,全区森林经营方式大体相同. 经对 1964
年与 1988 年 2 次森林资源调查结果的对比发现,全
区森林发生了林缘退缩、有林地面积减少、总蓄积量

下降、森林覆被率降低、针叶树比重减少、森林质量

变差、单位面积蓄积量减少和林木经济、使用价值降

低等一系列不良变化” [2] .
鉴于以上研究结论,在天然次生林经营方式上

提出以下建议:①继续对过伐林实行封山育林,减少

和避免人为破坏性干扰,可最大限度地保护森林生

产力,促进顺行演替;②对保留了一部分成过熟活立

木的火烧迹地实行天然更新和人为干预,增加土壤

肥力;③改变原有的天然次生林抚育方式,在对次生

林进行强度择伐时,一定要认识到阔叶树种在养分

循环中的生态作用,从生态学和经济学角度确定合

理的采伐方式和采伐限额,以免使生态系统整体

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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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野外典型样方调查结果,以群落植物区系特征、层次结构特征、种群大小级结构以及物种多样性几项指

标,分析松山自然保护区旱冬瓜群落特征. 结果表明:该群落植物种类丰富,地理成分复杂,主要由热带和温带区系

成分组成,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群落层次分明,有乔木、灌木和草本 3 个层次,其中,乔木层、草本层分别形成

以旱冬瓜、紫茎泽兰占绝对优势的单优种群. 群落层间植物及蕨类植物甚少. 旱冬瓜群落物种多样性由高到低依次

为灌木层、草本层、乔木层. 群落中旱冬瓜天然更新缺乏,处于生长衰退期,在群落中处于很不稳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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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冬瓜( Alnus
 

nepalensis
 

D. Don) 别名蒙自桤

木、水冬瓜、冬瓜树、尼泊尔桤木[1] ,属桦木科桤木

属阔叶落叶乔木,是一种深根性阳性树种. 主要分布

于云南、四川西南部、西藏东南部、贵州和广西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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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云南分布很广. 旱冬瓜生长迅速,木材材质

好,根具根瘤菌,树皮可提取栲胶,防火效果好,经济

价值较高,是西南地区主要造林树种[2-4] . 研究旱冬

瓜的群落特征,有利于认识该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
生长习性以及更新,为更好地保护并有效地开发利

用该树种,发展人工造林等提供参考.

1 研究地自然概况

松山自然保护区成立于 1994 年,面积 2
 

700
 

hm2,位于云南普洱市宁洱县境内,地理位置为 23°
5′~ 23°9′N,101°6′~ 101°10′E,属横断山系无量山脉

向南延伸的一部分. 保护区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
最高点茶庵坡头海拔 1

 

960. 7
 

m,最低点四十八道

河下段李子树海拔 1
 

420
 

m,相对高差 540. 7
 

m,全
区呈中切中山山原河谷地貌. 该区属南亚热气候带,
年均温度 18. 0℃ ,全年日照 1

 

921. 2
 

h,年均降雨量

1
 

398
 

mm. 区内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优越,气候适宜、
雨量充沛、土壤肥厚、森林茂密,保存着较完整的南

亚热带自然景观,有多种野生动植物资源和丰富的

水资源,具有较高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价值.

2 研究方法

2. 1 样地调查

在全面踏查的基础上,采用典型取样方法,在松

山自然保护区内以旱冬瓜占优势的林分中设置 20
 

m×20
 

m 的典型样方共 5 块,在每个样方的四角与

中心各设置 1 个 2
 

m × 2
 

m 的灌木层(含乔木更新

层)、草本层样方. 对乔木树种(胸径 6
 

cm 以上)进

行每木检尺,实测胸径、树高,统计每样方中乔木各

树种的株数,详细调查灌木(包括胸径小于 6
 

cm 的

小乔木或幼苗)、草本(包括蕨类植物)和层间植物

的种类、高度及生长状况. 计算每种植物的相对密

度、相对频度、相对盖度或显著度和重要值[5-6] . 根
据曲仲湘[7]立木级( I 级幼苗,高度 33

 

cm 以下;Ⅱ
级苗木,高度 33

 

cm 以上,地径小于 2. 5
 

cm;Ⅲ级幼

树,胸径 2. 5 ~ 7. 5
 

cm;Ⅳ级立木,胸径 7. 5 ~ 22. 5
 

cm;V 级大树,胸径大于 22. 5
 

cm)统计分析旱冬瓜

种群大小级结构.
 

2. 2 数据统计

2. 2. 1 重要值的计算
   

乔木层重要值=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显著

度;灌木层及草本层重要值 = 相对密度+相对频度+
相对盖度. 其中,乔木相对显著度以相对胸高断面积

代替.

2. 2. 2 物种多样性的测定
  

用物种丰富度指数、 Shannon - Wiener 指数、
Simpson 指数和 Pielou 均匀度指数[8-9] 对旱冬瓜群

落的物种多样性进行分析,公式如下.
物种丰富度指数:S=样地内所有物种数目;
Shannon-Wiener 指数:H= 1-∑P i lnP i

 ;

Simpson 指数:D= 1-∑P i
2P i =

NI

N
;

Pielou 均匀度指数:Jsw
 =

 

H / InS.
式中,Ni 为第 i 个种的个体数,N 为物种个体总数,S
为物种数,

 

P i 为样方中物种 i 所占的比例.

3 结果与分析

3. 1 群落内植物区系特征

3. 1. 1 区系基本组成

根据样地调查资料统计,旱冬瓜群落中共出现

维管束植物 66 种,隶属于 35 科 59 属. 其中蕨类植

物 1 科 1 属 1 种,种子植物 34 科 58 属 65 种. 属种

数量占优势的科为紫金牛科 ( Myrsinaceae,4 属 4
种)、樟科( Lauraceae,3 属 4 种)、豆科( Legumino-
sae,3 属 4 种)、菊科(Asteraceae,3 属 3 种)、茜草科

(Rubiaceae,3 属 3 种)、蔷薇科 ( Rosaceae, 2 属 3
种)、野牡丹科( Melastomataceae,2 属 3 种)、桦木科

(Betulaceae,2 属 2 种)、山茶科 ( Theaceae,2 属 2
种)、大戟科(Euphorbiaceae,2 属 2 种)等. 区系组成

中含 2 种的有 10 科,占科总数的 28. 57%;仅含 1 种

的有 16 科,占科总数的 45. 71%. 这说明旱冬瓜群落

的科属组成较为分散.
3. 1. 2 属的区系组成

1)蕨类植物属的区系组成 　 样方内有蕨类植

物 1 科 1 属 1 种,为泛热带分布的蕨属(Pteridium)蕨.
2)种子植物属的区系组成 　 根据吴征镒关于

《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的划分标准[10] ,
对组成松山自然保护区旱冬瓜群落的种子植物区系

地理成分进行分析(表 1). 由表 1 可见,热带分布属

有 47 属,占整个区系属数的 82. 46% (百分比未包

括世界分布的属),表明该群落具有明显的热带气

候特征,包括榕属(Ficus)、赤才属(Erioglossum)、木
姜子属( Litsea)、新樟属(Neocinnamomum)、润楠属

(Machilus)、杜茎山属 (Maesa)、泽兰属 (Eupatori-
um) 等. 温带分布属有 9 属,占整个区系属数的

15. 79%,表明该群落有一定的温带倾向,包括了该

群落乔木层的主要组成属种,如桤木属(Alnus)、桦
木属(Betula)、盐肤木属(Rhus)等. 东亚分布属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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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1 种,仅占整个区系属数的 1. 69%. 可见,该群落

植物种类丰富,地理成分复杂,主要由热带区系成分

和温带组成,其中热带植物属占绝大部分,其次为温

带分布的属,说明该群落有一定的温带性质,并具有

一定的过渡性特征.

表 1　 旱冬瓜群落中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Tab. 1　 Genera
 

distribution
 

types
 

of
 

seedplantsin
 

Alnus
 

nepalensis
 

D. Don
 

community

分布区类型
 

属数 种数
  

占总属数 / %

世界分布 2 2 3. 39

泛热带分布 21 24 35. 59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3 3 5. 08

旧世界热带分布 12 14 20. 34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4 5 6. 78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2 2 3. 39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 5 6 8. 47

北温带分布 7 7 11. 86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0 0 0

旧世界温带分布 1 1 1. 69

温带亚洲分布 1 1 1. 69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0 0 0

中亚分布 0 0 0

东亚分布 1 1 1. 69

中国特有分布 0 0 0

总计 59 66 100

3. 2 群落的层次结构特征

3. 2. 1 旱冬瓜群落乔木层特征

旱冬瓜群落乔木层有 9 种,隶属于 8 科 8 属,主
要组成种类为旱冬瓜、赤才(Erioglossum

 

rubiginosum
 

(Roxb. )
 

Bl. )、盐肤木(Rhus
 

chinensis
 

Mill. )、西南

桦(Betula
 

alnoides
 

Buch
 

Ham. ) 等,平均树高 14. 6
 

m,平均胸径 15. 2
 

cm. 就种的重要值(表 2)而言,乔
木层优势种为旱冬瓜,在样方内占绝对优势,其重要

值最高,为 169. 94%,相对密度、相对频度和相对显

著度均居首位. 余下依次是赤才(32. 48%)、盐肤木

(27. 43%)、西南桦( 16. 19%)、山黄麻 ( 15. 23%)、
鸡素果(12. 87%)、山樱花( 11. 61%),其余树种的

重要值均低于 10%. 据统计,群落乔木层落叶树种

的重 要 值 总 和 为 272. 87%, 常 绿 树 种 总 和 为

27. 13%
 

,反映出旱冬瓜林乔木层树种以落叶成分

占绝对优势.
3. 2. 2 群落灌木层与乔木更新层特征

该层的组成树种有 44 种,分属 23 科 39 属,平

表 2　 旱冬瓜群落乔木层统计

Tab. 2　 Statistics
 

of
 

arbor
 

layer
 

of
 

Alnus
 

nepalensis
 

D.
 

Don
 

community
  

树
 

种
个体数

 

/ 株
  

平均
树高

 

/ m
    

平均
胸径

 

/ cm
        

相对
密度

 

/ %
 

相对
频度
/ %

  

相对
显著度

/ %
  

重要值
/ %

旱冬瓜
     

105
     

18. 0
      

18. 4
       

62. 50
     

22. 73
      

84. 71
     

169. 94

赤才
       

30
      

8. 9
       

8. 8
        

17. 86
     

9. 09
       

5. 54
      

32. 48

盐肤木
     

6
       

7. 5
       

8. 9
        

3. 57
      

22. 73
      

1. 13
      

27. 43

西南桦
     

9
       

9. 0
       

9. 0
        

5. 36
      

9. 09
       

1. 74
      

16. 19

山黄麻
     

6
       

12. 5
      

13. 4
       

3. 57
      

9. 09
       

2. 57
      

15. 23

鸡素果
     

3
       

11. 0
      

16. 7
       

1. 79
      

9. 09
       

1. 99
      

12. 87

山樱花
     

3
       

6. 0
       

10. 1
       

1. 79
      

9. 09
       

0. 73
      

11. 61

斜叶榕
     

3
       

10. 0
      

12. 2
       

1. 79
      

4. 55
       

1. 06
      

7. 40

鼻涕果
     

3
       

4. 0
       

8. 6
        

1. 79
      

4. 55
       

0. 53
      

6. 86

表 3　 旱冬瓜群落内灌木层、乔木更新层统计

Tab. 3　 Statistics
 

of
 

shrub
 

layer
 

and
 

regeneration
 

layer
 

of
 

Alnus
 

nepalensis
 

D.
 

Don
 

community

树
 

种
个体数

 

/ 株
  

平均
树高

 

/ m
     

相对
密度

 

/ %
 

相对
频度
/ %

  

相对
显盖度

/ %
  

重要值
/ %

杜茎山
       

9
         

3. 8
        

3. 66
        

4. 95
       

15. 00
      

23. 61

红木荷
       

9
         

1. 2
        

3. 66
        

3. 96
       

6. 50
       

14. 12

山樱花
       

9
         

4. 0
        

3. 66
        

3. 96
       

4. 50
       

12. 12
     

岗柃
         

9
         

2. 7
        

3. 66
        

4. 95
       

2. 00
       

10. 61

赤才
         

6
         

4. 3
        

2. 44
        

1. 98
       

6. 00
       

10. 42
  

鼻涕果
       

9
         

3. 8
        

3. 66
        

1. 98
       

3. 00
       

8. 64
     

西南桦
       

6
         

5. 4
        

2. 44
        

2. 97
       

3. 00
       

8. 41
     

水筒木
       

6
         

3. 0
        

2. 44
        

2. 97
       

2. 60
       

8. 01
   

均高度为 2. 3
 

cm,层盖度为 20%左右. 由表 3 可知,
重要值大于 8%的几种重要灌木树种的个体数量相

差不大,但各树种出现频度及盖度差异明显. 杜茎山

(Maesa
 

japonica ( Thb) Moritzi) 在灌木层中个体较

大,出现频度高,其重要值为 23. 61%,位居第一. 余
下依次是红木荷(14. 12%)、山樱花( 12. 12%)、岗
柃(10. 61%)、赤才(10. 42%)、鼻涕果(8. 64%)、西
南桦(8. 41%)、水筒木(8. 01%),剩余树种的重要

值均在 8%以下. 重要的是该群落灌木层未见旱冬

瓜的幼苗及幼树,说明旱冬瓜天然更新能力比较弱.
3. 2. 3 群落草本层及层间植物特征

草本层由 19 种植物组成,分属 14 科 18 属,平
均高 60

 

cm,层盖度约 90%. 其中,菊科(Asteraceae)
泽兰属(Eupatorium)紫茎泽兰(Eupatorium

 

coelestri-
um)相对密度、相对频度及相对盖度均居首位,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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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计并列出了采自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模式标本种子植物 219 种,隶属于 63 科 133 属. 分析了大

围山自然保护区的模式标本植物不仅有古老、原始等特性,且热带性质明显. 区内的模式标本植物除部分具有一定

直接经济价值外,多数都具有重要的间接经济价值. 认为研究模式标本产地对植物的系统研究、种质资源的原地保

存、保护以及准确确定保护对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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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的概念是《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中最主要

的内容之一. 科或科级以下的分类群的名称都是由

命名模式来决定的,但更高等级(科级以上)分类群

的名称,只有当其名称是基于属名的才是由命名模

式来决定的. 种或种级以下的分类群的命名必须有

模式标本,此标本是作为发表新种的依据,被称为模

式标本. 模式标本( type
 

specimen
 

)作为规定的典型

(type)标本,必须要永久保存,不能是活植物. 严格

地说,模式只是一份标本或插图,但实际上还包括多

种情况. 由于不明之处常常很多,所以现行的植物分

类法规中特规定以下 7 种规则:①主模式(全模式、
正模式) ( holotype),②等模式(同号模式、复模式)
(isotype),③合模式(等值模式) ( syntype),④副模

式(paratype),⑤后选模式(选定模式) ( lectotype),

⑥新模式( neotype),⑦附加模式( epitype). 其他如

原产地模式(topotype). 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模式标本植物的模式类型主要为前 4 种. 模式

标本是最重要的植物标本,是确定植物学名的依据,
是植物分类学家历来从事植物系统分类研究必不可

少的科学依据,也是开展专科专属研究,编写全国和

地方植物志,进行植物区系调查研究,开发、利用和

保护植物资源的重要基本资料. 因此,
 

有必要在模

式标本原产地对有关植物及其生存环境进行保护,
 

但对此有不少人尚未认识到. 本文系在结合近年来

众多学者野外资源调查结果及查阅有关文献的基础

上完成的,可为加强这些植物的有效保护提供重要

材料.



程洪文,等: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模式标本植物及其保护利用

1 大围山自然保护区模式标本植物的特点

1. 1 种类组成

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东南部,
北回归线以南,总面积为 43

 

993
 

hm2 . 植物资源十分

丰富,到目前共记录种子植物 226 科 1
 

250 属 4
 

000
余种(含变 / 种). 经统计模式标本采自云南大围山

境内的种子植物有 219 种(不含变种),隶属于 63
科 133 属. 在统计的过程中,以哈钦松系统中“科”
的先后顺序为单位进行编号. 模式标本植物名录

如下:
 

(1 ) 买麻藤 科 　 闭 苞 买 麻 藤 Gnetum
 

cleis-
tostachyum. (2)木兰科　 倒卵叶木莲 Manglietia

 

obo-
vatifolia;屏边木莲 Manglietia

 

ventii;素黄含笑 Mich-
elia

 

flaviflora. ( 3) 五味子科 　 毛南五味子 Kadsura
 

induta. (4)番荔枝科　 喙果鹰爪 Artabotrys
 

rhyncho-
carpus;剑叶暗罗 Polyalthia

 

lancilimba; 多脉暗罗

Polyalthia
 

pingpienensis. (5) 樟科 　 河口油丹 Alseo-
daphne

 

hokouensis; 柱果琼楠 Beilschmiedia
 

cylindri-
cal; 红 毛 琼 楠 Beilschmiedia

 

rufohirtella; 白 柴 果

Beilschmiedia
 

fasciata;点叶琼楠 Beilschmiedia
 

punctil-
imba;屏边桂 Cinnamomum

 

pingbienense;贫花厚壳桂

Cryptocarya
 

depauperata; 斑 果 厚 壳 桂 Cryptocarya
 

maculate;纤梗山胡椒 Lindera
 

gracilipes;疣枝润楠

Machilus
 

verruculosa;短梗新木姜子 Neolitsea
 

brevipes;
屏边新木姜子 Neolitsea

 

pingbienensis;绒毛新木姜子

Neolitsea
 

tomentosa;小叶楠 Phoebe
 

microphylla;鳞秕

油果樟 Syndiclis
 

furfuracea; 屏边油果樟 Syndiclis
 

pingbienenesia. (6)肉豆蔻科　 滇南风吹楠 Horsfield-
ia

 

tetratepala. (7)毛茛科　 河口银莲花 Anemone
 

hok-
ouensis;屏边铁线莲 Clematis

 

pingbianensis. (8)马兜

铃科　 云南细辛 Asarum
 

yunnanense. (9) 胡椒科 　
屏边胡椒

 

Piper
  

pingbienense; 小叶球穗胡椒 Piper
 

thomsonii
 

var. microphyllum. (10)远志科　 肉茎远志

Polygala
 

carnosicaulis;髯毛远志 Polygala
 

barbellata
(11)黄叶树科 　 少花黄叶树 Xanthophyllum

 

oligan-
thum. ( 12 ) 景天科 　 褐斑石莲 Sinocrassula

 

lute-
orubra. (13) 瑞香科 　 河口瑞香 Daphne

 

hekouensis.
(14)山龙眼科　 镰叶山龙眼 Helicia

 

falcata;大山龙

眼 Helicia
 

grandis. (15)大风子科　 大叶山桂花 Ben-
nettiodendron

 

macrophyllum. (16)秋海棠科　 角果秋

海棠 Begonia
 

ceratocarpa;瓜叶秋海棠 Begonia
 

cucur-
bitifolia;大围山秋海棠 Begonia

 

daweishanensis;河口

秋海 棠 Begonia
 

hekouensis; 长 果 秋 海 棠 Begonia
 

longicarpa;大叶秋海棠 Begonia
 

megalophyllaria;山地

秋海棠 Begonia
 

oreodoxa;光叶秋海棠 Begonia
 

psilo-
phylla;蜂窝秋海棠 Begonia

 

alveolata;假厚叶秋海棠

Begonia
 

pseudodryadis;奇叶秋海棠 Begonia
 

miranda;
紫叶秋海棠

 

Begonia
 

purpureofolia;圆叶秋海棠
 

Be-
gonia

 

rotundilimba;藨叶秋海棠 Begonia
 

ruboides;最
亮秋海棠

 

Begonia
 

summoglabra;截裂秋海棠
 

Begonia
 

truncatiloba;变色秋海棠 Begonia
 

versicolor;长毛秋海

棠 Begonia
 

villifolia;喙果秋海棠 Begonia
 

rhynchocar-
pa. (17)茶科　 屏边杨桐 Adinandra

 

pingbianensis;大
叶杨桐 Adinandra

 

megaphylla;云南金花茶 Camellia
 

fascicularis;河口长梗茶 Camellia
 

hekouensis;屏边连

蕊茶 Camellia
 

tsingpienensis;桃叶柃 Eurya
  

prunifolia;
偏叶心柃 Eurya

 

inaequalis;屏边柃 Eurya
 

tsingpienen-
sis;长果核果茶 Pyrenaria

 

oblongicarpa;屏边核果茶

Pyrenaria
 

pingpienensis;毛木荷 Schima
 

villosa;石山紫

茎 Stewartia
 

calcicola. (18) 猕猴桃科 　 栓叶猕猴桃

Actinidia
 

suberifolia. (19)龙脑香科　 多毛坡垒 Hopea
 

mollissima
 

. (20)野牡丹科　 耳基柏拉木 Blastus
 

au-
riculatus;云南柏拉木 Blastus

 

tsaii;长柄异药花 For-
diophyton

 

longipes;匍匐异药花 Fordiophyton
 

repens;
密毛锦香草 Phyllagathis

 

hispidissima;长穗花 Styro-
phyton

 

caudatum. ( 21) 杜英科 　 金毛杜英 Elaeo-
carpus

 

auricomus;屏边杜英 Elaeocarpus
 

subpetiolatus.
(22)梧桐科　 樟叶苹婆 Sterculia

 

cinnamomifolia;屏
边苹婆 Sterculia

 

pinbienensis;河口苹婆 Sterculia
 

scan-
dens

 

. (23)蔷薇科　 河口悬钩子 Rubus
 

penduliflorus;
楸叶悬钩子 Rubus

 

mallotifolius;截叶悬钩子 Rubus
 

ti-
nifolius;长圆臀果木 Pygeum

 

oblongum. (24)含羞草

科　
 

心叶大合欢 Archidendron
 

cordifolium;长叶棋子

豆 Cylindrokelupha
 

alternifolilata. (25)碟形花科　 河

口红豆 Ormosia
 

hekouensis;屏边红豆 Ormosia
 

pingbi-
anensis. ( 26) 金缕梅科 　 蒙自蕈树 Altingia

 

yun-
nanensis;屏边秀柱花 Eustigma

 

lenticellatum
 

. (27)榛

科　
 

宽苞鹅耳枥 Carpinus
 

tsaiana
 

. (28) 壳斗科 　
 

圆芽锥
 

Castanopsis
 

globigemmata;大叶栲
 

Castanopsis
 

megaphylla;三柄果柯 Lithocarpus
 

propinquus;刺斗石

栎 Lithocarpus
 

echinotholus;屏边石栎 Lithocarpus
 

lae-
tus;白枝石栎 Lithocarpus

 

leucodermis;平头石栎 Litho-
carpus

 

tabularis. (29)荨麻科　 椭圆叶水麻 Debregea-
sia

 

elliptica;桤叶楼梯草 Elatostema
 

alnifolium;浅齿

楼梯草 Elatostema
 

crenatum;河口楼梯草
 

Elatostema
 

hekouense;尖山楼梯草 Elatostema
 

jianshanicum;玉民

楼梯草 Elatostema
 

shuii;三歧楼梯草 Elatostema
 

t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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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arpum;毛枝光叶楼梯草 Elatostema
 

laevissimum;绿
茎楼梯草 Elatostema

 

viridicaule;拟渐狭楼梯草 Ela-
tostema

 

attenuatoides;角硬毛赤车 Pellionia
 

crispulihir-
tella. (30)冬青科　 巨叶冬青 Ilex

 

perlata;假楠叶冬

青 Ilex
 

pseudomachilifolia. (31)卫矛科　 征镒假卫矛

Microtropis
 

wui;拟游藤卫矛 Euonymus
 

vaganoides;六
蕊假卫矛Microtropis

 

hexandra. (32)翅子藤科　 橙果

五层龙 Salacia
 

aurantiaca;河口五层龙 Salacia
 

obova-
tilimba;粉叶五层龙 Salacia

 

glaucifolia. (33)葡萄科

心叶乌蔹莓 Cayratia
 

cordifolia;红花崖爬藤 Tetrastig-
ma

 

subtetragonum;河口葡萄 Vitis
 

hekouensis. (34)芸

香科　 云南黄皮 Clausena
 

harmandiana. (35)楝科　
缩序米仔兰 Aglaia

 

abbreviata;少花葱臭木 Dysoxylum
 

oliganthum. (36) 清风藤科 　 双裂泡花树 Meliosma
 

bifida. (37)五加科　 亮叶幌伞枫 Heteropanax
 

nitenti-
folius;秋序鹅掌柴 Schefflera

 

panciflora. (38)石南科

　 线萼杜鹃 Rhododendron
 

linearilobum; 长萼杜鹃

Rhododendron
 

longilobum; 屏 边 杜 鹃 Rhododendron
 

pingbianense. (39)柿树科　 六花柿 Diospyros
 

hexam-
era. (40)紫金牛科　 折梗紫金牛 Ardisia

 

curvula;粗
茎紫 金 牛 Ardisia

 

dasyrhizomatica; 狗 骨 头 Ardisia
 

aberrans;粗梗紫金牛 Ardisia
 

crassipes;肉果酸藤子

Embelia
 

carnosisperma; 苦 苣 苔 叶 香 草 Lysimachia
 

gesnerioides;坚髓杜茎山 Maesa
 

ambigua. ( 41) 安息

香科　 大叶茉莉果 Parastyrax
 

macrophyllus;屏边木

瓜红 Rehderodendron
 

conostyle; 黄果安息香 Styrax
 

chrysocarpus
 

. (42)萝藦科　 镰药藤 Belostemma
 

yun-
nanense. ( 43 ) 茜草科 　 滇雪花 Argostemma

 

yun-
nanense;华尖药花 Acranthera

 

sinensis;耳叶龙船花 Ix-
ora

 

auricularis;纤花龙船花 Ixora
 

gracilis;长序龙船

花 Ixora
 

insignis;小花报春茜 Leptomischus
 

parviflorus;
毛花 报 春 茜 Leptomischus

 

erianthus; 紫 珠 叶 巴 戟

Morinda
 

callicarpaefolia;西南巴戟 Morinda
 

scabrifo-
lia;屏边玉叶金花 Mussaenda

 

pingpienensis;短萼腺萼

木 Mycetia
 

brevisepala; 肉 茎 蛇 根 草 Ophiorrhiza
 

carnosicaulis;大花蛇根草
 

Ophiorrhiza
 

macrantha;大

齿蛇根草 Ophiorrhiza
 

macrodnta;屏边蛇根草 Ophior-
rhiza

 

pingbienensis;河口螺序草 Spiradiclis
 

yunnanen-
sis;宽序乌口树 Tarenna

 

laticorymbosa;;云南乌口树

Tarenna
 

yunnanensis;小花尖叶木 Urophyllum
 

parviflo-
rum;滇南尖叶木 Urophyllum

 

tsaianum;屏边水锦树

Wendlandia
 

pingpienensis. (44)龙胆科　 屏边双蝴蝶

Tripterospermum
 

pingbianense. (45) 报春花科 　 轮花

排草 Lysimachia
 

subverticillata;三叶香草 Lysinmaa-

chia
 

insignis. ( 46) 厚壳树科 　 屏边厚壳树 Ehretia
 

pingbianensis. (47)旋花科　 黄毛银背藤 Argvreia
 

ve-
lutina;黄伞白鹤藤 Argyreia

 

fulvocymosa;单籽银背藤

Argyreia
 

monosperma. (48)苦苣苔科　 长萼芒毛苣苔

Aeschynanthus
 

sinologicalyx;河口直瓣苔苣 Ancyloste-
mon

 

hekouensis; 红毛横蒴苣苔 Beccarinda
 

erythro-
tricha;长梗漏斗苣苔 Didissandra

 

longipedunculata;全
叶半蒴苣苔 Hemiboea

 

integra;腺萼半蒴苣苔 Hemi-
boea

 

glandulosa,屏边半蒴苣苔 Hemiboea
 

pingbianen-
sis;密序苣苔 Hemiboeopsis

 

longisepala;长梗吊石苣苔

Lysionotus
 

longipedunculatus;圆叶马铃苣苔 Oreocharis
 

rotundifolia;丝毛石蝴蝶 Petrocosmea
 

sericea;河口蛛

毛苔苣 Paraboea
 

hekouensis;河口异叶苣苔 Whytockia
 

hekouensis;紫红异叶苣苔 Whytockia
 

purpurascens.
(49)紫葳科　 伏毛萼羽叶楸 Stereospermum

 

strigillo-
sum. (50)爵床科　

 

屏边鼠尾黄 Rungia
 

pinpienensis;
云南叉柱花 Staurogyne

 

yunnanensis; 楔叶叉柱花

Staurogyne
 

longicuneata;大围山马蓝 Strobilanthes
 

da-
weishanensis

 

. ( 51) 马鞭草科 　 抽葶大青 Cleroden-
drum

 

subscaposum. ( 52 ) 唇 形 科 　
 

槽 茎 锥 花

Gomphostemma
 

sulcatum; 薄 萼 假 糙 苏 Paraphlomis
 

membranacea; 屏 边 黄 铃 Scutellaria
 

pingbienensis.
(53) 鸭跖草科 　 波缘水竹叶 Murdannia

 

undulata.
(54)姜科　 蒙自砂仁 Amomum

 

mengtzense;疣子砂仁

Amomum
 

verrucosum. ( 55) 百合科 　 河口蜘蛛抱蛋

Aspidistra
 

hekouensis; 屏边沿阶草 Ophiopogon
 

ping-
bienensis;簇叶沿阶草 Ophiopogon

 

tsaii;长苞球子草

Peliosanthes
 

ophiopogonoides; 伞 柱 开 口 箭 Tupistra
 

fungilliformis; 屏 边 开 口 箭 Tupistra
  

pingbianensis.
(56)菝葜科　 苍白菝葜 Smilax

 

retroflexa. (57)天南

星科　 细柄芋 Hapaline
 

ellipticifolium;屏边南星 Ari-
saema

  

pingbianense. ( 58) 龙舌兰科 　 河口龙血树

Dracaena
 

hokouensis. (59)蒟蒻科　 扇苞蒟蒻薯 Tac-
ca

 

subflabellata. (60) 水玉簪科 　 屏边水玉簪 Bur-
mannia

 

pingbienensis
 

. (61)兰科 　 屏边金线兰 Ano-
ectochilus

 

pingbianensis;屏边叉柱兰 Cheirostylis
 

ping-
bianensis;长喙兰 Tsaiorchis

 

neottianthoides. (62)莎草

科　 希陶苔草 Carex
 

tsaiana;菰叶苔草 Carex
 

zizani-
aefolia. ( 63) 禾本科 　 大叶方竹 Chimonobambusa

 

grandifolia;云南龙竹 Dendrocalamus
 

yunnanicus;河

口画眉草 Eragrostis
 

hekouensis;细弱柳叶箬 Isachne
 

tenuis;长梗菅 Themeda
 

mooneyi.
1. 2 模式标本植物属的分布类型分析

云南大围山自然保护区分布的 219 种模式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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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隶属 133 属,其中裸子植物 1 属,被子植物 132
属. 据吴征镒(1991)对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属分布区

类型的划分,可归为 13 个分布区类型. 其中各类热

带成分共 101 属,占属总数的 75. 9% (不包括世界

分布,以下相同),各类温带成分共 20 属,占属总数

的 15. 0%. 其中热带性属以热带亚洲和泛热带分布

类型为主,而温带性属以北温带和东亚分布为主,这
种组成特征与大围山植物区系大致相似.
1. 2. 1 热带性分布属

在各类热带性成分中,热带亚洲居首位 ( 40
属). 木本属有木莲属(Manglietia)、含笑属(Mich-
elia)、油丹属(Alseodaphne)、润楠属(Machilus);草
本属有宽萼苣苔属 (Paraboea)、芒毛苣苔属 ( Ae-
schynanthus)、细柄芋属(Hapaline)等. 其次,泛热带

成分有 23 属,居第 2 位,如买麻藤属(Gnetum)、坡垒

属(Hopea)、柿属(Diospyros)、箭根薯属(Tacca)等.
旧世界热带成分有 13 属,居第 3 位,如玉叶金花属

(Mussaenda)、黄皮属(Clausena)、乌蔹莓属(Cayra-
tia)等.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和热带亚洲至热带大

洋洲成分各有 12 属、9 属,在大围山成分中,多为单

型属或寡型属.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成分最少,
有 4 属,如假卫矛属(Microtropis)、柃木属(Eurya)
等. 这些热带性质成分中,柃木属、油丹属、润楠属、
坡垒属、冬青属( Ilex)、风吹楠属(Horsfieldia)等构成

大围山常绿阔叶林地带性植被的主要建群种或森林

下木.
1. 2. 2 温带性属的分布

在各类温带成分中,东亚和北温带成分分布最

多,分别为 8 和 6 属. 东亚成分如沿阶草属(Ophio-
pogon)、蜘蛛抱蛋属(Aspidistra);北温带成分,如天

南星属(Arisaema)、鹅耳枥属(Carpinus)、画眉草属

(Eragrostis)、葡萄属(Vitis)等. 其次东亚和北美间断

分布有 3 属, 分别是栲属 ( Castanopsis)、 石栎属

(Lithocarpus)、紫茎属(Stewartia) . 最少为地中海区、
西亚至中亚分布和旧世界温带成分,前者有 2 属,后
者有 1 属,分别是山茶属(Camellia)、坡垒属(Ho-
pea)及瑞香属(Daphne) . 在本区,温带性质的科、属
大多分布在中山以上,多为本区常绿阔叶混交林或

落叶阔叶林的重要成分.
1. 2. 3 中国特有分布属

中国特有分布属有 5 属,分别是直瓣苣苔属

(Ancylostemon)、密序苣苔属(Hemiboeopsis)、异叶苣

苔属(Whytockia)、长喙兰属(Tsaiorchis)、长穗花属

(Styrophyton),其中后 2 种为单型属,且分布范围狭

窄. 5 属中,苦苣苔科就有 3 属,可见在大围山研究

此科的生态地理分布具有一定的价值.

2 大围山自然保护区模式标本植物的价值

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些模式标本植物,现以 Mc-
Neely(1988)所采用的生物多样性价值体系进行分析.
2. 1 直接价值

指给予人们直接收获和使用的那些产品的价

值. 可分为消费性使用价值和生产性使用价值两大

类. 大围山的模式标本植物大都具有较大的经济价

值,可作为建材、药用植物、纤维、饲料、天然染料、香
料、观赏植物、野味、水果等. 如滇南风吹楠,种子含

固体油 33. 6%,为重要的工业用油,树干通直,木材

结构中等,可作箱板材或轻建筑的板材. 马齿苋全林

供药用,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消炎、止渴、利尿作

用;种子明目,还可作兽药和农药;嫰茎叶可作蔬菜,
味酸,也是很高的饲料. 五桠果果实可食. 栓叶猕猴

桃的显著特点是枝、叶、花序各部分都很粗厚,雄花

序成总状式,很大,这是该属植物中唯一有此特征的

种,是培养杂交品种的原生材料. 线叶蒲桃果可生食

或作蜜饯,为良好的防风固沙植物;根皮、叶及果实

入药,有凉血、消肿、杀虫、收敛的功效. 河口苹婆的

树干上可采取树胶梧桐胶,用于食品、纺织、医药、化
妆品、香烟等工业;树皮的纤维可制绳索或造纸的原

料. 紫茎是我国特有的残遗植物,在研究东亚—北美

植物区系上有主要科学意义,根皮、茎皮入药,种子

油可食用或制肥皂、润滑油. 毛坡垒适于桥梁、码头

建筑、房屋建筑、水工用材、渔轮、车轴、车轮、工农具

柄、机器垫板等;屏边三七有滋补、保健作用,并且口

感好、无毒副作用;三七药膳“寓医于食”,既将药物

作为食物,又将食物赋予药用,药借食力,食助药威;
既具有营养价值,更具有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延年

益寿的功效. 云南细辛、河口银莲花、扇苞蒟蒻薯等

被当地农民作为药用植物使用,具有较高的药用价

值,是现代医药的新药源.
2. 2 间接价值

指给予人们提供经济实惠,在使用过程中不需

获取实物,生物多样性不会受到损耗方面的价值. 主
要包括 3 类:①非消耗性使用价值. 这些模式标本植

物在本区分布于海拔 100 ~ 2
 

000
 

m,是大围山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疑,这些模式标本植物对于

生态系统生产力、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调节气候和

生态关系的维持都有重要意义. ②选择价值. 是指物

种在未来某个时候能为人类社会提供经济利益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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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目前,云南大围山的模式标本植物有些很少甚至

完全未被利用,以致产生的经济价值不大,但对其在

现代工业、农业、医疗、环保等方面的潜在作用和价

值应引起高度重视. 这些物种中即使仅有一个在它

的价值被发现前灭绝了,对全球都将是巨大的损失

(Richard 等,2000). ③存在价值. 许多物种,只要它

们存在,就体现出一种价值,人们愿意以各种方式来

表达对它们的喜爱. 如云南金花茶,仅分布于河口、
个旧、马关,数量极少,且云南金花茶存储了显著不

同于广西、越南北部等地金花茶的遗传信息,对山茶

科古茶组的形成、分化等方面的研究不可或缺. 在已

发现云南金花茶分布的三地中,河口处于中间位置,
且数量较多,可能是云南金花茶的现代分布中心. 扇
苞蒟蒻薯、长果核果茶等为大围山特有植物,且分布

范围较狭窄,是大家都喜爱的珍贵药用及观赏树种.

