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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尾巨桉、巨尾桉短周期工业原料林地位指数表的编制

韩培新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在韶关市曲江区、曲仁区和浈武区的 20 个乡镇各种立地条件和不同年龄的桉树(尾巨桉、巨尾桉)林分中,调
查了标准地 93 块。 利用调查资料拟合的树高与年龄导向曲线回归方程为 H = 101. 4359-1. 7882 / / A。 作为桉树短周期工

业原料林地位指数表导向曲线的最优模型,用标准差调整法编制了桉树短周期工业原料林地位指数表,并对其精

度进行了检验。
关键词:地位指数表;尾巨桉;巨尾桉;短周期工业原料林;标准差法;韶关市

中图分类号:S792. 39;S759;S758.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12)04-0001-04

Site
 

Index
 

Table
 

Compilation
 

for
 

Short-rotation
 

Industrial
 

Raw
 

Material
 

Forest
 

of
 

Eucalyptus
 

grandis
 

and
 

Eucalyptus
 

urophy
 

Plantation
 

in
 

Shaoguan

HAN
 

Pei-xin
(Guangdong

 

Institute
 

of
 

Forestry
 

Surveying
 

and
 

Designing,
 

Guangdong
 

510520,
 

China)

Abstract:
  

Ninety-three
 

Eucalyptus
 

sample
 

plots
 

which
 

distributed
 

in
 

20
 

villages
 

and
 

towns
 

from
 

Qujiang,
 

Quren
 

and
 

Zhenwu
 

districts
 

of
 

Shaoguan
 

were
 

surveyed
 

under
 

different
 

ages
 

and
 

different
 

site
 

conditions.
 

By
 

investigating
 

the
 

data
 

and
 

calculations,
 

obtained
 

the
 

curv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tree
 

height-age
 

rela-
tions,

 

H = 10 1. 4359-1. 7882 / A .
 

which
 

was
 

selected
 

as
 

the
 

optional
 

model
 

of
 

guide
 

curve
 

of
 

site
 

index
 

for
 

short-rotation
 

industrial
 

timber
 

eucalyptus
 

plantation.
 

The
 

site
 

index
 

table
 

of
 

Eucalyptus
 

plantation
 

was
 

complied
 

with
 

adjusting
 

standard
 

deviation.
 

The
 

model
 

was
 

tested
 

and
 

it
 

s
 

accuracy
 

could
 

met
 

the
 

requirement.
Key

 

words:
  

site
 

index
 

table;
 

Eucalyptus
 

urophy;
 

Eucalyptus
 

grandis;
 

short
 

rotation
 

industrial
 

raw
 

mate-
rial

 

forest;
 

standard
 

deviation;
 

Shaoguan
 

City
 

收稿日期:2012-04-29;修回日期:2012-06-18
作者简介:韩培新(1963-),男,广东廉江人,工程师。 主要从事森林资源监测和营造林工程规划研究工作。

　 　 森林立地质量的高低对林木产量的影响很大,
一切森林经营活动和预估林分生长收获都离不开立

地质量的评价[1] 。 森林立地分类及立地质量评价

是科学造林、育林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 地位指数

表是评价森林立地质量、预测森林生产力等森林经

营的基础数表,在立地分类和评价、造林规划设计、
森林经营管理等方面广泛应用,是最广泛地评定有

林地生产力的技术方法[2] 。 韶关市从 1988 年开始

引种巨尾桉、尾巨桉等桉树品种,是广东省最早种植

巨尾桉和尾巨桉新品种的区域[3] 。 目前广东省内

尚未开展尾巨桉、巨尾桉短周期工业原料林地位指

数表的研究。 为此,作者调查了韶关市各种立地条

件和不同年龄的尾巨桉、巨尾桉短周期工业原料林

的生长状况,编制了尾巨桉、巨尾桉人工林地位指数

表,以满足当前生产和科学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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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来源

韶关市林地资源丰富,巨尾桉、尾巨桉等桉树品

种已在各区县大面积推广造林,全市造林面积达

2. 7 万
 

hm2,测定收集的样木材料主要来源于韶关

市各区县的 20 个乡镇不同立地条件下的 93 块样

地。 标准地面积为 0. 04
 

hm2,分布于各种立地条件

和不同年龄的林分内。
1. 2 研究方法

对每块标准地进行每木检尺、实测树高及 5 株

优势木高。 标准地材料按 1 年为 1 个龄级归类,分
别计算各龄级优势木平均高以及标准差(S)和 H±
3S,落在倍标准差上、下限以外的样本舍去,经检查

无异常数据后,分成编表标准地 78 块和检验标准地

(固定标准地)15 块。 有关数据及处理结果见表 1。

表 1　 韶关市桉树(尾巨桉、巨尾桉)标准地龄阶、树高

Tab. 1　 Investigated
 

data
 

about
 

age
 

gradations
 

and
 

tree
 

heights
 

of
 

temporary
 

sample
 

for
 

plantations
 

of
 

Eucalyptus
 

in
 

Shaoguan

龄级
树高 / m

1 2 3 4 5

1 1. 8 2. 5 3. 0 3. 1 2. 9

2 8. 6 8. 8 9. 4 7. 4 8. 2

3 10. 6 10. 5 10. 1 9. 6 9. 4

4 11. 5 12. 5 12. 3 10. 1 10. 7

5 11. 9 12. 2 12. 6 11. 4 11. 2

6 12. 3 12. 4 13. 6 14. 2 12. 8

7 14. 2 14. 6 14. 3 14. 6 13. 2

8 14. 9 15. 1 14. 6 14. 9 15. 8

9 15. 9 15. 9 16 15. 5 16. 8

10 18. 8 16. 9 16. 4 17. 3 17. 4

2 地位指数表的编制

2. 1 数学模型的拟合

地位指数是指在某一立地上特定基准年龄时林

分优势木的平均高度值,依据林分优势木平均高与

林分优势木年龄的关系所编制的数表称作地位指数

表。 在林分优势树高生长曲线簇中,有一条代表在

中等立地条件下林分优势高随林分年龄变化的生长

曲线,这条曲线称作导向曲线[4] 。 根据树高(H)与

年龄(A)的数学模型 H = 10a+b / A,依据标准地调查资

料,通过统计分析计算得 a = 1. 435
 

9,b = -1. 788
 

2,相
关系数 R = 0. 987

 

4,则拟合的树高与年龄导向曲线

回归方程式为 H = 101. 4359-1. 7882 / / A。 由导向曲线回归

方程求得各龄阶的树高值(表 2)。
2. 2 优势树高标准差计算

树高标准差的计算有 2 种方法:①计算各龄级

的标准差;②用各龄级树高的理论值与实测值之差

来计算。 本次编表采用第二种方法来计算标准差,
结果见表 3。

标准差计算公式:SAi =
∑(Hi-Hij) 2

Ni-1
式中:SAi 为各龄级的标准差;Hij 为各龄级实测树

高;Hi 为各龄级理论树高;Ni 为各龄级的标准地

块数。
据计算的各龄阶树高标准差与龄级的关系,选

用各龄级树高理论标准差(SAi) 与龄阶(A) 的数学

模型为:SAi = c+dA。 求得参数值为:c = 0. 997
 

6,d =
0. 179

 

4,相关系数 R = 0. 936
 

2,查相关系数检验表

得:R7
0. 01 = 0. 797

 

6,其相关性达极显著水平。 则回归

方程为:SAi = 0. 9976 + 0. 1794A,由此方程求得各龄

阶树高理论标准差(表 4)。
2. 3 树高变动系数的计算

树高变动系数计算公式:CH =
SAi

Hi
×100%

式中:CH 为各龄级树高变动系数;Hi 为各龄级理论

树高。
计算结果见表 5。
据计算的各龄阶树高变动系数与龄级理论树高

的关系,选用各龄级树高理论标准差( SAi ) 与龄阶

(A)的数学模型为:SAi = e +fA。 求得参数值为:e =
0. 204

 

9,f = -0. 008
 

2,相关系数 R = 0. 827
 

5,查相

关系数检验表得:R7
0. 01 = 0. 764

 

6,其相关性达极显

表 2　 树高与年龄导向曲线上各龄级树高值

Tab. 2　 Tree
 

height
 

number
 

of
 

each
 

age
 

gradation
 

in
 

the
 

tree
 

height-age
 

regression
 

curve

龄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论树高 3. 48 6. 92 9. 75 11. 97 13. 74 15. 15 16. 31 17. 27 18. 08 18. 76

·2· 第 37 卷



韩培新:韶关市尾巨桉、巨尾桉短周期工业原料林地位指数表的编制

表 3　 各龄级树高标准差

Tab. 3　 Standard
 

deviation
 

of
 

tree
 

height
 

of
 

each
 

age
 

gradation
 

龄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树高标准差 0. 736 1. 481 1. 660 1. 944 2. 074 2. 124 2. 254 2. 310 2. 395 2. 891

表 4　 各龄级树高的理论标准差

Tab. 4　 Theoretical
 

standard
 

deviation
 

of
 

tree
 

height
 

of
 

each
 

age
 

gradation

龄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论标准差 1. 177 1. 356 1. 536 1. 715 1. 895 2. 074 2. 253 2. 433 2. 612 2. 792

表 5　 各龄级树高的变动系数

Tab. 5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each
 

age
 

gradation's
 

tree
 

height

龄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计算树高变动系数 0. 2112 0. 2142 0. 1703 0. 1624 0. 1510 0. 1402 0. 1382 0. 1338 0. 1325 0. 1541

著水平。 则回归方程为:SAi = 0. 2049 - 0. 0082A,由 此方程求得各龄阶树高理论标准差(表 6)。

表 6　 各龄级树高的理论变动系数

Tab. 6　 Theoretical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each
 

age
 

gradation's
 

tree
 

height

龄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论树高变动系数 0. 197 0. 189 0. 18 0. 172 0. 164 0. 156 0. 148 0. 139 0. 131 0. 123

2. 4 标准年龄的确定

确定标准年龄的目的是寻找树高生长趋于稳定

且能灵敏反映立地差异的年龄[4] 。 根据表 5 树高理

论变动系数可以看出,尾巨桉、巨尾桉树高 6 年前相

对变动较大,6 年以后树高变动趋于稳定,而且尾巨

桉、巨尾桉短周期工业原料林材积数量成熟龄一般

为 6 ~ 8
 

a。 综上所述,将尾巨桉、巨尾桉的标准年龄

定为 6
 

a(即 A0 = 6
 

a)。
2. 5 指数级距(C)的确定

指数级距是依据树种在标准年龄时树高的绝对

变动幅度及经营水平来确定的[4] 。 尾巨桉、巨尾桉

树高 6
 

a 生时的变动范围为 10. 1 ~ 23. 3
 

m,故确定

级距为 2
 

m,其立地指数可划分为 8 个立地指数级。
2. 6 地位指数曲线各龄级树高的调整

2. 6. 1 导向曲线各龄级树高的调整

通常在标准年龄时,导向曲线的理论树高值恰

好不为地位指数级数值,因此要以导向曲线为基础,
按标准年龄时树高值和指数级距,采用标准差或变

动系数调整法进行调整[4] 。 本次采用标准差调整

法,调整结果见表 4,其调整按下式进行:

Hij =Hik±[(
HOJ-HOK

SAO
)] ×SAi;

式中:Hij 为第 i 龄级第 j 指数级调整后的树高;Hik

为第 i 龄级的导向曲线树高;HOJ 为标准年龄时第 j
指数级的树高;HOK 为标准年龄时导向曲线树高;
SAO 为标准年龄所在龄级树高标准差理论值;SAi 为

第 i 龄级树高标准差理论值。
2. 6. 2 各地位指数曲线各龄级树高的调整

以调整后的导向曲线(18 级)为准,按指数级距

(C = 2
 

m),逐龄级导算出各地位指数级曲线上的树

高值(表 7)。 调整按下式计算:
Hij =Hik±K jSAi;KJ =C / SAO

2. 7 地位指数表的编制

把表 4 各指数级的龄级树高值加减各指数级各

龄级调整值的 1 / 2,即得各指数级上、下限树高值,
然后列示为地位指数表(表 8)。

·3·第 4 期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表 7　 各地位指数曲线各龄级树高

Tab. 7　 Status
 

index
 

curve
 

of
 

each
 

age
 

gradation’s
 

tree
 

height

地位指数
各龄级树高

1 2 3 4 5 6 7 8 9 10

24 8. 50 12. 70 16. 30 19. 29 21. 82 24. 00 25. 92 27. 65 29. 22 30. 68

22 7. 37 11. 40 14. 82 17. 64 19. 99 22. 00 23. 75 25. 30 26. 70 27. 98

20 6. 23 10. 09 13. 34 15. 99 18. 17 20. 00 21. 58 22. 96 24. 18 25. 29

18 5. 10 8. 78 11. 86 14. 33 16. 34 18. 00 19. 40 20. 61 21. 66 22. 60
 

1. 18 1. 36 1. 54 1. 72 1. 89 2. 07 2. 25 2. 43 2. 61 2. 79

每一级调整值 1. 14 1. 31 1. 48 1. 65 1. 83 2. 00 2. 17 2. 35 2. 52 2. 69

16 3. 96 7. 47 10. 38 12. 68 14. 51 16. 00 17. 23 18. 26 19. 15 19. 91

14 2. 83 6. 16 8. 89 11. 02 12. 69 14. 00 15. 06 15. 92 16. 63 17. 22

12 1. 69 4. 86 7. 41 9. 37 10. 86 12. 00 12. 88 13. 57 14. 11 14. 52

10 0. 56 3. 55 5. 93 7. 72 9. 03 10. 00 10. 71 11. 23 11. 59 11. 83

表 8　 桉树(尾巨桉、巨尾桉)短周期工业原料林地位指数

Tab. 8　 Tree
 

height
 

table
 

about
 

site
 

Index
 

scopes
 

for
 

Short-rotation
 

Industrial
 

Timber
plantations

 

of
 

Eucalyptus
 

in
 

Shaoguan

龄级
各指数级树高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1 0~ 1. 27 1. 13 ~ 2. 26 2. 26 ~ 3. 4 3. 4~ 4. 53 4. 53 ~ 5. 67 5. 67 ~ 6. 8 6. 8 ~ 7. 94 7. 94~ 9. 07

2 2. 89 ~ 4. 20 4. 2 ~ 5. 51 5. 51 ~ 6. 82 6. 82 ~ 8. 13 8. 13 ~ 9. 43 9. 43~ 10. 74 10. 74~ 12. 05 12. 05~ 13. 36

3 5. 19 ~ 6. 67 6. 67 ~ 8. 15 8. 15 ~ 9. 64 9. 64~ 11. 12 11. 12 ~ 12. 6 12. 6~ 14. 08 14. 08~ 15. 56 15. 56~ 17. 04

4 6. 89 ~ 8. 54 8. 54 ~ 10. 2 10. 2 ~ 11. 85 11. 85 ~ 13. 5 13. 5~ 15. 16 15. 16 ~ 16. 81 16. 81~ 18. 47 18. 47~ 20. 12

5 8. 12 ~ 9. 95 9. 95 ~ 11. 77 11. 77 ~ 13. 6 13. 6~ 15. 43 15. 43 ~ 17. 25 17. 25 ~ 19. 08 19. 08~ 20. 91 20. 91~ 22. 73

6 9 ~ 11 11 ~ 13 13 ~ 15 15 ~ 17 17 ~ 19 19 ~ 21 21~ 23 23~ 25

7 9. 63 ~ 11. 8 11. 8 ~ 13. 97 13. 97 ~ 16. 14 16. 14 ~ 18. 32 18. 32 ~ 20. 49 20. 49 ~ 22. 66 22. 66~ 24. 84 24. 84~ 27. 01

8 10. 05 ~ 12. 4 12. 4 ~ 14. 74 14. 74 ~ 17. 09 17. 09 ~ 19. 44 19. 44 ~ 21. 78 21. 78 ~ 24. 13 24. 13~ 26. 47 26. 47~ 28. 82

9 10. 33 ~ 12. 85 12. 85 ~ 15. 37 15. 37 ~ 17. 89 17. 89 ~ 20. 41 20. 41 ~ 22. 92 22. 92 ~ 25. 44 25. 44~ 27. 96 27. 96~ 30. 48

10 10. 49 ~ 13. 18 13. 18 ~ 15. 87 15. 87 ~ 18. 56 18. 56 ~ 21. 25 21. 25 ~ 23. 95 23. 95 ~ 26. 64 26. 64~ 29. 33 29. 33~ 32. 02

3 地位指数表的检验

3. 1 模型检验

利用未参加建模的 15 个固定标准地为检验样

本,对模型进行适用性和精度分析。 模型估计值为

H估,实测值为 H实,差值为△H,采用成对数据 T 检

验法检验[5] 。
△H=H估-H实;H=h估-h实

SH = ∑(△H-H) 2

N-1
= 1. 0327;

 

T=
H
SH

= 0. 0776

平均相对误差:R = ∑
(H估-H实)

H实

×100%
N

= 0. 6292%

相对总误差:Q =
∑(H估-H实)

∑H实

×100%

= 0. 59%
3. 2 精度分析

相对误差限:E% =
T0. 05 ×SH

H实

×100% = 0. 185%

精度:P% = 100%-E% = 99. 815%;
T(0. 05)(14) = 2. 145 (下转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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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ArcGIS
 

10 应用软件,以制作公益林建设项目作业设计图为例,阐述林业工程项目作业设计图的一般制

作方法和步骤,包括栅格地形图坐标定义和地理配准,建立点、线、面数据层,以及项目位置示意图和小班作业设计

附图的制作方法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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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rcGIS
 

10
 

application
 

software,
 

taking
 

Non-commercial
 

forest
 

construction
 

pro-
ject

 

design
 

as
 

an
 

example,
 

elaborated
 

the
 

forestry
 

engineering
 

project
 

general
 

design
 

methods
 

and
 

steps,
 

including
 

raster
 

topographic
 

map
 

coordinates
 

definition
 

and
 

geographical
 

registration,
 

establishment
 

of
 

point,
 

line,
 

surface
 

data
 

layer,
 

as
 

well
 

as
 

the
 

project
 

location
 

map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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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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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林业的重视,重点林区县的

林业投入不断加大,林业建设项目不断增多,县级林

业部门承担了各项林业工程的作业设计和具体实施

工作。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各级林业部门

对工程项目作业设计的深度要求越来越高,作业设

计图是作业设计的主要内容之一,如何快速制作既

美观又实用的作业设计图,是基层林业主管部门设

计人员都要掌握或了解的一项技术。 本文以 Arc-
GIS

 

10 为制图工具,从地形图配准开始,按步骤介绍

和总结制作公益林建设项目作业设计图的方法和

步骤。

1 软件概况

ArcGIS
 

10 是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 ( Environ-

mental
 

System
 

Research
 

Institute,ESRI) 开发的世界

上应用最广泛的 GIS 软件之一,是一个全面、完善、
可伸缩的 GIS 软件平台。 Arcmap

 

10 是 ArcGIS
 

Dek-
topk

 

中的应用程序之一,在地图出版、数据组织与编

辑及建模分析等方面的功能十分强大[1] 。 现阶段,
ArcGIS 的制图和数据管理等功能在林业行业中的

应用较为广泛。

2 公益林建设作业设计图的制作方法和步骤

2. 1 栅格地形图坐标定义和地理配准

扫描出来的地形图由于没有定义坐标和进行地

理配准,不能显示与实地相符的空间位置,不能用作

作业设计底图,因此首先要进行地形图的坐标定义

和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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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 Auto
 

CAD 和 Photoshop 软件的特点,从绘图空间设置、底图录入调整、底图矢量化、数据库建立、各类专

题图绘制、绘图比例设置及后期效果处理及出图等方面论述了其在林业制图上的应用方法及技巧。 并就 2 种制图

软件的优缺点以及 2 种软件综合应用的优势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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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早期林业制图流程比较繁杂、工序多、生产

效率低、成图周期长,且存在不容易修改、色彩不尽

如人意、图面单一,地图多为纸介质,保存时间短以

及图的更新修改困难等问题。 随后,计算机和应用

软件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 AutoCAD、Adobe
 

Pho-
toshop、Coreldraw

 

等软件的诞生和进一步完善,手工

制图逐渐被计算机制图所取代[1-2] 。 目前“3S”技术

使得林业制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由于“3S”软件

价格昂贵,对电脑硬件性能要求高,在基层林业推广

较难。 本文借助 CAD 与 Photoshop 软件平台对林业

制图中的地图矢量化、数据库建立、GPS 数据分析、
制图等进行归纳总结,以便在基层林业规划设计中

推广运用。

1 软件特点

Photoshop 是 Adobe 公司开发的一个跨平台的

平面图像处理软件,较为简单易学。 Photoshop 的专

长是用于图像处理,而不是图形创作,在林业制图管

理系统中主要用来扫描底图和编辑、效果图后期处

理等,近年来在林业中的应用逐渐成熟。 AutoCAD
是 AutoDesk 公司开发的计算机绘图软件,CAD

 

是计

算机辅助设计的简称,由于是以矢量图形为基础进

行创作,设计图具有精准性和严肃性,在林业上主要

用于小型数据库建立、数据处理、制图等,目前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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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点。
1)2 种软件的综合应用具有互补性。 底图中的

误差一般由图纸变形和扫描仪机械误差引起,可通

过 Photoshop 软件纠正,保证底图数据化的精准性,
且 Photoshop 在各项专题图的后期效果处理能力强

大[8] ,弥补了 CAD 软件的缺陷。 由于 CAD 是以矢

量图形为基础进行创作,对一些机械排序工作可以

快速完成,同时也解决了 Photoshop 测算面积、路径

步骤烦琐等缺点,能较精确获得面域、曲线长度等

数据。[5,9]

2)2 种软件的综合应用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
通过 Photoshop 和 CAD 技术平台对林业制图进行数

字化管理,可以有效地减少重复工作,降低文件占用

空间,数据处理和成图精度大大提高,出图美观整

洁,由于操作简易,工作效率高,人力、物力资源消耗

减少。
3)图纸变形和人为操作都会给矢量数据图带

来一定的误差,要细心矫正,避免后面应用带来误

差。 由于 CAD 和 Photoshop 是著名的平面制图软

件,而林业数据大多带有地理空间信息的数据,使用

平面制图软件来处理地理空间数据,具有一定的缺

陷和局限性,以后的发展应用始终趋向于“3S” 技

术,但“3S”相关软件、硬件价格昂贵,除非上级配套

发放,一般基层林业单位难以承担。 因此,此类方法

既能满足一般的林业工程平面制图,又可解决资金

负担过重的问题,适合作为当前基层林业工程制图

的过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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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健康是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一项重要评价指标。 文章以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ArcGIS、统计分析软件 SPSS 为

挖掘工具,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江苏省句容市下蜀镇的森林健康知识空间数据进行挖掘。 研究表

明:在影响森林健康等级高低的主成分因子中,以林分生产活力因子的重要性最强;在森林健康空间聚类的 3 种类

别中,林分生产活力的大小导致了类别 1 和类别 2
 

之间的差异,而类别 2 和类别 3 的差别主要集中于环境胁迫要素

的差异。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GIS);森林健康知识;空间数据挖掘;下蜀镇

中图分类号:S788. 1;P2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12)04-0013-06

GIS-based
 

Spatial
 

Knowledge
 

Mining
 

Method
 

of
 

Forest
 

Health

XU
 

Ting1,
 

LI
 

Ming-yang1,
 

WU
 

Wen-hao2

(1. College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2. Agriculture
 

Committee
 

of
 

Jurong
 

C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400,
 

China)

Abstract:
  

Forest
 

health
 

is
 

a
 

significant
 

evaluation
 

index
 

of
 

forest
 

sustainable
 

management.
 

By
 

using
 

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software
 

ArcGIS
 

and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
 

together
 

with
 

methods
 

of
 

princi-
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spatial
 

knowledge
 

of
 

forest
 

health
 

in
 

Xiashu
 

Town
 

of
 

Jurong
 

City,
 

were
 

exploded.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among
 

the
 

three
 

component
 

factors
 

which
 

influ-
ence

 

forest
 

health,
 

forest
 

production
 

active
 

factor
 

contributes
 

most;
 

(2)
 

in
 

three
 

spatial
 

clustering
 

catego-
ries

 

of
 

forest
 

health,
 

forest
 

production
 

active
 

factor
 

leads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ategory
 

1
 

and
 

catego-
ry

 

2,
 

whi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ategory
 

2
 

and
 

category
 

3
 

is
 

caused
 

from
 

the
 

environmental
 

stress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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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数据库、网络互联技术的发展,信
息获取手段不断更新,产生了海量空间数据,使得对

数据库有价值信息的提取成为汇集众多学科的新兴

研究领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以遥感

(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为

代表的 3S 技术在林业领域的推广应用,森林资源管

理、调查和规划设计部门积累了大量的森林资源数

据,如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森林规划设计调查数据、
作业设计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大量的空间数

据库。 与商业、医学数据相比,森林资源数据具有多

维、动态、多源
 

、多尺度、空间性等特点[1] 。 如何对

这些空间数据进行高层次、多视角的分析,从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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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信息,寻找隐藏在其中的不明确的、隐含的知

识、空间关系或其他模式,用于指导森林可持续经营

和调查规划实践,成为摆在林业工作者面前的一个

重要课题[2] 。
森林健康是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一项重要评价指

标。 然而,由于缺乏从海量空间信息中挖掘有用知

识的技术和手段,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建立起来的森

林资源空间数据库,除了提供地类、森林面积、森林

蓄积等与木材生产永续利用有关的统计报表外,与
森林可持续经营有关的许多指标,如森林健康、生物

多样性保护、森林生产力的维持,都无法提供。 这种

现状一方面造成了森林资源空间数据资料的极大浪

费,一方面阻碍了森林可持续经营、森林认证理论和

实践研究的深入开展。
与商业、医学、生物信息学领域相比,以森林资

源调查空间数据库为主要信息源、面向森林可持续

经营指标的空间数据挖掘实证研究较少。 本研究以

句容市下蜀镇 2006 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为主

要信息源,以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ArcGIS、统计分析

软件 SPSS 为挖掘工具,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

析,揭示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库中隐含的森林健康空

间分布规律、森林健康与生态环境因子间的量化关

系等知识,以期为面向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的森林

资源空间数据挖掘探索出一条科学适用的技术

路线。

1 研究区域概况

下蜀镇位于江苏省句容市北部,宝华山东侧,地
理范围为东经 119°4′23″ ~ 119°15′4″,北纬 32°4′23″
~ 32°12′29″,土地面积 160

 

km2,人口 6. 3 万人。 地

处长江三角洲,是长江南岸的经济重镇,是江苏省句

容市唯一的沿江镇,拥有 3. 5
 

km 长的长江深水岸

线,位于佛教圣地“律宗第一名下蜀镇山”宝华山脚

下,东离古城镇江 30
 

km,西距古都南京 35
 

km,在上

海经济辐射区边缘,南京都市区规划圈内。 下蜀镇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年降水量 1
 

105
 

km,年均

温 15. 1℃ ,年均日照时间 2
 

018
 

h,年均无霜期 229
 

d。 下蜀镇境内多低山丘陵,地势高低不平,总体呈

现南高北低趋势,南部依偎宝华山,中部为低山丘

陵,北部依靠长江,地势平坦。 水陆交通发达,矿藏

资源丰富。 长江黄金水道、宁镇公路、312 国道、沪
宁铁路横贯东西;句蜀公路、新大公路纵申南北,交
织成网;大道河、便民河直通长江。 工业经济基础较

好,已逐步形成了建材、化工、服装、机械四大工业类

项。 下蜀镇用材林树种有水杉(Metasequoia
 

glyptro-
bides)、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棣棠(Kerria
 

ja-
ponica)等,经济林树种有油桐(Vernicia

 

fordii)、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青梅木(mangachagpoi
 

Blan-
co)、葡萄(Vitis

 

vinifera)、柿树(Diospyros
 

kaki)、桃树

(Prunus
 

persica)等 270 多种,形成了“南林北菜”的

农业发展格局。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 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研究所用的主要数据有:
1)下蜀镇 2006 年二类调查固定样地空间数据

库,包括 1
 

216 个小班,其中小班的属性表除了包括

地类、林种、树种、平均胸径、平均树高、单位蓄积等

常规调查因子外,还增加了森林健康调查因子;
2)2006 年下蜀镇遥感卫星 SPOT

 

5 数据包(全

色+多光谱),全色波段空间分辨率为 2. 5
 

m,多光谱

波段空间分辨率为 10
 

m;
3)地理要素的矢量文件,根据融合后的 SPOT

 

5
遥感图像生成的包含居民地、交通干线(国道、省
道、铁路)的矢量文件;

4)根据下蜀镇 1 ∶10
 

000 地形图制作的研究地

区数字高程模型(DEM),空间分辨率为 3. 3
 

m。
根据相关文献可知[3-8] ,森林健康与林分单位

面积蓄积量、平均高度、平均胸径、平均年龄等林分

调查因子有关,与林分所处的坡度、海拔、坡向等地

形因子有关,并受到与居民点距离大小、离道路远近

等人类干扰因子的影响。 利用 Erdas
 

9. 2 进行卫星

图像预处理、全色波段与多光谱波段的空间分辨率

融合、自然色彩变换、空间子集运算。 在此基础上,
借助 GIS 平台对获取的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的原始小

班数据进行预处理,选取与森林健康有关因子。 首

先,通过 ArcGIS 中的 Feature
 

to
 

Point 工具,将 1
 

216
个片林小班数据多边形文件转换成矢量文件;其次,
利用其 Spatial

 

Analyst 的表面分析工具,生成研究区

域海拔、坡度、坡位 3 个栅格图层;第三,通过 Arc-
GIS

 

9. 3 鼠标屏幕跟踪生成道路、居民点图层,并进

行缓冲分析生成道路、居民地缓冲图层;最后利用

GIS 平台上外挂式分析工具 HawthTools 中的 Inter-
sect

 

Point
 

Tool,分别与道路缓冲区、居民点缓冲区、
海拔、坡度、坡位栅格图层相交,生成距道路距离、距
居民点距离、坡度、海拔、坡 5 个新的属性特征。 在

最后生成的空间数据库中,包含森林健康、6 个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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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单位面积蓄积量、平均树高、平均胸径、平均

年龄、植被覆盖度、植被高度),3 个地形因子(坡度、
海拔、坡位),2 个人类干扰因子(居民点距离大小、
离道路远近),共计 12 个属性。
2. 2 主成分分析

主成 分 分 析 法 (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是通过构造原评价指标的综合指标用以代

替原指标进行评估的方法。 主成分之间是相互独立

的,通常少数几个主成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原

有指标提供的信息,这些主成分被称作主成分向量。
主成分分析法一方面能消除重叠的信息,另一方面

又起到降维的作用。
 

通过对主成分中各指标系数的

分析,确定每一主成分所综合的意义[9] 。
2. 3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根据事物本身的

特性研究个体分类的方法。 聚类分析的原则是同一

类中的个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不同类的个体差异很

大,将性质相近的归为一类,将性质差别较大的归入

不同的类。
 

当要聚成的类数已知时,使用快速聚类过程可

以很快将观测量分到各类中去,其特点是处理速度

快,占用内存少。 快速聚类适用于大样本的聚类分

析,它能快速地把各观测量分到各类中去。 本研究

采用 K-Means
 

Cluster 执行快速样本聚类,使用 k 均

值分类法对观测量进行聚类。 K -Means
 

Cluster 不

仅是快速样本聚类过程,而且是一种逐步聚类分析。
所谓逐步聚类分析就是先把被聚对象进行初始分

类,然后逐步调整得到最终分类。

3 结果与分析

3. 1 主成分分析

首先分析与森林健康有关的 11 个生态因子的

相关性。 KMO 检验用于比较观测相关系数值与偏

相关系数值的一个指标,KMO 的值越逼近 1,表明

对这些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一般偏相关

性大于 0. 9 时相关性最佳,0. 7 以上可以接受,0. 5
以下不宜做因子分析。 论文中 KMO 值为 0. 767,因
此可以做因子分析。 Bartlett 球形检验是检验相关

阵是否是单位阵,经 Bartlett 检验表明,Bartlett 值为

5
 

153. 190,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的 sig
 

<0. 01,由
此否定相关矩阵是一个单位矩阵的零假设,即认为

各变量间存在相关性。

因子载荷是变量与公共因子的相关系数,对于

一个变量来说,载荷因子绝对值较大的因子与它的

关系更密切,也更能代表这个变量。 因此,从表 1 中

可知,3 个因子反映了主载荷变量的信息。 根据公

因子内各个变量特点,给每个公因子命名如下:①森

林活 力 因 子, 最 重 要 的 变 量, 解 释 总 方 差 的

37. 979%,主要包含 4 个变量信息,即平均树高、平
均胸径、活立木蓄积、平均年龄;②

 

森林环境胁迫因

子,解释总方差的 23. 234%,主要包含 5 个变量信

息,即坡度、海拔、坡向、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
③森林组织结构因子,解释总方差的 14. 242%,主
要包含 2 个变量信息,即植被覆盖度、植被高度。

表 1　 旋转成分矩阵
      

Tab. 1　 Rotational
 

component
 

matrix

生态环境因子 成分 1 成分 2 成分 3

平均树高 0. 955 0. 010 0. 098

平均胸径 0. 941 0. 043 -0. 004

活立木蓄积 0. 876 -0. 036 0. 084

平均年龄 0. 761 0. 174 0. 384

SLOPEOF 0. 056 0. 873 0. 064

海拔 0. 152 0. 778 0. 361

DIS_RO 0. 103 0. 691 -0. 125

DIS_RE -0. 023 0. 677 0. 323

ASPECTO -0. 051 0. 633 -0. 029

植被覆盖度 -0. 026 -0. 023 -0. 832

植被高度 0. 185 0. 053 0. 687

将主成分分析的结果与 GIS 平台中片林小班数

据属性表进行连接,结合片林小班数据将主成分分

析的结果利用 GIS 平台表达出来,绘制出 3 个公因

子分布图(图 1、图 2、图 3)。
3. 1. 1 森林活力因子分析

从图 1 可以看出森林活力值从西南向东北递

减,森林活力高值区域分布在西南部宝华山脉沿线

地区以及中部低山丘陵地区,森林活力低值区域分

布在东北部低缓平原地区。 森林生产力是衡量树木

生长状况和生态系统功能的主要指标之一,森林活

力值高的区域树木长势良好,其树木平均年龄为

12. 86
 

a,平均胸径为 8. 37
 

cm,平均树高为 5. 25
 

m,
单位平均活立木蓄积量为 34. 72

 

m3 /
 

hm2,此区域森

林生产能力和蓄积量较为稳定,能显著抵制外在干

扰以及病虫害,维持良好的健康状况。 而同期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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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表明,下蜀镇森林健康水平总体偏低,森林

健康水平受林分的单位面积蓄积量、平均树高、平均

胸径、平均年龄、植被覆盖度、植被高度、坡度、海拔、
坡位、距居民点距离、距道路远近等因素的影响。 在

影响森林健康等级高低的 3 类主成分因子中,以林

分生产活力因子的重要性最强,林分的环境胁迫因

子次之,森林组织结构因子的影响最小。 在森林健

康空间聚类的 3 种类别中,林分生产活力的大小导

致了类别 1 与类别 2
 

之间的差异,而类别 2 与类别

3 的差别主要集中于环境胁迫因子的不同。
受制于现有的技术规程,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

据中并不包含与森林健康相关的交通干线、居民点

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人为干扰因子,因此在进行空

间数据挖掘时,首先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提取相关

因子数据。 除此之外,对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的健

康知识进行空间挖掘时,必须要综合使用包括 3S 技

术在内的多方面的技术方法和手段的支持,尤其需

要将
 

GIS
 

软件的空间统计功能与专业化数据统计

分析软件的规则提取功能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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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面向对象森林分类的背景,综述森林分类的理论和方法,概述面向对象遥感图像森林分类研究进展,分
析其目前尚存在着影像自动识别困难、图像阴影去除困难、优势树种识别困难及分类精度偏低等问题,并展望了发

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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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我国十分重视该领域的

研究与应用,在 50 年代就组建了专业队伍进行航空

摄影,开展了相关的资源调查、地质勘探、铁路运营

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森林分类是遥感数据处理的关

键环节之一,早期的森林分类是以野外测量为主,常
常选用目视解译的方法进行分类,存在着工作量大、
耗费大量的劳动力、时效性差等问题,且仍存在调查

精度不高,很难满足当今林业发展的需要。
随着近些年来卫星遥感影像分辨率的不断提

高,如 IKONOS 数据(1
 

m)、QUICKBIRD 数据(0. 61
 

m) [1] ,SPOT
 

5(2. 5
 

m)等,给当今森林分类提供了

科学依据,随之出现众多新型分类软件,如 ENVI
 

EX、eCognition 等,此 2 类软件都是基于像素的森林

分类,这种方法考虑图像的空间特征和对象的拓扑

关系,能够精确地分出不同的地类。 而 ERDAS 等

一些基于像素的分类,不考虑对象的空间特征和拓

扑关系,造成了图像信息分析的困难,基于像素的分

类结果常常存在椒盐图像,难以辨别有效信息。 正

在此时,面向对象遥感森林分类方法应运而生,目前

国内外对高分辨遥感影像识别技术研究甚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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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隶属度函数

隶属度函数可以精确定义对象属于某一类的标

准,可以利用对象特征和类间相关特征确定分类。
也可利用一些知识和概念,比较容易接受。 因此如

果一个类仅通过一个特征就能和其它类区分,或者

只用少数的特征,推荐使用隶属度函数、专题数据

等。 隶属度分类是特征值与隶属度之间的关系,是
一种模糊分类,类似与非监督分类。 模糊分类是对

不确定状态进行归类的数学方法,它替代了严格的

“非 1 即 0”的思想,模糊逻辑允许在 0 和 1 之间转

换。 而阈值分类为精确分类,一个阈值状态决定了

一个影像对象是否符合所规定的条件。
 

1. 3. 3 决策树算法

决策树( Decision
 

tree)算法是指根据影像的不

同特征,以树型结构表示分类或决策集合,产生规则

和发现规律[14] 。 首先利用训练空间实体集生成判

别函数,其次根据不同取值建立树的分支,在每个分

支子集中重复建立下层结点和分支,最后形成决

策树[15] 。
1. 3. 4 基于改进支持向量机算法的树种信息提取

传统的支持向量机算法 ( support
 

vector
 

ma-
chine,

 

SVM)推广性较强[16-18] ,但传统算法对孤立

点和噪声相当敏感,因而其分类面往往不是最佳的

分类面。 模糊支持向量机(
 

fuzzy
 

support
 

vector
 

ma-
chine,FSVM)的提出,使得该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

解决。 隶属度函数构建是 FSVM 的关键所在,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该函数构建的定论,隶属度的判别主

要依据类中心与样本的远近程度。 本研究采用一个

新的模糊隶属度函数提取树种信息,该函数在 FS-
VM 理论基础上引进了 K 近邻法思想[19] 。

2 面向对象遥感图像森林分类研究进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该技术得到迅速发展,
Arigialis

 

and
 

Harlow 认为面向对象提取技术促进了

影像分析技术的发展,从基于数学与统计的方法发

展为基于逻辑与启发的分析技术[20]
 

。 Lobo 等人对

遥感影像进行了基于目标的信息提取,得到了较好

的结果,同时特别指出,与传统的基于像素的分类结

果相比,基于目标对象的方法得到的结果更容易被

解译,而且处理结果中图斑的完整性更好[21] 。 Hof-
mann 在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中利用影像对象的光

谱、纹理、形状与背景信息识别 IKONOS 影像中的非

居民地,得到较好的效果并具有较高的精度[22] 。
在过去的 30 年中开展了大量应用航天遥感数

据(如 TM,SPOT)进行森林树种分类的研究,但是由

于多光谱遥感光谱分辨率的局限性,对于光谱曲线

相近的树种很难进行识别,只能将其划分为植被、非
植被,或者简单地将森林区分为针叶、阔叶两大类,
难以满足实际需求[23-25] 。 过去 40 年间遥感技术有

了较成熟的发展,具备了高光谱、高时间、高空间分

辨率、多传感器、多平台、多角度对地观测能力,已经

形成了三多和三高的发展局面。 最早的植被分类采

用人工目视解译,之后计算机自动分类比目视解译

前进了一步,但由于各树种相互搀杂,且受土壤湿

度,地形阴影,异物同谱的影响,单纯对遥感数据进

行监督或非监督分类的结果精度不高。 之后采用了

遥感信息复合技术[26] ,在遥感图像分类中,除应用

图像以外,还有一些直接和间接的相关信息。 包括

了图形和各种属性信息。
传统的分类方法是基于像元的分类,主要包括

监督分类和非监督分类[27] 。 由于遥感影像中异物

同谱和同谱异物现象较为普遍,仅靠光谱特征表达

目标或类别,不能提取到有用信息。 所得分类结果

的可靠性较低[28-30] 。 目前遥感影像用于植被分类

研究的状况是:①主要集中于较低分辨率卫星数

据[31,32]
 

和航片的研究[33] ,分辨率较低则不能满足

应用的要求;②遥感植被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景观

类型[34] ,热岛效应的分析[35]
 

和覆盖范围监测[36] 。
我国林业遥感应用研究是围绕森林资源调查和

监测而展开的,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37] ,进入 90
 

年代以来,我国遥感图像处理系统的研制有了新的

发展。 北京大学遥感系开发的城市之星( City
 

Star)
和武汉地质大学开发的 MAPGIS 等,国内比较先进

的基于微机 Windows 平台上的 GIS 软件已成熟。 常

用的分类软件层出不穷,德国
 

eCognition 在众多分

类软件中脱颖而出,已成为森林分类的主流,它能准

确地分辨出遥感影像的纹理、灰度、几何和位置上的

差异,多时相不同分辨率的数据同时处理,从而提高

了影像分类的精度。

3 面向对象遥感图像森林分类研究存在的

问题

3. 1 影像自动识别困难

遥感影像自动分类一直是研究的难点,目前模

式识别的技术和计算机自动识别土地类别的能力尚

达不到人工识别的准确率。
3. 2 图像阴影去除困难

遥感影像森林分类通常会遇到阴影的去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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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采用阈值方法处理影像中的阴影,阈值选择有一

定主观性。 这种阴影检测方法只是根据物体的彩色

信息,阈值的选择直接影响去除阴影的效果,正确阈

值的确定比较困难,特别是有些影像与阴影相似的

区域难分辨,有时错误的阴影被检测出,或者一些正

确的阴影区域未被检测出来等,反而检测出非阴影

区。 由于阴影区域的地物信息通过增强处理,阴影

边界也有所增强,所以需要对其进行模糊化处理。
3. 3 优势树种识别困难及分类精度偏低

由于树种间的光谱具有相似性,树种和冠层之

间变化比较复杂,加上不同树种混交产生的相互作

用、
 

环境和地形因素的影响,存在树种光谱特征变

异的差异性。 因此,对森林树种的标准光谱特征研

究,总结树种在不同条件下的光谱变化,到目前悬而

未决。 混合像元普遍存在于高光谱遥感数据中,林
业高光谱数据尤为如此。 绝大部分混合光谱只采用

了高光谱数据中很有限的波段信息,模型经验性较

强,规律性差,阻碍了光谱信息的挖掘。 从而限制了

分类精度。

4 展望

高分辨率遥感克服了传统遥感技术无法实现精

细类型识别的缺点,在森林树种识别中有着广泛的

应用。 尽管在现有的应用领域中还存在着诸多障

碍,但在植被研究中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 为推

动高分辨率遥感森林分类的发展,还需要深入开展

进一步的研究。
应用高分辨率遥感数据进行土地利用是 LUCC

计划的重点研究之一。 多时相数据分类、图象差值 /
比值、主成分分析、

 

植被指数、变化向量分析等,是
近年高分辨率遥感流行的趋势[38] 。 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的出现,标志着遥感新时期的到来。 但在知识

的获取、量化与综合不确定性知识方面是较难处理

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同时随之而

来的是更多的信息要处理。 因此也需要快速发展更

新的遥感信息处理技术。 目前的图像处理水平,在
影像上区分优势树种及树龄有一定的难度。 同时树

种的胸径无法直接从图像上读取、测树因子树高也

无法读取,森林蓄积量的估测受到一定技术和环境

的限制。 亟待提高对遥感图像的处理和分类技术,
基于多特征的面向对象的影像分析方法将是遥感信

息提取的一个新纪元[39-41] 。
制订合理的分类流程,利用计算机辅助进行自

动有序的分类,减少人工干预,提高工作效率是影像

处理的热点。 高分辨率影像由于几何精度高,反映

的信息较丰富,分类的目标很大,因此自动分类的难

度比中低分辨率的影像要大,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
可以获得比传统基于像素的分类方法更精确的分类

效果,但如何获取正确的分类特征进行良好的影像

分割、分类,依然制约着面向对象分类方法的挑战,
但随着模式识别、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等高新技术的

不断发展,分类工作的自动化程度必然会逐步提高,
大量繁琐的手工劳动必定会被智能的计算机处理所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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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国内外城市园林绿化监测研究的发展现状及监测技术,采用 RS 和 GIS 技术相结合的动态监测方法,利
用 ALOS 影像和高分辨率航片,并叠加上一期监测图斑数据,对一定时期内丽水市园林绿化情况进行监测,得出建

成区各类绿地面积、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指标,并进行了相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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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现状
    

为引导城市健康发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改
善人居环境,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全球许多国

家纷纷开展了创建园林城市的活动,旨在改进城市

政府公共职能重要组成的园林绿化管理,促进城市

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实现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

调,建立和谐的城市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区,推动城

市向人居环境奖城市和生态园林城市不断提升。
    

我国在建设园林城市领域起步较晚,是在借鉴

全球众多国家监测城市园林绿化的方法中前进的。
利用 RS 和 GIS 技术对城市园林绿化进行监测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可以全面了解城市绿化状况,
测算园林绿化各类指标,为园林城市的评定提供准

确、客观的数据支撑,同时,也为今后对国家园林城

市复查与监测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

2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浙江省丽水市位于东经 118°41′ ~ 120°
26′,北纬 27°25′ ~ 28°57′。 东南与温州市接壤,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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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建省宁德市、南平市毗邻,西北与衢州市相接,
北与金华市交界,东北与台州市相连。 辖区面积为

1. 73 万
 

km2。
    

丽水市地貌以中山、丘陵为主,峡谷众多,间以

狭长的山间盆地。 境内有瓯江、钱塘江、飞云江、灵
江、闽江、交溪等水系,为六江之源头区。 境内江河

径流丰富,山区性河流特征突出。
    

植被的地域水平性和垂直差异较有规律。 西南

部以栲类林、细柄覃林为典型。 而东北部则以苦槠

林最为典型。 低中山地以马尾松、甜槠、木荷林群落

最为常见,以针叶林占优势。 河谷盆地、丘陵缓坡多

已开垦为农田。 据部分典型区域调查,海拔 1
 

200 ~
1

 

300
 

m 以下为常绿阔叶林,1
 

200 ~ 1
 

700
 

m 为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1
 

500 ~ 1
 

700
 

m 以上为山地灌丛、
草丛带。 原生植被大多已消失,代之以次生植被,并
有一定比例的人工植被。 自然植被的植物群落组成

以壳斗科、樟科、山茶科、冬青科、金缕梅科、杜鹃花

科、蔷薇科、山矾科、桦木科、豆科、杜英科、禾本科

为主。

3 基础资料

1)ALOS 卫星遥感数据(捆绑 / 4 波段融合),拍
摄时间为 2008 年 4 月 27 日;

2)航片 1 米卫星遥感数据,拍摄时间为 2007 年

10 月;
 

3)丽水市建成区各类绿地现状调查资料;
4)丽水市建成区人口、中心区人口统计数据;
5)丽水市 1:5000 地形图数据;
6)丽水市城市总体规划资料、绿地系统规划