3 结语

模式标本植物采自云南大围山自然保护区的种

子植物有 219 种,隶属于 63 科 133 属,分布贯穿整

个保护区的东西、南北,草本植物占大多数. 有 5 个

中国特有属的种子植物 5 种模式标本植物采自大围

山,在国家和省级珍贵重点保护植物中共有 7 种的

模式标本植物采自大围山,还有多种本区特有植物

和单型属植物,且所占比例较大. 因此,加强这些植

物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实施

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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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设施林业的林产业发展模式

赵元藩,温庆忠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云南 昆明 650051)

摘要:提出了设施林业的概念,并介绍了设施林业的特点、优势、发展现状和发展中尚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指出我国

设施林业与发达国家设施林业技术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但发展潜力巨大. 当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我国设施林

业产业化开发与推广应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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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在发展经济林过程

中,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造林模式,按一定的株行

距规格挖一个塘,施用或不用底肥,定植一株苗,有
条件时浇一次定根水,即可完成全部造林工作. 至于

种植后的树木如何生长,几乎是无人问津,基本上形

成了“人种天养”的状态.
近年来的造林基本上做到了适地适树,优质壮

苗,适时定植. 但是,定植后的几年内几乎都没有定

期地进行浇水、施肥、除草、修剪和病虫害防治等抚

育管理. 根据笔者多年来的观察,按这样的模式种植

的树木,虽然大多数都能成活,但却很难确保成活后

的树木能够在良好的生长条件下正常生长,更谈不

上让树木快速生长.

1 设施林业的概念及特点

1. 1 设施林业的概念

设施林业是通过采用现代化林业工程和机械技

术,改变自然环境,为动、植物生产提供相对可控制

甚至最适宜的温度、湿度、光照、水、肥和空气等环境

条件,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进行

有效生产的林业.
1. 2 设施林业的特点

设施林业是涵盖建筑、材料、机械、自动控制、品
种、园林技术、种植技术和管理等学科的系统工程,
其发达程度是体现林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

一. 它具有高投入、高技术含量、高品质、高产量和高

效益等特点,是最具活力的现代新林业发展方向之

一. 设施林业包含设施种植、饲养,各类型玻璃温室,
塑料大棚,连栋大棚,中、小型塑棚及地膜覆盖,种植

场所的喷灌、滴灌、施肥、病虫害防治等,还包括对植

物的生长进行人工调控等措施. 设施种植可为植物

生长提供最佳组合的种植条件,充分挖掘植物生长

的潜力,增加生长量和产量. 同时,由于在使用设施

林业过程中有保护设施,能够从源头上防止许多病

虫害的侵袭,在生产过程中不需要使用农药或很少

使用农药,从而改善商品品质,并能使植物通过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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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反季节生长,在有限的空间中生产出高产量的

林产品.
1. 3 设施林业的优势

设施林业又被称为可控林业. 随着林业环境工

程技术的突破,设施林业已由早期的地膜覆盖种植、
温室种植向由高新科技成果支持的工厂化种植和工

厂化林业车间生产方向迅速发展,使植物的生长速

度加快、生长周期缩短、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其效率

和效益比传统林业提高几倍甚至几十倍. 由于先进

的设施林业是现代生物技术和工程技术的集成,科
技含量高,已成为当今各国大力发展的高新技术

产业.
在发达国家,设施林业种苗产业发达、种苗质量

高,温室日趋大型化,计算机智能化温室综合环境控

制系统十分普及,管理自动化程度高,先进的植物工

厂成为主流. 与此相比,我国的设施林业相对落后,
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突出表现在:实施水平低,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差;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强度大;设
施种植技术不配套,科技含量低;设施装备能力差;
缺乏系列化的工厂化生产的专用品种等.

加快我国设施林业新技术的普及与推广是新时

期实现林业增效、农民增收以及提高林产品竞争力

的有效途径.

2 设施林业的应用

设施林业是在人为可控环境保护设施下的林业

生产. 目前已由简易塑料大棚、温室发展到具有人工

环境控制设施的自动化、机械化程度极高的现代化

大型温室和植物工厂. 设施林业在具有高附加值、高
效益、高科技含量的设施育苗和种植领域发展迅速,
其种植对象主要为高经济价值的木本芽苗菜、经济

树种等. 近年来,设施野生动物驯养也在逐渐兴起.
   

塑料大棚、日光温室为我国主要的设施结构类

型. 其中,能充分利用太阳光热资源、节约燃煤、减少

环境污染的日光温室为我国所特有.
 

在林业领域,设施林业技术更多的是应用在设

施园林方面. 设施园林种植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发展,
新品种、新技术及林业技术人才的投入,提高了设施

园林的科技含量. 主要是在工厂化育苗、嫁接育苗、
喷灌、滴灌、无土种植技术、小型机械、生物技术和微

电脑自控及管理等领域应用. 设施林业的应用,提高

了劳动生产率,使种植植物的产量和质量得以提高.
     

我国设施林业目前还存在着利用率低、盲目引

进国外温室、设施结构不合理、能源浪费严重、运营

管理费用高、管理技术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及单位

面积产量低等诸多问题,但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发

展,我国设施林业的发展将向着地域化、节能化、专
业化、高科技、自动化、机械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工

厂型林业发展. 随着设施林业应用的普及,必将为社

会提供更加丰富的无污染、安全、优质的绿色林

产品.

3 我国设施林业的发展现状

3. 1 设施林业的主要设施

3. 1. 1 日光温室、塑料大棚

我国北方地区的日光温室经过建筑结构、环境

调控技术和种植技术等方面的不断改进,初步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设施园林生产体系———节能型日

光温室种植技术. 南方地区则大力推广塑料大棚和

遮阳网种植,解决了夏季防雨降温问题.
目前,符合国情的低成本、节能型日光温室和国

产连栋塑料温室得到很大发展. 节能型日光温室增

长 470 余倍;普通日光温室增长 20 余倍. 而加温温

室由于能耗较大,运营成本高,面积增长较为缓慢.
3. 1. 2 大型连栋温室

近年来,我国设施园林工程的总体水平有了明

显提高. 设施类型以塑料大棚和日光温室为主,逐步

向大型化、多样化发展. 地方各级政府将设施园林工

程作为发展现代林业的切入点,纷纷建立现代化高

效林业示范园区. 由于设施结构设计和建造方法的

优化,温室内的光、热、湿、水、气环境得到改善,为植

物高产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现有现代化大型温室中,早期约有一半

是从荷兰、日本、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引进的.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根据中国国情和气候特点,自
主设计、建造了一批经济、适用的大型温室,

 

并建成

智能化连栋塑料温室,实现了温度、光照、水、气、肥
等多种环境因子的自动控制. 温室配备了生长架、喷
滴灌、CO2 施肥、营养液供给等设备,造价也较进口

的低许多. 北京林业大学研制成功华北型连栋塑料

温室,采用双层充气膜覆盖、地中热交换系统和湿帘

风机降温系统,能耗比国际上同类温室降低 40%.
3. 2 设施林业的主要技术

3. 2. 1 温室保温节能技术

我国大部分地区冬季寒冷,夏季炎热,温室环境

控制的能耗较大. 据统计,大型加温温室能源成本占

运行成本的 40% ~ 60%(不含夏季降温能耗). 因此,
温室蓄热墙、地中热交换系统、保温幕(帘)、双层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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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膜覆盖等节能技术受到重视. 其中,节能型日光温

室白天利用北墙蓄热,夜间将热量释放到保温草帘

覆盖的温室中,实现了严寒季节的不加温生产. 北方

地区墙体蓄热和地中热交换技术的应用,对解决冬

季育苗或种植问题意义重大. 目前我国已开始重视

对温室新能源(太阳能、地热、生物能)和工业余热

等能源的开发利用,自行研制的大型温室综合应用

了双层充气覆盖、地中热交换、蓄热墙体等多项技

术,力图将能耗在原有基础上降低 40%.
3. 2. 2 提高温室透光率

我国学者在日光温室主体光环境方面进行了大

量、深入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在研究中将温室模型

化,建立了一整套光环境计算、分析理论,在温室内

直射光的分布、多种弧形采光面的透光问题以及温

室室内光环境的动态模拟等方面取得突破.
3. 2. 3 计算机在温室设施中的应用

计算机在我国大陆地区设施林业生产中的应用

起步较晚,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出现,能实现对营

养液系统、温度、光照、CO2 施肥等的综合控制. 近
期,国家高度重视信息产业工程的发展,在“九五”
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工程工厂化高效示范工程中,设
置了计算机环境调控子专题,以提高自主开发能力.
我国温室设施计算机的应用和发展,在总体上正从

消化吸收、简单应用阶段向实用化、综合性应用阶段

过渡和发展. 我国设施园林工程关键设施与技术的

研究进展顺利,某些欠完善领域正在迅速赶上世界

发展潮流.
3. 2. 4 经济林种植中的滴灌及施肥

种植经济林首先是为了获得较好的经济回报,
其次是兼顾生态效益. 为了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必
须加大相应的投入,滴灌则是有效手段之一. 特别是

在我国的干热河谷地区,一年四季中绝大多数时间

既不缺灿烂的阳光,又不缺温暖的气候,主要缺乏的

是树木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分. 因此,只要投入相应

的灌溉设施,根据树木的生长需求及时给予水、肥,
就能为树木创造最佳的生长条件,促进树木的快速

生长,从而较早地实现经济回报.

4 我国设施林业存在的问题

设施林业在发达国家实行规模化经营,属于资

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走的是“高投入、高产出”的

技术路线,其主流生产设施为大型现代化温室.
我国的设施林业生产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规

模化、产业化水平较低. 近年来走的是一条“低投

入,低能耗,低产出”的路线,资金和技术的投入相

对不足,其主流设施为日光温室和简易塑料大棚.
由于国情不同,决定了我国设施林业的现状和

未来具有自身特色. 但就生产水平和技术层次而言,
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具体表现为:种植

管理多以传统经验为主,缺乏量化指标和成套技术;
温室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缺少专用温室种植品

种,产品产量较低.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大型现代化

温室设备在我国的气候适应性及布局问题值得探

讨. 现代化加温温室冬季生产能耗大,生产成本较

高,生产者难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另外,我国在

温室透光材料、CO2 施肥设备与技术、温室植物的水

肥调控技术、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等方面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开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展望我国设施林业的发展前景,今后可能出现

的限制因素有:能源危机;盐分积累、环境污染;病虫

害;废旧塑料处理等问题.

5 结语

根据我国气候特点发展的节能型日光温室具有

良好的经济和技术性能,在我国新世纪可持续林业

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设施林业才刚刚起步,与发

达国家设施林业技术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但发展

潜力巨大. 当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我国设施林业

产业化开发与推广应用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国辉 . 温室发展现状及我国温室需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J]. 林业机械与木工设备,
 

2004,32(4):11-12.
[2] 冯广和 . 设施农业技术[M]. 北京:气象出版社,1998.
[3] 施振周,刘祖祺 . 园林花木栽培技术[ M] . 北京:中国

林业出版社,1999.
[4] 杨培岭,任树梅 . 发展我国设施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对

策研究[J]. 节水灌溉,2001(2):7-10.
[5] 程世刚 . 现代温室环境控制[J]. 农业技术装备,

 

2004,
30(6):7-9.

[6] 宋尚伟 . 李树设施栽培管理的关键技术[J]. 安徽农业

科学,2004(3):596-597.
[7] 陶卫民 . 国外设施农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J]. 广西农

业机械化,2002(3):30.
[8] 周长吉 . 现代温室工程 [ M] .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

社,2003.
[9] Von

 

Eisner
 

B,
 

et
 

al. Review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houses
 

in
 

European
 

Union
 

Coun-
tries

 

[J]. J. Agri. Engng
 

Res.
 

2000,
 

75:
 

1-16,
 

111-126.

·56·第 2 期



第 35 卷 第 2 期

2010 年 4 月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Vol. 35　 No. 2

Apr. 2010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10. 02. 017

广南县油茶良种化发展对策

韦
 

强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营林分院,云南 昆明 650021)

摘要:分析广南县油茶良种化现状及存在的集约经营程度差,良种推广率低,良种繁育规模小等问题. 阐述油茶良

种化的必要性,据此提出建立油茶良种繁育基地,加快低产低效油茶林改造,实行标准化栽培管理等良种化发展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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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
 

(Camellia
 

Oleifera
 

Abel)又名茶子树,广义

上是指山茶属( Camellia)植物中种子含油率较高、
且有一定栽培经营面积的树种的统称,是我国南方

特有的木本油植物,与油橄榄、油棕、椰子并称为世

界四大木本油料植物. 油茶是兼用树种,集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于一身,对促进山区发展、
保障国家粮油安全、提高农业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

作用.
在我国,油茶已有 2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全国

现存油茶林面积 300 多万
 

hm2,而云南省现有油茶

林面积仅 3. 3 万
 

hm2,其中广南县现存油茶面积约

1. 24 万
 

hm2,是云南省油茶规模最大的生产县. 油
茶是广南县最重要的经济树种之一,但全县 70%的

油茶林为低产低效林,其主要形成原因是品种混杂、
栽培技术落后、经营管理措施不到位.

1 概况

广南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文山州北部,地理位

置为东经 104°30′~ 105°39′,北纬 23°29′~ 24°28′. 东

与富宁县接壤,南与麻栗坡、西畴县隔江相望,西与

砚山、邱北县毗邻,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林县相

连. 全县国土总面积 7
 

810
 

km2 . 辖 18 个乡(镇),1
个森工企业,1 个国有林场,2 个国有农场.

广南县地处云贵高原向桂西过渡的斜坡地段,
是滇东南岩溶山原的一部分,属云岭山脉分支. 县内

最高海拔 2
 

035
 

m,位于珠街玉腊山顶,最低海拔是

板蚌西洋江出境处,为 420
 

m,相对高差 1
 

615
 

m,一
般海拔 1

 

000 ~ 1
 

500
 

m. 境内有黄壤、黄红壤、红壤、
赤红壤、黑色石灰土、红色石灰土、紫色土 7 个森林

土壤类型,其中黄红壤、红壤分布最广.
广南县境内主要植被类型有温凉性针叶林、暖

性针叶林、暖热性针叶林、温凉性阔叶林、暖性阔叶

林、热性阔叶林及灌木丛等. 主要树种有云南松、杉
木、油杉、栎类、栲类、旱冬瓜等. 主要灌木树种有清

香木、云南含笑、盐肤木等. 主要草本种类有紫茎泽

兰、蕨类等. 油茶林下的代表植物主要有白茅、铁芒

箕,伴生乔木树种有杉木、油桐、麻栎、云南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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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南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境内居住着

汉、壮、苗、瑶、彝、回等民族. 2007 年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 279
 

430 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167
 

225 万元.
在农业总产值中,林业产值 10

 

005 万元,占工农业

总产值的 5. 9%,占农业总产值的 6. 76%. 全县财政

收入 9
 

398 万元, 支出 68
 

162 万元, 人均纯收入

1
 

515 元.

2 油茶资源状况

据广南县 2005 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统计结果,
全县现有油茶林约 1. 24 万

 

hm2,主要分布在坝美

镇、杨柳井乡、莲城镇一带,占全县的 56. 45%. 绝大

多数油茶林处于盛产期、衰产期,面积 1. 2 万
 

hm2,
占油茶林总面积的 96. 77%,其中盛产期面积 1. 0 万

 

hm2, 占 80. 64%, 衰 产 期 面 积 0. 2 万
 

hm2, 占

16. 13%. 现有油茶林中约有 70%是低产低效林,密
度过高,林内杂草丛生,寄生枝、病枝等横生,单产普

遍低.

3 油茶良种化现状

3. 1 油茶良种化工程
 

3. 1. 1 开展油茶种质资源调查,挖掘良种资源

1976 年,云南省林业科学院广南研究站(以下

简称“广南站”)承担原省科委油茶良种选育项目,
完成了全省油茶种质资源调查,并将云南普通油茶

划分为:红皮球形、红皮桃形、黄皮球形、绿皮球形、
绿皮桃形和橄榄形 6 个品种(类型). 经广南站调查

统计,广南县主要油茶品种有红皮桃形和黄皮球

形等.
3. 1. 2 优良单株选择

1977 年 10 月 11 ~ 25 日,广南站在广南县 18 个

乡镇约 1. 24 万
 

hm2 的实生油茶林中开展了油茶优

树单株选择工作. 经过严格、高标准的层层初选、复
选、决选,最后鳞选出广油 3 号、广油 4 号、广油 9
号、广油 13 号和广油 14 号共 5 个优良单株作为无

性系培育母株.
3. 1. 3 无性化试验及子代测定

1980 年 2 月,广南站在广南县十里桥林场内用

优良单株穗条进行高枝嫁接,每个优良单株相应采

穗高枝嫁接大树 50 株. 观测了 1 ~ 2
 

a 后,又鳞选出

更优良的单株并继续无性化扩大繁殖,建成无性扩

繁园 1. 67
 

hm2 . 经过 2 年的精心经营管理,扩繁园开

始生产无性系种苗并投入子代测定和区域种植试

验,取得了显著成绩.
3. 1. 4 良种推广

良种推广是良种化工程的关键. 选育出的 5 个

油茶优良品种被确定为油茶良种后,截至目前已在

广南县、富宁县推广种植 2
 

000
 

hm2,其中广南县云

南云岭山茶油有限公司用新品种在广南建立自有基

地 1
 

400
 

hm2,广南县林业局推广种植 330
 

hm2,富宁

县推广种植 280
 

hm2 .
3. 2 油茶良种化中存在的问题

在油茶良种化工程的推动下,广南县油茶良种

化水平得到一定的提高,但良种率及良种普及率仍

然很低. 全县油茶品种混杂,类型繁杂,优良品种少,
单产低.
3. 2. 1 油茶集约经营程度差

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油茶是低产值树种,所以

经营管理粗放,连最基本的修枝整形、薅铲、施肥、病
虫害防治等抚育管理工作都做不到位,导致了油茶

自生自灭,油茶林杂草丛生,病枝、弱枝、寄生枝等乱

生,树龄老化,品种严重退化,广种薄收. 其次,群众

良种意识淡泊,市场销售好时,见苗就种,见种就收,
哪管是否为良种,导致了油茶品种严重退化,类型

繁杂.
3. 2. 2 良种推广率低,良种繁育规模小

广南县油茶良种选育工作起步较晚,选育出的

5 个油茶优良品种于 2008 年才被云南省林木品种

委员会认定为省级油茶良种,还没有真正的规模化

推广. 全县仅有 1. 67
 

hm2 无性系扩繁园,生产出的

高产无性化苗木严重满足不了生产要求,良种繁育

基地规模与广南县油茶产业规划严重不符.

4 油茶良种化的必要性

4. 1 是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广南县具有 200 多年的油茶栽培历史,是云南

省最大的油茶生产区. 据广南县 2005 年森林资源二

类调查统计结果,全县现存油茶林都是 20 世纪 50 ~
70 年代实生造林,品种混杂,子代分化过大,遗传性

状极不稳定,
 

授粉率和座果率极低,个体产量、质量

差异明显. 据广南站调查,高产单株仅占 10% ~ 15%
左右,中产单株占 25% ~ 30%,低产单株占 55% ~
65%;经济效益普遍较低,平均产油量仅为 45

 

kg /
hm2,产值约 1

 

800 元. 广南县目前还没有建立油茶

良种繁育基地,而且于 2008 年 12 月通过云南省林

木品种(审)认定委员会认定的由广南站选育出来 5
个油茶良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投入生产. 因此加

快该县油茶良种繁基地建设、尽快实现油茶良种化,
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4. 2 是造林成功,提高油茶产量的必经途径

优良品种是造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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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良种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油茶造林的成

功率,提高油茶的产量、质量和效益. 有关研究表明,
新植油茶一般 4

 

a 开始结果,7 ~ 8
 

a 进入盛果期. 若
种苗出了问题再重新栽植,影响不是几年,而是十几

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仅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浪费,还
会严重挫伤农民发展油茶的积极性,影响油茶产业

发展规划的实现.

5 油茶良种化发展对策

5. 1 建立油茶良种繁育基地,加强种苗质量监督

管理

　 　 把好油茶良种关是提高良种造林质量的关键.
目前,广南县虽然已有 1. 67

 

hm2 的无性系扩繁园和

约 33. 3
 

hm2 的油茶中心苗圃,但仍然需要新建专门

用于油茶良种化的采穗圃、资源收集圃、试验圃、繁
殖圃,以满足生产需要. 因此,目前油茶良种化最迫

切的任务是:尽快建立一个规模相当的、高标准的,
集采穗圃、资源收集圃、试验圃、繁殖圃于一身的油

茶良种繁育基地,无性化引种全国各地优良油茶品

种,选育本地油茶王;继续加强全县单株选优工作,
扩大单株选优范围;完善良种繁育制度,施行《油茶

种苗质量管理规定》,实行种苗生产良种化、标准化

和基地化管理;加强种苗质量监督管理,严格发放

“采穗许可证”,坚决做到“四定三清楚”,即“定点采

穗、定点育苗、定单生产、定向供应”,“品种清楚、种
源清楚、销售去向清楚”,确保生产用苗是经过国家

级或省级林木品种委员会审定和种苗质检人员检验

合格的优良品种和苗木,坚决杜绝非良种苗木上山

造林;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油茶种苗生产单位

与使用单位要签订良种供应及售后服务协议,对因

种苗不合格造成用户损失的,要追究相关单位和人

员的责任.
5. 2 加强区域性良种化协作,走引种、选育、繁殖相

结合的道路

　 　 当前,全面推广 5 个油茶优良品种是实现油茶

良种化、提高良种率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广南县仅有

的优良品种的无性系仍远远满足不了生产需要. 此
外,如果长期使用这 5 个油茶良种的无性系造林,由
于林木基因过于纯合,将会导致品种生命力退化,抗
病性、丰产性等优良性状减弱. 为了防止品种退化,
稳定优良性状,满足油茶良种化对新品种更新的需

要,把油茶产业做大做强,今后应加强良种选育、繁
殖、引种、推广以及北种南繁方面的理论技术研究.
通过引种、选育、繁殖相结合,从周边县、全省乃至全

国的油茶主产区引入良种资源,以加快广南县的油

茶良种化进程,推动油茶产业的发展.
5. 3 加快低产低效油茶林改造

广南县低效林面积较大,现存 1. 24 万
 

hm2 油

茶林中 70%左右是低产低效林;油茶单产普遍低,
据广南站调查,全县所有油茶林中,高产单株仅占

10% ~ 15%左右,中低产单株占 85% ~ 90%,这是油

茶品种严重退化,品种混杂,栽培技术措施落后,经
营管理措施不到位所形成的. 为了扭转油茶“大资

源,小产业”的局面,推动油茶产业发展,提高油茶

产值产量,广南县应紧紧抓住全省即将全面推进低

效林改造的机会,依靠科技进步,采取林分抚育、复
壮、优树替代劣树等改造方式对全县低效油茶进行

综合改造,从而推动油茶良种化上一个新台阶.
5. 4 重视科技兴林,实行标准化栽培管理

栽培技术是先进还是落后,经营管理措施到不

到位,密切关系到油茶是否优质、丰产、高效,粗放经

营管理下的油茶生长慢,产量低,盛果期短,大小年

明显. 只有根据油茶品种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实行

标准化栽培、集约化经营,施行多个花期相同的无性

系混交栽植,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种、育
苗、整地、栽培、抚育、施肥、摘果等每一个环节都要

实行统一的技术规程,做到种苗标准化、整地标准

化、种植标准化、修剪标准化,才能实现油茶丰产高

效和低投入高产出.
5. 5 依靠科技支撑,加快油茶良种化进程

要推动油茶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向优

良品种要产量,向科学技术要效益,良种化进程的快

慢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全县油茶普遍产量低、效益差

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科技落后,缺乏良种,推广不

力,科技含量低. 因此,要围绕油茶产业链的各个环

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高产、稳产、多抗性优良

新品种的选育及栽培技术的研究,加强相关配套技

术集成创新,加快新产品开发,促进产学研相结合,
做到每一个地区都要确定几个最适应、最高产的品

种;要依托广南站、林业工作站、科技示范户等组织,
健全油茶科技推广服务体系,集中力量推广普及已

确定的油茶优良品种和油茶丰产技术.
5. 6 重视农民的主力军作用

农民是发展林业及油茶产业的主力军,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后的林业发展兴盛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

与. 只有农民良种意识提高了,熟练掌握了整地、栽
培、抚育、施肥、摘果等每一个油茶丰产栽培技术环

节,培育出的油茶才会优质、丰产、高效,油茶良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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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云南山茶花;产业发展瓶颈;市场细分;标准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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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才能到提高. 因此,广泛开展针对农民的油茶良

种栽培技术专题培训,组织农民学习参观样板林,让
农民提高良种意识、丰产栽培技术水平是完全有必

要的.
5. 7 制定和出台扶持政策

结合油茶产业发展,研究制定出台油茶发展扶

持政策,重点放在良种补贴、造林补助方面. 在现有

的补助基础上适当提高良种补助标准,将是否使用

良种造林作为年终发放造林补助的依据,良种补助、
造林补助、贷款贴息适当向使用良种造林的企业或

造林大户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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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山茶花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它以树体高

大、花期持久、花大色艳而极具观赏价值,是世界公

认的名花,也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位列云南八大名

花之首,早在 1983 年就经昆明市人大通过确定为昆

明市市花. 然而,由于云南山茶花气候适应能力差,
繁殖及栽培管理技术比较复杂,价格昂贵等因素,其
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随着“云花”的发展和人们对花卉品类需求的

增加,一些有远见、实力强的科研单位和花卉企业开

始把目光转向乡土特色花卉的开发. 如何开发利用

云南山茶花这一古老而宝贵的资源成为一个值得思

考的问题.

1 云南山茶花简介

1. 1 形态特征

云南山茶花又称滇山茶、南山茶、大茶花,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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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llia
 

reticulata
 

Lindl. ,属山茶科山茶属常绿植

物,多数为乔木,少数为灌木. 叶革质,叶面深绿,有
明显网纹,边缘有锯齿,叶被常被柔毛. 花大,花径 6
~ 8

 

cm,以红色为主,少有白色、乳白色,花瓣 5 ~
7 枚[1] .
1. 2 地理分布

云南山茶花为云南特有种,主要分布(自然分

布)于腾冲县以东、昆明市以西的广大松栎混交林

或常绿阔叶林次生灌丛中[1] .
1. 3 生态习性

云南山茶花性喜温暖、湿润气候和半阴环境,怕
高温,忌烈日,忌干燥,比较适宜温度为 18 ~ 24℃ ,空
气相对湿度以 60% ~ 80%为宜. 对干旱炎热和低温

霜冻反应敏感. 喜肥沃、疏松及排水良好的酸性土

壤,以 pH 值为 5 ~ 6 的弱酸性土壤为最佳[1] .

2 产业发展现状及市场前景

2. 1 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大理州、昆明市(以宜良县为主)、楚雄、
保山等地的茶花产业已初具雏形,形成了广大农户

分散种植和经营,龙头企业小规模种植和相对集中

销售的格局. 其中大理州的茶花产业发展尤为突出,
已成为云南最大的销售市场.

据统计,到 2008 年初,大理茶花种植总量超过

300 万株,品种达 1
 

300 多个,茶花资源市值不少于

20 亿元,年交易额约 6 ~ 8 亿元,占全国茶花交易总

量的 60% ~ 80%,形成了多个茶花专业村和茶花生

产龙头企业[3] . 大理逐渐成为全国茶花的生产集散

地、交易中心和重要的茶花文化交流地.
昆明市的宜良县是继大理之后的云南山茶销售

次中心和种植集散地. 据初步统计,每年从宜良县销

往省内外的山茶计 100 万株左右. 截至 2008 年 8
月,宜良县的茶花花农共有 500 户左右,总种植面积

达到 11
 

hm2, 总产量在 50 万株以上, 其中种植

5
 

000 株以上的大户近 20 户[3] .
截至 2008 年底,楚雄市拥存的茶花成品苗和育

苗数量分别达 30 万株和 100 万株,种植面积达 133
 

hm2,产值达 3
 

000 多万元;发展茶花种植户 2
 

000
多户(农户),企业及单位 28 家[2] .
2. 2 市场前景

云南山茶冬末春初开花,花期长达百日,盛花期

在春节前后,正可为传统佳节锦上添花. 如果把山茶

花作为年宵花来定位,每年至少有 200 万盆的市场

需求,按产地售价 200 元 / 盆左右计算,可为云南省

带来约 4 亿元的收入.
随着山茶盆花的放量上市销售,茶花鲜切花市

场也将逐步形成. 而且,随着昆明市创建国家园林城

市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让昆

明的绿化景观彰显云南特色,应该把昆明市市花列

入绿化树种栽种范围,避免市民难觅市花倩影甚至

不识市花的尴尬. 依据我国现有 18 个城市(包括台

湾新竹)将茶花定为市花的情况,结合城市绿化及

城市形象宣传,云南山茶花进军绿化苗木市场不是

没有可能的.
另外,云南山茶花走精深加工之路也有巨大的

市场潜力. 山茶花色素和山茶花籽油与蜂蜜一样,是
世界公认的 2 种可在常温下保持不腐的天然食品.
山茶花花朵可以提炼花色素,用于化妆品和食品添

加剂. 色素的价值极高,每克售价高达 1
 

000 美元.
山茶花籽提炼的茶花籽油,是高档食用油,强力抗氧

化,可降低血脂和胆固醇,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此外,
茶花蕊可以提炼茶花精油,具有很强的杀菌消毒作

用,可用于美容和皮肤护理,治疗多种皮肤疾病[2] .

3 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
 

尽管近年来云南山茶花产业发展迅速,但由于

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加之繁殖技术落后等原因,茶花

产业依然滞后,落后于全省花卉产业发展步伐.
3. 1 云南山茶花先天习性娇贵,市场难以普及

云南山茶目前在国内市场上鲜见踪影,与云南

茶花的特性有关. 云南山茶对栽培环境要求比较苛

刻,因而适宜种植的地域也比较狭窄;对温度的要求

也极其苛刻,如果较长时间气温在 0℃ 以下,花蕾就

会干枯而脱落;而长时间温度超过 32℃ ,生长又会

受到抑制. 省外的云南山茶也多数栽培在温室之中.
云南山茶先天娇贵的生物学特性大大制约了其省外

市场的拓展.
3. 2 传统繁殖技术落后导致市场供应匮乏

尽管云南山茶花在云南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
但为保持品种的优良特性,传统的繁殖方法一直用

白秧茶或云南红花油茶做砧木,将砧木和母株置于

同一位置用靠接法进行繁殖. 该繁殖法成活率高

(可达 85% ~ 95%),成苗快、抗逆性强,但技术要求

高、繁殖效率低、产量小、生产周期长,下树后要在苗

圃中培育 3
 

a 才能上市,从而导致其苗木市场供应

匮乏,不但在昆明的城市绿化建设中用量很少,就连

居民家中栽培观赏也不多见. 落后的繁殖技术成了

制约云南山茶花产业化发展的主要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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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标准化生产管理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缺乏一套完整的栽培管理技术体系也成为制约

云南山茶花产业化发展的又一瓶颈. 举例来说,山茶

盆花栽培器皿既有土盆也有瓦盆,体积较大,且极不

美观,难登大雅之堂. 这也是云南山茶难以走进城市

居民家庭的重要原因.
3. 4 市场炒作导致茶花价格波动大

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市场供求不平衡等原因,
炒作之风盛行,给云南山茶花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增

加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从 2006 年云南大理、宜良、楚雄、腾冲等地开始

出现继兰花热和普洱茶热后,另一波以云南山茶花

为主的热潮. 人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了茶花,珍品、名
品受到热烈追捧. 种植茶花成了流行的致富之道,成
了投资者的一个投资新方向,一些曾经的兰花、房地

产、矿产、餐饮等投资商带着大批资金投入茶花市

场,极大地推动了茶花市场的繁荣. 随着市场的逐渐

升温,茶花价格持续走高,2007 年春迎来了云南山

茶的高价时代,当年下树的云南名品山茶一度卖到

万元以上 1 株,几个稀有品种甚至炒到了百万元 1
株,一根用来嫁接的茶花树枝要卖到 1

 

000 元以上,
而用于靠接云南山茶花的砧木“白秧茶”也由之前

的每株 5 元左右上涨至 30 元,增长 6 倍之多. 这种

严重违背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炒作行为,给云南山

茶花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使其价格波动极为严重.

同普洱茶一样,云南山茶花也经历了一波过山

车行情. 2008 年,随着云南山茶产量的增加,市场供

求逐渐平衡,云南山茶价格也开始慢慢回落,从原来

的平均价格 800 ~ 1
 

000 元 / 株下降到几十元到几百

元之间,2 年前每株卖 1 万多元的“朱砂紫袍”只卖

几百元,以往价值几万元的“恨天高”回落到 1 千元

左右,曾经的天价茶花、高额利润不复存在,茶花价

格趋于合理. 在山茶花价格一度回落后,很多资金量

少的投资者甚至颗粒无收,只有少数资金雄厚者能

够赚钱. 业界人士也在市场降温后渐渐冷静下来,开
始寻找云南茶花产业健康发展的方向.
3. 5 茶花生产经营者缺乏现代市场营销理念

多数茶花养殖户往往自已生产种植,自已销售,
销售多是采用守株待兔的方法,即等待客户自己上

门,缺少市场开拓意识. 目前,许多茶花生产企业在

市场细分以及市场营销系统建设等方面没有完整的

战略规划,在定价和分销渠道建设等方面缺乏创新.

3. 6 全省山茶花产区各自为阵,行业协调不足

尽管近年来云南山茶花产业发展迅猛,各地茶

花展频繁,但各产区各自为阵,一味强调竞争,缺少

交流与合作. 2007 年,北京等地的客商多次向大理

订购大批量山茶盆花,但由于无货可供,大理销售商

不得不放弃订单. 宜良的销售商有能力向省外供应,
却没有获得这一需求信息.

4 云南山茶花产业发展瓶颈的突破策略

云南山茶花产业要发展,就必须在茶花产业化

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努力,找准市场定位,积极拓展

市场,进行规模化生产,走产业化商品开发之路.
4. 1 开展云南山茶花产业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

在茶花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方面要充分发挥云

南省茶花产业发展的科研、设施、人才、技术优势. 紧
密结合龙头企业,依托现有的茶花生产技术基础,

 

在种苗快繁技术、花期调控技术、基质的研究、栽培

器皿研发等关键技术方面进行研发创新.
1)政府应加大投入,鼓励科研院所开展云南山

茶抗逆性育种研究. 利用云南丰富的野生山茶花资

源,通过杂交选择等科技手段,改变云南山茶遗传基

因,增强其抗寒耐旱能力.
2)广大茶花科研生产人员应从选种等技术入

手,不断改进云南山茶繁殖技术,选育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茶花精品,在单株嫁接多品种、人工制造多花

色多花期苗木以及带芳香苗木培育等方面进行科技

攻关,在保证品质、增加产量的同时不断降低生产

成本.
4. 2 制定并完善规范的标准化生产体系

在云南茶花标准化体系建设方面,应针对年宵

茶花盆花、庭院绿化茶花、所需砧木以及山茶花鲜切

花的发展需求,对生产全过程技术环节进行集成和

优化,形成一整套完善发展茶花产业的标准化体系.
从种子、基质、栽培器皿到标准栽培技术,再到商品

成花规格都需要统一标准. 只有向市场推出标准化、
高规格的茶花产品,云南山茶花产业化发展之路才

能走得更远.
4. 3 编制云南山茶花产业发展规划

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对茶花产业发展的扶持力

度,尽快编制云南山茶花产业发展规划,引导社会资

金流向,大力培育茶花种植经营龙头企业并对产业

进行合理分工布局,避免产量过剩造成“花贱伤农”.
4. 4 成立云南省茶花协会

为了改变目前业内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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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尽快成立云南省茶花协会. 协会应积极吸纳会

员,做好如下相关工作.
1)建立专业的茶花网站. 通过建立茶花专业网

站,对国内外行业发展趋势、新技术推广应用、苗木

市场行情和供求信息等提供一个快速交流平台,以
利于业界互通有无,共同抵御市场波动,促进产业合

理健康发展.
2)积极开展云南山茶花品牌和文化宣传工作.

在茶花开花季节,组织云南山茶花展览,特别是到山

茶集中栽培地以外的地区举办大型展览,让更多的

人通过参观展览认识云南山茶,领略云南山茶的色、
姿、神、韵,吸引更多的爱好者. 借助昆明市举办“昆

明市花·云南山茶花节” (2010 年起),进一步促进

云南山茶花品牌化宣传,积极向昆明市有关部门争

取将云南山茶列入云南省大力提倡的城市绿化用特

有乡土树种,开拓茶花消费市场.
3)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办好 2012 年第 21 届

(楚雄)、2016 年第 23 届(大理)国际茶花大会. 2003
年第 16 届国际茶花大会在浙江金华召开,促使金华

茶花实现了产业化升级,金华茶花产业发展进入一

个崭新的阶段. 云南也应借此契机,切实加强与国际

间的交流合作,做好云南山茶的宣传工作,积极开拓

国内国际茶花市场,让其真正成为美化环境、增加农

民收入的新兴绿色产业.
4. 5 树立现代市场营销意识

1)企业(包括生产者和销售商,下同)应树立现

代市场营销意识,对茶花消费市场进行细分,对细分

出来的子市场进行分析评估,对不同年龄、不同教育

水平、不同购买能力的消费人群提供不同档次的茶

花产品. 茶花生产者不应一味追求“恨天高”、“童子

面”、“朱砂紫袍”等高档品种,还应根据不同层次需

求,为市场提供“狮子头”、“大玛瑙”、“赛菊瓣” 等

中低档普通品种.
2)选定合适的目标市场. 企业进行市场细分的

最终目的是有效地选择并进入目标市场.
3)找准市场定位. 企业一旦选定了目标市场,

就要在目标市场上进行产品的市场定位. 云南山茶

要发展壮大就要找准市场定位,一是可以结合云南

茶花花大色艳、多在春节前后开花和有富贵吉祥的

美好寓意等特点,重点进军中、高档年宵花市场;二
是积极开拓山茶花鲜切花市场以填补木本鲜切花市

场空白,并实现调整云南鲜切花品种结构的目的;另
外,山茶花对二氧化碳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对硫化

氢、氯气、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有较强的抗性,在城

市绿化中种植可以起到保护环境、净化空气的作

用[4] . 依据我国现有 18 个城市(包括台湾新竹)将

茶花定为市花的情况,结合城市绿化及城市形象宣

传,进军绿化苗木市场也是一种不错的战略选择.
4)改革传统销售方式,积极开展网络营销. 云

南省茶花协会应建立茶花专业网站,各会员可将云

南山茶花的图片、价格等文字资料上网发布,通过互

联网来销售.
4. 6 积极开展云南山茶花精深加工利用技术研究

目前,云南山茶的发展方向主要是走年宵花、鲜
切花的道路. 而为了充分开发茶花产业,增加山茶花

的附加值,提升产业深度和广度,应走山茶花精深加

工之路[2] . 应以企业为主体,以科研院所为技术支

撑,建成产学研相结合的云南山茶花精深加工研发

创新体系,积极开展茶花蕊提炼茶花精油、花朵提炼

花色素、山茶花籽提炼茶花籽油等方面的技术研究

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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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资源调查质量是反映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材

料可靠性的重要指标,是制定林业方针政策、编制发

展规划和经营方案、调整林业区域布局、指导生产、
考核林业经营成效的基础依据.