资料。

4 技术方法
    

本研究主要涉及的工作内容有:采用 ALOS 卫

星全色数据(分辨率 2. 5
 

m)与多光谱数据(分辨率

10
 

m)融合,参照地形图进行几何纠正后,制作城市

建成区影像图;应用遥感技术手段在城市建成区影

像图上分类提取城市各类绿地信息,并对照实地情

况进行复核;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对城市各类绿地面

积进行分类统计,计算城市建成区的绿地率、绿化覆

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中心城区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等绿化指标;分析城市建成区内公共绿地服务半

径指标;抽样分析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

绿地、道路绿化用地等绿化指标;制作城市各类绿地

的现状分布图和遥感影像专题图。
4. 1 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包括影像数据处理、绿地提取与分析

和成果 3 个部分(图 1)
4. 2 数据准备、处理及分析

4. 2. 1 数据预处理
    

ALOS 全色分辨率为 2. 5
 

m,多光谱分辨率为 10
 

m,多光谱有红、绿、蓝、近红外 4 个波段(表 1),图
像幅宽 70

 

km。 在处理多光谱数据时,利用第四波

段增强第二波段,制作效果较好的卫星影像图,使融

合影像绿化信息丰富,地物清晰。 利用植被指数法

提取绿色信息,使建成区内的绿色信息被提取出来。

表 1　 ALOS 卫星数据各波段波长及主要应用

Tab. 1　 Wavelength
 

of
 

each
 

band
 

of
 

ALOS,
 

and
 

its
 

main
 

application

波段 波长 分辨率 重要应用

B1 0. 42 ~ 0. 50μm 10. 00
 

m

属蓝光波段。 对水体有较强
的透视能力,对叶绿素反应敏
感;对区分干燥的土壤和茂密
的植物也有较好的效果。

B2 0. 52 ~ 0. 60μm 10. 00
 

m
属绿光波段。 对水体的透视
能力较强, 对植被的反应敏
感;能区分林型、树种。

B3 0. 61 ~ 0. 69μm 10. 00
 

m

属红光波段。 可以根据植被
的色调判断植物的健康状况。
也可以区分植被的种类和覆
盖度;还可以判定地貌岩性、
土壤、水中泥沙流等。

B4 0. 76 ~ 0. 89μm 10. 00
 

m

属于近红外波段。 此波段避
开了小于 0. 76μm 出现的叶
绿素陡坡效应的坡面和大于
0. 90μm 可能发生的水分子吸
收谱带,使之更集中地反映植
物的近红外波段的强反射,茂
密的植被呈浅色。 可用于植
被、生物量、作物长势的调查。

全色 0. 52 ~ 0. 77μm 2. 50
 

m 提供丰富的纹理和几何信息。

全色波段数据图像主要提供的是空间信息,处
理的方法根据原始影像质量的优劣而制定,保证图

像具有清晰的空间分辨能力。 当图像噪音较大时,
在融合前需对局部图像进行灰度的反差增强和纹理

能量信息的增强处理。
制作遥感影像图时,对全色波段和多光谱波段

用 HSV 空间变换融合的方法,具体步骤包括:
1)将 2 波段与 4 波段作波段增强运算形成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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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强的反射特性,这是植被遥感监测的物理基础,
通过这 2 个波段测值的不同组合可得到不同的植被

指数。 植被指数可分为差值植被指数、比值植被指

数、归一化植被指数。 本研究采用归一化植被指数

提取绿色信息。 并使用图像处理软件,对成图的影

像图面进行色彩调整,经过注记整饰过程,使整幅图

像色调一致,协调美观,同时叠加建成区与绿地分类

图层,使园林绿地信息一目了然,形成不同的城市园

林绿化专题图。
4. 2. 4 绿色信息分析

    

根据研究区的特点及全球对城市园林绿地的研

究,本研究将城市绿地分为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
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等 6
类,此外对道路绿化用地也进行划分(表 2)。

表 2　 城市绿地分类

Tab. 2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种
  

类 含
   

义

公共绿地
指向公众开放的市级、区级、居住区级公园、小游
园、街道广场绿地以及植物园、动物园、特种公
园,包括被绿化包围的水面等。

单位附属绿地
指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市政公用
设施用地与特殊用地范围内的绿地。

居住区绿地
指除去区级公园、行道树以外的居民居住区范围
的绿地。

生产绿地
指专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花草、种子的苗圃、花
圃、草圃等圃地。

风景林地

指城市内依托自然地貌,美化和改善环境的园林
绿地,既有一定的景观价值,在城市整体风貌和
环境中起作用,但尚没有完整的游览、休息娱乐
等设施。

防护绿地
指为改善城市自然条件和环境条件而种植的防
护林。

道路绿化用地
指附属于城市道路即位于道路红线之间的绿地、
行道树、道路附属绿地。

1)绿化面积量算原则

①城市建成区内绿化覆盖率

城市建成区内绿化覆盖面积包括各类绿地(公

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

绿地、风景林地 6 类绿地) 的实际绿化种植覆盖面

积(含被绿化种植包围的水面)、街道绿化覆盖面

积、屋顶绿化覆盖面积以及零散树木的覆盖面积。
计算绿化覆盖率时应为上述所有覆盖面积与建成区

总面积之比,具体计算公式为:
λgm= [(Ag1m+Ag2m+Ag3m+Ag4m+Ag5m

+Ag6m+Ag7m) / Ac] ×100%
式中:λgm—绿化覆盖率(%);Ag1m—公共绿地绿

化覆盖面积( m2 );Ag2m—生产绿地绿化覆盖面积

(m2 ); Ag3m—防 护 绿 地 绿 化 覆 盖 面 积 ( m2 );
Ag4m—单位附属绿地绿化覆盖面积( m2 );Ag5m—
居住区绿地绿化覆盖面积( m2 );Ag6m—风景林地

绿化覆盖面积( m2 );Ag7m—街道绿化、零散树木及

屋顶绿化(m2);Ac—建成区面积(m2)。
②城市绿地率

城市绿地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

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六类,在计

算城市绿地率时,应为全部 6 类绿地面积与建成区

总面积之比。 具体计算公式为:
λg

 

= [( Ag1 +Ag2 +Ag3 +Ag4 + Ag5 + Ag6) / Ac]
 

×100%
公式中: λg—绿地率 (%); Ag1—公共绿地面积

(m2);Ag2—生产绿地面积(m2 );Ag3—防护绿地面

积(m2 ));Ag4—单位附属绿地面积( m2 );Ag5—居

住区绿地面积 ( m2 ); Ag6—风景林地面积 ( m2 );
Ac—建成区面积(m2)。

③公共绿地面积

公共绿地面积指城市各类公共绿地总面积之

和。 建成区内人均公共绿地指所有公共绿地面积与

建成区内人口数量之比。 具体计算公式为:
Aglm=Agl / Np

式中:Aglm—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m2 / 人);Agl—公

共绿地(包括中心城区公共绿地 Aglc) 面积( m2 );
Np—城市人口数量(人)。

④垂直绿化、阳台绿化及室内绿化不计入以上

3 项指标,可以作为工作成绩单独考核统计。
2)绿化量算面积的计算

由于绿化面积量算是在卫星影像图基础上进行

的,因此单位像元就成为实测面积统计的基本单位,
按照 ALOS 融合影像的分辨率,每个像元的分辨率

为 2. 5×2. 5(m2)。
使用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 或 RS 软件的面

积统计功能分别将代表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

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道路绿化

用地的面积进行统计,按像元数计算出相应面积。
4. 2. 5 绿色信息遥感解译

此次城市绿地的遥感解译采用了制作专题图方

式来进行。 即首先将城市划分为道路用地、居住用

地、单位用地、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与风景林

地等 7 种用地类型,然后再将每种类型用地中的绿色

信息分别提出,从而完成绿地分类工作(图 2~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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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山木竹是大熊猫的主食竹种之一,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文章从巴山木竹的生物学特性、与大熊猫的相互

关系、营养成分和开发利用等方面,对巴山木竹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提出了以无性系种群生态学、分子

水平遗传多样性和“3S”技术的运用为代表的巴山木竹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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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山木竹为地下茎复轴混生的中大型竹种,分
布区以大巴山脉和秦岭为主,布及陕、甘、豫、鄂、川、
渝 6 省市,跨暖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 3 个气候

带[1] 。 巴山木竹是大熊猫的主食竹种之一[2] ,也是

优质的造纸原料,用途广泛,其笋有较高的营养价

值。 在秦岭南坡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巴山木竹

广泛分布,是中高海拔地区大熊猫主要栖息地和食

物来源。 目前学者对巴山木竹的生物学特性、与大

熊猫的相互关系、营养成分和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

了研究。 本文对这些相关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今后巴山木竹研究应深入探讨的

一些问题。

1 巴山木竹生物学特性
 

目前对于巴山木竹生物学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分布情况、生长发育规律、生物量结构以及无性系

种群生态等方面。
1. 1 巴山木竹分布情况

巴山木竹为北亚热带中山寒温性湿润地区的乡

土竹种,分布区域向北可到秦岭以北的渭南地区,南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达四川盆地东西缘的中部,西至川甘两省交界处的

岷山一带,东到豫西和鄂西北。 该分布区域的中心

大巴山区土壤基岩主要是石灰岩,土壤普遍偏酸,以
棕色森林土和黄棕壤为主。 据巴山木竹分布中心陕

西镇巴县(大巴山区)梨溪坪(海拔 1
 

640
 

m)气象观

察资料, 年均温
 

7. 6℃ , 极低温 - 18. 0℃ , 极高温
 

29. 5℃ ,大于
 

10℃的积温 2
 

250℃ ,无霜期 149
 

d,年
降雨

 

1
 

250
 

mm,空气湿度大于 80%[3] 。
1. 2 巴山木竹生长发育规律

   

佛坪天然巴山木竹无性系种群竹笋出土的持续

时间约为 50
 

d 左右,出笋盛期在 4 月 25 日 ~ 5 月 5
日,共 15

 

d,出笋数量占总出笋数的 67. 81%,此期间

竹笋的成竹率为 51. 7%,退笋率为 48. 3%。 佛坪天

然巴山木竹无性系种群高生长持续 60
 

d 左右,与绝

大多数的竹种一样,呈现出“慢—快—慢” 的规律,
即呈“S”型曲线,符合 Logistic 增长模型;在 24

 

h 内

高生长还表现出明显的昼夜节律,白天生长量为夜

间的 1. 82 倍[4] 。
巴山木竹基本上遵从春发笋、夏长鞭、秋孕笋、

冬休眠的规律。 但由于地理环境特殊,夏、秋还不同

程度地有新笋发出,只是数量和质量较春笋有较大

差异。 1
 

500
 

m
 

海拔高处调查,始笋期四月上、中

旬,9 ~ 15
 

d;盛期在四月下旬左右,约
 

15 ~ 20
 

d,此二

期的笋成竹较以后的高大。 海拔每升高 200
 

m,始
笋期约推迟

 

13 ~ 15
 

d。 3
 

a 生鞭芽开始发笋,4 ~ 5
 

a
生鞭上的侧芽发笋达高峰,退笋率也最低;1

 

a 生秆

基上的侧芽不能分化萌发,3
 

a 生立竹秆基上的侧芽

为发笋盛期,同一立竹秆基上的侧芽首先萌发的成

竹质量最好。 立竹度为 1. 25 ~ 3. 25 株 / m2 时,发笋

量最大。 在
 

11 ~ 40
 

cm 深的土壤中鞭系发芽率最

高,成竹质量以
 

11 ~ 20
 

cm 深度的为佳。 总体而言,
鞭芽发笋约占

 

40%,秆芽约占 60%[5] 。 由此可见,
巴山木竹的发笋数量和质量与母竹(鞭)年龄、土壤

深度及单位面积立竹度都息息相关,如何选取合适

的栽培条件,在巴山木竹培育过程中应得到充分

重视。
1. 3 巴山木竹生物量研究

李云对长青和佛坪保护区巴山木竹生物量进行

了详细研究,应用幂函数W= cDaHb 建立了巴山木竹

生 物 量 估 测 模 型, 公 式 为 W =
7. 929319D1. 167435H0. 898335。 运用该公式对长青和佛坪

自然保护区的巴山木竹生物总量进行了估测,得出

长青自然保护区巴山木竹的总生物量为 527
 

870. 81
 

t,每 1
 

km2 为 5
 

278. 7
 

t。 地上部分总生物量为

383
 

383. 43
 

t,每 1
 

km2 为 3
 

833. 8
 

t。 佛坪自然保护

区巴山木竹总生物量为 375
 

363. 35
 

t,每 1
 

km2 为

6
 

899. 768
 

t。 地上部分总生物量为 247
 

209. 49
 

t,每
1

 

km2 为 4
 

544. l
 

t[6] 。 王太鑫等对陕西镇巴地区巴

山木竹种群生物量结构进行了研究,总结出巴山木

竹种群生物量在各构件单位的分配情况,以及地上

和地下部分生物量在各年龄的分配关系[7] 。
1. 4 巴山木竹无性系种群生态研究

根据竹类植物通过无性繁殖增加无性系种群数

量和拓展空间的特性,把某一生境内的一个或数个

无性系和基株构成的集合称为竹类无性系种群。 目

前对于巴山木竹无性系种群生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成果较少。
王太鑫等采用邻接格子样方法、样线株间距法

取样,研究了巴山木竹无性系种群分布格局,并用克

隆生长系数的变化揭示了无性系种群的克隆生长型

动态。 结果表明,巴山木竹无性系种群的分布格局

在各年龄范围均是集群分布,格局规模即斑块大小

均为 92. 16
 

m,格局强度(RDD)达到 3. 89,说明巴山

木竹无性系种群聚块(密距段)分株数是间隙(疏距

段)分株数的 3. 89 倍。 格局纹理为 38. 17
 

cm,即从

一个聚块(密距段)到另一个聚块(密距段)的聚块

平均间距是 38. 17
 

cm。 巴山木竹无性系种群的克

隆生长型中以合轴型分株占主导地位[8] 。
王逸之等对不同水分条件下巴山木竹无性系生

长适应对策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巴山木竹无性系种

群在不同水分条件下的生长形态可塑性规律。 结果

表明,随着土壤水分资源有效性的提高,巴山木竹的

总生物量、隔离者长度、节间长度、隔离者直径、分枝

角度、分枝长度、分株高度、分株直径和分株叶面积

相应增加,分株密度和隔离者总长度相应减小. 在水

分资源有效性较低的生境中,巴山木竹无性系生长

则选择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微生境放置分株,体现了

其无性系生长趋利避害的生态适应对策[9] 。

2 巴山木竹与大熊猫的相互关系

由于巴山木竹是秦岭地区野生大熊猫的重要主

食竹种之一,因此,探讨巴山木竹种群与野生大熊猫

种群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目前巴山木竹研究的热点

之一。
高新宇等对秦岭大熊猫冬春季节对巴山木竹竹

林生长指标的选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冬季,
大熊猫栖息地多为幼竹与死竹比例基本持半、密度

稳定的巴山木竹竹林,主要取食老竹;在春季,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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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更偏好选择竹子密度和盖度略低,竹子粗壮高大,
幼竹与竹笋比例高的竹林活动,主要取食幼竹。 大

熊猫春季栖息地幼竹比例通常高过死竹比例,竹林

密度处于增长期。 竹林进入发笋期后,稀疏、高大的

竹林下的粗大竹笋成为大熊猫的主要食物来源[10] 。
卢志军等通过对秦岭南坡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40
 

m×40
 

m 永久样地竹子发笋和大熊猫取食情

况连续 6 年长期观测,得到了巴山木竹发笋与大熊

猫取食时空格局相关性的第一手资料。 研究表明,
由于自身克隆生长、资源异质性、大熊猫取食和践踏

等因素,巴山木竹发笋呈现聚集分布格局;而大熊猫

取食的聚集格局可能归因于食物聚集分布、自身取

食习惯和取食地段小地形特征。 大熊猫取食和巴山

木竹发笋空间上呈现正相关,显示出巴山木竹为秦

岭大熊猫食物主要来源。 同时,
 

线性回归结果显

示,大熊猫取食强度与巴山木竹发笋产量之间相关

性不显著,
 

说明该地区还有其他竹子提供食物来

源,
 

大熊猫对巴山木竹不是完全依赖[11] 。

3 巴山木竹营养成分研究

巴山木竹是野外大熊猫的主要食物,其野外的

食物组成中 99%是竹子,包括竹茎、竹枝、竹叶和竹

笋。 大熊猫从食物中获取其生长发育、繁殖所需的

各种养分,对巴山木竹营养成分的测定可以了解大

熊猫营养需要并为饲养标准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刘冰等采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了秦岭地区

巴山木竹氨基酸的组成与含量并对其进行了营养评

价。 结果表明,巴山木竹样品经酸水解处理,含有

17 种氨基酸,营养丰富,包含大熊猫必需的 8 种氨

基酸。 竹样中谷氨酸含量最高,其次为天冬氨酸、亮
氨酸、苯丙氨酸、缬氨酸、丙氨酸、赖氨酸、甘氨酸、脯
氨酸、苏氨酸、异亮氨酸、精氨酸和丝氨酸,半胱氨酸

含量最低。 竹叶中除半胱氨酸含量低于竹秆外,其
余所有氨基酸含量都显著高于竹秆。 氨基酸配比合

理,高于 WHO / FAO 提出的参考蛋白质标准,可以

为秦岭大熊猫日常生理活动提供质量较好的蛋白质

来源[12] 。
孙宜然等以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222 份巴

山木竹样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7 种微量元素及 2
种营养物质在不同季节、年龄及生长部位的含量。
结果显示,竹叶中的 Mn、Ca、Mg 和竹枝中的 Cu、Zn、
Fe

 

要显著高于巴山木竹其他部位;竹叶中的粗蛋白

和粗脂肪含量要显著高于竹枝和竹竿。 同时,巴山

木竹中的微量元素和养分存在着季节性变化。 春季

叶中 Fe、Mn、Ca 的含量最为丰富,但 Fe 在夏秋季之

间差异不明显,其他各季之间都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Mn 在春冬、夏秋季之间差异显著,Ca 在夏季含量最

低。 夏季叶中 Cu、K 的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季节。 秋

季叶中 Mg 最丰富,而冬季叶中的 Zn 含量显著高于

其他季节。 在枝中,春季 Mg 含量较高,
 

Cu、Zn、K
夏季含量丰富,Fe、Mn、Ca 在冬季含量最高,并且 Fe
表现为随春夏秋冬依次增高的趋势。 在秆中,

 

Cu、
粗蛋白、粗脂肪季节间变化不明显,

 

K 含量呈现出

随春夏秋冬四季逐渐递减的趋势[13] 。

4 巴山木竹的开发利用

4. 1 巴山木竹笋的开发利用

巴山木竹笋资源丰富,品质优良,内含
 

17
 

种氨

基酸,总量达
 

3
 

286
 

mg / 100
 

g,居全国
 

28 种竹笋之

首。 但巴山木竹每年可采笋时间仅
 

20
 

多
 

d,采后嫩

笋又极易老化。 据测定,竹笋采后在常温下
 

24
 

h,
有

 

60%的部位木质化,48
 

h 后几乎失去食用价值。
根据实验,使用保藏液后竹笋可保藏

 

50
 

d 左右。 保

藏液为亚硫酸盐溶液,有效二氧化硫浓度以
 

0. 2%
最佳,pH

 

值
 

3
 

最好[14,15] 。
4. 2 造纸特性及工艺

巴山木竹纤维长度比针叶树短,比阔叶树和一

般草类纤维要长,中等纤维(筛分结果保留在
 

16 ~
18

 

目之间)占总量比例约为
 

55%,细小纤维(通过
 

100
 

目筛)约占
 

1 / 3
 

强。 纤维长宽比值较大,交织能

力好。 巴山木竹中硝酸乙醇纤维素含量在 45%左

右,比针叶树略低, 比阔叶树稍高; 木素含量约
 

25%,介于针叶树和阔叶树之间,高于麦草原料;多
戊糖含量比针叶树高一倍,而与阔叶树和一般草类

纤维相近[16,17] 。 打浆特性接近于阔叶树硫酸盐浆。
从竹龄来看,3

 

a 生竹的纤维素和多戊糖比 1 ~ 2
 

a 生

的稍高,1
 

a 生竹子纤维较长且均匀性较高,木素含

量则随竹龄的增加而稍有增加,但纤维长度有下降

趋势。 灰分比木材要高,但比草类原料要低得多。
以巴山木竹为原料的造纸工艺如蒸煮、漂白、打浆等

都已经过试验,并进行了造纸试验。 用
 

100%竹浆

和 50%竹浆配加
 

50%麦草浆生产的胶版纸,其物理

指标达到一号胶版纸的部颁标准。 从纤维形态特征

和化学组分来看,巴山木竹属于优等造纸原料。 因

其润胀率较低,适于制形稳性较好的纸。

5 结语与展望

巴山木竹是秦岭地区野生大熊猫的重要主食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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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之一,又是优质的造纸原料,其笋品质优良,营养

丰富。 通过对巴山木竹系统性的研究,使巴山木竹

种群得到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既能为野生大熊

猫提供安全的栖息环境和充足的食物来源,又能提

高当地农民增收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目前,对于

巴山木竹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今后需从以下几个方

面开展研究。
1)从无性系植物种群生态学角度出发,系统研

究巴山木竹无性系种群生长发育规律、空间分布格

局、生物量结构与变化动态、数量统计特征、与野生

大熊猫种群相互的干扰与影响等,揭示巴山木竹克

隆生长的特性和种群特征。
2)从分子水平遗传多样性角度对巴山木竹林

天然种群进行研究,利用基于 EST-SSR、RAPD 分子

标记技术分析巴山木竹林天然种群的遗传结构,估
算其遗传多样性与遗传分化,对其天然种群进行聚

类分析以探究不同居种间的亲缘关系,确定其需要

优先保护的种群,为种植资源保护和维持巴山木竹

林的可持续经营提供依据,并探讨巴山木竹种质资

源保存应注意的问题。
3)从景观生态学角度,运用“3S”技术系统研究

大熊猫栖息地的巴山木竹分布特点,掌握大尺度下

巴山木竹分布状态,为评估其栖息地适宜性、破碎化

程度和生态承载力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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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山地城市类型、布局结构及其特点进行阐述,分析山地城市森林影响因子及特点,认为我国西部山地城市

森林具有四大特点: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以乔木为主体,自然林覆盖率和自然度 0. 5 以上林地占城市绿地的 30%
以上;大型城市绿地斑块内自然、半自然林地比例较高,占斑块的 20%以上;坡地林地率较高,林地率大于 50%,群
落结构稳定;坡地物种乡土性高,优势种明显,以自然次生林为主,并具有一定的面积和乔木数量。 建议充分利用

现有山地资源,从保护自然植被着手,充分保护环境基础设施,构建和完善城市组团隔离带和城周生态屏障,以形

成山地城市特点鲜明的城市森林绿色生态网络。
关键词:山地城市;城市森林;布局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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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laborated
 

And
 

Analyzed
 

the
 

type,
 

layout
 

structur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nfluen-
cing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ous
 

city
 

forest.
 

Summarized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ous
 

city
 

forest
 

as
 

follows: Arbor
 

was
 

chose
 

as
 

the
 

main
 

style
 

In
 

the
 

city
 

planning
 

area,
 

forestland
 

area
 

with
 

natural
 

forest
 

coverage
 

rate
 

and
 

natural
 

degree
 

over
 

0. 5
 

accounted
 

for
 

30%
 

of
 

the
 

city
 

green
 

space;
 

Natu-
ral,

 

semi-natural
 

woodland
 

patches
 

had
 

the
 

higher
 

proportion
 

within
 

large
 

city
 

green
 

space
 

which
 

accoun-
ted

 

for
 

more
 

than
 

20%;
 

Woodland
 

rate
 

in
 

slop
 

was
 

higher,
 

which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50%,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was
 

stable;
 

Plant
 

species
 

in
 

slop
 

area
 

most
 

were
 

native
 

species,
 

dominated
 

by
 

natu-
ral

 

secondary
 

forest
 

with
 

certain
 

area
 

and
 

number
 

of
 

arbor.
 

Proposals
 

to
 

make
 

reasonable
 

use
 

of
 

existing
 

mountain
 

resources,
 

to
 

protect
 

natural
 

vegetation
 

and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to
 

build
 

and
 

improve
 

the
 

city
 

tour
 

buffer
 

zone
 

and
 

urban
 

ecological
 

barrier,
 

to
 

form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ous
 

city
 

forest
 

green
 

ecological
 

networks
 

were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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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占了国土面积的

2 / 3 以上,平原仅占 10%。 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的 30%以上[1] 。 西部处于我国三级阶梯结构的第

二级阶梯,是多山、多山地城市的区域。 如何有效地

利用山地、坡地,把握好社会经济发展与山地生态保

护之间的关系,按照其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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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建设,对于我国西部山地型城市发展,提高城

乡居住环境质量和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意义非凡。 随

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山地城市也得到了空前

的发展,在城市发展的同时,保护自然森林植被,构
建近自然植物群落,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改善山

地脆弱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和利用山地资源尤为

重要。

1 山地城市

1. 1 山地城市及其类型

本文所指的山地城市是广义的概念,是指有一

定高度(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和有一定坡度的地

域[1] 。 狭义的山地城市,又称斜面都市,如日本,或
坡地城市(Hillside

 

cities),如欧美,即城市修建在倾

斜的山坡地面上。 作为对山地城市( Mounntain
 

cit-
ies)概念的全面理解,就远远不够了,因为他只考虑

了“坡度”这一个维度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而忽略了

作为山地城市的其他许多重要特征,如海拔的高度、
垂直梯度的变化、城市周围的地貌、环境的不同等,
都会对山地城市带来重要影响。 因此,应全面把握

山地城市的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的生态特征,以便

作出山地区域与山地城市建设的正确决策[2] 。 因

此,山地城市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泛指城市的选址

和建设在山地地域上的城市,形成与平原城市不同

的空间形态和环境特征,如重庆、兰州、贵阳等。
根据山地城市的土地利用情况和环境特征,将

西部山地型城市归纳为 2 种类型:①城市选址和建

筑直接修建在起伏不平的坡地上,如重庆、兰州等;
②城市选址和建筑虽然修建在平坦的坝区,但由于

其周围有复杂的地貌变化,从而对城市的布局结构、
交通组织、气候、环境及其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如
昆明、南宁等。
1. 2 山地城市布局结构

城市布局就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为全面满

足人民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创造的活动空间,
山地城市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经济环境形成

了独特的城市布局形式,主要有组团式布局、带状布

局和串联式布局 3 种布局结构[1] 。
1. 2. 1 组团式布局

山地城市由于受山脉、江河和沟谷等自然地形

条件的影响,城市建设不可能集中连片,而是结合地

形条件分成几块,使城市的分布呈组团式状态。 比

较多的出现在山区丘陵地区两条河道的交汇口,或
河流环绕蜿蜒的山峦地带,如重庆、宜宾等。 每个组

团必须具有一定规模,不宜太小,而确定每个组团的

最小规模的限度主要取决于下列 2 个基本的因素:
①应能满足为居民设置完整的公共生活服务设施、
文化教育设施、市政设施和建设管理的最低经济规

模的要求;②应能满足适于生产生活就地协作的合

理规模的要求。
1. 2. 2 带状布局

在山地丘陵地区,由于受高山、峡谷和江河等自

然条件的限制,有的城市常沿江河的一侧、两岸或沿

谷地的狭长地带伸展,形成带状的布局结构,如延

安、安康、兰州等。
这种城市布局结构的主要特点是结合自然地形

带状发展,并由至少一条主要的交通干线贯穿全城,
城市平面结构与交通流向的方向性较强。 这种布局

形态的城市,其发展规模必须根据用地条件加以合

理控制,城市市区不宜太长,规模不宜过大,根据城

市发展的需要,可与组团式布局结合,形成多组团、
多中心的带状布局城市,如重庆市万州区。
1. 2. 3 串联式布局

在山区地带,由于山峦起伏或河流弯曲廻转,有
的城市会形成一个以中心城市(镇)为核心的若干

个城镇连续分布的城镇群,城镇之间保持有较大的

间隔距离,并由公路、铁路或河流将其串联起来,如
遵义、自贡等。

这种分散布局的城镇群形态,能够灵活地适应

地形的变化而使城市的结构具有较大的伸缩性,城
镇继续发展也不易连成一片。
1. 3 山地城市特点

1. 3. 1 山地城市外貌特点

山地城市外貌特点主要表现为山水共存、交相

辉映,多维竖向、立体视觉。
1)山水共存,交相辉映

山地城市往往分布在山水相连、水际交通便利

之地。 有山必有水,有山脉蜿蜒,必有河谷纵横,
“山因水而活,水因山而秀”,山水共存,交相辉映。

2)多维竖向,立体视觉

山地地形地貌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孕育了山地

城市竖向上的多维空间,一般是由凸地形山脊、山坡

和凹地形山谷,山沟组成,由于地形地势的不同,与
其相对应的森林植被和构筑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工

景观也有差异。 多维竖向典型的表现就是复合的视

觉效果和丰富的天际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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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山地城市属性特点

1)山地城市中人地关系特点

西部人多、地少,山地多、耕地少,是社会与国民

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如贵州省民间就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重庆市有“三分丘陵七分山,
真正平地三厘三”的说法。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

加速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山地资源的消耗和

山地环境所承受的压力不断加大,山区或山地城市

的人地关系矛盾更为突出。 不少地区由于不顾生态

条件而进行的“破坏性建设”,造成了山地民俗文

化、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和山地住区建筑风貌等

方面的巨大损失,直接导致山地城市中人地关系

紧张。
2)

 

集中与分散和谐共存

由于山区或山地城市所处的地理区位、海拔高

度、地形坡度、气候、降雨和日照等自然条件的差异,
山地城市布局结构的类型也多种多样。 一般而言,
当山地城市人口规模超过 10 万人,就应该考虑集中

与分散相结合的布局结构模式,切忌采取自由蔓延

“摊大饼”式的过度集中连片布局,使城市无限制膨

胀。 集中,是城市文明和效率的本质体现;分散,则
是山地城市自然环境的基本特征,集中与分散,是一

对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和谐共

存,才是应对城市高密度化浪潮中解决现代山地城

市发展的基本策略思路。 重要的是对集中和分散

“度”的把握,将山地自然景观的特异性与山地城市

空间有机结合才符合山地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

2 山地城市森林

2. 1 山地城市森林类型

山地城市森林是城市范围内林木的总和,是被

城市利用或影响的自然森林,或城市范围内与城市

关系密切的以树木为主的植物群落,具有森林的基

本内在特性,在城市人为干扰活动十分强烈,生境破

碎化比较明显,城市环境破碎化程度较高的环境中

能正常生长,在城市区域范围内面积达到一定规模

(数千平方米) 或郁闭度大于 0. 2 以上的城市

林木[3-4] 。
山地城市森林类型根据起源和人为干扰强度的

不同可划分为自然林、半自然林和人工林。 据调查,
山地城市各类型森林覆盖率一般为半自然林>自然

林> 人工林, 如贵阳各类型森林覆盖率分别为

53. 8%、38. 3%、7. 9%,重庆各类型森林覆盖率分别

为 56. 6%、30. 9%、12. 5%。
2. 2 山地城市森林主要影响因子

2. 2. 1 自然条件对山地城市森林的影响

山地城市森林受外界条件影响较大,受城市的

大气、土壤、水等特殊环境影响,还受坡地中坡度、坡
型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忍受着城市大气污染

 

(SO2、
NOX、HF、CL2、粉尘等)

 

、土壤污染(Hg、Pb、Cd、Cr
 

、
Ni

 

等土壤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板结等)
 

、酸雨以及城

市燥热等污染源的污染[5-6] 。
2. 2. 2 人为活动对山地城市森林的影响

山地城市森林与山地城市布局紧密相关,它的

服务对象是城市,要满足城市的多功能需求。 自然

林和半自然林在城市范围内所占比例有下降的趋

势[6] ,人为活动对城市森林植被类型、植被覆盖度

和土壤类型有不可逆的影响。
2. 3 山地城市森林特点

山地城市森林作为一种生长在城市范围内,与
城市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一种特殊群落类型,是山

地城市不断发展的产物,因此,各类型都受到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双重因素的影响。
与自然地带性植被相比较,山地城市森林的特

点在于:
1)在特定的城市气候、海拔高度、土壤以及一

定程度的环境污染条件下的林地及林地斑块,与自

然林地的生态环境有很大差异;
2)山地城市森林存在于城市建筑群和人海之

中,半自然林和人工林占了较大比例,具有明显的人

工痕迹,其生存与演替不仅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且

在很大程度上受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
3)山地城市森林的群落结构和植物组合受人

类配置的影响程度较大,在高差较大的山地城市垂

直地带性表现不明显;
 

4)山地城市森林的服务对象是城市,要满足城

市的多功能需求,除了生态功能外,还要有景观、游
憩、保健等功能。

与平原城市森林相比较,山地城市森林具有以

下特点:
1)与山地城市布局结构相一致,山地城市森林

中自然林比例较大,自然度较高;
2)山地城市森林更强调其生态基础设施的地

位,对减少滑坡等地质灾害和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效

果更直接而明显;
3)突出基于坡度、土壤、土层厚度等环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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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基础上的经营理念;
4)管理上由林木抚育发展到抚育与管护并重

的模式;
5)在营建目标上,除考虑香化、美化等景观需

求外,更强调植被对减少地表径流、适地适树的重

要性。
总体特点表现为:
1)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以乔木为主体,自然林覆

盖率和自然度 0. 5 以上林地占城市绿地的 30%
以上;

2)大型城市绿地斑块内自然、半自然林地比例

较高,占斑块的 20%以上;
3)坡地林地率较高,林地率大于 50%,群落结

构稳定;
4)坡地物种乡土性高,优势种明显,以自然次

生林为主,并具有一定的面积和乔木数量,最小林地

斑块面积 0. 1
 

hm2[9-10] ,立木地径断面积应大于 5. 5
 

m2 /
  

hm2[7-8] 。

3 小结

随着西部山地城市的不断拓展和扩张,城镇化

率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山地必将被城市建设所占

据。 保护和营建适合不同类型城市布局特点的城市

森林,能更好地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达到提升城市品

质的目的。 因此,充分利用现有山地植被资源,从保

护自然植被着手,充分保护环境基础设施,构建和完

善城市组团隔离带和城周生态屏障,才能形成山地

城市特点鲜明的城市森林绿色生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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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大理白族社区用地现状、历史遗迹、绿地空间、道路空间进行分析,总结出大理古城存在着古城白族传统民

居社区结构与现代生活需求之间、古城传统城市格局与现代城市发展之间和古城现有资源利用方式与当今资源环

境状况之间的三大矛盾。 籍此,采用创新性的理念和方法,在满足现代社会需要的同时,珍视场地价值,探究云南

大理古城白族社区的传统民居、绿地空间、道路交通和水再生系统的保护规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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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是白族聚居之地,靠苍山临洱海,是中国滇

西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也是著名的“南方陆地丝

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交汇处所在。 大理古城这座

千年古城,孕育了一代代美丽质朴的大理人,但是随

着城市发展、人口剧增,悠闲与诗意在商品经济的

“空前繁荣”下冲击得荡然无存,为了留存古城往日

清新质朴的面容,大理白族社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

要,这份保护不单单是城市历史遗迹的形象恢复,更
应该改善大理社区的整体居住条件,使居民在古城

中能够舒适地居住,大理古城能有机地生长。 通过

对大理白族古城进行规划设计,探讨一条从社区层

面、建筑层面、技术层面,层层递进的可持续发展解

决方案,试图利用现代技术与白族传统文化相结合,
解决大理古城内白族传统民居社区破坏的问题,着
重改善社区尺度下的整个白族社区历史遗迹,并使

古城中白族传统民居建筑得到有效保护,满足现代

白族人的生活设施需要,使白族社区得到更新和可

持续发展,居民生活更加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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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址现状分析

1. 1 自然地理条件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中国云南省中部偏西,云
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的结合部位,地理位置东经为

98°52′~ 101° 03′,北纬 24° 41′ ~ 26° 42′,海拔 2
 

090
 

m。 大理古城位于大理州中心地带,东北临洱海,西
南依苍山。 因属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全年四季如

春,年均温 15. 1℃ 。 盛行的西南季风和苍山洱海的

东北—西南构架使得古城主轴线偏离正北方向 15°
左右。 每年由西南方向吹来的暖风与洱海的冷湿空

气在大理古城境内相遇,为大理古城带来丰富的雨

水资源,年降水量高达 1
 

527
 

mm。 同时大理的低纬

度和高海拔使大理拥有充足的光照条件,拥有丰富

的潜在太阳能资源。
1. 2 社会人文条件

大理古城建于公元 1382 年,距今 628 年,是我

国白族最集中的聚居地,独特的区域地理环境孕育

了悠久的洱海文化,作为五朝古都,大理很长时间都

是中国西南面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也是著名的

“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交汇处所在,被人们喻为

“亚洲文化十字路口” [1] 。 大理文化是中原文化、藏
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
中华文化链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理古城(现大理城) 简称榆城,是 1982 年 2
月国务院批准的我国第一批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也是全国 44 个重点风景区之一。 大理古城始建

于明朝洪武 15 年(公元 1382 年),历代屡经修建。
大理古城 500 余年间一直是云南及滇西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 大理古城的城区道路仍保持着

明、清以来的棋盘式结构,弹石与引马石镶砌的路

面,有“九街十八巷”之称。 市容古朴,三坊一照壁、
四合五天井的白族民居,杜文秀帅府遗迹,宋湘《种

松碑》等历史古迹,以及寺庙、书院、教堂等古建筑

点缀其间,显得古意盎然[2] 。

2 社区保护规划分析

2. 1 区域概况

近年来由于白族传统建筑结构无法满足现代生

活的需求,加上缺乏政策保护,白族传统民居正在失

去原有的风貌,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毫无

民族特色的现代平顶建筑,白族传统民居的保护与

更新迫在眉睫。 依据整体保护的概念,将规划目标

锁定于大理整个白族社区的保护与更新,将规划范

围确定在明代重建的大理古城原城墙以内。 范围涵

盖多个白族民居建筑群、南北城楼、部分城墙、洋人

街等已开发商业街区以及未开发的商住混合街区及

农田水库。 用地类型多样、功能混杂是大理白族社

区的特点。
2. 2 社区现状分析

2. 2. 1 用地现状分析

根据大理城实际用地情况,可分为 7 类用地,分
别为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历史遗迹、公共设施用地、
绿地、生产及防护隔离绿地、水域及其它用地。 其中

居住用地为古城最大面积用地,古城以人居为主,是
典型的以民居类型为主,多种功能相结合的社区类

型。 同时商住混合用地也很多,主要沿街分布。 公

共绿地较少,分布不均匀,面积相对不大,主要是玉

洱公园、人民纪念碑、古城墙等。 水库资源不足,原
南北各有一座,但目前只有南水库蓄水,北水库

荒废。
2. 2. 2 历史遗迹分析

凡可代表大理风貌或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区域

都应属大理历史遗迹,包括历史遗迹景点、传统民

居、传统商业街区。 历史遗迹景点有总统兵马大元

帅府、西云书院、“洋人街”护国路、蒋公祠、基督教

礼拜堂,是游人来大理重点游览的景点[2] 。
白族民居则是白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应成为大理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遗迹,就从院落布

局、建筑结构和内外装修等基本风格来看,白族民居

与中原民居建筑有着传统上的承袭。 由于自然环

境、审美情趣上的差异,白族民居又有自己明显的民

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白族民居基本上都是两层,主
房一般是坐西向东,这与大理地处由北向南的横断

山脉帚形山系形成的山谷坝子的特点有关,依山傍

水,必然坐西向东。 白族民居的平面布局和组合形

式一般有 “一正两耳”、 “两房一耳”、 “三坊一照

壁”、“四合五天井”、“六合同春”和“走马转角楼”
等[4] 。 白族民居的大门大都开在东北角上,门不能

直通院子,必须用墙壁遮挡,遮挡墙上一般写上

“福”字。 由于是民居且缺乏合理的保护与宣传,大
理白族民居并未受到一定的重视。 考虑到白族社区

规划的重点就是以白族民居为中心的大理白族社区

保护与更新,重视白族民居现状,珍视场地价值。
2. 2. 3 绿地空间分析

大理城绿地根据空间划分为公共绿地、私人绿

地。 通过卫星遥感图像分析,城市绿化覆盖率较高,
但城市绿化率较低,其主要原因是古城内住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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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建筑扩张造成绿地减少,但古树名木较多,树
阴浓密,绿化投射率较高。 公共绿地包含城市公园、
绿化带、社区绿地等公共性、开放性的绿地空间,是
当地居民业余时间主要休闲娱乐的地点,但总面积

较少,分布不均且服务范围娇小。 私人空间相对分

散,面积更少,难以达到一家一户的绿地量。
2. 2. 4 道路空间分析

古城的城区道路仍保持着明、清以来的棋盘式

结构,弹石与引马石镶砌的路面,有“九街十八巷”
之称。 主要道路基本满足防火避灾的功能需求,沿
街商业气息浓厚。 根据道路分格可细化为多个小社

区,以小社区为单位进行管理更为方便。 但小社区

的内部道路存在尽端且狭窄,不能满足防火避灾的

问题,许多建筑在街巷内部,与外部道路相距有一段

时间,消防车难以进入街巷,如果发生火灾难以在短

时间内扑灭。
2. 3 面临的问题

1)人口的剧增和都市化进程与古城保护是大

理城市历史遗迹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 宋伟轩[5]

认为,大理城市历史遗迹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人口

的剧增。 作为滇西的区域中心城市,大理必然会有

一定的城市规模与中心服务功能,人口的集聚是必

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为了保护苍山洱海,
又必须适度限制大理的都市化进程,尤其需要控制

过度的开发与建设。 前些年洱海的水质开始恶化,
经过几年的治理,水质开始变浊为清。 在此过程中,
大理城区至少增加了 10 万人,这说明,环境质量的

优劣与人口的增加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关键性的

因素还在于保护意识的确立与制度的约束。 更为重

要的是,整个滇西地区目前的平均城市化率尚不足

30%,在未来的 10 ~ 20 年内,当城市化率提高到

60%左右时,数以百万的农村人口中有相当部分会

向大理转移,这个过程历史车轮无法阻挡。
2)古城风貌缺失是大理城市历史遗迹面临的

第二个大问题。 李彦红[6] 认为,大理古城面临的一

个大问题是古城原风貌缺失。 现在的大理古城留给

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名为大理古城,
其实只有那么短短的一条街,在文物保护制度下,维
持着“古老”的风貌。 有小楼、流水,仔细一瞧,都是

清一色挂满花花绿绿所谓具有地方纪念特色货物的

街铺。 人流如织,名牌服饰的招牌以及街上充斥着

的商业化、公式化的讨价还价声让人联想起某个近

郊的小乡镇。 只是建筑上的不同,才冷不防地提醒

你这是大理古城。 造成古城缺失的一大原因是只重

视古建筑层面的修复还原,而忽略了古城整体文化

的修复,园林、景观、配套设施等都难以达到同等的

修复状态。
3)根据场地环境和对大理白族历史文化的相

关资料研究,归纳出大理白族社区面临的第三大问

题,那就是古城的传统格局与现代城市发展的矛盾。
传统白族建筑结构由于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
加上缺乏有效保护,很多都遭到破坏甚至被拆除。
城市原有的白族传统民居社区结构渐渐失去连续

性,变得支离破碎。 古城建筑密度大,加上现代交通

压力的增长,不断挤压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和城市绿

地面积。 居民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交流、健身、休憩

等活动,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居民日常用水方式的

不合理,加上城市雨污合流的排水方式造成水资源

的浪费,同时现有部分火力发电对当地环境造成很

大污染。

3 社区规划设计

3. 1 设计理念

根据大理白族社区面临的诸多问题,总结出大

理古城所存在的三大矛盾。
1)古城白族传统民居社区结构与现代生活需

求之间的矛盾,换句话来说就是白族民居社区破碎

化。 由于传统白族建筑结构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

求,加上缺乏有效保护,很多都遭到破坏甚至被拆

除。 城市原有的白族传统民居社区结构渐渐失去连

续性,变得支离破碎。
2)古城传统城市格局与现代城市发展之间的

矛盾,也就是缺乏公共空间。 古城建筑密度大,加上

现代交通压力的增长,不断挤压社区公共活动空间

和城市绿地面积。 居民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交流、
健身、休憩等活动,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3)古城现有资源利用方式与当今资源环境状

况之间的矛盾,是所谓的生活基础设施缺乏。
解决这三大矛盾的方法是采用现代设计技术与

白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设计理念,充分体现场地的

价值与精神,同时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 按该理念,
将大理整个古城划为一体进行规划,以白族社区为

侧重点,挖掘白族精神与文化,强调民族特性与内

涵。 分别在社区尺度、建筑尺度、技术尺度下使古城

中白族传统民居建筑得到有效保护,白族社区得到

更新和可持续发展,居民生活更加舒适(图 1)。
社区层面上的改造基于解决大理古城白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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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福建柏混交林种内及种间竞争研究

邓育宝
 

(松溪国有林场,福建 松溪 353500)

摘要:通过对樟树福建柏混交林 40 个样圆的调查,以樟树为对象木,采用 Hegyi 单木竞争指数模型分析樟树的种内

种间竞争关系。 结果表明,樟树的种间竞争强度大于种内竞争强度,并且竞争强度随对象木径级的增大逐渐减小。
当对象木径级≥23

 

cm 时竞争强度变化较小,径级在 14~ 17 时受到的种间竞争强度最大。 樟树种内、种间、林分的

竞争强度符合幂函数 CI=AD-B 的关系,用此模型拟合各径级的种内、种间竞争强度效果良好,可对不同径级的樟树

所受的竞争强度进行预测。
关键词:樟树;福建柏;混交林;种内及种间竞争;竞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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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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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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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hor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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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dginsii
 

mingled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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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innamomum
 

camphora
 

of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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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樟树(Cinnamomum
 

camphora)是我国珍贵用材

和芳香油料树种之一。 樟树在系统发育过程中形成

了个体高大突出,树冠庞大、开张,侧枝粗,树皮较

厚,多弯曲,自然整枝差等特征,木材性状不尽理



邓育宝:樟树福建柏混交林种内及种间竞争研究

想[1] 。 为了改善木材的形质和形状,培育优质木

材,对樟树林进行混交福建柏。 福建柏 (Fokienia
 

hodginsii) 树形优美,树干通直,适应性强,生长较

快,材质优良,是我国南方一些省(区)的重要用材

树种,又是庭园绿化的优良树种。 混交林的邻木之

间的关系将主要表现为竞争,竞争是自然选择的表

现,是影响林木生长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对其资

源环境与空间的争夺。 利用适当的竞争因素可以提

升对象木的生长状况,如何处理好种间、种内关系是

营造混交林成败的关键。 了解混交林的竞争关系应

根据调查数据反映的情况,确定合适的混交比例以

及混交密度,用竞争强度指征种内、种间竞争和激烈

程度,反映性强、较具科学性与实用性,为樟树与福

建柏混交林培育提供依据。

1 试验林概况
   

试验林位于三明莘口教学林场小湖工区牛东坑

6 大班 5 小班,面积约 1. 33
 

hm2,海拔 150 ~ 250
 

m,
山体坡度 25° ~ 35°,属中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年均温

19. 1℃ ,年均降水量 1
 

749
 

mm,年均蒸发量 1
 

585
 

mm,年均相对湿度 81%,无霜期 300
 

d 左右,土壤是

由砂页岩发育的红壤。 试验林内樟树与福建柏为

1978 年造林,林下主要植被有细齿叶柃、毛冬青、乌
毛蕨、网脉叶酸藤果等。

2 研究方法

竞争是物种间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竞争

的结果产生了植物个体生长发育的差异[2] 。 竞争

指数广泛应用于植物种内、种间竞争的研究,选择一

个适宜的竞争指数对林分竞争生长模型的建立具有

重要作用,竞争指数对林分竞争生长模型的建立具

有重要作用,目前对单木竞争指数的研究较多,提出

了一些模型,但以 Hegyi 的模型预测效果最好,且获

得的数据准确[3-6] 。
在樟树与福建柏混交林内,按径级分布比例选

择樟树对象木,测量半径为 6
 

m 的样圆内的樟树、福
建柏的胸径、树高、枝下高、冠幅及与对象木的距离。
本研究共调查对象木 40 株,竞争木 303 株。 竞争指

标采 用 Hegyi ( 1974 ) 年 提 出 的 单 木 竞 争 指 数

模型[7,8] 。

CI=
 

∑
n

i= 1
(D j / D j)Lij

式中:CI 为竞争指数;
 