传统纸质卡片的调查方式主要通过调查员野外

手动计算、对照比较,或内业借助软件进行检错排错

实现质量控制. 效率低下,且不能保证质检控制的精

度和准确性.
随着嵌入式设备和移动计算技术的发展,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替代传统纸质卡片成为

森林资源野外调查的新型载体,使“数字林业”逐步

走向实用. 基于 PDA 的数字化采集方式,改进了传

统手工的内外业分离式资源调查流程,能够加快调

查进度、提高工作效率,为野外实时检测计算提供了

必要的、基本的硬件前提,使软件开发者可以通过程

序代码自动计算和检测纠正调查数据,实现森林资

源调查的智能采集和质检控制.

1 森林资源调查信息智能采集现状分析

目前已有多家研究机构及林业部门着力于

PDA 森林资源采集软件开发. 开发模式主要有基于

现有 GIS 平台或功能组件进行二次开发和基于程序

语言从底层自主独立开发 2 种方式,并且都已有成

功应用案例.
1)基于现有嵌入式 GIS 平台或功能组件进行

二次开发是快速搭建简单稳定的 GIS 应用的最佳方

式,其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平台的现成功能,易
于开发、周期短、相对稳定可靠. 但是这类嵌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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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平台或功能组件(如 ArcPad、eSuperMap)主要提

供诸如地图显示、缩放或平移等基本 GIS 功能,属性

方面也仅支持简单结构的数据存取、查询功能. 缺乏

对林业专业知识和业务逻辑的有效包容,不能支持

森林资源数据的复杂结构和逻辑关系,无法满足森

林资源数据采集的特殊要求,导致软件的应用深度

和广度有限.
 

2)基于程序语言自主独立开发方式不依赖任

何商业 GIS 工具软件,使用嵌入式程序开发语言,从
底层数据模型、流程算法着手,完全自主地实现空间

数据采集、编辑到处理分析及输出的完整功能. 这种

方式尽管耗时耗力、难度大,对开发人员要求高,但
可以真正面向具体的行业需求开发出适合专业应用

的 GIS 系统. 相对而言,这种模式更适合现阶段的森

林资源采集软件开发,也是目前的主流开发方法. 但
是限于森林资源调查的复杂性,为了迎合高效率的

采集要求,大部分数据采集软件都面向特定的林业

调查任务、特定的林区进行定制. 程序中固化了资源

调查数据结构,相应的自动计算和检测纠正程序也

完全依赖于具体的数据结构. 调查内容的改变及调

查林区的变化都将导致软件需作程序代码级别的修

改和维护,因此难于扩展和复用.
因此,必须从森林资源数据特征和调查需求出

发,分析不同调查任务、不同林区间的共性,从中提

取调查数据间复杂的逻辑推导关系,并进行归纳、分
类. 针对不同类别的逻辑关系,从通用的角度设计程

序,屏蔽程序代码对数据结构的绝对依赖,实现智能

采集和质检控制.

2 森林资源数据特征及逻辑关系

2. 1 数据特征

2. 1. 1 数据量大,种类繁多

森林资源成片(带)连续分布,以小班或样地为

单元进行调查. 据统计,普通中型林业局所辖小班就

多达 2 万个以上. 而每个小班通常进行多个项目分

类别调查,每个调查项目又具有多达上百个调查因

子,数据量大,结构复杂.
2. 1. 2 数据多样,相互关联

森林资源调查是多项目分类别联合调查. 各调

查项目分别完成特定调查内容,项目间存在主次推

导的逻辑关系;每个项目包含多项调查因子,除了普

通数字、文本,还包括图表、图像数据,且各因子甚至

不同项目的因子间相互关联,存在重叠、限制、推导、
计算等复杂的逻辑关系.

2. 1. 3 地域差异性

森林资源分布极为广阔,不同气候带、地貌区,
不同省市甚至城乡之间在森林类型、林种组成、林层

结构、分布特征等多个方面都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
细化到具体的调查方法、调查项目、项目内容,甚至

调查因子的选项取值,调查技术规程多样,不能统一

套用.
2. 1. 4 时间延续性

森林资源数据反映特定时期的资源现状及消长

变化,具有时间延续性. 无论是 5 年 1 个周期的一类

清查,还是 10 年 1 个周期的二类调查,都是基于上

一轮历史数据进行检查更新.
2. 2 逻辑关系

森林资源数据间的逻辑关系复杂多样,涉及图

形、属性,根据相似性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1)空间图形拓扑关系:拓扑关系是空间图形最

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系. 森林资源以连续的片(带)
状分布,采集空间图形数据时必须保证小班或样地

没有任何图形自相交、公共边不重合、孤岛误包含等

拓扑错误,才能保证依据空间图形计算的面积、蓄积

等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2)空值、有效性检测:进行森林资源调查时,有

些属性因子不能为空值,比如小班号,样地纵、横坐

标. 某些属性因子取值有范围限制,比如方位角只能

取 0 ~ 360,超出取值范围的数据都是无效的. 这类逻

辑关系相对简单,但容易出现输入错误,需要进行检

测和自动提示.
3)自动编码或缺省取值:此类属性因子具有预

先确定的统一取值,或取值按顺序递增. 比如方形样

地,样地长宽各为 28. 28
 

m 的固定值,而样地号则按

布设区域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自动编号. 鉴于这种特

殊性,出于提高数据输入效率以及防止错误输入的

考虑,应能进行自动赋值并提示.
4)属性因子控制逻辑:某个属性因子的取值能

够决定其他因子哪些进行调查、哪些不调查. 比如最

典型的“地类”,当取值“有林地”时,必须调查公顷

蓄积、公顷株数、平均胸径等属性因子,当取值“灌

木林地”时,就不用调查公顷蓄积、公顷株数等属性

因子. 这类逻辑关系涉及属性因子数目众多,关系复

杂,实现起来相对复杂.
5)属性因子推导计算:某个属性因子的取值,

由其他一个或多个属性因子取值按公式推导或计算

得到. 比如:方形样地面积由样地长、样地宽 2 个字

段值自动计算而得;森林保护等级由森林类别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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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例如调查类别、空间图形类型、是否拓扑检

测等.
2)调查项目

调查任务中包含多个项目,每个项目完成特定

调查内容,作为相对独立的单元,填写对应的调查卡

片. 根据与空间图形的对应关系和重要性,调查项目

分为基本项目和辅助项目.
(1)基本项目:如二类小班调查卡片、清查样地

因子卡片. 每个确定的小班或样地空间图形都必须

有对应的小班或样地因子卡片,二者一一对应,否则

调查数据就不完整.
(2)辅助项目:如角规测树、每木检尺、森林灾

害、天然更新、植被调查等辅助性调查项目. 辅助项

目依赖于基本项目,在数据记录上与基本项目存在

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对应关系. 辅助项目间、辅助与基

本项目间存在推导计算关系. 此外,某个辅助项目是

否需要调查以及调查记录数量都随特定小班或样地

的实际情况而定.
必须通过相应的描述项标识不同的调查项目.

除了最基本的项目名称、项目调查因子、关键字外,
还需要额外增加特殊的描述项,例如:项目是基本项

目还是辅助项目,项目间的对应关系,关键字关联信

息,数据存储扩展名等. 通过设置调查项目的额外描

述项明确调查项目间的主辅关系,关联对应和数据

组织结构,才能进一步实现主辅项目的联动检测以

及项目调查因子间的推导计算.
3)调查因子

森林资源调查因子不仅数目众多,并且具有森

林资源独有的特殊要求,比如类型多样(除普通数

字、文本,还包括图表、图像)、录入方式特殊(手写、
列表选择、屏幕绘图、对话框输入)、逻辑关系复杂

(重叠、限制、推导、计算等). 为了体现这种特殊性,
需要增加额外且具有特殊意义的描述项,同时针对

额外的描述项做相应的修改和扩展,例如:首先扩展

数据类型、为复杂数据类型增加编辑要求、增加特殊

描述项.
3. 3. 2 设计数据字典

数据字典设计平台是设计“数据字典” 的可视

化工具. 对调查任务和逻辑关系的抽象描述通过按

钮、编辑框等体现出来. 林业规划或调查人员可以将

自己所在地区的调查任务通过设计平台设置、保存

为数据字典文件,然后就可以开展完全满足需要的

数据采集工作. 通过将数据字典的设计权限下放给

林业专业人员,可以改变以往“开发人员设计,用户

被动使用”的定制模式,满足特定调查项目数据结

构随地随时变动、更新的实际需求,能够最大限度地

发挥林业工作人员的专业特长,也可以将软件开发

人员从面向具体数据结构,关注实现细节的繁琐、重
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

由于林业专业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相对薄弱,
所以设计平台界面风格统一、采用规则布局的单窗

口方式;对于专业术语、多步操作步骤提供提示信

息,加以说明引导;同时提供弹出菜单、Tab 切换、快
捷键、加速键等,尽力做到界面简单实用、一目了然,
操作方便、易于掌握. 另外,还尽量提供必要的扩展

接口、增加自定义功能,比如列表选项编辑器可以编

辑或导入选项内容,公式编辑器可以编辑因子计算

公式,定制对话框工具用于自定义对话框模板等.
3. 3. 3 解析“数据字典”

解析“数据字典” 需要能够根据数据字典中的

设置信息自动构造统一的界面控件,遵循一致的业

务逻辑和统一的操作模式,实现数据采集智能化和

质检控制自动化.
1)界面控件

为了做到界面的自动化和通用性,借鉴数据库

数据显示方式,采用 PropertySheet+Grid 的控件组合

方式实现,并进行控件扩展,支持复杂功能,这样既

能提高数据输入效率,又能避免输入错误.
在 PropertySheet 中可以灵活地增加属性页以显

示不同的调查项目. 鉴于 PDA 显示屏幕不大,难以

将调查项目中众多的属性因子显示在同一屏中,可
以根据数据字典中新增加的分隔符类型字段,自动

将属性因子分组分页显示. 属性因子以记录行方式

出现在 Grid 二维数据表中. 在 Grid 中绑定控件的方

式扩展了普通编辑框输入方式,实现了属性因子的

特殊输入要求,比如列表选择、弹出对话框、时间自

动获取、驱动硬件实时采集等,同时,还提供编辑框

只读、不同底色显示、固定格式检测、注释信息提示

等特殊效果,能尽可能地提高调查输入效率,避免误

输入,进行动态检测和修正调查数据.
2)业务逻辑

在业务逻辑层,根据“数据字典”中描述的不同

类型的逻辑关系分别实现对应的逻辑计算推导.
(1)空间图形拓扑检测:出于效率的考量,若数

据字典中的设置不需要拓扑检测,则由调查员在勾

绘空间图形时,自己保证图形的拓扑正确;否则,由
代码中的相关图形算法进行自动检测和提示.

(2)空值 / 有效性检测:根据数据字典中属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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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资源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生物

多样性的基础,具有经济、生态与社会等各方面的效

益,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 森林资源资

产评估是社会资产评估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

根据特定的目的,遵循社会客观经济规律和公允的

原则,按照国家法定的标准和程序,运用科学可行的

方法,以统一的货币单位对具有资产特性的森林资

源实体以及预期收益进行的评定估算.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为森林资源流转提供价值评

估服务,对规范森林资源资产产权交易市场,盘活森

林资源资产存量,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林农利益

不受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 云南省是我国的四大重

点林区之一,境内近 50%的土地为森林所覆盖,林
地面积广阔,林种资源丰富.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森林资源

资产为对象的转让、抵押贷款以及合资、合作,股份

经营等经济行为越来越多,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

要求也日益迫切.

1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重要性

森林资源资产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资产,它对保

障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环境建设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森林资源资产流转过

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云南省林权配套改革的重要

内容. 开展和逐步完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业务,对于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保护、发展和开发利用森林资源

资产,根本转变传统的森林经营方式,实现森林资源

的资产化管理,深化林业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森林资

源资产的商品化经营,充分发挥森林资源的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的森林资源被无偿占有使用,实

行粗放经营,造成森林资源的产权关系不清,所有权

在经济上得不到体现. 积极推动森林资源资产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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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改革,是深化林业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林业经

营体系的需要,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需要. 因此,把森林资源作为一种资产进行经营管

理,对森林资源资产进行有效评估具有非常重要的

理论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

2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特点

森林资源资产既不同于固定资产,又不同于流

动资产,是一种特殊的资产,这就注定了森林资源资

产评估与一般的资产评估有所区别,其特点如下.
2. 1 政策性、规范性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是一项复杂且严肃的工作,
决不能具有主观随意性,为了确保评估结果的真实

性,要求评估的全过程都要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对
资产占有单位在什么情况下应进行资产评估,以及

评估的范围、评估的组织管理原则、程序、方法、评估

报告书的内容及其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
2. 2 综合性、专业技术性

森林资源资产实物量大,分布广阔,既有实物资

产,又有无形资产,构成多样且综合性强. 由于森林

是一种生态系统,具有系统性、多样性、长期性、功能

的多样性、权属的不完整性等,对数据进行计算、分
析和综合,都有严格的科学和技术要求,因此,森林

资产评估的技术性很强,需要通过较多的相关因素

或系数进行调整. 同时,评估人员的知识和经验必须

具有专业性,不仅要掌握一般资产评估的理论和技

术,而且还要了解森林资源本身特殊的生长变化规

律、森林的经营技术和调查技术等,其知识结构既涉

及林学采运的专业知识,又涉及经济学和法学等多

学科知识以及一些现代技术和生态系统管理理念.
2. 3 时效性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与一般资产评估不一样,它
是一种动态的、市场化的社会经济活动. 森林资源资

产作为一种能带来收益的商品,其本身的价值量是

由特定时期创造该资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

的,它的货币表现形式为价格,却要受到市场供求关

系等客观因素所影响. 因此,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条

件对某一森林资源资产进行评估的结果与其价值量

不可能完全相符. 随着时间的推移,森林资源资产必

然会发生变化,并产生较大的差距,因此评估结果只

能说明在某一个时点的森林资源资产状况,在一定

期限内有效. 我国的规定是从评估基准日起评估结

果 1 年内有效.
2. 4 客观公正性和权威性

评估人员应当是与资产业务没有直接利益关系

的第三者,这是公正性的组织基础. 我国的《森林资

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规定》 中指出,资产评估机构

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家从事评估业务应当遵守保

密原则,保持独立性. 与评估当事人或者相关经济事

项有利害关系的,不得参与该项评估业务. 评估结果

将作为资产经营和产权变动底价的有效依据,客观

上要求评估具有权威性.
2. 5 责任性和风险性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结论应当真实可靠,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也具有

很高的风险性,二者相互并存. 经济环境日益复杂,
林业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加剧,投资者、债权人等相

关利益主体遭受意外损失的可能性增加,评估的业

务操作越来越复杂、难度也越来越大. 森林资源资产

评估价格的准确程度如何取决于所搜集到的资料情

况,以及评估人员的道德素养和业务水平的高低,可
以做到尽可能准确,但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

3 云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现状

3. 1 相关政策及法规
   

我国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逐步发展起来. 为规范我国林地林木资产评估工

作,国务院颁布了《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家

国有资产管理局、林业局颁发的《森林资源资产评

估技术规范》. 2004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森林资源资

产抵押登记办法(试行)》. 2007 年 7 月 1 日,财政部

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出台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

暂行规定》 (财企[2006] 529 号),以加强森林资源

资产评估管理工作,防止国有森林资源资产流失,推
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顺利实施. 国家林业局于 2008
年 5 月 1 日发布实施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

估规范》(LY / T
 

1721
 

─2008)主要规范了森林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体系和方法.
为贯彻上述法规精神,规范云南省的森林资源

资产评估行为,促进林业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云南省集体林地林木流转管理办法(试行)》、《云

南省林地管理条例(草案)》相继出台. 2007 年 5 月,
云南省林业厅与省农村信用联社联合下发《关于农

户林权抵押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 (云农信联

[2008]38 号),2008 年 2 月 14 日云南省农村信用

联社又出台《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农户林权抵押小额

贷款管理办法(试行)》(云农信联[2008]42 号),在
此基础上,部分州(市) 县为规范森林资源资产评

估、林地林木流转及林权证抵押担保贷款,相继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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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关规定和办法. 如景谷县有针对性地出台了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集体林地使用权非国有林木

所有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和《非国有森林资源资

产抵押登记管理办法》 (试行),对抵押的全过程及

林权抵押后的管理作了详细规定[3] . 楚雄州大姚县

人民政府于 2009 年 3 月 1 日公布了《大姚县森林资

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据悉,近期准备出台

《云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关于

推进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支持林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等相关法规.
3. 2 机构组建及人员资质

云南省内不少州(市)、县组建了机构开展森林

资源资产评估工作. 华宁县林业局早在 2004 年就成

立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抵押贷款领导小组,领导小

组由县林业局林政股和营林站人员组成. 普洱市景

谷县根据林改配套改革的需要,成立了森林资源资

产评估林业服务中心(属林业局下设的机构),主要

开展全县范围内的小面积林地林木资产评估工作.
临沧市 8 个县已有 6 个县的林权流转服务中心建成

投入使用. 截至 2008 年 5 月末,云南省农村信用社

在 8 个州(市)18 个县级信用社办理了 262 笔农户

林权抵押小额贷款业务,贷款金额超过 1 亿元[3] .
2008 年至今,云南省林业厅协助国家林业局人才开

发交流中心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在昆明举办了 2 期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咨询人员培训班》. 另外,全省

至今已有 40 名注册资产评估师取得森林资源资产

评估咨询资格.

4 云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存在的问题

随着林业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法制

的日趋完善,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提出了更新更高

的要求,然而云南省现有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状况

还不能适应这一发展要求,具体表现如下.
4. 1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规程

制定相对滞后

　 　 云南省至今尚未出台相关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办法或技术规程. 部分地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

虽然开展多年,但全省没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实践中

遇到的问题更无相应的政策和技术规范可以指导.
另外,全省也还没有制定统一规范的森林资源资产

评估技术经济参数,相关的林业经营数表也不能完

全适应评估工作的需要[3] . 考虑到森林资产评估的

特殊性,可以采取统一的行业管理之下的森林评估

专业化管理模式,也就是森林资产评估专业要相对

独立.
4. 2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业机构缺乏

目前,我国从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机构有 4
种类型:①财政部审批的国有资产评估机构;②改革

试点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③林业主管部门审

批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科研院所的森林资源资产

价格评估机构;④国家发改委颁发的森林资源资产

价格评估机构[1] .
依据云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自身需要,部

分县市成立了改革试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但
尚未作资质认定,仅能从事一些森林资源资产价值

的咨询性工作. 其组建方式和运行模式是林改产物,
很不规范,且不具有专业独立性. 从整体来看,规模

小、区域性强,行业管理制度不健全,风险意识薄弱,
资产评估方面的知识技术相对不足,大部分机构是

在摸索改革试点所给的政策,组织相关人员在没有

认证资格的情况下从业.
4. 3 复合型专业人才缺乏

目前云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师极少. 从 2008
年起,虽然国家林业局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培

训了一批评估员,但数量严重不足. 从业者没有取得

《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只有林业部门的培训

结业证书.
根据评估对象和目的不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人员除具备一般的资产评估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外,还需要系统的林业基础知识,如对立地条件、地
理因素等的把握,同时要熟悉林业生产经营过程,掌
握林业的方针政策. 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在目前从事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业务人员之中少之又少,成为

了制约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的重要因素[3] .
4. 4 森林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尚未完善,资产化管理

不健全

　 　 随着云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森林资

源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已成社会发展的必然,将森林

资源作为资产纳入资产化管理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的一项改革,也是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提高

森林资源质量、保证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优化高

效的管理手段. 目前,云南省的林业改革发展与其他

省相比相对滞后,造成了森林资源资产市场规模小,
发展不完善,资产化管理不健全的特点. 作为一种经

济行为,由于对传统林业管理体制冲击较大,加之市

场运行机制不完善等原因,森林资源市场存在着一

些严重违反“公开、公正、公平”三原则的行为,导致

目前有关的民事、刑事案件时有发生. 因此,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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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对当前森林资源市场的管理,进行制度规范

和科学监管.

5 推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发展的相关建议
 

5. 1 完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相关法规政策

当前,我国的森林资产评估管理采取政府监管

下的行业管理模式.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要依法

依规,根据产权变动的方式,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应

遵循的原则、管理部门的权限以及评估机构等进行

规范. 应尽快制定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法规和管理办

法,建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师制度和评估制度,建立

健全评估体系,为森林资源流转提供规范性的制度

平台. 同时,要切实加强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的

管理,进一步规范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行为,维护所有

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深化林业经

济体制改革,促进森林资源资产商品化经营的发展.
5. 2 建立专业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

目前,云南省仅有部分县市经国家林业局批复,
成立了改革试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尚未作资

质认定. 因此,理顺和规范当前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机构,完善其资质十分必要. 另外,应尽快将森林资

源资产评估工作纳入资产评估工作体系,按规范重

新审核或设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资

质可分为甲、乙、丙、丁 4 级,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评

定,并确定每一级的评估业务范围. 全省应有 2 ~ 3
个甲级评估单位,州 (市) 应有乙级评估单位,县

(市)应有丙级评估单位和若干丁级评估单位,形成

覆盖全省的评估网络.
5. 3 加强培训,积极培养评估从业人员

由于林业资产的特殊性,多年来森林资源评估

一直游离于资产评估的大家庭之外,在资产评估师

国家考试中,一直没有设置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这一

专业门类.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尽快将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人员资质认定纳入管理范畴,逐
步清理规范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人员的职业资格工

作. 要培养一批适应市场经济和林业发展要求,具有

良好职业素质的注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师以及大批

评估员,同时,还要推荐上报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家

材料. 结合云南省林业行业的实际情况,对资产评估

人员分期、分批、分层次地进行继续教育培训,以提

高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
针对部分评估人员法律意识、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

淡薄的现象,建议建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从业人员

诚信档案,记录其所受奖罚行为,接受社会监督.

5. 4 规范森林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加强森林资源资

产化管理

　 　 森林资源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将推动整个林业经

济的发展. 现阶段要打破区域限制,逐步建立全省统

一的森林资源资产要素市场,实现评估与林业要素

市场健康发展的良性互动. 森林资源资产经营周期

性长,需要长期、连续地投入生产经营资金,这些投

资不能随时变现,而且通常在很长的时间后才能得

到回报,因此,要使林农手中的森林资源能及时变

现,必须组建森林资源交易市场. 建议政府加强引

导,在《森林法》规定的范围内,尽快出台有关森林

资源市场管理方面的相关法规,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限制各种不正当的市场秩序,并引导林农自愿结成

新的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市场交易.
 

长期以来,森林资源资产被列于林业会计核算

体系之外,没有把森林资源作为资产来管理,使林业

企业产权关系模糊,国家对森林资源的所有权虚置,
难以做到森林资源的优化配置,制约了林业经济的

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当前,摆脱林业资源困境的根

本出路是对国有资源实行资产化管理,即森林资源

资产的产权管理和有偿使用、会计核算、资产转让及

评估管理[5] . 对森林资源资产从价值上进行评定估

算,有利于对森林资源实行资产化管理,从而进一步

盘活森林资源资产的存量,科学地经营利用森林资

源资产,维护所有者权益,防止国有森林资源资产的

流失,实现国有森林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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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红河州 2003 和 2008 年 2 次森林资源连续复查成果数据为依据,对 5 年间森林资源动态变化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表明,有林地净增 17. 7%;活立木总蓄积量净增 9. 5%. 对 5 年间森林资源消长变化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深

化森林分类经营措施,改革林业发展模式,加大林政执法力度等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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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概况
    

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红河州) 位于

云南省东南部,地理位置为 103°47′ ~ 104°16′E、22°
26′~ 24°45′N,国土面积 32

 

298. 91
 

km2 . 州政府驻蒙

自县文澜镇,距省会昆明 289
 

km. 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 地形以红河为界,红河以南属横断山纵谷区的哀

牢山区;红河以北属滇东高原区,除南盘江为中山切

割外,其余为中低山丘,间有断裂发育的盆地和湖

泊. 境 内 最 高 点 金 平 县 西 南 部 的 西 隆 山 海 拔

3
 

074. 3
 

m,最低处河口县红河与南溪河交汇处海拔

76. 4
 

m,相对高差 2
 

997. 9
 

m. 河流分属红河、南盘

江(珠江)两大水系.
红河州地处云南高原向东南倾斜的坡面上,是

热带西南季风和热带东南季风交替出现的过渡地

带. 境内地貌复杂. 在一个局部范围有凉、温、热的差

异,具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山前山后,不
同气候” 的特征. 由于气候的垂直与水平差异,对

光、热、水等资源起到了再分配的作用,形成了北热

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中温带

6 种气候类型. 土壤随着海拔不同呈现出垂直分布

规律,由低到高主要有砖红壤、燥红土、赤红壤、红
壤、黄壤、黄棕壤、棕壤等类型.

2 森林资源动态变化分析

红河州森林资源清查是由红河州林业调查规划

队负责完成的. 初查始于 1993 年, 1998、 2003 和

2008 年分别进行了 3 次复查. 2003 和 2008 年 2 次

复查采用的方法和技术标准基本一致,资源数据具

有可比性,通过资源数据的对比,可反映出 2003 ~
2008 年森林资源的变化状况.
2. 1 各类土地面积动态变化分析

红河州 2008 年林业用地 1
 

927
 

621
 

hm2,非林

业用地 1
 

302
 

270
 

hm2,分别占国土面积的 59. 7%和

40. 3%. 在林业用地中,有林地 963
 

810
 

hm2、
 

疏林

地 54
 

799
 

hm2、灌木林地 963
 

810
 

hm2、未成林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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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16
 

117
 

hm2、无林地 454
 

506
 

hm2,分别占林业用

地的 50. 0%、2. 8%、21. 7%、1. 9%、23. 6%. 森林覆盖

率 38. 4%,林木绿化率 43. 1%(表 1).
 

表 1　 2003~ 2008 年各类土地面积动态变化 hm2

地类 2008 年 2003 年 增减值
年均

增减值
年均

增减率 / %

国土面积 3229891 3229891

林业用地 1927621 1851870 75751
 

15150
 

0. 8
 

有林地 963810 818755 145055
 

29011
 

3. 5
 

疏林地 54799 83810 -29011 -5802 -6. 9
 

灌木林地 417436 364250 53186
 

10637
 

2. 9
 

未成林造林地 37070 16117 20953
 

4191
 

26. 0
 

无林地 454506 568938 -114432 -22886 -4. 0
 

非林业用地 1302270 1378021 -75751 15150 -1. 1
 

森林覆盖率 / % 38. 4 31. 1 7. 3 1. 5
 

林木绿化率 / % 43. 1 36. 8 6. 3 1. 3
 

红河州 2003 ~ 2008 年土地面积动态变化呈现

以下特点:
1)林业用地比前期增加 75

 

751
 

hm2,年均增加

15
 

150
 

hm2,年均净增率 0. 8%. 退耕还林、珠江防护

林、封山育林等工程相继实施,促进了非林业用地向

林业用地的转化.
2)有林地比前期增加 145

 

055
 

hm2,净增 17. 7%;
年均增加 29

 

011
 

hm2,年均净增率 3. 5%. 随着人工

造林、封山育林措施的落实,森林管护力度加大,部
分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无林地转化为有林地.

3) 疏林地比前期减少 29
 

011
 

hm2,年均减少

5
 

802
 

hm2,年均净减率 6. 9%. 生态区位重要的疏林

地被纳入国家重点公益林区范围,林木郁闭成林,转
化为有林地.

4)灌木林地比前期增加 53
 

186
 

hm2,年均增加

10
 

637
 

hm2,年均净增率 2. 9%. 对土层瘠薄、干旱、
含石量大的无林地进行人工造林时首选灌木树种,
灌木林地面积增加.

5)未成林造林地比前期增加 20
 

953
 

hm2,年均

增加 4
 

194
 

hm2,年均净增率 26. 0%. 人工造林规模

加大,未成林造林地在一定期间内不断增加.
6)无林地比前期减少 114

 

432
 

hm2,年均减少

22
 

886
 

hm2,年均净减率 4. 0%. 人工造林首选无林

地,部分无林地转化为有林地、灌木林地或未成林造

林地.
7)森林覆盖率比前期提高了 7. 3 个百分点,年

均提高 1. 5 个百分点. 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取

得了一定成效,林木郁闭度、灌木林覆盖度提高,森
林覆盖率增加.

在地类变化中,人工造林、退耕还林、封山育林

等是林地增加的主要原因,而森林资源利用、植被破

坏、建设工程征占用、自然灾害等是林地减少的主要

原因,增加与减少相抵,林地处于缓慢递增的动态中.
2. 2 各类森林蓄积量动态变化分析

2003 ~ 2008 年 5 年间,红河州活立木总蓄积量

比前期增加 7
 

102
 

597
 

m3,净增 9. 5%,年均增长

1
 

420
 

519
 

m3,年均净增 1. 9%(表 2).

表 2　 各类森林蓄积动态变化 m3

类别 2008 年 2003 年 增减值
年均

增减值
年均

增减率 / %

活立木总蓄积 81355156 74252559 7102597 1420519 1. 9

乔木林蓄积 71983899 63906613 8077286 1615457 2. 5

疏林地蓄积 1676916 2114277 -437361 -87472 -4. 1

散生木蓄积 4294272 5223289 -929017 -185803 -3. 6

四旁树蓄积 3400069 3008380 391689 78338 2. 6

各类森林蓄积量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此期间

乔木林 ( 不含乔木经济林) 蓄积量比前期增长

7
 

261
 

150
 

m3,净增 11. 5%,年均增长 1
 

452
 

230
 

m3,
年均净增 2. 3%(表 3).

表 3　 乔木林(不含乔木经济林)蓄积动态变化 m3

类别 2008 年 2003 年 增减值
年均

增减值
年均

增减率 / %

合计 70058616 62797466 7261150 1452230 2. 3

幼龄林 8330367 11007074 -2676707 -535341 -4. 9

中龄林 16294590 14454851 1839739 367948 2. 5

近熟林 15492135 9100669 6391466 1278293 14. 0

成熟林 10636962 12949360 -2312398 -462480 -3. 6

过熟林 19304562 15285512 4019050 803810 5. 3

对红河州 2003 ~ 2008 年名类森林蓄积量动态

变化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各类森林蓄积量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近 5

年来林业发展环境逐步宽松,林业生产潜力不断释

放;林业地位提高,林业建设投入增幅较大;农村替

代能源建设和农民能源消耗习惯改变,减少了以薪

材消耗为主的森林资源低价值消耗.
2)幼龄林蓄积量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林木

自然生长,前期的幼龄林成长为中龄林.
3)中龄林、近熟林、过熟林蓄积量大幅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林木自然生长引起的龄组相互交替.
4)成熟林蓄积量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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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商品林采伐量增大,相应减少了成熟林

蓄积量.

3 森林资源消长变化

2003 ~ 2008 年 5 年间,森林资源总消耗量为

15
 

814
 

795
 

m3,年均消耗量 3
 

162
 

959
 

m3,年均消耗

率 3. 89%. 在年均消耗量中:乔木林年均消耗量

2
 

617
 

895
 

m3,占 82. 77%;疏林年均消耗量 97
 

993
 

m3,占 3. 10%;散生木年均消耗量 227
 

901
 

m3,占

7. 21%;四旁树年均消耗量 219
 

170
 

m3,占 9. 92%.
5 年间森林资源蓄积总生长量 23

 

843
 

490
 

m3,
年均生长量 4

 

768
 

698
 

m3,年均生长率 5. 86%. 在年

均生长量中:乔木林年均生长量 4
 

143
 

475
 

m3,占

86. 89%;疏林年均生长量 105
 

471
 

m3,占 2. 21%;散
生木年均生长量 299

 

949
 

m3,占 6. 29%;四旁树年均

生长量 219
 

803
 

m3,占 4. 61%(表 4).

表 4　 各类森林年均生长量消耗量对比

类型

生长量 消耗量 净生长量

生长量

/ m3
生长率

/ %
消耗量

/ m3
消耗率

/ %
净生长

量 / m3
净生长
率 / %

合计 4768698 5. 86 3162959 3. 89 1605739 1. 97

乔木林 4143475 5. 76 2617895 3. 64 1525580 2. 12

疏林地 105471 6. 29 97993 5. 84 7478 0. 45

散生木 299949 6. 98 227901 5. 31 72048 1. 68

四旁树 219803 6. 46 219170 6. 45 633 0. 02

5 年间活立木年均生长量 4
 

768
 

698
 

m3,年均消

耗量 3
 

162
 

959
 

m3,年均净生长量 1
 

605
 

739
 

m3,年
均净生长率 1. 97%(表 4). 5 年间森林资源继续保

持面积、蓄积双增长态势,职能部门森林资源培育、
管护工作成效显著.

4 森林资源管理对策

红河州 86. 5%的土地为山区,
 

59. 7%的土地为

林业用地. 保护森林,发展林业是培植红河州后续产

业、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4. 1 深化森林分类经营措施,发挥森林资源效益

保护与利用是实现森林资源效益的两翼,缺一

不可,在森林资源管理中应深化森林分类经营措施.
对于公益林资源,在加大国有公益林管护的基础上,
对集体公益林,根据保护等级、缓急程度、树种、林木

质量等,制定公益林资源资产评估制度,探索政府收

购或租赁非国有公益林资源的途径,逐步将生态区

位重要、林木质量好的非国有公益林资源纳入国有

公益林资源管护,严格森林资源利用的条件和方式,

充分发挥公益林资源的生态功能.
在森林资源消耗中,乔木林消耗占 80%以上,

主要是商品材和农村能源消耗. 为改变森林资源消

耗渠道单一、低值低效的状况,对商品林资源,通过

预测商品林市场发展方向,完善产业发展规划,建立

名特优稀品种试验示范基地,进行林业技术咨询培

训,提供完整全面的林副产品信息服务,增加商品林

资源总量,提高商品林价值;增大替代能源建设力

度,减少森林资源低价值消耗.
增加资源总量与减少低价值消耗相结合,充分

发挥森林资源效益.
4. 2 改革林业发展模式,提高林地利用效率

2 次森林资源复查结果表明,人工造林、退耕还

林、封山育林等措施特别是人工造林是森林资源面

积、蓄积增加的主要途径,而人工造林的重点区域是

无林地和低产、低效林地. 现有无林地和低产、低效

林地含石量大、坡陡、干旱、瘠薄,造林投入高、成活

差、生长慢、管护难、比较效益低. 目前林业发展模式

尤其是生态建设模式仍以行政驱动为主,行政驱动

所期望的整体效益与林权所有者的个体利益难以取

得平衡,造成林地利用率低、单产低. 2008 年无林地

面积达 454
 

506
 

hm2,加上低产低效林地,规模可观.
针对林地利用状况,应采用利益驱动方式,在林

业项目建设模式、森林限额采伐管理、中低产林改

造、育林基金征收使用、林业投融资体制、林地林木

使用权流转等与林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环节,鼓励林

地资源、劳动力、技术、资金等林业生产要素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充分结合,让广大社会主体投身林业建

设,提高林地利用率.
4. 3 加大林政执法力度,减少林地资源流失

毁林开荒、偷砍盗伐、森林火灾、建设工程征占

用林地等是森林资源减少的重要原因. 在具体工作

中,要加大宣传教育和林政执法力度,降低对森林资

源的破坏;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使用林地管理,减少

林地资源的非法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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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rcSDE
 

和 Geodatabase 的森林空间数据库构建研究

秦
 

琳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介绍 ArcSDE 空间数据库引擎及 Geodatabase 地理数据库模型的概念及特点. 从数据库内容、数据库逻辑设

计、数据存储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设计. 对数据库 UML 建模、数据入库的方法及流程等进行了论述. 认为基于 ArcSDE
 

和 Geodatabase 的森林资源空间数据库能从理论上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共享性,提高数据存储及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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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engine
 

of
 

ArcSDE
 

spatial
 

database
 

and
 

the
 

concept
 

&
 

characteristics
 

of
 

Geodatabase
 

geographic
 

database
 

model.
 

In
 

detail,
 

the
 

database’
 

content,
 

logic,
 

storage
 

means
 

have
 

all
 

been
 

designe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atabase
 

UML
 

and
 

the
 

method
 

for
 

data’
 

input
 

and
 

flowing
 

have
 

been
 

discussed.
 