D j 为竞争木;j 为胸径;Di 为

第 i 株对象木的胸径;Lij 为对象木 i 与竞争木 j 之间

的距离。
根据公式计算出每株竞争木对对象木的竞争指

数,然后将调查的 n 个单木间的竞争指数累加和平

均,即得对象木樟树的种内、种间及林分竞争强度。

3 结果与分析

3. 1 混交树种的分布特点

将 40 个 6
 

m 半径样圆内的樟树、福建柏株数按

距离求算平均值得表 1、2。

表 1　 不同距离环形带内樟树株数分布

Tab. 1　 Cinnamomum
 

camphora
 

number
 

distribution
 

within
 

different
 

distance
 

ring
 

距对象木距离 / m 1 2 3 4 5 6

樟树累积株数 / 株 0 6 17 44 70 72

樟树平均株数 / 株 0. 00 0. 15 0. 43 1. 10 1. 75 1. 80

标准差 0. 000
 

0. 362
 

0. 636
 

1. 081
 

1. 149
 

1. 203
 

变动系数 0. 000
 

2. 413
 

1. 496
 

0. 983
 

0. 657
 

0. 668
 

表 2　 不同距离环形带内福建柏株数分布

Tab. 2　 Fokienia
 

hodginsii
 

a
 

number
 

distribution
 

within
 

different
 

distance
 

ring

距对象木距离 / m 1 2 3 4 5 6

福建柏累积株数 / 株 1 37 80 146 229 231

福建柏平均株数 / 株 0. 03
 

0. 93
 

2. 00
 

3. 65
 

5. 73
 

5. 78
 

标准差 0. 158
 

0. 764
 

1. 011
 

1. 421
 

1. 941
 

1. 866
 

变动系数 6. 320
 

0. 826
 

0. 506
 

0. 389
 

0. 339
 

0. 323
 

由表 1、2 可知,樟树、福建柏混交林中,围绕对

象木的福建柏株数由 1
 

m 半径样圆内的 0. 03 株增

加到 6
 

m 半径样圆内的 5. 78 株 . 围绕对象木周围

的樟树株数由 2
 

m 半径样圆内的 0. 15 株增加到 6
 

m 半径样圆内的 1. 80 株,其周围 1
 

m 半径样圆内无

樟树出现。 由此可见,对象木周围的福建柏及樟树

株数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加,且樟树的株数较福建柏

少 . 对于对象木周围的樟树、福建柏不一定遵从上

面的分布模式,而是具有一定的波动 . 从表 1、2 的

变动系数来看,围绕对象木内有 1 株樟树、5 株福建

柏的生长较稳定,随着环形带的增大,变动系数减

小,其分布越具随机性。
3. 2 对象木特征

在调查的 40 株樟树对象木中,最小胸径 1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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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森林健康状况初步调查分析

汪有奎,郭生祥,袁
 

虹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应用森林健康理论,分析祁连山森林生态系统存在着森林面积减少,森林生态系统活力下降,服务功能降低,
维护系统的外部输入增加,系统经营管理选择单一,对邻近系统的破坏加大等健康受损症状。 藉此,提出加快山区

生态建设,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强林政执法队伍建设管理,建立健全森林资源监测

体系,加快退化林地和草原植被恢复进程等保护和恢复祁连山森林健康的策略。
关键词:森林健康;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受损症状;祁连山

中图分类号:S757.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12)04-0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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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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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sympto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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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
 

of
 

forest
 

eco-
syste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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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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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ai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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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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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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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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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health
 

protection
 

and
 

restora-
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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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een
 

proposed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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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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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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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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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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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它不仅具有为人

类社会提供木材、林副产品等经济价值,而且还有保

持环境、防汛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
保护生物多样性、吸收二氧化碳以及生态旅游等服

务功能。 因此,保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是保障人类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 祁连山北坡

森林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林,是我国西北地区重

要的物种基因库,是河西商品粮基地和河西地区工

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的重要生态屏障。 建国以来,
中央和省地各级党政机关和业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不断加大保护力度,使祁连山森林面积减少的

趋势得到了基本控制。 据 2008 年森林资源规划设

计调查数据,祁连山森林面积、蓄积呈双增长态

势[1] ,但是其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仍然表现出退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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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祁连山林区浅山区

林分呈现出衰退迹象,并发生大面积病虫鼠害,受害

林分林相残败,林木长势衰弱,林分天然更新差,水
源涵养能力下降,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受到严重不利

影响。 根据野外调查与资料,分析了甘肃祁连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祁连山自然保护区”)
森林健康受到损害的症状,提出了保护和恢复祁连

山森林健康的策略与措施。

1 林区基本情况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位于甘肃省境内祁连山北坡

中、东段,南接青海省,北临河西走廊,东连甘肃连城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至玉门石油河。 地理位置为

东经 97°24′~ 103°46′,北纬 36°43′~ 39°42′。 范围包

括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大部分以

及古浪、凉州、山丹、民乐、甘州、永昌诸县(市、区)
的部分地区。 经营总面积为 265. 3 万 hm2,约占甘

肃省土地总面积的 6%。 其中:林业用地 91. 5 万
 

hm2,占全区总面积的 34. 5%;非林业用地 173. 8 万
 

hm2,占全区总面积的 65. 5%。 按权属分,国有林

259. 8 万
 

hm2,占全区总面积的 97. 9%;集体林 5. 5
万

 

hm2,占总面积的 2. 1%。
祁连山区的气候受大陆性荒漠气候及高山地貌

的强烈影响,加之地域宽广,高差悬殊,差异很大,一
般属高寒区域,为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2] 。
海拔 2

 

500 ~ 3
 

300
 

m 为森林草原带,年均温 0℃ 或

0℃以下,极端最高温不到 28℃ ,极端最低温可至-
36℃ 。 年降水量 300 ~ 500

 

mm,其中 60%分布于 6 ~
9 月。 年均蒸发量 1

 

200
 

mm,无霜期 90 ~ 120
 

d。 ≥
10℃的积温在 1

 

500℃ 以下。 热量和水分的水平分

布为东部降水较多,气温稍高,西部次之。 年均日照

时间 2
 

130. 5
 

h。 全区林地 915
 

098. 2
 

hm2,活立木

总蓄 积 2. 6 × 107
 

m3。 在 林 分 蓄 积 中, 天 然 林

25
 

880
 

045
 

m3,占林分蓄积的 99. 4%;人工林 152
 

790
 

m3,占 0. 6%。 有林地平均蓄积为 131. 0
 

m3 / hm2。 按

优势树种分,云杉林蓄积为 156. 1
 

m3 / hm2,圆柏林为

44. 6
 

m3 / hm2, 山杨林为 37. 7
 

m3 / hm2, 油松林为

133. 9
 

m3 / hm2,桦木林为 39. 0
 

m3 / hm2。 林分以天

然林占绝对优势,郁闭度偏高,以中龄林为主,其面

积、蓄积分别占全林分的 47. 3%和 37. 1%;其次为

近熟林,其面积、蓄积分别占 35. 8%和 42. 3%。

2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受损症状

2. 1 森林面积减少,森林生态系统活力下降

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 vigor) 即森林生态系统

的能量和循环容量,具体指标为生态系统的初级生

产力和物质循环[3] 。 一般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
生态系统的能量输入越多,物质循环越快,生态系统

的活力就越高。
据史书记载,西汉初期,祁连山森林的分布范围

西逾甘新交界的伊吾地区、东至白银,东西 1
 

200
 

km 皆松柏五木。 在近 500 年前,祁连山东段都是崇

山峻岭,森林遮天蔽日。 到民国时期,祁连山森林仅

分布于酒泉以东的深山,浅山近百余里内不见森林,
森林垂直下线由海拔 1

 

900
 

m 上升到 2
 

300
 

m
 [4] 。

1989 年建立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以前,祁连山森林面

积呈不断下降趋势(表 1);祁连山森林面积从建国

初期到 1980 年减少了 16. 5%,30%的灌木林已经退

化。 草场牧畜超载严重,退化面积达 72×104
 

hm2,占
可利 用 草 场 的 50%。 林 地 总 面 积 的 减 少 使

森林资源总生产力下降。1980年以前,活立木蓄积

表 1　 祁连山森林面积变化情况

Tab. 1　 Forest
 

area
 

changes
 

in
 

Qilian
 

mountain
 

调查种类 调查时间
林地

/ hm2
有林地

/ hm2
疏林地

/ hm2
灌木林

/ hm2
未成林地

/ hm2
苗圃地

/ hm2
宜林荒山地

/ hm2

三级经理 1958 年 651200 124400 37400 202600 286800

资源清查 1974 年 516209 122409 39247 263471 3188 40 87854

规划调查 1978 年 531066 125956 41431 287971 4882 40 70786

总体设计 1989 年 492621 111189 31062 293647 2548 109 54066

规划设计 2000 年 60666 166844 11910 412569 1162 173 14054

规划设计 2008 年 915098 198686 18965 654422 4297 162 38567

注:2000 年和 2008 年各类土地面积统计标准与前 4 次不同,有林地郁闭度由 0. 3 以上(不含 0. 3)变为 0. 2(含 0. 2)以上,疏林地郁闭度由 0. 1
~ 0. 3 变为 0. 10 ~ 0. 19;灌木林盖度由 40%(不含 40%)以上变为 30%(含 30%)以上,所以各类土地面积与前 4 次统计相差较大,可比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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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业
 

调
 

查
 

规
 

划

总体亦呈下降趋势。 1980 年国务院下令停止采伐

后,林木蓄积才逐步回升(表 2)。

表 2　 祁连山森林蓄积变化情况

Tab. 2　 Forest
 

stock
 

changes
 

in
 

Qilian
 

mountain
 

×104
 

m3

调查种类
调查
时间

活立木
总蓄积

有林地 疏林地 散生木
林网四
旁树木

三级经理 1958 年 1784. 6 1129. 0 655. 6
  

资源清查 1974 年 1372. 8 1272. 9 99. 9 3. 0

规划调查 1978 年 1430. 2 1308. 8 121. 4 4. 1

总体设计 1989 年 1857. 4 1659. 1 164. 5 33. 7 0. 023

规划设计 2000 年 2165. 8 2130. 7 25. 8 9. 0 0. 272

规划设计 2008 年 2657. 2 2603. 3 48. 6 4. 1 1. 256

另据调查,老龄林和陡坡地段林分以及降雨量

小、气候干燥的祁连山西段和低海拔林区林木,均表

现出叶色发黄早落、病虫害多、生长衰退的迹象。 林

分蓄积和材积生长率明显低于中幼龄林、缓坡、东
段、中海拔林分(表 3、表 4) [5] 。

表 3　 祁连山区不同林龄、郁闭度林分材积生长率

Tab. 3　 Canopy
 

density
 

and
 

stand
 

volume
 

growth
 

rate
 

of
 

different
 

forest
 

age
 

in
 

Qilian
 

Mountains

保护站 林龄级 郁闭度 材积生长率 / %

寺大隆 成、过熟林 0. 7 ~ 1. 0 1. 40

隆畅河 近、成熟林 0. 7 ~ 1. 0 1. 85

大河口 中幼林 0. 4 ~ 0. 6 4. 40

祁连 中幼林 0. 4 ~ 0. 6 4. 60

表 4　 祁连山区青海云杉林不同密度林下植被生长状况

Tab. 4　 Understory
 

vegetation
 

growth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Qinghai
 

spruce
 

forest
 

density
 

in
 

Qilian
 

Mountains
 

林型 郁闭度
天然更
新状况

灌木层 草本层 苔藓层

种类数量 盖度 / % 种类数量 盖度 / % 种类数量 盖度 / %

灌木青海云
杉林

0. 4 ~ 0. 7 中等~良好 刚毛忍冬、蔷薇、灰荀子、
金露梅、银露梅、甘青锦
鸡儿等 10 种以上植物
群生

50 乌头、苔草、短叶铁线莲、
紫菀等 10 种以上植物
群生

<40 山羽藓、羽藓、欧灰藓 3 ~
5 种散生

30

苔草青海云
杉林

0. 4 ~ 0. 7 不良 3 ~ 5 种植物散生 40 披针苔草占优势,6 ~ 7 种
植物散生

80 山羽藓,欧灰藓等 <10

藓类青海云
杉林

>0. 7
 

不良 金露梅散生 <10 披针苔草, 支柱蓼 4 ~ 5
种植物散生

<40 山羽藓,欧灰藓,提灯藓 >90

马先蒿藓类
青海云杉林

0. 5 良好 金露梅、鬼箭锦鸡儿、刚
毛忍冬、高山锈线菊等 4
~ 5 种植物散生

<20 马苋蒿、 苔草、 棘豆、 紫
菀、早熟禾,

 

6 ~ 7 种植物
散生

40 ~ 60 山羽藓,羽藓,欧灰藓等 >60

　 　 由于气候恶化以及人类过度的开垦、放牧,使森

林、灌丛退化,森林境观向破碎化方向发展,过度干

扰和林分面积的缩小使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被破坏,
导致一些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森林生物多样

性下降[5] 。 如随着降雨量由东向西逐步减少,植物

水平分布也呈现东段种类较多、向西植物种类逐渐

减少、植被类型结构单一的现象,油松林、细叶云杉

林几乎消失,山杨和桦木林矮化,青海云杉林、祁连

圆柏林和灌丛林呈斑块分布,青海云杉林仅见于阴

坡,玉门石油河以西地段则不见森林景观,只有矮小

灌木。 动物种群数量也有相似的分布规律,东祁连

山地区有鸟类 169 种,占现有鸟类的 86. 22%;西祁

连山地区有鸟类 34 种, 占现有鸟类的 13. 78%。
1974 ~ 1976 年调查时,祁连山马麝(Moschus

 

sifani-

cus)仅祁连山北麓就有 39
 

505 只,10 年后第二次调

查时,马麝数量下降了 68. 4%;野马(Equus
 

przewal-
skii)在 1957 年绝迹[6] 。 据资料,祁连山马蹄林区

1976 年分布有马麝 3
 

371 只,密度 2. 21 只 / km2,蓝
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 2
 

757 只,密度 5. 18 只 /
km2。 到 90 年代这 2 种动物在该地很难见到。 过度

放牧使优良牧草生长受到抑制,有毒植物大量孳生,
虫鼠害严重,牧草产量下降。 天祝县境内草地与

1958 年相比,牧草产量下降 30. 4%,牧草覆盖度下

降 11. 11%,牧草高度下降 41. 09%[7] 。 2008 年肃南

县虫鼠害发生面积达 34. 9 万劳 hm2,全县因虫鼠害

造成的牧草损失可供饲养 23 万个羊单位的牲畜[8] 。
2. 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

祁连山森林生态系统范围缩小,结构不合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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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系统功能的下降。 首先表现为林区气候变暖,
冰川雪线退缩。 祁连山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气

温持续升高,
 

90
 

年代以后明显变暖,
 

年均温升高
 

0. 55 ~ 0. 59℃ [9] 。 根据甘肃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提供

的冰川考察资料数据,整个祁连山现有的雪线比古

雪线升高了 500 ~ 800
 

m。 据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

究所多年的监测研究表明,祁连山冰川大部分处于

退缩状态。 东段东北坡的 33 条冰川在 1956 ~ 2001
年间,年退缩速度约 11. 5

 

m,冰川面积缩减率普遍

超过了 25. 0%;1972 ~ 2007 年的 35 年间,冷龙岭有

27 条冰川消失[10] 。 中西段有 95%的冰川在 1956 ~
2000 年间,以年均 4. 9

 

m 的速度退缩,面积缩减率

普遍在 15%以下[11,12] 。 其次为森林植被涵养水源

能力减弱,水土流失严重。 过度放牧、毁林毁草开

垦,使森林植被调节径流、保持水土、抑制洪水的功

能弱化,草原“三化”面积逐年扩大,仅祁连山东段

水土流失面积就达 86. 36
 

万 hm2
 

,各主要水库淤泥

沙占总库容的 30%以上,西营、杂木、黄羊、金塔等 4
条河流年均输沙量达 93 万

 

m3 之多,降水的丰欠明

显地反映在径流量的大小上,春季因缺水造成的农

业减产面积占农田总面积的 20% ~ 30%,冰雹、洪
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沙化,荒漠化严重威

胁着河西绿洲。
2. 3 维护系统的外部输入增加

在自然状态下,森林生态系统是从太阳光获得

能量,从大气中获得制造有机物所需的碳、氮、硫等

元素,从林地土壤中汲取各种无机和有机营养。 如

果没有人为的过度干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

的输入与输出是基本平衡的。 如果人们过度从自然

生态系统中掠取而不保证生态系统自身所需的物质

能量,必将使生态系统的正熵增加,系统将趋于崩

溃[13] 。 生态学理论认识到,由于干扰和破坏造成了

生态系统发展中的不连续性、不可逆性和不平衡性,
在自然状态下很难或不可能回到原生的状态[14] 。
所以,人类不得不花费比破坏生态系统所获得的收

益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代价来重新恢复自然生态

系统。 1990’s 以前,由于长期以来林业管理部门事

业经费短缺,管理人员不足,管理设备、设施落后,管
理工作滞后,使得盗伐林木、乱捕滥猎、毁林开荒、乱
采滥樵、超载放牧、乱开滥挖等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

非常严重,森林的破坏导致河西地区的一系列生态

灾难,人们不得不反过来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重建。 1990’ s 以来,国家、甘肃政府及

祁连山林区所在地各级政府将每年用于山区森林管

理部门的事业经费增加到 3
 

000 多万元,用于造林

和封山育林的经费达到 300 多万元。 到了 21 世纪,
每年用于开展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草工程等生态

工程建设经费达 1 亿多元。 即使这样,还没有从根

本上扭转祁连山生态环境局部好转而整体恶化的局

面,人们还必须为重建生态环境付出长期而艰辛的

努力。
2. 4 系统经营管理选择单一

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可以持续地为人类提供木

材、林副产品、旅游、水源涵养、保持水土、净化空气

等多种用途和管理,退化的或不健康的森林生态系

统因为生态系统脆弱,只能保持和发挥某一方面或

少数的功能,不再具备多种用途和管理选择。 祁连

山森林生态系统因退化成为不健康的森林生态系

统,自 1980 年甘肃省政府决定停止采伐以来,只能

主要发挥其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生态效益,并且这

种作用也在不断削弱,人们的管理选择只有加强保

护和建设,防止其在不良气候和人类的破坏下进一

步衰退。
2. 5 对邻近系统的破坏加大

祁连山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下降,使发源于山

区的黑河、石羊河、疏勒河流域下游生态环境日渐恶

化。 1958 ~ 1980 年黑河流域下游胡杨、沙枣、柽柳等

沙生植被面积减少了 5. 73 万
 

hm2, 年均减少约

2
 

600
 

hm2,1980 ~ 1994 年植被覆盖度大于 70%的林

地面积减少了 19. 2 万
 

hm2, 年均减少约 1. 4 万
 

hm2;胡杨林面积由 1950’ s 的 5 万
 

hm2 减少到现在

的 2. 27 万
 

hm2;现存的天然乔木林龄比例失调;自
1980’s 以来,植被覆盖度大于 70%的林灌草甸草地

面积减少了约 78%;植被覆盖度介于 30% ~ 70%的

沼泽草甸草地以及产草量较高的 4、5 级草地减少了

约 40%;覆盖度小于 30%的荒漠草地和戈壁、沙漠

面积却增加了 68%,植物种类减少,植被退化。 石

羊河流域下游的民勤绿洲外围自从 1950’ s 以来营

造的人工植被的 70%严重衰败死亡,部分地段沙丘

活化,流沙再起并开始埋压农田。 民勤绿洲的农作

物播种面积由 1997 年的 5
 

733
 

hm2 减小到 2001 年

的 4
 

467
 

hm2,一些地方出现了“沙进人退”的现象。
由于气候干旱和上游来水量减少,河西地区内陆河

下游地区植被覆盖度降低,导致沙尘暴越来越频

繁[15] 。 据统计,河西地区沙尘暴发生次数 1950’ s
为 5 次,1960’s 为 8 次,1970’ s 为 13 次,1980’ s 为

14 次,1990’s 达到 23 次,而且其强度越来越大,危
害越来越严重[16] 。 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的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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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5 日发生的袭击新疆东部、甘肃河西地区、宁夏

大部和内蒙古西部的特强沙尘暴,沙尘暴使这些地

区共死亡 85 人,失踪 31 人,受伤 264 人,农作物受

灾 37 万多
 

hm2,死亡和丢失牲畜 120 万头,部分公

路、铁路运输及电线路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达 5. 5 亿

元人民币[17] 。 河西走廊已成为我国北方强度最大

的沙尘暴策源地。
2. 6 对人类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生态系统的变化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人类健康

(human
 

health
 

effects),人类的健康本身可作为生态

系统健康的反映。 由于生态环境恶化,降雨量稀少,
祁连山区和河西走廊人畜饮水困难,不得不饮用超

矿化度的地下水或长时间积蓄的雨水,引发多种消

化系统疾病和其它并发症。 我国西部地区和东部地

区相比较,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为 81. 8 / 1×105 人,
东部地区为 46. 8 / 1×105 人,高出 35 个百分点。 西

部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的风沙尘肺病发生率很

高。 研究表明,大气沙尘是风沙尘肺病发生的根本

原因,该病一般出现于风沙尘严重的干旱、半干旱环

境[17] 。 捕食鼠类的猛禽类种群数量的下降,使林区

各类啮齿动物种群数量大量增加,鼠疫疫情增加,易
引发鼠疫,造成社会恐慌。

3 森林健康保护与恢复的策略

综上所述,由于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已经严重

损害了祁连山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 虽然自 1989
年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不断加大了森林资源

的保护与建设步伐,但是山区生态环境仅得到局部

治理,整体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导致祁连

山森林整体呈衰退状态,急需加以综合整治,尽快保

护和恢复森林健康,为河西走廊乃至甘肃的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生命支持系统。 因此,应
不断加强国际、国内合作,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和资

金,加快山区生态环境建设。 要深入开展科学研究,
应用科学的营林措施,增加林区生物多样性,增强森

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18] ;要加

强林政执法队伍建设管理,加大林政执法力度,制止

人为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发生;建立健全森林

资源监测体系,及时掌握森林资源动态变化情况,为
灾害的预防和控制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对区

内资源本底进行清查,制订可持续利用方案,合理利

用森林资源。 同时,要认真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

耕还林(草)工程、石羊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黑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祁连山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程等大型生态建设工程,以大工程带动祁连山

林区生态环境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加快退化林地和

草原植被恢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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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腾冲红花油茶、猴子木、怒江红山茶分布区域、适生环境。 在云南腾冲、龙陵、昌宁县分别选取连续 3 年

结实、性状稳定的优良单株进行单果重、果皮厚度、鲜出籽率、干出籽率、脂肪酸组成、矿物质含量、氨基酸含量等指

标测定及分析。 结果认为,这 3 个油茶品种都具有山茶油的共同特征和优点,适宜在云南省海拔 1
 

700~ 2
 

500
 

m 区

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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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distribution
 

area
 

and
 

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Camellia
 

oleifera,
 

Ca-
mellia

 

yunnanensis,
 

and
 

Nujiang
 

red
 

camellia.
 

In
 

this
 

trial,
 

fine
 

individual
 

samples
 

with
 

three
 

consecu-
tive

 

years
 

of
 

fructification,
 

and
 

stable
 

traits
 

were
 

selected
 

from
 

Tengchong,
 

Longling,
 

Changning
 

County,
 

indicators
 

such
 

as
 

fruit
 

weight,
 

peel
 

thickness,
 

fresh
 

seed
 

and
 

dry
 

seed
 

rate,
 

fatty
 

acid
 

composition,
 

min-
eral

 

content,
 

amino
 

acid
 

content
 

have
 

been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Camellia
 

species
 

have
 

common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of
 

camellia
 

oil,
 

which
 

suitab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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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n
 

altitude
 

of
 

1700
 

to
 

2500
 

m
 

region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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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是世界四大木本油料树种之一[1] ,是我国

基本的主要木本食用油料[2] 。 云南是世界茶属植

物的分布中心,有着丰富的茶属植物种质资源,油茶

在云南省已有 1
 

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3] 。 云南西部

油茶种质资源丰富,在 1
 

700 ~ 2
 

500
 

m 的高海拔区,
普通油茶已不适宜种植,但有野生腾冲红花油茶、猴
子木、怒江红山茶分布。 除腾冲红花油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行人工造林外,其它油茶种仍处于野

生或半野生状态。 为保护和发掘优势油茶种质资

源,丰富油茶产业种植品种,笔者对云南高海拔区有

采果榨油食用习惯的 3 个油茶种进行了调查对比

分析。

1 调查区域概况及油茶品种的分布情况

云南西部的腾冲县、龙陵县和昌宁县地处东经

98°05′~ 100°02′,北纬 24°08′ ~ 25°51′,海拔 1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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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00
 

m,年均温 10. 0 ~ 14. 0℃ ,年降雨量 1
 

600 ~
2

 

100
 

mm,6 ~ 9 月为雨季,占全年降雨量的 82%,11
月至翌年 4 月为旱季,土壤为棕壤和黄棕壤。

 

腾冲红花油茶(Camellia
  

reticulate
 

L. ),又名滇

山茶、野山茶、红花油茶等,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高可

达 10 ~ 15
 

m,地径可达 30 ~ 60
 

cm,其特点是产量高、
油质好[4] 。 人工栽培和采果榨油食用的历史悠久,
是云南山茶的原始种,有许多自然类型[2] ,天然分

布仅限滇西海拔 1
 

600 ~ 2
 

600
 

m 的温凉湿润地区,
为局限性生态幅物种,目前自然生长与栽培面积近

2 万
 

hm2,云南保山市已制定了 13. 33 万
 

hm2 的产

业基地建设规划[5]
 

。
猴子木(Camellia

  

yunnanensis
 

S. ),又名五柱滇

山茶、膜萼离蕊茶等,灌木或小乔木,高(1 ~ 2) ~ (5
~ 7. 5) m,分布于云南的楚雄、大理、丽江、保山等

地,四川西南部(盐边、米易、攀枝花、会理)也有分

布,生于海拔(1
 

900-) 2
 

300 ~ 2
 

850
 

m 的林下或林

缘灌丛中[6] 。 在龙陵县腊勐乡有少量地埂保留的

植株和近 50
 

hm2 的经过人工伐除其他林木后形成

的纯林,近年有少量人工种植,当地居民有采果榨油

食用的传统习惯。
怒江红山茶(Camellia

  

saluenensis
 

H. ),又名小

叶红山茶、薄壳红山茶等,灌木或小乔木,高 3 ~ 9
 

m,

分布于云南的昭通、昆明、大理、丽江、腾冲等地,四
川西南部和贵州西北部也有分布,生于海拔 1

 

900 ~
(2

 

800 ~ 3
 

200) m 的干燥山坡云南松或混交林下,
或山顶灌丛中[6] 。 在腾冲县明光乡有近 20

 

hm2 的

经过人工伐除其他林木后形成的纯林,现还没有人

工种植,当地居民具有采果榨油食用的传统习惯。

2 调查分析方法
    

分别在腾冲县明光乡、龙陵县腊勐乡、昌宁县莽

水乡野生连片面积 10
 

hm2 以上的林分中,选取连续

3 年结实,性状稳定的 10 株产量最高的优良单株,
实测全株鲜果产量,随机抽取 3 组,每组 10 果,取平

均值进行单果重、果皮厚度、鲜出籽率、干出籽率等

检测。 内含物为有相应资质的机构的检测值。 普通

油茶的数据为当地采种检测值。

3 结果与分析

3. 1 主要经济性状调查结果

在野生状态下,3 个油茶种的各项经济性状都

有较大的变幅,特别是腾冲红花油茶的果实类型多、
差异大。 主要经济性状详见表 1。

表 1　 主要经济性状

Tab. 1　 Major
 

economic
 

traits

品　 种
单果重

/ g
果皮厚度

/ mm
鲜出籽率

/ %
鲜果产量

/ (kg·m-2 )
干出籽率

/ %
干籽产量

/ (kg·m-2 )
干籽含油率

/ %
产油量

/ (g·m-2 )

腾冲红花油茶 79. 38 10. 53 19. 65 1. 07 11. 70 0. 13 30. 29 39. 38

猴子木 76. 30 11. 74 14. 39 1. 26 8. 20 0. 10 20. 36 20. 36

怒江红山茶 12. 60 2. 93 49. 57 0. 53 21. 33 0. 11 29. 75 32. 73

　 　 腾冲红花油茶和猴子木的树体与果实大,单位

面积鲜果产量高,但猴子木果皮厚,干出籽率低,且
含油率也较低;怒江红山茶树体和果实小,单位面积

鲜果产量低,但果皮较薄,干出籽率和含油率较高。
3. 2 脂肪酸组成

经检测,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腾冲红花油茶为

83. 19%、猴子木为 85. 2%、怒江红山茶为 83. 53%,
虽然略低于普通油茶(89. 9%)和橄榄油(89. 4%),
但远高于花生油(78. 8%)和菜籽油(39. 6%);饱和

脂肪酸含量腾冲红花油茶为 15. 55%、 猴子木为

13. 35、怒江红山茶为 14. 43%, 略高于普通油茶

(9. 9%)和橄榄油(10. 9%),详见(表 2)。 在脂肪酸

的组成上,亚麻酸和亚油酸这 2 组人体必需脂肪

酸[7] ,3 种油茶的含量都较高,且亚麻酸和亚油酸的

比率腾冲红花油茶为 1 ∶8. 3、猴子木为 1 ∶9. 6、怒江

红山茶为 1 ∶6,比例较为均衡。
3. 3 矿物质含量

    

腾冲红花油茶、猴子木和怒江红山茶 3 种茶籽

油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元素,特别是磷、钾、镁等含

量较高。 详见表 3。
3. 4 氨基酸含量

腾冲红花油茶、猴子木和怒江红山茶 3 种茶籽

油都含有丰富的氨基酸,且氨基酸含量分别达到

5. 45%、4. 81%和 6. 31%,其中谷氨酸、精氨酸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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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详见表 4。

表 2　 主要脂肪酸组成比较

Tab. 2　 Fatty
 

acid
 

composition
 

comparison %

项目 成分 腾冲红花油茶 猴子木 怒江红山茶 普通油茶 橄榄油 花生油 菜籽油

不饱和脂肪酸 油酸 73. 58 71. 61 70. 77 82. 3 81. 6 41. 2 15. 8

不饱和脂肪酸 亚油酸 8. 58 12. 31 11. 22 7. 4 7. 0 37. 6 14. 6

不饱和脂肪酸 亚麻酸 1. 03 1. 28 1. 86 0. 2 0. 8 ___ 9. 2

饱和脂肪酸 棕榈酸 12. 94 11. 00 12. 39 8. 8 9. 5 11. 4 2. 3

饱和脂肪酸 硬脂酸 2. 61 2. 35 2. 04 1. 1 1. 4 3. 0 ___

表 3　 矿物质含量

Tab. 3　 Mineral
 

content mg·kg-1

品种 硫 磷 钾 钙 镁 铁 锌 铜 锰 钠

腾冲红花油茶 872 1623 7846 501 1202 17. 6 15. 8 13. 6 552 112. 5

猴子木 288 1935 3651 218. 1 1120. 2 10. 3 8. 2 6. 8 6. 3 59. 2

怒江红山茶 425 1911. 8 3979. 1 400. 1 1334. 8 12. 9 13. 6 6. 7 27. 8 102. 0

表 4　 氨基酸含量

Tab. 4　 Amino
 

acid
 

content %

品种

ASP
天
门
冬
氨
酸

THR
苏
氨
酸

SER
丝
氨
酸

GLU
谷
氨
酸

GLY
甘
氨
酸

ALA
丙
氨
酸

CYS
胱
氨
酸

VAL
桔
氨
酸

MET
蛋
氨
酸

ILE
异
亮
氨
酸

LEU
亮
氨
酸

TYR
鉻
氨
酸

PHE
苯
丙
氨
酸

LYS
赖
氨
酸

HIS
组
氨
酸

ARG
精
氨
酸

PRO
脯
氨
酸

腾冲红花油茶 0. 46 0. 20 0. 23 1. 35 0. 23 0. 28 0. 10 0. 20 0. 06 0. 19 0. 40 0. 12 0. 21 0. 35 0. 12 0. 68 0. 13

猴子木 0. 44 0. 20 0. 25 0. 99 0. 22 0. 26 0. 09 0. 20 0. 06 0. 20 0. 40 0. 17 0. 23 0. 32 0. 13 0. 59 0. 06

怒江红山茶 0. 57 0. 24 0. 30 1. 37 0. 28 0. 34 0. 12 0. 25 0. 05 0. 26 0. 51 0. 18 0. 27 0. 41 0. 15 0. 93 0. 08

4 小结

1)云南西部高海拔地区的腾冲红花油茶、猴子

木、怒江红山茶 3 个当地居民有传统采果榨油食用

习惯的油茶品种,经过内含物检测,都具有山茶油共

同特征和优点,都是适宜种植发展的较好的油茶

品种。
2)腾冲红花油茶、猴子木、怒江红山茶 3 个油

茶品种主要适宜在云南海拔 1
 

700 ~ 2
 

500
 

m 区域种

植,其中经济种植适宜海拔腾冲红花油茶为 1
 

700 ~
2

 

300
 

m、猴子木和怒江红山茶为 2
 

000 ~ 2
 

5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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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山西省 2010 年森林资源清查基础资料为主要依据,阐述山西省森林资源现状和发展特点以及与全国及周

边省份的比较情况。 对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森林结构不合理,森林资源质量不高,宜林地量多质差等森林资

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藉此提出发展目标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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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地

带,担负着保护黄河中游生态状况和保障环京津地

区生态安全的崇高使命,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进入

新世纪以来,山西省把发展林业放在突出位置,大力

实施生态兴省战略,开创了林业与生态建设新局面。
全省森林资源总量稳步增长,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
林木蓄积量显著增加,但森林资源总量不足,地域分

布不均,资源质量偏低,宜林面积较多,造林难度加

大等问题也十分突出。 山西省增加森林资源总量,
提高森林资源质量,实现森林资源的双增目标面临

众多困难和挑战。 通过深入分析林业发展现状,明

确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理清发展思路,有针对

性地制定可行的林业发展策略,将有利于山西省林

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1 森林资源现状及发展特点
 

1. 1 森林资源现状
 

根据山西省
 

2010 年森林资源清查[1] 结果,山
西国土面积 1

 

566. 23 万
 

hm2,其中林地面积 765. 55
万

 

hm2,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48. 88%。 林地面积中,
有林地(含乔木林、经济林、竹林)261. 35 万

 

hm2、疏
林地 17. 96 万

 

hm2、灌木林地(含特灌) 161. 7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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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未成林地 14. 08 万
 

hm2、苗圃地 2. 53 万
 

hm2、
无立木林地 65. 10 万

 

hm2、宜林地 242. 63 万
 

hm2、
林业辅助用地 0. 16 万

 

hm2。
森林面积为 282. 41 万

 

hm2, 其 中: 乔 木 林

210. 45 万
 

hm2,占 74. 52%;经济林 50. 75 万
 

hm2,占
17. 97%;竹林 0. 15 万

 

hm2,占 0. 05%;国家特别规

定的灌木林地 21. 06 万
 

hm2,占 7. 46%。 森林覆盖

率 18. 03%,其中有林地覆盖率为 16. 69%;特别灌

木林覆盖率 1. 34%。
天然林资源为:天然乔木林 129. 54 万

 

hm2,蓄
积 7

 

073. 33 万
 

m3;天然起源的国家特别规定灌木

林地 10. 19 万
 

hm2;天然疏林地 8. 67 万
 

hm2,蓄积

78. 87
 

m3。
人工林资源为:人工乔木林 80. 91 万

 

hm2,蓄积

2
 

665. 79 万
 

m3,人工林面积首次超过天然林。 人工

经济林 50. 75 万
 

hm2;竹林 0. 15 万
 

hm2;人工国家

特别规定灌木林地 10. 87 万
 

hm2;人工疏林地 9. 29
万

 

hm2, 蓄积 76. 49 万
 

m3; 未成林造林地 13. 30
万

 

hm2。
全省活立木总蓄积 11

 

039. 38 万
 

m3,其中:森
林蓄积 9

 

739. 12 万
 

m3,疏林地蓄积 155. 36 万
 

m3,
散生木蓄积 253. 50 万

 

m3, 四旁树蓄积 891. 40
万

 

m3。
全省经济林 50. 75 万

 

hm2,其中:苹果 19. 04 万
 

hm2,占经济林的 37. 52%; 枣 12. 78 万
 

hm2, 占

25. 17%;核桃 4. 88 万
 

hm2,占 9. 62%;梨 3. 16 万
 

hm2,占 6. 23%;桃 3. 00 万
 

hm2,占 5. 91%;杏 2. 53
万

 

hm2,占 4. 99%;花椒 1. 58 万
 

hm2,占 3. 11%;仁
用杏 1. 58 万

 

hm2,占 3. 11%;其它果树类 0. 96 万
 

hm2,占 1. 89%; 柿 0. 77 万
 

hm2, 占 1. 52%; 山楂

0. 47 万
 

hm2,占 0. 93%。 据 2010
 

年山西省统计年

鉴,2009
 

年山西核桃产量达 7. 04 万
 

t,板栗产量

0. 03
 

万
 

t,水果总产量
 

382. 56 万
 

t,林业总产值达
 

66. 7 亿元。
1. 2 森林资源发展特点

 

山西省森林资源总量增长较快。 目前全省有林

地面积已达到 261. 35 万
 

hm2,是建国初 36. 73 万
 

hm2 的 7. 1 倍,年均增长 3. 68 万
 

hm2。 特别是“十

一五”期间,有林地面积比 2005 年的 213. 04 万
 

hm2

增加了 48. 31 万
 

hm2,年均增加 9. 66 万
 

hm2;森林

覆盖率也从建国初的 2. 3% 提高至 2010 年的

18. 03%,提高了近 16 个百分点,其中从 2005 年到

2010 年森林覆盖率提高了 3. 91 个百分点,是“十

五”期间提高 0. 83 个百分点的 4. 71 倍;全省活立木

蓄积稳步增长,2010 年活立木蓄积与 1974 年的

5
 

656 万
 

m3 相比,增加了 5
 

383. 38 万
 

m3,年均增长

149. 54 万
 

m3(表 1)。

表 1　 山西省森林覆盖率增长概况

Tab. 1　 Forest
 

coverage
 

rate
 

of
 

Shanxi
 

province
 

in
 

the
 

continuous
 

　 　 　 forest
 

inventory
 

at
 

different
 

periods

时间
林地面积

/ 万 hm2

活立木
总蓄积

/ 万 m2

有林地
面积

/ 万 hm2

森林蓄积

/ 万 m2
森林覆盖
率 / %

解放初 36. 73 1037 2. 3

1975 412 5656 109 3634 7. 0

1978 576. 93 5338. 2 81. 00 3333. 99 5. 2

1984 662. 99 4482. 61 99. 34 3791. 10 6. 34

1990 654. 397226,. 87 127. 00 4481. 88 8. 11

1995 676. 47 8009. 04 183. 58 5643. 97 11. 72

2000 690. 94 7309. 34 206. 30 6199. 93 13. 29

2005 760. 78 8846. 96 213. 04 7643. 67 14. 12

2010 765. 55 11039. 38 261. 35 9739. 12 18. 03

山西省森林资源变化呈现出几个明显特征:
1)森林面积增加,森林覆盖率增大。 近年来持

续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2] 、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

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3] 和太行山绿化等国家重

点工程,全方位实施了通道绿化等省级林业造林绿

化工程,森林资源快速增加,生态环境得以初步

改善[4] 。
2)人工林资源快速增长,面积超过天然林。 人

工有林地面积达 131. 81 万
 

hm2,天然有林地面积为

129. 54
 

万
 

hm2。
3)林木权属多样化,造林主体多元化。 民间资

金参与,大户造林、企业造林、家庭造林、联营造林、
外资企业、社会团体等规模不断扩大,林业多渠道投

入机制逐步完善。 人工林中,个体等其它经营主体

所有的面积达 64. 89 万
 

hm2,所占比例为 49. 23%,
占到了全省的半壁河山。 未成林造林地中,个体等

其它经营主体占 58. 50%,更加展现了林业建设的

活力。 随着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个
体经营的森林资源比重进一步提高,将成为推进现

代林业建设的重要力量。
4)总蓄积量突破 l 亿

 

m3,成为全国第 22 个进

入亿立方米俱乐部的成员。
5)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据 2007 年全省数字生

态规划数据,全省 11 个市中,只有晋城市的森林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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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超过 25%,其中森林覆盖率排前五位的是:晋
城市 37. 46%,运城市 24. 88%,临汾市 24. 39%,长
治市 23. 72%、吕梁市 23. 15%。 全省各县(市、

 

区)
 

森林资源培育也有长足发展,有 30 个县(市、
 

区)
 

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25%,其中森林覆盖率 10 强县排

序为: 陵川县 52. 07%, 交城县 51. 00%, 沁水县

48. 40%,沁源县 48. 36%,安泽县 41. 31%,万荣县

40. 90%,夏县 40. 56%, 阳城县 39. 31%, 壶关县

39. 06%,中阳县 37. 3%。

2 森林资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 1 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
  

山西省森林覆盖率只有 18. 03%, 不到全国

20. 36%的平均水平,比周边的河北、河南、内蒙古、
陕西都低。 距 2015 年达到 23%的目标还有 5 个百

分点的差距。 各主要指标在全国的排名为:林地面

积 17 位,森林面积 24 位,森林蓄积 22 位,活立木总

蓄积 22 位,经济林面积 17 位,天然林面积 20 位,人
工林面积 20 位,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21 位。 全

省 119 个县(市、区)中,有 66 个县(市、区)的森林

覆盖率在 15%以下,有 28 个县(市、区)森林覆盖率

甚至不到 10%,森林覆盖率呈现南高北低的特点,
森林资源分布极不平衡。

  

2. 2 森林结构不合理
  

2. 2. 1 树种结构单一[5]

在全省森林面积中,油松 55. 91 万
 

hm2,占森林

总面积的 26. 57%;栎类 48. 66 万
 

hm2,占森林面积

的 23. 12%;杨类 26. 85 万
 

hm2,占森林总面积的

12. 76%;3 个树种总和占森林总面积的 62. 3%,平
川杨树、山区油松的造林树种单调格局仍未打破。

 

2. 2. 2 林种结构比例失调

森林各林种中, 防 护 林 181. 76 万
 

hm2, 占

64. 36%;特用林 22. 58 万
 

hm2,占 8. 00%;用材林

27. 17 万
 

hm2,占 9. 62%;薪炭林 0. 15 万
 

hm2,占

0. 05%;经济林 50. 75 万
 

hm2,占 17. 97%。 生态林

比重过大,林业产业化水平低。
  

2. 2. 3 林龄结构不合理

山西省森林(林分)中,幼龄林 77. 18 万
 

hm2,蓄
积 1

 

613. 56 万
 

m3; 中龄林 68. 02 万
 

hm2, 蓄积

3
 

626. 06 万
 

m3; 近 熟 林 41. 68 万
 

hm2, 蓄 积

3
 

152. 93 万
 

m3; 成 熟 林 14. 06 万
 

hm2, 蓄 积

1
 

006. 30 万
 

m3;过熟林 9. 51 万
 

hm2,蓄积
 

340. 27
万

 

m3。 中幼龄林面积占乔木林总面积的 69%,比例

明显偏大,近、成、过熟林资源濒临枯竭。
  

2. 3 森林资源质量不高
 

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 46. 28
 

m3 / hm2,仅相当于

全国平均蓄积 85. 88
 

m3 / hm2 的 53. 89%。 乔木林单

位面积株数 895 株 / hm2。 乔木林平均郁闭度仅为

0. 5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03。 其中按低(0. 20 ~
0. 44)、中(0. 45 ~ 0. 74)、高(0. 75 ~ 1. 00)郁闭度级

的面积比例为 35 ∶46 ∶19。 乔木林平均胸径仅为

12. 5
 

cm,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8
 

cm。 大径材资源

极度匮乏。
2. 4 宜林地量多质差

 

山西省宜林地 242. 63 万
 

hm2,占林地面积的

31. 69%,远高于全国 14. 50%的平均水平。 宜林地

面积相对较大,且绝大多数为干石山、盐碱地等“硬

骨头” 地带, 由于立地条件差[6] , 未来造林难度

极大。

3 林业发展思路
 

3. 1 发展目标

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 的

“生态兴省”战略,坚持增绿增收并重、造林造景并

举、绿化美化并行,以建设“绿化山西”为总目标,到
2015 年,力争全省森林覆盖率超过 23%,超过全国

规划同期平均水平,到 2020 年力争达到 26%,超过

国际通用的生态良好指标最低线。
 

3. 2 发展对策

加快林业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

设省级“六大工程”为统领,牢固树立栽树就是栽历

史、栽人文、栽政绩的理念。 确立“敬天为民” 的唯

物史观,做到尊重自然规律,崇尚科技推动。 进一步

解放思想,开阔视野,积极探索林业转型跨越发展的

新体制、新机制、新办法。
3. 2. 1 工程带动

加快林业发展,必须科学整合现有工程,努力做

到以“六大工程”为统领,以大项目带动大发展,积
极践行“敬天为民”思想,围绕提升森林覆盖率,围
绕兴林富民,在抓生态林的同时,突出抓好经济林,
大力发展特种灌木林[7] ;围绕重点流域生态建设,
在汾河、黄河流域以及吕梁山、风沙区等生态脆弱区

域优先布局实施重点工程,实行区域化突破。
  

3. 2. 2 利益驱动

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做

法,把实施生态兴省战略和推动富民强省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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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两大目标,稳步推进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 国有林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拿

出一部分宜林地,鼓励社会上有实力、有能力的公

司、企业和个人进入省直林区认领认养、合作造林,
或先造林成林、后开发利用。 为实现大地增绿、林业

增效、环境增色、农民增收提供体制保障。
  

3. 2. 3 政府推动

加快林业发展,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全面参

与。 各级财政是造林绿化的投资主体,在争取政府

财政资金的同时,要精心谋划,解决造林绿化大跨越

的资金困扰,探索多渠道筹资、多元化参与林业发展

的途径。 用足用活“煤补”基金,大力推广“一矿一

企绿化一山一沟”、“挖一吨煤栽一棵树”等以煤补

林经验,引导和组织资源型企业特别是煤炭企业参

与造林绿化,反哺生态建设。 充分融通社会资金,发
动广大群众参与造林绿化。 大力加强林业生态市、
生态县、生态乡、生态村、生态大户、生态学校、生态

单位、生态社区等建设,鼓励和发动机关、企(事)业

单位、学校、部队、社会团体履行植树义务,大力发展

碳汇林业,走出一条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投入为

主体的林业发展道路。
3. 2. 4 造管联动

新植新造与抚育管护共抓,加大森林抚育和工

程管护力度,全面实行造林、营林、护林一体化管理。
严格落实管护责任,建立、健全以《森林怯》、《天然

林资源保护条例》、《森林防火条例》等为基础的执

法体系,提高林业执法水平,严厉打击乱砍滥伐林木

和非法侵占林地等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活动,坚决

杜绝超限额采伐。 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巩
固造林成果,保护森林资源。
3. 2. 5 考核激励

要切实加强造林绿化绩效考核。 在国家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把增加森林面

积、提高森林蓄积作为两个约束性指标,纳入中央对

各省市区党政工作考核体系。 以此为契机,把新造

林任务、造林成活保存率、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

等指标作为考核内容,启动省级营造林综合核查

工作。
 

3. 2. 6 宣传鼓动

进一步提高全社会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的积极

性和自觉性。 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

是一项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很强的事业,必须依

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搞好。 要充分利用各种宣

传手段,采取各种形式,广泛深人地宣传林业生态环

境建设的重要意义,面临的形势、机遇和任务。 通过

宣传唤醒全社会的生态环境意识和忧患意识,使全

社会充分认识到保护森林资源就是保护生产力、保
护生态就是保护生命、植树造林就是种植生命。 提

高全民和全社会对植树造林工作的认识,增加全民

族对植树造林工作和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关心、参与林业

建设,形成全社会重视林业、支持林业的良好舆论

氛围。

4 结语

随着国家和省重点林业工程的实施,山西省森

林面积、蓄积、覆盖率增速不断提升[8] ,但资源质量

仍未得到提高。 根据山西省宜林地、疏林地等土地

潜力巨大,以及对林业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的情况

进行分析,可以预期山西未来 10 年森林覆盖率的目

标基本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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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萎病是由大丽轮枝菌引起的一类寄主多、分布广的重大生物病害。 对该病害目前仍旧缺乏有效防治措施,
选育抗病品种被认为是预防该病害爆发成灾最为经济的措施。 近年来,分子标记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植物抗病品种

的选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藉此论述分子标记技术的种类及其优缺点,以及分子标记技术在黄萎病抗病基因筛选中

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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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rticillium
 

wilt,
 

caused
 

by
 

Verticillium
 

dahliae
 

is
 

widespread
 

biological
 

disaster,
 

and
 

there
 

is
 

still
 

lack
 

of
 

fundamental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disease.
 