As
 

a
 

result,
 

it
 

concerns
 

that
 

the
 

spatial
 

database
 

of
 

forest
 

resource
 

based
 

on
 

ArcS-
DE

 

and
 

Geodatabase
 

can
 

theoretically
 

ensure
 

the
 

data’ s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to
 

upgrade
 

data
 

storage
 

and
 

manageri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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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资源是一种可再生、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

生物资源. 它分布范围广,有明显的地理性,其信息

的特点是数据海量且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相结合.
近年来,“3S”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林业信息管理,传
统的数据管理模式难以满足现有工作需要,需要构

建森林资源空间数据库. 笔者研究了基于 ArcSDE
空间数据引擎和 Geodatabase 地理数据模型的森林

资源空间数据库,实现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一

体化存储和管理.
由于空间数据带有空间拓扑结构和位置关系,

且相互之间存在数据依赖问题,所以较之关系型数

据库和事务型数据库,空间数据库在数据存储机制、
数据组织结构和数据访问方式等方面有诸多不同,
且相对复杂[1] .

1 空间数据库构建的关键技术
 

1. 1 ArcSDE 空间数据库引擎

空间数据库通过数据库引擎来解决数据与应用

程序之间的接口问题. ArcSDE 空间数据库引擎就是

一个空间数据管理接口,其主要任务是:①用关系数

据库存储管理空间数据;②从数据库中读取空间数

据,并转换为 GIS 应用程序能够接收和使用的格式;
③将 GIS 应用程序中的空间数据导入数据库,交给

关系数据库管理[2] . 因此空间数据引擎是空间数据

进出关系数据库的通路,通过 ArcSDE 建立的数据

库,ArcSDE 本身不存储数据,是用其所对应的 RD-
BMS 来存储数据,当连接的是 Oracle 时,数据是以

Oracle 表的格式存储.
1. 2 Geodatabase 地理数据库模型

要建立一个高性能的空间数据库,关键在于选

择一个恰当的空间数据模型. Geodatabase 是建立在

标准关系型 DBMS 之上的统一的、智能化的空间数

据模型,用户可以在数据中加入方法、行为及其它关

系和规则[3] . 利用 Geodatabase 数据模型建立的空间

数据库,或者说实体关系数据库,通过特定的数据库

引擎如 ArcSDE,可以实现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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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存储和集中管理. Geodatabase 数据模型包括 4
种主要数据结构:①Feature

 

datasets 管理矢量数据

(可以定义要素类、关系类、地理网格、平面拓扑,还
可以通过域限制属性的取值范围,利用有效规则约

束要素类的行为和取值);②Raster
 

datasets 管理栅

格数据;③TIN
 

datasets 管理高程数据;④Locators 管

理坐标点、地理编码、邮编及地名、路径定位信息. 在
此采用前 3 种数据结构.

2 森林资源空间数据库设计

2. 1 数据库内容

森林资源空间数据库主要包含以下内容:①基

础地理数据,如注记层、民居层、交通层、水域层、管
线层、瞭望台、高程点等;②专题林业数据,如小班界

线数据、面状数据,一类调查样地点等;③栅格数据,
如栅格地形图、DEM、遥感影像等;④属性数据,如
森林资源属性表(二类调查地名表、小班调查因子

表、台账因子表等)、自定义属性表(生长模型表、逻
辑规则表等).
2. 2 数据库逻辑设计

数据库逻辑设计主要是从数据库使用者的角度

来考察大量数据的组织方式. 森林资源空间数据库

包括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空间数据采用矢量和栅

格 2 种存储方式,属性数据(如小班调查因子表、台
账因子表等) 则存储在属性表中,二者可以通过

GeoDatabase 中的关系来进行关联,实现互通[4] .
1)矢量数据逻辑设计. 基础地理数据、林业专

题数据等大都是二维的矢量图形数据,通过逻辑字

库(以各县、区、林场为单位),矢量数据集( Feature
 

Datasets) 和图层 ( Feature
 

class) 的组织形式进行

管理.
2) 栅格数据逻辑设计. 遥感影像、扫描图和

DEM 都是栅格数据,其通过分区、压缩以及建立多

级影像金字塔等方式,实现海量数据的超大比例压

缩及快速还原显示.
3)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 不同类型的

数据之间通过不同应用专题发生各种逻辑关系,其
关系主要通过创建关系类(Relationship

 

Class)、统一

不同对象之间的地理参照坐标和规则定制等来

实现.
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其数据库命名规则如表

1 所示.
2. 3 数据存储设计

数据包括属性数据、空间数据和文件数据. 属性

数据具有结构规则、单元尺寸确定的特征,可直接

表 1　 广州市白云区数据库命名规则

数据库
GeoDatabse

矢量数据集、栅格目录、
属性数据

Feature
 

Datasets、Raster
 

Catalog、Tables

数据或图层(文件)
Feature

 

Class
 

Raster
 

Datasats

数据或图层
文件别名

Alias

数据库
Guangdong

EL0103

VG0103

属性数据

二类调查

自定义

ELXB01032008 白云区档案小班 2008

ELJX01032008 白云区小班界线 2008

┋ ┋

DG0103 白云区 1 ∶1 万三维地形

RS0103 白云区 1 ∶1 万栅格地形图

RS01032008 白云区 2008 年遥感影像

┋ ┋

VGZJ0103 白云区 1 ∶1 万注记

VGSQX0103 白云区 1 ∶1 万首曲线

VGXZSY0103 白云区 1 ∶1 万线状水域

┋ ┋

ELSW01032008 生物量表

ELSP01032008 四旁树表

┋ ┋

RSPDBZ

Forestr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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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盟佤族生态文化与森林资源管理初探

孟建林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西盟佤族有大量保护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的传统观念、规定和习俗,这些内容是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鲜明的生态保护特征,反映了佤族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情况,同时也体现了文

化对森林资源保护和经营管理的影响和作用. 文章对西盟佤族生态文化及其与森林资源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

析,认为挖掘和借鉴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对促进我国林业法制及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化;森林资源管理;西盟;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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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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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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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meng
 

and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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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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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Wa
 

ethnic
 

minority
 

in
 

Ximeng
 

possess
 

traditional
 

ideas,
 

rules
 

and
 

custom
 

for
 

protecting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and
 

forest
 

resources,
 

which
 

are
 

a
 

significant
 

part
 

of
 

Wa
 

culture
 

with
 

distinctive
 

fea-
ture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is
 

not
 

only
 

reflects
 

Wa
 

people’s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for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but
 

also
 

embodies
 

the
 

culture’s
 

role
 

and
 

the
 

impact
 

on
 

forest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paper
 

preliminari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
 

ethnic
 

ecolog-
ical

 

culture
 

and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result
 

concerns
 

that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which
 

needs
 

to
 

be
 

further
 

excavated
 

and
 

borrowed
 

will
 

have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forest
 

legislation
 

and
 

eco-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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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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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形

成的保护生态的意识、行为、习俗,是理性思想的产

物,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现代社会. 少数

民族生态文化是部落文化在森林资源管理与利用中

的表现. 当代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部落文化是一

种稳定的、令人满意、生态健全的存在,而不是荒凉、
贫困、龌龊与短命的存在”,“是一种人类历史上最

成功与最持久的适应方式”,“初民文化的确趋向于

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谐共存. 尽管原始民族也要改

造环境,从自然中获取资源,但很明显,他们中间存

在着一种长期的模式,能够相对稳定地建立超人口

与自然群落之间的平衡关系”. 西盟佤族是最早世

居于阿佤山中心区的民族,自称“瓦”、“安瓦”等,意
为住在山上的人. 民国时期,当地汉族、拉祜族、傣族

等称其为“阿佤”. 1963 年正式定名为佤族. 因为佤

族没有文字,本民族的历史靠口耳相传. 关于佤族的

起源,在佤族中广泛流传“司岗里”的传说. “司岗”
意为石洞,“里”意为出来,“司岗里”的意思是人是

从石洞里出来的. 佤族在长期与森林相互作用的生

产生活中形成了对森林资源利用与管理的独特的方

法和丰富的传统知识. 这些传统知识在保护当地生

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的持续利用等方面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研究区概况

西盟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隶属普洱

市,是一个集边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四位为一

体”的国家级重点扶持县. 20 世纪 50 年代,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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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还沿袭着“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原始生产

和生活方式. 全境地跨东经 99° 18′ ~ 99° 43′,北纬

22°25′~ 22°57′,其东、东北、东南部与澜沧县接壤,
南部与孟连县相接,西、西北部与缅甸联邦共和国山

水相依,国境线长达 89. 33
 

km. 平均海拔 1
 

155
 

m,
距省会昆明市公路里程 675

 

km. 全县国土面积为

1
 

353. 57
 

km2,东西横距约 40
 

km,南北纵距约 60
 

km,是整个普洱市面积最小的县
 

,辖 6 乡 2 镇,共
36 个村. 总人口为 81

 

282 人,其中农业人口 71
 

611
人. 境内居住着佤族、拉祜族、傣族、彝族、哈尼族、白
族、汉族等 25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4%,其中佤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72%,是一个以佤族

为主的多民族县.
西盟县属低纬南亚热带湿润微寒地区,森林植

被在云南植被区划中隶属“高原亚热带南部季风常

绿阔叶林地带,临沧山原刺栲、印栲、刺斗石栎林亚

区”和“季风热带北缘季雨林西双版纳北部山中盆

地千果榄仁、番龙眼、缅漆、楠木林亚区”. 从现存森

林植被看,该县“纬向显域地境”的植被类型是季节

性雨林、季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垂直显域地

境”的植被类型是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主要森林

植被树种有千果榄仁、番龙眼、木棉、羊蹄甲、刺桐、
榕树、四数木、龙血树、梨、大头茶、木姜子、红椿、黄
杞、山桂花、羊蹄甲、山龙眼、蒲桃、假含笑、猫尾木、
红淡比、桢楠、密花树、银木荷、厚皮香、木莲、新樟、
滇榆、杜英、黄杞、马蹄荷、野茉莉、冬青、桢楠、水锦

树. 近几年发展的人工林有杉木林、思茅松林、竹林

和板栗、核桃、茶叶、橡胶、咖啡等经济林. 活立木总

蓄积量 4
 

649
 

090
 

m3;森林覆盖率 57. 93%,其中:有
林地覆盖率为 56. 46%,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覆盖

率为 1. 47%;林木绿化率为 58. 70%,其中有林地和

灌木林地的林木绿化率为 58. 41%,四旁树的林木

绿化率为 0. 29%;年森林总生长量为 225
 

510
 

m3,总
消耗量为 145

 

264
 

m3 .
 

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农村快速评估方法
 

( Rapid
 

Rural
 

Ap-
praisal 即 RRA)进行社区调查,所用的调查方法包

括随机访问、野外观察、半结构访问、关键人物访问、
典型农户调查,并收集有关资料. 依据调查对象设计

问题框架.
1)农户调查　 内容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土地面

积及利用方式、结构与分布,作物种植与劳动力分工

及节令安排,主要经济来源,非木材林产品利用 .
2)村社干部及老人调查　 调查民族文化习俗、

土地利用历史与现状、人口与资源动态变化,当地群

众生产生活与森林资源的关系等 .
3)县乡村领导调查 　 主要调查森林资源的开

发利用与保护情况,当地群众对森林资源的依赖

情况.

3 结果与分析

3. 1 佤族生态文化在森林资源管理中的体现

3. 1. 1 神林与森林资源保护
 

在山地民族的神林文化中,神林有不同的涵义,
主要有 3 种:①原始崇拜中的护村寨神,如佤族的

“龙山”、“神林”、“鬼林”;②掌管风调雨顺的神灵、
神龙所在地或化身;③安葬祖先的地方. 在少数民族

文化观念中,神林是圣洁的,伐木、狩猎、林产品采集

和开垦被严格禁止 . 长期以来,由于佤族人民对森

林的依赖,使森林在佤族人民生活中逐渐具备了宗

教和文化象征的属性,具有这种象征作用的森林,尤
以佤族的

 

“神林”为代表 . 所调查的佤族村寨至今

仍保留较大面积的“神林”,林内郁郁葱葱,树体高

大,林内植被种群丰富,一派原始林自然景观. “神

林”对佤族人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被认为是

“神”的化身和栖息地,能“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 . 佤族人民对“神林”非常敬畏和爱护,即使林内

的枯枝落叶也忌讳去拣 . 他们认为,如果动了“神

林”内的一草一木就会惊动“神灵”,给家人带来灾

难 . 在当地佤族居民中流传着一些谁敢冒犯“神

林”,将给谁带来灾难的故事. 当然,“神林”除了会

惩罚那些敢于“冒犯” 它的人外,也会大慈大悲去

“帮助”那些善良的人们 . 调查中看到,无论男女、
老少均对

 

“神林”有一种敬畏和崇拜的心理,他们对

“神林”的“威力”深信不疑,尤以女性为甚 . 佤族人

民信奉原始自然宗教,相信万物有灵 .
除了“神林”对佤族人民的文化价值外,其他森

林仍具有类似的作用 . 在每一座山上或每一片林子

里,他们都认定一些高大的树木作为“神树”,并作

好标记,“神树”尤如有灵气的“山神”镇守着山林免

遭侵犯 . 村民对这些“神树” 都敬而远之,不敢砍

伐,如果冒犯了“神树”,必将受到“神”的惩罚 . 此

外,他们在建房屋时,要在堂屋两侧的中柱位置上立

一根树干通直、无虫眼的黑心木作为祭祀牌位,这根

祭木在整个房屋立柱的前一天从山中伐得,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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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端埋入地下立于房屋地基上,之后才能“竖柱”盖

房 . 这根中柱在房屋里不起支撑作用,仅作为祭祀

祖先的牌位,它象征着祖先,每逢节日或红白喜事都

要在该中柱前念咒供奉,祈求祖先和神灵的保佑 .
3. 1. 2 特种用途林的建设

佤族村寨一般位于山坡中部较平缓的地带,每
寨约八九十户至上百户,房屋成行. 寨周围筑有壕

沟,沿沟两岸栽植灌木,宽约 2
 

m. 这些灌木通体有

尖锐的刺,且种植密度很大,主要用来防御部系联盟

或部落之间、村寨联盟之间、村寨之间的冲突. 壕沟

边上种植的灌木既是一种象征,标志着早期的猎头

祭祀已经转化为更大规模、更加频繁的村寨间的砍

头仇杀,也代表了佤族村寨早期特种用途林的建设

和对森林植物的认识及有效利用.
3. 1. 3 水源林的保护

通常佤族村寨后面的山坡上或山沟里都要保留

一片水源涵养林,用竹笕槽引入山泉水供全寨人饮

用. 在水源涵养林中伐木或进行污染性的活动都是

被禁止的. 过去在有些村寨对于所有小溪源头附近

的森林,都不去砍伐. 人们认识到这些森林有涵养水

源的功能,如砍伐了这些森林中的树,小溪就会水量

减少甚至干涸. 佤历各瑞月(公历 12 月)是佤族的

新水节,又称“优格拉啊龙”、“妥啊龙”,共举行 3
天. 第三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佤族同胞汇集到接待户

家中吃“新水”煮成的老鼠稀饭和鸡肉稀饭. 酒足饭

饱,由老人带头唱歌跳舞,讲保护森林、爱护水源的

道理,举寨欢腾.
3. 1. 4 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西盟佤族大概采集 60 种植物为食物,其中菜类

34 种,薯类 24 种,如用芭蕉芋的块茎做凉粉,滤出

来的渣用来喂猪,叶子还可以用来煮水酒. 有时他们

对植物的用途分得很细致,比如他们做鬼祭祀的时

候严格区分野生茶(佤语叫做“缅”)和人工种植茶,
祭祀中只用前者而不用后者;又如一种叫做“摆”的

叶子,被专门用来包猎物的肉在祭祀中用;再如芭蕉

叶,马散、岳宋、翁嘎科等用来包饭,但新厂有些地方

却限定只能在丧事上用. 另一方面,对药用植物的经

验却显得不够丰富. 当药用的有香椿,在有人患疟疾

的时候,用火把香椿烘热,铺在床上,让病人脱了衣

服躺在上面. 此外还有用盐酸果树的树皮煮水喝用

来治疗肚子疼,用树根煮水喝治疗牙疼.
佤族谚语亦说:“毁了山,破坏了地方”. 过去每

个佤族村寨都制定了村规民约,禁止乱砍滥伐、破坏

森林,佤族建房用木料须经村寨管理者同意才能采

伐. 窝笼村对森林的利用更是具有可持续的特点. 以
前窝笼村的薪柴主要是来自附近的森林,但是村民

一般不砍活树,只是捡拾倒木和枯枝. 除了盖“大房

子”外,因建房需要在森林里砍伐木材或竹材时,则
是根据实际需要量进行择伐,并且分几处去砍,不会

进行皆伐. 在采集野生蔬菜和药用植物时,都是只取

需要的嫩尖、叶等部位.
在佤族猎人的心目中,进到山林里要默祈鬼神

保佑,打到的猎物是因为得益于鬼神的眷顾,受惠于

天意. 猎人不可蔑视动物,在打到猎物后不可张狂,
他们认为猎人的笑会让动物害羞,所以好的猎人绝

不会因为得意而令动物蒙羞.
3. 1. 5 混农林业技术

西盟县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典型的南亚热带

季风气候,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干湿季明显的

气候特点,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生物种类

多,自然资源丰富,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佤族人民从

原始的刀耕火种演进到现今的农林复合经营方式

(表 1).
3. 2 佤族生态文化对森林经营活动的影响

从佤族对森林进行保护的自觉程度上便可明显

看出,其生态文化作用已不是外在的、强制的约束和

指向,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民族的、内在的精神力

量,也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推动着民族与社会的前进

表 1　 西盟佤族农林结合系统经营模式

模式 立地和树种 农作物　 　 经营方向　 　 　 　 经营方式　

林农轮作 轮歇地,旱冬瓜,西南桦,
杂灌草

旱谷、玉米、黄豆、瓜类 粮作、改土、防护 林粮轮作,原为 8 ~ 2
 

a,后
改为 5~ 2

 

a

林茶套种 茶园,旱冬瓜,杉木 茶树 茶叶、改土、防护 茶园种植稀树遮荫

农田防护林 坝区及周边,阔叶树种 大田作物 农作、保水土、防护 以农田防护为目的

山地水土保持林 山脊、陡坡,常绿阔叶灌、
乔木,竹类

绿肥、牧草、木薯、芭蕉芋 防护、保水土、绿肥饲料 以防止水土流失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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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规定着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特征,以及对森林

及一切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3. 2. 1 佤族生态文化对森林经营活动的约束和指向

佤族生态文化对森林经营活动的约束和指向最

明显地体现在制度层面上. 约束性是制度的特征,法
律则是特殊的制度,因而,文化的约束作用首先体现

在法律上. 在佤族人的习惯法中有很多禁止性条律

和处罚规定,涉及放牧、采猎、生活、环境保护等方

面. 如永远不要偷盗,否则将会受到家族的严惩;干
活走路要当心,不要挡住了蚂蚁进出的洞;砍柴要留

神,万万不可用树枝等杂物堵住河流,或者污染水

源,不然会生大病,并且要杀鸡请巴猜才能治好病;
盖“大房子”必须要经过头人的同意才能砍伐木材.
这些习惯法体现了佤族社会保留下来的原始社会末

期的特点,即一旦确定了人际关系的尺度,也就有了

最基本的社会秩序. 西盟佤族的传统社会长期处于

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没有形成层级明晰的组织结

构,主要是以信仰和道德力量悄然维系着民间的传

统秩序,实现了简单有效的自我管理.
3. 2. 2 佤族生态文化与森林资源保护的一致性

佤族习惯法,就是阿佤人在其生息繁衍的过程

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和习惯做法,是佤族生态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现行《森林法》第 5 条:“林业建

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

合,永续利用的方针”所体现的宗旨相一致的,从而

补充了林业法律法规的不足.
3. 2. 3 佤族生态文化与现行森林资源保护法律的

冲突

20 世纪 50 年代,西盟佤族还沿袭着“刀耕火

种”、“刻木记事”的原始生产和生活方式,往往出现

毁林开荒、砍伐森林、放火烧荒等现象而构成刑法规

定的盗伐滥伐林木罪、放火罪等而被处罚,但习惯法

却视此类行为为正当合理. 反之,如冒犯山神等行

为,佤族习惯法认为是犯罪. 另外,在程序规定方面,
佤族习惯法规定的程序简单或不存在程序内容,这
与现行法律法规重实体、要求程序合法的规定相冲

突. 再次,在处罚方式方面,佤族习惯法规定的处罚

方式多种多样,如劈牛头、揭屋顶、洗寨子、砍头等,
这也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除此之外,佤族习

惯法处罚主体的随意性也与现行法律法规形成

冲突.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佤族生态文化与森林资源管理紧密

不可分割. 生态文化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保护森

林等自然资源方面左右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显然,
各民族传统的保护生态的意识、行为、习俗,即文化,
是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是理性思想

的产物,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现代社会.
联合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指出:“文化

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

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未来的竞争

将是文化的竞争,文化将在未来发挥重要的作用,成
为 21 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 ” 由此可见,在这样

一个历史发展机遇中,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下,
深入挖掘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并将其转换成现

代文化范式,发挥其新的功能,进而探讨其对我国现

代林业建设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其发展林业,保护

森林资源,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将是我国现代林业

建设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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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新平县公益林界定及管护制度情况,分析公益林建设中存在着部分地块界线仍然不明,资金投入不足,
建设目标不明确,管理不到位,社区利益补偿不足,林分质量不高等问题. 藉此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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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维护生态安全,是实现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 在
2009 年 6 月 22 ~ 23 日召开的中央林业工作会议上,
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新时期林业的“四大历史定

位”,即林业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

位,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具

有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这对

于进一步加快林业改革和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推动

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 新平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和省的有关要求,通过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创新,加
快生态公益林建设步伐,力求构建比较完备的林业

生态体系,增加林农收入. 在公益林建设中,特别注

重突出“四个落实”,即地块落实、资金落实、责任落

实、管护落实,注重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管护机制,
增强公益林管护的有效性,旨在进一步改善区域生

态环境,促进现代林业体系的建立. 但在公益林建设

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笔者现就存在问题进行

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1 新平县基本概况

1. 1 自然地理条件

新平县地处滇中高原南部,属高原地貌. 境内山

脉系点苍山分出的哀牢山脉和云岭山脉葱蒙山的支

脉. 元江平行哀牢山,将全县分割成两大地域,形成

两山对峙,一水中分的特点. 地理位置为 101°16′30″
~ 102°16′50″E,23° 38′15″ ~ 24° 26′05″N,平均海拔

1
 

497. 20
 

m[1] .
由于新平县境内海拔相对高差大,立体气候明

显,土壤呈现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 从低海拔至高海

拔依次出现燥红土、赤红壤、红壤、黄棕壤、棕壤、亚
高山草甸土,紫色土和石灰土为非地带性土壤.

新平县地处低纬高原,属中亚热带半湿润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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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气候区,由于不同大气环流的影响,干湿季明

显. 冬半年受干暖气流控制,空气干燥,降水少,晴天

多,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夏半年受暖湿气流控制,
空气湿润,降雨多,日照少,昼夜温差小. 气候基本特

点表现为冬暖夏凉,冬春干旱,夏季多雨,雨热同季.
年均气温 17. 4℃ ,最冷月均气温 10. 5℃ ,极端最低

气温-2. 5℃ ,极端最高气温 33. 9℃ ,≥10℃ 的积温

5
 

722. 8℃ , 年 均 降 雨 量 952. 7
 

mm, 相 对 湿

度 75%[2] .
1. 2 森林资源

全县土地面积 43. 00 万
 

hm2,其中:林业用地

31. 58 万
 

hm2, 占总面积的 73. 4%; 非林业用地

11. 42 万
 

hm2,占 26. 6%. 全县森林覆盖率 70. 54%,
其中, 有林地覆盖率为 50. 37%, 灌木覆盖率为

20. 18%,全县活立木蓄积 1
 

443. 5 万
 

m3
 

.
由于新平县境内高差大,立体气候明显,植被垂

直分布也十分明显,自上而下植被类型依次为温性

针叶林、暖性针叶林、暖热性针叶林、常绿阔叶林、落
叶阔叶林、干热河谷稀树灌草丛.
1. 3 社会经济条件

全县共有 6 乡 6 镇,120 个村(社区),1
 

460 个

村民小组. 至 2008 年末,全县总人口 27 万人,其中:
农业人口 23. 36 万人,占 86. 5%,非农业人口 3. 64
万人, 占 13. 5%. 人口密度 64 人 / km2 . 人均耕地

0. 09
 

hm2,农民的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为种植粮食作

物,林、牧、渔业产值低,仅占农业产值的 42. 7%. 农
民人均纯收入 2

 

886 元,农民人均有粮 390
 

kg[3] .

2 公益林建设现状

2. 1 公益林界定情况
 

根据《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和《云南省省

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及补偿工作方案》,新平县区划

界定国家重点公益林和省级公益林 165
 

827
 

hm2,占
全县林业用地面积的 51. 75%. 公益林主要分布于

自然保护区、元江Ⅰ、Ⅱ级支流,绿汁江Ⅰ、Ⅱ级支

流,草坝水库、平甸河水库,G213 国道、S218 省道、
S306 省道、S307 省道两旁,县城面山,重点饮水工程

水源区,森林公园,革命纪念地等.
在公益林界定工作中,由县林业局代表县人民

政府与林权经营者或所有者签订管护责任书 120
份,管护责任主体与护林员签订管护合同 312 份,聘
用生态公益林专职护林员 312 名,并以行政村、保护

区为单位,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生态公益林保护网络

体系.

2. 2 公益林管护情况

2. 2. 1 管护形式

新平县的公益林管理主要采取个体承包和专业

管护 2 种形式. 国家重点公益林采取林业系统专业

管护形式;省级公益林管护形式采取以村为单位,选
聘专职护林员进行个体承包管护.
2. 2. 2 禁伐或限伐协议

新平县公益林范围涉及 12 个乡(镇)、116 个

村,哀牢山国家级、县级自然保护区、磨盘山县级自

然保护区以及玉白顶林场和曼丫林场. 为了对公益

林进行有效管理,由县林业局主持签订禁伐协议共

计 132 份, 面积为 52
 

577. 5
 

hm2; 签订限伐协议

14
 

025 份,面积为 116
 

751. 1
 

hm2 .
2. 2. 3 管护责任区划分

新平县列入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有

12 个乡(镇)的 116 个村、2 个自然保护区和 2 个国

有林场,共划分出省级公益林管护责任区 312 个. 管
护责任区的划分以明显地形、地物为界,明确了管护

责任区的四至界线. 每个管护责任区面积原则上不

超过 400
 

hm2,但部分责任区因受地形地貌等条件

的限制,在“方便统一管理”原则指导下,个别责任

区面积略大于 400
 

hm2
 

.
2. 2. 4 管护人员及管护经费

公益林管护责任区划定后,由村委会或村民小

组集体决策,选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热爱林业

工作、责任心强、身体健康的村民为护林人员,对责

任区内的公益林实施专职管护. 按照每个责任区必

须聘请一名专职管护人员的原则,在县林业局主持

下,312 个管护责任区分别签订了管护合同 312 份,
合同期限均为一年. 管护费根据管护面积大小、难易

程度分别予以确定.
2. 2. 5 管理规章制度

根据《云南省地方公益林管理办法》、《云南省

省级公益林区划界定操作细则》、《云南省编制省级

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县级实施方案操作细则》等法

律法规和实际情况,新平县已制定出台《新平彝傣

族自治县省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新平彝族傣族自

治县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管理办法》、《新平

彝族傣族自治县省级公益林档案管理制度》、《新平

彝族傣族自治县省级公益林护林员管理暂行办

法》、《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省级公益林管护检查考

核验收办法》、《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省级公益林护

林员工作制度》 等,为公益林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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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益林建设存在的问题

3. 1 国有产权界定不清

新平县境内辖有国家级哀牢山及县级哀牢山自

然保护区、磨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由于历史原因,具
体管理界线与当地群众确认的具体界线存在一定误

差,虽然在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时已经过确认,但
有个别地段仍需做好群众工作,解决好“官认民不

认”的问题.
3. 2 资金投入不足

3. 2. 1 国家级重点公益林

新平县作为“天保”工程县,国家级重点公益林

的管护由地方森工企业及当地县、乡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实施专业管护. 由于“天保”工程县的国家重点

公益林补偿尚未启动,作为集体林部分的国家重点

公益林,其生态区位事实上更为重要,却没有实施补

偿的制度. 所以,在启动省级公益林补偿的情况下,
国家重点公益林的管护难度相对加大,群众反映

强烈.
3. 2. 2 省级重点公益林

按照省级重点公益林补偿制度,对集体所有的

公益林部分,林农仅得补偿费 13. 5 元 / hm2;对于个

人所有或经营的公益林,补偿资金按 71. 25 元 / hm2

全额拨付林农个人,并由林农个人承担省级公益林

营造、抚育和管护的全部责任. 所以,签订限伐协议

后,林农所得利益普遍太低.
3. 3 林分质量不高

生态公益林的防护功能主要是依靠森林生态系

统,其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具有中心支柱地位,发挥着

屏障作用,因此,林分质量的优劣关系到生态防护效

能的高低. 新平县区划的重要生态区位地段林分多

为择伐过度的残次林、疏林,其林分质量均较低劣,
生态质量不高.
3. 4 社区利益补偿不足

在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中,广大林农经济上受

到重大损失,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 其实,生态公益

林的投入应包括营造资金、管护费用和补偿资金 3
个方面,而目前的补助资金却仅限于管护经费,这与

实际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如者竜、水塘、戛洒、
腰街、漠沙、建兴、平掌 7 个乡镇,多年来为了保护哀

牢山自然保护区的森林资源及地带性森林植被、野
生动物,保护区周边的群众蒙受到较大的经济损失,
同时还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如野生动

物破坏庄稼、伤害家禽家畜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却得

不到应有的补偿,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4 公益林建设对策措施

4. 1 明确产权界限,明晰管理责任

公益林建设要求对社区群众实施生态补偿,而
实施生态补偿的先决条件是明晰产权,产权不清、责
任不明是公益林建设中产生矛盾、冲突、纠纷的根

源[4] . 建议由县、乡政府与村、社有关领导组成专项

工作队,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明确公益林

区的分界线,避免和减少因分界不清而引起矛盾,并
促使管理人员各负其责.
4. 2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管护意识

思想意识是行为的主导,公益林建设也应加大

宣传教育力度,才能使各级各类人员自觉管护公益

林的意识得到明显增强,尤其是针对社区群众而言,
思想教育显得特别重要,可以通过增强意识而克服

面临的诸多问题.
1)完善基础宣传设施. 可在公益林区交通路口

设立宣传牌、监督岗、公示栏,并充分利用各种媒体

进行广泛宣传. 同时,加强宣传的针对性,即针对公

益林林区群众最为关注的公益林建设和管理的热点

问题,及时释疑解惑,做好社区群众能够长期维护和

支持公益林建设的思想工作.
2)增强领导干部思想意识. 强化各级领导层的

生态公益林管护意识,使其把生态公益林建设当成

一件关系地区生态安全的大事看待而长抓不懈.
3)加强政策咨询和技术指导. 由林业部门开展

林业科技下乡活动,通过向林区群众发送有关宣传

资料、开办专题讲座等方式,使林业政策家喻户晓、
林业科技深入人心.
4. 3 拓展资金筹措渠道,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公益林建设中实施生态补偿的关键不仅在于政

府的必须投入,还在于通过多种途径把补偿机制提

升为改善农民生计的激励机制,尤其应探索对社区

生产活动能够进行支持和帮助的开拓型补偿形式,
以提高社区长期的造血功能[5] .

1)加大政府资金投入. 建议政府在当今财政收

入增加的情况下,逐步增加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

金的投入,提高补偿标准到 300 元 / hm2·a.
2)建立直接补偿机制. 对于能够依托森林资源

开展旅游项目的责任区,应从旅游经营收入中提取

一定资金直接用作生态公益林建设的补偿.
3)鼓励社会各界捐资保护公益林. 可以通过认

养、冠名等方式筹措生态公益林补偿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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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高公益林附加值. 社区群众以森林生态公

益林为环境背景,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产业,以森林环

境、乡土习俗及绿色产品为资源,以林区文化为特

色,为城市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疗养、健身等

可直接参与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友好型旅游业,可从

中获得较多的生态补偿经费,进而增加公益林建设

资金投入.
4. 4 建立公益林管理新体制,解决管护工作实践难题

现有的以村为单位建立分散、独立的各责任区

生态公益林管护工作机制仍然难于管好公益林,因
为这仅是由原来的一个林业员管护变为多个“林业

员”管护而已,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建议采用股份

制托管,即在不改变林地、林木产权的前提下,抚、
造、育均由各林农承担,而管护则由村民小组按各农

户面积比例折算股份进行联合托管,其生态效益补

偿金则在当年验收合格的基础上按股份比例发放.
此经营导向管理方式能够切实改变生态公益林少数

人管护,多数人观望的局面,形成公益林区周边林农

共同探讨共同获益的工作机制,即在经济利益的驱

动下,在责任机制的促动下,促使林农主动站到管林

护林的第一线,形成相互监督、齐抓共管、群护群治

的形势,从而可有效地解决生态公益林管护中“管

不到”、“管不了”、“管不好”的实践难题.
4. 5 扩大绿化总量,提高林分质量

在扩大森林资源总量的基础上,增加林地生产

力,提高林分质量,培育复层异龄混交林是增强公益

林生态防护效益的关键措施. 通过造、封、抚、引等措

施培育混交林,同时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公益林建设

的科技含量[6] . 对于元江Ⅰ、Ⅱ级支流及绿汁江Ⅰ、
Ⅱ级支流的生态公益林而言,因其处于干热河谷地

带,并且经过多年择伐,林分质量很差,必须依靠科

学技术才能建成高质高效的生态公益林. 一是对宜

林地进行全面造林,扩大公益林绿化总量;二是对灌

木林进行评价,实施适宜的乔木树种补造方案;三是

加大干热河谷区生态公益林低产林的改造,对可以

发展的地块大力发展龙竹种植,切实提高林地利用

率和产出率;四是对纯林(特别是云南松林)进行林

分改造和梯度经营,增加森林的生态多样性,建议对

纯云南松林中的成、过熟林进行小面积皆伐,引入

川、滇桤木等阔叶树种,使之形成混交林,增加防护

效能.
4. 6 建立公益林监测机制,健全监督管理体系

为做好生态公益林管护工作,应建立生态公益

林监测机制. 可采取以下措施.

1)尝试运用常规技术与“3S”等高新技术相结

合的手段,建立新平县公益林管护质量监测与评估

体系,构建新平县公益林管理信息系统,构建全县生

态环境动态监测体系和预警系统.
2)逐步建立公益林管护档案管理体制,做到标

准统一、专人负责、分级管理、及时修订、年度整理

保存.
3)积极引进并推广先进的森林管护经验和管

理模式,实现新平县公益林建设始终走在省内前列

的目标.
4. 7 探索生态公益林利用途径,促进社区经济又好

又快地发展

　 　 利用生态公益林进行科学考察、定位观测、试验

研究、科普教育、标本采集、生态旅游、物种与遗传基

因保存及自然遗产留存是较好的方向. 除特殊保护

地区外,应该允许利用生态公益林进行非木质资源

的开发利用,可在林内从事种植 ( 药材、香菇、木

耳)、养殖(野生动物)活动,可在公益林周围发展薪

炭林,利用沼气、煤、电、太阳能等解决群众的燃料问

题,才能使公益林得到有效保护. 对一般公益林中的

竹林,可按照各自的经营要求进行正常的栽种、培
育、管护,并可组织合理的采收、加工、出售. 在进行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时,还必须严格按环境容量要求

控制旅游规模,科学规划景区内的道路、建筑及配套

设施建设,确保生态安全和旅游质量. 总之,对生态

公益林资源的利用必须以森林可持续经营和资源永

续利用为原则,必须与综合管护责任区挂钩配套,严
禁掠夺式开发利用. 尤其应注意不能影响森林主导

功能的发挥和产生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故必须严格

保护森林及动植物资源,严格防火、防病、防虫,力求

防止产生空气污染与水质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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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草蛉与异色瓢虫竞争干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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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华草蛉与异色瓢虫的幼虫和成虫种间以及各虫态天敌昆虫共存情况下的竞争干扰进行研究. 试验结果

表明,中华草蛉幼虫与异色瓢虫幼虫竞争干扰明显,在共同捕食时中华草蛉幼虫占优势,成虫间竞争干扰以异色瓢

虫捕食蚜虫优势明显大于中华草蛉. 2 种天敌昆虫各虫态共同捕食蚜虫时高龄幼虫及成虫捕杀低龄幼虫竞争优势

明显.
关键词:中华草蛉;异色瓢虫;种间竞争;竞争干扰;蚜虫;天敌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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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蛉类和瓢虫类昆虫是取食蚜虫的主要天敌昆

虫[1] . 在黑龙江省,异色瓢虫、中华草蛉是蚜虫天敌

优势种[2] ,二者存在明显的种间竞争、干扰竞争和

相互攻击现象[3] . 本试验主要研究异色瓢虫和中华

草蛉幼虫、成虫间竞争干扰,为生物防治中瓢虫类和

草蛉类天敌的合理选择、龄期的适宜搭配提供理论

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地及虫源

试验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农林科学院生态

项目区内进行. 异色瓢虫和中华草蛉 2 种天敌幼虫、
成虫均采集自项目区,其中中华草蛉成虫为夜晚灯

诱捕捉. 试验所用蚜虫亦采集自项目区内蒿草上.
1. 2 试验方法

2 种天敌饲养至产卵,卵孵化后,初孵幼虫每天

以蚜虫饲养至试验所需龄期.
1. 2. 1 幼虫间竞争干扰试验

在 2 种天敌幼虫(试验前饥饿 24
 

h)龄期,将异

色瓢虫和中华草蛉设 7 个处理组,每组 2 种天敌幼

虫各取 1 只置于同一培养皿中,置入一定数量蚜虫,
24

 

h 后检查幼虫存活情况. 试验重复 4 次.
1. 2. 2 成虫间竞争干扰试验

将 2 种天敌成虫(试验前饥饿 24
 

h)各 1 只放

入培养皿中,在培养皿中心处放入一小段带有蚜虫

的新鲜蒿草,蚜虫数量 10 头,观察记录各成虫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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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虫数量. 试验重复 10 次.
1. 2. 3 各虫态天敌昆虫共存情况下竞争干扰试验

在大豆田内选取 20 株带有蚜虫的大豆苗,去除

蒿草上其他昆虫,用纱网封闭住大豆苗,放入各龄期

异色瓢虫幼虫、各龄期中华草蛉幼虫、中华草蛉成

虫、异色瓢虫成虫各 3 只,观察捕食情况,24
 

h 后检

查异色瓢虫、中华草蛉存活数量. 结果取均值记录.