Breeding
 

of
 

disease
 

resistant
 

varieties
 

is
 

consid-
ered

 

as
 

the
 

most
 

cost-effective
 

way
 

of
 

the
 

disease
 

control.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molecular
 

marker
 

tech-
nology

 

has
 

developed
 

considerably,
 

which
 

provides
 

a
 

new
 

idea
 

to
 

guide
 

the
 

disaster
 

resistant
 

breed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variety
 

of
 

molecular
 

markers,
 

as
 

well
 

as
 

application
 

status
 

of
 

mo-
lecular

 

marker
 

technology
 

in
 

the
 

use
 

of
 

Verticillium
 

wilt
 

resistant
 

gene
 

screening
 

have
 

been
 

elab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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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萎病是一种危害性大、顽固性强的世界性维

管束病害,引起植物木质部变色、萎蔫、落叶等,最终

导致植物枯死。
其病原菌为大丽轮枝菌(Verticilium

 

dahliae),
隶属半知菌亚门( Deuteromycotina) 丝孢目( Hypho-
mycetales)轮枝孢属(Verticillium) [19,29] ,分布广,寄
主多(目前已达 660 多种),且寄主范围仍在不断扩

大,在世界各地引起许多重要经济作物,如棉花

( Gossypium
 

spp. )、 甘 蓝 ( Brassica
 

oleracea
 

var. capitata)、油莱(Brassica
 

campestris)、白菜(Bras-

sica
 

rapa
 

pekinensis)、番茄(Lycopersicon
 

esculintum)、
辣椒 ( Capsicum

 

frutescens)、 茄子 ( Solanum
 

melon-
gena)等的萎蔫病或黄萎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严重影响了这些经济作物的产量与品质[7,14,16,20,31] 。

针对该病害,目前仍缺乏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
选育抗病品种是减轻病害最为经济有效的对策。 但

大多数抗病品种由于抗性基因单一,致使推广数年

后其抗性会逐步丧失。 传统的抗病育种依赖于抗性

鉴定和植株表型选择,这不仅要求具有丰富的育种

经验和较长的育种时间,并且还要受病害发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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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等因素影响,很难选育出具有多个抗病基因

并具持久抗性的品种;提高选择育种效率,减小育种

进程中的盲目性,聚合多个抗性基因是未来抗病育

种的关键。 随着 DNA 分子标记技术的出现与迅猛

发展,黄萎病抗性基因的定位和克隆在番茄上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这为缩短育种进程、实现多个抗病基

因的聚合并获得持久抗性品种奠定了基础。

1 分子标记的种类及其特点

理想的 DNA
 

分子标记应具备以下特点:①具有

丰富的遗传多态性;②共显性遗传;③稳定性和重现

性好;④信息量大,分析效率高;⑤检测手段简单快

捷,并易于实现自动化, 开发成本和使用成本

低[18,24] 。 目前常用的分子标记主要可分为 4 类:①
基于杂交的分子标记;②基于 PCR

 

的分子标记;③
基于限制性酶切和 PCR 结合的分子标记;④其他分

子标记。 在这些标记技术中,目前以 RFLP
 

、RAPD、
AFLP 和 SSR 应用最为广泛[15,21,34] 。
1. 1 基于 DNA 分子杂交的分子标记技术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标记是发展最早的也是

最简单的 DNA
 

标记技术,Bostein 等[1] 提出将其作

为一种遗传标记。 RFLP 的原理是利用限制性内切

酶对 DNA 作用位点特定回文顺序识别的专一性,将
大片段的 DNA 分子降解为较小的片段。 等位基因

的差异在酶切位点间 DNA 的片段的长度、碱基序列

等差异通过电泳分离酶解产物表现出来。 对于大分

子片段还需要通过 Southern
 

Blot、放射性标记探针

杂交、放射性自显影等步骤才能观察到。 该技术的

优点是检测到的等位基因具有共显性,能区分纯合

子和杂合子,不受环境的影响,能稳定遗传;缺点是

对 DNA
 

的要求较高、操作复杂,耗时费资;同时,
RFLP

 

的多态性过多地依赖内切酶的使用,这都影

响了该标记的应用。
1. 2 基于 PCR 的分子标记

基于 PCR
 

的分子标记以 RAPD、SSR
 

等分子标

记为代表。
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

 

(
 

random
 

amplified
 

poly-
morphic

 

DNA,
 

RAPD
 

)是一种可对整个未知序列的

基因组进行多态性分析的分子标记技术,该技术最

早由 Williams 等[10]提出,以基因组 DNA
 

为模板,以
单个人工合成的随机多态核苷酸序列为引物,在热

稳定的 DNA 聚合酶作用下,进行 PCR
 

扩增。 扩增

产物经琼脂糖或聚丙烯酰胺电泳分离、溴化乙锭染

色后,在紫外透视仪上检测多态性。 扩增产物的多

态性反映了基因组的多态性。 RAPD
 

技术现已广泛

地应用于生物的品种鉴定、系谱分析及进化关系的

研究上。 RAPD
 

技术所需要的 DNA
 

模板量少,在操

作上能实现自动化,具有方便快捷的优点;同时,
RAPD 没有种属的界限,因而一套引物能多个物种

共用;RAPD 在实验操作过程中不需要事先知道模

板的序列信息,不存在放射性污染,实验得到的带谱

信息明确[32] 。 RAPD 的不足之处在于:不能区分纯

合体和杂合体的差异,结果的重复性较差[33] ,反应

受各种条件影响较大,溴化乙锭有一定的致癌作用。
简单序列重复(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根
据微卫星序列两侧的保守序列涉及引物,对串联重

复的微卫星序列进行 PCR 扩增,结果可以显示出微

卫星序列拷贝数的差异[30] 。 它具有 RFLP 遗传学

优点,比 RAPD 重复性和可信度高[15,18] ,共显性、高
度可重复性,能体现高度丰富的多态性[22] 。 但测定

并找到两端单核苷酸设计引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前期探索引物需要较长时间。
1. 3 基于限制性酶切和 PCR

 

结合的分子标记

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
 

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FLP) 是一种通过对限制性酶切片

段选择性扩增来显示限制性片段的多态性的分子标

记技术,该项技术既利用了限制性内切酶的方法又

利用了 PCR
 

技术[11] 。 该技术集 RFLP 和 RAPD 的

优点于一身。 先将基因组 DNA 用限制性内切酶消

化,然后将双链接头连接到 DNA 片段的末端,接头

序列和相邻的限制性位点序列作为引物结合位点,
通过 PCR

 

扩增,产物用电泳检测多态性。 AFLP 技

术具有 RFLP 的稳定可靠性和重复性好的特点,又
具有 RAPD 的快速高效的特点,而且条带丰富,能
提供的信息更多。 但由于该项试验技术受到专利保

护,故使用成本比较高。

2 分子标记在黄萎病抗病基因筛选上的应用

目前在林木上关于黄萎病抗病基因的研究相对

落后,但在番茄寄主中,Ve 基因的成功克隆及功能

验证,使黄萎病抗病工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研究证实,番茄对黄萎病生理小种的抗病性强

弱取决于一个单位点调控基因 Ve[21] ,该基因是从野

生番茄 peruvian 定位得到。 1959 年,Rick 教授对该

基因进行定位研究,认为其位于第 4 条染色体上,连
锁位点为 e 位点[8] ;1977 年,Kerr 和 Busch 再次定

位该基因,认为 Ve 基因位于第 12 条染色体上,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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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叶绿素缺失位点 alb
 

39 个遗传单位。 1994 年,
Kawchuk 等人应用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 标记

(RAPD)技术,筛选了 400 个随机引物,得到了一个

与 Ve 基因的遗传距离仅在 3. 5±2. 7
 

cm 以内的紧密

连锁的分子标记。 1999 年,Diwan 等利用限制性内

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方法,对 Ve 进行制图

分析,认为该基因由单一位点控制,与 GP39 位点紧

密相连,位于番茄的第 9 条染色体的短臂上[3] 。 至

此,研究认为可以排除黄萎病抗性由多个位点系统

控制的可能性,但抗病基因修饰因子在番茄染色体

组的具体位置仍有待进一步研究[3] 。 2001 年,Kaw-
chuk 等利用图位克隆技术,成功地从番茄基因组文

库中分离到 2 个抗性基因 Ve1 和 Ve2。 经验证,由
Ve 编码的抗性蛋白能够抵抗多种黄萎病菌,Ve1 除

了对大丽轮枝菌有抗性, 对黑白轮枝菌也有抗

性[5,6] ,这说明 Ve 基因的抗性功能已超越了其小种

特异性限制[28] 。
在结构特点上,Ve 基因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N

末端具有疏水的信号肽,是一类编码 LRR 型抗病基

因胞壁受体蛋白[27] 。
由于 Ve 基因具有多效性,并不严格受小种特异

性的限制,这为黄萎病抗病基因工程的开展带来了

诱人的前景[5,6] 。 近年来,SCAR 基因标记和 RFLP
基因标记等其他技术也被应用到对 Ve 基因的克

隆中。
2004 年,Fei 等利用 RACE 技术从水茄( Sola-

num
 

torvum
 

Swartz) 中克隆了全长 3
 

640
 

bp 的 StVe
基因;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StVe 与 Ve1 和 Ve2 在核

酸水平具有较高同源性,编码一个富含亮氨酸 LRRs
型跨膜细胞表面受体类蛋白,暗示了 StVe 可能具有

抗黄萎病功能[3,5,6] 。 经农杆菌介导转化证实,表达

了 StVe 基因的番茄对大丽轮枝菌(1 号小种)生长

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初步推断 StVe 具有抗番茄黄萎

病的功能[13] 。
2009 年,Kelly

 

Vining 和 Thomas
 

Davis 等人首次

在非茄属植物 Mentha
 

longifolia(唇形科薄荷种) 中

研究了 Ve 基因的同源基因[2] 。 研究者利用番茄

Ve1 基因简并引物从 M. Longifolia 中分离出一个

445bp 大小的 Ve 相似序列,并用反向 PCR 扩增序

列,得到一段 1
 

413
 

bp 大小的序列,经比对分析发

现,其中 56% ~ 57%的对应氨基酸序列与番茄 Ve1
和 Ve2 基因的相应区域一致[4] 。

2011 年,运用染色体步移技术,在海岛棉中也

克隆到了 Ve 基因的同源片段 GbVe,该基因全长

3
 

819
 

bp,经分析,具有 3
 

387
 

bp 的开放阅读框,能
够编码 1

 

128 个氨基酸,同样是富含亮氨酸重复片

段的跨膜信号肽。 经转化至拟南芥中证实,该基因

与寄主对大丽轮枝菌的抗病性密切相关[12] 。

3 展望

黄萎病作为一种重要的植物病害,严重影响了

我国农林经济发展与生态景观建设。 虽然分子标记

在农作物的抗病基因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抗

病基因的克隆及分子辅助育种提供了基础,但林木

上的相关研究几乎为空白,仍旧尚未林木上对黄萎

病抗病基因的报道。
当今生物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分子生物

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不断成熟,DNA 分子标记技术也

会更加完善,并会有越来越多的更有效、更简便、更
廉价的分子标记在黄萎病的研究和生产实践中得到

广泛使用而成为黄萎病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从而促

使对黄萎病的深入了解,促进目标基因在品种间的

转移,必将使黄萎病在分子水平上的研究推向一个

更新的层次和高度,在黄萎病病害研究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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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退耕还林地病虫害发生现状及综合防治对策

环正国
(宾川县林业局,云南 宾川 671600)

摘要:通过调查分析表明,宾川县退耕还林工程造林成效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林农经济收益较低,究其原因之一是

森林病虫危害,特别是地下害虫的危害。 分析病虫危害发生的自然及人为因素,提出退耕还林工程中加强病虫防

治工作,建立无检疫对象苗圃,强化营造林技术措施,加强森防队伍建设,严格检疫,强化抚育管理,优化退耕还林

林分、树种结构,搞好工程区病虫害的监测预报工作等综合防治对策。
关键词:退耕还林;森林病虫害;综合防治;宾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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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rvey
 

results
 

shows
 

that
 

effectiveness
 

of
 

retuning
 

farmland
 

to
 

forest
 

project
 

is
 

difficult
 

to
 

reach
 

the
 

desired
 

goals,
 

economic
 

benefits
 

is
 

lower
 

for
 

foresters,
 

one
 

of
 

reason
 

is
 

the
 

forest
 

plant
 

disease
 

and
 

insect
 

pests,
 

especially
 

the
 

underground
 

pest
 

damage.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of
 

plant
 

disease
 

and
 

insect
 

pest
 

occurrence
 

have
 

been
 

analyzed
 

i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pes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establishment
 

nursery
 

without
 

quarantine
 

targets,
 

strengthening
 

tending
 

management,
 

optimizing
 

forest
 

stand
 

and
 

tree
 

species
 

structure,
 

make
 

a
 

good
 

job
 

of
 

monitoring
 

and
 

forecasting
 

for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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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耕还林是我国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以粮食换生态的一大举措。 退耕还林地植树造林前

均是农业用地,种植农作物,连年耕作,土壤疏松、肥
沃,但是地下病虫种类多、种群数量大,对所种植树

木均有不同程度危害,致使有的退耕地植树造林成

效低,达不到预期目标,经济效益难以体现,严重影

响到林农的长远生计问题。 加强退耕还林病虫害防

治工作,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退耕农户的损失,增加

退耕农户的经济收入,使退耕还林退得下、稳得住、
不反弹。 2002 年以来,笔者对宾川县退耕还林的病

虫害进行了调查分析,并提出综合防治对策。

1 自然概况

宾川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金沙江中下游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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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隶属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北纬 25°32′ ~ 26°
12′,东经 100°16′~ 100°59′,最高海拔 3

 

240
 

m,最低

海拔 1
 

104
 

m。 气候属南亚热带季风高原气候区,
地带性属中亚热带气候,年均温 17. 9℃ ,绝对最高

温 38. 2℃ ,绝对最低温 - 6. 4℃ , ≥ 10℃ 有效积温

5
 

954. 1℃ ,年均降雨量 559. 4
 

mm,无霜期 289
 

d,平
均相对湿度 63%,干旱指数 2. 76;平均日照时间

2
 

719. 4
 

h,日照百分率为 63%。 土壤有高山草甸

土、棕壤、黄棕壤、红壤、紫色土、石灰土和燥红土 7
个土类,地带性土壤为红壤。 根据 2006 年森林资源

二类调查,全县土地总面积 2
 

550. 69
 

km2,人均耕地

0. 08
 

hm2,林业用地 166
 

435. 3
 

hm2,占土地总面积

的 65. 3%,森林总覆盖率为 48. 82%,其中有林地覆

盖率为 44. 72%,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地覆盖率为

4. 10%,未成林地 3
 

437. 2
 

hm2。

2 退耕还林建设现状及病虫害发生情况

据宾川县退耕还林档案资料,并经实地调查,自
2002 年宾川全面实施退耕还林以来,现已完成退耕

还林建设任务 7
 

066. 7
 

hm2、完成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林业建设任务 1
 

626. 7
 

hm2。 但是,由于受自然气候

及森林病虫危害的影响,造林成效差,难以达到预期

目标,林农经济效益体现不明显,严重影响了退耕还

林工程的稳步推进和巩固。 2010 年 3 月,宾川县对

全县退耕还林建设成效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全县

退耕还林地遭受森林病虫危害严重,特别是地下害

虫对退耕地林木的危害,造成了退耕还林地大量林

木的生长衰退甚至死亡,部分地块成效较差,经济效

益无法体现。 危害情况详见表 1。

3 诱发退耕还林病虫害的因素分析

3. 1 气候因子

宾川县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冬春干旱,适
宜病虫越冬,加之夏季高温,树木长势较弱,易诱发

病虫害。
3. 2 森林植物检疫工作力度不够

如 1982 年,宾川县从外省调进苹果苗(Malus
 

Pumilav)栽植于拉乌乡和鸡足山镇等乡镇,携带了

豹纹木蠹蛾( zeuzera
 

sp. ),连年危害当地的核桃、梨
等经济林木;从外购进云南松原木,带入松纵坑切梢

小蠹(Tomicus
 

piniperda),危害面积达 1
 

156
 

hm2,危
害严重,影响深远;从外地引进柑桔新品种,带入黄

龙病(Rickettsiae-like),全县发生黄龙病的柑桔园达

200
 

hm2,目前仍在扩散蔓延,严重威协柑桔产业发

展。 以上病虫逐渐向退耕还林地蔓延,威协着部分

退耕还林地建设成效。
3. 3 退耕还林地病虫种类多、数量大

宾川素有“天然温室”之称,特殊的气候和立地

环境,为森林病虫栖息繁衍提供了有利条件。 退耕

地造林前系耕地,土壤疏松,有机质含量高,地下害

虫虫口密度大,病原种类多,病虫害易发、高发是造

成部分退耕还林地建设成效差的原因。
3. 4 病虫害预防工作薄弱

虽然退耕还林工程是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
在规划设计中对病虫害防治作了规划,但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对森林病虫害,特别是地下害虫难以采取

系统有效的防治措施,导致林地、林木受害率高,损
失严重。
3. 5 树种选择单一,林分结构不合理

多年来,宾川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林造林树种以

云南松、桉树、黑荆、圆柏为主,经济林造林树种以柑

桔和核桃为主,且多为纯林。 由于树种单一,林分结

构简单,易诱发森林病虫害。
3. 6 抚育管理不到位

退耕还林造林地块大多为原来耕种的农用地,
造林头几年,由于植造树木太小而杂草生长茂盛,抚
育管理跟不上,严重影响到幼树生长,也为病虫害滋

生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增大了退耕还林造林地

病虫发生危害的几率。

4 退耕还林地可能发生的病虫种类

经过多年来对宾川县森林资源及退耕还林地病

虫危害情况的监测,并综合考虑退耕还林地造林树

种及当地气候特点等因素,得出宾川县退耕还林地

中可能发生的病虫害种类(表 2)。

5 综合防治对策

5. 1 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退耕还林的成败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要使

退耕还林充分体现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除做

好造林树种选择、强化营林技术措施外,关键还要做

好病虫害防治工作,这就要求各级领导把退耕还林

病虫害防治工作列入政府工作重要议事日程,纳入

本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防灾减灾计划,并以各级

目标责任制加以落实,作为领导考核的重要内容。
5. 2 建立无检疫对象苗圃,从源头上防控病虫害

苗木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退耕还林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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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宾川县退耕还林地病虫危害现状

Tab. 1　 Plant
 

disease
 

and
 

insects
 

pests
 

of
 

retuning
 

farmland
 

to
 

forestland
 

in
 

Binchuan

乡镇
病虫名称 受危害树种名称

中文名 学名 中文名 学名

危害面积

/ hm2

乔甸镇、宾居镇、大营镇、
金牛镇

大蟋蟀 Brachytrupes
 

Portentosus 蓝桉 Eucalyptus
 

globulus 133. 3
赤桉 Eucalyptus

 

camaldulensis
木豆 Cajanus

 

cajan
桃 Prumus

 

persica

乔甸镇、宾居镇、大营镇、
州城镇、力角镇、金牛镇

丽金龟 Anomala
 

corpulenta 蓝桉 Eucalyptus
 

globulus 1000
赤桉 Eucalyptus

 

camaldulensis
木豆 Cajanus

 

cajan
核桃 Juglans

 

regia
桃 Prumus

 

persica

大营镇、州城镇 蛴螬 Holotrich
 

parallela
 

mot 圆柏 Sabina
 

chnensis 33. 3
木豆 Cajanus

 

cajan

乔甸镇、力角镇、州城镇、
乔甸镇、宾居镇、金牛镇

黑翅土白蚁 Odontotermes
 

formosanus 柑桔 Citrus
 

reticulata 200
圆柏 Sabina

 

chnensis
蓝桉 Eucalyptus

 

globulus
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

金牛镇、力角镇、州城镇 地老虎 Agrotis
 

ypsilon 圆柏 Sabina
 

chnensis 300
蓝桉 Eucalyptus

 

globulus
核桃 Juglans

 

regia
赤桉 Eucalyptus

 

camaldulensis

鸡足山镇、大营镇 非洲蝼蛄 Gryllotlpa
 

africama 杜仲 Eucommia
 

ulmoides 200
云南松 Pinus

 

yunnanensis
木豆 Cajanus

 

cajan

大营镇、金牛镇 木豆枯萎病 Fusaium
 

osysporum 木豆 Cajanus
 

cajan 20

鸡足山镇、大营镇、平川镇 黄刺蛾 Monema
 

flavescens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800
核桃 Juglans

 

regia

鸡足山镇、大营镇、力角镇、
平川镇

褐边绿刺蛾 Parasa
 

consicia 核桃 Juglans
 

regia 333. 3
桃 Prumus

 

persica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州城镇、乔甸镇、平川镇 大代蛾 Cryptothelea
 

variegata 核桃 Juglans
 

regia 400
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乔甸镇、宾居镇、 栎褐舟蛾 Naganoea
 

albibasis 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 53. 3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金牛镇、大营镇、州城镇 柑桔黄龙病
Rickettsiae - like

 

organism
 

gloeosporioides
 

Penz 柑桔 Citrus
 

reticulata 20

平川镇、鸡足山镇、拉乌乡、
钟英乡

木蠹蛾 Zeusera
 

sp.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1333. 3
核桃 Juglans

 

regia

县中心苗圃育苗点 松苗猝倒病
Rhizoctonia

 

solani; Pythi-
um

 

spp;Fusarium
 

spp 云南松 Pinus
 

yunnanensis 20

县中心苗圃育苗点 菌核性根腐病 Sclerotium
 

rolfsii 蓝桉 Eucalyptus
 

globulus 3. 3

县中心苗圃育苗点 茎腐病 Macrophomina
 

phaseolina 华山松 Pinus
 

armandii
 

franch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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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宾川县退耕还林地潜在病虫种类

Tab. 2　 Potential
 

pest
 

species
 

Binchuan
 

retuning
 

farmland
 

to
 

forestland
 

潜在病虫种类 寄主植物

中文名 　 学名 中文名 　 学名

松针锈病 Coleosporium
 

spp 云南松 Pinus
 

yunnanensis

桃疮痂病 Cladosporium
 

carpophilum
桃 Prunus

 

persica

桃缩叶病 Taphrina
 

fawcettii 桃 Prunus
 

persica

柑桔疮痂病 Sphm2celoma
 

fawcettii
柑桔 Cirus

 

reticulata

桉苗灰霉病 Botrutis
 

cinerea 蓝桉 Eucalyptus
 

globulus

桃细菌性黑
斑病

Xanthomnas
 

jug-
landis

核桃 Juglans
 

regia

豹纹木蠹蛾 Zeuzera
 

sp 核桃 Juglans
 

regia

铜绿丽金龟 Anomala
 

corpulenta 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

核桃 Juglans
 

regia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松纵坑切梢小
蠹虫

Tomicus
 

piniperda 云南松 Pinus
 

yunnanensis

祥云新松叶蜂 Neodiprion
 

xiangyunicus
云南松 Pinus

 

yunnanensis

松梢螟 Dioryctria
 

splendidella
云南松 Pinus

 

yunnanensis

二斑栗实象 Curculio
 

bimaculatus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核桃 Juglans
 

regia

白粉病 Watermelon
 

powdery
 

mildew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核桃 Juglans
 

regia

霜霉病 Peronospora
 

corydalis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核桃 Juglans
 

regia

蛎盾蚧 oystershell
 

scale 桃 Prunus
 

persica

柑桔 Cirus
 

reticulata

的成败,县人民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应围绕经济、社
会、生态三大效益,结合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和退耕农

户的长远经济利益,建立无检疫对象苗圃,做好苗圃

地病虫除治工作,培育健康苗木。
5. 3 强化退耕还林营造林技术措施

退耕还林工程应按照适地适树,乡土树种优先,
乔、灌、草相结合,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

则,选择经济价值较高的树种营造混交林。 尽量保

持原生植被,保护并促进退耕还林地生物多样性,形
成有利于林木生长,不利于病虫害发生的森林生态

环境,提高林分自我保护能力。
5. 4 加强森防队伍建设,严格检疫

针对已发生和潜在的病虫害类型,县级林业主

管部门应充实森防人员,并聘请林业院校的森防专

家对县、乡、村森防人员及有代表性的退耕户进行森

防知识培训,提高病虫害的辨别能力和防治技术。
加强检疫,特别对繁殖材料(种子、苗木、种根、插

条、接穗等) 要进行认真检疫,防止病虫害人为传

播,并严格检疫执法,严禁携带检疫对象的苗木上山

造林。
5. 5 认真搞好森林病虫害监测预报工作

防范胜于救灾,森林病虫害是不冒烟的森林火

灾,一旦成灾,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经济损失。
全县要建立、健全森林病虫害监测预报网络,掌握各

种病虫害的发生发展规律,发现疫情及时报告,及时

处理。
5. 6 提倡生物防治,合理使用化学农药,实施综合

防治

　 　 在退耕还林工程中,要特别重视退耕还林地下

害虫的预防和除治工作,植树造林前要进行土壤杀

虫灭菌。 科学使用化学农药,大力推广使用生物和

仿生农药,以保护天敌生存环境,提高综合防治

能力。
5. 7 加强退耕还林抚育管理

结合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建设,优化退耕还林林

分、树种结构。 加强幼林地的抚育管理,及时清除杂

草,破坏病虫害滋生环境,促进林木健康生长。 同

时,结合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建设和补植补造,营造仿

自然状态的多树种混交林,补植树种要选择经济效

益较高、兼顾生态的抗逆性较强的先锋树种,这样,
在实施生态建设的同时能给退耕农户带来长远的经

济收益,解决长远生计问题,从而可促进退耕农户防

治病虫害的积极性。
5. 8 安排专项森防经费

经费是搞好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前提和保

障,省、州、县应按退耕还林建设任务安排专项经费,
用于森防物资的采购和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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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红花油茶苗期主要病害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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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腾冲红花油茶苗期病害进行了 3 年的调查,确定茶饼病、茶立枯病、茶炭疽病、白绢病 4 种为苗期主要病

害。 对其病原、植株受害状况、传播途径、发病期等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相应的农业、化学防治措施,认为在茶苗

生产中应积极预防、及时防治,病害未发生时以农业预防和化学防治措施为主,病害发生后,应多种农药轮流施用

或混合施用,以有效防止腾冲红花油茶苗期病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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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e
 

of
 

three-year
 

investigation
 

of
 

Camellia
 

reticulata
 

seedling
 

diseases,
 

the
 

main
 

dis-
eases

 

of
 

the
 

seedling
 

stage
 

has
 

been
 

determined
 

as
 

Exobasidium
 

vexans,
 

Tea
 

blight,
 

Tea
 

anthracnose,
 

Southern
 

blight.
 

The
 

pathogen,
 

plants
 

suffer
 

situation,
 

the
 

route
 

of
 

transmission,
 

the
 

diseased
 

period
 

were
 

elaborated,
 

and
 

agricultural
 

and
 

chemical
 

control
 

measur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o
 

effectively
 

pre-
vent

 

Camellia
 

reticulata
 

seedling
 

diseases,
 

. which
 

considered
 

mainly
 

using
 

agriculture
 

and
 

chemical
 

control
 

measures
 

before
 

the
 

disease
 

occurred,
 

and
 

using
 

compound
 

pesticide
 

after
 

disease
 

oc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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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冲红花油茶(Camellia
 

reticulate
 

Lindl. )是云

南山茶花的原始种,不仅是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还
是良好的生物能源和园林绿化观赏树种[1] 。 腾冲

县人工栽培红花油茶的历史已有 500 年,享有“红

花油茶故乡”的美誉。 腾冲红花油茶生产的茶油品

质优良,除具有普通油茶油的优点外,还具有耐贮

藏、脂肪酸的组成比例更接近人体需要的特点,其产

品供不应求。 但腾冲红花油茶苗期病害严重,降低

了苗木出圃率和苗木质量,给育苗户造成了严重损

失,同时也影响了腾冲县油茶产业的发展。 通过 3
年来对茶苗育苗期病虫危害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结

果,在所有危害茶苗的病虫害中有 4 种危害程度

最深。

1 立地条件分析

1. 1 地理环境

腾冲县地处横断山脉的南延偏西部分,境内岭

谷相间,山高坡陡,山脉多呈南北走向,地势北高南

低,东西两侧高,中部的宽谷盆地较低,呈马蹄状向

南敞开;境内的两大水系由北向南最后汇入伊洛瓦

底江,并将高原切割成河谷盆地。 境内最高峰为北

部高黎贡山大脑子峰(海拔 3
 

780. 2
 

m),最低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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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南部速庆龙川江支流大蒲河边(海拔 930
 

m),高
差悬殊(2

 

850. 2
 

m)。 特殊的地理环境为红花油茶

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培育红花油茶的苗圃多分

布在海拔 1
 

500 ~ 1
 

800
 

m 左右的坝区。
1. 2 气候状况

腾冲县属西南季风湿润气候,具有“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温暖多雨,雨热同季,降水量大,干湿分

明”的低纬山地气候特征。 由于地处滇西雨屏区,
且地形由南向北急剧抬升,气候立体变化明显:由南

向北,随海拔高度增加,光照逐渐减弱,热量逐渐下

降,温度逐渐降低,降水逐渐增加,湿度逐渐增大。
中部 ( 县 城) 年 均 气 温 14. 7℃ , ≥ 10℃ 年 积 温

4
 

647℃ ,年均日照时间 2
 

176
 

h,日照率 49%,无霜

期 225
 

d,年均降水量 1
 

425. 4
 

mm。 降水时间分布

规律是:11 月 ~ 翌年 4 月为干季,降雨量占全年的

16%左右,5 ~ 10 月为雨季,降雨量占全年的 84%左

右。 腾冲红花油茶幼苗生长季节正处于雨季高温高

湿期。
1. 3 土壤条件

腾冲县的土壤主要由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的花

岗岩及变质岩、玄武岩、鞍山岩、鞍山玄武岩、石灰

岩、砂岩、砂页岩等沉积物、堆积物或坡积、洪积物发

育而成。 由于地形高差悬殊、构造复杂、土壤类型多

样,从南到北,河谷到山顶分布的地带性土壤依次

为: 红 壤———黄 红 壤———黄 壤———黄 棕 壤———棕

壤———暗棕壤———亚高山灌丛草甸土,非地带性土

壤有石灰岩土、冲积土、火山灰土。 其中,红壤、黄壤

和黄棕壤所占的比重较大,是腾冲县林业生产的主

要土壤。 腾冲红花油茶苗圃地多选择在深厚肥沃疏

松的黄棕壤、黄壤、火山灰土上,pH 值 5. 0 ~ 6. 2。
 

2 腾冲红花油茶苗期主要病害

腾冲红花油茶苗期病害主要发生在 4 ~ 9 月,此
时正值腾冲县的雨季,高温、高湿的外部环境容易引

发腾冲红花油茶苗期病害。 这段时间也正值腾冲红

花油茶苗新梢萌发和新梢旺长期,幼嫩组织极易受

到病菌的侵袭,引发苗期病害。 同时,圃地积水、通
风不畅、密度过大、氮肥施用量大的苗圃容易发病。
通过 3 年(2009 ~ 2011 年)的统计数据分析,腾冲红

花油茶苗期危害最严重的是病害,占整个育苗损失

的 98%以上,而虫害相对较少,损失不到 2%。 在所

有病害中,茶饼病、茶猝倒病、炭疽病、白绢病等 4 种

病害造成的损失占整个育苗损失的 96. 5%,是茶苗

育苗期最主要的病害。

2. 1 茶饼病

嫩叶被害后,显著增大和加厚,约为正常者的 4
倍以上,颜色变淡,病斑畸形易脆裂,畸形病斑上有

一层白色粉状物;还危害花器和子房,子房感病后呈

畸形发展,肿大如桃,初为白色,间或出现褐色龟裂

纹,最后变为黑色腐烂,常称之为“茶桃”或“茶苞”。
此病由担子菌亚门外担子菌目外担子菌属的网状外

担子菌(Exobasidium
 

reticulatum
 

Ito
 

et
 

Saw. )和山茶

外担菌(Exobasidium
 

camelliae
 

Shirai) 2 种真菌侵入

植株引起[3] 。 病原菌通过雨水或接触传播,从植株

幼嫩部位或伤口侵入,多发生在 5 ~ 7 月份,日平均

气温升高至 18℃ 以上,天气或晴或雨,田间管理活

动频繁时发病严重。 一旦发病,蔓延速度非常快,一
般 7 ~ 10

 

d 可大面积爆发。
2. 2 茶立枯病

在幼苗期发病,地表或地表下的茎基部出现水

渍状病斑,黄褐色,缢缩,可向植株上下部扩展,呈线

状。 病势发展迅速,组织崩解,幼茎即萎蔫倒伏,但
短期内叶边呈绿色。 环境潮湿时,在病部及其附近

土面长出白色绵毛状霉,即病原菌的营养体。 少数

根部附着有黄色黏液状物,是由细菌侵染所致。 主

要病原是镰刀菌属(Fusarium
 

solani)、腐霉属(Fyth-
ium

 

sp. )和丝核菌属(Rhizoctonia
 

solani),并有少量

黄单孢杆菌(Xanthomonas
 

sp. ) [3] 。 病原菌属弱寄

生菌、土壤习居菌多生存在土壤表层,在植物残体中

能长期保存,可单独或同时侵害苗木。 在茶苗幼苗

期可连续多次发病。 病菌以菌丝在土壤中蔓延,以
厚垣孢子、菌核和卵孢子越冬,随雨点飞溅,或孢子

随气流传播,扩大危害,造成流行。 腾冲县多在 4 ~ 6
月份发生该病害,呈单株或块状发生,常年播种的熟

耕地、园地发病严重。 因此,腾冲红花油茶苗圃应尽

量避免使用熟耕地,以免茶立枯病的大量爆发。
2. 3 炭疽病

主要危害叶片和苗尖梢。 初期病斑为淡褐色小

点状,渐扩大成褐色大斑,最后形成灰白色枯斑,在
病发处有一紫褐色微突起的环纹,靠近环纹有轮生

或散生黑色小点,潮湿时小点上有淡粉色黏液(
 

分

生孢子堆)。 取回保湿 24
 

h,即可见死梢基部有橘

红色炭疽菌的分生孢子堆。 病原为子囊菌亚门核菌

纲球壳菌目疔座霉科小丛壳属的围小丛壳菌

(Glomerella
 

cingulata(
 

Stonem. )
 

Spauld. et
 

Schrenk)。
在病组织上常见到无性态,即半知菌亚门腔孢纲黑

盘菌目毛盘孢属的山茶毛盘孢(Colletotrichum
 

ca-
melliae

 

Mass. ) [3] 。 病原菌靠空气或接触传播,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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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传播速度快,一般 7 天左右爆发。 茶苗播种密度

大、枝叶间摩擦系数大、氮肥用量大等条件出现时容

易发病。
2. 4 白绢病

苗木受害后根部皮层腐烂,导致全株枯死。 在

潮湿条件下受害根茎表面产生白色菌索,并延伸至

附近的土壤中,后期受害根茎表面或土壤内形成油

菜籽似的圆形菌核,引起苗木死亡。 病原为半知菌

亚门齐整小核菌(Sclerotium
 

rolfsii
 

Gurzi) [3] 。 此病

多发生在 7 ~ 9 月份,病原菌主要从茶苗伤口侵入,
发生过炭疽病、茶饼病的地块容易感病。

3 预防措施

3. 1 农业预防措施

为有效预防腾冲红花油茶苗期病害的发生,在
选择圃地和苗木培育过程中,应积极做好以下 6 个

环节:
1)选择地势开阔、排水良好、通风透光的生荒

地做圃地;
2)使用口径较大、较深、多孔的营养袋,深沟高

墒(墒高 30
 

cm、沟宽 40
 

cm 左右为宜),沟通直、墒
平整,墒面、沟面无坑洼;

3)提早播种节令,在雨季来临前使苗木尽量长

大长壮,提高苗木的抵抗力;
4)遮荫度适中(以 75%为宜),及时打开塑料棚

排湿(棚内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 55%);
5) 适当施用赤霉素、补充磷钾肥、降低氮肥

用量;
6)尽量减少人为活动,施肥、除草时注意不要

伤到植株茎叶,以防形成伤口,给病原菌入侵以可乘

之机。
3. 2 化学预防

通过对土壤、苗木进行适当的药物处理可预防

主要病害的产生。 化学预防包括:
1) 整地时施生石灰 1

 

500
 

kg / hm2,进行土壤

消毒;
2)苗木出土后,每隔 10

 

d 施一次药:①1%的波

尔多液+2%的茶枯水;②50%的退菌特 1
 

000 倍液

和 25%的三唑酮 1
 

500 倍液。 轮流施用 3 个周期。

4 治疗措施

茶苗发病后可通过以下措施进行治疗:
1)茶饼病发病初期摘除病叶、挖除病重植株销

毁,同时撒石灰粉到叶面、墒面上,用量 300
 

kg / hm2,
能有效抑制病情;病重时用 25%的三唑酮 1

 

000 倍

液每隔 7
 

d 喷一次,连续 3 次,基本能控制住病情;
2)如发现立枯病病株立即挖除,并用 75%的甲

基托布津 300 倍液对其周围土壤消毒,再施上一层

草木灰,可有效控制病情;
3)在炭疽病发病期间及时喷洒 25%炭特灵可

湿性粉剂 500 倍液,25%苯菌灵乳油 900 倍液,或
50%退菌特 800 ~ 1

 

000 倍液,或 50%炭福美可湿性

粉剂 500 倍液,每隔 7
 

d 喷一次,连续 3 ~ 4 次,防治

效果较好;
4)对已感染白绢病的油茶苗,应抢在初发病时

及时摘除病叶,喷淋 500 倍的“井岗霉素”水剂,或
600 倍的“田安”水剂,或 500 倍的“多井” 悬浮液,
或 600 ~ 800 倍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每 7

 

d 喷一

次,连喷 2 ~ 3 次。 对病情严重的病株要及时拔除并

集中销毁,防止病害不断蔓延。

5 小结

腾冲红花油茶苗期主要病害有茶饼病、茶炭疽

病、茶立枯病、白绢病 4 种,高发期为 5 ~ 8 月份高

温、高湿期,若圃地积水、通风不畅、连作,发病率会

更高,交叉感染,造成大量的茶苗死亡。 因此,在茶

苗生产中应贯彻积极预防、及时防治的方针,在病害

未发生时,综合使用农业预防和化学预防措施;病害

发生后,应多种农药轮流施用或混合施用,才能有效

防止腾冲红花油茶苗期病害发生,减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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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景区化旅游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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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景区”及“地域景区化”内涵,以浙江省淳安县为例,分析以千岛湖旅游为背景的地域景区化旅游,对于

加快旅游转型、统筹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和富民强县,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提出挖掘旅游文化内

涵,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提升景点品位,推进景城共建工程,深化景乡一体化建设,加快特色产业发展等地域景区

化旅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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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2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旅

游业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

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

务业,国务院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决定每年的 5 月

19 日为“中国旅游日”。 这是中国旅游产业即将开

启的跨越式大发展的历史性起点。 同时,这也是显

示中国政府坚定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又

一个标签。
旅游业定位成“人民群众更满意的现代服务

业”,标志着旅游业进入了大众化时期,旅行不再被

视为一部分人的消费,而应该是人人享有的权利。
旅游发展的出发点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落脚点

是要人民群众满意,它必须以现代服务意识和手段

来服务每个旅行者。 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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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需求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需求,
旅游是人们生活质量提升的标志,旅游业是社会发

展阶段的标志性产业[1] 。
迎合大众旅游时代,需要拓展新的旅游空间,地

域景区化旅游理念应运而生。 千岛湖所在的浙江省

淳安县提出了“全县景区化”,打造全国首个县域大

景区的发展战略。 本文旨在探讨“景区”及“地域景

区化”内涵,分析以千岛湖旅游为背景的地域景区

化旅游的重要意义与可持续发展策略。

1 景区及地域景区化内涵

1. 1 景区的内涵
   

有关旅游景区的定义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景区

是依托旅游资源从事旅游休闲活动的有明确地域范

围的区域。 这一概念包括 4 个含义:①有明确地域

范围的区域;②以旅游资源为依托;③从事旅游休闲

活动;④有统一的管理机构。
1. 2 地域景区化的内涵

从字面上看,明确了景区的概念,加之“化”,就
是彰显一项工作、一个目标的实现过程、方法、措施

或业态。
国内外对“地域景区化” 鲜有界定。 王维艳等

(2011)曾从旅游活动要素及其空间效应着眼,对

“地域景区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因特定的

资源环境被旅游者纳入旅游吸引(景观)视域,经某

种形式的开发和经营管理,配套相应的旅游设施与

服务,逐步形成具备一定旅游功能的新型空间过

程” [2] 。 笔者认为“在某个地域或空间,挖掘资源的

经济潜能和文化内涵,融产业发展与景观、游憩‘三

位一体’,规划建设具有区域特色旅游的优化美化

过程及业态”是“地域景区化”的基本含义。 这一界

定,在客体上体现了地域景观、资源和环境,在媒介

上凸显了旅游业态、服务和文化,在主体上强调了塑

造品牌、形象和魅力。

2 地域景区化意义

2. 1 千岛湖旅游发展的必由之路
 

千岛湖旅游事业起步于 1982 年,从当时可开发

利用的数个岛屿起步,开始了长达 30 年的上下求

索。 虽然白手起家,但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淳
安人坚持不懈地保护一湖秀水,大力优化交通环境,
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千岛湖一跃成为全国旅游界的

新秀。 2003 年开始,千岛湖旅游开始由观光旅游向

休闲度假旅游转型,迎来了第二段高速发展期。
目前,淳安县共有各类宾馆饭店近 185 家,其中

二星级以上的酒店 70 家,挂牌五星或达到五星标准

的酒店 6 家,挂牌四星或达到四星标准的酒店 8 家。
2011 年,千岛湖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406 万人,其中

购票下湖游客 208. 5 万人,实现大门票收入 2. 18 亿

元,旅游经济总收入 53. 1 亿元。
然而,随着千岛湖游客总量的不断增大,千岛湖

镇城区及中心湖区承受了巨大压力。 每逢周末、节
假日等黄金时段,人流、车流极大影响了旅游休闲的

品质。 在现有旅游空间不足、需要走向更大区域的

情形下,从“进城”、“游湖” 走向“上岸”、“登山”、
“散入镇街乡村”已是千岛湖旅游发展的必然选择。
加上游客对旅游方式的多元化需求,千岛湖旅游事

业发展又一次站在了关键路口。
转型是千岛湖旅游发展的必由之路。 通过全县

景区化,可以拓展千岛湖旅游新空间,加速旅游从湖

区向周边辐射、景点从县城向农村延伸,形成多个环

千岛湖的休闲度假旅游圈,造就一批特色各异的休

闲度假旅游线,变传统的湖区游为全县游,使淳安县

全境成为“大千岛湖”景区,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休

闲度假,推动千岛湖旅游向纵深发展。
2. 2 城乡统筹发展的良好载体

  

全县景区化是一项改善城乡面貌和人居环境,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惠民工程,淳安县 45 万人民将

成为第一受益者。
近几年城乡面貌变化很大,特别是许多农村,道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景观建设越来越得到加强。 全

县景区化是城乡统筹的一个好载体,可以为农村争

取更多项目、推进环境整治,让更多的农村居民生活

环境得到改善。
构筑全县大景区、推进全县景区化,以景区景点

的标准来把握城乡统筹发展建设要求,在美丽乡村

等重点工程建设中,变建美丽乡村为建精品景区,达
到“建好一个项目、造就一个景点、形成一片风景”
的目标,使全县村村如画、处处皆景。

“宜居、宜游” 将成为乡村发展,推进全县景区

化建设的主要目标。 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百姓期

待中的风情小镇、美丽乡村、精品景区、景观廊道等

愿景都将一一得到实现。
2. 3 产业融合的创新方式

全县景区化,预示着全县做旅游的时代已经来

临,这不但符合当前需求,更着眼未来发展的要求,
对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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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上江埠大桥通车,标志着千岛湖

环湖公路全线贯通。 作为国内最长的环湖景观公

路,公路沿线的乡村旅游景点、休闲观光农业园区、
农家乐、旅游风情小镇、美丽乡村精品村、乡村旅游

休闲社区、乡村摄影点、采摘体验点都成为全县旅游

的具体内容。 同时,借力旅游,23 个乡镇计划开展

26 个乡村旅游节庆,包括“民俗文化、亲水避暑、农
事体验”等三大类,形成乡乡有节庆、季季有主题、
月月有活动的局面。

淳安县每年的游客是当地人口的 9 倍,旅游拉

动农副产品消费,带动农产品深加工,推动生态农业

基地建设。
旅游业被称为“朝阳产业”,工业旅游更是“朝

阳中的朝阳”。 目前,淳安县清正生物、农夫山泉、
千岛湖啤酒、绿盛等多家企业相继启动工业旅游项

目建设,工业旅游迈出坚实的一步,逐渐成为游客心

中的“下一站风景”。
千岛湖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推动淳安县景观房

产、养生度假房产的开发建设,更带动了交通运输、
文化娱乐、旅游中介服务等第三产业的繁荣。 目前,
千岛湖镇最大的超市是旅游商品超市,旅游商业文

化街区如旅游码头秀水街、城中湖明珠路休闲街等,
将商业氛围和文化内涵结合在一起,种类齐全的酒

吧、咖啡吧、茶吧等休闲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不断

增加。
2. 4 富民强县的引擎动力

经过多年发展,千岛湖已经形成集观光、休闲、
度假为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以湖区辐射全县的大

旅游产业发展格局初具规模。 借助千岛湖美名,淳
安人大多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服务员”生涯,端上旅

游饭碗。 随着全县景区化概念的提出,这个饭碗将

变得更“结实”。
目前,淳安县直接从事旅游业的有 2. 5 万人,间

接从业的 6 万多人。 10 多个乡镇创办避暑养生、庭
院休憩、果园采摘、临湖观景、民俗风情和农事体验

六大类型农家乐 400 余户,床位 6
 

000 余个,餐位

30
 

000 余个, 从业人员数以万计, 年 接 待 游 客

164. 72 万人次,实现乡村旅游经济总收入 1. 65 亿

元,且以每年 20%以上的比例快速增长。
由于千岛湖旅游业的发展,近 5 年新增城镇就

业人数 15
 

436 个,帮助 10
 

786 名失业人员实现再

就业。 2011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 89%,比 2001
年下降了 9. 3 个百分点。