2 结果与分析

2. 1 异色瓢虫和龟纹瓢虫幼虫间竞争干扰

异色瓢虫幼虫和中华草蛉幼虫竞争干扰结果见

表 1.

表 1　 异色瓢虫幼虫和中华草蛉幼虫捕食蚜虫

数量与存活情况

处理组
异色瓢虫

幼虫
中华草蛉

幼虫

24
 

h 后幼虫存活率 / %

异色瓢虫 中华草蛉

1
2
3
4
5
6
7

1 龄

2 龄

2 龄

3 龄

2 龄

3 龄

4 龄

1 龄

1 龄

2 龄

2 龄

3 龄

3 龄

3 龄

25
100

0
25
0

25
25

100
0

100
75

100
100
75

由表 1 可以知,异色瓢虫幼虫和中华草蛉幼虫

存在强烈的竞争. 异色瓢虫幼虫竞争不过中华草蛉

幼虫,在 7 个处理组中,只有 2 龄异色瓢虫幼虫能完

全捕杀 1 龄中华草蛉幼虫(处理组 2),其余各处理

组中异色瓢虫幼虫存活率不超过 25%,其中 2 龄期

异色瓢虫遇到 2 龄期以上中华草蛉时,异色瓢虫幼

虫无法存活(处理组 3、5). 这表明 2 龄期以后的中

华草蛉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2. 2 成虫间竞争干扰

异色瓢虫成虫、中华草蛉成虫共存于培养皿中,
捕食蚜虫数量见表 2.

表 2　 异色瓢虫成虫、中华草蛉成虫在培养皿中

捕食蚜虫数量情况

昆虫 捕食蚜虫数量 / 头 捕食率 / %

异色瓢虫 7. 4±1. 2 74

中华草蛉 2. 6±0. 8 26

由表 2 可以看出,平均 10 头蚜虫中,异色瓢虫

成虫能捕食 7. 4 头,而中华草蛉只能捕食 2. 6 头. 也
就是说若 2 者在竞争中,异色瓢虫可以捕食 74%的

蚜虫,为优势群体,这也可能是瓢虫类比草蛉类繁盛

的原因.
2. 3 各虫态天敌昆虫共存情况下竞争干扰试验

试验中,各虫态天敌在共同捕食 24
 

h 后存活情

况见表 3.

表 3　 各虫态天敌昆虫共同捕食情况下存活情况

昆虫及其虫态 24
 

h 后平均存活个体数 / 头

1 龄异色瓢虫幼虫 0. 4

2 龄异色瓢虫幼虫 0. 4

3 龄异色瓢虫幼虫 0. 3

4 龄异色瓢虫幼虫 2. 6

异色瓢虫成虫 3. 0

1 龄中华草蛉幼虫 0. 7

2 龄中华草蛉幼虫 1. 7

3 龄中华草蛉幼虫 3. 0

中华草蛉成虫 3. 0

由表 3 可以看出,各虫态天敌昆虫共存捕食中,
相对于培养皿,虽然捕食空间增大,但竞争依然激

烈,低龄期幼虫几乎无法生存,3 龄以下异色瓢虫幼

虫和 1 龄期中华草蛉幼虫几乎均被捕杀. 试验中观

察到,由于低龄天敌幼虫个体较小,在遇到高龄幼虫

或成虫时,一般无法逃避捕杀. 4 龄期异色瓢虫幼虫

和 3 龄期中华草蛉幼虫存活率较高,平均每组试验

中有 2. 6 头和 3. 0 头能存活,这说明随着虫龄增大,
个体发育使之不能被轻易捕杀. 成虫的存活情况最

高,20 株封闭纱网中的 60 只试验成虫均能存活.
试验中观察到,在纱网中食物即将殆尽时,高龄

幼虫同成虫争夺食物非常激烈,甚至相互驱赶,但双

方存活率都较高,这可能因为个体都比较大,双方都

无法轻易捕杀对方.

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研究了捕食蚜虫的 2 种优势天敌物种之

间的竞争干扰. 试验结果表明,异色瓢虫和中华草蛉

不仅可共同捕食蚜虫,二者间亦存在捕食与被捕食

关系. 整体看来,幼虫期异色瓢虫类受中华草蛉限

制,而成虫期,异色瓢虫成为优势种. 各虫态天敌共

同捕食情况下,高龄的幼虫及成虫成为优势个体,它
们不仅捕食蚜虫,同时可捕食低龄期幼虫,相互间亦

有竞争干扰,但总体来说,一般不会相互捕杀,这可

能是因为体型相仿,不易轻易捕杀,也可能食物殆尽

后,幼虫及成虫会继续寻找其他有蚜虫的植株.
本试验选择了 2 种天敌昆虫进行研究,自然界

中食蚜天敌间相互竞争干扰比较复杂,捕食大豆蚜

·89· 第 35 卷



第 35 卷 第 2 期

2010 年 4 月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Vol. 35　 No. 2

Apr. 2010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10. 02. 026

长足大竹象生物学特性及防治试验初报

聂学文
(弥勒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云南 弥勒 652300)

摘要:采用野外实地观察法详细掌握了长足大竹象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和生活史. 选用粮虫克粉剂、敌敌畏、BT
粉剂、白僵菌粉剂、粉拟青霉菌粉剂等药剂进行长足大竹象防治试验. 结果表明,以敌敌畏 10 倍液涂抹产卵孔的防

治效果最佳. 文中提倡以营林措施为基础,配合人工防治的综合防治措施.
关键词:长足大竹象;生物学特性;防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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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的天敌昆虫种类繁多,通常一枝带蚜植株上有好

几种天敌昆虫[4-6] ,同一种天敌昆虫也有不同的虫

态. 它们构成一个复杂的捕食与被捕食的关系网,其
研究的更加深入,可为生物防治中天敌的选择搭配,
龄期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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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足大竹象(Cyrtotrachelus
 

buqueti
 

Guer)是竹子

的重要害虫,属鞘翅目( Coleoptera) 象虫总科( Cur-
culionoidea)象甲科( Curculionidae) 昆虫,国外主要

分布在越南、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国内在四川、
广西、广东、上海等地有报道,在云南于弥勒县首次

发现.
长足大竹象的成虫和幼虫取食嫩笋,被害笋不

能成竹,造成大量退笋、畸形竹和断头竹,被害率常

为 30%,严重的达 90%以上,造成竹林损毁. 由于其

为害主要在竹笋内,隐蔽性强,单纯药物防治效果不

理想,防治难度较大. 国家林业局 2003 年 4 月首次

发布我国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名单,将其列入 156
种昆虫及螨类检疫对象之一. 2002 年,弥勒县首次

发现长足大竹象为害,到 2005 年底,在大部分竹林





聂学文:长足大竹象生物学特性及防治试验初报

的穴,可深入笋肉 5
 

mm,然后掉转头向上产卵 1 粒.
在 1 株笋上最多产卵 6 粒. 成虫产卵期约 10 ~ 20

 

d,
产卵 35 ~ 40 粒. 成虫寿命为 40 ~ 70

 

d. 雌雄性比为 1
∶1.

卵经 3 ~ 4
 

d 孵化,孵化率达 94%以上. 孵化前,
一端可见 2 个小红点. 初孵幼虫出壳后即向上蛀食,
直到笋尖,再向下取食,将竹笋上半段笋肉吃光. 1
条幼虫可食笋 20 ~ 30

 

cm 长,被害笋不能成竹. 幼虫

5 龄在笋中取食 11 ~ 16
 

d 后老熟. 老熟幼虫均于上

午在竹笋中部将笋箨咬破 1 个直径约 30
 

mm 的圆

孔,幼虫从此滚出落地,沿坡滚动爬行(爬行迅速),
并寻找适宜地点入土. 入土时用大颚松土,并用头向

下钻,将土刨出在穴口外面堆成一圈,并从地面拉入

一些杂草、竹叶或树叶合土建成土室. 土室长 4. 5 ~
6. 5

 

cm,土室在土下最浅 9
 

cm,最深 63
 

cm,一般为

20~ 30
 

cm. 预蛹经 8 ~ 11
 

d 化蛹,蛹经 11 ~ 15
 

d 羽化

为成虫后越冬. 蛹羽化率可达 98%以上.
竹象的危害与竹种关系密切. 长足大竹象危害

粗 3
 

cm 以上的竹笋,麻竹受害较重. 成虫出土产卵

与发笋时间相吻合,降雨早,发笋也早,成虫出土产

卵也提前;反之则推迟. 后期出土的成虫,由于笋已

老化,未能造成危害. 栽培管理也与危害有关,一般

成片竹林笋被害率高,单丛竹竹笋被害率低,前者要

比后者被害率高 30%左右. 经营管理较好的竹林,
竹笋被害率低;不加管理的竹林竹笋被害率为

58% ~ 82%;冬季松土施肥再培土的竹林竹笋被害

率为 18% ~ 21%;一般松土抚育的竹林竹笋被害率

为 33%.
2. 2. 3 生活史

长足大竹象在弥勒 1 年 1 代,以成虫于土中蛹

室内越冬. 翌年 6 月下旬成虫出土,8 月上、中、下旬

为出土盛期,10 月下旬成虫终见. 幼虫危害期为 7
月上旬至 10 月中旬;8 月上旬至 10 月下旬化蛹,8

月中旬至 11 月上旬羽化为成虫越冬.
单虫各虫态历时时间

 

:卵(经 3 ~ 4
 

d)———孵化

为幼虫(经 15 ~ 20
 

d 到 5 龄,又经 10 ~ 15
 

d 为老熟

幼虫)———预蛹(经 7 ~ 12
 

d)———化蛹(经 10 ~ 16
 

d)———羽化为成虫越冬(表 1).

3 防治材料与方法

3. 1 防治材料
    

选用 5‰粮虫克粉剂、80%敌敌畏乳油进行化

学防治试验;选用 BT 粉剂、白僵菌粉剂、粉拟青霉

菌粉剂作生物防治试验. 用日产 MD431A23-1 型机

动喷粉喷雾机喷粉.
3. 2 试验方法

    

由于长足大竹象为害隐蔽,进行药效检验时,观
察害虫死亡率非常困难,故须设对照———竹笋保存

率这一指标. 在掌握长足大竹象的生物学特性的基

础上,在 6 个地点分别进行 6 种药物野外防治试验,
并在每种药物试验地相距 100

 

m 处分别设置相应对

照,以保证试验地与对照地虫害的一致性. 在朋普河

林场 16
 

km 处选择 3. 33
 

hm2 林地进行非药物试验,
在竹园镇者甸村进行综合防治试验. 为了保证数据

的准确性,同样在每试验地相距 100
 

m 处设置相应

对照. 对照与药物试验嫩笋受害率校正值,得到嫩竹

保存率.

4 防治效果

4. 1 药剂防治

不同药剂梯度防治效果见表 2,不同药剂防治

费用见表 3.
由表 2 可知,以敌敌畏 10 倍液涂抹产卵孔的防

治效果最佳,但防治费用较其它药剂高(表 3).
4. 2 非药物防治

1)严格检疫和复检,防止竹象的人为传播是重

表 1　 长足大竹象生活史 2006 年弥勒县马鞍山

月份
    

1 ~ 5
        

6
          

7
          

8
        

9
        

10
   

11
       

12

旬期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表示土壤中成虫(越冬成虫);+表示出土成虫;●表示卵;—表示幼虫;
  +○表示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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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药剂梯度防治效果对比

项目
敌敌畏 10 倍液
涂抹产卵孔

5‰粮虫克粉剂
不同施用量

/ (kg·hm-2 )

敌敌畏
不同浓度喷雾

/ 倍液

BT 粉剂
不同喷粉量

/ (kg·hm-2 )

粉拟青霉菌粉剂
不同施用量

/ (kg·hm-2 )

白僵菌粉剂
不同施用量

/ (kg·hm-2 )
对照

22. 5 15. 0 10. 5 500 1000 1500 22. 5 15. 0 10. 5 22. 5 15. 0 10. 5 22. 5 15. 0 10. 5
供试虫数

/ 头 154 65 87 57 49 57 47 38 42 53 47 62 46 65 57 61 89

施药 48
 

h 后
死虫数 / 头 109 18 21 9 8 6 4

施药 20
 

d 感病
死虫数 / 头 无明显感病虫 2 2 1 无明显感病虫 2

死亡率 / % 70. 8 27. 7 24. 1 15. 7 16. 3 10. 5 8. 5 4. 3 3. 2 2. 1 2. 2

校正死亡率 / % 68. 6 25. 5 21. 9 13. 5 14. 1 8. 3 6. 3 2. 1 1. 0

表 3　 不同农药费用比较

项目
敌敌畏 10 倍液
涂抹产卵孔

粮虫克粉剂 敌敌畏喷雾
粉拟青
霉菌

BT 白僵菌 其它防治

价格 / (元·kg-1 ) 19. 0 2. 0 19. 0 3. 7 2. 8 3. 4

用药量 / (kg·hm-2 ) 1. 2 15. 0 1. 2 15. 0 15. 0 15. 0

药费 / (元·hm-2 ) 22. 8 30. 0 22. 8 55. 5 42. 0 51. 0

工时费 / (元·hm-2 ) 75. 0 7. 5 15. 0 7. 5 7. 5 7. 5 450. 0

总计 / (元·hm-2 ) 99. 0 37. 5 39. 0 63. 0 90. 0 58. 5 450. 0

要的预防措施. 今后凡是从外地调种苗的,必须坚持

检疫制度,调进后要及时复检.
2)营林措施. 通过采取抚育间伐、封山育林、合

理施肥、清除林地病虫竹等措施,搞好林地卫生,促
进林木健康生长,提高林分抗虫性. 清理后的林分若

出现林中空地,要及时补植补造,恢复生态平衡.
3)人工防治. 人工清理有虫笋、人工捕捉成虫、

挖地松土破坏越冬场所,可取得较好防治效果.

5 结论
      

竹象的治本之策是营造有利于林木生长而不利

于害虫发生的环境条件. 防治应重视预防工作,应用

化学药剂、人工清理等综合措施进行治理.
综上所述,防治长足大竹象综合措施是:以营林

措施为基础,促进竹子健康生长,在加强虫情监测的

基础上,对重度受害林分,发动群众人工捕捉成虫,
清除有虫竹笋,以降低种群数量. 对中轻度受害竹

林,以喷粉拟青霉菌进行防治. 化学农药应慎用,食
用笋竹禁止使用化学农药;材用竹不宜大面积使用

化学农药,但可挑治,即有选择性地对受害严重的林

分用 40%的氧化乐果 1
 

000 倍液涂抹产卵孔或用粮

虫克喷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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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孜州土地沙化成因包括地表土层结构疏松易破碎,干寒多风的气候;过度放牧,乱采滥挖、毁坏草皮,阻断

养分;鼠虫危害严重;草场改革滞后,生产方式落后等自然、人为、生物和社会经济因素. 提出依托生态工程整合地

方相关项目,实行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确定草业经营技术,加强示范建设,构建技术支撑等沙化土地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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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some
 

measures
 

for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such
 

as
 

relaying
 

on
 

ecological
 

project,
 

integrating
 

rel-
evant

 

projects,
 

implementing
 

favorable
 

tax
 

and
 

loan
 

support,
 

defining
 

grass
 

operational
 

skills
 

and
 

con-
structing

 

techniques
 

support
 

are
 

all
 

put
 

forward.
 

Key
 

words:
 

desertification;
 

cause
 

analysis;
 

control
 

measure;
 

Ganzi
 

prefecture
   

收稿日期:2010-01-27.
基金项目:川西北防沙治沙应用技术研究及示范.
作者简介:刘

 

朔(1981-),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森林培育和林业调查规划工作. E-mail:568032160@ qq. com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部,俗称

康巴地区或康区,地理位置为北纬 27°58′ ~ 34°20′,
东经 97°22′ ~ 102°29′. 幅员面积约 15. 6 万

 

km2,约
占四川省总面积的 1 / 4,下辖 18 个县,人口约 92
万,其中藏族占 77. 8%[1] . 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处青

藏高原和横断山区,位于长江上游,既是我国主要的

生态脆弱区,又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中的重要

防线;既是水资源保护的核心区域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关键地区,又是我国实现生态保护与生态经济

发展有机结合的攻坚地段的组成部分. 土地沙化一

直是甘孜州生态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截至

2004 年,沙化土地面积占四川省沙化土地面积的

61. 8%,占川西北沙化土地面积的 77. 2%[2] ,呈局部

恶化的态势. 土地沙化已经严重制约了当地社会经

济的发展,对沙区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1 土地沙化现状及危害

1. 1 沙化土地分布区域及类型

根据 2004 年四川省沙化监测资料,甘孜州沙化

土地面积 565
 

242. 1
 

hm2,在全州 18 个县均有分布,
其中以石渠、新龙、白玉、理塘、德格、雅江、丹巴、色
达、稻城等县分布最多,占全州沙化面积的 97. 1%.

甘孜州共有 5 种沙化类型. 其中流动沙地

222. 3
 

hm2,占沙化土地面积的 0. 1%;半固定沙地

16
 

673
 

hm2,占 2. 9%;固定沙地 58
 

218. 3
 

hm2,占

10. 3%;露沙地 480
 

552. 6
 

hm2, 占 85%; 沙耕地

9
 

575. 9
 

hm2,占 1. 7%. 总体来看,沙化程度较轻,是
治理的最佳时期.
1. 2 沙化危害

甘孜州沙化主要是高寒草地的沙化,直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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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草地退化,生产力下降,严重影响农牧民的生

产生活. 据 2004 年统计, 甘孜州草地沙化面积

439
 

392. 6
 

hm2
 

,占全州沙化土地 565
 

242. 1
 

hm2
 

的

77. 74%. 草场沙化造成草地生产力急剧下降,据甘

孜州畜牧局估算,天然鲜草平均产量由前几年的

6
 

000 ~ 7
 

500
 

kg / hm2 下降到约 6
 

000
 

kg / hm2 .

2 土地沙化成因分析

2. 1 自然因素

2. 1. 1 地表土层结构疏松易破碎
 

甘孜州紧邻北方沙区,土壤中含沙物质多,广泛

分布有洪积物、坡积物和史前期海浸形成的滨海相

沉积物,土壤质地砂土至轻壤土,粉粒状或碎屑状结

构. 同时,第四纪末期冰川的剧烈运动,导致河流中

心不等量地下沉,河流不同程度改道,废弃河床为土

壤沙化提供了大量沙源.
2. 1. 2 干寒多风的气候

甘孜州属高原大陆季风气候. 由于冬季受西风

南支流控制与北方寒流的侵袭,尤其是北半球西风

带影响更为强烈,形成冬干春旱、寒冷多风的气候特

点. 冬春季节降水量小,蒸发量大,风速大且大风日

数多,8 级以上的大风日数达 60
 

d 以上,部分地区高

达 110
 

d,瞬时出现的极大风速可达 30 ~ 40
 

m / s. 加
之全球温室效应影响,气温不断上升,蒸发量增大,
地下水位下降,致使湖泊缩小,沼泽干涸,湿地萎缩,
草地出现大面积干旱. 冬季植被枯黄,地表覆盖减

少,特别是干旱板结的退化草地[3] ,造成表土疏松,
在大风的强烈侵蚀作用下分崩离析,下覆沙砾物质

被充分暴露,导致风助沙势,沙助风威的风沙流蔓

延,并致使积沙、沙丘的形成和移动等一系列沙漠化

过程的发展,加速了风沙对草地的侵蚀.
2. 2 人为因素

2. 2. 1 过度放牧

据专家测算,甘孜州理论载畜量 1
 

158 万个羊

单位,实际为 1
 

560. 9 万个羊单位,超载 34. 8%,部
分地区超载率超过 80%. 影响最严重的是冬季大面

积放牧,致使草地得不到休养生息,是一种掠夺式放

牧方式,过度的啃食和践踏,其结果是草场生产力下

降,草场土壤板结,草原植被覆盖度降低,许多优良

牧草失去竞争能力,迅速减少甚至消失,最终导致草

场退化、沙化. 因此,过度放牧是草原退化、沙化最直

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2. 2. 2 乱采滥挖、毁坏草皮

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前的几十年,甘孜州天

然林采伐严重,从而导致草场周边和风口地带森林

过度采伐,使草地失去天然屏障,风蚀影响加剧. 近
年来,大批药民进入甘孜州草地无序地乱采滥挖药

材,采挖时间长达 6 ~ 7 个月,加剧了草地退化、沙
化. 特别是夏季,每天在草地上采挖的药民数以千

计. 在草地上“地毯式”地轮番采挖,把草地挖得千

疮百孔,挖出的土堆是一个个小沙源.
此外,20 世纪 70 ~ 80 年代,在理塘学大寨,为了

保护草场,在草场周边建设围栏,就地取材,将草皮

(事实上是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多年生宿根草本

的地下部分) 用作“草砖”,围成围墙,称为“草库

囵”. 其宽约 50
 

cm,高 150
 

cm. 围了数万公顷,毁坏

草皮约 40
 

000
 

m2,直接造成县城周围部分区域沙质

土壤外露,加上放牧、雨水冲刷,导致土地沙化.
2. 2. 3 阻断养分

在草地生态系统中,牛粪作为一种优良的肥料,
对于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维持土壤的肥力和草地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据甘孜

州畜牧局介绍,1 头牛每年可产鲜粪 5
 

475
 

kg,在其生

命周期内可以排泄的牛粪相当于 60. 1
 

kg(NH4)2CO3,
15. 2

 

kg
 

K2SO4 和 67. 95
 

kg
 

Ca(H2PO4)2H2O. 中国科学

院成都生物所在红原的研究也表明牛粪对草地生态

系统具有较强的养分( N、P)贡献能力,其值大致为

N 素 699 ~ 932
 

kg / hm2,P 素 110 ~ 147
 

kg / hm2[4] ;长
期以来,牧民用牛粪作为燃料,因过去人口少,取走

的牛粪数量不大,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干扰和影响相

对较小. 随着牧区人口的剧增,对燃料的需求量大大

增加,对牛粪的消耗量增大. 因此,牛粪的消耗已成

为土壤肥力锐减,草地退化、沙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2. 3 生物因素

甘孜州沙化的生物因素主要是鼠虫危害. 草地

害鼠主要有高原鼠兔、
 

高原鼢鼠、青海田鼠以及喜

马拉雅旱獭. 高原鼠兔是甘孜州草地的优势鼠种,在
全州均有分布,主要分布在石渠、色达、德格、白玉、
甘孜五大牧业县. 草地害虫种类主要有草原毛虫、草
原蝗虫(雏蝗、跃度蝗、痂蝗、短鼻蝗、西藏飞蝗)、草
地螟、粘虫、铜绿金龟等. 草原毛虫是甘孜州草地的

优势虫种,主要分布在石渠、色达、德格、白玉、甘孜、
理塘、稻城等县. 甘孜州鼠虫害主要表现在:①消耗

大量牧草,降低草场生产力,迫使牲畜过度啃食牧

草,造成草原退化,直至沙化;②鼠兔大量啃食牧草,
与牲畜形成激烈的生存竞争;③鼠兔活动严重破坏

土体结构,降低草地生产力;④鼠兔打洞推土形成小

土丘,成为新的沙源. 甘孜州石渠县是鼠虫害发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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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地区之一,据调查[5] ,该县虾扎乡 600
 

m2
 

样

方中有鼠洞 331 个,鼠兔 49
 

只,桑拖坝 2
 

827
 

m2 的

样方中有鼠洞 1
 

601 个,鼠兔 240 只,平均 750 只 /
hm2 . 据测定,每只鼠日食鲜草 73

 

g
 

,50 只鼠年消耗

鲜草 1
 

332
 

kg,而石渠县天然草场年产草量仅 1
 

500
~ 2

 

000
 

kg / hm2 . 鼠虫猖獗加剧了草场退化,导致部

分草场寸草不生,在风蚀作用下逐步成为沙化土地,
此后鼠又向四周扩散转移,危害新的草场.

2004 年,甘孜州草原鼠害发生面积 355. 4 万
 

hm2,成灾面积 174. 84 万
 

hm2 . 虫类发生面积 60. 67
万

 

hm2,成灾面积 42. 33 万
 

hm2,其中,草原毛虫发

生面积 34. 67 万
 

hm2,成灾面积 21. 33 万
 

hm2;草原

蝗虫发生面积 26 万
 

hm2,成灾面积 21 万
 

hm2 . 鼠荒

地面积已达 11. 33 万
 

hm2,高原鼠兔种群密度平均

为 127 只 / hm2 .
2. 4 社会经济因素

2. 4. 1 草场改革滞后

20 世纪 80 年代,牧区实行牲畜折价归户,私有

私养,牧民养畜的积极性高涨,牲畜数量快速增长.
与此同时,草地公有公用,牲畜吃“大锅饭”的问题

突出,草地处于放牧无界,使用无偿,破坏无妨的状

态. 牧民在盲目发展牲畜的同时,忽视了对草地生态

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特别是缺乏合理的管理制度,草
地利用极不合理,远山和夏秋草地利用不充分,近山

和冬春草地则严重超载.
2. 4. 2 生产方式落后

草原牧民绝大多数是藏族同胞,他们以牛羊数

量多少作为贫富衡量标准,老弱牲畜也不愿宰杀,商
品意识差,与现代畜牧业差距很大,导致出栏率低.

3 沙化土地治理对策

3. 1 依托生态工程整合地方相关项目

截至目前,甘孜州由于缺乏资金,尚未对沙化进

行专项工程治理,只通过结合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

等相关生态工程,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沙化防治工作,
积累了一些防沙治沙经验. 截至 2006 年,甘孜州建

设了围栏草地 13. 7 万
 

hm2、人工草地 1. 3 万
 

hm2,
进行灭鼠治虫 191. 7 万

 

hm2,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没有专项工程治理的情况下,依托相关生态

工程进行治理是目前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 甘孜州

在沙化治理规划中,通过与地方相关规划项目整合,
优先将沙区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纳入甘孜州及各县

的有关生态移民规划、畜草建设规划、地方扶贫规划

等. 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沙化治理的资金

问题,有利于将地方的生态建设与治理和区域经济

的发展以及国家生态建设的长远规划有机地结合起

来,避免治理过程中的孤立性、盲目性. 另一方面也

避免了项目的重复建设和资金重复投入. 从长远看,
建议参照国家“三江源”综合治理工程,将甘孜州沙

化治理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单列安排.
甘孜州属民族自治区,经济条件落后,防沙治沙

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需要国家

财力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应积极采取配套政策、措
施,引导企业、社会资金的投入,调动农民参与治理

的积极性.
3. 2 实行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

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为各种社会主体开展防沙

治沙提供条件. 各县应认真执行好现行的防沙治沙

税收优惠政策. 单位和个人投资进行防沙治沙的,在
投资阶段获得的收益应免征各种税收.

国家继续对符合林业贷款中央财政贴息规定的

防沙治沙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贴

息资金的监督管理. 对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防沙治

沙项目,有关银行要适当放宽条件,积极给予信贷支

持,并做好各项金融服务. 继续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

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支持有条件、有生产能力、守信

用的农户通过防沙治沙,开展多种经营,实现增收致

富. 此外,积极争取国外银行贷款进行沙化治理,内
资是林业建设的根本,外资是促进,两者可相互补

充、相互促进.
3. 3 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甘孜州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森林、草原、湿地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 由于

生态区位的极端重要,该区域被限制或禁止开发,地
方政府因此丧失了大量的发展机会,群众失去了稳

定的增收渠道,农牧民生活困难,要求实施生态效益

补偿的愿望十分强烈. 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能够

为工程实施提供长期稳定的政策保障,有利于充分

保护和调动群众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有利于形

成持续推进生态建设的长效机制,有利于加快民族

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国家、省、自治州应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广泛深入的生

态效益补偿机制专题调研,尽快提出有针对性的甘

孜州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3. 4 确定以畜草建设为核心的草业经营措施

甘孜州的沙化多是由于草原退化引起,而引起

草原退化、生产能力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放牧. 以
畜草建设为核心首先要以生态理论为基础,根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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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初级生产力与载畜量,遵循草畜平衡的原则,实
现以草定畜,防止超载过牧. 建议在存在过牧的草原

区实施轮牧制度,合理规划,划出禁牧区,确定禁牧

期等草业经营措施;推广种植高产优质人工草地,建
立饲草料储备库,为牲畜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培
育、引进、推广优良的畜牧品种,提高畜牧品质.
3. 5 加强示范建设,构建技术支撑

 

甘孜州沙区年降雨量平均在 640
 

mm 以上,比
我国北方沙区高很多[6,7] ,区位的自然环境优于北

方沙区. 据 2007 年川西北沙化科学考察发现,在沙

层以下很浅的地方就能感受到土壤的湿气,且土壤

含水量稳定在 50% ~ 80%,北方许多沙区只有 10%
~ 20%. 因此,同北方沙区相比,甘孜州沙化治理具

有相对有利的自然条件,积极探索适宜的治理模式

是治沙成败的技术关键.
2008 年,甘孜州石渠县被列入全国和四川省防

沙治沙重点示范县,目前工程已开始启动,以围栏种

草为重点,共治理 373
 

hm2 沙化土地. 2007 年,四川

省正式启动实施“川西北防沙治沙省级试点工程”,
甘孜州理塘县、石渠县被纳入试点工程实施范围,示
范工程共投入 2

 

500 万元,治理面积 2
 

746. 6
 

hm2 .
目前已筛选出一批优良的治沙树种、草种,如高山

柳、沙棘、披碱草、白刺花、燕麦等,借鉴若尔盖的治

沙经验形成了技术较为成熟的高山柳生物沙障、牛
羊粪固沙技术,示范成效显著.

甘孜州开展沙化治理示范时间短,在防沙治沙

治理模式、技术力量以及投资规模等方面和其他省

区的沙化治理相比差距较大. 在技术模式、管理机

制、政策机制、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还有待完善,
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扶持,建议国家和地方政府

进一步加大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地推出多种适宜

推广的治理模式,推动防沙治沙由点到面地治理.
3. 6 统筹规划

防沙治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要求用

系统工程的原理去指导防沙治沙实践,同时要统一

规划、综合治理、分类实施. 依据沙区气候,自然地理

条件,沙化土地现状与分布特点,主要矛盾和治理对

策的相似性,将沙化土地划为不同的治理区域,对不

同区域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实行分类实施,先易

后难.
甘孜州沙化程度相对较轻、易于治理的露沙地、

沙耕地占沙化总面积的 86. 7%,而沙化程度较重,
较难治理的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只占

13. 3%. 及时开展防沙治沙工作,能有效遏制沙化扩

散,减少治沙成本,提高治理成效. 治沙需要综合经

济实力的支撑,
 

甘孜州属民族自治区,经济条件落

后,不宜全面铺开,宜有规划、有重点地稳步推进.
3. 7 部门协作

防沙治沙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涉
及林业、畜牧、水利、国土、气象等多个部门,需要加

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各级政府要深刻理解和

重视防治沙漠化的重要性,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

给予关心与支持,协调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群策群

力,共同制定方案,采取统一措施,集中各方资源优

势,合力防治. 避免出现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各出己

招,花钱不少,效率不高,效果不佳等情况发生.
3. 8 工程管理

落实工程建设责任制,把工程实施的责任落到

实处,做到任务清楚、目标清晰、责任明确、奖罚分

明. 实行项目法人制,逐步推行招投标制和工程建设

监理制,对工程建设实行全过程的监督、检查、指导.
切实抓好种苗质量和供应. 建立健全简便、迅捷、畅
通的工程信息传递渠道,定期发布工程进展情况.
3. 9 加强沙化监测,提高宣传力度

建议在沙化严重和具有典型性的石渠、理塘、雅
江等县建立固定监测站,加强沙化土地动态监测,为
甘孜州的土地沙化防治提供及时、可靠的依据. 同
时,大力宣传普及防沙治沙法,增强公众的法律意

识,加强对农牧民合理放牧、科学养畜等方面的技术

宣传. 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在防

治荒漠化、防沙治沙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形

势,进一步提高公众意识. 定期公布防沙治沙重点工

程的进展情况,进一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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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现状与健康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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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目前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认为其仍处在初始发育阶段,具有组织化程度低,规模小而不

规范,凝聚力不强等特征. 藉此提出了更新理念;因势利导,积极扶持;构筑发展主体及其良好的发展机构;开展辅

导培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妇女在组织中的作用等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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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处长江、珠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等

中国和东亚陆地国家主要河流的上游,对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关系到整个流域生态平衡的维持,直接影

响着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亚陆地国家的生态安

危,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我国及世界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占有重要的地位.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但是保护区建立以后,保护与利用矛盾

突出,周边地区(保护区外围地区)森林资源利用的

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冲突及潜在冲突较为明显,尤其

是社区群众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生活、生产资源被

人为控制,利用受到限制,因而与保护管理部门产生

尖锐矛盾,从而影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 因此,
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管理与社会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

要,是解决森林资源利用冲突的关键所在.
近几年,云南省各级各类保护区在政府与各种

保护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对促进自然保护区周边

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让更多的相关部门和利益群

体关注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和周边地区社区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广大公众对自然保护事业的认

同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不断探索促进社区发展

的途径中发现,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协会)是一条

既有效而又可持续的社区发展途径,农民专业合作

社健康发展将会增加村民的经济收益,增强凝聚力,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从而缓解对保护区的压力,有效

保护生物多样性. 笔者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

展提出一些建议,以供云南省自然保护区周边区域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后期,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对农业经营体制

的创新,是广大农民群众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满足发展经济的合作需求,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

收入、提高农民和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有效形式,是新

阶段党和政府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渠道.
 

农

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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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作用主要体现为“五促进一增

加”,即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特色优势产业的发

展,促进了龙头企业的壮大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

了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产品的销

售,促进了农业科技的提高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

应用,促进了农民合作意识的增强和农村社会的和

谐稳定,增加了农民收入. 实践表明,凡是农民专业

合作社发展较好的地方,基本上都出现了“建一个

组织,兴一个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批农民” 的可

喜格局.

2 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浙江、江苏等地已蓬勃发展,
但在云南省还处于起步阶段. 从调查的情况看,云南

农民专业合作社自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以来,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的逐渐发展历程,
但目前仍处在初始发育阶段.
2. 1 组织化程度低

约占总数 90%的农村专业协会一般不从事经

营活动,且缺乏人才、市场优势,无法解决困扰农民

的“卖难”、“贷款难”、“信息技术难” 等问题,真正

以资金为纽带形成实体性经济组织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不到 10%. 比如保山市龙陵县小黑山自然保护区

周边建立的草果协会,按照农村合作社法进行了会

长、理事等选举,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和章程,但相应

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较薄弱,会员居住较分散,难于

集中;另外,草果的种植、采收和初加工的技术含量

较低,没有形成统一的生产标准和生产链,在销售方

面是根据当地市场行情进行销售,因此难以提高其

附加值,难以形成品牌,也使得在保护区周边栽植草

果的规模、产量难以控制,容易与保护区的管理方产

生冲突,从而破坏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
2. 2 规模小,不规范

由于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多数属于松散型、
临时性的合作组织,一方面很难形成规模,抗风险能

力不强,基本上是自生自灭, “ 生者不喜,灭者不

忧”;另一方面,少数合作社即使形成了规模,但却

又变成了纯经营性的实体或公司. 由于地方政府的

推动,不少地方都纷纷建立了合作社或协会,但有些

协会规模较小,如调查得知的乡村级的一些蔬菜协

会、核桃协会,成员人数少,一般 30 ~ 40 户人,规模

小,组织松散,没有生产和经营的模式,随意性大,基
本没有风险抵御能力,一旦出现市场波动和其他非

正常情况就面临瓦解. 笔者在怒江州进行调查时发

现,当地的“漆树协会”规模大,体制规范,形成了龙

头企业带动的“公司+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使企业

和农户的经济效益得到了较大提高.
2. 3 凝聚力不强

大部分专业合作社与其成员之间没有建立紧密

的利益联结机制,更谈不上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制

度,组织与成员之间联系松散. 云南省的保护区周边

社区成立的森林共管小组、核桃协会、草果协会等组

织普遍存在着协会成员的联系不够、生产与管理过

程的分工不明确等问题,导致利益分配不合理,难以

形成固定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时间长了,组织成员

自顾利益,组织形同虚设,失去了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上述情况表明,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还相当弱

小,其作用、潜力也远远没有得到发挥和释放,其要

健康成长尚面临着许多方面的困难,需要全社会予

以关注、呵护和支持.