千岛湖旅游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区域经济的人

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增长,吸引大量外来资金、技术、
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入,产生了产业资本的集聚效应。
从 2007 ~ 2011 年,淳安县共引进项目 525 个,协议

利用资金 292. 93 亿元,实际到位资金 226. 26 亿元。
成功引进华联进贤湾、界首雨润、姜家影视文化小

镇、界首教育旅游、安阳白象湾等一批综合体项目,
大企业、大项目招商取得突破。 大量投资资金的涌

入,有效地激发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推动

当地产业升级[3] 。

3 地域景区化发展策略

3. 1 挖掘旅游文化内涵

入目三分景,七分在内涵。 没有文化的旅游只

能一饱眼福,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旅游才能震憾心灵。
要在挖掘旅游文化上做文章,找准文化关键词,培育

文化旅游新业态。
淳安县金峰乡朱家村借民俗文化赛猪头的习俗

有 800 多年历史,成为历史的“活标本”。 散布淳安

乡间的书院、亭台、牌坊、庙宇和众多家族祠堂,重新

挖掘出的板岩瓦屋、山越麻绣、提水风车、跳竹马、舞
龙灯、睦剧、做麻酥糖等民间工艺、戏剧曲艺、民风民

俗,形成别具特色的乡村野趣和民俗文化游览线路,
为全县大景区奠实了底蕴。

人说淳安构建大景区,底色有“三色”,除了连

片“绿色”、点点“古色”,还有一抹抹“红色”。 旅游

的实质是追求差异性体验,红色之旅具有学习性、教
育性、参与性,是精神上的一次洗礼。 淳安县有 21
处红色足迹及革命历史景点,分布在浙皖边界 7 个

乡镇,主要集中在 4 个乡镇,形成了中洲茶山、浪川

狮古山、王阜板桥和枫树岭白马 4 条“红色之旅”
线路。
3. 2 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

条条大道,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使千岛湖的旅游

业变得更有生机和活力。 目前千岛湖共建成各类公

路桥梁 210 座,环湖景观公路总长 222
 

km,是国内

最长的环湖景观公路。 杭黄高铁、千黄高速即将建

成,将拉近千岛湖与上海、杭州、黄山的时空距离。
“十二五” 期间,将对全县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153. 43 亿元,新增高速公路 53. 6
 

km,一级公路 1. 0
 

km,二级公路 128. 8
 

km,新建农村联网公路 300
 

km。 全县公路总里程将达到 2
 

930
 

km,公路路网密

度 66. 3
 

km / hm2。 届时,一条条置身在淳安大地上

的动脉,在为群众提供便捷交通的同时,也将把全县

景区化的进程推上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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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提升千岛湖区景点品位

千岛湖因湖而名,因湖而兴,湖区景点的高品位

提升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在湖区景点

改造上更加突出“休闲”,更加注重完善大旅游配套

设施建设。
在这一提升思路下实施的一个重点项目———鸵

鸟岛 6
 

000
 

m2 游客服务中心就是为即将开始的景

区游船公交化而做准备的。 按照这样的战略,下一

步,龙山岛全国廉政教育基地、月光岛婚纱摄影基

地、三潭岛山地水上运动项目、推进游船公交化改革

等工作将一一推进;另外西南湖区、西北湖区、东北

湖区将分别以“亲近湖区”、“古风湖区”、“现代湖

区”为主题,加大亲水型旅游度假项目、湖山互动的

体验型旅游休闲产品开发力度。
景区化要求打造一个环千岛湖休闲度假旅游

圈,依托进贤湾、排岭半岛、界首、姜家、羡山、安阳等

六大旅游度假区块旅游综合体建设,在影视文化创

作、休闲运动、演艺、会议、养生、会所经济等方面全

面丰富千岛湖休闲度假业态。 让“景区”的内涵从

湖区向湖外延伸,从水向山拓展;让游客到千岛湖

后,除了湖,还有更多的旅游去处,有更丰富的旅游

体验。
3. 4 深化景城共建工程

“一城山色半城湖”,自然山水与人文城镇有机

融合是千岛湖最大的地理特色。 这个“特色”必将

对全县景区化中城镇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按照“主客共享、景城共建” 的原则,将千岛湖

镇作为一个城市旅游综合体进行打造提升,优化城

市旅游视廊景观,改造提升城中湖、中心湖区滨水景

观休闲带,规划建设山地观光运动公园、城市徒步绿

道;丰富城市业态,建设多层次的高星级及特色酒店

群,建设特色街区,创办特色文化演艺项目;还要注

重加快青溪新城建设,促进老城区有机更新,完善旅

游服务设施和旅游交通配套。
与此同时,全县中心镇和风情小镇建设也将融

入更多“景区化”因素。 在乡镇,将创意性地建设中

心镇和旅游风情小镇,对集镇的街道立面、街景、重
要节点、滨湖景观带、镇郊绿道、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配套设施、涉旅产业进行完善和提升,形成一镇一

风景的发展格局。
 

3. 5 推进景乡一体化建设

在加快千岛湖旅游迈向休闲度假游转型升级步

伐的同时,推进千岛湖的“景乡一体化”建设,让乡

村在环境和风貌方面实现与景区一体化,在社会经

济方面实现与城镇发展一体化,让乡村与景区共享

旅游发展成果[4] 。
依托美丽乡村中心村、精品村和特色村建设平

台,注重做好村庄的风貌优化、文化挖掘、景观打造、
环境保育和综合配套,创造性地打造一种乡土观光、
乡野休闲、乡俗体验、乡居度假的景区式生态新村。

结合景区化要求,在乡村旅游上将更加突出

“特色”,按照避暑养生型、庭院休憩型、果园采摘

型、临湖观景型、民俗风情型和农事体验型 6 种类型

进行布点提升,形成一批以峡谷漂流、森林公园、度
假村落为特色的乡村旅游景点。
3. 6 加快发展特色产业

目前,游客需求更趋个性化、产品要求多样化。
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就是利用千岛湖区的生态优势,
加大产业融合,开发延伸产品,做成产业。

结合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研发创新基地建设,
建立具有千岛湖特色的生态休闲场所,加强林业科

普教育,提高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对保护物种多

样性的认识,树立热爱动植物、热爱大自然、热爱地

球家园的信念,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及生活素养,培
养人们的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5] 。

在千岛湖,旅游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融合空

间很大,应利用好这个优势,加快农副产品向旅游产

品转化的步伐,在工业发展中融入旅游因素,打造一

批休闲观光农业园区、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特色商业

街区和旅游商品基地群,进一步拉动三产协调、联动

发展。 集生产线参观、文化展示、生产体验、购物综

合功能于一身。 实现吃、住、行、游、娱、购一条龙服

务,发展工、农、商业综合旅游新业态,为全县景区化

的推进提供有力支撑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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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南太行山野生植物资源在风景旅游区的空间分布进行调查,分析其野生植物资源特色旅游现状。 阐述自

然花境童真成趣、秋色叶树木层林尽染、水岸崖边色彩点点、秋季山林硕果累累、历史花卉相映生辉等景观途径。
从植物空间分布与景观结合的有效性、视觉效果与景观的和谐相容性、特色旅游的主题确定、植被的保护与生态效

益 4 个方面对其野生植物资源特色旅游项目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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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太行山区位于河南西北部和山西的东南部之

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山
地景观十分独特,只要合理开发,可成为人们向往的

休闲避暑胜地。 南太行山属于北暖带半湿润大陆性

季风气候,植物物种多样性丰富,观赏树种品种齐

全。 作为我国中原地区少见的山地景观旅游区,南
太行在景观建设与旅游项目开发利用方面意义重

大,而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几乎不见报道。

通过对南太行地区的野生植物资源及其景观途径做

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我国北方山地风景旅游区的

植物造景现状提出了部分建议,为进一步发掘该地

区相应的旅游项目资源提供依据。

1 野生植物资源概况及特色旅游现状

南太行山在植被区划上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

带,现以次生类型为主,主要优势植被类型有栓皮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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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山楂林、槭树林、海棠灌丛、绣线菊灌丛、山桃林、
鹅耳枥蒙椴林、侧柏林、油松林、连翘灌丛、荆条灌

丛、黄栌灌丛、火棘灌丛等,具有植物种类相对丰富

性及植被类型多样性特征[1] 。
太行山南麓(南太行) 是太行山区风景最美丽

的地方,已经建有多处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区,如关山

景区、八里沟景区、南坪景区、郭亮景区、秋沟景区、
云台山景区、薄壁西沟景区等,而正在自我发展的小

型私人承包景区更是不可枚举,如平甸吴家洼农家

乐休闲区等。 当黄山与张家界风景区万人攒动的时

候,太行山区的人流也是川流不息,形成了与众不

同、具有当地特色项目的旅游方式[2] 。
春季太行山万物复苏、云雾缭绕,山上摄影、踏

青的人川流不息。 夏季避暑,太行山区在暑期均温

27℃ ,非常适宜居住,特别是中老年人更适宜在山上

长期居住(居住时间达 30 ~ 60
 

d),欣赏湖光山色、修
身养性、保养身体。 太行山的秋季五彩斑斓、山果累

累,吸引了大批的摄影爱好者、学生、采风者、采果

者。 学生写生,太行山景观独此一家,是美术界人士

的宠儿。 每年上至北京,下至武汉的美术学院的学

生们都会接踵而至写生创作,居住期长的一般会待

上 30 ~ 60
 

d。 自驾车假期周末游,忙里偷闲的城市

人一般在周末的两天三夜居住在这里钓鱼、烧烤、吃
野菜,放松一下劳累的身心,享受一下自然给他们带

来的乐趣。

2 野生植物资源的景观途径

2. 1 自然花境童真成趣

太行山山势陡峭,却也不乏自然坡地景观,如王

莽岭生态坡地。 在这些自然坡地生长着各种野生花

卉和灌木,春夏秋 3 季都有不同的植物进入花期或

果期。 对于游人来说,这是绝好的接触大自然的机

会,孩子们在这里与蝴蝶为舞,与蒲公英嬉戏,尽情

享受阳光与快乐。
2. 2 秋色叶树木层林尽染

太行山山势独特,入画入镜,尤其到了秋季,各
种秋色叶树木尽放光彩,如银杏、黄栌、鸡爪槭、黄连

木、小檗、红叶李、扶芳藤、红瑞木、胡桃、槲树、连香

树、南蛇藤、柿树和麻栎等都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同时也是南太行植物资源中的珍品。 它们层层叠

叠、成林成簇,放眼望去,大好河山层林尽染,五彩斑

斓。 长城黄河给人心灵的洗礼与震撼也不过如此。
2. 3 水岸崖边色彩点点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山有水好景致。 太行的

山水自然是吸引游人的要素,独特的山水环境造就

了这里独特的植物生长环境。 在陡峭高耸的悬崖上

和激流震荡的水岸旁顽强地生长着各种花卉,如峭

壁上生长的绣线菊、高山台地生长的白头翁、溪谷边

生长的铁线蕨等,它们比不了牡丹的高贵,也比不了

梅的雅致,却堪比菊的傲霜与荷的高洁。 游人到此

向往之情油然而生,无不赞叹生命之伟大、造化之

精彩。
2. 4 秋季山林硕果累累

秋季的太行山山果遍野,柿子、核桃、山茱萸、红
瑞木、酸枣、山楂、猥实、金银忍冬、花楸、火棘、地榆、
银杏、接骨木、酸枣、水栒子、君迁子、野葡萄、猕猴

桃、猥实等果实有的红艳,有的黝黑,有的形状奇特,
都具有较好的观赏效果。 这些山林果树不仅妆点了

山林秀色,也给当地山民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地道

的绿色食品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此采摘品尝、采购。
当地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进行了丛林改造和人工

移栽,实行承包到户,增加了采摘空间等措施,增加

了旅游项目,大片果林的丰收景象和采摘乐趣使人

流连忘返。
2. 5 珍稀药用探奇采摘

太行山区自古就是我国北方药材的出产重地。
调查结果表明:太行山南部药用植物 335 种,其中蕨

类 7 种,种子植物 328 种,隶属 78 科 232 属,药用植

物中以菊科包含的属最多(39 种),其它依次为百合

科、伞形科、唇形科、蔷薇科等。 如何首乌、柴胡、防
风、龙牙草、翻白草、黄精、桔梗、党参、玉竹、荠苨等

都具有很好的医药价值[3] 。 当地居民很多都是以

采药为生。 有探索精神的游客可以在当地居民的带

领下,到密林深处搜寻珍宝,或许会有不菲的收获。
2. 6 原生盆景就地取材

太行山区地形复杂,山势陡峭,多悬崖峭壁和深

陡峡谷,土层瘠薄,基岩裸露。 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

复杂的气候变化,形成了太行山姿态万千、盘棕错骨

的野生盆景植物资源。 如黄荆、迎春、黄栌、橘红山

楂、连翘、山葡萄、葛藤、峨嵋蔷薇、火棘、绣线菊、薄
皮木、酸枣、君迁子、榔榆等大量植物野生于山中。
迎春、黄荆、黄栌、火棘、榔榆为最常见的树桩盆景材

料。 这里出产的
 

“原生盆景”高大壮观,视觉冲击力

极强,与人工盆景不可同日而语。
2. 7 历史花卉相映生辉

太行山区人民的抗日事迹举世瞩目,至今依然

可以看到山路旁烈士的墓群,这样的烈士墓仅豫北

地区就有二十多处。 不知何时,烈士墓群旁早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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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松翠柏、野花遍地。 这些植物是自然生长的还是

人工栽植的早已无从考证,而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使人想起那厚重的烽火时代,此时的山林美景越

发珍贵迷人了。

3 南太行野生植物资源特色旅游项目评价

3. 1 植物空间分布与景观结合的有效性

南太行植物景观空间设计体系主要是以森林生

态公园为主,是在原有野生植物群落的基础上结合

人们的审美需要对其加以改造形成的,其植物景观

现状与现代园林植物设计理论有着诸多的不同。 该

地区的植物空间分布首先要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
其次才是满足人类对植物景观方面的需求。 所以其

植物景观设计从丰富多彩的自然植物群落及其表现

的形象汲取创作灵感,效法自然,是对原有野生植物

资源分布进行的小改造,而不是大规模的改造或创

造。 南太行现有植物空间设计并没有对原有的自然

现状造成太大的破坏,而是以保护其生态效益为前

提的合理利用。 这一植物分布特征并没有造成该地

区植物景观的杂乱与缺失,相反却遵循了“天人合

一”的景观设计理念,造就了植物景观与山地地形

的完美结合,成就了地方特色的植物景观。
3. 2 视觉效果与景观的和谐相容性

完美的植物景观设计必须具备科学性与艺术性

2 方面的高度统一,既要满足植物与环境在生态适

应性上的统一,又要通过艺术构图原理,体现出植物

个体及群体的形式美及人们在欣赏时所产生的意境

美。 现代植物景观设计理论对艺术性的创造要求极

为细腻而又复杂,诗情画意的体现需借鉴于绘画艺

术原理及古典文学的运用,巧妙地充分利用植物的

形体、线条、色彩、质地进行构图,并通过植物的季相

及生命周期的变化,使之成为一幅活的动态构图。
而生态风景旅游区只是在尊重植物景观的原有状态

的基础上对植物自然群落的改造,尽量少地加入人

为因素,不会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而牺牲其生态效益,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规划设计理论与自然环境的

角逐。
大自然十分清晰地告诉人们,野生植物的生长

位置与人工设计位置总是不能完全契合的,也就使

景观设计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景观建设也就达不

到理论要求。 城市适用的植物配置理论与景观,并
不适应山地植物景观建设,应用不当反而会弱化山

地的景观特征,造成混乱的视觉效果。 因此,因地制

宜地使用造景资源对山地景观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对现有森林植被,无论是保护利用,还是设计改造,
都应提出有针对性并切实可行的设计理论和实施措

施,改变单纯利用野生植物生长杂乱的特性体现野

趣的单一方式,使其达到整合景观的功能。
3. 3 特色旅游的主题确定

具有地方特色旅游项目的开发需要历史、文化、
风俗习惯、气候特点、植物分布等因素的共同参与。
南太行是以“居住休闲”为主要目的的特色旅游项

目,是中原旅游文化的明珠。 其景观建设需要深入

探讨及对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支持。 而学术界普遍

认为野生植物景观处在历史文化景观和人工景观的

陪衬地位,只要显示野趣就是合格的山地植物景观。
这一观点使得南太行景区因缺乏典型植物景观特色

而导致其植物景观显得“千城一面”,山地景观也相

应失色,使特色旅游无“特色”。 早日确定南太行特

色旅游的主题项目,可以提升整个风景区的景观统

一性改造、风格性改造、旅游路线规划、旅游项目的

合理组织与实施,减少盲目建设。
3. 4 植被的保护与生态效益

南太行山大致保持其原有生态环境,对原有的

自然景观进行合理的规划改造,成为满足人们生活

需要的景观。 然而随着景区旅游、加工业等商业活

动的兴起,原有生态效益日渐遭到破坏。 例如景区

内部已经出现了零星的小型加工厂,大量的小卖铺、
超市的出现迅速增加了景区的商业气息,俨然成了

小商业中心,破坏了当地的自然气息,其容于“大自

然”的形象正在受到损坏。 景区景观现状已与当初

的设计理念渐行渐远。 大量的旅游人群滞留居住,
造成景区内环境污染,不仅破坏了景观的可赏性,而
且也对其原有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使生态效益降低。
在今后的规划设计中应继续遵循生态原则,以宏观

大局为重,以保护自然环境为主,以多元化为目的,
根据实际地形地貌进行规划,不可大面积破坏原有

地形和植被,造成不可恢复的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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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珠海市城区林地管理和收入情况,以及林业生态建设现状。 阐述城区森林资源林权制度历史沿革和管

理情况。 分析城区集体林地不适宜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原因,包括城区农业人口已全部转为城镇居民;林地

主要为生态公益林地;历次林改不彻底,林地纠纷多等,并提出了将其转变为国有林地经营和管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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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0 ~ 2011 年珠海市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过程中,针对城区林地权属为集体所有,而林

地所有者为城镇股份公司或林场这种特殊情况,开
展城区林地现状与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对策调

研,以分析城区林地管理现状,阐明城区林地与实施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系,指出城区林地改革的

方向。

1 城区基本情况
 

1. 1 城区行政基本概况

香洲行政区是珠海市中心城区,位于南海之滨、
珠江口西岸,东水连香港,南接壤澳门,背倚经济发

达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联系内

地与港澳台,以及对外贸易、国际交往的重要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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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0 年底(本文统计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以此

时间为准), 全区总面积 546. 27
 

km2, 常住人口

78. 62 万人。 在香洲行政区范围内,分设 3 个经济

功能区———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横琴新

区、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 本文所指的珠海市

城区范围为香洲区、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和横琴新区。
 

1. 2 城区林业基本情况

城区地貌以低山丘陵、低丘台地和海岛为主,地
势平缓,依山傍海,有奇峰异石和优美的海湾。 山地

主要有城区北面凤凰山、板障山、南部黑白将军山和

横琴岛上的脑背山,东部淇澳岛的望赤岭、白角头、
巫州山、大吊岭和南芒山等,城区内最高峰为凤凰

山,海拔 436
 

m。 截至 2010 年底,城区林业用地面

积 16
 

200. 7
 

hm2(国有林地 1
 

508. 6
 

hm2,集体林地

14
 

033. 4
 

hm2,权属未定林地:内伶仃(行政权属划

归深圳市,林地面积尚在高新区) 和正坑水库林地

面积共 655. 1
 

hm2,有林地 13
 

719. 5
 

hm2,其中集体

生态公益林 12
 

181. 6
 

hm2,占林业用地的 84. 7%。
城区森林覆盖率 34. 4%。

2 城区林地管理和收入

2. 1 城区林地管理的 3 个阶段

1)在 1980 年建立珠海特区前,所有林地都是由

各镇村经营和管理;
2)1980 ~ 1992 年,在 10 年绿化广东过程中,以

财政资金为主,部分村集体筹集了一些造林资金;
3)从实现造林绿化达标之后(1992 年),所有的

植树造林、森林资源综合管理都是以政府和各镇、街
道管理为主,特别是在 2000 年实行“村转居” 和股

份制后,原农村已基本上放弃了对林业用地的管理,
所有的管理都落实到各级政府和街道办。
2. 2 林业经济收入情况

据调查了解,各镇、街道办和股份公司都没有将

林业收入单独统计,因此无法统计各镇、街道办和股

份公司的林业经济情况,但普遍反映,林业收入(仅

有少量的林地租金和果树收入)占各股份公司总收

入的比例极低。

3 城区林业生态建设现状

珠海城区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带,是森林

提供生态服务的核心。 城区生态公益林面积

13
 

336. 3
 

hm2(其中集体生态公益林面积 12
 

181. 6
 

hm2),林地面积 16
 

200. 7
 

hm2,生态公益林面积(集

体生态公益林面积) 占城区林地面积的 82. 3%
(75. 2%)。 珠海市大力发展生态风景林,以林为主

的隔离地区绿化,同时与城市园林相结合,提高绿地

森林覆盖率,改善了珠海市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
投资环境和旅游环境,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和

谐名城”称号和联合国人居中心颁发的“国际改善

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

4 城区林地确权发展过程

4. 1 1981~ 1990 年林业“三定”工作情况

香洲(当时香洲区尚未成立) 辖区在 1981 ~
1983 年进行的“林业三定”工作是由珠海市人民政

府对山林权属确权发证。 根据当时发证的存根核

查,原香洲辖区内的镇(前山、湾仔、南屏、金鼎、唐
家湾等镇)已经核发山林权证,但主城区林地(现属

拱北、吉大、狮山、梅华、香湾、翠香等街道办) 没有

核发山林权证的面积约 200
 

hm2。
4. 2 2002~ 2004 年换发山林权证工作情况

   

对原“林业三定” 时期核发的山林权证重新核

实界定,并换发新的山林权证。 考虑到香洲区(包

括现香洲区、高新区和横琴区) 农村体制改革实行

“村转居”,原农村集体成员已全部转为城镇居民而

引起的种种问题,市政府研究决定:香洲区(包括现

香洲区、高新区和横琴区)的林地,除通过合法手续

征用、转让外,对 1981 年核发的山林权证予以确认,
但暂不换发;对以前未进行确权登记发证的,暂不发

所有权证,只发林地林木使用权证。
4. 3 2008~ 2010 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情况

  

全国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考虑到香洲

区、高新区和横琴区的实际情况,广东省林改办复

函:“香洲区、横琴新区、高新区暂缓开展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仍按现行管理体制进行管理”。

5 城区林地管理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系

根据国家和广东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关文件

精神,广东省集体林地、林木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共同所有,要按“均股、均利、不均山” 的形式林

改,使每个成员平等享有集体山林的权益。 考虑到

珠海市城区的实际情况,广东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对珠海市部分地区集体林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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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革工作意见的函》(粤林改办[2010]66 号),该
文件决定“香洲区、横琴新区、高新区 3 个区暂缓开

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仍按现行管理体制进行管

理。”珠海市城区林地不适宜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原因如下:
5. 1 城区农业人口已全部转为城镇居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6 号)第二条和国务院法制

办公室、国土资源部专门司法解释(国法函[2005]
36 号),集体林地必须依法征收,按有关规定对原集

体组织或者经济组织和个人进行补偿,才能转变为

国有林地。 2001 年珠海市城区已实施“村改居”,原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但由于

当时各级政府的财政能力或其它原因,集体林地转

变为国有林地的手续没有办理。
5. 2 城区林地主要为生态公益林地

城区林地面积 16
 

200. 7
 

hm2,集体生态公益林

面积 12
 

181. 6
 

hm2,集体生态公益林面积占城区林

地面积的 75. 2%。 生态公益林主要发挥环境保护

作用和社会公益效应,为便于管理,应由政府成立专

门机构集中统一经营,林地、林木权属最好为国有,
才能得到更好地使用和保护。
5. 3 历次林改不彻底,林地纠纷多,社会成本大

“林业三定” 时期,城区部分林地没有确权;
2001 年“村转居”,城区林地没有统征;全省换发山

林证,城区也无法推进。 而林权证界线不清,四至表

述模糊,股份制公司越分越多、越分越细,致使林地、
林木无法确权。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社会

成本。 在经济成本方面,作为林地的主人,广大居民

在林改中到底获得了多少收益? 作为集体组织,在
林改中又获得了多少收益? 目前,珠海市集体林地

主要为生态公益林,在经济效益方面,每年只有金额

不多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费、少量的果树收益和个别

地方少量的林地出租费,这些费用平分到居民,落实

到股份公司都只占其总收入极小份额(目前,生态

公益林补偿金无法发放)。 在社会成本方面,鉴于

上述原因,如果进行林改,林地、林木确权工作社会

成本难以计算,因林地纠纷维持基层稳定的难度相

当大。
5. 4 集体林地不利于林地管理

广东省的林改是实行“均股、均利、不均山” 的

形式,均股、均利的对象是农村集体组织的农业人

口,在珠海市城区已全部转为城镇居民,也就是林改

中林地分配的目标对象已不存在。 但珠海市城区的

集体林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 2001 年“村转居” 没

有彻底完成,集体林地没有依法征收,没有按相关规

定对原集体组织或者经济组织和个人进行补偿,只
得将原农村集体组织的林地资产转到相应股份

公司。
现珠海市城区各股份公司拥有的集体林地,因

林地权属不清,收益少,林地经营受政策性限制等原

因,股份公司除响应政府强制性要求外,已基本放弃

对林地的经营和管理。 目前,城区林地的经营主体

实际上是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5. 5 城区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结论

综上所述,珠海市城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分配

的目标对象(农业人口) 已不存在,行政组织机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不具备,只具有改革的目标

对象(集体林地、林木),因此,珠海市城区本次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是无法进行的,应该分期分批征用而

收归国有,进行集中经营和管理。 只有这样,才有利

于森林总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完备森林生态系

统的建立和森林的可持续经营,促进城区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的稳定。

6 城区集体林地转变为国有林地的途径

城区森林资源建设在珠海市林业生态建设、环
境绿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城区林地管理模式必须建立在高度集中管理、优化

管理的基础上。 随着珠海市经济实力增强,有能力

分期分批征用进行集中管理。 解决方法有 2 种:①
征用,根据珠海市最新青苗补偿标准,合理补偿原集

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将集体林地和林木的权属收归

国有;②租赁,由市财政负担相关经费,长期租用集

体林地,即林地所有权保持不变,林地使用权和林木

所有权、使用权由政府相关部门集中管理。

7 结束语

珠海市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有效地提升国际

化大都市形象,林地是实现其目标的物质基础,因
此,要尽快解决林地历史遗留下来的权属、林地、林
木及其相关收益分配问题,采取立法手段,制定一系

列相关法规和制度,成立专门机构,配套相关资金,
分期分批征用或租赁进行集中管理,使城区的林业

资源能够稳定、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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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截至 2009 年底,楚雄市基本完成了林改的主体改革任务,全市 15 个乡镇中有 12 个乡镇发生了林地林木交易

行为,共涉 3
 

772 宗林地,交易林地面积达 13
 

691
 

hm2。 目前林权交易中尚存在着流转体系尚未成熟,林权流转服

务平台未完全进入角色,林权交易操作程序不规范,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藉此,提出做好林权流转前的引导机

制,防止农民失地,依规收费,在林权流转中壮大集体经济,完善服务机制,加强动态管理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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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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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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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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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随着林权趋于明晰,我国

集体林权森林经营者的资产经营意识不断提高,近
年来各地出现了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的有偿流

转,通过市场来配置林业生产要素,给林业产业带来

了新的活力,特别是江西、福建等重点林区的林权交

易异常活跃,成立了南方林权交易所等交易机构,使
林权交易便捷、规范、合法,交易双方的行为和权益

进一步得到保障。
云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林政”)

的主体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云南林权交易中心也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启动运转,为全省 800 多万

户林农,1
 

800 万
 

hm2 林地的流转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平台[1] 。 目前全省已有 7 个州 (市)、110 个县

(市、区)成立了林权管理服务机构,但已成立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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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只有 79 家落实了人员编制。 名称不统一、工作

不规范、职责不清、经费、编制不落实,信息化程度低

等问题仍较为突出,目前交易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

在不规范、不公开、不公正等现象,埋下了许多安全

隐患。 从长远发展形势来看,林权交易必将是林业

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必将进入千家万户。

1 概况

楚雄市是全省集体林区重点林业市,2010 年末

全市总人口 51. 05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35. 41 万人,
占总人口的 69. 36%; 全市国土面积为 44. 33 万

 

hm2, 林 业 用 地 34. 72 万
 

hm2,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78. 32%,其中:国有林 1. 25 万
 

hm2,集体林 31. 67
万

 

hm2; 在林业用地中公益林 16. 62 万
 

hm2, 占

50. 5%,商品林 16. 3 万
 

hm2,森林覆盖率 76. 92%,
活立木蓄积 2

 

001. 18 万
 

m3,96. 2%的山林属集体所

有,农民人均林地达 0. 93
 

hm2,是农民人均耕地面

积的 13 倍。 此次林改的集体林地面积达 31. 67 万
 

hm2,截至 2009 年底基本完成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的主体改革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基本实现了

“山有其主、 主有其权、 权有其责、 责有其利” 的

目标。

2 林权交易现状及特点

经调查,近几年来,全市 15 个乡镇中,有 12 个

乡镇发生了林地林木交易行为,共涉 3
 

772 宗林地

(其中防护林 9 宗),交易林地面积达 13
 

691
 

hm2,
林木交易 56

 

618
 

m3,交易中已换证的有 52 宗,具体

交易年限为 1 ~ 70 年不等。 目前楚雄市林权交易中

尚存在以下问题。
2. 1 流转体系尚未成熟

楚雄市林业局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并广泛征求

乡镇及林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意见,草拟了

《中共楚雄市委
 

楚雄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集体林权

制度配套改革和加快林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楚雄

市集体林权流转管理办法》 (试行)。 经市委、市人

民政府研究审定于 2011 年 3 月批准通过,但全市尚

未形成成熟的流转体系,还需进一步探析和在工作

中总结完善。
2. 2 林权流转服务平台未完全进入角色

为建立、健全林权管理工作机制,完善林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推进林业产业交易平台建设,国家要求

各地要设立与林权流转综合服务相对应的林权管

理、行政许可、规划调查、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林业政

策及技术咨询、林业产权交易及林产品交易信息的

发布服务等为职能的林权流转服务中心和森林资源

资产评估机构。 楚雄市虽于 2011 年 3 月批准成立

了林权流转服务中心,但人员编制和经费尚未落实

到位,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亟待完善,尽快

进入工作角色,实现公开、平等、竞争的林权交易

机制。
2. 3 林权交易操作程序不规范

经调查,楚雄市已经发生的部分林权交易活动

中存在交易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的情况,只经过

村、组讨论,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甚至还存在村

组干部个人说了算的问题。 在流转合同内容上,部
分林权流转只是口头协议,有的虽然签订了书面合

同,但内容模糊不清,如合同中缺乏流转林地的具体

位置,只有当地林农熟悉的小地名;合同中的四至界

限无 GPS 坐标信息,只有“以……为界”等字样,具
体范围不明确[2] ,为林权纠纷的发生留下隐患。 同

时,交易过程中没有进行资产评估和公示,多数私下

交易未经公证,未到林业主管部门办理流转登记手

续,导致林业主管部门存在监管盲区。
2. 4 林权交易过程中政策执行不到位

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按照相关规定,可以每年

收取承包责任山林地使用费 30 ~ 60 元 / hm2,其中

80%用于村民小组公益事业建设,20%上缴村民委

员会作为集体公益事业建设费用。 楚雄市委文件中

已明确规定,依法获得集体商品林林地使用权的经

营者,不论农户承包、联户经营还是其他经营主体,
应当缴纳林地使用费。 乡镇人民政府要实行村

(组)账务乡镇代管方式,加强对林地使用费收支的

管理。 但部分村、组林改方案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收

费,对林地使用费什么时间收取也没有明确地界定,
造成林权交易过程中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政

策执行不到位。

3 对策

3. 1 做好林权流转前的引导机制,防止农民失地

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流转,当事人双

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需要变更林权的,当事人应及

时依法到林权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林权变更登记。 引

导发展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合作林场、股份制林场

等林业合作组织,联合经营林地;鼓励广大农民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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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者合作造林;鼓励短期限流转、部分林权流

转、林木采伐权流转和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

间流转,鼓励到林业产权服务机构流转,防止农民失

山失地[2] 。
3. 2 妥善处理当前林权交易行为

对未形成事实的,职能部门要提前介入,加以引

导,并依据《中共楚雄市委
 

楚雄市人民政府关于推

进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和加快林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楚雄市集体林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规范林权交易行为。 对已形成事实,即能提交真实、
合理证明材料的林权交易行为,应给予认可,并按以

上 2 个文件的规定完善手续,否则不予认可。 村集

体与私企的交易,通过走访村、组群众,了解群众对

交易的情况是否知情、满意。 核查交易过程中是否

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经村民会议 2 / 3 以

上成员或村民代表会议 2 / 3 代表同意,并能提交有

关证明材料,交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进行的,
应给予认可。 对群众意见较大、造成集体利益严重

受损的私下交易行为,要严肃查处,涉及犯罪的,要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3. 3 依规收费,在林权流转中壮大集体经济

林改既要确保林农利益,把大部分集体山林分

包到户,又要兼顾集体利益,适当保留部分山林用于

发展集体经济,确保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
1)集体统一经营的林地林木流转,转让金可由

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后按比例将一部分划入到村、组
集体账户,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剩余部分由村民

支配。
2)对于责任山林地使用费收取,可按林改期间

村民小组与承包农户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约定提留

相关费用,用于村、组集体经济发展;费用收取应在

林地林木发生流转或产生经济效益时(如商品材采

伐、低效林改造等) 一次性收取承包期内的林地使

用费,由乡镇人民政府监督,缴入村、组集体账户,用
于村、组公益事业建设使用。

3)与低产低效林改造、林产业发展相结合,鼓
励引进有能力的企业开发林地。 可采取企业出资金

和技术、农户出人力和管护形式入股,双方按比例分

红的方式发展林业经济。
3. 4 完善服务机制

林权流转过程中,林业管理部门的服务功能要

进一步得到体现。
1)在已经成立的楚雄市林权流转服务中心建

立起完整、规范、方便、易操作的工作流程,吸引更多

的林权交易行为通过林权流转服务中心完成。
2)在现有采伐管理制度下,完善采伐管理服务

方式,简化审批手续,创新采伐管理方式,逐步建立

森林分类管理新机制,完善采伐限额管理制度,逐步

实现由限额管理向采伐备案管理的转变,建立以森

林经营方案为基础的森林可持续新机制。
3. 5 加强动态管理

林权交易的动态管理直接关系到林权流转过程

中的公开、公正、公平,是减少事后林权纠纷的重要

保障。
1)加强流转过程监督管理。 对流转的主体资

格、范围、程序以及流转收益的支配等都要依法依规

进行监管。 对评估机构、评估人员、评估结果等要加

强审查监督,确保评估真实公正。 协调林权流转过

程中发生的纠纷,对发生的纠纷及时调解,以维护流

转双方的合法权益[3] 。
2)加强流转后的监督管理,对流转后的林地要

按照规定办理林权登记,及时颁发林权证书,使其交

易结果受到法律保护。 对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

否履行,林地是否改变用途和生态保护的情况加强

跟踪监督。 应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各种破坏森林

资源的行为,切实维护经营者合法权益,保障林权流

转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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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权抵押贷款;配套改革;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林权管理;普洱市

中图分类号:S750;F326. 22;F830.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12)04-0086-04

Practices
 

and
 

Effectiveness
 

of
 

Forest
 

Right
 

Mortgage
 

Loan
 

in
 

Puer
 

City
  

WANG
 

Fa-zhong
(Forestry

 

Management
 

Service
 

Center
 

of
 

Puer
 

City,
 

Simao,
 

Yunnan
 

665000,
 

China)

Abstract:
  

Forest
 

right
 

mortgage
 

loan
 

practices
 

in
 

Puer
 

city
 

were
 

elaborated
 

from
 

aspects
 

of
 

property
 

rights,
 

strengthening
 

found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s,
 

preliminary
 

explored,
 

experience
 

summed
 

up,
 

steady
 

progress,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system,
 

and
 

so
 

on.
 

Achieve-
ments

 

and
 

problems
 

also
 

were
 

analyzed,
 

moreover,
 

suggestions
 

to
 

improve
 

forest
 

right
 

mortgage
 

loan
 

work
 

such
 

as
 

increasing
 

supporting
 

reform
 

efforts,
 

improving
 

the
 

approach
 

of
 

forest
 

right
 

mortgage
 

management,
 

improving
 

financial
 

services,
 

accelerating
 

to
 

built
 

and
 

introduce
 

forest
 

resources
 

asset
 

evaluation
 

agen-
cies,

 

accelerating
 

to
 

built
 

forest
 

ownership
 

social
 

service
 

platform,
 

improving
 

forest
 

logging
 

management
 

system
 

were
 

put
 

forward.
 

.
Key

 

words:
  

forest
 

right
 

mortgage
 

loan;
 

supporting
 

reforms;
 

forest
 

resource
 

assets
 

assessment;
 

forest
 

rights
 

management;
 

Puer
 

City
 

收稿日期:2012-05-29;修回日期:2012-06-07
作者简介:王发忠(1970-),男,云南景谷人,高级工程师。 从事林权管理工作。

　 　 森林资源是普洱最大的优势资源,全市林业用

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70%,森林覆盖率达 67%,活
立木蓄积量 2. 5 亿

 

m3,占全省总量的 13. 1%。 为立

足资源优势,把林产业打造成富民强市的优势特色

支柱产业,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作为破解林业发展难题,加快林业发展,落实生态

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林业发展方针的重

要措施,在全面完成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的基础

上,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积极开展林权

抵押贷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林产业,努力开创全市

林业改革新局面,为全市生态立市、绿色发展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 截至 2011 年底,全市办理林权抵押贷

款 2
 

473 户,贷款余额 17. 2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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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权抵押贷款主要做法

1. 1 明晰产权,夯实基础,建立机构

普洱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于 2006 年 4 月全面

启动试点工作,2007 年初全面铺开。 截至 2011 年

底,全市涉及林改 1. 4 万个村民小组,46. 4 万户,应
确权面积 180. 32 万 hm2,已确权 177. 27 万 hm2,确
权率为 98. 3%,其中均山到户面积 165. 57 万 hm2,
集体林均山到户率为 91. 9%,集体商品林均山到户

率为 89. 7%;应确权宗地 121 万宗,发放林权证宗数

120 万宗, 宗地确权率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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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林权证本数的 99%;共排查出林权纠纷 16
 

638
起,共调处林权纠纷 16

 

437 起,林权纠纷起数调处

率为 99%,林权纠纷面积调处率为 97%。 各类林改

资料基本建档入卷,档案管理综合合格率为 98%。
按照普洱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在全市全面建设“一

个中心,两个市场,四个体系” (即:建立市、县(区)
林业管理服务中心和信息平台;建设各县(区)林权

交易市场、木材及林产品交易市场;建立森林资源管

理保护体系、林业科技服务体系、林业产业发展体

系、森林资源流转体系)。 经批准,市级和
 

10 县

(区)建立了林业管理服务中心,人员编制共 146
人,县级林业管理服务中心设置 4 ~ 6 个服务窗口,
开展林权管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科技法律咨询、
木材及林产品运输管理、林木采伐管理,以及收集、
发布林权流转交易信息和木材及林产品价格信息等

业务工作。
1. 2 试点探索,总结经验,稳步推进

为使广大林农真正从林改中得到实惠,普洱市

林业局多次主动与金融部门会商沟通,探索林权抵

押贷款思路和方法。 经普洱市林业局与云南省农村

信用联社普洱市办事处研究决定,于 2007 年在思茅

区开展林权抵押贷款试点,并制定出台了《思茅区

农村信用合作社林权抵押贷款实施细则(试行)》。
对林改已明晰产权到户的林地,持有林权证的农户,
在确定发展项目后,向思茅区农村信用社提出贷款

申请,由思茅区森林资源监测站进行评估,信贷部门

按照《思茅区农村信用合作社林权抵押贷款实施细

则(试行)》规定,结合项目的可行性和还贷能力,以
评估价的 70%办理林权抵押贷款。 经过几年的探

索和总结,目前,全市各县(区)均开展了林权抵押

贷款业务,积极搭建以林权抵押贷款为主的林业投

融资平台,帮助农户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进一步推动

全市林产业发展。
1. 3 加强管理,完善制度,发挥作用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改善金融服务支持

林业发展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云南

银行业林权抵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森林

资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普洱市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了林权抵押贷款管理,制定了林权抵押贷款

的有关管理办法和意见,完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全市发放的林权抵押贷款主要用于用材林、经济林

等项目的开发和后期管理以及林业加工企业的新产

品研发。 林权抵押贷款有效地解决了林农的贷款

难、抵押难的问题,以信贷带活山林,促进森林资源

优势迅速转化为经济优势,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

转变,带动并培育了一大批有市场竞争优势、产业关

联度大的企业和品牌产品,提高了林业产业化经营

水平,实现林产业和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全

市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 林权抵押贷款取得的成效

随着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断参与,普洱市林权

抵押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全市林产业得到了快速发

展,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明显凸现。
2. 1 广大群众造林积极性显著提高

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拓宽了林业融资渠道,有效

地缓解了林业资金投入不足问题,提高了群众营林

造林的积极性,推动了特色林产品大发展,特别是橡

胶、咖啡、核桃、板栗等特色经济林产业取得突破性

进展,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带动了农民脱贫致

富。 如今,全市很多地方出现了群众“买山造林、争
苗植树”的喜人场面,不管是采伐迹地还是林中、林
缘空地,甚至荒废的山垄田埂都成为造林的热点,思
茅松、桉树、西南桦、核桃等苗木供不应求,人工造林

面积逐年扩大。
2. 2 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

林改使农民做到了耕山有责、务林有利、致富有

门,林权抵押贷款增强了营造用材林、发展经济林、
开发林下资源的积极性,拓宽了农民在林业生产中

直接就业的渠道,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来自林业的收

入。 如思茅区南屏镇整碗村老董寨董祖祥等村民,
在当地政府和林业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了茶

叶专业合作社和林业专业合作社。 几年来,通过林

权抵押贷款 900 万元,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林产业和茶产业,其中: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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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用于迹地造林更新 3
 

533. 33 多
 

hm2,种植思茅松

和西南桦,改善了林分质量,提高林地利用率;200
万元用于大力开展茶叶种植;200 万元用于开展茶

叶深加工,带动周边 800 户林农致富增收,社会经济

效益显著提高,林农的人均收入从以前的 800 元提

高到 15
 

000 元。
2. 3 “贷”动了林业产业大发展

普洱市是全省的重要林产工业基地,林产企业

相对较多,但企业除用机器设备抵押外,难以完善贷

款抵押手续,而且机器设备抵押率较低。 林权抵押

贷款的开展,解决了企业贷款难、抵押难的问题,林
产企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经济效益年年攀升。 如

思茅沪海木业有限公司是既有林地、又有胶合板厂

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在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思
茅区农村信用社采取以林权抵押的方式,给企业办

理流动资金贷款。 在思茅区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资金

支持下,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已拥有林地 3
 

333. 33
 

hm2,实现了良性发展和滚动发展。 思茅北归咖啡

有限公司是全市咖啡种植、加工规模较大的咖啡企

业,通过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后办理了林权抵押贷款,
贷款额最高达 2

 

900 万元,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促
进了全市咖啡产业发展。 2011 年全市林业产业总

产值达 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 6%。
2. 4 化解了风险,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普洱市山区面积大,森林资源丰富,林业是当地

群众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群众对林业的依赖性较

大。 2007 年孟连傣族拉祜族自治县胶农与橡胶企

业因利益分配问题引发“7. 19”事件,导致橡胶企业

半停产,银行业金融机构 2 亿元贷款出现风险。 在

当地政府的协调下,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平息

矛盾、化解风险, 进村到户开展贷前调查, 共向

2
 

274 户胶农发放林权抵押贷款 10
 

032 万元,胶农

用林权抵押贷款向橡胶企业买回了橡胶树全部产

权,企业回笼资金除用于扩大再生产外,归还银行贷

款,为企业恢复正常生产提供了“救命钱”,孟连县

信用社以此收回橡胶企业贷款本息 3
 

745 万元。 林

权抵押贷款既帮助胶农维护了合法权益,又帮助企

业度过难关,还成功化解了社会矛盾和信贷风险。

3 存在的问题

3. 1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少、资质低,评估人员

缺乏

　 　 除西盟县外,普洱市其他县均成立了以县(区)
森林资源监测站或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为基础的森

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 截至 2011 年底,全市具有丙

级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有 2 家,具有丁级

的单位有 13 家。 而按照《云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评

估管理暂行办法》开展评估业务工作的丙级林业调

查规划设计资质单位只有 1 家,丁级资质单位有 6
家。 参加过全省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咨询人员培训

班,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咨询

人员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只有 36 名。 大宗林地

林木评估还需要到昆明聘请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资
产评估公司等单位来完成,费用高、耗时长。 森林资

源资产评估机构少、资质低,评估人员缺乏,制约着

全市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的推进。
3. 2 林权抵押贷款的贷款期限短、利率高

    

林农林权抵押贷款以小额信贷为主,贷款期限

为 1 ~ 2 年,贷款利率一般为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1. 2 倍。 而思茅松成材采脂需要 16 年左右,橡胶能

割胶需要 8 年左右,这种林权抵押贷款期限与林业

生产周期不协调的情况不利于林农持续经营林

产业。
3. 3 林权抵押贷款的抵押率低、贷款额度小

 

多数林农林权抵押贷款抵押率为评估价值的

50%,信誉高的林农林权抵押贷款抵押率可为评估

价值的 60%。 由于多数林农拥有的林地面积小、分
散,不成规模,林权抵押贷款评估时,评估价值不高,
加上不超过 50%的抵押率,实际到手的贷款很少。
3. 4 林权抵押贷款程序复杂,办理成本高

林权抵押贷款业务办理程序包括林农申请→银

行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核→到现场进行森林资源资

产核查→委托评估→申请林权抵押登记→林权管理

部门审核登记→出具林权抵押登记他项权利证明书

→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完成一笔林权抵押贷款所需

时间至少要 1 个月左右。 林农认为,办理林权抵押

贷款费时、费力、费心。

4 推进林权抵押贷款工作的建议

4. 1 加大配套改革和扶持力度,为林权抵押贷款创

造良好发展空间

　 　 各级政府要加快林权流转、森林保险、森林资源

资产评估、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林业担保、林业社会

化、林业科技、林产业市场等配套体系建设,为林业

企业、林农及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和有效的制度保障。 要建立和完善林业贷款贴息

和林业投入补贴制度,通过各级政府财政和林业部

门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林业贷款贴息、林业投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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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补贴等,以降低借款人筹资成本,有效地促进林

权抵押贷款的开展。 要进一步完善政、银、林沟通决

策协调机制,及时研究解决林权抵押贷款工作中遇

到的困难与问题,确保林权抵押贷款健康有序快速

发展。
4. 2 完善林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改进金融服务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不断探索和完善森林资源资

产抵押贷款业务运作模式,出台相关信贷管理办法,
加大对林农的小额信贷支持力度。 同时,银行业金

融机构还要改进贷款申请、评估、审批和利率定价机

制,合理简化贷款手续,做到既有利于支持林业发展

又有利于拓展信贷业务。
4. 3 加快培育和引进社会化的中介森林资源资产评

估机构,促进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依法规范有序

发展

　 　 按照国家现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有关规定和要

求,积极培育和引进社会化的中介森林资源资产评

估机构,让合法、规范的社会中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机构进入普洱市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市场,为广大林

农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彻底解决评估难的问题。
此工作已取得进展,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有

意在普洱市设立办事处,将积极热忱地为广大林农

和林业企业服务。
4. 4 加快林权社会化服务平台建设,搭建促进有关

各方相互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的平台

　 　 加快林业配套改革,促进林权规范交易,保障林

权社会化平台建设。 采用信息化的手段,在全省建

立统一的社会化服务平台,实现全省林权管理服务

中心与省级社会化服务平台网络连接。 让林权相关

业务通过网络高效快捷地在各个相关机构、部门之

间协同完成,最终不同行业按各自的业务规范和流

程完成相关工作,通过省级平台,将各县、各行业单

点、单线数据和资源整合成全省统一的一个大平台,
形成整体效应。 林权社会化服务平台通过信息化、
网络化手段,将社会力量融入到林业发展中来,是各

地推进配套改革、发展林业的重要平台。
4. 5 加强林权管理服务中心建设,培育新型林业经

济合作组织,完善林木采伐管理体制

　 　 县级林权管理服务中心在林权抵押贷款中办理

森林资源资产的登记及流转业务,行使行业管理职

能,对森林资源确权、登记、评估、流转和采伐等环节

进行管理。 因此,县级林权管理服务中心建设要做

到“三明确、三固定”,即明确机构编制,明确人员编

制,明确办公经费;固定办公地点,固定办公人员,固
定工作软件。 加快培育新型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在
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坚持 “ 民办、民管、民受

益”,建立起以林农为主体,以自愿联合、民主管理

为原则,以促进产业发展和林农增收为目标的新型

林业合作组织,采取统一经营、利益共享的分配机

制。 通过林业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壮
大经济实力,创建知名品牌,推广新科技,实现资源

增长和林农增收的目标。 完善林木采伐管理体制,
简化审批程序,推行采伐限额公示制,建立健全简便

易行、公开透明的管理服务新模式,在银行业金融机

构处置抵押物时,优先安排采伐指标,确保抵押物及

时变现,减少金融风险,为林权抵押贷款业务发展创

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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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建水县林地资源特点,分析林地保护利用潜力及存在的问题。 基于林地保护等级划分、占用征用林地规

模控制和林地使用方向控制对建水县林地保护进行规划;基于林地功能分区、山地城镇建设和林地质量评级进行

林地利用规划。 并对林地保护利用的风险进行分析。 提出合理配置林地资源,提高林地利用效益,强化林地征占

用管理等保障措施。
关键词: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保护等级;征占用林地;山地城镇建设;林地质量评级;建水县

中图分类号:S76;F301. 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12)04-0090-05

Research
 

on
 

Jianshui
 

Forestland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

SHEN
 

Xin-hua
(Forest

 

Management
 

Branch
 

of
 

Yunnan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Kunming
 

65002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resource
 

features
 

of
 

Jianshui
 

forestland,
 

and
 

analyzes
 

the
 

forestland
 

pro-
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otential
 

and
 

existing
 

problems.
 

On
 

the
 

base
 

of
 

the
 

forestland
 

protection
 

levels,
 

scale
 

control
 

of
 

occupied
 

forestland,
 

direction
 

control
 

on
 

the
 

utilization
 

of
 

forestland,
 

function
 

partition
 

of
 

forestland,
 

mountain
 

city
 

construction
 

and
 

forestlands
 

quality
 

rating,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
 

of
 

Jianshui
 

forestland
 

have
 

been
 

conducted,
 

the
 

risk
 

also
 

been
 

analyzed.
 

Supporting
 

measures
 

such
 

as
 

ra-
tional

 

allocation
 

of
 

forest
 

land
 

resources,
 

increasing
 

forestland
 

using
 

efficiency,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of
 

occupied
 

forestland
 

has
 

been
 

put
 

forward.
 

Key
 

word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
 

of
 

forestland;
 

forestland
 

protection
 

level;
 

occupied
 

forestland;
 

mountain
 

city
 

construction;
 

forestland
 

quality
 

rating;
 

Jianshui
 

County
 

收稿日期:2012-04-16;修回日期:2012-06-07
作者简介:沈新华(1979-),男,云南丽江人,助理工程师。 主要从事林业调查规划工作。

　 　 林地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是野

生动植物栖息繁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物质基础,
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保障。
建水县森林资源丰富,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迅速

发展,建设用地规模逐年增大,林地征占用数量日益

增多,林地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日趋突出。 为了科学、
高效、合理保护和利用林地资源,保障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必须依法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明确生

态建设和林业发展空间,落实林地用途管制,优化林

地结构布局,提高林地利用效益,为实现林地科学管

理奠定基础,确保如期实现林业发展战略目标,促进

区域生态文明。 建水县属于云南省红河州经济发展

较快的县份之一,资源保护与林地开发利用存在着

较大矛盾,本文结合建水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编

制,对新时期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中的一些问题进行

探究。

1 林地资源保护利用现状与特点

1. 1 林地资源概况

以建水县 2006 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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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经过林地落界,并将数据更新到 2009 年。
更新后统计结果:全县土地总面积 378

 

859
 

hm2,其
中林地 218

 

918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 57. 78%;非林

地 159
 

941
 

hm2, 占 42. 22%。 生态公益林 ( 地)
75

 

288. 5
 

hm2,占林业用地面积的 34. 4%;商品林

(地)143
 

629. 5
 

hm2,占 65. 6%。 林业用地中:有林

地 140
 

934. 5
 

hm2,疏林地 2
 

854. 1
 

hm2,灌木林地

47
 

852. 5
 

hm2,未成林造林地 3
 

046. 2
 

hm2,苗圃地

6. 7
 

hm2,无立木地 539. 5
 

hm2,宜林地 23
 

684. 5
 

hm2

(表 1)。

表 1　 建水县林地资源

Tab. 1　 Jianshui
 

County
 

woodland
 

resources hm2

合计 有林地 疏林地 灌木林地
其它无立
木林地

人工造林
未成林地

宜林荒
山荒地

苗圃地

合计 218918. 0 140934. 5 2854. 1 47852. 5 539. 5 3046. 2 23684. 6 6. 7

商品林(地) 143629. 5 102363. 4 2138. 7 26332. 1 463. 2 1726. 8 10598. 6 6. 7

公益林(地) 75288. 5 38571. 1 715. 3 21520. 4 76. 3 1319. 4 13085. 9
 

1. 2 林地资源特点

1. 2. 1 森林资源分布不均

各乡(镇)森林覆盖率在 16. 90% ~ 59. 72%,蓄
积量在 9. 5 ~ 70. 0 万

 

m3,森林面积、蓄积分布差异

较大,森林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普雄、利民、坡头、官
厅、曲江等乡镇,而面甸镇和岔科镇的森林资源相对

较少。
1. 2. 2 林地生产率较低

长期粗放式经营,森林以次生林为主,森林质量

不高。 全县乔木林的林地生产率为 44. 6
 

m3 / hm2,
远低于全省林地的平均水平(全省林地生产率为

105. 5
 

m3 / hm2)。
1. 2. 3 山区群众对林地依存度高

建水县林地广阔,气候适宜,土壤肥沃,适宜核

桃、云南松、桉树、桤木、杉木等多种树种生长。 山区

群众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林地,“靠山吃山,靠林致

富”是普遍山区群众生产、生活的特点。 林农从林

地上获取生产、生活必须的木材、薪材,从林下采集

野生食用菌、中草药材获得经济收入,发展特色经济

林脱贫致富与林地密不可分。
1. 3 林地资源保护利用潜力

1. 3. 1 林地面积增长的潜力比较大

建水县林地面积增长的主要途径有 2 条:①退

耕还林。 全县尚有 9. 53 万
 

hm2 坡耕地需退耕还

林。 继续实施退耕还林可有效增加林地面积,增加

生态功能;②石漠化治理造林。 据调查统计,全县有

石漠化面积约 16. 77 万
 

hm2。 建水县林业工程技术

人员近几年来一直在积极探索石漠化治理模式,并
且已经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当地实际的造林治理

方法。

1. 3. 2 林地开发利用的前景可观

1)在现有林地面积中,疏林地、灌木林地、宜林

荒山荒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等的比重大,达 7. 80
万

 

hm2
 

,占林地总面积的 35. 62%。 对这些林地及时

更新造林,科学改造,加强经营管理,很快就能提高

利用率和效益;
2)林地生产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单位面积

林木蓄积比较低,只要科学经营,严格管理,加大投

入,就能大幅度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经济

效益。
1. 3. 3 林地树种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

建水县目前林种结构是用材林多,防护林和特

用林少,在用材林中绝大部分为云南松林,优质高价

阔叶林、速生丰产林等较少。 因此,生态功能比较脆

弱,林地经济效益未能很好实现。 只要加强对现有

林种、树种结构的调整,大力引进速生阔叶树种和工

业用材树种,大力营造优良乡土树种,达到结构合

理,林业的三大效益就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1. 4 林地资源保护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4. 1 建设项目对林地需求量大,保护与利用矛盾

日趋突出

　 　 近年来,建水县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十分迅速,
各项建设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工业园区、城镇、道
路、旅游等建设项目用地需求量日益增大。 而全县

林地中受地理环境、生态区位重要性等用地条件的

限制,可供建设项目征占用的林地面积较少。 因此,
林地既要承担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任务,
又要承担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的任务,林地

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日趋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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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林地管理难度大

建水县农地以山地为主,农林交错,历史上毁林

开荒形成的农地分散在村寨周边,农地中有林地,林
地中有农地的现象十分普遍,农地自然“退耕”或农

地“蚕食”林地时有发生。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
权所有者取得了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

用权。 林权所有者对林地流转、改造、甚至改变林地

用途以获取更高经济效益的愿望强烈。 由于全县涉

及的林权所有者多、范围广,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

下,存在林权所有者擅自采伐林木、改造林地的现

象,加大了林地监管难度。
1. 4. 3 林地保护利用缺少统一的规划管理

长期以来,由于只注重管理、不注重基础性工

作,建水县一直没有编制过规范的林地保护利用规

划,致使林地管理无法做到统筹规划、科学管理,定
量控制、定额管理,突出重点、强化效益。 由于缺少

统一规划,林地保护利用存在顾此失彼,不合理的征

占用林地,破坏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事件时有发

生。 随着建水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生态县建设

的不断推进,如何加强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林地资

源的管理,已成为当地林业主管部门一项十分紧迫

的任务。 林地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要从源头抓起,
因此,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规划,依法履行林地资源

管理,科学合理地规划林地保护与利用,保障林业的

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

的有机统一。

2 林地保护规划
 

2. 1 林地保护等级划分

为加强林地的保护管理,根据林地生态脆弱性、
生态区位重要性、经济重要性的不同,将建水县林地

划分为Ⅱ级、Ⅲ级和Ⅳ级 3 个保护林地等级(表 2)。

表 2　 建水县林地保护分级

Tab. 2　 Jianshui
 

County
 

woodland
 

protection
 

grading

保护等级 面积 / hm2 比例 / % 范围 保护措施

合计 218918. 0
   

Ⅰ级保护 0
   

Ⅱ级保护 75288. 5 34. 4 国家级、省级公益林地
实施局部封禁管护,禁止商业性采伐。 除必需的国家和省重
要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使用林地外,不得改变林地用途,禁止
建设工程征占用森林,其他地类严格控制。

Ⅲ级保护 43358. 7 19. 8 重点商品林地
严格控制征占用森林。 适度保障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
施和山地城镇建设用地,从严控制商业性经营设施建设用
地,限制勘查、开采矿藏和其他项目用地。

Ⅳ级保护 100270. 8 45. 8
未纳入上述Ⅰ、Ⅱ、Ⅲ级保
护范围的林地。 主要包括
一般商品林地。

严格控制林地非法转用和逆转,限制采石取土等用地。 推行
集约经营、农林复合经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合理安排各类
生产活动,最大限度地挖掘林地生产力。

2. 2 规划期占用征用林地规模控制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是林地资源减少的主要形

式。 因此,征占用林地必须做到依法、有序,并在使

用林地规模上加强控制。 建水县规划期内占用征用

林地需求量测算指标为 7
 

130. 0
 

hm2。 由于各类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对林地的需求量较大,规划期内各

类建设项目需要使用林地时,必须由省林业厅根据

全省定额进行统筹审批管理,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必

须根据规划的林地保护等级实施严格的用途管制措

施,组织实施好森林面积占补平衡,才能确保规划目

标的实现。
   

2. 3 林地使用方向控制

1)严格控制使用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地。 在

规划期内,经营性建设项目禁止使用重点公益林地;
公益性建设项目使用公益林地必须符合国家级、省
级公益林管理的相关要求。

2)控制使用有林地和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地。
到 2020 年,建水县森林保有量为 149

 

457. 1
 

hm2,需
增加 11

 

765. 9
 

hm2。 所以,必须对使用现有森林面

积作严格控制,并实施封山育林工程,增加森林

面积。
3)控制使用重点商品林地。 到 2020 年,建水县

林地生产率从 2009 年的 44. 6
 

m3 / hm2 提高到 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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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 hm2,净增 2. 4
 

m3 / hm2,必须控制使用重点商品

林地。
4)经济发展需要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必然使用

部分林地,在严格控制使用公益林地、重点商品林地

和森林面积的同时,使用林地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地

类:除国家级、省级公益林地以外的林地,灌木林地

中的其它灌木林,疏林地,一般商品林地。

3 林地利用规划

3. 1 林地功能分区及其利用主导方向

以建水县自然地理条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为主

要依据,主要考虑地貌、土壤、气候等因子,以及生物

的物候期,维持行政村的完整性,将建水县林地划分

为 4 个功能区。
3. 1. 1 东北防护林功能区

区域 范 围 包 括 盘 江 乡 和 利 民 乡, 面 积 达

48
 

257. 18
 

hm2。 该区域位于南盘江边,区域内河谷

深切,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土层薄,立地条件

差,农林交错,生态区位很重要,是水源涵养林、水土

保持林重点分布区域。 全区优势树种以云南松、常
绿阔叶为主。

林地利用方向是加强南盘江边的水土流失治

理,培育以常绿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为主的生态公

益林树种结构,提高江河源头森林的水源涵养能力,
增强水源调蓄功能,保持水土;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

稳定与安全,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

生态环境。
3. 1. 2 西北木本油料林发展区

区域范围包括曲江乡、甸尾乡和李浩寨乡 3 个

乡镇,面积为 67
 

105. 77
 

hm2。 该区域交通便利,农
林交错,全区优势树种以云南松中幼林为主,是建水

县核桃、油茶的主要规划发展区域。
林地利用方向是充分利用好现有林地资源,加

大投入,培育稳产高产的核桃和油茶产业基地。 同

时,积极培育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
 

3. 1. 3 中部石漠化防治区

区域范围包括临安镇、面甸镇、岔科乡、南庄乡、
西庄乡和青龙镇,面积为 167

 

704. 54
 

hm2。 该区域

位于建水县中部,经济较发达,属于石漠化较严重区

域,干旱少雨,地表植被覆盖率低,遇暴雨时,地表被

冲刷,水土流失严重,易造成涝灾;气温较高时,地表

水无水源补充,出现干旱,致使植被难以生存,生态

环境恶化。 该区域是建水石漠化治理重点区域。
    

林地利用方向是探索石漠化治理模式,积极推

进石漠化治理,筛选出适合石漠化地区种植的车桑

子、木豆、云南松、白枪杆、冬樱花、清香木、桉树等树

种;探索适合石漠化地区的造林模式,如灌木型模

式、乔灌结合型模式、乔主灌辅型模式等,使石漠化

面积逐年减少,生态植被得到恢复。
3. 1. 4 南部特色经济林发展区

区域范围包括官厅镇、坡头乡和普雄乡 3 个乡

镇,面积为 95
 

791. 60
 

hm2。 该区域位于红河边,山
高谷深,生态区位重要,区域内雨量充沛,气候湿润,
土壤生产力等级较高,人均拥有林地面积和有林地

面积居各分区之首,是特色经济林重点发展区域。
林地利用方向是要充分利用好现有林地资源,

借助该区域土壤肥沃,气候湿润的自然优势,加大投

入,培育成稳产高产的特色经济林产业基地。 同时,
积极培育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
3. 2 山地城镇建设林地利用规划

为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按照“守住红

线、统筹城乡、城镇上山、农民进城”
 

的总体要求,实
现土地高效利用和城镇化科学发展,需要对建水县

山地城镇建设使用林地进行统筹规划。
3. 2. 1 山地城镇建设布局

建水县山地城镇布局以县城和曲江镇、西庄镇、
面甸镇为中心,向周边山地发展。 山地城镇建设规

划 土 地 总 面 积 10
 

001. 84
 

hm2, 其 中 林 地

3
 

388. 91
 

hm2。
3. 2. 2 山地城镇建设区域林地利用现状

本区域树种以桉树、云南松为主,还有部分灌木

林。 在林种上,以用材林为主,无防护林。
在林地保护等级上,全部是Ⅳ级保护林地。 本

区域可以满足依法办理征占用林地手续审批要求,
取得合法使用林地手续后,可改变林地用途开展山

地城镇建设。
3. 2. 3 山地城镇建设区域林地利用规划

按照加强坝区优质耕地保护、节约用地和城镇

建设向山地发展的要求,结合《建水县城镇发展“十

二五”规划》,在确保生态建设需求的前提下,有效

配置好各类林地资源,提高林地的利用效益,在协调

处理好林业建设与粮食生产安全、城镇化建设、经济

发展等关系的基础上确定山地城镇林地利用规划的

范围。
3. 3 林地质量评级及其应用

3. 3. 1 林地质量评级方法

根据与森林植被生长密切相关的地形特征、土
壤等自然因素和相关经营条件,对林地质量进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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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定。 本次选取土壤类型、土壤厚度、坡度、坡向、
坡位和交通区位 6 项因子,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林

地质量综合评分值,按评分值确定林地质量等级。
3. 3. 2 林地质量等级评定结果

经评定和统计,全县林地质量以Ⅱ、Ⅲ、Ⅳ级为

主,没有Ⅰ级和Ⅴ级林地。 立地质量等级为Ⅱ级的

林地 2
 

807. 0
 

hm2,占林地面积的 1. 28%;立地质量

等级为Ⅲ级的林地 157
 

029. 8
 

hm2,占林地面积的

71. 73%;立地质量等级为Ⅳ级的林地 59
 

081. 3
 

hm2,
占林地面积的 26. 99%。
3. 3. 3 各土壤类型的林地质量等级

Ⅱ、Ⅲ级立地质量等级的林地立地条件相对较

好,在林地利用中应优先考虑Ⅱ级林地、Ⅲ级林地为

林业产业发展的对象,在官厅、普雄、坡头、青龙等乡

镇中选择相对集中连片、交通便利的地段,重点发展

适生的云南松、桤木、桉等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通
过基地建设和中低产林改造,加大投入,集约经营,
提高林地生产率,最大限度地发挥林地生产潜力,满
足社会对木材和林产品的多种需求。 同时,加强土

肥管理,防止地力衰退,促进林地的可持续经营。
Ⅳ级立地质量等级的林地,以培育生态公益林

为主。 保护好现有的天然林资源,重点公益林实行

全面或局部封禁管护,禁止生产性经营活动;改善林

分质量和森林健康状况,实施低效林改造,构建稳定

的生态系统,提高生态防护性能。

4 林地保护利用的风险分析

建水县林地面积的增加主要来自退耕还林和石

漠化造林。 建水县于 2002 年启动退耕还林工程,截
至 2009 年共完成退耕还林 1. 30 万

 

hm2,自 2008 年
以来开展的石漠化造林面积达 4

 

000 万
 

hm2,这 2
项工程造林成果的巩固成效对建水县林地保护规划

影响巨大。 近 3 年来,全省范围内的极端干旱少雨

天气给建水县的森林植被带来了严重威胁,部分区

域的植被由于少雨而旱死,特别是近几年退耕还林

和石漠化造林种植的幼树、幼苗的灾情更加严重。
干旱少雨的天气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森林火灾。 未

来基建、工业和山地城镇项目的建设对林地的需求

不断增大,毁林开荒、盗砍滥伐现象时有发生。 以上

这些因素给建水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目标的实现带

来了极大挑战。

5 保障措施

5. 1 提高认识,切实重视林地保护工作

必须高度重视林地保护工作,正确处理林地保

护与经济发展、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全

局利益的关系,禁止一切毁林开垦和乱征滥占林地

行为。 严格实施林地用途管制,把大力植树造林,加
快国土绿化、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全县经济和社会发

展始终坚持的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
5. 2 搞好规划,合理配置林地资源

林地是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必须合理、有计划

地开发和利用,保持利用上的供需平衡,才能对生态

环境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起到有益的效果。 因

此,必须搞好林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配置林地资

源,理顺林地与农业用地、建设用地的利用关系。 在

林地利用规划中应考虑坚持“开源与节流”并举的

原则,通过退耕还林、开发未利用地等措施增加林地

供应,通过计划用地和加强林政管理,减少林地浪费

和非法逆转,实现林地供需平衡;坚持总量控制与结

构合理兼顾的原则,在林地利用上注意结构和布局

的优化调整,尽可能把有限的林地在因地制宜、适地

适树的原则下发挥其最大效益;坚持利用与保护相

协调的原则,在利用林地的同时做好林地的保护工

作,使林地数量不减少,地力不下降。
5. 3 科学经营,提高林地利用效益

长期以来,在森林经营中的不科学做法造成林

地利用结构不合理、水土流失严重、利用效益低等问

题,必须通过强化森林经营技术措施控制林地向低

生产力地类和强侵蚀地类逆转。 要科学地进行低产

林改造,防止毁林种果、毁林造林。
5. 4 运用法律,强化林地征占用管理

征用占用林地,改变林地用途,用地单位必须经

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缴纳植被恢复费后才能

到土管部门办理有关用地手续。 针对目前征占用林

地审核率低的状况,有必要加强征占用林地管理。
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到征占用林

地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是法律规定,用地单位必须

履行审核手续。 要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征

占用林地行为,对典型的非法征占用林地的大案、要
案要给予公开曝光。

6 问题讨论

6. 1 国土资源部门与林业部门对林地的划分标准不

统一,林地面临着被随意侵占的可能

　 　 由于国土资源部门和林业部门对林地的划分标

准不统一,在国土资源部门的土地规划中,把部分

(下转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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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区域资源现状以及生态建设和林业产业布局,将上思县林地划分为 5 个功能区,即北部四方岭用材林功

能区、中部台地工业原料林功能区、东部水源涵养林功能区、南部丘陵防护林用材林功能区、南部十万大山自然保

护功能区。 阐述各功能分区范围和林地资源现状,并参照国家有关林地保护利用的相关规划要求,分别不同功能

分区提出相应的保护利用方向和措施。
关键词:林地;功能分区;保护利用;上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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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resource
 

status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layout
 

of
 

forestry,
 

forest
 

land
 

in
 

Shangsi
 

County
 

was
 

divided
 

into
 

five
 

functional
 

areas,
 

i. e. ,
 

the
 

Northern
 

timber
 

functional
 

areas,
 

the
 

Central
 

Taidi
 

industrial
 

raw
 

material
 

forest
 

functional
 

areas,
 

the
 

Eastern
 

water
 

con-
servation

 

forest
 

functional
 

areas,
 

and
 

the
 

Southern
 

hills
 

shelterbelts
 

timber
 

function
 

areas,
 

and
 

the
 

South-
ern

 

Shiwandashan
 

natural
 

reserve
 

areas.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functional
 

partition
 

range
 

and
 

the
 

status
 

quo
 

of
 

forestland
 

resources,
 

on
 

the
 

base
 

of
 

the
 

reference
 

related
 

to
 

state
 

forest
 

land
 

use
 

planning
 

require-
ment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direction
 

and
 

relevant
 

measures
 

for
 

each
 

functional
 

partition
 

have
 

been
 

put
 

forward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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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上思县位于广西西南部,十万大山北麓,明江上

游。 地处东经 107°32′ ~ 108°16′,北纬 21°44′ ~ 22°
22′。 县境东南部为十万大山山脉,最高峰薯莨岭海

拔为 1
 

462
 

m,山高坡陡。 海拔 500 ~ 1
 

400
 

m 为中

山、低山地貌。 北部为四方岭山脉,主峰雷烟泰海拔

834. 5
 

m,中部为凤凰山脉,主峰凤凰山海拔 927
 

m,
北、中部为低山、丘陵地貌区,东、西部以丘陵为主,
明江沿岸为丘陵和盆地相间,是农业主要生产区域。
全县地貌以丘陵为主,地势由东南略向西北倾斜,
东、南、北三面山地环绕,呈槽形盆地。

上思县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 受海洋季风影响,呈现出夏长冬短,热量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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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4. 8%。 在林业用地中:有林地 19
 

147. 3
 

hm2,占
该区林业用地总面积的 69. 1%;疏林地 51. 7

 

hm2,
占 0. 2%;灌木林地 203. 5

 

hm2,占 0. 7%;未成林造

林地 111. 4
 

hm2,占 0. 4%;无立木林地 2
 

944. 3
 

hm2,
占 10. 6%;宜林地 4

 

408. 7
 

hm2,占 15. 9%;辅助生产

林地 857. 8
 

hm2,占 3. 1%。
3. 1. 3 保护利用方向与措施

本区属商品林区,以发展用材林为主。 该区为

上思县重要的商品林基地,对于上思县做大做强林

业产业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 对于用材林,根
据林地立地质量和树种特性,优先建设马尾松脂材

两用林基地,优化速生桉现有布局,提高重点商品林

面积比重;同时,加强中幼龄林抚育管理,提高林地

生产率。 对于经济林,适度发展肉桂、八角、油茶等

经济树种,并加强管理,提高林地经济效益。 对于零

星生态公益林,按照公益林管理办法严加管护,禁止

采伐性利用,确保生态公益林的生态效益。 加强无

立木林地和宜林地造林,提高林地利用率。
3. 2 中部台地工业原料林功能区

3. 2. 1 区域范围

本区位于上思县的中部明江沿岸区域。 包括思

阳镇的玉学村、易和村、昌墩村、明哲村、计怀村、六
银村、高加村、思阳村、江平村,那琴乡的那琴村、联
惠村、龙楼村,叫安乡(除双板村以外)的其他村屯,
在妙镇、平福乡、华兰乡等 3 个乡(镇)全部,县林科

所、凤凰林场、昌菱农场等林地经营单位。 涉及 6 个

乡镇 56 个村 2 个国有农(林)场和 1 个林科所。 区

域土地总面积达 128
 

019. 5
 

hm2。
3. 2. 2 林地资源现状

本区林业用地 54
 

229. 7
 

hm2,占全县林地面积

的 29. 0%。 在林业用地中:有林地 42
 

364. 6
 

hm2,占
林业用地的 78. 1%;疏林地 599. 2

 

hm2,占 1. 1%;灌
木林地 740

 

hm2, 占 1. 4%; 未成林造林地 172. 7
 

hm2, 占 0. 3%; 苗 圃 地 23. 2
 

hm2; 无 立 木 林 地

6
 

208. 5
 

hm2, 占 11. 5%; 宜 林 地 3997. 8
 

hm2, 占

7. 4%;辅助生产林地 123. 7
 

hm2,占 0. 2%。
3. 2. 3 保护利用方向与措施

本区属商品林区,以发展工业原料林为主。 ①
优化用材林树种布局,大力发展以速生桉为主,马尾

松、丛生竹为辅的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采取集约经

营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林地产量和产值,实现林地

经济效益最大化。 ②优化林种布局,在大力发展用

材林的同时,适度发展八角、龙眼等经济林,将薪炭

林改造成用材林;③加大无立木林地造林步伐,提高

林地利用率。
3. 3 东部水源涵养林功能区

3. 3. 1 区域范围

本区位于上思县东部丘陵地区,分布有那板、凤
亭河 2 座大型水库。 包括思阳镇的华加村、那板村,
叫安乡双板村,那琴乡龙楼村,公正乡全部村屯等。
涉及 4 个乡 ( 镇) 14 个村。 区域土地总面积为

46
 

248. 1
 

hm2。
3. 3. 2 林地资源现状

本区林业用地 36
 

575. 1
 

hm2,占全县林地面积

的 19. 6%。 在林业用地中:有林地 31
 

190. 5
 

hm2,占
该区林业用地总面积的 85. 3%;疏林地 352

 

hm2,占
0. 9%;灌木林地 941. 5

 

hm2,占 2. 6%;未成林造林地

123. 7
 

hm2,占 0. 4%;无立木林地 2
 

406. 8
 

hm2,占

6. 6%;宜林地 1
 

560. 6
 

hm2,占 4. 2%。
3. 3. 3 保护利用方向与措施

本区以涵养水源、改善水文状况、调节区域水分

循环和保护饮用水源,防止水库、河流淤塞等为主要

目的。 按照公益林管理规定要求,加强森林资源保

护,禁止非保护性采伐;同时,以当地乡土树种为造

林主要树种,采取乔灌草造林模式,大力推进植树造

林绿化和围栏封育等工作,保护和恢复天然森林植

被。 积极推进小流域治理,通过发放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费,发展林下经济和非木材产品的开发,以及利

用水资源开发农家乐园等森林旅游业,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解决农民长远生计问题,维护湿地、森林等

生态系统。
3. 4 南部丘陵防护林用材林功能区

3. 4. 1 区域特征

本区位于上思县的南部。 区域包括华兰乡叫宝

村,叫安乡提高村,南屏乡,十万山林场、红旗林场、
派阳山林场,涉及 2 个乡(镇)11 个村和 3 个国有林

场。 区域土地总面积为 34
 

001. 7
 

hm2。
3. 4. 2 林地资源现状

本区林业用地 30
 

098. 9
 

hm2,占全县林地面积

的 16. 1%。 在林业用地面积中:有林地 24
 

361. 9
 

hm2,占该区林业用地总面积的 80. 9%;疏林地 15. 4
 

hm2;灌木林地 359. 5
 

hm2,占 1. 2%;未成林造林地

153. 6
 

hm2,占 0. 5%;无立木林地 4
 

479. 5
 

hm2,占

14. 9%;宜林地 678. 8
 

hm2,占 2. 3%;辅助生产林地

50. 1
 

hm2,占 0. 2%。
3. 4. 3 保护利用方向与措施

本区属公益林和商品林交错分布区,公益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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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以涵养水源、水土保持为主,在发展用材林和经

济林时兼顾森林的防护效益。 ①保持生态公益林面

积,按照防护林、特用林管理相关规定严加管护,禁
止采伐性利用,确保生态公益林的生态效益;同时,
对位于公益林区内的十万大山国家森林公园按《森

林公园管理办法》 和森林公园规划进行管理,根据

资源状况和环境容量对旅游规模进行有效控制,确
保对森林及其他野生动植物资源等不造成损害。 ②
在树种、种植、经营方式上兼顾森林的防护效益,优
化树种布局和经营管理模式,根据林地立地条件和

树种特性,优先建设马尾松脂材两用林基地、速生桉

工业原料林基地;同时,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
科学经营森林资源,提高林地经济和生态效益。
3. 5 南部十万大山自然保护功能区

3. 5. 1 区域范围

本区位于县域南部十万大山上部。 区域范围为

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上思县部分。 区域土地

总面积为 38
 

589. 3
 

hm2,
3. 5. 2 林地资源现状

本区林业用地 38
 

194. 8
 

hm2,占全县林地面积

的 20. 4%。 在林业用地面积中:有林地 31
 

851. 6
 

hm2,占该区林业用地总面积的 83. 4%;疏林地面积

52. 2
 

hm2,占 0. 1%;灌木林地 5
 

202. 1
 

hm2,占 13. 6%;

未成林造林地 25. 7
 

hm2,占 0. 1%;无立木林地 663. 9
 

hm2,占 1. 7%;宜林地 395. 8
 

hm2,占 1. 1%;辅助生

产林地 3. 5
 

hm2。
3. 5. 3 保护利用方向与措施

本区位于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以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及珍稀野生动植物为目的。 规

划期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十万

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划等法律法规、规定和相

关规划为依据进行管理,按照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

区实行分类管理。 在核心区,严禁进行任何生产建

设活动;在缓冲区,除必要的科学实验活动外,严禁

进行其他任何生产建设活动;在实验区,除必要的科

学实验以及符合自然保护区规划的旅游、种植业和

畜牧业等活动外,严禁进行其他生产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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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林地规划成了农地,造成土地规划范围跟林地保

护利用规划范围重合或对接不准,在以后的工程建

设项目中这部分宜林地就面临着被随意占用的可

能,给林地保护利用带来困难。

6. 2 林权管理力度需进一步提高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特别是一些使用权、管理

权到户的林地,部分林农认为是自家的东西,随意采

伐林木甚至毁林开地的现象依然存在,也给林地保

护利用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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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林业生态治理

朱能勋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营林分院,云南 昆明 650021)

摘要:云南省九湖治理涉及领域多,“十一五”期间云南省加大了治理资金的投入,共投入治污资金 204 亿元。 九湖

水污染综合防治离不开林业生态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 文中阐明九湖水污染林业生态治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
是“森林云南”建设、水源涵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分析九湖治理中林业部分存在着造林、投资和管理难度大

等问题。 提出争取独立建设项目,探索新的建设模式,健全管理机制等林业生态建设综合治理对策。
关键词: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林业生态治理;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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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ne
 

plateau
 

lake
 

pollution
 

controlling
 

related
 

to
 

many
 

fields
 

in
 

Yunnan
 

province,
 

government
 

increased
 

capital
 

investment
 

up
 

to
 

20. 4
 

billion
 

Yuan
 

during
 

“Eleventh
 

Five-Year”
 

period.
 

Nine
 

plateau
 

lake
 

pollution
 

controlling
 

could
 

not
 

accomplish
 

without
 

forestry
 

ecological
 

governance
 

that
 

not
 

only
 

was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was
 

the
 

needs
 

of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b-
lems

 

of
 

nine
 

plateau
 

lake
 

pollution
 

controlling
 

such
 

as
 

afforestation,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have
 

been
 

analyzed,
 

and
 

forestry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tegrated
 

countermeasures
 

also
 

been
 

proposed
 

to
 

fight
 

for
 

an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plore
 

new
 

mode
 

of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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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生命之源,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水资源

更是 21 世纪国家和城市发展的关键。 作为重要的

城市水体形态和财富资源,应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利

用。 云南是一个天然高原湖泊众多的省份,面积 30
 

km2 以上的湖泊有 9 个:滇池、阳宗海、抚仙湖、星云

湖、杞麓湖、洱海、泸沽湖、程海、异龙湖,故称九大高

原湖泊(以下简称“九湖”)。
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湖泊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日

益突出,九湖流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人口不断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大,环境保护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入湖污染负荷逐渐加重,水生生态系

统遭受破坏,环境功能退化,一些湖泊渐渐失去了应

有的功能。 水质污染、生态失衡、景观缺失以及由此

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九湖水污染治理势在

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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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态建设是九湖水污染治理中湖泊生态治

理和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针对云南

省九湖水污染治理中的林业部分,分析林业生态建

设在治理九湖水污染和保护湖泊生态系统中的重要

地位,提出九湖水污染的林业生态建设综合治理

措施。
 

1 云南省九湖简介

云南省九湖流域涉及昆明、大理、玉溪、丽江、红
河 5 个地(州、市)的 17 个县(市、区),其中滇池、程
海和泸沽湖属长江水系,抚仙湖、杞麓湖、异龙湖、星
云湖和阳宗海属珠江水系,洱海属澜沧江水系。 九

湖流域面积达 8
 

110
 

km2,湖面总面积为 1
 

042
 

km2,
湖容量 302 亿

 

m3。
1)滇池曾被誉为“高原明珠”,是中国西南地区

最大的湖泊。 湖泊面积 300
 

km2,流域面积 2
 

920
 

km2,蓄水量为 12. 9 亿
 

m3。 滇池流域包括昆明市五

华、盘龙 2 城区和官渡、西山、晋宁、呈贡、嵩明 5 个

郊县区的 41 个乡镇,是昆明市居民最密集、人为活

动最频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2)洱海是我省第二大高原湖泊,湖泊面积 250

 

km2,流域面积 2
 

565
 

km2,蓄水量 28. 8 亿
 

m3。 洱海

流域主要包括大理市和洱源县的 18 个乡镇。
 

3)抚仙湖是国内第二深水湖泊,是云南省蓄水

量最大的湖泊,湖泊面积 212
 

km2,流域面积 674. 69
 

km2,蓄水量 189. 3 亿 m3。 抚仙湖流域包括玉溪市

的澄江、江川、华宁 3 县 7 个乡镇。
4)程海是一个内陆封闭型高原深水湖泊,没有

出流,位于云南省永胜县中部,湖泊面积 74. 6
 

km2,
流域面积 318. 3

 

km2,蓄水量 19. 8 亿
 

m3。
5)泸沽湖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和四川省西南部

的两省交界处,是我国第三大深水湖泊。 湖泊面积

50. 1
 

km2,其中云南省境内 30. 3
 

km2。 流域面积

247. 6
 

km2,云南部分 107
 

km2。 蓄水量 22. 52 亿
 

m3,泸沽湖云南部分属丽江地区宁蒗县永宁乡落水

行政村。
 

6)杞麓湖是一个封闭型高原湖泊,湖泊面积

35. 9
 

km2,流域面积 354. 2
 

km2,蓄水量 1. 7 亿 m3,
杞麓湖流域包括通海县 3 个乡镇。

 

7)星云湖是抚仙湖的上游湖泊,通过 2. 2
 

km 的

隔河与抚仙湖相联。 湖泊面积 34. 7
 

km2,流域面积

386
 

km2,蓄水量 1. 84 亿
 

m3。 星云湖流域包括江川

县的 10 个乡镇。

8)阳宗海距昆明市 36
 

km,湖泊面积 31. 9
 

km2,
流域面积 192

 

km2,蓄水量 6. 04 亿
 

m3,湖泊分属昆

明市的宜良县、呈贡县和玉溪市的澄江县。
9)异龙湖是 9 个湖泊中最小的湖泊,湖泊面积

30. 63
 

km2,流域面积 36. 04
 

km2,蓄水量 1. 13 亿
 

m3。 异龙湖流域包括红河州石屏县的 5 个乡镇。

2 九湖水污染及其治理概况

九湖 1999 年水质情况:滇池草海及外海均大于

Ⅴ类,洱海Ⅱ类,抚仙湖Ⅰ类,程海为Ⅳ类,泸沽湖Ⅰ
类,杞麓湖大于Ⅴ类,星云湖为Ⅳ类,阳宗海为Ⅲ类,
异龙湖大于Ⅳ类。 20 世纪 90 年代,云南省就把九

湖作为生态保护与建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环节,持续开展了保护与治理工作,省政府专门成立

了“九湖办”。 “十五”期间,积极开展了九湖的水污

染治理和防治工作,已基本遏制了滇池等湖泊水质

迅速恶化的趋势,九湖终止了恶化势头,走上“康

复”之途。
九湖治理涉及领域多,是一项庞大的综合系统

工程,涉及工业、农业、林业、水利、城建、旅游等诸多

行业,任何一部分、一个方面的工作都影响着整个治

理工程的进展。 2001 年以来,为明确九湖治理的责

任,云南省政府与 5 州市及省级有关部门签订了目

标责任书,把湖泊治理的重点任务进行分解细化,落
实到了各地、各部门。 云南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地

方性法规,做到了“一湖一法”,为依法保护和治理

九湖提供了法律保障。
“十一五”期间,云南省加大了湖泊治理资金的

投入。 初步统计,“十一五” 期间,九湖水污染防治

共投入 204 亿元,是“十五”总投资 40. 8 亿元的近 5
倍,其中,滇池治理投入 171. 77 亿元,是“十五” 期

间滇池治理总投资 22. 32 亿元的 7. 7 倍。 抚仙湖首

次得到国家 5
 

000 万元治理资金的支持。
据“九湖办”介绍,截至 2010 年底,云南省九湖

水质总体保持稳定,主要入湖污染物总量基本得到

控制,抚仙湖、泸沽湖稳定保持地表水Ⅰ类标准,程
海稳定在地表水Ⅲ类标准,实现了“十一五”规划水

质目标和水环境功能目标;洱海水质保持在地表水

Ⅲ类标准,少数月份为Ⅱ类标准,实现了“十一五”
规划水质目标,但未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滇池、星
云湖、杞麓湖、异龙湖仍维持在地表水劣Ⅴ类标准,
未实现规划水质目标,未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但水

体水质总体保持稳定,主要污染指标有所下降。
九湖水污染综合防治和湖区“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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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林业生态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 九湖水污染

治理,任重道远。

3 林业生态建设在九湖水污染治理中的重

要性

3. 1 社会发展的需要

九湖发挥着提供调蓄水资源、防洪涝和实施农

业灌溉、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湖泊水陆系统循环、栖
息繁衍水生动植物、涵养地下水、调节气候和旅游观

光等多种功能。 九湖流域面积只占云南省面积的

2. 1%,但人口却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 11%,是全省

居民最密集、人为活动最频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每年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全省的 1 / 3 以上。 九湖流域

还是云南省粮食的主产区,汇集全省 70%以上的大

中型企业,云南省的经济中心、重要城市也大多位于

九湖流域内,对全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九湖水资源的保护和水环境

质量的提高对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举足轻重,湖区

林业生态建设是九湖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 2 “森林云南”建设的需要

“生态立省、环境优先” 是云南省的发展战略。
在云南省建设“森林云南”规划纲要中,云南省将实

施新造林 200 万
 

hm2 以上、改造中低产林 133. 33 万
 

hm2 计划,力争到 2015 年,森林覆盖率达 55%以上,
森林蓄积量达 17 亿

 

m3 以上, 林业总产值超过

1
 

000 亿元人民币。 构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未来 4
年,云南省将通过搞好生物多样性和天然林保护,启
动乌蒙山区、怒江及藏区等生态脆弱地区陡坡地生

态治理工程,推进石漠化生态治理工程,强化长江、
珠江、澜沧江、怒江等国际国内重要江河流域、九湖

等区域防护林体系,加快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努力把

云南建设成生态系统更加完备、林业产业更加发达、
森林文化更加繁荣、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森林云

南”。 九湖流域林业生态建设成为森林云南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
3. 3 水源涵养的需要

由于历史上对森林资源的过度砍伐,致使流域

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目前九湖流域森林覆盖率还不

高,林种单一,大多以针叶林为主,植被蓄水保土性

能差,水土流失严重。 据云南省环保厅介绍,持续 3
年的干旱已造成云南全省 13 州市 91 个县(市、区)
631. 83 万人受灾,饮水困难人口达 242. 76 万人,其
中生活困难需政府救助人口 231. 38 万人,饮水困难

大牲畜 155. 45 万头。 截至 2012 年 2 月 16 日,云南

省已有 300 余条中小河流断流、500 余座小型水库

干涸,九湖因干旱水位平均下降已超过 70
 

cm,容量

减少近 3 亿
 

m3。 九湖流域更需要森林植被涵养

水源。
3. 4 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不仅具有调节气

候、涵养水源、水土保持、防风固土等生态功能,而且

能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丰富的林产品,林业

生态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 九湖水污染治理中的林业项目建设,对于

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对当地的旅游事

业及其所带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当地社会经

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温家宝总理在“三湖”
(太湖、巢湖、滇池)治理座谈会上指出:“坚持不懈

地把‘三湖’治理好,这是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带有标

志性的工程,也是在生态环境方面对人民甚至对人

类负责的一个表现”。

4 林业生态治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4. 1 取得的成绩

云南省林业厅高度重视九湖流域林业生态建设

工作,各级林业部门认真落实 2006 年签订的九湖综

合治理目标责任书,在没有专项资金投入的情况下,
结合实际,充分整合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防护林、
血防林、特色经济林、农村能源等现有林业重点工

程,将工程任务分解落实到湖区各县(市、区),严格

按各工程的管理要求和建设标准组织实施,及时研

究解决工程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确保工程建

设进度和质量。
截至 2009 年底,“九湖”流域已累计完成人工

造林 2. 68 万
 

hm2,为目标任务的 326. 4%;封山育林

3. 30 万
 

hm2,为目标任务的 91. 5%;森林管护 24. 76
万

 

hm2,为目标任务的 105. 2%;环湖生态林 133. 33
 

hm2, 为目标任务的 100%; 累计完成各级投资

26
 

848 万元,为计划的 328. 6%。
  

恢复生态环境建设林业项目的实施,对九湖的

水污染综合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九湖周围山地

的水土流失起到了遏制作用,对净化水质起到了促

进作用。 九湖流域区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等指标

稳步增长,源头及周边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环境

质量进一步提高,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高原

湖泊水质污染防治和保护打下了基础,为湖泊流域

区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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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林业生态建设是治理九湖水污染、保护高原湖

泊,使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九湖从区域

治理向流域治理转变,从点源治理向面源治理转变,
从专项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从污染治理到污染治

理与生态恢复相结合转变的重要部分。 由于缺少长

远的全面规划和独立项目支撑,在九湖治理中的林

业部分存在以下问题。
4. 2. 1 造林难度大

九湖面山及流域范围的林业用地中立地条件好

的地块基本上造了林,部分属于石漠化、沙化的地

块,全是造林中的“硬骨头”。 该区域干旱少雨,土
层瘠薄,含石沙量大,立地条件极差,造林难度大,常
规的林业建设项目具有项目的局限性,建设期限及

资金的投入有限,造林质量不高,特别是近年来低

温、干旱、霜冻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工程

建设质量。
4. 2. 2 投资难度大

由于没有专门的建设项目支撑,湖泊流域范围

内的林业项目建设,整合项目的资金只能保证苗木、
工程营造等费用,抚育、管护经费难以落实,致使项

目实施相当困难,有的项目勉强实施后效果也不好。
特别是近年来物价飞涨,种苗、化肥、劳务等费用也

在不断上涨,营造林成本上升。 多数造林地块只有

造林而无抚育和管护,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偏低。
投资跟不上,成林难度大。

  

4. 2. 3 管理难度大

由于没有专门的建设项目支撑,加大了项目管

理难度。 针对九湖区域的项目没有完整的长远规划

和具体的实施步骤,相关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对

项目的作业设计和实施年度认识不清,特别是建设

项目较多的县,对项目实施的地块是否属于九湖治

理范围没有明确的认识,致使部分涉及的州(市)及

相关县(市)林业局对项目实施的年度和数据不完

善和不具体,各年度上报的数据不统一。

5 林业生态建设综合治理对策

九湖流域林业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

程,以九湖在云南省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专门制定九湖林业工程建设项目,对流域区域作出

全面系统的治理和发展规划,全面弄清区域的土地

资源、林地资源和林木资源,根据不同的区位、不同

的地类作出相应的工程项目治理和发展措施,是九

湖水污染林业生态建设综合治理的关键。

5. 1 争取独立建设项目

九湖流域区现有的管理机构、投资治理机制、保
护运作模式在林业上还不具备单独的管理和投资机

制,项目建设主要靠各县的其它项目整合和倾斜。
九湖涉及的地(州)、县(市)并不算很多,期望云南

省“九湖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从治

理与保护的角度出发,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给林

业系统制定九湖专门的投资建设项目,由林业系统

针对九湖涉及的区域作出长远系统的建设发展规

划,明确阶段项目建设目标和措施,编制出九湖流域

林业工程建设项目是非常必要的。
5. 2 探索新的建设模式

根据九糊流域区域的林业用地立地条件、林分

质量,建设以九湖流域工程建设项目为主,结合石漠

化综合治理、中低产林改造和中幼林抚育等林业工

程的实施,与水土保持、生态治理、土地整治、新农村

建设、森林分类经营、林地保护利用结合起来,探索

新的建设、经营、管理、管护模式。 以工程项目投入

为主,积极争取多方面的支持,多元化增加投入,省、
地、县共同筹集资金,引导社会各方面投入资金用于

湖泊流域区域林业项目建设和发展。 每年能够确保

九湖治理和保护的资金。 一方面加快九湖流域区的

石漠化治理和造林绿化步伐;另一方面提高林分质

量,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如呈贡

县白龙潭山石漠化地块的建设模式,栽树与浇水结

合、绿化与风景结合、经济树种与生态树种结合、部
队与地方结合、造林与管护结合的建设模式,效果

显著。
5. 3 健全管理机制

建议各级相关林业部门配备相应的“九湖” 专

(兼)职管理人员,建立、健全相应的湖泊林业生态

建设项目实施档案,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每年定期

召开相关的调研、论谈、交流及相关检查会议。 一方

面,不断引进先进的造林技术和具有经济效益又有

生态效益,农户比较喜欢的树种,推广先进的造林模

式和管护模式,及时交流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有效的

治理和保护措施如中山杉树种的引进;另一方面,加
大新造林地块及森林的管护力度,如加强对管护人

员的管理,做到管护效果与报酬挂钩。
5. 4 进一步提高认识,治理、保护和发展并重

高原湖泊的治理和保护并重。 随着经济和社会

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

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高原湖泊的治理与保护显

得更加重要,难度更加提高。 在开展“九湖”径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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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项目建设的目的、意义宣传过程中,要始终把林