3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

3. 1 用新的理念构筑新的发展思路

3. 1. 1 农民自愿加入

农民组织是农民自发的组织,农民参不参加这

个组织,完全由农民自主决定,决不允许任何组织和

个人以任何理由强迫农民加入.
3. 1. 2 农民组织自主决策的理念

农民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由谁负责,必须

由全体会员决定,各级党政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不能

委派,更不能以任何理由派人兼任. 协会事务必须完

全由会员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运作. 非协会组

织和人员顶多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只有服务

权,没有干预权.
3. 1. 3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关键. 各组织要依

靠自身力量,不断做大做强,特别是碰到困难、受到

暂时的挫折以后,更要迎难而上,克难奋进.
3. 1. 4 效益优先

一切经济组织都应该是有效益的组织. 效益既

是农民组织存在的基础、发展的动力、有没有吸引力

的关键,更是检验组织运作得好与不好的重要尺度.
3. 2 因势利导,积极扶持

农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合作经济组

织,千万不能将其等同于盈利性的经济组织看待,其
发展壮大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 对以

农业技术服务为主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可以考虑优

先安排财政贴息、农业政策性贷款,帮助解决部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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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问题. 在发展方向上,坚持有利于科技进步、有利

于结构调整、有利于催生产业、有利于农民增收的标

准;在发展原则上,坚持民办民受益;在发展方针上,
坚持多支持,多实践,先发展,后规范;要加强对农村

专业协会的扶持,坚持在扶持中壮大,在壮大中争取

更多的扶持.
3. 3 构筑发展主体

从前期的实践来看,由龙头企业、各种大户、农
民合作组织、中介组织和部分基层干部离岗参与经

济组织并成为其核心力量以组建农村专业合作社的

经验值得借鉴.
1)鼓励以大户为核心组成的农村专业协会. 这

种专业协会组织有以下特点:①大户直接来源于农

民,相互知根知底,协会成员之间的认同感高;②大

户都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不断发展起来的,抵御

市场经济风险的经验比较多,市场应变能力比较强;
③成员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紧密.

2)鼓励发展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组成的农村专

业协会. 这种专业协会有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有
较大的市场订单作后盾,有产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
有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 但是,要注意诚信经营,信
守合同,不断开拓市场,壮大发展规模;加强成本核

算,注重效益,增强带动能力.
3)鼓励发展以各类中介组织为核心组成的农

村专业协会. 这类协会又称为经纪人协会,具有市场

信息广、与市场联系紧密、反应灵敏的特点. 相关部

门应一方面大力培养扶持各种经纪人,另一方面还

要帮助他们拓宽信息渠道,提高他们分析处理信息

的水平,从而建立起一支具有现代营销知识的经纪

人队伍.
4)鼓励发展以各类农民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

协会. 这实际上是一种农民协会内部小团体的联合

生产经营,具有经营机制优化,管理水平较高,相对

独立、经营灵活的特点. 这类协会组织要注意相互渗

透,相互联合,不断做大做强.
5)鼓励以基层干部离岗参与经济活动为核心

的农村专业协会组织. 这种组织形式目前还是新生

事物,处于摸索状态,但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由于

这些人经济素质较高,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各种经

济社会关系比较多,接受新生事物能力比较强,加入

协会后有良好的带头作用.
3. 4 构筑良好的发展机制

发展农民组织的原则是: “自定组织、民主决

策、自我管理、盈亏自负、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根

据这一原则,当前要突出建立健全以下机制.
1)利益机制. 正确处理好协会成员与成员之

间、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关系,加强利益联结,促
进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壮大.

2)投入机制. 多方位开辟投资渠道,增加投入.
要注重进行投入效益分析,尽可能地以最小的投入

获得最大产出.
3)风险机制. 牢固树立风险意识,有条件的,应建

立合作社风险积累资金,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4)竞争机制. 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既要看到

国内市场的竞争,又要看到国外市场的竞争,千方百

计抢占市场的主动权.
5)监管机制. 合作社内部事务必须实行民主管

理,民主决策,提高透明度,防止腐败发生.
3. 5 开展辅导培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稀缺是当前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拓

展、组织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制定培训规划,按
照分类指导、分级负责、注重实效、方法灵活的原则,
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人才、经营人才的培训

工作;分层次、有计划地对各级分管农林业的领导、
农林业及相关部门干部、合作社的负责人、农村能人

大户和农民等分期分批进行培训,着力培养一批业

务精、素质高的管理队伍. 就目前各种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情况来看,急需对合作社的管理人员进行 4 个

方面的培训,即:参与式协会组织管理基本知识与技

能,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技能,相关经济法规.
3. 6 充分发挥妇女在组织中的作用

各类农民组织为妇女提供了发展平台和发展机

会. 由于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公司不同,不追求利益

最大化,是社区性、群众性的公益性组织. 农村妇女

承担了大量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事与林业活

动,没有妇女充分参与的合作社不是完整的合作社,
并且只有切实地发挥了妇女在合作社中的作用,才
能使合作社获得最大收益. 目前合作社还处于启蒙

推动阶段,发展还比较缓慢,妇女参与程度还比较

低,今后发展过程中要采取各种鼓励措施促进妇女

的参与.

参考文献:

[1] 杜吟棠 . 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 M]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2] 张开华 . 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J]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

 

(2):21-26.
[3] 万卫东,张清林 . 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6
 

(6):
35-40.

·901·第 2 期











第 35 卷 第 2 期

2010 年 4 月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Vol. 35　 No. 2

Apr. 2010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10. 02. 030
 

SWOT 分析方法在昆明市现代林业发展战略分析中的应用

姚能昌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云南 昆明 650051)

摘要:运用 SWOT 分析方法对昆明市现代林业生态、产业、文化三大体系发展自身具有的优势、劣势及外部面临的

机会、威胁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昆明市现代林业发展优势明显,机会大于威胁,宜采取增长性发展战略,应充分利

用突出的内部优势和众多的机会,增加投资,加快发展.
关键词:SWOT 分析方法;现代林业;发展战略;昆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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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OT 分析方法由战略管理理论设计学派代表

安德鲁斯教授于 1971 年发表的《公司战略概念》中

首次 提 出[1] .
 

SWOT 是 优 势 ( Strengths )、 劣 势

(Weakness)、机会( Opportunities) 和威胁( Threats)
的首字母缩写,它是将企业内外各方面条件进行综

合和概括,分析企业自身具有的优劣势、面临的机会

和威胁,在此基础上将企业内、外部因素造成的优劣

势、机会与风险进行合理、有效地匹配,从而制定科

学的战略. SWOT 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企业战略研

究与竞争分析,近年来在区域林业发展战略分析中

应用广泛,主要用于生态旅游[2-5] 、产业发展[6-9] 、森
林公园发展规划

 [10-12]等方面,由于该方法具有分析

直观、使用简单等优点,即使没有精确的数据支持和

更专业化的分析工具,用系统的思想也可将各个似

乎独立的因素相互匹配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使得林

业发展战略的制定更加科学全面,是林业发展战略

分析的主要方法. 笔者以昆明市为例,论述 SWOT
分析方法在现代林业发展战略分析中的应用.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地理位置为 24°23′ ~ 26°22′N,102°10′ ~
103°40′E,国土面积 2

 

158
 

200
 

hm2,人口 623. 9 万

人[13] ,区内主要为拱王山系和梁王山系,海拔高差

3
 

649. 1
 

m(695. 0
 

m ~ 4
 

344. 1
 

m),地形复杂,属亚

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年均温 14. 5℃ . 该区为云南省

社会、经济、文化中心.

2 研究方法

以昆明市林业发展现状资料为基础,对昆明市

林业发展现状、取得的主要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进

行分析,识别、筛选出昆明市现代林业发展方面具有

的优劣势和面临的机会与威胁,对各因素进行评价

后提出昆明市现代林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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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 1 优势

3. 1. 1 林业生态建设取得突破,建设完备的林业生

态体系具有良好基础

近年来,昆明市林业工作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为核心,以重点项目建设为载体,稳步推进各项林

业生态建设. 全市共完成人工造林 185
 

960
 

hm2,封
山育林 167

 

460
 

hm2,其中,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公

益林建设 105
 

687
 

hm2,封山育林 72
 

400
 

hm2;实施

退耕还林 46
 

200
 

hm2
 

(退耕地还林 17
 

533
 

hm2,荒山

荒地造林 27
 

667
 

hm2,封山育林 1
 

000
 

hm2 );珠江

防护林工程人工造林 467
 

hm2,使 833
 

533
 

hm2 森林

得到有效管护[14] .
 

通过重点项目的实施,使全市森林资源得到大

幅度增加. 据 2008 年与 1998 年森林资源调查数据

比较,林业用地面积增加 48
 

200
 

hm2,增加 4. 03%,
有林地面积增加 143

 

400
 

hm2,增加 18. 84%,森林活

立木总蓄积增加 1
 

907. 92 万
 

m3,年均递增 8. 95%
(表 1)

 

.
3. 1. 2 林业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发展空间巨大

昆明市林业产业已形成木材经营加工、绿化苗

木、经济林果、林产化工、林下资源开发利用、野生动

植物驯养繁育、森林生态旅游等几大产业,发展规模

较大、产值较高的是木材经营加工、绿化苗木、经济

林果,其产值占总产值的近 80%. 昆明市通过林下

资源开发,发展野生动植物驯化和养殖,发展森林旅

游等措施大力发展林产业,林业产值年增长率达

8%以上. 2008 年底林产业年产值达 25. 89 亿元[14] ,
林业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发展空间巨大.
3. 1. 3 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

云南省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大湄公河次

区域经济合作与开发区域,有利于昆明市参与国际

及区域经济合作. 省内现已开辟 10 个国家级口岸和

10 个省级口岸,为昆明市林产品市场的扩张空间和

对外贸易造就了便利条件. 近几年来,以昆明市为中

心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形成以昆明为中心,辐射

全省的立体交通网络;同时,昆明市汇集了全省主要

高校、科研院所,具有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
昆明市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科研机构、人才聚

集,林产业发展优势明显.
3. 1. 4 具有较强的财政支撑力和较好的投融资环境

昆明市林业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紧迫性,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提出“绿化和生态建设是城

市的第一形象、第一环境、第一基础设施、第一景观

要素”. 积极增加对林业生态建设的财政支撑力度,
改善林业产业发展的投融资环境.

在林业生态建设中,以政府投入为主,创新公共

财政体制,调整和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方向,完善财政

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对生态建设的投入,启动实施一

批重点林业生态建设项目;建立健全公益林生态效

益补偿基金制度,把实施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作为

巩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
加林农收入的重要举措来抓,从 2009 年起每年从市

财政拿出 1
 

500 万元,按每年 90 元 / hm2 的标准对

市级 109
 

333
 

hm2 公益林进行补偿,同时,对 35
 

340
 

hm2 国家重点公益林和 310
 

507
 

hm2 省级公益林由

市财政追加每年 15 元 / hm2 的现金补助[15] .
在林业产业发展方面,以社会投入为主,充分发

挥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努力形成政府推动、多
元投资、市场运作的资本经营机制,坚持投资主体多

元化、运营主体企业化、运行管理市场化为方向,创
新投融资体制,着力构建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的

融资体系. 完善投资优惠政策,鼓励、探索农村集体

资产股份化经营模式,鼓励外资和民间资本投向市

场前景好的林业产业,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担保

机构开展森林资源资产及林权证抵押贷款业务,拓
宽林产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降
低林业的贷款条件,解决林业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
采取政府搭台、银林合作的方式开展对林农和林业

企业经营发展“点对点”的贷款扶持.

表 1　 1998~ 2008 年昆明市森林资源变化情况

项目
林业用地

/ hm2
有林地

/ hm2
疏林地

/ hm2
灌木林地

/ hm2
未成林造林地

/ hm2
苗圃地

/ hm2
无林地

/ hm2
森林覆盖率

/ %
活立木蓄积

/ m3

1998 年 1194900 761200 25400 242600 42100 200 123400 48. 10 2131. 70

2008 年 1243100 904600 7100 192600 32300 1100 105400 52. 85 4039. 62

增减 48200 143400 -18300 -50000 -9800 900 -18000 4. 75 1907. 92

增减率 4. 03% 18. 84% -72. 05% -20. 61% -23. 28% 450. 00% -14. 59% 8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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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5 林业机构建设完善,职工整体素质较高,林业

建设管理机制灵活有效

昆明市林业局拥有市级机关(下属 7 个处室)、
市级政法专项编制单位(3 个职能单位)、直接管理

单位 5 家,下属事业单位 11 家、企业 3 家的林业行

政执法和服务部门,林业机构建设完善. 共有各类机

关公务员、政法专项、参公事业编制 499 人. 事业单

位 298 人,管理人才 69 人,专业技术人才 102 人(高
级职称 11 人,中级职称 40 人,初级职称 51 人). 在
全省林业系统中,职工整体素质较高.

昆明市林业部门从多年的林业建设、管理实践

中总结形成了一套灵活有效的建设管理机制. 一是

对重点生态建设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严格按照国家基

本建设程序进行,实行招投标制度;二是建立和完善

规章制度,建立相关的技术责任制和奖惩机制;三是

引进先进适用的营造林技术,提高工程质量,确保造

林成效;四是严格按工程作业设计要求施工,组织技

术人员对工程实施全过程进行质量监督,做到“三

环节”管理;五是建立健全森林管护体系,以乡镇为

单位建立护林队,以村为单位组建护林组,形成县、
乡、村三级监管,队、组、员各负管护责任的森林管护

体系. 与管护人员签订管护责任合同,划定管护责任

区,落实管护责任制,将任务、目标、责任、资金落实

到山头地块.
3. 1. 6 林业生态文化建设发展空间较大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推进生态文化繁荣,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林业生态文化建设在昆明市

处于起步阶段,总量不大且层次低,需要做的工作很

多,发展空间较大. 现阶段,生态文化体系建设重点

是加强宣传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办好园地,开
发推广生态文化产品. 结合现代新昆明建设战略,按
照“生态优先,产业发展,文化引领”的要求,基本建

立起较为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提升昆明市林业对

生态文明发展的贡献,为促进生态文明打下良好

基础.
3. 2 劣势

3. 2. 1 森林资源总量不足

昆明市土地总面积 2
 

158
 

200
 

hm2,人口 623. 9
万人[13] . 林业用地面积 1

 

243
 

118. 4
 

hm2,其中:有
林地面积 904

 

593. 7
 

hm2,疏林地面积 7
 

056. 6
 

hm2,
灌木林地面积 192

 

611. 5
 

hm2;人均拥有林业用地面

积 0. 2
 

hm2,人均有林地面积 0. 15
 

hm2 . 以占全省

5. 5%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占全省 13. 7%的人口,人均

占有森林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显得尤其突出[15] .

3. 2. 2 森林资源结构不合理

昆明市有林地面积中, 林分面积 850
 

454. 6
 

hm2,占 94. 02%, 乔 木 经 济 林 51
 

753. 8
 

hm2, 占

5. 72%,竹林面积 2
 

385. 3
 

hm2,占 0. 26%. 林分面积

中,纯林面积 602
 

972. 5
 

hm2,占 70. 10%;混交林面

积 247
 

482. 1
 

hm2,占 29. 10%. 林分面积按龄组分,
幼龄林面积 376

 

769. 2
 

hm2,占 44. 30%;中龄林面积

364
 

652. 9
 

hm2,占 42. 88%;近熟林面积 68
 

048. 6
 

hm2,占 8. 0%;成熟林面积 36
 

097. 4
 

hm2,占 4. 24%;
过熟林面积 4

 

886. 5
 

hm2,占 0. 58%. 林分从优势树

种上看, 云南松 371
 

266. 7
 

hm2, 占 43. 66%; 栎类

188
 

354
 

hm2, 占 22. 15%; 华 山 松 115
 

731. 3
 

hm2,
占 13. 61%.

昆明市森林资源结构不合理,一是林分比重太

大,乔木经济林、竹林资源十分稀少;二是纯林所占

比例超过混交林的 2 倍,达到林分面积的 70. 10%;
三是树种较为单一,针叶林所占比重较大,优势树种

为云南松、华山松的林分占 57. 27%;四是幼龄林和

中龄林面积比重较大,占 87. 18%.
3. 2. 3 低产林比例较大

据《昆明市主要用材林立地质量及其生产力分

析报告》,昆明市以云南松、华山松、桉树为优势树

种的低产用材林总面积为 55
 

033
 

hm2,占以云南松、
华山松、桉树为优势树种的用材林面积的 29. 22%,
低产林比例较大.
3. 2. 4 林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业发展是推进林业快速发展的动力,全市林

业年产值达 25. 89 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产值 8. 65
亿元, 占 33. 4%; 第二产业产值 14. 17 亿元, 占

54. 7%;第三产业产值 3. 07 亿元,占 11. 9%. 昆明市

林业产业产值以第一、第二产业占绝对优势,第三产

业非常薄弱,产业产值比例为 33 ∶55 ∶12,产业结构

不合理. 现阶段产业发展的重点是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要打破行政区划,按照“一产划圈层、二产进园

区、三产分功能” 的原则,优化和调整林业产业结

构,构筑产业联系紧密,空间布局合理、资源深度整

合、区域特色明显、基础设施共享的产业发展新

格局.
3. 2. 5 可用于林业发展的林地资源有限

据 2008 年森林资源“二类” 调查结果,昆明市

现有无林地面积 105
 

404. 2
 

hm2,但有近 40%的难造

林地,相对集中于北部的金沙江、小江、牛栏江流域,
还有部分地块属于石漠化严重地区. 全市无林地资

源有限且分布区域多为远山区,立地条件差且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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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分布,绿化难度大. 因此生态建设中依靠无林地造

林增加森林资源总量的空间不大,如果改造现有低

效林达到提高林分质量的成效,建设成本会较高;林
业产业发展对林地质量的要求更高,林业产业发展

可利用林地资源显得十分有限.
3. 3 机会

3. 3. 1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林业发展,出台各项具体

政策、措施支持林业发展

近期召开的中央和云南省委林业工作会议,体
现了中央、省政府对林业工作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的高度重视,说明在新时期把林业放在了更加重要

的位置. 中央和云南省两个“9 号文件”的出台,确立

了新形势下林业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指导思想、基本

方针、战略目标、林业体制改革、主要任务和工作措

施,指明了发展现代林业、搞活林业经营体制和振兴

林业经济的方向. 昆明市委、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乡园林绿化及生态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

件,确立了林业在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

位,确定了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改革和发展方向,
昆明市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基本完成后,及时制

定了《昆明市林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昆明市

公益林补偿和管理办法(试行)》等 9 个配套改革相

关政策、措施文件,现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集体林

权制度配套改革工作稳步推进,极大地完善了林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
3. 3. 2 社会对生态建设、林产业产品、生态文化需求

存在较大缺口

森林能为社会提供丰富的生态产品、经济产品

和文化产品,发达的林业已成为国家文明、社会进步

的标志. 当前昆明市森林资源总量严重不足,森林生

态系统整体功能脆弱,林业产业总量过小、结构不合

理,生态文化总量不大且层次低,与社会对生态建

设、林产业产品和生态文化的需要存在较大缺口,远
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总体上看,生态问题依然是

昆明市可持续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生态产品已

成为昆明市最短缺的产品之一,加快林业发展、加强

生态建设任重而道远. 昆明市委、政府出台相关文

件,明确昆明现代林业发展要求,建立比较完备的森

林生态体系、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和繁荣的生

态文化体系,以满足社会对林业发展的要求,缓解因

城市规模的扩张和人口数量的增加造成的对林产品

需求的压力.
3. 3. 3 林业第二、三产业存在低成本扩张的机会

昆明市林业第二、三产业发展面临较大市场空

间,但企业生产规模小、品牌优势不明显、无序竞争

激烈. 目前昆明市有木材经营加工及相关服务企业

共 599 家,产值在 500 万元以上的只有 25 家,其总

产值 5. 27 亿元,占全市总产值的 60. 62%. 根据昆明

市林业第二、三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所处的阶段,在
一定时期内,有能力的龙头企业可能利用其品牌、技
术和管理等优势,以较低的成本来收购或控股某些

经营困难的同类企业,对其进行兼并或重组,在短时

间内迅速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壮大自己的经营实

力,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低成本扩张的目

的,加速资本积累.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相关配套改革全面完成

后,林地和林木资源将进入市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

基础作用将显现,必将导致资源有效整合. 资源整合

给企业创造了控制资源的机会,从而有了实施低成

本扩张战略的条件. 林业资源向有能力经营的企业

合理流动,将不断提高森林资源的经营水平和规模

效益.
昆明市聚集了全省众多的科研单位和高校,具

有一大批专业人才,通过林业科技人员多年的努力,
形成了丰硕的林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为企业采

取与技术支撑单位合作获得相关技术,实施“低成

本扩张”战略提供了条件.
3. 4 威胁

3. 4. 1 林业支撑保障体系建设不够完善

经过昆明市林业部门多年的努力,林业发展支

撑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预防和控制

森林火灾的综合能力得到加强,森林防火机构及扑

火队伍进一步得到健全和加强;二是森林公安执法

机构进一步加强,形成了一支体制健全,组织机构完

善、稳定的林业执法队伍;三是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管

理机构机制进一步完善,预防和控制林业有害生物

的能力得到提高,可有效控制林业有害生物大面积

发生和蔓延. 但是,昆明市林业发展支撑保障体系建

设还不够完善,离现代林业支撑体系建设要求还存

在一定差距.
3. 4. 2 林业科技支撑能力有待加强

昆明市林业部门努力提高林业科技水平,林业

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林业发展科

技支撑力度还有待加强,特别是对“五采区”植被恢

复造林技术研究、乡土树种选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等重点领域需加大科技支撑力度.
3. 4. 3 林改后续配套政策有待完善

随着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的完成,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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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利用方面会出现新的问题. 一是目前昆明市

存在林木、林地使用权转让不规范,但相关的配套改

革尚未完成;二是在森林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如何

保证不出现“农民只图眼前利益,只砍不造和难以

管护”致使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的情况,而保护与利

用管理体制机制建立滞后. 所以,针对林改后可能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快完善林改后续配套政策,
加快林业支撑保障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4 结论

通过对昆明市现代林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分

析,昆明市现代林业发展优势明显,发展机会大于所

面临的威胁,战略选择为增长性战略[15] ,应充分利

用突出的内部优势和众多的机会,增加投资,加快发

展. 在现代林业体系建设中,生态建设优势极为明

显,机会更加突出,要重点突出生态建设,并在此基

础上解决好森林资源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问

题;林产业发展和生态文化建设也具有区位、资源等

方面的优势,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突破口,选择优势

产业,重点发展、提高第二、三产业的比重,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进一步繁荣生态文化;同时,为保障各项

战略顺利实施,要重点完善林业发展支撑保障体系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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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思路,
 

2005 年普

洱市在景谷县民乐镇翁孔村启动集体林林权制度改

革(以下简称林改) 试点,2006 年试点扩大到全市

10 个县(区) 的 21 个乡(镇). 其中,景谷县作为全

省的 9 个试点县之一,在全县 10 个乡(镇)均开展

了试点. 2007 年在试点取得阶段性工作经验的基础

上,在全市 10 县(区) 103 个乡镇 994 个村,13
 

984
个村民小组全面展开主体改革. 截至 2009 年底,全
市主体改革工作全面完成,配套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全市涉及林改的有 1. 39 万个村民小组 45. 98 万户,
应确权面积 180. 12 万

 

hm2,已确权面积 176. 81 万
 

hm2,确权率为 98. 16%,其中均山到户面积 154. 90
万

 

hm2,均山到户率为 86%;完成输机宗地 120. 06
万宗,占已确权应输机宗地数的 99. 07%,宗地勘测

合格率达 96. 3%;累计发放林权证 46. 13 万本,占已

确权应发放林权证的 99. 5%. 作为主体改革重要内

容的集体林权争议调处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

度重视和精心组织下,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难度

大的困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共调处各类林权争议

16
 

632 起,调处率为 98. 39%,涉及争议面积 9. 57 万
 

hm2, 已调处面积 8. 08 万
 

hm2, 面积调处 率 达

84. 4%,确保了普洱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

全面完成. 在调整林权争议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现
介绍如下.

1 正确认识林权争议的必然性和林权争议调

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林权争议,也称林权纠纷,就是因森林、林木和

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 林权

争议自古有之,所不同的是不同时期人们对森林资

源的依赖性和森林资源产权明晰的程度不同,人们

对森林资源依赖程度的大小和森林资源产权明晰度

的高低决定了林权争议的多和少. 人们对森林资源

的依赖性越大,产权明晰愈具体,林权争议就越多.
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时期,没有什么

林权争议. 林业“三定”时期,由于经营主体不明确,
产权不明晰,对“两山”的依赖性仅仅只是拣菌、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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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柴,所以林权争议也不多. 这次林改是农村生产资

料重新分配、利益重新调整的第三次土地革命,由于

确权到户,直接与农民的利益相关,全市出现了

16
 

000 多起争议. 有争议,说明这次林改切实把林

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落到了实处,确权到户,
明晰了产权,重塑了经营主体. 也充分说明经过这次

林改,落实了“四权”,农户对山林的依赖性和依赖

程度大大增强,“潜力在山、希望在林”、“绿山富民

奔小康”的信心和信念大大增强.
林权争议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听之任之,久拖

不决,激化矛盾,后果不堪设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课题和战略目标,同
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

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并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

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的通

知》(中办发[2005]25 号)指出,进一步做好边界地

区稳定工作,建设平安边界,维护边界地区和谐稳

定. 减少争议发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目标

的有力保证,是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具体

体现. “调处林权争议无小事”,林权争议就是最直

接的社会矛盾和最具体的不和谐因素,调处林权争

议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从这个意义

上讲,调处林权争议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云南、和
谐普洱的需要.

 

2 坚持分级负责、分级调处,狠抓措施的落实

自林改工作启动以来,市、县、乡充分认识集体

林权争议调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林权争议调处

作为林改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好,相应成立了林权争

议调处工作机构和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 从司法、土
地、民政、农业等部门挑选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具有

丰富农村工作经验又熟悉法律政策的工作人员组成

林权争议调处机构. 确定受理和结案程序,建立接案

登记、初审、受理的承办、督办,现场调查,组织调处,
签定协议,结案审批,卷宗归档等工作制度. 做到职

责明确,程序明晰,有据可查,建立“谁出错,谁负

责”的考核责任追究机制. 在争议调处方法上,以协

商为主,力争一次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一时工作做

不通,达不成共识的先放一下,不包办代替,不行政

命令,避免新的争议发生.
市林改办定期通报全市林权争议调处的进展情

况,分析研究调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如前期调处工

作中主要问题有:①部分试点乡(镇)和试点县的试

点工作验收后松了劲,未扫尾的遗留争议尾巴过大;
②前期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把相对小和容易的

争议解决了,剩下的基本上是“老大难” 和 “硬骨

头”. 针对存在的问题,市、县(区)林改办重新梳理

这些遗留争议、“老大难”和“硬骨头”争议,理清调

处思路,坚持和强化分级负责、分级调处的制度,户
与户之间的争议不出组,组与组之间的争议不出村,
村与村的争议不出乡,乡与乡的争议不出县. 特别是

有 1
 

600 多起林权争议,重点、难点集中在县与县、
集体林与国有林和州(市)际争议三大块. 经分析研

究后,决定调处工作由“先易后难”转变为“先难后

易”,优先调处县与县和集体林与国有林两大块的

争议. 由各县(区)林改办具体操作,乡(镇)政府、乡
林业站、村民委员会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市林改办

强化指导. 跨州、市间的争议,由属地县(区)按规定

处理程序和内容要求,做好调处跨州市山林权争议

必须提交的各项书面材料. 在此基础上,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讨论研究争议调处问题. 2008 年 4 月,市林

改办在镇沅县召开了 5 县县际争议协调会议,在现

场核查协商的基础上,对现场未调处的林权争议进

行了协商处理,使一些老的、大的、难的争议得以解

决. 这些争议虽然不算多,但调处难度大,跨越时间

长,已成为影响全市主体改革进度和质量的主要矛

盾和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对林权争议调处人员的再

培训.
在林权争议调处过程中,做到

 

“五个认真”和坚

持“六项基本原则”. “五个认真”即:①切实加强领

导,认真组织一支强有力的林权争议调处队伍;②认

真做好林权争议调处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③深

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争议发生的原因;④认真查

找、找准处理的依据和履行规定的处理程序;⑤一丝

不苟,认真规范档案管理. “六项基本原则”即:①必

须遵循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②必须遵循有利

于林区和社会稳定的原则;③必须遵循有利于保护

和发展森林资源的原则;④必须遵循有利于群众生

产、生活的原则;⑤必须遵循主动出击、主动协商、互
谅互让,力争将争议解决在基层的原则;⑥注重调

解,以调解为主,尽可能不走或少走司法程序的

原则.

3 坚持依法依规,严格按政策办事

坚持依法依规是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遵循的

基本原则,也是调处林权争议遵循的基本原则.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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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依规包括 3 个环节:①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实

体法;②严格程序法;③宣传教育,形成学法、知法、
守法的舆论环境和氛围. 依法依规做到执行政策不

走样,履行程序不错位. 普洱市坚持依法依规,严格

按政策办事的具体原则有以下几条.
3. 1 调处林权争议的“凭证”依据

原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 第六

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

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

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 林业“三定”时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

使用权证书(即林权证)是森林、林木、林地权属唯

一的法律凭证,也是处理林权争议的第一依据,其他

土地改革的土地证、合作化时期有关林木、林地权属

的有关凭证和依照有关政策确定林木、林地权属的

凭证,只能作为无第一依据情况下,处理林权争议的

第二、第三依据或参考依据.
3. 2 调处行政管理范围争议的依据

行政区域界线是指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批准的行政区域毗邻的各有关人民政府行

使行政区域管辖权的分界线. 在行政区域界线勘定

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的地段出现了行政区域

界线与资源使用管理界线相分离的情况. 因此,行政

区域界线只能作为调处行政管理范围争议的依据,
而不能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更不能作为第一

依据.
3. 3 调处跨行政区域界线的“插花山”权属争议的

依据

　 　 由于历史原因,农户长期习惯管理使用的山林

在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后出现了跨行政区域界线的

“插花山”. 鉴于勘定行政区域界线时双方未按有关

规定进行协商而导致“插花山” 的权属争议,林业

“三定” 时所发“插花山” 《林权证》 应视为有效证

件,其山权、经营权均归持“插花山”的《林权证》人

所有.
3. 4 处理轮歇地权属和权属凭证的原则

轮歇地是指林业“三定”中划定到户,并由县人

民政府依法颁发了《轮歇地使用证》的轮歇地,即林

业“三定”划定“两山一地” 中的“一地”. 随着时间

的推移,轮歇地的用途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的有 3 种

类型:①已演变为农耕地;②已划定为“退耕还林

地”;③已生长了树木,成为了有林地. 这 3 种类型

应持原《轮歇地使用证》,分别到相关部门依法办理

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后颁发新的《土地承包使用证》、

《退耕还林地使用证》和《承包林地使用证》.
3. 5 调处集体林与国有林权属争议的原则

客观地说,集体林与国有林的权属争议,多数是

集体林核权发证与国有林核权发证不同步造成的.
确权发证时,由于双方不通气,不协商,各定各的四

至界线,各发各的《林权证》,重复分配,导致重复确

定权属而引起的争议,这在全市乃至全省具有普遍

性. 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拟先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协商不成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裁决.

在林改中已经有林权争议的地区还会发生新的

争议. 由于争议双方外业确权工作的不同步,又造成

新的重证,新的“盖双床被”和新的重复分配、重复

确定权属的情形,导致老的争议还未解决,又发生新

的争议. 为此,在市内县与县之间,凡是有林权争议

的地区、地段、地块,双方要做好多联系,多通气,多
协商,做到先调处争议,再同步确权发证. 在争议未

解决前,未经对方签字认可,严禁单方面确权发证.
违者,由作出发证决定的领导负全部责任.

4 坚持以“和”为贵,以小调解构筑大和谐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给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和更

高要求. 以“和”为贵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
时代的最强音. 林权争议调处工作也始终坚持以

“和”为贵. “和”就是和平、和谐、和睦、和气,把林权

争议调处工作的着力点、结合点和聚焦点都放在

“和”字上,对矛盾较深的争议做到苦口婆心,耐心

细致,强调争议双方互谅互让,让出一方平安,让出

一方和谐. 充分利用广大农村正在开展以建设生态

村、文明村、小康村为目标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

动,积极推进林权争议调处工作. 同时,坚持走群众

路线,一是强化思想疏导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

织的作用,充分运用民间协调机制,发挥老年协会、
林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齐心协力做好林

权争议的化解工作,力争将争议解决在基层,解决在

第一线,力求少走或不走司法程序. 二是做好政策疏

导工作,把争议调处的政策法规传达给群众,并强调

有争议的地块不纳入林改、不发林权证、不安排采伐

指标、不准流转的“四不政策”.
州市争议、县际争议或是乡际争议,往往涉及边

界两边的两三个自然村的争议. 解决了这几个村的

争议,也就等于解决了乡际争议、县际争议、州(市)
际争议. 澜沧县雪林与木嘎 2 乡的一起乡际争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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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在我国实施森林健康项目的意义及森林健康理念在生态采伐中的应用,包括采伐方式、采伐强度、采伐

木确定、伐木和集材技术、伐区清理、更新方式等方面的内容. 认为森林健康项目的实施涉及到林权所有人的切身

利益,在制定作业设计时要增加公众参与,广泛听取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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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采取这种“反弹琵琶”的方式解决的,既是创新,
也是创举. 这种方式称为“乡际争议组解决”,内涵

很丰富,也很有意义,也是全市大力倡导
 

“县际争议

组解决”、“州际争议组解决”的范例. 用和风细雨般

的一线调解,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小调解构筑

大和谐. 另外,全市现有的林权争议多数是历史上久

拖不决遗留下来的,墨江县新抚乡成功地调处了几

起历史遗留林权争议的经验,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林权争议调处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要认真分

析研究,依法依规,积极制定调处方案,采取有效措

施,妥善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矛盾,避免发生

新的林权争议,以巩固林改成果,确保林区社会和谐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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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健康”是林业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和

澳大利亚等) 针对人工林林种结构单一,不能满足

森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服务功能等缺陷而提出来

的可持续森林经营理念,他们认为有了健康的生态

系统和健康的森林才能有人类健康的身体,故尔倡

导森林健康. 通过合理配置林分结构,实现森林病虫

害自控、森林火险等级降低、环境保护功能增强和资

源产值提高的目标,使人工林生态系统保持更高的

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增强抵抗各种自然灾害的能

力,满足人类所期望的多目标、多价值、多用途、多服

务的需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沿用传统的以林分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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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措施,注重木材本身的经营利用和保护,而忽

视了其生存环境的保护. 实践证明,只注重森林本身

的经营而忽视了其生存环境的作用这种单一的经营

保护措施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当前,迫切需要通

过保护景观生境来实现森林整体的保护,这就必须

从源头抓起,从采伐、再造林开始设计并落实生态保

护技术措施以保证森林健康.

1 森林健康起源

1. 1 森林健康在国外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生态学家和环

境专家借鉴医学上使用的“健康”术语,提出了相应

的环境健康学、环境医学、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流域

健康和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等理念,并将这些理念用

于森林的防火及森林病虫害防治方面,逐渐形成了

一套相应的森林健康理论体系和实际操作标准及经

验. 到 80 年代,美国逐步形成一套森林健康检测标

准及全国范围的森林健康监测计划.
美国森林健康面临诸多的问题,但他们根据森

林健康主要威胁,在不同地区制订了不同的森林健

康实施计划应对策略. 于 1987 年和 1992 年 2 次就

森林健康问题举行国会听证会,并分别于 1988 年和

1993 年制订了森林健康计划. 1992
 

年美国国会通过

了《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恢复法》;2003 年美国总统

布什在国会发表了有关森林健康的讲话,认为森林

健康是保证美国国土生态安全的必由之路.
美国森林健康的经营要点和规划把健康的思想

贯穿森林生态系统经营全过程,如火险管理、森林病

虫害的生态防治、森林健康系统监测与评价、人工促

进的生态系统自然修复方法、注重游憩功能、加强公

众参与和环保意识教育等.
1. 2 森林健康在中国

2001 年,国家林业局与美国农业部( USDA)林

务局合作开展了中美森林健康合作试验示范项目,
并在江西省信丰县、云南省原丽江县、贵州省麻江

县、陕西省佛坪县、北京市八达岭林场等地设立了项

目试验示范区,这些示范区基本上覆盖了我国长江

流域和太行山区等大部分地区森林培育与经营的主

要类型. 至此,森林健康正式被引入中国并进行了较

大范围的试验:①江西省信丰县示范项目区(低效

林改造及经济林建设森林健康类型);
 

②贵州省麻

江项目区(天然次生林及封育林森林健康类型);③
陕西省佛坪项目区(珍贵野生动物栖息地森林健康

类型区);④北京市八达岭项目区(国有林场森林健

康类型);⑤云南省丽江示范项目区(天然林及次生

林旅游区森林健康类型)
云南省丽江示范区位于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黄山

镇文华村,规划面积 1
 

113. 6
 

hm2,建设期 5 年. 该项

目重点是建立社区森林合理利用的模式. 实施内容

主要有:
 

①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包括造林、补植、改
造、抚育等措施;②森林保护,包括节柴改灶、沼气池

建设、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生物多样性保护;③森

林健康监测;④培训考察.

2 森林健康项目的意义

森林健康项目所选区域涵盖我国大部分地区森

林培育与经营的主要类型,具备我国森林现状的代

表性,森林健康项目的实施能加强森林经营,提高森

林质量,促进森林健康,已成为我国林业发展的重要

内容和现代林业建设的永恒主题. 长期以来,我国森

林经营水平比较低,森林质量不高,作为世界上人工

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我国仍有相当一部分森林面临

着林分结构简单、抵抗病虫害能力低下、森林火灾风

险较大等突出问题,因此和美方合作,在我国推广森

林健康理念,开展森林健康工作意义重大.
通过森林健康项目可以深入推广和宣传森林健

康理念,初步构建森林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性地

提出并划分中国森林健康经营类型,并进一步深化

林业国际合作.

3 森林健康理念在生态采伐中的应用

长期以来,以林分为中心的经营措施,只注重木

材本身的经营利用和保护,而忽视了其生存环境的

保护和有效利用. 要改变森林经营理念,改变观念,
利用和保护好原有林的面貌,为了森林健康和资源

永续利用,较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森林生态采伐. 很多

研究表明,对森林采取生态采伐技术比传统采伐技

术对环境的破坏要小得多[1,2] . 通过森林生态采伐,
人们对成熟林木进行合理采伐而获取木材产品和森

林的直接经济效益,同时又可以有效地改善森林的

生态 环 境, 增 强 森 林 的 生 态 效 益 和 环 境 服 务

功能[3] .
3. 1 生态采伐理念的要点

生态采伐就是在实施森林采伐作业设计时,要
用生态学的原理考虑每一项技术措施,以保证森林

健康. 生态采伐从总体上不会造成对生态系统和森

林健康的危害.
1)在林分水平上,要系统地考虑林木及其产

量、树种、树种组成和搭配、树木径级、生物多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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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组合、林地生产力、养分、水分及物质和能量交

换过程,使采伐后仍能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确保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充分反映

自然—社会—环境的和谐及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

需要.
2)在景观水平上,要考虑原生植被和顶级群

落,进行景观规划设计,实现不同的森林景观类型的

合理配置. 在采伐设计时要考虑采伐后的林地对人

感观的影响,即美观的效果等,不应该造成千疮百孔

般的破碎景观. 依据森林群落的演替规律和群落之

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林分级的采伐与更新加速群落

的演替,林分水平的采伐应在景观规划的指导下进

行,以维持森林景观的整体性.
3)模仿自然干扰则是模拟自然选择采伐木、培

养木和其他保留木,在采伐作业过程中保留一定的

枯立木、倒木和枯枝落叶等,以满足动物觅食和求偶

等活动的需要. 模仿森林在自然生长过程中会自然

燃烧或遭遇风倒等现象,通过外力干扰帮助森林成

长. 如有计划地人工助燃,可以消灭森林中的病虫

害,烧死一些过密的林下植物. 风倒可以形成林窗、
林隙,大小不同的林窗、林隙其实就是多种生物的

乐园.
4)在制定采伐运输技术时,要以森林生态学和

可持续经营理论为指导,以促进保护森林健康为目

标,在取得一定木材收获量的同时,保持生态系统的

健康、活力和完整性,充分发挥系统的生态功能和社

会功能.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协调好环境保护与森

林开发之间的关系,尽量减少森林采伐对生物多样

性、野生动植物生境、生态脆弱区、森林流域水量与

水质、林地土壤等生态环境的影响,保证森林生态系

统多种效益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4] .
5)建立生态采伐监测制度和指标体系,保证采

伐按设计施工,不因个人意愿而修改设计和实施

计划.
3. 2 生态采伐的主要技术要点

3. 2. 1 采伐方式

根据森林培育与经营特点确定不同的采伐方

式,如:①低效林改造及经济林建设森林健康类型,
在保证森林健康的前提下改进森林的经济效益;②
天然林及次生林旅游区森林健康类型,在保证森林

健康的前提下改进森林的景观效果. 采伐时要严格

控制采伐标准,除非特殊情况采用皆伐,一般不使用

皆伐,提倡择伐或抚育采伐、更新采伐. 择伐的主要

实用范围包括为形成复层异龄结构或为培育超大径

级木材的成、过熟林或培育具有丰富景观效果的风

景林. 抚育采伐主要针对的是幼龄林和中龄林为形

成复层异龄结构或培育具有可采伐价值的成熟林或

培育具有丰富景观效果的风景林. 如云南省丽江示

范项目区(天然林及次生林旅游区森林健康类型)
以抚育采伐为主,择伐后林中空地直径不应大于林

分平均高,伐后林分郁闭度应保留在 0. 6 以上,不得

造成天窗;回归年或择伐周期不应少于 1 个龄级期,
根据伐区各小班林分情况实施定株抚育和生态疏伐.
3. 2. 2 采伐强度

森林生态采伐是人为干扰森林生长的重要组成

部分. 采伐强度对林分的生长和更新将产生直接的

影响. 为了保证森林健康又不影响其生态效益的发

挥,要针对不同森林类型和立地条件,因地制宜、科
学合理地确定采伐强度. 一般择伐和抚育采伐强度

不应超过 20%.
3. 2. 3 采伐木和保留木的确定

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一些有生态价值的活

立木和枯立木(如有鸟巢和猛禽栖息的林木)应予

以保留. 目前最科学的方法是采用目标树体系结合

林分择伐空间结构优化分析来确定采伐木和标准

木. 这样,既可以去除一部分对保留木生长有影响的

林木,还可以对大径材的培育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保留木必须是干形通直、生长良好、无病虫害、经济

价值高的健康植株. 采伐木应为影响目标树生长,明
显有缺陷或没有培育前途的林木(病腐木、弯曲木

及濒死木等),但应保留作为森林动物及微生物提

供生存场所的除外.
3. 2. 4 伐木技术

在林木采伐作业中,由于树倒方向不正确而造

成的幼树损伤率较高. 为避免对林下或周边树木损

伤,在生产实践中可采用锯斧并用法、加楔法、留弦

法等以控制树倒方向,减少对保留木和幼苗的伤害

及对林地植被造成破坏,影响林地的生物多样性. 另
外,还要注意在造材和运材时注意对幼苗、幼树及保

留木的保护.
3. 2. 5 集材技术

进行采伐作业时,应选择合适的集材作业方式,
尽可能地降低采伐对地表、土壤、幼苗、幼树及保留

木的影响. 宜采取以畜力和人力集材为主,且最好在

冬季进行. 研究表明,畜力和人力集材有利于森林资

源的恢复、生长和培育,作业灵活,可随意集材,不用

修集材支道. 并且这 2 种集材方式投资少,管理简

单,冬季作业时对地表破坏极轻微,很少产生土壤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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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现象.
3. 2. 6 伐区清理

伐后清理的目的主要是改善林木生长环境、防
止山火发生、防止病虫害发生及为森林抚育奠定基

础. 林区内的伐区清理工作主要包括采伐迹地清理、
集材道清理等工作. 在进行采伐迹地的清理时,要根

据采伐迹地的林况、地况、采伐方式等确定清理方

式,一般宜在采完一定面积后进行清理. 另外应尽量

回收可用材,采取散铺或堆铺的方式清理枝桠,禁止

采用火烧清理. 在进行集材道清理时,要及时选择适

当的更新方式以尽快恢复森林植被.
3. 2. 7 更新方式

更新方式的选择对尽快恢复森林植被意义重

大. 更新方式视具体情况而定,如需要改变树种组成

或在其它采用天然更新较困难或在规定时间内不能

达到更新要求的情况下采用人工更新. 而人工促进

天然更新适用于采伐后保留目的树种天然幼苗及幼

树较多,但分布不均匀、规定时间内难以达到更新标

准的迹地. 天然更新适合的情况较多:①采伐后保留

目的树种的幼苗、幼树较多,分布均匀,规定时间内

可以达到更新标准的迹地;②采伐后保留下种母树

较多,或具有萌孽能力强的树桩(根)较多,分布均

匀,规定时间内可以达到更新标准的迹地;③适于天

然下种、萌芽更新的迹地. 在确定了更新方式后,还
要确定更新的时间及更新的具体技术标准. 如云南

省丽江示范项目区(天然林及次生林旅游区森林健

康类型)根据林区实际情况采取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方式,在主要树种选择上以速生、生态效益好的乡土

树种华山松为主.

4 结论与讨论

上述生态采伐的技术措施中很多也是传统的方

法,只不过由于理念的错误和指导思想的扭曲难以

坚持从而造成对环境的破坏,这里要指出的是要用

新理念来引导改进技术,坚持技术标准,建立监测体

系,保证按设计施工.
1)在进行森林采伐时,涉及森林采伐的计划、

准备、采伐、清理、恢复等一系列环节,每个环节都涉

及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控制指标,而这方面也是我国

以往缺乏系统研究的. 因此,我国在林内的森林生态

采伐要应用先进的森林经营理论,研究森林生态采

伐更新技术体系,改进森林采伐作业方法,以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森林及森林环境的负面影响.
2)针对我国不同地区森林培育与经营有不同

特点,森林群落和采伐作业类型多种多样、特点迥

异,在制定林分层次上的采伐作业规程时,应加快制

定针对具体的森林类型特定的采伐更新模式,最大

限度地改善林分结构,这方面的工作需要长时间的

努力.
3)由于森林健康项目参与的区域众多,涉及到

林权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制定采伐作业规划

和规程时要增加公众参与,加强森林健康的实体教

育,广泛听取不同利益团体的意见,使各方面能够接

受,便于采伐计划的实施.
4)森林健康项目构建森林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创新性地提出并划分了中国森林健康经营类型,可
进一步深化林业国际合作,对我国加强森林经营,提
高森林质量,促进森林健康具有指导性,因此要加强

对森林健康项目采伐利用政策和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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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营造林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王晓东1,袁定昌1,李金海1,王冬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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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北京市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营造林地实施监测,依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和土壤蓄水能力对

工程营造林地水土保持效益进行了评估,并分析不同造林措施涵养水源功能的差异,结果表明:
 

工程营造林对减少

地表径流和消减泥沙的作用明显. 2004 ~ 2007 年工程营造林地累计固土量为 64
 

814. 71
 

t,累计固定肥力约

10
 

085. 2
 

t;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是水源涵养的主体(累计贡献率为 69. 3%),人工造林和配套荒山造林单位面积涵

养水源量最高.
关键词:营造林;水土保持效益;涵养水源;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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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护和建设林草植被,尽快遏制京津及其周

围地区沙化扩展趋势,治理沙化土地,改善生态环

境,
 

2000 年国家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截至

2008 年底,工程已经实施 9 年,到 2010 年一期工程

即将完成之际,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进行效益研

究,有利于客观地评价工程建设成效,指导二期工程

规划以及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 目前国内针对京津

风沙源治理工程效益研究多集中于工程区整体效益

的评价研究,工程单项措施效益研究较少,而林业措

施作为工程的主要建设内容,对工程区整体生态效

益的影响至关重要. 本研究在工程实施以来进行长

期监测基础上,对北京市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营

造林措施进行水土保持效益研究,对二期工程林业

措施的科学实施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地理坐标为

北纬 39°28′~ 41°05′、东经 115°25′~ 117°30′,周围与

河北省、天津市毗邻. 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三面环山.
西部山地统称为西山,属太行山脉;东北部山地统称

为军都山,属燕山山脉,最高海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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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土壤垂

直分布从低到高是山地褐土、山地棕壤和山地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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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平均气温为 9 ~ 11℃ ,无霜期一般为 150
 

d. 原始

植被类型为暖温带阔叶落叶林和温带针叶林. 主要

植被有桦(Betula)、杨(Populus)、栎类(Quercus)、混
生次生林以及大面积灌丛,山间盆地及沟谷地带生

长有杨(Populus)、柳( Salix
 

babylonica)、榆(Ulmus
 

pumila
 

Linn. )、桑(Morus
 

alba
 

L. )、核桃揪( Juglans
 

mandshurica
 

Maxim. )、 板 粟 ( Castanea
 

mollissima
 

Blume)、柿树(Diospyros
 

kaki
 

Linn. f. )等. 人工营造

的树种主要有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Linn. )Franco)、落叶松(Lar-
ix

 

gmellini
 

( Rupr. )
 

Rupr. )、 刺槐 ( Robinia
 

pseud-
oacacia

 

L. )、毛白杨(Populus
 

tomentosa
 

Carr)、椿树

(Ailanthus
 

altissima( Mill. ) Swingle)、栾树(Koelreu-
teria

 

paniculata
 

Laxm)、黄栌(Cotinus
 

coggygria)、元
宝枫(Acer

 

truncatum
 

Bunge)以及灌木林等[1,2] .

2 材料与方法

2. 1 试验样地设置

试验采取设置径流观测小区,并结合样地调查

的方法进行水土流失研究.
选取 4 个典型水土流失监测站,建立径流观测

小区,径流小区面积为 5
 

m×20
 

m,每个径流小区设

置 2 种处理,即有林地与作为对照的无林地,每种类

型均设置一种重复. 每次降雨后,利用 JDZ-1 型数

字雨量计、E601 蒸发皿和 WGZ-1 型光电数字水位

计记录降雨量、蒸发量、产流量和产沙量.
 

选取 17 个典型样地,采用环刀法测定土壤容重

和毛管孔隙度[3] . 土壤总孔隙度计算公式为(土壤

的比重取平均值 2. 65[4] ):

土壤孔隙度(%)= 土壤比重-土壤容重
土壤比重

×100%
 

(1)

考虑到工程的生态效益存在滞后,监测从 2004
年开始,监测期为 2004 ~ 2008 年,部分为 2004 ~
2007 年.

 

2. 2 水土保持效益评价

参照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LY / T
 

16xx
 

─2008) [5] ,并参考其他文献评价方法研究成

果[6-9] ,确定研究使用的评价方法(表 1).
2. 3 不同造林措施水源涵养量

研究证明,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主要是由土壤

层贮水完成的,而土壤层厚度和非毛管孔隙度可综

合反映森林土壤涵养水源的潜在能力[10] ,因此采用

林地土壤层厚度和非毛管孔隙度与林地面积组合成

涵养水源权重,如公式(7)所示:
 

эi =
di×ci×Ai

∑
n

i= 1
(di×ci×Ai)

                                            

(7)

式中,эi 为第 i 种措施的水源涵养权重,di 和 ci 分别

表示第 i 种措施的土层厚度( cm)和土壤非毛管孔

隙度(%),Ai 第 i 种为措施的造林面积(hm2) [11] .

3 结果与分析

3. 1 涵养水源效益
 

2004 ~ 2008 年,通过定位站对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营造林地块进行综合监测,得到降雨量、林分蒸

发量、地表径流量(表 2).
由表 2 可以看出,工程区营造林地的年地表径

流量呈逐年减少趋势,表明工程营造林对减少地表

径流的作用明显. 与 2004 年相比,2008 年地表径流

消减率达 99. 6%,主要是由于随着林地的逐渐成

熟,枯落物量在逐渐增加,林地表层土壤的空隙度也

在逐渐增加,提高了林地的下渗能力.
将表 2 中降水量、林分蒸发量和地表径流量数

表 1　 水土保持效益评价方法

Tab. 1　 Evaluation
 

methodology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enefits

功能类别 指标 计算公式和参数说明

涵养水源 调节水量
    

G调 = 10A(P-E-C) 　 　 (2)
G调 为林分调节水量功能,单位:m3 ·a-1 ;

 

P
 

为降水量,单位:mm·a-1 ;
 

E
 

为林分蒸发量,单位:mm·a-1 ;
 

C 为地表径流量,单位:mm·a-1 ;
 

A 为林分面积,单位:hm2 .

保育土壤 固土保肥

G固土 =A(X2 +XI)　 　 (3);　 　 GN =AN(X2 -X1 ) 　 　 (4)
GP =AP(X2 -X1 ) 　 　 (5);　 　 GK =AK(X2 -X1 )　 　 (6)
G固土为林分年固土量,单位:t·a-1 ;X1 为林地土壤侵蚀模数,单位:t·hm-2 . a-1 ;X2 为无林地土壤侵蚀模数,单
位:t·hm-2 ·a-1 ;GN 为减少的氮流失量,单位:t·a-1 ;GP 为减少的磷流失量,单位:t·a-1 ;GK 为减少的钾流

失量,单位:t·a-1 ;N 为土壤含氮量,单位:%;P 为土壤含磷量,单位:%;K 为土壤含钾量,单位:%;A 为林分面

积,单位:hm2 .

·721·第 2 期







第 35 卷 第 2 期

2010 年 4 月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Vol. 35　 No. 2

Apr. 2010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10. 02. 034

峨眉山市有林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伍泽洪1,唐志华2,苏子友3,潘发明3

(1. 成都市园林建设处,四川 成都 610072; 2.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6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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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峨眉山市有林地生态系统的定位观测及峨眉山市森林资源二类调查资料,依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评估规范》(LY / T1721-2008),定量评价了峨眉山市 2007 年有林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 结果表明,2007 年峨眉

山市有林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 864
 

858. 4 万元,其中涵养水源价值 462
 

412. 2 万元,保育土壤价值 30
 

987. 0 万

元,固碳释氧价值 101
 

176. 7 万元,积累营养物质价值 6
 

045. 1 万元,净化大气环境价值 18
 

234. 6 万元,森林防护价

值 1
 

686. 0 万元,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 218
 

439. 4 万元,森林游憩价值 5
 

875. 2 万元.
关键词:峨眉山市;有林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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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the
 

forestland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of
 

Emei
 

Mountain
 

city
 

in
 

2007,
 

based
 

on
 

long-term
 

located
 

monitoring
 

and
 

forest
 

resource
 

inventory
 

data
 

as
 

well
 

as
 

Specifi-
cations

 

for
 

Assessment
 

of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LY / T1721-2008)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
tal

 

value
 

of
 

forestland
 

ecosystem
 

service
 

in
 

Emei
 

Mountain
 

City
 

in
 

2007
 

was
 

8. 649
 

billion
 

yuan,
 

in
 

which
 

the
 

value
 

for
 

water
 

retention
 

was
 

4. 624
 

billion
 

yuan,
 

the
 

value
 

for
 

erosion
 

control
 

was
 

309. 87
 

million
 

yuan,
 

the
 

value
 

for
 

carbon
 

fixation
 

and
 

oxygen
 

releasing
 

was
 

1. 012
 

billion
 

yuan,
 

the
 

value
 

for
 

accumula-
ting

 

nutriments
 

was
 

equivalent
 

to
 

60. 45
 

million
 

yuan,
 

the
 

value
 

for
 

purifying
 

air
 

was
 

182. 35
 

million
 

yuan,
 

the
 

value
 

for
 

forest
 

protection
 

was
 

16. 86
 

million
 

yuan,
 

the
 

value
 

for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was
 

2. 184
 

billion
 

yuan,
 

and
 

the
 

recreation
 

value
 

for
 

forest
 

tour
 

was
 

58. 75
 

million
 

yuan
 

respectively.
Key

 

words:
 

Emei
 

Mountain
 

City;
 

forestland;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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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

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

用[1]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森林生态系统与

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条件与效用[2] . 随着人类认识的逐步提高,森林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已经成为科学界研究的热

点[3-5] ,但由于对其价值评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

准,使得计算结果的差异很大,而且现有的研究重点

主要集中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国家重点保

护的区域,对其它地域的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

估较少. 因此,笔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

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 LY / T1721-
2008),利用峨眉山市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报告资料,
对峨眉山市有林地生态服务价值进行定量评估,旨
在为峨眉山市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及经济发展提供决

策依据.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地区概况

峨眉山市位于北纬 29°16′29″ ~ 29°43′11″,东经

103°10′30″~ 103°37′10″,处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乐
山市西部,属长江上游大渡河水系,是长江上游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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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水源涵养区. 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拔 386 ~
3

 

098. 8
 

m. 峨眉山市气候以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

为主. 全年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少日照,霜期短,山区多云雾,气候

潮湿. 多年平均气温 17. 2℃ ;区域内最高气温约

38. 1℃ ,最低气温约-4. 3℃ ,年均降雨量约 1
 

555. 3
 

mm;年均相对湿度 81%;年均总日照 952
 

h. 野生动

植物资源丰富.
1. 2 资料来源

 

根据 2007 年峨眉山市森林资源的二类调查结

果,峨眉山市土地总面积 118
 

296. 5
 

hm2,其中林地

面积 73
 

974. 1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 62. 5%;有林地

面积 59
 

710. 6
 

hm2;全市森林覆盖率 57. 4%. 有林地

各林分类型面积见表 1.
 

1. 3 研究方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中国森林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观测与评估规范》 ( LY / T1721 -
2008),通过在峨眉山市水利局、农业局、气象局、环
保局、林业局等相关部门收集到的多年数据资料、实
地走访当地群众、游客,以及利用布设在有林地上多

个样地的 2007 年每月监测数据等资料,定量分析峨

眉山市有林地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

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保

表 1　
 

峨眉山市有林地各林分类型面积

Tab. 1　 Different
 

of
 

forest
 

ecosystem
 

area
 

in
 

forestland
 

in
 

Emei
 

Mountain
 

city

森林或林分类型 面积 / hm2 森林或林分类型 面积 / hm2

冷杉 1556. 9
 

樟、楠 1090. 9
 

冷杉+阔叶树 1440. 0
 

松、柏类 202. 7
 

杉类(柳杉、杉木、水杉) 16865. 6
 

松、柏+阔叶树 211. 7
 

杉类+阔叶树 5354. 8
 

其它软阔 5891. 3
 

栎类 5034. 6
 

其它硬阔 4341. 5
 

桤木 4730. 8
 

毛竹林 231. 1
 

桦木 2852. 8
 

杂竹林 2758. 3
 

桉树 2623. 8
 

经济林 1958. 3
 

杨树、千丈 2565. 5
 

合计 59710. 6

护 7 项主要功能的物质量及其价值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涵养水源价值

根据 1993 ~ 1999 年《中国水利年鉴》评价水库

库容造价(2. 17 元 / t)折算出目前单位库容造价为

6. 11 元 / t,采用网格化得出全市居民用水价格的平

均值为 2. 09 元 / t,然后依据《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观测与评估规范》(LY / T1721-2008)涵养水

表 2　 峨眉山市有林地各林分类型涵养水源价值

Tab. 2　 Value
 

of
 

water
 

conservation
 

in
 

different
 

forest
 

ecosystem
 

in
 

forestland
 

in
 

Emei
 

Mountain
 

city
 

(2007)

林分类型 年涵养水源量 / (m3 ·a-1 ) 调节水量价值 / (元·a-1 ) 净化水质价值 / (元·a-1 ) 总涵养水源价值 / (元·a-1 )

冷杉 15774476 96393084 32968652 129361736

冷杉+阔叶树 13931417 85130714 29116663 114247377

杉类(柳杉、杉木、水杉) 170072316 1039260911 355451143 1394712054

杉类+阔叶树 48838942 298440122 102073388 400513510

栎类 49982727 305429444 104463897 409893341

桤木 46848582 286277625 97913534 384191159

桦木 30182573 184436651 63081579 247518230

桉树 12987842 79364807 27144590 106509397

杨树、千丈 24480338 149592006 51163908 200755914

樟、楠 11312368 69126479 23642847 92769326

松、柏类 2123386 12975375 4437876 17413251

松、柏+阔叶树 2230700 13631131 4662161 18293292

其它软阔 53629084 327711244 112084785 439796029

其它硬阔 43459815 265569891 90831013 356400904

毛竹林 2214882 13534481 4629104 18163585

杂竹林 27683518 169165673 57858554 227024227

经济林 8118702 49610953 16968088 66579041

合计 563871668 3445650591 1178491782 462414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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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价值公式计算出峨眉山市有林地各林分类型

2007 年涵养水源量为 563
 

871
 

668
 

m3,调节水量价

值 为 3
 

445
 

650
 

591 元, 净 化 水 质 价 值 为

1
 

178
 

491
 

782 元,总涵养水源价值为 4
 

624
 

142
 

373
元. 由表 2 可以看出,杉类(柳杉、杉木、水杉)和其

它软阔 2 种林分类型涵养水源价值最大,分别为

1
 

394
 

712
 

054 元和 439
 

796
 

029 元,毛竹林、松、柏类

最小,分别为 18
 

163
 

585 元、17
 

413
 

251 元.
2. 2 保育土壤价值

由农业部《中国农业信息网》可知,2007 年磷酸

氢二铵平均价格、氯化钾和有机质的价格分别为

2
 

400 元 / t、
 

2
 

200 元 / t、
 

320 元 / t(磷酸氢二铵中含

氮量 18. 0%,含磷量 20. 0%;氯化钾中含钾量为

50. 0%). 依据(LY / T1721-2008)评估规范的保护土

壤价值公式计算出峨眉山市有林地各林分类型

2007 年固土价值为 17
 

711
 

609 元, 保肥价值为

292
 

158
 

052 元,保育土壤总价值为 309
 

869
 

661 元.
杉类(柳杉、杉木、水杉)、杉类+阔叶树 2 种林分类

型保 育 土 壤 价 值 最 大, 分 别 为 98
 

242
 

070 元、
38

 

290
 

950 元,松、柏+阔叶树和松、柏类 2 种林分类

型保育土壤价值最小,分别为 895
 

156 元和 694
 

445
元(表 3).
2. 3 固碳释氧价值

本研究中固碳价格采用瑞典的碳税率(折合人

民币 1
 

200 元 / t),制造氧气价格采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网站中氧气平均价格(1
 

000 元 / t),依据

评估规范(LY / T1721-2008)的固碳释氧公式,计算

出峨眉山市有林地各林分类型 2007 年固碳价值为

474
 

191
 

500 元,释放氧气价值为 537
 

575
 

500,固碳

释氧价值为 1
 

011
 

767
 

000 元. 由表 4 可知,杉类(柳

杉、杉木、水杉)和其它软阔 2 种林分类型固碳释氧

价值最大, 分别为 260
 

501
 

000 元和 125
 

960
 

300
元,松、柏+阔叶树和松、柏类 2 种林分类型固碳释

氧价值最小,分别为 2
 

292
 

000 和 3
 

222
 

800 元.
2. 4 积累营养物质价值

依据评估规范(LY / T1721-2008)中的积累营养

物质公式(磷酸氢二铵平均价格、氯化钾和有机质的

价格分别为 2
 

400 元 / t、
 

2
 

200 元 / t、320 元 / t,磷酸氢

二铵中含氮量 18. 0%,含磷量 20. 0%;氯化钾中含钾

量为 50. 0%),峨眉山市有林地各林分类型 2007 年

积累营养物质价值为 60
 

451
 

422 元,排在前 2 位的

林分类型是杉类(柳杉、杉木、水杉)和桤木(其值分

别为 14
 

931
 

403 元和 7
 

929
 

210 元),排在最后 2 位

的2种林分类型是松、柏类和松、柏 +阔叶树( 其

表 3　 峨眉山市有林地各林分类型保育土壤价值 (元·a-1)
Tab. 3　 Value

 

of
 

erosion
 

control
 

in
 

different
 

forest
 

ecosystem
 

in
 

forestland
 

in
 

Emei
 

Mountain
 

city
 

(2007)

林分类型
林分年固
土价值

林分年
保肥价值

固土保
肥总价值

冷杉 506935 12137039 12643974

冷杉+阔叶树 478543 11936056 12414599

杉类(柳杉、杉木、水杉) 5363893 92878177 98242070

杉类+阔叶树 1743398 36547552 38290950

栎类 1464692 16716396 18181088

桤木 1403981 23237187 24641168

桦木 747192 8076572 8823764

桉树 620488 5720578 6341066

杨树、千丈 734808 12192850 12927658

樟、楠 399396 8809462 9208858

松、柏类 51701 642744 694445

松、柏+阔叶树 58287 836869 895156

其它软阔 1633347 24306792 25940139

其它硬阔 1119388 13850157 14969545

毛竹林 65050 1250861 1315911

杂竹林 786273 13126238 13912511

经济林 534237 9892522 10426759

合计 17711609 292158052 309869661

表 4　 峨眉山市有林地各林分类型固碳释氧价值 (元·a-1)
Tab. 4　 Value

 

of
 

C
 

fixation
 

and
 

O2
 release

 

in
 

different
 

forest
 

ecosystem
 

in
 

forestland
 

in
 

Emei
 

Mountain
 

city
 

(2007)

森林或林分类型 固碳价值 释氧价值
固碳释氧
价值合计

冷杉 18725200 21533400 40258600

冷杉+阔叶树 20323800 23826700 44150500

杉类(柳杉、杉木、水杉) 140302400 120198600 260501000

杉类+阔叶树 44534300 35558200 80092500

栎类 29055700 27559500 56615200

桤木 39525200 53311400 92836600

桦木 17521200 24789900 42311100

桉树 17833400 30502000 48335400

杨树、千丈 20869600 29750100 50619700

樟、楠 11971800 11634300 23606100

松、柏类 1309300 1913500 3222800

松、柏+阔叶树 1110900 1181100 2292000

其它软阔 50244100 75716200 125960300

其它硬阔 23107400 27096100 50203500

毛竹林 2186500 3449700 5636200

杂竹林 28750700 46124800 74875500

经济林 6820000 3430000 10250000

合计 474191500 537575500 10117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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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峨眉山市有林地各林分类型积累营养物质价值

Tab. 5　 Value
 

of
 

nutrients
 

cycle
 

in
 

different
 

forest
 

ecosystem
 

in
 

forestland
 

in
 

Emei
 

Mountain
 

city
 

(2007)

林分类型
积累
氮量

/ ( t·a-1 )

积累
磷量

/ ( t·a-1 )

积累
钾量

/ ( t·a-1 )

积累营养
物质价值

/ (元·a-1 )

冷杉 102. 70 10. 98 31. 31 2073956

冷杉+阔叶树 120. 92 12. 32 43. 83 2462887

杉类(柳杉、杉木、水杉) 733. 40 56. 61 330. 32 14931403

杉类+阔叶树 238. 08 17. 46 88. 02 4747848

栎类 142. 99 13. 09 100. 60 3103152

桤木 359. 87 39. 47 256. 55 7929210

桦木 163. 28 18. 42 133. 20 3679628

桉树 49. 92 6. 37 51. 25 1183281

杨树、千丈 159. 29 19. 59 174. 87 3813411

樟、楠 88. 90 8. 49 74. 89 1989465

松、柏类 6. 88 0. 62 5. 70 152966

松、柏+阔叶树 4. 66 0. 47 3. 78 103800

其它软阔 257. 94 31. 84 283. 76 6179392

其它硬阔 85. 43 11. 53 97. 95 2080170

毛竹林 19. 01 2. 47 28. 45 490454

杂竹林 201. 84 21. 16 294. 82 5095917

经济林 18. 40 1. 50 21. 40 434482

合计 2753. 51 272. 39 2020. 7 60451422

值分别为 152
 

966 元和 103
 

800 元).
2. 5 净化大气环境价值

依据评估规范( LY / T1721 - 2008) 净化大气环

境价值评估内容,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各林分类型的

提供负离子价值、吸收污染物(二氧化硫、氟化物、
氮氧化物)价值、阻滞降尘价值(表 6),相关数据的

价格取值见评估规范.
由表 6 可知,2007 年峨眉山市有林地的净化大

气环境价值为 182
 

346
 

278元,其中杉类(柳杉、杉
木、水杉)和杉类+阔叶树 2 种林分类型净化大气环

境价值最大, 分别为 86
 

876
 

280 元和 18
 

607
 

708
元,毛竹林和松、柏+阔叶树 2 种林分类型净化大气

环境价值最小,分别为 798
 

927 元和 732
 

489 元.
2. 6 防护价值

森林生态系统通过改良田间小气候,改良土壤

水肥状况来抵御干旱、洪涝、干热风、寒潮等自然灾

害,从而使农作物产量增加. 依据评估规范 ( LY /
T1721-2008),并结合峨眉山市有林地的情况和各

林分类型的林分质量状况,对有林地的竹林和经济

林 2 种林分类型价值忽略不计. 根据农业部《 中国

表 6　 峨眉山市有林地各林分类型净化

大气环境价值 (元·a-1 )
Tab. 6　 Value

 

of
 

air
 

quality
 

purifying
 

in
 

different
 

forest
 

ecosystem
 

in
 

forestland
 

in
 

Emei
 

Mountain
 

city
 

(2007)

林分类型
提供负离
子的价值

吸收污染
物价值

滞尘
价值

净化大
气环境
总价值

冷杉 132772 230643 7753362 8116777

冷杉+阔叶树 145087 271026 4677 5093595

杉类(柳杉、杉木、水杉) 387653 2497939 83990688 86876280

杉类+阔叶树 206333 1007647 17393730 18607708

栎类 233952 556348 7627421 8417721

桤木 218906 522779 7167163 7908845

桦木 92089 315248 4321993 4729329

桉树 53770 289942 3975059 4318770

杨树、千丈 66783 283503 3886733 4237018

樟、楠 91762 120549 1652715 1865026

松、柏类 6234 30022 1009446 1045703

松、柏+阔叶树 4997 39837 687655 732489

其它软阔 158694 651017 8925 9735031

其它硬阔 68334 479758 6577374 7125463

毛竹林 4768 43487 750671 798927

杂竹林 49518 519046 8959648 9528213

经济林 26156 216402 2966825 3209383

合计 1947808 8075193 158734085 182346278

表 7　 峨眉山市有林地各林分类型森林防护价值

Tab. 7　 Value
 

of
 

forest
 

protection
 

in
 

different
 

forest
 

ecosystem
 

in
 

forestland
 

in
 

Emei
 

Mountain
 

city
 

(2007)

林分类型
森林防护作物

增产量

/ ( t·a-1 )

森林防护
价值

/ (元·a-1 )

冷杉 58. 1 96490

冷杉+阔叶树 53. 7 89212

杉类(柳杉、杉木、水杉) 3877. 1 6222088

杉类+阔叶树 1249. 7 2006436

栎类 162. 0 309834

桤木 1087. 5 1745295

桦木 655. 8 1052460

桉树 40. 5 61766

杨树、千丈 589. 8 946469

樟、楠 250. 8 402457

松、柏类 46. 6 74780

松、柏+阔叶树 48. 7 78101

其它软阔 1354. 3 2173429

其它硬阔 998. 0 1601674

合计 10472. 6 1686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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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碳释氧价值 101
 

176. 70 万元 / a,占 11. 70%;积累

营养物质价值 6
 

045. 142
 

2 万元 / a,占 0. 70%;净化

大气环境价值 18
 

234. 63 万元 / a,占 2. 11%;森林防护

价值 1
 

686. 05 万元 / a,占 0. 19%;生物多样性保护价

值 218
 

439. 45 万元 / a,占 25. 262%;森林游憩价值

25
 

875. 20 万元 / a,占 2. 99%.

3 结论与建议

峨眉 山 市 有 林 地 生 态 服 务 功 能 价 值 达

864
 

858. 374
 

3 万元 / a,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

组成部分,有着极其重要的生态保护价值,对维系和

促进当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及环

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但由于监测手段、计量

手段、资金和人员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未能对峨眉山

市有林地所有林分类型进行监测,并且监测时间相

对较短.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峨眉山有林地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准确性. 今后应加大监测

范围、监测力度和监测时间,从人员、仪器上尽量满

足评估准确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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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 2
 

t,其中累积固氮

量为 233. 33
 

t, 固磷量为 5
 

094. 44
 

t, 固钾量为

4
 

757·4
 

t.
3)不同造林措施涵养水源的功能不同,其中封

山育林和人工造林涵养水源功能贡献率最大. 就单

位面积涵养水源能力来看,人工造林和配套荒山造

林>退耕地造林>飞播造林和封山育林.
对生态建设工程的水土保持效益进行计算与评

价是当前生态服务功能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一个

难点问题[12] ,本研究在评价工程营造林水土保持效

益的同时,没有考虑到工程的整体系统效益. 由于实

验方法和试验地客观条件的局限,加之工程前期营

造林水保效益未充分发挥,本研究仅对工程营造林

地 2004 ~ 2008 年的涵养水源效益以及 2004 ~ 2007
年的固土保肥效益进行了粗略估计. 在工程实施的

后期,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完善,北京市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的效益评价将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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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森林固碳释氧功能价值评价理论和方法. 对长沙、株洲、湘潭 3 市森林固碳释氧量及价值进行计算,结果

表明,研究区森林年固碳量为 3
 

250
 

595
 

t,价值为 21. 13 亿元,年释氧量为 15
 

170
 

528
 

t,价值为 35. 0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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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theory
 

of
 

the
 

evaluation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oxygen
 

emission
 

of
 

the
 

forest,
 

and
 

takes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CZX)
 

cities
 

as
 

examples
 

to
 

appraise
 

and
 

ana-
lyze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the
 

forest.
 

As
 

a
 

result,
 

the
 

annual
 

total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research
 

ar-
ea

 

is
 

3. 25
 

million
 

tons,
 

equivalent
 

to
 

2. 11
 

billion
 

yuan,
 

and
 

annual
 

oxygen
 

emission
 

is
 

15. 17
 

million
 

tons,
 

equivalent
 

to
 

3. 5
 

b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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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生态系统对全球生物圈 CO2 和 O2 的动态

平衡、减少温室效应以及提供人类的生存基础有着

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何量化森林的这部分价

值,是当今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它的

应用将对国家森林资源的管理决策起着重要的

作用.