业项目建设与“九湖”生态环境建设与当地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紧密结合

起来,通过进一步加强宣传,继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

的生态意识,继续加大林业生态建设,更加有效地保

护湖泊流域现有森林资源,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如澄江县确立“要象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我们

的生态环境,象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抚

仙湖、星云湖”的理念,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6 结语

九湖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高原湖泊的污染

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高原湖泊的治理

同样需要一个长期渐进过程。 “十二五”期间是湖

泊治理的一个攻坚阶段,同时也是一个机遇期,据云

南省环保厅七彩云南保护行动网站公示,在云南省

高原湖泊水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中,“十二

五”期间,云南省计划总投资 620 余亿元用于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其中有相当比重将用于九大湖

泊水环境保护和治理。 未来 5 年,云南省将推进湖

泊“五大体系建设”,以大幅度削减入湖主要污染物

为核心,到“十二五” 期末总体上消灭劣Ⅴ类湖泊

水体。
九湖涉及的 5 个地 (州、市) 及 17 个县 ( 市、

区),要抓住云南省关于加快推进湖泊治理的机遇,
抓住国家支持云南“桥头堡”建设的机遇,深刻认识

湖泊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重要性,各级林业部门

应抓住生态环境建设机遇,加快九湖流域的林业生

态工程建设项目编制,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

全面、系统规划和项目实施计划,充分发挥林业生态

建设的作用,为九湖水污染治理作出贡献,为九湖流

域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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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山东省龙口市黄水河湿地地理位置、水源、生物多样性、景观文化资源等概况。 分析认为,黄水河湿地当

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客水补给逐年减少,工农业生产对地下水源过量开采造成水位下降,水质面临着农村面源污

染和生活废弃物污染的威胁,对黄水河流域地表水和地下水超采,造成地下水资源补给不足。 藉此提出黄水河沿

岸截污、回灌补源、河道底泥疏浚、河道曝氧等工程以及环水库水土保持林带建设和水禽栖息地建设工程等生态保

护与恢复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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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水河湿地基本情况

1. 1 地理位置

黄水河湿地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行政隶属于

山东省龙口市,由黄水河河道和王屋水库组成,项目

区南北长约 24
 

km(图 1)。 黄水河的主流发源于栖

霞市猪山、狼当顶和寺口西境十字坡,从王屋水库入

境,后向北流经石良、七甲、兰高、诸由观四镇,最后

汇入渤海。
黄水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1. 58 亿

 

m3。 王屋水

库于 1959 年 9 月建成,总库容 1. 21 亿
 

m3,兴利库

容 0. 72 万
 

m3,死库容 600 万
 

m3。
1. 2 水源情况

除上游发源地来水外,还有以下补水方式:水库

天然降雨蓄水和支流汇流,王屋水库多年平均降雨

量 581. 5
 

mm,年降雨量 75%以上集中在 6 ~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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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拦蓄水利设施使得黄水河客水补给逐年减少。
2)工农业生产对地下水资源的过量开采,导致

地下水位下降,部分河道为季节性河流。
3)近几年连续干旱,使得王屋水库库容得不到

及时补充,补给黄水河的水量也较小。
2. 2. 2 水质的问题

根据龙口市环境监测站 2012 年 12 月 15 日出

具的水质检测报告显示:王屋水库水质基本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GB3838-2002) Ⅱ类水质

标准,黄水河河道内水质为Ⅲ类水质标准。 目前黄

水河河道的水质胁迫因子主要为农村面源污染、生
活废弃物污染,水库水质的主要胁迫因子为周边大

片种植以葡萄为主的经济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

土流失。 另外,由于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导致黄水河

流域地表水和地下水超采,现也面临地下水资源补

给不足,淡水资源遭遇海水入侵的威胁。
以上问题通过采取相应的保护与恢复工程措施

和建立长效的水资源协调机制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3 保护与恢复的必要性

3. 1 保护和修复黄水河流域的水生态环境,确保市

民的饮用水清洁安全

　 　 王屋水库是龙口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由于龙

口市境内水资源严重缺乏,因此保证水资源清洁安

全,不因水环境污染而发生水质性缺水显得尤为重

要。 目前黄水河湿地在点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后,
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尤为突出。 地下水连年超采,水
位持续下降,给地下水环境的保护带来了隐患,地面

污染物很容易在地下水入渗补给时被带到深层地下

水中。 周边聚居区向河道中堆放和倾倒生活垃圾及

农业废弃物的现象比较常见。 从龙口市城市功能完

善的角度出发,开展黄水河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能
有效改善城市湿地生态水质净化功能和水环境,对
于保护城市水资源及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3. 2 补充地下水源,防止海水倒灌和“地下漏斗”形

成,保障龙口市的生态安全

　 　 龙口市所在的黄水河流域属于海洋和陆地交界

地带,极易遭受海水倒灌、风暴潮、干旱等自然灾害

的侵袭,生态区位非常重要。 近几年,随着龙口市工

农业的快速发展,黄水河地下水超采严重,地下水位

快速下降。 地下水位下降后,由于破坏了原地层的

受力平衡,在地面载荷(压力)作用下被疏干的含水

层就会被压缩,因此可造成地面下沉,建筑物倾斜、
开裂,桥梁、道路变形等严重后果,给城市的生态安

全带来严重隐患。 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
以及河道调蓄闸、渗井补源、地下水库等工程措施的

联合运用,对拦截地表径流,补充地下水和防止海水

入侵、维护区域生态安全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3. 3 扮靓龙口市“母亲河”形象,为鸟类栖息和市民

休闲创造良好条件

　 　 黄水河是龙口市的“母亲河”,上游有着全市最

大的水库王屋水库,下游有龙口市地下水库,其承上

启下的生态地位非常重要。 由于气候独特,地形复

杂,园内汇集了暖温带的大部分物种,成为大天鹅、
白鹭、丹顶鹤、野鸭等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具有生物

基因库的美誉。 通过实施相关生态工程,能继续改

善和提高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构建良好的生境,有效

提高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迁徙鸟类重要的迁

徙路经地,同时也能为市民提供一个休闲、游憩的健

康去处。

4 保护与恢复对策

4. 1 黄水河沿岸截污工程

目前黄水河两岸分布有一定数量的企业,由于

排污口较为分散,难以监控,偷排现象时有发生。 而

河道水流流速缓慢,水体自净能力有限,使得水质受

到一定影响。
按照龙口市政府关于开展黄水河综合整治工程

的要求,积极落实入河排污口整治方案,加快排水管

网的建设进程,对沿河两岸进行截污。 规划在黄水

河下游建设龙口市黄水河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为

4 万
 

t / d 污水处理,采用 A / A / O 污水处理工艺。 沿

黄水河河道两侧建设 17. 98
 

km 污水收集管网。 项

目建成后,通过对污水集中治理,能大大削减区域废

水、污水、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4. 2 回灌补源工程

随着龙口市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地下水受

到了极大程度的开采。 为防治因地下水超量开采而

导致的地下漏斗和海水入侵等严重生态问题的发

生,规划在黄水河流内实施回灌补源工程,开挖补源

渗井和集水渗沟,增加地下水入渗量;在黄水河河道

上间隔一定距离兴建蓄调闸和防潮堤。 通过这些工

程的实施,提高地下水补给能力,增强河道的防洪能

力,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4. 3 河道底泥疏浚工程

由于多年的洪水冲击,黄水河河道淤积较严重,
水面提高、扩大,造成蒸发损失加大,降低了河道防

洪排涝能力。 另外,污染的水体其底泥沉积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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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污染物会从底泥中释

放出来,是水体的一个重要内污染源。 规划在黄水

河河道开展河道底泥疏浚工程,减少底泥中的污染

物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尤其是降低内源磷的负

荷。 但是施工过程中应注意不宜将底泥全部挖出或

挖得过深,否则可能破坏水生生态系统。 对上游枯

水期断流的河道可以在枯水期开展清淤工程。 工程

预计疏挖底泥 200 万
 

m3。 清淤土方部分堆放在河

漫滩,营造一定数量的生境岛。
4. 4 河道曝氧工程

规划在黄水河河道开展河道曝氧工程,通过人

工向水体中冲入空气或氧气,恢复和增强水体中微

生物的活力,使水体中的污染物质通过微生物降解

得以净化,促进上下层水体的混合,使水体保持好氧

状态,同时抑制底泥氧、磷的释放,防治水体黑臭,使
水体中的污染物质得以净化,从而改善水体水质。

在实际应用中,可针对各河段水质改善和水环

境功能的要求,以及综合考虑河道条件、污染源特征

和冲击污染负荷等影响因素,在固定式曝氧、移动式

曝氧之间灵活选择。
4. 5 建设环水库水土保持林带

为防止王屋水库周边的经济林种植引起的水土

流失,规划在王屋水库周围根据用地情况补种固土

能力强、能有效减缓地表径流的水土保持林带。 根

据用地情况,林带设计宽度为 10 ~ 50
 

m,宜宽则宽。
水土保持林实行彩叶与常绿搭配,赏花与赏果结合,
设计树种为落叶松、油松、侧柏、麻栎、楸树、刺槐、苦
楝、臭椿、香椿、黄连木、黄栌、五角枫、栾树等。 对于

库区周围裸露地采用木质藤本垂直绿化树种如爬山

虎、山葡萄、紫藤等进行绿化。
4. 6 水禽栖息地建设工程

根据不同水禽的生活习性和对栖息地的不同要

求,新建不同类型的水禽栖息地,以便更好地为水禽

提供栖息场所。 规划在黄水河河道和王屋水库的库

汊或浅水区域建设 3 种类型的水禽栖息地。
4. 6. 1 草滩地类水禽栖息地建设

该类栖息地主要包括以莎草和苔草为主的矮草

草甸植被,主要有针叶苔草、翼果苔草、宽叶苔草、白

颖苔草、溪水苔草和白鳞莎草、碎米莎草、异型莎草,
主要分布的水禽有雁鸭类。 规划草滩地类栖息地建

设面积为 5
 

hm2。
4. 6. 2 草本沼泽类水禽栖息地建设

该类栖息地水生生物丰富,是鹤类、鹭类、鸭类、
鹬类等越冬水禽的主要觅食和栖息场所。 选择的乡

土植物包括翅灯心草、香附子、刚毛荸荠、牛毛毡等。
规划草本沼泽类水禽栖息地改造建设面积为

4
 

hm2。
4. 6. 3 森林沼泽类栖息地建设

该类栖息地水生生物丰富,是鹤类、鹭类等水禽

的主要觅食和栖息场所。 选择的植物包括水杉、池
杉、乌桕、柳树等。 规划森林沼泽类水禽栖息地改造

建设面积为 10
 

hm2。

5 讨论

黄水河湿地由于其重要的饮用水源地、补源、防
洪和生态保护等多方面的功能,被龙口市人民誉为

母亲河,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通过采取上述湿地

保护恢复工程,能对该区域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

修复产生积极的作用。
湿地的保护与恢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更

好地保护、恢复黄水河湿地,建议当地政府以黄水河

湿地为主体申报建立国家湿地公园,编制针对湿地

公园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总体规划,成立专门的湿地

公园保护管理局,逐步完善对黄水河湿地的保护管

理能力。 充分体现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

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 中的文件精神,对不具备建

立湿地自然保护区条件的湿地,通过建立湿地公园

的措施加强湿地保护管理,扩大湿地保护面积,提高

保护成效,造福当地民众。

参考文献:

[1] 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试行)[Z].
[2] 国务院《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

[2004]50 号)[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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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C 森林认证单位增加社会影响的做法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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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4 家森林认证管理委员会(FSC)认证单位的森林认证报告和有关文件进行分析,介绍认证单位在社区关系

与劳动者权利方面的主要做法,指出了我国森林经营单位存在着单位社会责任认识到不到位,对职工健康和安全

重视不够,缺乏与职工和社区居民的沟通协商机制,尚未开展社会影响评价工作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森林认证;森林经营单位;社会影响;FSC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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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
 

certifica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documents
 

of
 

four
 

FSC
 

certification
 

units
 

were
 

analyzed,
 

the
 

main
 

practice
 

in
 

community
 

relations
 

and
 

workers'
 

rights
 

also
 

were
 

introduced.
 

Problems
 

of
 

social
 

im-
pact

 

of
 

forestry
 

management
 

units
 

have
 

been
 

pointed
 

out
 

i. e. ,
 

recogniza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not
 

in
 

place,
 

not
 

pay
 

attention
 

to
 

workers
 

health
 

and
 

safety,
 

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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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ation
 

mecha-
nism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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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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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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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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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r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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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关系与劳动者的权利是森林认证的一个重

要原则,FSC(森林认证管理委员会) 原则 4 要求,
“森林经营活动应维护或提高森林劳动者和当地社

区的长期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该原则共有 5 个

标准。 笔者对福建永安林业局、吉林白河林业局、黑
龙江省友好林业局、吉林省松江河林业有限公司等

4 家 FSC 认证单位的森林认证报告和有关文件进行

了分析,并对我国林业单位如何处理社区关系和保

护劳动者权利提出了一些看法。

1 森林认证对社会的影响

世界自然基金会在 2006 年对爱沙尼亚、德国、
拉脱维亚、俄罗斯、瑞典和英国等 6 个国家通过 FSC
森林认证的 1

 

800 万
 

hm2 森林进行了调查分析。 结

果显示,FSC 森林认证对森林经营单位社会方面的

影响非常有利:森林认证有利于促进国家的健康和

安全法规的实施,包括为社区提供更好的设备和培

训计划,采用安全程序。 此外,通过对工作地点进行

危险性评估,公众安全方面也得到了改善。 认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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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工人的社会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 当地居民的

就业问题得到优先考虑,正规的职业培训得到加强,
社会和法律要求得到更好地遵守。 认证还可以避免

逃避社会责任,保障就业的权利得以实现。 通过林

区居民、当地利益方和社区居民参与制定森林经营

方案和经营决策,加快了农村发展[2] 。

2 认证单位的主要做法

2. 1 开展有利于社区居民的实际工作

FSC 标准 4. 1 要求,“森林经营单位应考虑为林

区内和临近社区的群众提供就业、培训和其它服务

的机会”。 因此各认证单位均优先安排社区居民参

与森林经营活动,承包商和雇用的员工大多数是当

地人,招聘程序公开公平,不招收童工或少年,工会

给工人购买劳动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健康保险。
 

所有工人在作业前都需要接受培训,如油锯手、汽车

司机、养殖和种植等方面的培训,帮助弱势群体和工

人长期就业。 经营单位积极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如为社区建立医疗诊所、教育设施、体育场馆

和健身设施等。 同时,经营单位还允许社区居民进

入林区采集蘑菇、山野菜等非木质林产品,鼓励并指

导职工从事多种经营,如非木质林产品加工、养

殖等。
2. 2 保障职工及其家庭的健康和安全

FSC 标准 4. 2 要求,“森林经营单位应严格遵守

保障职工及其家庭健康和安全的法律法规,并在条

件许可的范围内采取尽可能多的保障措施”。 各认

证单位严格遵守国家、省和有关单位关于安全生产

的法律法规,并按照这些规定进行常规安全检查,为
职工提供安全生产装备。 建立安全生产机构,配备

专门人员,落实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及责任制。 制定

安全生产指南,并为所有工人在上岗前提供安全作

业及相关急救知识培训,作业现场应有安全员和安

全生产记录。 建立紧急事件处理机制和程序,定期

给工人和家属进行健康检查和免费注射疫苗,并积

极宣传有关传染病、地方病的知识。 为职工提供良

好的居住环境,完善饮用水、电力、医疗和废物处理

等配套设施;在采伐期间,工人短暂野外过夜,居住

条件能够满足基本要求;在木材采伐等生产场地配

备应急医药与器材,加强林业生产人员的劳动健康

防护。
2. 3 保障职工建立工会组织及同雇主谈判的权利

FSC 标准 4. 3 要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1987》和《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1998》的规定,森林经

营单位应保证职工享有成立工会和自愿同单位负责

人谈判的权利”。 各认证单位的工人可以自愿加入

工会,工会与单位签订集体劳动合同。 工会有完善

的组织和运作程序,可以对工人的就业条件和投诉

与单位磋商。 此机制的运作是通过选举工会代表,
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财务、就业、安全、保障、
福利进行审查,参与单位决策。 建立独立的机制处

理纠纷,以及建立日常的政务公开机制,提供信息,
让工人参与决策。
2. 4 开展社会影响评估

FSC 标准 4. 4 要求,“在森林经营方案制订及实

施中应考虑社会影响评估结果,并在营林过程中保

留直接受影响的个人或群体与森林经营单位间的协

商机制”。 森林经营的社会影响评估是针对森林经

营的各项活动对利益相关方所造成的影响,对这些

影响的性质和程度进行评估,有助于森林经营单位

及时了解森林经营活动对利益相关方的正面或负面

影响,以便及时修正相关措施,减少纠纷的产生。 森

林经营单位建立了利益相关者名单,收集他们对各

项森林作业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并对这些意见和建

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根据国家和省的作业规程和指

南进行森林作业的影响审核。 永安林业公司对社会

影响进行了识别并在森林经营方案中进行了描述,
其中包括就业机会和当地居民收入增加,以及为社

会提供木质和非木质林产品。 吉林松江河林业有限

公司的社会影响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针对当地社

区村民的访谈和问卷调查;针对现场工人(外包工

人)的工作、生活情况访谈和问卷调查;针对承包商

的调查,以及针对林业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调查。
此外,还开展了森林采伐运输的社会影响评估,针对

森林经营方案的修订咨询了相关人员。 主要采取访

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6] 。

3 我国森林经营单位存在的问题

3. 1 对单位社会责任认识不到位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有

目的、有计划地主动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从而

达到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健康和持续发展。 由于林业

本身就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加上由于市场经济追逐

利润最大化规律的驱使,使得一些林业单位出现了

只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局面,比较普遍缺

失的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淡漠。 其次,虽然多数林

业单位会优先安排社区居民参与森林经营活动,但
由于林业单位普遍存在经济危困的现象,林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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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基础设施都无力承担,根本没有能力开展一些

有利于社区居民的实际工作。
3. 2 对职工健康和安全重视不够

林业生产不是高危行业,只是在某些生产环节

有风险性,因此人们往往对安全生产重视程度不够,
具体表现为:没有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且缺乏职工安

全上岗培训和技术指导;林业生产主要依靠经验主

义,把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只作为摆设;安全生产装备

不完备等。 有些单位没有能力为职工提供良好居住

条件,特别是工人野外作业居住条件不能够满足基

本要求,一般为职工办有医疗保险,但在职工健康保

健和传染病预防方面仍有差距。 几家认证企业的不

符合项主要包括:①作业现场没有足够的劳保用品,
如没有提供国际劳工组织要求的(带金属尖)防砸

鞋给储木场、货场搬运工人,油锯手没有耳朵和眼睛

的防护用品,没有(带金属尖)防砸鞋或防止油锯割

伤的(专用)裤子;②尽管提供给油锯手的劳保用品

符合要求,但是,其中一名油锯手抱怨耳塞和头盔不

配套导致佩戴数小时后感觉不适。
3. 3 缺乏与职工和社区居民的沟通协商机制

虽然各级单位均有工会,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

响,职工很少能真正参与到单位决策中,加上信息公

开化程度不高,即使参与决策,职工往往也无法拿出

有关证据来证明自己决策的合理性,从而使沟通协

商机制流于形式。 另外一方面,林业单位经营的林

地、林木勘界由于受一些客观条件的影响,造成长期

划界不清,加之村民法律意识淡薄,不了解国家林业

法规,经常把林业单位特别是国有单位当作一块肥

肉,总希望从中捞到一些好处,而林业单位也基于

“农民是无知的和愚昧的”观念,不愿意与他们进行

沟通与协商,从而形成了林业单位与社区居民的对

抗关系。
3. 4 没有开展社会影响评价工作

国内除少数外资项目以外,林业工作基本没有

进行社会影响评估。 即使开展了该项工作,很多方

面也不到位。 对于林业单位来说,在森林经营方案

制订及实施中很少进行社会影响评估。 几家认证单

位在社会影响评估中主要存在着权益相关方清单没

有及时更新和保存,没有包括所有相关方等问题。

4 对策

4. 1 提高对单位社会责任的认识

林区或森林经营单位所在的社区是实现森林可

持续经营的社会基础,保持林区(社区)长期稳定发

展是森林可持续经营必需的社会条件。 森林可持续

经营的社会目标决定了它必须首先满足林区(社

区)发展的需要,为自己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条

件[7] 。 林业单位首先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对社会

特别是社区的社会责任,尽可能为他们多提供就业

机会和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同时,国家要建立和完

善有关支持政策,提高林业单位服务社会的能力。
4. 2 切实保障职工的健康与安全

维护职工健康是实现企业和国家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保障,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重要条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在保障职工

健康和安全方面,林业单位应采取以下措施:①建立

和完善有关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加强职工安全上岗

培训和技术指导,强化安全生产监督,把安全生产落

到实处;②为工人作业配备必须的工具、机器设备以

及个人防护装备;③提高职工福利待遇水平,特别是

在改善居住条件方面,尤其需要改善工人野外作业

居住条件;④强化职工保险,加强职工健康保健和传

染病预防,建立和完善紧急事件处理机制。
4. 3 建立与职工和社区居民的沟通协商机制

 

充分发挥工会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积极维护职

工的合法权益;加强信息公开,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

平台,鼓励职工积极参与单位森林经营决策;建立和

完善职工意见处理机制,收集职工意见和投诉,并与

职工就所反映问题进行平等沟通;建立工会以及职

工与决策层沟通机制,积极扩大沟通协商领域。
通过设立热线电话、接待日和信息调查等投诉

管理程序和信息沟通程序,建立社区参与冲突解决

机制,有助于协调利益相关者的矛盾,有利于促进森

林经营单位与相关各方和谐发展。 开展公众教育,
向附近周边居民传授林业技术,提高公众对森林可

持续经营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水平。 鼓励各种形

式的公众参与,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与合作。
建立利益相关者联系制度,并就森林经营活动的社

会、经济、精神和文化影响与直接利益群体进行磋

商。 建立公众投诉反馈机制[8] 。
4. 4 认真开展社会影响评价工作

①林业单位首先要高度重视社会影响评价工

作,开展该项工作能预防和化解大量的社会矛盾,能
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能更有效地创建和谐社会。
②要建立利益相关者清单,并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具

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社会调查和社会评价方法。 ③鼓

(下转第 114 页)

·011· 第 37 卷



第 37 卷 第 4 期
2012 年 8 月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Vol. 37　 No. 4

Aug. 2012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12. 04. 027

参与式乡村评估在青海海东地区 CDM 造林
再造林项目中的应用

任
 

枫
(国家林业局西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陕西 西安 710048)

摘要:基于实地踏查、问卷调查、社区会议及关键人物访谈等参与式乡村评估工具对青海海东地区清洁发展机制

(CDM)造林再造林项目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拟议项目能很好地反映当地社区生计发展需求,不仅将对缓解气候变

化做出贡献,还将为社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农户、社区和政府等相关利益群体对项目实施提出进行

更多的技术和业务培训,合理选择资金安排,采用混交种植方式等有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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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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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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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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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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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key
 

informant
 

interviews,
 

cle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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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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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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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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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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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hai
 

province,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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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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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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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forestation
 

project
 

can
 

well
 

reflect
 

the
 

local
 

community
 

livelihoods
 

development
 

needs,
 

which
 

not
 

only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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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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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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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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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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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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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ies,
 

government
 

and
 

other
 

relevant
 

interes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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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1984-),男,青海西宁人。 主要从事林业调查规划与生态保护工作。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政治重大议题,发展林业

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 清洁发展机制

(CDM)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间合作进行温室气体减限排的基于项目的灵活

机制,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造林和

再造林项目,抵消他们的减限排义务,通过市场实现

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的补偿。 参与式乡村评估是一种

用于分析乡村存在的问题并与当地利益相关方共同

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利用广泛的可视化方法进行群

体分析,从空间和时间上更为全面、直观、准确地反

映社区真实情况,是林业碳汇项目社区调查的主要

方法[1-5] 。 青海海东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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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渡地带,位于黄河上游最大支流湟水河的上中

游,地理位置独特、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农
牧业是当地社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居住在这些偏远

山区的当地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通常更依赖于

自然资源,但又缺乏相应的储备和能力以应对环境

的变化,同时正在遭受损失的生物多样性也威胁着

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安全性。 青海海东

地区拟议 CDM 造林再造林项目将在部分退化或低

生产力土地上营造多功能人工青海云杉和桦树混交

林,通过参与式乡村评估,为拟议项目的可行性提供

依据和建议。

1 项目区概况

海东地区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地处 101° 05′ ~
103°01′E,35°42′~ 37°09′N,海拔 1

 

650 ~ 2
 

835
 

m,典
型高原气候,年均温 6. 9℃ ,降水量 323. 6

 

mm,蒸发

量 1
 

644
 

mm,无霜期 84 ~ 226
 

d,坡向大部分为半阴

坡,坡度 10° ~ 30°。 地形复杂多样,土壤垂直地带分

布,以黄土母质发育而成的栗钙土为主,主要植被有

云杉、桦树、沙棘等
 [6] 。

2 内容与方法

2. 1 实地踏勘

围绕项目地块区域进行,参与式评估工具为社

区资源图、项目地块调查表、放牧情况调查表、树种

初步选择调查表,参与对象为调查人员与村民或村

民代表。
2. 2 村区会议

以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一般由村社干部

召集,参与式评估工具为社区资源图、树种选择表;
全体村或村民代表参加。

 

2. 3 半结构式访谈

是开放、交互式的访谈形式,包括对关键信息

人、重要的被访谈者和村民代表的访谈;参与式工具

为社区大事记、季节历、利益相关群体分析。
2. 4 问卷调查

与野外踏勘、村民或村民代表大会、半结构访谈

和其他参与式工具相结合进行,包括对项目区内村

级、典型农户和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组织的问卷

调查。
 

3 结果与分析

参与式乡村评估队伍由 8 名人员组成,中级以

上职称占 87. 5%;外业调查工作时间为 10 月 9 ~ 25
日,历时 17

 

d;内业统计分析从 10 月 26 日到 11 月 1
日,历时 7

 

d。 在实地踏勘基础上召开社区会议 10
次,参加人数 184 人次;半结构式访谈 72 人次,绘制

社区资源图 10 张、男性劳工季节历 10 张、社区大事

记 10 份、相关利益群体图 10 张;项目区土地权属和

使用证明 8 份,水土流失区证明 3 份,社区造林树种

偏好表 1 份;发放 4 类调查问卷 351 份。
 

3. 1 土地利用方式评估

3. 1. 1 土地合格性评估

中国政府对森林的定义如下: 最小面积为

0. 067
 

hm2、树冠盖度 20. 0%、树高 2. 0
 

m,符合《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定义,亦适用于《京都议定

书》。 实地调查表明:拟议项目地块为退化、低生产

力的荒地或非法放牧地,是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当前植被为灌丛-草本,灌丛主要为金露梅、锦鸡儿

等,盖度低于 15%;草本主要为披碱草、针茅等,盖
度为 65%。 1990、2000、2010 年连续 3 期的土地植

被覆盖图证明,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项目地块

不可能达到森林定义标准的未成林造林地或人工林

地,放牧、薪柴采集和缺乏种源等原因阻碍了天然植

被的更新,不属于由于采伐等人为原因或火灾、病虫

害等间接自然原因引起的暂时的无林地。
3. 1. 2 土地利用和权属评估

拟议项目地块面积为 608. 0
 

hm2,涉及 12 个地

块,土地权属国有的 1 个、集体的 11 个,土地使用权

国有的 1 个、集体的 5 个、个人的 6 个,社区大会上

所有个人使用农户(共 836 户)均表示自愿参加并

在用地承诺上签字来支持项目。 项目地块在历史上

曾经是林地,由于不合理的政策改革 ( 农业耕作

等),大部分森林于 1960 ~ 1970 年间退化,至今没有

得到恢复,为退化的低生产力荒地或者放牧用地,与
农户访谈后得知,植被覆盖度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呈

下降趋势,说明天然更新难以实现,项目地块内生物

多样性较低,没有国家保护动植物或 IUCN 列出的

濒危物种。 目前除个别地块用于零星放牧外,所有

其他土地均为荒废的贫瘠土地,根据当地法律项目

地块界定为林业用地,放牧仍是非法活动,在此没有

土地使用权的冲突和土地权属的争议。
3. 2 应用基线和监测方法学评估项目

当前项目地块严重退化,仍在继续退化或稳定

在一个低碳状态,无法实现天然更新,在没有拟议项

目情况下,无法达到森林定义标准,土壤有机质、枯
枝落叶和死木中的碳储量会减少,至少不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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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项目地块贫瘠且偏远,处于无林地状态已很久,
甚至超过了 100 年,有限的资金也阻碍了政府在如

此偏远贫瘠土地上对造林再造林进行投资,当前项

目地块上没有任何进行中或者计划中的造林再造林

活动。 目前一些项目地块是放牧地或者零星放牧

地,通过社区会议得知,可将放牧行为转移到已有的

其它牧地上或者舍饲圈养,届时放牧强度仍低于可

承受能力范围内。 拟议项目整地由本地劳力人工完

成,不用机械,不会产生化石能燃料燃烧带来的排

放;将采用环境友好方式,包括乡土树种和块状混交

模式选择、种子种苗检疫、施用农家肥、采用生物措

施及环保型农药等,以降低火灾、病虫害和农药污染

等的风险等。 因此,拟议项目既不会使项目边界内

其它温室气体排放源的排放有显著的增加,也不会

造成大的碳泄露现象,形成外来物种及转基因物种

入侵、病虫害、火灾、化肥农药污染等的风险。
3. 3 项目社会经济影响评估

拟议项目涉及 2 县 6 乡镇场中的 10 村 50 社

2
 

490 户 9
 

666 人(其中少数民族 1
 

555 人),实施该

项目可受益 1
 

410 户 5
 

345 人(其中包括 1
 

108 户贫

困户和 1
 

268 名少数民族)。 农户将直接参与项目

(整地、种植、除草等)创收,额外收入对于生活在山

区的贫困户和少数民族尤其重要,有助于减少当地

社区的放牧、偷猎、薪柴采集、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等

活动,从而降低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利于遏制和恢

复日益严峻的水土流失状态。
当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的生产周期远远长于传

统农产品的时候,农户或社区个体难以成功操作项

目的整个流程(投资-生产-销售)。 拟议项目将在

个人、社区、林场和政府间形成紧密互动关系,尤其

是与少数民族社区之间互动沟通并形成社会和生产

服务网络。
潜在的社会经济风险和对策。 项目区没有发现

文化遗产或文化保护区,不会产生难以逆转的对文

化遗产的破坏;也不涉及任何当地社会集会或其它

精神活动,不会影响正常的地方集会和宗教活动;项
目区内少数民族具有同等发展的机会和权利。 潜在

的经济风险是病虫害或火灾风险,引起的项目失败

或经济损失,将会通过林业局或林场对农民和社区

的技术援助和培训来缓解。
3. 4 参与式问卷调查评估

发放并回收 4 类调查问卷 351 份,其中乡村社

会调查表 9 份、社区放牧调查表 9 份、农户基本调查

表 296 份、政府部门调查表 37 份(省级 8 份、县级

13 份、乡级 16 份)。
 

3. 4. 1 农户问卷有效性评价

农户问卷调查主要采取了随机抽样的实地问卷

调查,结合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进行,考虑到农户的文

化水平,问卷中题目的形式均为单项或多项选择题,
经信度计算为 0. 967,可知该次农户问卷调查方式

信度较好。
为了避免调查对象的同一性,调查地点选择在

不同地点,当场填写并回收,此次农户问卷调查共发

放问卷 296 份,回收问卷 280 份,16 份问卷未收回,
经有效性检验,回收有效问卷 276 份(重复无效 1
份、空白无效 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 24%,显然,
问卷调查有效回收率较高。
3. 4. 2 受访农户基本情况评估

受访者中 50 岁以下的男性和 40 岁及以上的女

性占 65. 2%;92. 0%以上的农户为初中及以下的文

化程度;少数民族比例为 30. 1%(藏族 25. 7%、土族

4. 3%);75. 7%人均年收入在 3
 

000 元以下,可见该

地区农户收入普遍较低,生活较贫困。
3. 5 相关利益群体分析评估

利益相关者在规划和决策中的参与程度决定着

工程的成败[7-10] . 当地村民能够认识到森林带来的

环境效益,也有很强的保护稀有和濒危动植物的意

识,表现出强烈参与拟议项目的愿望,既不必到离家

很远的地方找工作,还可通过出售木材和非木材林

产品及 CERs(核证减排量)获得更多的收入,又可

以照顾到农地和牲畜。 同时荒山荒地绿化后可以改

善当地环境,保护农田,减少灾害。 村民表示没有参

与拟议项目,他们自己无力承担植被恢复活动,因为

存在巨大的前期投资、技术障碍、组织障碍,并且在

遥远土地上的经济回报率很低。 在造林树种的选择

上,村民喜欢乡土物种,并愿意接受造林专家意见。
经营实体为县属林场,其主要业务是从事造林

和森林管护工作,职工非常愿意参与拟议项目,愿意

支持林场对这些从经济上看并不吸引人的土地投资

进行造林再造林,既可以享有部分出售 CERs 带来

的收益,又可以得到木材产品收入,还能通过商业贷

款缓解前期项目投入的资金压力。 没有拟议项目的

话,他们不会投资造林再造林活动,因为经济效益太

低,也不太可能获得商业贷款。 经营实体偏向于从

当地农户或社区租用土地,除了支付租赁费用外,还
支付劳务费用,也可以接受共同占有土地的方案。

 

政府调查问卷说明,县林业局和林业站认为通

过拟议项目可以增加森林资源,改善当地环境,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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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农户和社区创收,也起到流域管理的示范作用。
他们会向农户、社区和造林实体提供技术培训和顾

问服务。 县政府和乡政府认为,通过拟议项目可以

改善当地经济状况,缓解贫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

的贫困状况,也将有助于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

样性保护及流域管理。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实地踏查、问卷调查、社区会议及关键人物

访谈等参与式乡村评估工具得出,青海大通县拟议

CDM 造林再造林项目能很好地反映当地社区生计

发展需求,不仅将对缓解气候变化做出贡献,还将为

社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农户、社区和

政府对项目实施的建议:
1)需要进行更多的技术和业务培训,让社区和

农户全面了解碳汇及其交易市场知识;
2)当地农户或社区是否参与项目一定要在资

源的基础上的;
3)基于当地农户或社区的偏好选择资金安排;
4)在树种选择上充分尊重当地农户和社区的

偏好,并且采用混交林的种植方式;
5)使用复合肥或有机肥,采用小孔播撒的方式

替代全面撒播的方式;
6)不采用炼山整地和全垦;

7)限制化学农药的使用,采取生物学措施防治

病虫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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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云岭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并整理相关资料,分析社区经济发展现状。 结果表明,社区居民

主要依靠种植业、畜牧业、森林小产品和外出务工等收入维持生活,经济条件低于全县平均水平。 制约保护区及周

边社区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人口压力大、经济结构单一、对自然资源依附性大、资源利用方式传统、农林产品缺乏深

加工等。 建议通过培训、引进科学技术和合作项目、开展薪炭林及自用林基地建设等途径推动社区经济发展,引导

社区群众主动参与到保护区管理中,最终实现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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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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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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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区是国家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

源,拯救濒临灭绝的生物物种和进行科学研究,长期

保护和恢复自然综合体及自然资源整体而划定的特

定区域。 随着全球保护区数量与保护区周边人口的

增加,自然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逐渐成

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 中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建

立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山区,社区人口压力大,交通

不发达,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信息闭塞,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加之许多保护区建立之初并没有充分考虑

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利益,保护区和当地社区的矛盾

显得尤为突出[1-5] 。 如何处理保护区与社区居民之

间的关系,在有效保护生物资源多样性的前提下,带
动社区居民发展经济,是保护区管理必须面对的现

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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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自然保护区于 2003 年建立,为省级自然保

护区,地处中国“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范围内,
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东南部(东经 99°09′
58″~ 99°31′19″,北纬 26°10′01″ ~ 26°41′

 

08″),总面

积达 75
 

894
 

hm2,属于自然生态类别森林生态系统

类型的保护区,是云岭山脉中部森林生态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保存最完好的区域之一,孕育了丰富的,珍
稀濒危动植物种。 现有须弥红豆杉(Taxus

 

wallichi-
ana)、云南榧树(Torreya

 

yunnanensis)等多种国家级

重点保护植物。 此外,数量约占世界 1 / 6、全球最南

缘的 3 个滇金丝猴种群亦分布于区内。 云岭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显著,但本底不清。 现将其作为研究区,
通过调查社区村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分析村

民生产活动与保护区保护之间的潜在矛盾,探索两

者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保护区今后的管理工作

及相关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基础资料。

1 研究区概况

云岭自然保护区北起兰坪县石登乡、通甸镇、啦
井镇交界处,南至兔峨乡龙马山与大理州云龙县

(云南天池自然保护区)接壤,东起金顶镇盐路山与

大理州剑川县毗邻,西至兔峨乡石坪山。 北宽南窄,
南北长 57. 5

 

km,东西宽 34. 7
 

km。 地势由北向南倾

斜。 最高峰为雪邦山,海拔 4
 

295. 3
 

m;最低点位于

兔峨乡腊普河拉马登水沟,海拔 1
 

899
 

m,相对高差

2
 

396. 3
 

m。 受高原型气候影响,保护区气候四季不

明显,冬长夏短, 干湿季分明, 降水多集中于雨

季[6-8] 。 区内已知有种子植物 141 科 608 属 1
 

515
种,属国家Ⅰ、Ⅱ级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有须弥红豆

杉、云南榧树、西康玉兰等 9 种。 哺乳动物 80 种、鸟
类 167 种、两栖爬行类 46 种。 其中,列为国家 I 级、
II 级重点保护的哺乳类动物 16 种,鸟类 21 种,两栖

爬行类 1 种。
在行政区划上,云岭自然保护区涉及兰坪县通

甸、营盘、啦井、金顶和兔峨 5 个乡镇所辖的 30 个村

民委员会 289 个村民小组构成保护区社区范围。 其

中,挂登、桃树、期井和大村头 4 个村委会完全在保

护区内。

2 研究方法

通过实地走访、收集整理涉及保护区各乡镇农

业统计年报等资料,对保护区周边社区村民社会、经
济和生活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得到云岭保护区及周

边社区的最新情况数据,分析研究最后得出具体结

论和建议。

3 调查结果分析

3. 1 人口数量与民族组成

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涉及的 30 个村委会,据统

计截至 2009 年末共有居民 12
 

838 户,总人口数

52
 

467 人。 少 数 民 族 50
 

752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96. 7%,主要为白、普米、傈僳和彝族。 农村劳动力

30
 

363 人,占总人口 57. 9%(表 1)。

表 1　 云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人口情况

Tab. 1　 Surrounding
 

community
 

demographics
 

of
 

Yunling
 

provincial
 

nature
 

reserve
 

涉及的村委会
户数
/ 户

人口
/ 人

少数民
族人口

/ 人

农村
劳动力

/ 人

所属
乡镇

弩弓、龙潭、水俸、
丰华

1618 6879 6631 4061 通甸镇

松柏、鸿尤、连城 1385 5355 5305 3659 营盘镇

春龙、富和、挂登、
桃树、期井、新建

2323 9963 9893 6160 啦井镇

干竹河、 高坪、 文
兴、金龙、江头河、
福坪、来龙、大龙、
七联、官坪、箐门

5747 23687 22358 11659 金顶镇

大村头、 大麦地、
江末、迤场、石坪、
拉马登

1765 6583 6565 4824 兔峨乡

3. 2 社区经济与产业结构

受自然和历史诸多因素影响,地区社会经济在

很长一段时间发展缓慢。 改革开放后,得天独厚的

矿产资源为兰坪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社会经济取得

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

提高。 但从总体上看,全县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仍

然薄弱,主要经济指标低于全省平均值,科教文卫事

业发展落后。 据兰坪县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资料,2008 年全县地方生产总值 216
 

423 万元,
其中第一产业 20

 

117 万元,第二产业 142
 

786 万

元,第三产业 53
 

520 万元。 全县地方财政收入

29
 

002 万元,支出 63
 

542 万元。 农村经济总收入

51
 

909 万元,粮食总产量 7
 

574 万
 

kg,人均有粮 436
 

kg,农民人均纯收入 1
 

856 元。
保护区及周边社区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县国土面

积的 1 / 5,林地、农地和牧草地是相对较大的 3 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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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型。 目前保护区社区的生产经营活动仍以第一

产业为主,其它产业为辅。 根据调查,保护区中绝大

部分林地为生态公益林,零星散落以生产木材、薪
柴、干鲜果品等为经营目的的商品林。 林地中的非

木材林产品资源丰富,主要有食用菌类、药材、野菜

等,在收获季节,社区居民会上山采集。 保护区及周

边的农地主要是坡耕地,除营盘镇、兔峨乡有水田

外,其它村寨仅有旱地。 受地势影响,耕作难度大,
配套的水利设施薄弱,利用率较低,主要种植玉米、
荞麦、大豆、马铃薯等农作物。 2009 年保护区及周

边社区全年生产总值 15
 

797 万元,其中第一产业

9
 

182 万元,第二、三产业 6
 

615 万元。 农村经济总

收入 13
 

834 万元,居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于全县平均

水平。 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种植业、畜牧业、林产

品(如野生菌类和药材)、外出务工等。 保护区周边

社区经济情况详见表 2。
3. 3 水资源、矿产资源等能源状况

兰坪县水资源丰富,流域面积在 13
 

km2 以上的

河流有 40 余条,除沘江在云龙县境注入澜沧江外,
其余均在县境内注入澜沧江[7] 。 澜沧江干流由北

至南纵贯全县,在境内流程 130
 

km,各地宽窄不等,
最宽可达 200 余

 

m,窄处不足 80
 

m,多年平均流量

43. 7
  

m2 / t,流域面积为 4
 

317
 

km2,年径流量 2
 

979
亿

 

m3。 县境内无大型湖泊,但有很多高山水蚀湖

泊,主要分布在澜沧江西岸的怒山山地上,老君山上

的九十九龙潭也有部分在兰坪县境内。 地下产水条

件优越,但是由于地势高耸,河溪切割较深,缺少大

型泉水出露的条件。 保护区内的河流都属于澜沧江

支流,其中较大的河流有通甸河、沘江、玉龙河等,靠
降水、积雪融水和地下泉水补给,水量和水位的洪枯

变化大。 保护区实验区内有境内最大的中型水

库———丰坪水库,总库容 3
 

230. 7
 

m3,水库径流 152
 

km2,是一座集灌溉、城乡供水、发电为一体的综合

利用工程。
由于地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 3 江成矿带,各

种矿藏资源极为丰富,从澜沧江东岸到老君山西侧

的雪盘山、清水朗山,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2 / 3 的地带

是矿藏资源的富集区。 保护区及周边也有不少矿藏

资源的分布区。 目前县内除占优势的铅、锌、铜、银、
盐、锶外,还有汞、锑、硫、铁、石膏、云母、叶腊石、冰
洲石、 水晶石等 10 多种矿藏, 计 150 多个矿床

(点)。 铅锌矿是境内的第一大矿藏资源,目前全县

已探明和发现的铅锌矿床(点)13 个,储量近 1
 

500
万

 

t 左右,占世界的 1 / 6。 铜矿是境内的第二大矿藏

表 2　 云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状况

Tab. 2　 Surrounding
 

community
 

economic
 

conditions
 

of
 

Yunling
 

provincial
 

nature
 

reserve
 

村委会
耕地面积

/ hm2

粮食总
产量

/ 万
 

kg

人均有粮
/ kg

大牲畜
存栏数

/ 头

人均收入
/ 元

弩弓村 298. 3 61. 1 332. 4 573 1378

龙潭村 246. 5 41. 7 301. 3 425 1653

水俸村 131. 6 37. 4 371. 3 191 1798

丰华村 261. 3 173. 3 654. 6 645 1519

连城村 325. 7 76. 2 390. 5 986 1471

松柏村 486. 9 150. 1 807. 3 2078 1551

鸿尤村 294. 7 68. 0 440. 5 1435 1540

挂登村 378. 8 69. 0 408. 9 1832 1651

新建村 403. 0 111. 3 548. 0 973 1663

桃树村 275. 8 53. 3 383. 3 1610 1806

春龙村 171. 5 47. 6 184. 9 1293 1970

富和村 218. 2 35. 8 438. 2 1311 1717

期井村 379. 4 56. 2 383. 8 1585 1777

干竹河村 322. 0 95. 3 564. 8 1464 1977

高坪村 263. 3 101. 9 465. 1 929 2037

文兴社区 97. 3 42. 7 152. 1 211 3150

金龙村 236. 7 107. 2 442. 2 334 2220

江头河村 24. 0 13. 2 103. 4 5 2608

福坪村 262. 0 107. 7 456. 7 751 2100

来龙村 241. 3 83. 8 706. 0 601 2608

大龙村 172. 7 78. 9 375. 9 367 2281

七联村 232. 7 101. 0 327. 0 396 2599

官坪村 184. 7 94. 2 415. 2 664 2081

箐门村 194. 7 93. 4 406. 6 689 1763

大村头村 160. 7 25. 8 402. 5 655 1160

大麦地村 233. 3 43. 7 364. 4 1155 1188

江末村 210. 3 93. 9 557. 3 1214 1255

迤场村 136. 8 37. 9 436. 0 594 1323

石坪村 172. 0 40. 9 452. 0 745 1355

拉马登村 224. 1 55. 7 433. 2 895 1193

注: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2010 年 4 月)

资源,现有 69 个矿床(点),已初步探明的储量约有

10 万
 

t。 盐矿是境内的第三大矿藏资源,有 9 个矿

点,开采历史悠久,其中以啦井盐矿为主。
3. 4 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情况

兰坪县有普通中学 11 所,专任教师 793 人,在
校学生 10

 

925 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1 所,专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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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32 人,在校学生 122 人;小学校 100 所,教学点

335 个,专任教师 1
 

413 人,在校学生 18
 

850 人。 适

龄儿童入学率为 95. 5%。 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现

有中小学 ( 含教学点) 134 所, 教师 523 人, 学生

6
 

486 人,入学率 99. 7%。 与全县教育情况相比,社
区居民普遍重视教育,仅有少部分学生因家庭贫穷

或家庭缺少劳动力等原因而辍学。
兰坪县有医院、卫生院 12 个,专业卫生技术人

员 637 人,卫生机构床位 443 张。 村级卫生组织 104
个,乡村医生、卫生员 272 人。 每千人拥有卫生机构

病床数 2 张,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3 人。 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参合率达 94. 4%。 而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

受地理区位限制,医疗卫生条件较差,设施设备不齐

全,有卫生组织 39 个,医务人员 95 人,床位 91 张。
由于大部分居民分散居住在山区,离村社较远,部分

疾病很难得到及时医治,医疗保障在实施上存在一

定困难。
3. 5 交通、通讯等情况

兰坪县与周围县、市均有二级公路相通。 保护

区外部交通便利,公路已通至所有乡镇和 90%以上

的村委会。 由外部进入保护区的主干公路主要是剑

(川)至兰(坪)公路、县城至啦井镇公路,分别约有

10
 

km 和 20
 

km 穿过保护区。 另有约 90
 

km 村级公

路在保护区内。 村级公路路面等级较差,晴通雨阻。
通讯网络已实现 8 个乡镇的全面覆盖,农村网络覆

盖也在逐年递增,村委会覆盖 101 个,覆盖率达

99. 0%。 近 2 年移动网络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建了 15
个基站,全县基站累计 112 个,光缆总长 1

 

780
 

km。
保护区涉及的乡镇、村委会以及大部分自然村都有

信号,只有少部分地段接收信号较差。
保护区周边社区有 269 个村民小组通电,占

93. 1%;有 226 个村民小组通路,占 78. 2%。 全部农

户中,已建沼气池的有 188 户,占 1. 5%;已改节柴灶

的有 138 户,占 1. 1%。

4 结论

保护区面积大,涉及范围广,可利用自然资源所

要负担的人口数量多,社区经济处于比较落后的状

态,社区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目前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
4. 1 人口压力大

人口增加,人类就需要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对
自然资源的需求加大,生态环境受到的压力也就与

日俱增。 一旦人口数量超出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压

力,发展将举步维艰。 整个云岭保护区和周边社区

共生活着 12
 

838 户 52
 

467 人,其中有 4 个行政村

完全位于保护区内,占人口总数的 10%。 随着人口

逐年增多,保护区内可利用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将越

来越少。
4. 2 经济结构单一

在保护区周边地区,村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农

林产品收入,没有支柱产业。 农业种植品种单一,主
要是大麦、燕麦、荞麦、马铃薯、芸豆,其它品种较少,
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品种得不到栽培和推广,阻碍

了社区经济的发展。 此外,部分社区居民依赖保护

区内的自然资源作为生计,如采集野生菌类、蔬菜、
药材等,缺乏利用科学技术开展中药栽培、经济动物

饲养和种苗培育等致富项目的意识或资金扶持,致
富途径狭窄。
4. 3 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原始,产品缺乏深加工

社区村民对自然资源还是采用原始的利用方

式,以自销和自产自足为主,缺乏深层次的开发和加

工,经济效益低。
4. 4 社区基础设施薄弱,文化教育水平不高

保护区科教文卫发展滞后,交通、水利等基础设

施薄弱,由于山高坡陡,耕地灌溉和人畜饮水困难,
部分自然村不通电和公路,信息闭塞,严重制约了村

民的发展以及与外界的交流。 从文化结构来看,保
护区村民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总体水平不高,对于

开展村民思想文件建设、组织保护区法律法规宣讲

有一定困难。
4. 5 对社区发展资金扶持力度不够

保护区有详细的年度计划,但由于资金匮乏,很
多活动都得不到执行。 保护区与当地社区有效交流

很少,社区居民没有参与管理决策。 保护区没有全

面、系统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编目,虽然对保护区

的压力和威胁进行过分析,但结论不确定,无具体对

策,进而导致为社区提供推广示范项目、进行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存在实际困难,社区发展机会少。

5 建议

保护区在建立之初,主要是出于对自然资源和

物种进行抢救式保护的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管理的强制性和封闭性,以限制当地群众对保护

区内资源的利用来达到保护目的。 但是,保护区建

立后,由于种种原因,世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依赖各

种资源生存的社区居民,生计问题并未得到很好地

解决,生活水平逐渐落后于区域的平均水平。 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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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口的日益增长和地区经济的发展,社区与保护

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

考虑发展社区经济:
5. 1 制定有效的社区培训计划

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对保护区资源

有极大的依赖性,由于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常常忽视

保护区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了个人的经济利

益进行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活动。 积极开展环

境保护、科普、农业技术等各类培训活动,有利于提

高社区居民保护意识、参与意识以及自我发展能力,
增进保护区与社区的互动交流。
5. 2 带动社区居民发展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

尽管保护区人员大力宣传禁止在保护区内无序

采摘,但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每年收获季节仍有大

量村民涌入到林区进行各种菌类、野菜和野生药材

的采摘,获取经济收入。 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提供

相关科学技术,帮助群众进一步开展多种经营,如利

用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特殊生境,对红豆杉等珍稀树

种进行种苗培育。 而当地的漆树、依主梨等特色林

果,社区居民有零星栽培,一旦形成规模化、产业化,
发展潜力巨大。
5. 3 加强对外交流,积极引进合作项目

保护区自建立以来,先后实施过一些社区共管

建设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在为保护区和周边社区

发展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也提供了先进的管理技

术和经验。 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与外界的合作与交

流,帮助村民修建蓄水池和沼气池、推广节柴改灶、
安装太阳能,积极寻找能源替代产品,改善交通、电
力、水利等基础设施,推动生态农村建设,促进保护

区与社区的协调发展。
5. 4 开展薪炭林及自用林基地建设

能源问题长期以来都是社区与保护区之间的最

大矛盾。 据调查,保护区周边社区村寨约 93%的村

民小组通电,但主要是用于照明用电,农村传统的生

计方式(老虎灶、大火塘等)决定了薪柴仍是目前的

主要能源。 合理规划和建设薪炭林、自用林基地,可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社区居民森林资源的依赖。
5. 5 适当发展生态旅游

在开展保护区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周边社区能

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获得一定的补偿。 但是由

于资金短缺,直接补偿措施难以实行。 生态旅游是

保护区资源合理利用的最佳方式之一,在不破坏自

然资源和景观的前提下,可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和

人文景观,适当开展生态旅游以增加收入,带动社区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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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进行沼肥与厩肥、复合肥、不施肥 4 个处理对核桃各项生产指标的影响比较试验,结果表

明,施沼肥增产效益显著,且能很好地防治虫害。 施沼肥与施厩肥相比平均单株产量提高 18. 3%,与施复合肥相比

平均单株产量提高 10. 6%。 喷施沼液的核桃树树叶虫口率仅为 2%,与喷施清水、复合肥及畜粪尿溶液相比,虫口

率分别减少 36. 3%,23. 1%和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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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a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four
 

tests
 

effect
 

of
 

biogas
 

fertilizer,
 

manure,
 

compound
 

fertilizer
 

and
 

non-fertilized
 

were
 

studied
 

on
 

walnut
 

y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iogas
 

fertilizer
 

could
 

prevent
 

pests
 

and
 

the
 

yield
 

of
 

walnut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average
 

yield
 

per
 

plant
 

by
 

applying
 

biogas
 

fertilizer
 

increased
 

up
 

to
 

18. 3%
 

and
 

10. 6%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applying
 

manure
 

and
 

compound
 

fertilizer.
 