1 森林固碳释氧功能的价值评价理论

当“低碳经济”呼声越来越高时,森林的地球之

“肺”的功能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被喻为“绿色

水库”的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作用最为明显,也就

是业内称作的森林“固碳释氧”功能,这是森林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计算方法分 2 个步骤,先计算固定 CO2 量和

释放 O2 量,然后再计算固定 CO2 和释放 O2 价值.
目前,森林生态系统固定 CO2 量和释放 O2 量的评

估方法主要有生物量法和蓄积量法,其中生物量法

最为简便、易行,故被普遍采用. 其计算原理是:根据

光合作用方程式,生态系统每生产 1g 植物干物质能

固定 1. 63
 

g
 

CO2,释放 1. 20g
 

O2 . 以此为基础,考虑

到枯枝落叶每年分解消耗氧气与枝叶形成所释放的

氧气大致相等,故根据树干部分生物量计算可得到

某一地区森林每年可固定 CO2 和释放 O2 的量. 再
根据 3. 667

 

t
 

CO2 转换为 1t 碳,便可计算出森林生

态系统固定纯碳的量. 计算了纯碳固定量和 O2 释放

量之后再进行固碳释氧的价值计量. 在评估方法上

通常采用工业处理成本法、造林成本法、碳税法和避

免损害费用法等.
森林固碳释氧功能的价值为:
V=V1 +V2

V1 = 1. 63α / 3. 667×S×P1

V2 = 1. 20α×S×P2

其中,V 为固碳释氧价值 (元 / a);V1 为固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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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a);V2 为释氧价值(元 / a);α 表示森林的净干

重增长量( t / hm2 ),其取值应该因地制宜地考虑本

地森林的不同树种结构,因为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

年蓄积生长量、不同的蓄积量与生物量的转换系数、
不同的生产力;S 为研究区森林面积(hm2 );P1 表示

固碳成本(元 / t),采用瑞典碳税率法和造林成本法

的平均值,取 650 元 / t;P2 表示释氧价格(元 / t),采
用工业生产氧气的价格 400 元 / t 进行估算.

2 研究区域概况
 

长株潭地区是指长沙、株洲、湘潭 3 市所辖的区

域,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在地理位置

上,长株潭 3 市位于长江中游之南、南岭以北,处在

湖南省中东部丘陵区,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

距不足 45
 

km,结构紧凑,已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城

市群. 长株潭地区居东经 111° 53′ ~ 114° 15′,北纬

26°03′~ 28°5′,总面积 2. 824 万
 

km2,属较典型的大

陆性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春温多变,夏秋

多晴,严冬期短,暑热期长. 年均气温 17. 5℃ ,无霜

期 286
 

d 以上. 雨量充沛,光热充足,年均降雨量

1
 

378
 

mm 左右,多年平均光照时数达 1
 

665
 

h.
长株潭地区的地形多为山地和丘陵,平均海拔

在 400
 

m 以上,地形自东、西部向中部倾斜,向北逐

级降低,东西部多为中山. 研究区域内林业用地

1
 

539
 

641. 6
 

hm2,其中有林地 1
 

342
 

097. 7
 

hm2,森
林覆盖率达 54. 7%,主要树种为马尾松、杉木和楠

竹等,经济林主要有油茶、油桐等.

3 长株潭地区森林固碳释氧功能的价值评价

据湖南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编制的《湖南省

2004 年度森林资源统计年报》所提供的资料,长株

潭地区森林固碳释氧价值的估算如表 1 所示.

表 1　 长株潭森林固碳释氧价值计算结果

项目 阔叶树 杉木 松木 竹林 经济林 灌木林 合计

S
 

/ hm2 260803 371909 488415 100922 120048 99098 1441196

α / ( t·hm-2 ) 5. 44 5. 25 4. 27 11. 98 1. 98 4. 13 -　 　

固定 CO2 量 t / a 2312591 3182611 3399420 1970750 387444 667117 11919933

固碳量 / ( t·a-1 ) 630649 867906 927030 537428 105657 181925 3250595

释氧量 / ( t·a-1 ) 1702521 2343027 2502641 1450859 285235 491129 15170528

固碳价值 / (亿元·a-1 ) 4. 10 5. 64 6. 03 3. 49 0. 69 1. 18 21. 13

释氧价值 / (亿元·a-1 ) 6. 81 9. 37 10. 01 5. 80 1. 14 1. 96 35. 09

注:本文依据前人研究经验,将 α 取值如下:阔叶树为 5. 44,杉木为 5. 25,松木为 4. 27,竹林为 11. 98,经济林为 1. 98,灌木林为 4. 13.

　 　 如表 1 所示,长株潭地区森林总的固碳量为

3
 

250
 

595
 

t / a,释氧量为 15
 

170
 

528
 

t / a,总的森林

固碳价值为 21. 13 亿元 / a,释氧价值为 35. 09 亿元 /
a,合计总价值约为 56. 22 亿元 / a.

4 结论

林木有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

之分. 对于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而言,在林分一定

的情况下,其固碳释氧价值是较为稳定的,波动很

小,而对于幼龄林、中龄林来说,其固碳价值将逐年

增加,直至成长为成熟林. 而在研究区域内,约有

80%的用材林处于未成熟阶段,在没有人为活动干

预的情况下,随时间的变化森林固碳释氧能力会有

极大的提高,其固碳释氧价值也将大大增高. 本研究

所计算的森林固碳释氧价值没有考虑到不同林龄的

构成情况,相对实际值会有一定误差,所以上述核算

只能算是粗线条的,甚至可以说只是试算.

尽管上述结果只是粗算,但该结果还是很有价

值的. 首先,该核算对提高长株潭地区林业地位提供

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同时也有利于长株潭地区森林

管理保护工作的开展;其次,该核算也为长株潭地区

森林资源的资产评估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三,通过

计算,将该地区森林固碳释氧功能以量化的形式表

示出来,可让人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森林的重要价

值,这对于提高森林保护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有直接作用,从而更快更好地推进长株潭地区两

型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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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裸露山体生态复绿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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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厦门市根据裸露山体形成原因、类型特点进行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效果. 选用植物覆盖状况、绿化美化效果、
坡面稳定性、治理显效时间 4 个评价项目 11 个评价因子对生态复绿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表明,采取生物与工程措

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措施对裸露山体的生态复绿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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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座风景秀丽的海湾型旅

游城市,全市属沿海低山丘陵,土层瘠薄,植被生态

条件很差,建国初期多呈荒山景观,经过半个多世纪

的荒山绿化,现成为群山迭翠的城市森林景观. 但随

着城市建设发展,出现了各种人为造成的裸露山体,
成为城市华颜上的一道疤痕,不仅影响城市景观,而
且引起水土流失、山体坍塌滑坡、山洪、泥石流等灾

害,严重制约生态城市建设[1-3] . 因此,如何根据裸

露山体形成原因、类型特点进行生态复绿已成为城

市建设的重点工程. 作者对厦门市裸露山体生态复

绿效果进行初步评价[4] ,旨在为今后进一步治理裸

露山体提供参考.

1 厦门市裸露山体治理概况

厦门市裸露山体是不同时期开山采石、移山填

海、开发区建设取土等原因造成的. 由于开发与治理

未能同步,自然景观遭到破坏,引起地质滑坡、水土

流失、生态失调、胁迫人居安全等严重后果. 厦门市

政府为治理裸露山体,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关

闭岛内所有采石场,2003 年关闭岛内所有碎石加工

厂,并对关闭的采石场遗迹进行绿化和美化. 2004
年 12 月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审议通过关于《加强裸

露山体整治与修复,规范石材开发,防止水土流失继

续恶化海湾环境》的议案. 近 10 年岛内的马峰山、
狐尾山、云顶岩等绿化面积达 2. 5 万

 

m2;集美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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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采用植树、爬藤和喷涂环保漆相结合的方式共治

理 5 万
 

m2,整治大坪山矿区的 7 万
 

m2 裸露山体. 对
岛内的赤坡山、龙山等废弃矿山、矿坑进行回填处

理,其中马峰山矿区回填处理整理出商品房用地

26
 

414
 

m2,通过挂牌收取土地出让金 1. 1 亿元.
厦门市十多年来采取的一系列综合治理和生态

复绿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但由于裸露山体面积大,
治理难度高,总体治理效果还不尽如人意. 如采石场

遗留下来的采石坑千疮百孔,影响了厦门生态城市

景观,仍需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

2 评价方法

裸露山体治理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需要考

虑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关于裸露山体治理效果的

评价也需要考虑多种因素. 本研究选择有代表性的

裸露山体类型的综合治理地段 7 处,选用植物覆盖

状况、绿化美化效果、坡面稳定性、治理显效时间 4
个评价项目 11 个评价因子,且每一评价因子又划分

为 5 级进行评价[4] ,各级标准见表 1 所示.
 

采用每个因子得分法并参考其权重进行评分.
结合厦门市裸露山体治理的实际,用治理难度作为

难度系数,对得分值进行修正,治理难度分为难、中、
易 3 个等级,中等难度的得分值等于原始分,难治理

的得分在原始分基础上进一级,易治理的在原始分

基础上降一级. 各评价因子得分标准见表 2.

3 结果与分析

3. 1 生物措施治理效果评价

采取生物措施治理的裸露山体有马蜂山北坡、
柯厝山西南坡、广播山西坡. 现将上述裸露山体治理

效果得分值列于表 3.
马蜂山北坡裸露坡面大、坡度陡,立地条件较

差,治理难度较大,但视觉效果要求不高. 从治理效

果看,不足之处是覆盖率不高,物种单一,景观效果

差. 从表 3 可知,原始总分及修正后得分 66 分,生态

复绿治理效果一般.
柯厝山西南坡裸露山体治理难度中等,从表 3

可知治理效果差,总分 59 分,修正总分等于原始分,
相对其他地段来讲偏低. 此地段虽然坡度稍大,但裸

露面长度较小,有一定土层,视觉效果要求不高,治
理难度不大. 从治理效果看,主要是覆盖率偏低,治
理不到位,景观效果差,这可能与资金投入不足有关.

表 1　 评价等级标准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植物覆盖状况 覆盖率 大于 90% 90% ~ 70% 70% ~ 50% 小于 50%

覆盖层次 完整的乔、灌、草 3 层结
构,层次搭配合理.

完整的乔木层草本层 2
层结构,层次整齐,缺乏
灌木层或有少量灌木.

第一层结构完整,且层
次整齐,部分地段有第 2
层结构.

只有 1 层结构(乔木层、
草本),且不整齐.

生态适应性 适应性强、生长正常,能
适应贫瘠立地、抵御不
良灾害因子.

生长正常,适应性、抗灾
能力较强.

生长基本正常;适应性
一般,较难适应贫瘠立
地,易遭病虫害.

生长不良,适应性差,抗
灾能力弱.

物种的多度 物种 多, 乔 灌 草 种 类
丰富.

物种较多,乔灌草各有
一定数量.

只有少量几种植物 单一物种绿化

绿化美化效果 植物配置 植物选择合理,显效、防
护和彩化树种搭配得
当,有美感.

植物配置较合理,但景
观植物较少,景观效果
欠佳.

只有 2 种或 2 种以上的
显效防护树种,没有配
置景观树种.

单一物种的绿化,没有
进行配置.

彩化效果 一年四季呈现不同颜
色,非花期有叶色变化.

只能保证春夏秋 3 季有
季相变化.

一年有 2 种色彩变化 没有彩化植物,色彩单
调,且没有季相变化.

香化效果 香化物种配置比例大,
起到了香化效果.

有一定比例的香化植
物,香化效果不高.

只有少量的香化植物,
几乎没有香化效果.

没有香化物种,也没有
香化效果.

美化效果 观赏价值很高,基本达到
生态旅游的美化要求.

有一定的观赏价值,但还
达不到景点美化要求.

只有乔灌草的搭配,景
观价值低.

起绿化作用,没有景观
价值.

坡面稳定性 抗滑坡能力 坡面稳定,不会出现滑
坡、塌方等自然灾害.

坡面基本稳定,没有重
大自然灾害,不会滑坡
塌方.

一般天气条件不会出现
滑坡、塌方等灾害.

坡面无加固,植物单一,
无地被覆盖,存在滑坡
危险.

土壤侵蚀状况 大雨量无土壤侵蚀危险 中等以上降雨有少量土
壤侵 蚀, 小 雨 无 土 壤
侵蚀.

中等降雨有较严重的土
壤侵蚀,长时间小雨有
少量土壤侵蚀.

小雨较长时间有土壤
侵蚀.

治理显效时间 显效时间 1 年 2 年 3 年 3 年以上

·931·第 2 期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表 2　 综合治理效果评价等级得分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权值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植物覆盖
状况

覆盖率 10 10 ~ 8 7~ 6 5~ 3 2~ 0

覆盖层次 10 10 ~ 8 7~ 6 5~ 3 2~ 0

生态适应性 10 10 ~ 8 7~ 6 5~ 3 2~ 0

物种的多度 10 10 ~ 8 7~ 6 5~ 3 2~ 0

绿化美化
效果

植物配置 6 6~ 5 4 3~ 2 1~ 0

彩化效果 4 4 3 2 1~ 0

香化效果 6 6~ 5 4 3~ 2 1~ 0

美化效果 4 4 3 2 1~ 0

坡面稳定性 抗滑坡能力 10 10 ~ 8 7~ 6 5~ 3 2~ 0

土壤侵蚀状况 10 10 ~ 8 7~ 6 5~ 3 2~ 0

治理显效
时间

显效时间长短 20 20~ 16 15~ 11 10 ~ 6 5~ 0

注:显效时间极强、强、较强、弱分别代表 2 年显效、3 年显效、5 年显

效、5 年以上显效.

表 3　 生物措施治理效果评定得分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分值
权重

马蜂山
北坡

柯厝山
西南坡

广播山
西坡

植物覆盖状况 覆盖率 10 7 7 7

覆盖层次 10 8 6 8

生态适应性 10 5 6 6

物种的多度 10 6 5 5

绿化美化效果 植物配置 6 4 4 6

彩化效果 4 2 3 3

香化效果 6 5 4 4

美化效果 4 2 2 3

坡面稳定性 抗滑坡能力 10 7 6 7

土壤侵蚀状况 10 8 6 5

治理显效时间 显效时间长短 20 12 10 9

　 　 　 　 总分 66 59 63

　 　 　 　 修正后总分 66 59 52

广播山西坡裸露山体的治理难度小,治理效果很差,
主要问题是绿化植物选择不好,种类偏少,景观效果

差强人意. 由表 3 可知,得分刚过半,修正时降一级.
此地段如能合理规划,在资金有保证的情况下是可

取得较好治理效果的.
3. 2 生物与工程措施综合治理效果评价

生物与工程措施综合治理的裸露山体有马蜂山

南坡、狐尾山公路两旁裸露岩面、文曾路公路旁裸露

坡面、牛头山裸露石壁 4 处. 将治理效果得分值列于

表 4.
从表 4 可知,马蜂山南坡的治理效果评定总分

75 分,比北坡总分高 9 分,说明采用生物与工程措

表 4　 生物与工程措施综合治理效果评定得分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分值
权重

马蜂山
南坡

狐尾山
公路旁
裸露
岩面

文曾路
公路旁
裸露
坡面

牛头山

植物覆盖
状况

覆盖率 10 8 5 7 8

覆盖层次 10 8 4 5 8

生态适应性 10 7 7 8 8

物种的多度 10 6 8 8 9

绿化美化
效果

植物配置 6 4 3 3 2

彩化效果 4 3 2 3 2

香化效果 6 5 3 4 4

美化效果 4 3 2 3 4

坡面稳定性 抗滑坡能力 10 8 8 7 10

土壤侵蚀状况 10 7 8 7 9

治理显效
时间

显效时间长短 20 16 15 15 18

总分 75 65 70 73

修正后总分 75 65 81 83

施结合的综合治理比单纯的生物措施治理效果要好

一些. 另外的原因是南坡设计较合理,绿化树种照顾

到景观植物,资金投入也较大[5-8] .
牛头山裸露石壁地处海沧大桥旁边,是修建海

沧大桥后留下的山体裸露面,视觉非常敏感,治理难

度大,但因属海沧大桥建设项目,投资有保证,治理

效果好. 从表 3 可知其修正后得分 83 分,比原始总

分升一级,说明治理成功.
文曾路两旁山体由于辟山修路,裸露坡面面积

大,坡陡土层薄,植生条件差,治理难度大,但由于设

计时全面考虑到景观效果,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紧

密结合,投资有保证,综合治理非常成功. 从表 4 可

知其修正后总分 83,表明生态复绿化效果最理想,
目前文曾路绿化、美化、香化功能兼备,已成为旅游

休闲的必经线路.
狐尾山公路两旁的治理难度中等,但治理效果

不如人意(修正后总分 65). 主要原因是植物选择单

一,后期管护不力,导致覆盖率严重偏低,从投资规

模和治理难度评价,效果还不够理想,应采取相应的

补救措施.

4 小结与讨论

厦门市各种类型的裸露山体,不论采取生物措

施或生物措施结合工程措施的综合治理,均取得一

定的复绿效果. 但从总体效果评价看,采取生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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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姚县城绿地系统规划研究及评价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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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对大姚县城近、中、远期的的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及其他绿地进行

规划,并用景观生态学的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斑块破碎度、斑块密度、廊道密度 6 个指标对该绿

地系统规划的景观格局进行评价. 结果表明,到规划期末,县城绿地系统景观异质性增大,优势度降低,均匀度增

加,破碎度提高,斑块密度降低,廊道密度上升,景观格局趋于合理.
关键词:绿地系统规划;景观生态学;评价指标;大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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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short,
 

middle,
 

and
 

long
 

term
 

plans
 

respectively
 

on
 

Dayao
 

county’ s
 

public
 

park,
 

nursery,
 

green
 

buffer
 

zone,
 

attached
 

green
 

space,
 

other
 

green
 

space
 

with
 

the
 

ideas
 

of
 

ecology
 

theo-
ry

 

and
 

people-oriented
 

theory,
 

and
 

uses
 

6
 

ecological
 

indexes
 

to
 

eval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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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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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including
 

diversity
 

index,
 

advantage
 

index,
 

average
 

index,
 

patch
 

fragmentation,
 

patch
 

density
 

and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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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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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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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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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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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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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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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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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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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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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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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工程措施的综合治理方式生态复绿和景观效果

最好. 城市裸露山体的生态修复是极其复杂的工程,
治理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虽然目前还存在一

些不足,但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裸露山

体的整治一定会取得更好成效. 本评价选用 4 个评

价项目 11 个评价因子分析生态复绿效果,是否完

善,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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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姚县概况

大姚县位于云南省北部滇中高原,楚雄彝族自

治州的西北部,北濒金沙江,距昆明市 250
 

km,离楚

雄州府 100
 

km. 县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峰峦起伏,群
山连绵,山川相间,地形地貌极为复杂,较大的河流

有 16 条. 大姚县下辖 3 镇 9 乡,县城位于金碧镇,
2007 年县城规模 8. 2

 

km2,其中建成区 4. 0
 

km2 . 大
姚县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有唐代修建的大姚白

塔、明朝的文笔塔,明末清初的锁水塔,石羊古镇、石
羊孔庙、妙峰德云寺等[1] .

2 大姚县城绿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 1 大姚县城绿地现状

2008 年末县城园林绿地面积 125. 54
 

hm2,其中

公园绿地(包括白塔公园、南塔公园、西山森林公

园)面积 28. 3
 

hm2,附属绿地面积 31. 3
 

hm2,防护绿

地面积 64. 11
 

hm2,生产绿地面积 3. 0
 

hm2 . 建成区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8. 09
 

m2 / 人,绿地率 31. 39%,绿
化覆盖率 35%.
2. 2 大姚县城绿化存在的问题

县城公园绿地布局不合理、不均匀,公园绿地种

类单一,综合性公园功能尚不完备,且集中分布在城

区的中南部,缺乏街旁小游园和广场绿地. 道路绿地

绿化形式单一、树种单一. 生产绿地分布零散,不利

于管理和规模化. 对于垃圾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没

有设置相应的防护绿地. 整个城区的绿地绿化树种

单一,没有地方特色,乡土树种少. 县城现状绿地未

形成一定布局结构,是一个不完善的县城绿地系统.

3 大姚县城绿地系统规划概述

针对大姚县城绿化存在的问题,对绿地系统进

行了合理规划. 以大姚县城区绿地系统为核心,最终

将大姚县城打造为现代化的生态园林县城,空间布

局上以“一带、一环、二廊、五线,七斑块”为核心的

形式,构建覆盖全县城且点、线、面结合的绿色生态

系统[1] .
3. 1 公园绿地规划

2008 年大姚县人均占有公园绿地面积为 8. 09
 

m2 / 人,2010 年将达到
 

12. 71
 

m2 / 人,2015 年达到

15. 05
 

m2 / 人,2020 年达到 16. 03
 

m2 / 人. 在规划期

限内将改扩建和新建 21 个城市公园及街旁绿地,与
原有的公园共同构成公园系统,具体包括 4 个县级

综合性公园、2 个区级综合公园及 1 个带状公园,1
个居住区公园,14 个街旁绿地;最终形成布局均匀、
合理、完善的城市公园绿地系统.

3. 2 生产绿地规划

2020 年大姚县生产绿地面积将达到 31. 62
 

hm2,其中只有 3. 96
 

hm2
 

的生产绿地在规划区以内,
其他 27. 66

 

hm2
 

在规划区以外,不计入指标计算.
3. 3 防护绿地规划

将建设 30
 

m 宽高压走廊防护绿地;50 ~ 80
 

m 宽

工业防护绿地;县医院防护绿地、机械厂防护绿地、
皮革厂防护绿地;还要在县城南、北部的入城口处南

永公路两侧各设置 20
 

m 宽的防护绿地. 在新建工业

区外围分别设置 20 ~ 30
 

m 宽的卫生隔离带;大姚县

西河、小南河两侧、海子水库防护绿地、东北水库防

护生态保护绿地.
 

3. 4 附属绿地规划

附属绿地总面积为 106. 8
 

hm2,近期主要是对

县城老城区及南部新区道路、居住区、单位附属绿地

的完善与建设;中期主要规划新建了县城东部的附

属绿地;到远期末(2020 年),城市附属绿地总面积

达 106. 8
 

hm2 以上.

4 基于景观生态学指标对大姚县城绿地系统

进行评价分析

　 　 绿地系统规划是在城市基底上人为制造景观生

态学中的基质、斑块与廊道,因此绿地系统规划是否

科学合理就可以用景观生态学的指标进行评价. 现
以多样性、优势度、均匀度、斑块破碎度、斑块密度、
廊道密度指标对规划前后的绿地系统及绿地系统中

各类型绿地进行评价分析.
4. 1 指标计算

首先,根据景观生态数量化方法,通过现场调

查、卫星影像图进行了基础数据统计(表 1). 其次,
对绿地系统的多样性 ( H)、均匀度 ( E)、 优势度

(D)、斑块破碎度( FN)、斑块密度( C)、廊道密度

(LC)6 项指数按各项指标的公式进行计算[2-6] ,计
算结果见表 2.

表 1　 大姚县城绿地的现状与规划情况

Tab. 1　 Green
 

area
 

of
 

Dayao
 

in
 

2008
 

and
 

2020
                       

名称 年份 公园绿地 附属绿地 防护绿地 生产绿地

面积 /
 

hm2 2008 28. 30 30. 13 64. 11 3. 00

2020 104. 19 106. 83 108. 26 34. 62

比例 / % 2008 22. 54 24. 00 51. 07 2. 39

2020 29. 44 30. 19 30. 59 9. 78

斑块数 / 块 2008 3 95 6 1

2020 22 99 2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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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姚县城绿地系统景观生态指标

Tab. 2　 Landscape
 

Ecology
 

indexes
 

of
 

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in
 

Dayao

年份 多样性 均匀度 优势度
斑块

破碎度
斑块密度

/ (块·km-2 )
廊道密度

/ (km·km-2 )

2008 1. 60 0. 801 0. 398 0. 024 83. 64 2. 57

2020 1. 89 0. 946 0. 108 0. 008 41. 82 4. 43

4. 2 指标分析

4. 2. 1 多样性指数(H)分析
  

大姚县城景观的多样性指数从 2008 年的 1. 60
提高到 2020 年的 1. 89,这代表大姚县城绿地景观

种类丰富. 多样性指数变大意味着规划期末景观异

质性更大、景观稳定性更强.
4. 2. 2 优势度(D)分析

优势 度 由 规 划 前 的 0. 398 降 至 规 划 后 的

0. 108,反映出少数景观类型占有一定的优势状况得

到改善,说明由于规划使得绿地得到均衡发展,绿地

系统更加完善、合理.
4. 2. 3 均匀度(E)分析

  

现状的均匀度指数较规划后低,均匀度变大,即
由 0. 801 增加到 0. 946,表明景观结构在规划后更

合理,有利于保持景观的稳定.
4. 2. 4 斑块破碎度指数(FN)分析

  

现状景观的破碎度达 0. 024,规划后破碎度仅

有 0. 008,说明经过绿地系统规划后县城绿地景观

的连续性得到提高. 在县城规划区内营建了“点、
线、面”交织的景观生态系统,使各种景观大道、绿
廊、蓝廊相互交织,构成不同层次类型的网络系统,
共同营造“山在城中、山环水抱” 的城市景观生态

格局.
4. 2. 5 斑块密度(C)分析

  

2008 ~ 2020 年,大姚县城景观斑块密度指数从

83. 64 块 / km2 下降到 41. 82 块 / km2,这表明大姚县

城绿地景观受人为干扰减少,县城生态化水平提高.
4. 2. 6 廊道密度(LC)分析

 

廊道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绿色廊道长度[6] . 由
表 2 可知,廊道密度由 2008 年的 2. 57

 

km / km2 上升

到 2020 年的 4. 43
 

km / km2
 

,表明各类绿地的连接度

变得更高,也表明规划后绿地格局更趋合理.

5 结语

通过以上对县城绿地现状与规划期末景观特征

指标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规划期末大姚县城绿地

景观斑块密度有大幅下降;多样性和均匀度有一定

增加,而优势度和景观破碎度有所下降;廊道密度有

较大的增加. 这些变化表明,规划后的景观结构具有

更高的稳定性,绿地景观空间格局基本合理. 在规划

中某些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如未考虑大姚自身的自

然条件,规划的生产绿地面积过大;街旁绿地面积较

小,这给将来的规划设计带来了难题,但是通过规划

构建了较为合理的城市绿地生态系统,也为实现

“山护城、水映城、地生绿、人快乐、社会和谐、生态

良好”的山水生态园林县城的目标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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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的绿地系统建设

韦春义,马英玲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4)

摘要:介绍城市绿化具有的降温增湿、碳氧平衡、净化空气、减弱噪音、美化环境等生态环境效应. 分析我国城市绿

化目前存在着的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全面,园林绿地数量少,质量差,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藉此提出了制定绿地空间

布局规划与城市生物保护规划,奠定以林为底色的城市环境,大力推进城郊绿化,发展生态旅游,提高城市绿地率

等城市绿地系统建设措施.
关键词:生态城市;城市绿化;绿地系统建设;城市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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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城市是人与自然的完满而和谐的理想城

市,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一类社会、经济、
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

循环的人类聚居地. 现代城市规划已不再仅仅局限

于城市空间的机械布置,而是把城市的发展与自然

生态有机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生态系统的绿

地建设是生态城市规划的中心环节,城市绿地在城

市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减少大气

污染、减弱噪声、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环境、维
持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笔者结合城市绿化

的生态环境效应及目前我国城市绿化的现状,探讨

生态城市绿地建设方法.

1 城市绿化的生态环境效应

1. 1 城市绿化的降温增湿效应
 

随着城市的发展,大量的生产、生活燃料放热,

地面相当大的面积被建筑物和水泥、柏油路面覆盖,
植被少,空气中经常存在着大量污染物,使“城市热

岛效应”越来越明显. 综合国内外研究情况,绿化能

使局部地区气温降低 3 ~ 5℃ ,增加相对湿度 3% ~
12%. 据广州市测定,城市中的公园绿区日平均气温

比未绿化的居民区低 2. 1℃ ,日最高气温低 4. 2℃ .
1. 2 城市绿化的碳氧平衡效应

绿色植物的呼吸是吸收空气中的 CO2,放出

O2,不少的研究资料表明具有乔、灌、草的绿地每公

顷可产生 183
 

t
 

O2,吸收 CO2 约为 252
 

t. 据冯采芹等

(1992)对北京市的研究指出,当绿化覆盖率小于

10%时,二氧化碳的浓度较高;当绿化覆盖率达 30%
以上时,二氧化碳浓度呈直线下降;当绿化覆盖率达

40%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保持正常的含量水

平(320×10-6 ). 因此,确保城市一定的绿地面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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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碳氧平衡的重要因素.
1. 3 城市绿化植物对空气的净化效应

 

城市绿化植物可吸附空气中的粉尘、SO2、NO、

HF 等污染物,净化空气,减少污染. 近年来,由于城

市工业的发展和城市汽车数量的猛增,空气中的粉

尘、SO2、NO、HF 等污染物浓度越来越大,有些已成

为城市的一大公害. 如 19 世纪 40 年代,发达国家的

大量汽车和工厂以石油为燃料,所排放的废气通过

紫外线的照射和化学反应而形成一种新的污染物,
1943 年后,美国洛山矶不断出现这种光化学烟雾,
滞留几天不散,使居民眼红、喉疼、咳嗽,甚至造成死

亡,称“洛山矶”烟雾. 绿色植物对粉尘、SO2、NO、HF
等污染物有滞留、吸附、过滤作用,据冯采芹等人的

实验,15
 

a 生侧柏每公顷每月可吸收 SO2
 45. 5

 

kg 即

0. 56
 

t / a·hm2 . 据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等( 1981) 测

定,含 HF 的空气通过 20
 

m 的阔叶林带后,其浓度

比空旷地降低 10%以上;又据北京环境保护研究所

(1977)对 80 ~ 100
 

m 宽的果树林测定,通过林地后

空气中的 HF 浓度比通过同样距离的空旷地下降

22. 21%. 绿地、林带对减少大气飘尘的效果也非常

显著,据何绿萍(1992) 对北京市测定,夏季成片林

地减尘率可达 61. 1%,冬季也有 20%左右,街道绿

带减尘率为 22. 5% ~ 85. 5%.
1. 4 城市绿化植物减弱噪音效应

 

绿化植物减弱噪音效应是通过风吹树叶、枝条

撞击产生压制效应,减弱对噪音的感觉、反射、分散

波. 据江苏植物所对林带结构与噪音效果的研究认

为:林带的宽度,市内以 6 ~ 15
 

m,市郊以 15 ~ 30
 

m
为好;林带结构以乔、灌、草结合紧密林带为好,阔叶

树比针叶树有更好的减噪效果,特别是高绿篱防噪

效果最佳.
 

1. 5 城市绿地、森林为人类提供美好的生活环境
  

城市绿地、森林具有降温(夏季)、增加相对湿

度、灭菌、调节空气负氧离子、美化环境等功能
 

,给
人们提供了美好的生活环境. 据谢维等人对抚顺环

城林与市区对微生物种群数测定,对人体危害最大

的细菌,市内是林带内的 32. 65 倍,森林灭菌作用又

以针叶林的功能最强.
在人口稠密、环境污染严重的城市,城市绿地有

多方面的功能和效益,但城市绿地类型不同,绿化树

种、树龄、树冠、结构等不同,其生态环境效应也有很

大差别.

2 目前我国城市绿化存在的问题

2. 1 缺少周密的、有预见性的城市总体规划,一味追

求高楼大厦,忽略了绿色空间

　 　 应首先让绿色如森林、公园及一切城市绿化占

据大地之后再把人居空间“播放”在具有生态环境

的大地上,力诫做一个项目搞一次绿化,缺乏宏观整

体性. 另外,城市绿化布局不合理,也影响了城市绿

地效益和功能的发挥.
2. 2 城市园林绿地数量少,绿地覆盖率低,人均绿化

面积指标低,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低

　 　 由于园林绿化属于公益事业,国家有限的资金

只能将园林绿化建设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以
至我国城市绿地指标与先进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过

低. 联合国规定城市人均绿地标准为 50 ~ 60
 

m2,我
国规定人均绿地标准为 7 ~ 11

 

m2,与联合国标准相

差甚远,且目前很多城市的绿地面积都还没有达到

这一标准. 本世纪初全国城市绿化覆盖率平均约

25%,且城市建设中地面硬化,湖滨河道石岸化,植
被人工化,景观简单化等人工化趋势严重,城市绿地

的环境效能低下.
2. 3 城市绿化简单化,植物种类单一,“大草坪热”

居高不下

　 　 我国很多城市绿化植物种类单一,植物配置与

造景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较差,观赏园艺水平低. 此
外,一些城市以修建大面积的草坪作为衡量城市绿

化覆盖率的指标之一,但面积的增加不等于观赏价

值的提高和城市绿地功能效益的提高,无论从种植

和维护费上,或城市节水、生态效益上看,树木远优

于草坪.
2. 4 重种植轻管护

城市绿化植物中的一些是引进或移栽过来的,
尤其是近年来古树、老树的移栽较热,在市区内种植

1
 

000 ~ 2
 

000 元 / 棵古树的城市已很普遍. 但移栽古

树或老树因树龄大,树势弱,容易滋生病虫害,如根

腐病、天牛、小蠹虫等病虫危害. 只有加强管护,增强

树势,才能确保城市绿化植物的引进或移栽成功.
2. 5 森林生态环境质量降低

城市周围或市郊,由于多年对林木过度采伐,森
林覆盖率降低,大大削弱了森林生态环境质量,造成

森林持水能力下降,水土流失严重,野生动植物适生

面积缩小,种群及数量锐减等影响.

3 城市绿地系统建设措施

城市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具有自净能力

·541·第 2 期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的组成部分,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丰富与美化景

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要建设好绿色城市,一定要

在绿色观念指导下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推行

绿地系统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进行. 绿地系统

规划只是在城市总体规划总图的基础上“见缝插

绿”,是导致我国城市绿地建设水平不高的重要原

因之一.
3. 1 制定绿地空间布局规划与城市生物保护规划

城市绿地空间布局规划应基于城市生态环境保

护、治理的原则,开拓具有相当规模且成片成带的绿

地,使之发挥对城市环境与风貌宏观调控的效能. 同
时也应从市民使用的目标出发,建立类型丰富多样、
服务半径分级均衡的各类分区绿地公园和小型绿

地,以发挥绿地对居民从生理到心理以至观赏的各

种作用. 组织多种形式的绿色体系,如组织以森林公

园、动物园为主体的观赏娱乐体系,以行道树削尘减

噪为主体的市容美化体系,以风景区绿化为主体的

风景旅游体系;以小型绿地开放为特色的日常休息

活动体系以及防护林、防沙林为主体的防护林体系.
一个城市绿地系统的布局是否科学、合理,在很大程

度上与如何利用该城市的自然地理、自然空间及有

机布置不同功能绿地有关,与城市的总体规划建设

用地布局是否合理有关,故城市总体规划应与城市

绿地系统专项规划同时进行,切忌先总体规划后绿

地规划的“补绿”做法. 此外,在考虑绿地布局时,不
能“以城市论城市”,应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

虑,完善绿地系统生态还原功能,保护和恢复城市生

物多样性.
3. 2 奠定以“林”为底色的城市环境

我国城市基本上都是在比较开阔平坦的地方建

造起来的,周围缺乏像样的植被,即使有也都在城市

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被砍伐殆尽,因而应以树为主,
乔、灌、草、藤、花结合,多树种混合,大量种树,适度

种草. 在城区营造以若干大块林地为核心,众多功能

各异,规模不等的林带、林园及小片林地为环拱并相

互连结的绿化体系. 通过景观设计,建立以各类动植

物保护区为主的自然景观和以建筑、园林等为主的

人文景观. 奠定以“林”为底色的城市环境基础,缓
解城市“热岛效应”,改善大气质量,从根本上提高

城市生态环境状况.
3. 3 大力推进城郊绿化

近城郊区的绿地以乔、灌、草垂直结构并具有一

定宽度或面积效果最佳,在布局上应视所处位置的

功能差异而定,如工矿区应以滞尘、对有毒气体的吸

收和转化为主;居民区则以美化、净化空气、制造较

多的负氧离子为主;交通干道两旁的林带线绿地应

以减少噪声和吸收氮氧化合物为主. 特大城市和风

沙侵害严重的城市周围应形成较大的绿化隔离林带

和城郊一体的城市绿化系统. 在城外郊区应发展生

态林业,大力开展植树造林,调整林产结构,划分公

益林和商品林,推行森林分类经营. 禁止毁林开垦和

乱占林地,防止过度发展人造板、造纸等竹木资源高

消耗、污染较大的加工企业,确保森林资源的永续

利用.
3. 4 发展生态旅游

城市的形成源于人类祖先“逐水草而居” 的生

存准则,故大多数城市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基础. 发
展生态旅游是依据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生态旅游

的要求进行的旅游开发,有利于城市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的修复和保护.
   

3. 5 提高城市绿地率

对城市生态规划,应制定城市各类绿地指标,确
定各项绿地的用地范围,合理安排整个城市园林绿

地系统的结构和布局形式,研究维持城市生态平衡

的绿地覆盖率和人均绿地,合理设计、合理配置. 如
从供给人们呼吸新鲜空气角度去规划绿地面积的

话,所需绿地面积因所采用的绿化树种不同而异. 建
立城市的绿色保护体系,加大公共绿地面积,建设森

林公园,增加居民的户外活动空间,充分发挥绿地系

统的社会效益. 推广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湖河溪流

水体的坡岸绿化,通过合理布局绿地来减少汽车尾

气、烟尘等环境污染. 在建设用地范围外,规划区范

围内增加绿地面积,如增加郊区公园绿地面积和增

加生态环境绿地建设,包括城市隔离带、各类防护绿

地、农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山林水库保护区等,提
高城市绿地率,发挥绿地的功能和作用.

参考文献:

[1] 马晓明 . 环境规划理论和方法[ M]. 北京:化学工业出

版社,2004:258
 

-274.
[2] 张宝莉,徐玉新 . 环境管理与规划[ M] . 北京:中国环

境科学出版社,2004:386-410.
[3] 杨丽丽 . 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 J] .

山西建筑,2009(33):38-39.
[4] 刘莹 . 相地合宜地塑造城市地域景观[ J] . 山西建筑,

2009(33):25-26.
[5] 韩春伟 . 浅谈森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J] . 科技资讯,

2009(31):105.

·641· 第 35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