Insects’
 

population
 

rate
 

on
 

walnut
 

tree
 

leaves
 

was
 

only
 

2%
 

when
 

spraying
 

biogas
 

slurry,
 

and
 

decreased
 

36. 3%,
 

23. 1%
 

and
 

18. 4%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spraying
 

water,
 

com-
pound

 

fertilizer
 

and
 

manur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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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是我国第一核桃主产区,截至 2010 年

底,核桃栽培面积达 160 万
 

hm2,由于云南山区的自

然生态经济条件,山区核桃栽培管理技术粗放,产量

较低。 据我国 1987 年颁布的国家标准《核桃丰产与

坚果品质》,晚实核桃 I 类核桃生产地区,树龄在 15
 

a 以下的平均株产量为 8
 

kg,平均产量为 1
 

170
 

kg /

hm2;树龄在 20
 

a 以上的平均株产量为 33
 

kg,平均

产量为 3
 

450 ~ 12
 

000
 

kg / hm2。 美国加州核桃栽培

面积约 10. 67 万
 

hm2,年产量达 50 多万
 

t,平均产量

达 4
 

500
 

kg / hm2 以上[1] 。 目前云南省核桃平均株

产 1. 3
 

kg 左右,平均产量 225
 

kg / hm2;栽培水平相

对较高的核桃主产区大姚县,现有核桃 1. 8 万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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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果面积为 1. 13 万
 

hm2,年产量为 4
 

129
 

t,折合产

量 360
 

kg / hm2,单株产约 2
 

kg。 不仅与世界先进水

平差距极大,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也存在着巨大差

距。 主要原因是云南省各地核桃集约化栽培管理水

平低,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核桃林地土壤管

理水平较低所致。
沼肥是沼气发酵残余物(沼液和沼渣)的统称,

是人畜粪便、有机废弃垃圾、农作物秸秆及不含杀菌

物质的生活污水经沼气池密封厌氧发酵后的残留

物,是一种速效和缓效兼备的优质有机肥。 沼渣含

N(0. 78% ~ 1. 61%)、P(0. 39% ~ 0. 71%)、K(0. 61%
~ 1. 30%)、有机质(36% ~ 49. 9%)、腐质酸(10. 1%
~24. 6%),沼液含 N(0. 03% ~ 0. 08%)、P(0. 02% ~
0. 07%)、K(0. 05% ~ 0. 14%) [2] 。 沼肥除了含有如

此丰富的 N、P、K 等元素外,还含有对林木生长发育

有调控作用的 Fe、Zn、Ca、Cu、Mu 等多种微量元素以

及氨基酸、生长素、赤霉素、纤维素酶、单糖、维生素

等生物活性物质[3] 。 其不仅能为林木提供较全面

的营养素,也为发展生态林业,生产无公害有机林产

品开辟了新渠道[4] 。
河南、河北、陕西对沼肥在苹果上的应用研究比

较系统,研究范围涵盖了沼肥对苹果单果重、单位面

积产量、品质、可溶性固形物质含量、病虫害防治等

方面。 如河北省井陉县生态农业课题组历时 3 年的

研究表明,每株苹果每年施沼渣 25
 

kg,喷施沼液 2
次,可使坐果率提高 14. 4%,单果平均重提高 58

 

g,
可溶性固形物质含量提高 2. 8%,单位面积产量提

高 18%,并促进了果树连年丰产稳产,克服了大小

年现象[5] 。 新疆近几年在沼肥施用方式对红枣的

产量、品质、枣园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

研究;湖北对板栗施沼肥的增产技术进行了研究;贵
州对野生山核桃施沼肥的效果进行了研究。

云南省沼气建设规模截至 2009 年底已达

247. 987
 

8 万户,在云南的广大山区,虽然沼气池的

建设非常普及,但沼肥的应用特别是在核桃产业发

展中的应用较少。 为此,在对核桃丰产管理工作中

设置了沼肥与厩肥、复合肥、不施肥的比较试验,旨
在研究沼肥对核桃生长的影响,增产效益、防治虫害

效果等,用于指导广大山区林农对沼肥的应用。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供试品种为 2004 年 2 月种植,树龄 6
 

a 的云新

14 号核桃。 沼肥为正常产气的沼气池的沼液和沼

渣[6] 。 厩肥是饲养牛、羊的粪、尿和松毛、杂草等的

腐熟肥。 复合肥为一定比例的 N、P、K 肥。
1. 2 试验地点

试验于 2009 ~ 2011 年在永胜县光华乡新生村

委会杨家山进行。 海拔 1
 

700 ~ 1
 

950
 

m,年均温

14. 38℃ , ≥ 10℃ 活动积温约 4
 

120℃ , 日照时间

2
 

555
 

h,年均降雨量约 1
 

290. 08
 

mm,降雨时间为 6
~ 10 月。 主要分布有红壤、黄红壤,中厚层,肥力中

等,阳坡、半阳坡,坡度 16° ~ 20°。 安排试验前,核桃

林基本不进行土壤管理。
1. 3

 

方法

1. 3. 1
 

试验设计

设 A、B、F、G
 

4 个处理。 充分考虑树体差异,采
用随机区组设计,分 4 个小区,每个小区 1 个处理,1
个处理 5 次重复,1 个处理即 1 个小区共施 5 株。 A
组为全程施沼肥,B 组全程施厩肥,F 组全程施复合

肥,G 组为对照不施肥。
1. 3. 2 施肥时间及施肥量

1)施肥时间:于 2009 年和 2010 年采果后 10 月

中旬(还阳肥)、开花前 2 月下旬(花前肥),4 月初

(坐果肥)、果实彭大期 7 月初(壮果肥),每年施

4 次。
2)施肥量:按成年核桃树每年每株施 25

 

kg 农

家肥、400
 

g 复合肥的标准[7-9] ,结合树势情况,A 组

和 B 组每株每次施 20
 

kg,每年 80
 

kg 沼渣和厩肥作

追肥,用从正常产气 3 个月以上的沼气池[6] 取出并

经过滤的 30%的沼液和 30%的畜粪尿作叶面肥;F
组,每株每次施 150g 复合肥作追肥, 用 0. 3% ~
0. 5%的复合肥溶液作叶面肥[7-9] 。 G 组不施肥,用
清水作叶面肥。
1. 3. 3 施肥方法

1)追肥:沼渣肥和厩肥在树干外围的 4 个方向

开挖 20 ~ 40
 

cm 宽,30
 

cm 深,1 ~ 1. 5
 

m 长的沟施入,
并用土覆盖。 沼渣出池后,堆沤 5 ~ 7

 

d 再施用[6] 。
复合肥在树干外围的 4 个方向开挖 15 ~ 20

 

cm 的穴

施入,并用土覆盖。
2)叶面肥:选择阴天,若晴天则在上午 10 点

前,下午 5 点后,按比例配制沼液、畜粪尿、NPK 复

合肥溶液及清水按设计进行叶面喷施。 喷施树干、
枝条、叶片正反面,肥液以悬浮于叶、果、枝、干表面

或少量下滴为度[5,10-11] 。

2 试验观测及统计分析

分别于 2011 年的 3 月初、4 月初、6 月中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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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10 月底,观测花枝率、着果数、果枝率、株产

量、抽新梢情况及生长量、树叶虫口率,统计 2
 

a 各

观测指标。 花枝率、果枝率、抽新梢及生长量测定

60%的母枝;产量测定每个处理 5 株;树叶虫口率每

株随机抽取 10 枝复叶,对整枝复叶上的全部叶片进

行统计。

利用 Microsoft
 

Excel 软件计算每株及每组各指

标的平均值,完成方差分析和 LSD 多重比较。

3 结果与分析

3. 1 几种施肥对核桃树各指标的影响

几种施肥核桃树各指标观测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施肥试验各指标观测结果统计

Tab. 1　 Fertilization
 

test
 

indicators
 

statistics

处理
新梢生长量 / cm

粗 长

花枝率
/ %

果枝率
/ %

单株产量
/ kg

每母枝抽新梢数
/ 条

虫口率
/ %

每果枝着果数
/ 个

A(沼气肥) 1. 94 19. 35 97. 8 84. 8 3. 38 4. 25 2. 0 1. 9

B(厩
  

肥) 0. 99 11. 50 94. 9 73. 0 2. 78 3. 10 20. 4 1. 4

F(复合肥) 1. 17 16. 25 95. 4 94. 1 3. 02 3. 75 25. 1 1. 3

G(不施肥) 1. 10 17. 95 68. 2 63. 4 1. 56 1. 90 38. 3 1. 0

　 　 由表 1 可知,几个指标中施复合肥的仅是果枝

率最高,其它均是施沼肥的最高。 沼肥对核桃树新

梢生长量、每母枝抽新梢数、花枝率、果枝率、单株产

量等均产生影响。
3. 2 沼液在抑制核桃树虫害方面的作用

经过厌氧发酵的沼液含有吲哚乙酸、赤霉素和

较高容量的氨和氨盐,含量可达 0. 2% ~ 0. 3%,这些

物质均可抑制刺蛾、金龟子、介壳虫、叶螨、蚜虫等害

虫的繁殖
 [2-4] 。 试验地核桃树的主要害虫是食核桃

树叶的刺蛾和金龟子,喷施沼液的核桃树树叶虫口

率仅为 2%,与喷施清水、复合肥及畜粪尿溶液的核

桃树树叶相比,虫口率分别减少 36. 3%,23. 1%和

18. 4%,且树叶浓绿、厚重。
3. 3 几种施肥各指标相关分析

将试验处理各指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几种施肥试验核桃树各指标的相关分析

Tab.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walnut
 

tree
 

index
 

in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experiment
 

i 产量 新梢粗 新梢长 花枝率 果枝率 每母枝抽新梢数 虫口率 每果枝着果数

j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1 1. 000

x2 0. 549∗ 1. 000

x3 -0. 045 0. 306 1. 000

x4 0. 839∗∗ 0. 402 -0. 160 1. 000

x5 0. 725∗∗ 0. 303 0. 126 0. 720∗∗ 1. 000

x6 0. 868∗∗ 0. 575∗∗ 0. 054 0. 861∗∗ 0. 754∗∗ 1. 000

x7 -0. 780∗∗ -0. 715∗∗ -0. 097 -0. 757∗∗ -0. 506∗ -0. 767∗∗ 1. 000

x8 0. 667∗∗ 0. 566∗∗ 0. 131 0. 514∗ 0. 373 0. 497∗ -0. 759∗∗ 1. 000

注:∗在
 

0. 05
 

水平上显著相关,∗∗在 0
 

. 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相关性分析表明,产量与花枝率、果枝率、每母

枝抽新梢数、每果枝着果数之间均呈极显著的正相

关,与虫口率呈极显著的负相关,与新梢粗呈显著负

相关。 由此可见,整项试验中花枝率、果枝率、每母

枝抽新梢数、每果枝着果数是影响产量的主要

指标。
3. 4 几种施肥对主要指标的影响

对几组施肥处理中各主要指标进行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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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主要指标方差分析

Tab. 3　 Key
 

Indicators
 

variance
 

analysis
 

指标 差异源 SS DF MS F

产量 组间 9. 35 3 3. 12 21. 72∗∗

组内 2. 30 16 0. 14

总计 11. 55 19

花枝率 组间 2929. 14 3 976. 38 52. 85∗∗

组内 295. 60 16 18. 48

总计 3224. 74 19

果枝率 组间 2704. 44 3 901. 48 133. 01∗∗

组内 108. 44 16 6. 78

总计 2812. 88 19

每果枝着
果数

组间 2. 10 3 0. 70 7. 27∗∗

组内 1. 54 16 0. 10

总计 2. 64 19

每母枝抽新
梢数

组间 15. 58 3 5. 19 24. 20∗∗

组内 3. 43 16 0. 21

总计 19. 01 19

注:F0. 05 = 3. 239,F0. 01 = 5. 29。

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施肥处理对产量、花枝率、
果枝率、每果枝着果数和每母枝抽新梢数在 F0. 01 =
5. 29 下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可见,试验设计内与对

照相比各施肥处理对各主要指标的影响较大。 为了

比较各处理间的显著性,对各处理进一步进行多重

比较,结果如表 4、表 5、表 6、表 7、表 8 所示。
不同处理产量多重比较表明(表 4),产量指标

A、B、F
 

3 组处理与对照( G)存在极显著差异,A 组

处理与 B 组处理差异显著, 与 F 组处理差异不

显著。

表 4　 不同处理产量多重比较

Tab. 4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yield
 

in
 

different
 

processing
 

处理
产量
/ kg

差异显著性
 

xi. -1. 56
 xi. -2. 78

 xi. -3. 02

A 3. 83 1. 82∗∗ 0. 60∗ 0. 36

F 3. 02 1. 46∗∗ 0. 24

B 2. 78 1. 22∗∗

G(CK) 1. 56

注:∗表示差异显著,∗∗表示差异极显著。

不同处理花枝率多重比较表明(表 5),花枝率

指标 A、B、F
 

3 组处理与对照(G)组之间差异均极显

著,A、B、F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表 5　 不同处理花枝率多重比较

Tab. 5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squid
 

rate
 

in
 

different
 

processing
  

处理
花枝率

/ %
差异显著性

 

xi. -68. 2
 xi. -94. 9 xi. -95. 4

A 97. 8 29. 6∗∗ 2. 9 2. 4

F 95. 4 27. 2∗∗ 0. 5

B 94. 9 26. 7∗∗

G(CK) 68. 2

不同处理果枝率多重比较表明(表 6),果枝率

指标 A、B、F、G
 

4 组之间差异均极显著。

表 6　 不同处理果枝率多重比较

Tab. 6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fruiting
 

branches
 

rate
 

in
 

different
 

treatment
 

处理
花枝率

/ %
差异显著性

 

xi. -63. 4
 xi. -73. 0

 xi. -84. 8

F 94. 1 30. 7∗∗ 21. 1∗∗ 0. 6∗∗

A 84. 8 21. 4∗∗ 11. 8∗∗

B 73. 0 9. 6∗∗

G(CK) 63. 4

不同处理每果枝着果数多重比较(表 7)表明,
每果枝着果数指标 A 组处理与 F、G 组处理间差异

极显著,与 B 组处理间差异显著,B、F、G
 

3 组处理间

差异不显著。

表 7　 不同处理每果枝着果数多重比较

Tab. 7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each
 

branches
 

fruiting
 

number
 

in
 

different
 

treatment
 

处理
花枝率

/ %
差异显著性

 

xi. -1. 0
 xi. -1. 3

 xi. -1. 4

A 1. 9 0. 9∗∗ 0. 6∗∗ 0. 5∗

B 1. 4 0. 4 0. 1

F 1. 3 0. 3

G(CK) 1. 0

不同处理每母枝抽新梢数多重比较表明(表

8),每母枝抽新梢数指标 A、B、F
 

3 组处理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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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间差异均极显著,A 组处理与 B 组处理间差异

极显著,B 组与 F
 

组之间差异显著。

表 8　 不同处理每母枝抽新梢数多重比较

Tab. 8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per
 

alma
 

mater
 

pumping
 

shoot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花枝率

/ %
差异显著性

 

xi. -1. 9 xi. -3. 10
 xi. -3. 75

A 4. 25 2. 36∗∗ 1. 160∗∗ 0. 510

F 3. 75 1. 850∗∗ 0. 650∗

B 3. 10 1. 200∗∗

G(CK) 1. 90

4 结论

1)施肥试验观测结果表明,几个指标中施复合

肥的仅是果枝率最高,其它均是施沼肥的最高,沼肥

对核桃树新梢生长量、每母枝抽新梢数、花枝率、果
枝率、单株产量等均产生了影响,增产效益显著。 施

沼肥与厩肥相比平均单株产量提高 18. 3%,与复合

肥相比提高 10. 6%。
2)试验结果表明,经过厌氧发酵的沼液显示了

较好防治虫害的效果。 喷施沼液的核桃树树叶,虫
口率仅为 2%,与喷施清水、复合肥及畜粪尿溶液的

核桃树树叶相比,虫口率分别减少 36. 3%,23. 1%和

18. 4%,且树叶浓绿、厚重。
3)不同施肥处理对产量、花枝率、果枝率、每果

枝着果数和每母枝抽新梢数在 F0. 01 = 5. 29 水平下

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试验设计内,与对照相比几种

施肥处理对各主要指标的影响较大。 但生产中对厩

肥特别是复合肥的应用研究并不少见,因此本研究

重点在于研究施沼肥与厩肥、复合肥以及不施肥相

比较的效果。

5 讨论

在核桃生产中,土壤施肥是增产增收的重要措

施之一,该研究对丰富肥种和沼肥在核桃生产中的

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但受所作试验的时间、次数、范
围、核桃品种所限,对沼肥的施用量、方式,沼肥与复

合肥及其它肥种的配合使用,对不同核桃品种的施

用都有待在核桃生产中继续进行研究。 目前的试验

结果,施沼肥与厩肥相比较增产效果差异显著,是厩

肥在沼气池里进行了充分的发酵和腐熟,营养素丰

富,在沼气池建设普及的情况下,可以推广沼肥在核

桃生产中的应用。 尽管沼肥与复合肥相比较,增产

效果差异不显著,但山区经济条件差,考虑节约投入

成本的因素,提倡推广沼肥在核桃生产中的应用。
沼液表现出了较好的防治虫害的效果,降低了农药

使用量和农药成本,是发展生态林业,生产无公害有

机林产品的必然选择,在核桃生产中叶面和树干喷

施沼液的推广应用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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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细香核桃采穗圃快速营建技术及其效益对比分析

段其宗
 

(陇川县林业局,云南 陇川 678700)

摘要:对陇川县细香核桃进行采穗圃快速营建技术的试验研究,对种植密度、施肥、修剪、浇水等技术环节进行试验

分析。 结果认为,与常规优选母树采穗相比,快速营建细香核桃采穗圃优点明显,主要为穗条来源清楚,穗条健壮、
芽多饱满,种苗出圃率超出 11. 1%;造林效果分析,2 种苗木造林成活率接近,抽发新枝数平均多 0. 19 枝,保存率高

出 1. 23%,建成第二年便可实现规模化采穗,可节约成本 0. 45 元 / 条。
关键词:细香核桃;采穗圃;营建技术;效益对比;陇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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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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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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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fra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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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ongchuan
 

Coun-
ty

 

has
 

been
 

conducted,
 

from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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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ing
 

density,
 

fertilization,
 

pruning,
 

watering
 

and
 

so
 

on,
 

re-
sults

 

show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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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apid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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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ly
 

cu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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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multi
 

b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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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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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11. 1%;
 

afforestation
 

effec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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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ing
 

surviva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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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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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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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9,
 

saving
 

rate
 

was
 

up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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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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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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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德宏州委、州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核桃产

业发展的意见》和特色产业规划,到 2020 年陇川县

规划发展核桃种植 1. 59 万
 

hm2,截至 2011 年底已

种植 0. 53 万
 

hm2。 由于采穗母树少,穗条供不应

求,核桃种苗品种、质量和数量无法保证,严重影响

到核桃产业的发展。 为了解决核桃穗条这个瓶颈问

题,陇川县林业局和陇川林场于 2008 年 12 月进行

了快速营建细香核桃采穗圃技术的研究,建立德宏

州首个核桃采穗圃。 笔者负责项目建设,对快速营

建细香核桃采穗圃技术进行了总结,并对快速营建

采穗圃采穗和传统优选母树采穗进行了对比分析。

1 采穗圃建立地点概况

采穗圃建立在城子镇陇川林场南田营林区的旱

地中, 面积为 0. 67
 

hm2, 海拔 1
 

120
 

m,
 

年均温

18. 8℃ 。 基地主要土壤类型为红壤,土层深厚,土壤

普遍呈微酸性,pH 值 5。 基地交通运输方便,地势

平坦,排水良好,内有水塘和水沟,能够抽水浇灌。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2 采穗圃营建技术

2. 1 品种选择

细香核桃(Juglans
 

sigillata)是陇川县的乡土优

质核桃品种,具有早实、丰产、优质、耐寒的优点,结
合陇川县气候特点和群众多年种植效益对比,列为

重点推广的核桃品种。
2. 2 母树优选

根据核桃产业发展的需要,2006 年初至 2008
年底,在王子树乡和护国乡初选优树 500 株(护国

乡 200 株、王子树乡 300 株)。
1)选优母树标准:丰产、产量稳定,在连续 3 年

的产量调查中,任何 2 年产量之差要低于大年产量

的 60%。 品质好,坚果 3 年平均出仁率达 50% 以

上,壳面较光滑,每公斤 40 个左右,取仁易,壳厚度

在 1. 4
 

mm 以下,种仁含油率在 60%以上。 生长健

康、无病虫害。
2)优选方法:收集符合条件的核桃资源分布数

量,拟订选择村寨,确定工作路线和工作进度,然后

进行每株实地选优。 采用优势木对比法进行选优,
符合条件的进行标号,确定为初选优良单株。 第二

年挂果时进行复选,进行品种鉴定和内含物测定,并
填写内含物测定表。 资料收集建档,对每株优树的

图、表等资料进行校对汇总建档。 采穗母树编号为:
乡(镇) +村+数字(如护国乡边河树村选出的第 1
号,其编号为:护边 1 号)。

3)优选结果:最终根据结实情况、种子成分测

定情况、树体长势健康状况等指标确定采穗优树。
2008 年 12 月,经省州专家进一步实地考评,确定 25
株母树为良种采穗母树,分散在王子树、护国 6 个村

小组。
2. 3 嫁接方法

嫁接穗条选定的 25 株母树,每株母树提供穗条

150 条,并编号分开嫁接培育。 嫁接方法采取挖起

砧木劈接,先将接穗条芽下方斜削约 3
 

cm,露出髓

心为准,然后从穗条另一面斜削,不露髓心,使其成

两口面等长约 2. 5
 

cm,穗条上保留一个完整芽;在
砧木基部上方 3 ~ 5

 

cm 处断砧,沿砧木断口髓心劈

开纵切深 3
 

cm,迅速把接穗与砧苗形成层对准插入

达胚根基部,用塑料薄膜绑扎严密。 嫁接时动作要

熟练,削面要光滑,接口注意保水保湿。
2. 4 栽植时间和方法

2009 年 1 月栽植。 栽植前清除造林地上的灌

木、杂草、竹丛,并进行全垦。 采用床式整地的方法,

开沟宽×深×沟距为 0. 5
 

m×0. 4
 

m×1. 0
 

m,用农家肥

和普钙肥(15:1 混合)与表土拌均后填入沟内。 造

林株行距为 0. 6
 

m×1. 0
 

m,高密度定植,采用长方形

配置方式。 栽植砧苗选择根系发达,主根长不低于

25
 

cm,≥5
 

cm 长Ⅰ级侧根数不少于 20 条,无病虫

害,嫁接口愈伤良好的Ⅰ级苗。 栽植前对苗木进行

处理,苗木根系用 ABT
 

6 号生根粉(1
 

g 生根粉+20
 

kg 水)药液蘸根 30
 

s。 栽苗时苗木扶正,根系舒展,
并踏实土壤,栽成馒头状,栽植深度以接口露地面为

准,栽植后及时浇足定根水。 此后,视土壤墒情而

浇水。
2. 5 采穗圃管理

追肥为复合肥,每年进行 1 ~ 2 次,在 6 月下旬

至 7 月上旬,追肥量施复合肥 0. 2 ~ 0. 3
 

kg / 株·a。
采用沟施法,从苗的两侧开沟,距离苗 10

 

cm。 追肥

结合浇水或在雨后,以免土壤干燥造成肥料浪费,甚
至产生肥害。 结合施肥及时中耕,全年进行 2 ~ 3
次,经常保持土壤疏松无杂草状态。
2. 6 树体管理

核桃苗栽植成活后,及时在苗木距地面 50 ~ 60
 

cm 处短截定干,促使截口以下侧芽萌发,用枝剪剪

去苗梢生长点,并用塑料薄膜封好苗梢剪口,剪口平

整。 种植后第二年每年春季开始进行修剪,调控树

势,平衡穗条生长,促使萌发更多的穗条。 一般枝留

2 个穗条,粗壮枝留 3 ~ 4 个穗条。 留枝的原则是去

强、剔弱、留中等,确保留枝均匀生长。 适时摘心、打
顶,促进穗条芽体饱满。
2. 7 有害生物防治技术

以预防为主,主要采用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
防治工作一般以入冬前翻耕圃地、清扫枯枝落叶和

清洁树体为主要防治措施,树干刷白、根茎部缠绕草

绳等物预防鼠兔啃食。
2. 8 穗条采集

1)穗条质量:硬枝穗条要求长 10 ~ 60
 

cm,粗

0. 8~ 1. 5
 

cm,接穗上芽饱满,芽径≥0. 5
 

cm;嫩枝穗

条选择木质化较好、无病虫害、具有 3 ~ 5 个饱满芽

的当年新枝。
2)采穗时间:休眠枝在整个休眠期都可采集,

一般在 11 月下旬至 12 月末。
3)采集方法:人工采集,注意剪口要平,不允许

有斜口或劈裂枝条。 必须在穗条枝的下部留 2 ~ 3
个芽,以实现持续采穗、越采越多。

4)根据穗条长短、粗细分别打捆包装,每 30 ~
50 根一捆,挂标签,标明品种和采集地点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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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采集后置于房间内脱水处理 2 ~ 3
 

d 后封腊

即可嫁接,并建立穗条出圃档案。

3 结果分析

3. 1 采穗圃长势情况

在建成的陇川林场核桃采穗圃设立 10 个样地

观测,观测样地面积合计 160
 

m2。 观测结果,采穗

圃核桃长势喜人,地径和抽发新枝增幅明显(表 1)。

表 1　 采穗圃核桃长势情况观测记录

Tab. 1　 Observation
 

record
 

sheet
 

of
 

walnut
 

growing
 

conditions
 

in
 

cutting
 

orchard

观测时间
    平均地径

/ mm
    

平均树高
   

/ m
    

平均冠幅
  

/ m×m
   

平均发
新枝数

  

/ (条·枝-1 )
 

备注
                

2009. 11
     

25. 92
        

0. 79
       

0. 6×0. 8
       

2. 2

2010. 11
     

38. 51
        

1. 15
       

0. 9×1. 0
       

3. 5

2011. 11
     

59. 17
        

1. 23
       

1. 1×1. 3
       

4. 6

3. 2 采穗圃穗条产量统计及育苗效果对比分析

2009 ~ 2011 年共采穗 9. 8 万条,在同一苗圃基

地与采用母树采穗嫁接培育的产量及育苗效果进行

对比,通过该采穗圃采穗繁育的核桃种苗平均出圃

率为 84%,采用母树采穗培育的核桃种苗平均出圃

率为 73%,超出 11. 1%,且穗条健壮、芽多饱满,质
量效果明显(表 2)。

表 2　 采穗圃穗条产量统计和育苗情况对比

Tab. 2　 Cuttings
 

wood
 

production
 

statistics
 

and
 

nursery
 

situation
 

contrast
 

in
 

cutting
 

orchard
 

出圃时间
      产量

 

/ 万条
  

嫁接
培育苗
/ 万株

  

出圃
Ⅰ级苗

 

/ 万株
 

出圃率
 

/ %
  

母树采穗
出圃率

/ %
 

2009. 12~ 2010. 1
   

2. 3
      

8. 6
         

7. 1
        

82. 6
         

69. 7

2010. 12~ 2011. 1
   

3. 5
      

14. 5
        

12. 5
       

86. 2
         

78. 1

2011. 12~ 2012. 1
   

4. 0
      

17. 0
        

14. 4
       

84. 7
         

72. 4

平均
                                        

84. 5
         

73. 4

3. 3 采穗圃和优选母树采穗种苗造林效果对比分析

经对 2010 ~ 2012 年开展的冬季核桃造林,在全

县 4 个乡镇 9 个造林地块分别对采穗圃和优选母树

采穗种苗造林情况设点调查,调查面积为 1. 2
  

hm2。
经调查分析,2 种苗造林成活率较接近,采穗圃种苗

造林抽发新枝数平均多 0. 19 枝,保存率高出 1. 23%

(表 3),这说明抽发新技数和保存率与穗条质量有

直接关系。

表 3　 造林效果对比

Tab. 3　 Aforestation
 

results
 

contrast

造林
时间

   造林地
   

成活率 / %
     

(采穗苗
/ 母树苗)

  

平均抽发
新枝数

/ (条·枝-1 )
      

(采穗苗 / 母树苗)
  

保存率 / %
   

(采穗苗
/ 母树苗)

 

点 1
      

81 / 79
           

1. 4 / 1. 2
           

74 / 74

2010. 1
    

点 2
      

86 / 85
           

1. 7 / 1. 3
           

80 / 77
          

点 3
      

84 / 85
           

1. 5 / 1. 2
           

80 / 78

平均
        

83. 7 / 83. 0
        

1. 53 / 1. 23
        

78. 0 / 76. 3
               

点 4
      

84 / 80
           

1. 3 / 1. 2
           

79 / 78

2011. 1
    

点 5
      

82 / 83
           

1. 4 / 1. 3
           

80 / 77
          

点 6
      

76 / 78
           

1. 1 / 1. 1
           

69 / 70

平均
        

80. 6 / 80. 3
        

1. 27 / 1. 20
        

76. 0 / 75. 0
       

点 7
      

85 / 87
           

1. 4 / 1. 4
           

80 / 81

2012. 1
    

点 8
      

90 / 87
           

1. 8 / 1. 5
           

85 / 80
          

点 9
      

83 / 85
           

1. 6 / 1. 3
           

79 / 80

平均
        

86. 0 / 86. 3
       

1. 60 / 1. 40
        

81. 3 / 80. 3

总平均
       

83. 43 / 83. 20
      

1. 467 / 1. 277
      

78. 43 / 77. 2

3. 4 建圃采穗和优选母树采穗经济效益对比

建圃当年合计投入 15 万元(苗木、整地、挖塘、
栽植、浇水等),种植投入成本约 13. 6 元 / 株;第二年

起每年投入 1. 5 万元(肥料、浇水、中耕管理等劳务

费),管理投入成本约 1. 4 元 / 株。 2009 ~ 2011 年共

采穗 9. 8 万条,直接经济效益 9 万余元。 2011 年以

后基本实现稳产,每年可采穗 4 万条以上,可供 25
万株嫁接用芽,为陇川 1

 

333 万
 

hm2 核桃产业用苗

提供纯正的穗条种源保障。 按当前穗条市场价 1. 0
元 / 条计算,每年可实现直接经济效益 4 万元。 优选

母树采穗,母树分散,树体高大采穗危险,部分地区

交通不便影响穗条及时处理导致损失,采穗成本为

0. 8 元 / 条。 建圃采穗具有集中、便于管理和采穗安

全、运输方便、随用随采的特点,采穗成本为 0. 35
元 / 条,节约 0. 45 元 / 条,且每年抚育管理和采穗可

解决周边村寨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采穗与优

选母树采穗效益相比,经济、社会效益明显。

4 结语

通过实施陇川林场细香核桃采穗圃项目建设,
(下转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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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花农花卉新品种种植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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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卉产业是云南省经济发展的四大产业之一,2010 年花卉产业为全省花农创收近 60 亿元。 受植物新品种保

护制度保护的花卉新品种种植将给花农带来 60
 

000~ 75
 

000 元 / hm2 的额外收入,研究花农花卉新品种种植意愿显

得极为必要。 藉此对云南省花卉主要种植区晋宁、通海县花农进行调查,采用二值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花

农种植花卉新品种意愿的影响因素如花农基本特征、投放产出、对新品种保护制度认知程度、外部影响等,并提出

了提高花农花卉新品种种植意愿的对策。
关键词:花农;花卉新品种;种植意愿;影响因素;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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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ower
 

industry
 

is
 

one
 

of
 

the
 

four
 

major
 

industries
 

of
 

Yunnan
 

Province's
 

economic
 

develop-
ment,

 

the
 

flower
 

industry
 

created
 

income
 

nearly
 

60
 

billion
 

in
 

2010
 

for
 

the
 

flower
 

farmer.
 

It
 

is
 

essential
 

to
 

study
 

the
 

planting
 

desire
 

of
 

flower
 

farmer
 

on
 

new
 

plant
 

varieties,
 

for
 

new
 

flower
 

varieties
 

which
 

protected
 

by
 

new
 

flower
 

varieties
 

protection
 

system
 

will
 

bring
 

about
 

60000
 

~
 

75000
 

yuan / hm2
 

additional
 

income
 

to
 

flower
 

farmer.
 

On
 

the
 

base
 

of
 

the
 

survey
 

in
 

main
 

flower
 

growing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Jinning
 

and
 

Tonghai
 

Count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lower
 

farmer
 

planting
 

desire
 

such
 

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wer
 

farmer,
 

input
 

and
 

output,
 

New
 

Varieties
 

protection
 

system,
 

by
 

using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flower
 

farmer
 

planting
 

desire
 

on
 

new
 

flowers
 

varieti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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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s;
 

planting
 

desire;
 

influencing
 

factors;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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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鼓励培育和

使用植物新品种,促进林业生产的发展,学者们对植

物新品种制度的研究多集中在制度对育种产业的影

响、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制度的经济影

响[1-3]等方面。 花卉产业是云南省林业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但关于花卉产业方面的研究却多集

中在花卉产业的竞争力、花卉产业发展前景[4-6] 等

方面,关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花卉产业的影响

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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媛,等:云南省花农的花卉新品种种植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1 花卉产业发展现状

2010 年,云南省花卉种植面积达 4. 2 万
 

hm2,
同比增长 8. 47%;鲜切花总产量达 60. 5 亿支,同比

增长 8%,连续 17 年保持全国第一,促进花农增收

60 亿元,同比增长 20%。 花卉总产值 232 亿元,同
比增长 15. 42%;花卉出口总额 1. 5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5%。 为了显著增强云南花卉自主创新实力,云
南省花卉产业办公室正式启动实施“云南自主创新

花卉新品种及产业化示范工程”,截至 2010 年底,云
南省成功选育的花卉新品种已达 145 个,其中 54 个

获得了植物新品种权证书(3 个在国外获授权),占
全国选育新品种数的 80%以上。 2010 年云花新品

种推广面积超过 266. 7
 

hm2,“冰清”、“金玉”等鲜切

花新品种已批量出口至日本、俄罗斯、香港等国家和

地区,其售价较市场平均价高出 30%以上,单位增

收 60
 

000 ~ 75
 

000 元 / hm2。
    

目前,云南省花卉种植主体呈现出三分天下的

局面,即花卉企业、花卉种植大户(种植面积与花卉

企业相近,但没有进行工商注册)和花农各占 1 / 3,
花农作为经营主体之一,拥有自由选择种植品种的

权利,品种选择的优劣与否直接决定着花农收入的

高低,也影响着云南省花卉产业的竞争力。

2 花农种植花卉新品种意愿的影响因素设定

一般地,经济收益最大化是花农种植花卉的主

要目标,经济理性的花农会选择最具经济效益的品

种,其决策目标是利润最大化。 调查案例县花农所

种植的花卉品种多数都是成本低廉,即不需交纳任

何知识产权费用,而收益较好的品种,如艳粉、黑魔

术和卡罗拉。 然而国外却主要种植具有知识产权的

花卉新品种,市场利润不仅可观而且国际市场占有

率也较高。 笔者调查发现,国内特别是云南省的花

卉品种普遍都是引进国外已过保护期,不需交纳任

何费用的品种,有个别花卉企业在推广新品种,但因

新品种市场风险较高,推广面积很有限,直接制约着

本地花卉产业长期竞争力的提升。 因此,通过对相

关数据的整理,分析影响花农种植新品种意愿的影

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云南省花卉产业的持续

发展具有实践意义。 考虑到影响花农种植品种的因

素较多,在此基础上,把影响花农意愿的因素分为 4
组:基本特征因素、投入产出因素、对植物新品种保

护制度认知程度因素、外部影响因素。

3 花农种植花卉新品种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统

计分析

3. 1 调查基本情况

为了解花农种植花卉新品种的意愿,课题组于

2011 年 7 月在云南省花卉主产区晋宁县和通海县

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对象包括花农、花卉企业、花
产联和花卉科研单位等。 对花农的调查采用了随机

抽样方法,共收回有效问卷 42 份。 从调研结果来

看,被调查者以男性居多,占 83. 3%;年龄结构偏向

中老年,平均年龄 41. 76 岁;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

为主,占调查总量的 81%。 对于采用新品种的意愿

方面,被调查者中愿意采用新品种的花农 18 户,占
总调查量的 42. 9%,其中,男性 14 户,占 33. 3%,女
性 4 户,占 9. 5%。 不愿意采用新品种的花农 24 户,
占总调查量的 42. 9%,其中,男性 21 户,占 50%,女
性 3 户,占 7. 1%。
3. 2 模型与变量选择

当被解释变量为 0 / 1 二值变量时,无法直接采

用一般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建模,通常应采用二值

Logistic 回归模型。 本调查问卷将花农选择新品种

的意愿分为“愿意 / 不愿意”2 种情况,适于用该模型

进行分析。 花农是否选择新品种的意愿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在总结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7-9] ,本研究

选取 15 个指标作为自变量(表 1),利用 Logistic 回

归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后,最终得到影响花农选择新

品种意愿的主要因素及各因素的重要程度。

4 模型建立与结论分析

4. 1 模型建立

在确定模型与变量的基础上,运用 SPSS16. 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在处理过程中,采用后

向筛选法。 首先把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然后进

行参数的显著性检验,把 t 值最小的那个变量剔除,
然后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再进行参数检验,直到方

程中变量的回归系数的 t 值基本显著为止,以此来

达到模型的最优拟合。 采用上述方法总共得出 9 种

估计结果,从各种模型的运行结果来看,模型拟合度

较好,且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得出回归模型,本文

鉴于篇幅只列出第九种估计结果(表 2)。
LogitP = 14. 490 - 0. 294x2 + 3. 474x3 + 1. 791x5

 -
1. 317x7 +1. 588x9 +1. 520x12

4. 2 结论分析
     

模型中变量 x1、x4、x6、x8、x10、x11、x13、x14 和 x15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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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因变量、自变量的选择与赋值

Tab. 1　 Dependent
 

variable,
 

independent
 

variable
 

selection
 

and
 

assignment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花农选择新品种意愿(因变量 y) 愿意= 1,不愿意= 0

花农基本特征
因素(自变量)

性别(x1 ) 男= 1;女= 0

年龄(x2 ) 按照实际年龄

文化程度(x3 ) 文盲= 0;小学 = 1;初中 = 2;高中及
以上= 3

种植年限(x4 ) 按照实际年限

花农投入产出
因素(自变量)

种植面积(x5 ) 按照实际种植面积

种苗费(x6 )
5000 元及以下 = 1;5001 ~ 10000 元
= 2;10001 ~ 15000 元 = 3;15001 元
及以上= 4

生产成本(x7 )
15000 元及以下 = 1;15001 ~ 30000
元= 2;30001 ~ 45000 元 = 3;45001
元及以上= 4

产品产量(x8 )
45000 及以下 = 1;45001 ~ 90000 =
2;90001 ~ 135000 = 3;135001 及以
上= 4

销售收入(x9 )
40000 元及以下 = 1;40001 ~ 80000
元 = 2; 80001 ~ 120000 元 = 3;
120001 元及以上= 4

植物新品种保
护制度认知程
度因素(自变
量)

花农对新品种
保护制度的熟
悉程度(x10 )

知道= 1,不知道= 0

是否应实施新
品种保护制度
(x11 )

应该= 1,不清楚= 0

花卉种植品种
(x12 )

1 个品种= 1;2 个品种= 2;3 个品种
= 3……

外部影响因素
(自变量)

销售渠道(x13 ) 1 种销售渠道 = 1;2 种销售渠道 =
2;3 种销售渠道= 3……

技术培训(x14 ) 是= 1;否= 0

本地是否有种
植花卉的优势
(x15 )

是= 1;否= 0

表 2　 Logistic 模型分析结果

Tab. 2　 Logistic
 

model
 

analysis
 

results

解释变量 B S. E Wald Sig. Exp(B)

花农年龄 -0. 294 0. 128 5. 283 0. 022 0. 745

文化程度 3. 474 1. 527 5. 172 0. 023 0. 031

种植面积 1. 791 0. 748 5. 738 0. 017 5. 996

花卉种植品种 1. 520 0. 835 3. 315 0. 039 0. 219

生产成本 -1. 317 0. 906 2. 115 0. 026 0. 268

销售收入 1. 588 0. 777 4. 174 0. 041 4. 894

未能通过模型 t 检验,只有 x2、x3、x5、x7、x9 和 x12 通

过了 t 检验。 具体分析如下:
4. 2. 1 花农基本特征因素

包括性别 x1、年龄 x2、文化程度 x3、种植年限

x4。 数据表明,在性别这一因素上,男性与女性在是

否愿意种植新品种上无明显差异;年龄越大思想越

保守,选择新品种的意愿越低,花农年龄与新品种种

植意愿呈负相关关系,且贡献度较大,即花农越年轻

越容易接受新事物,种植新品种的概率越大。 调查

样本中涉及到的花农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但是小学、
初中和高中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明显,也解释了模

型中文化程度与种植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但是贡献

度并不大的原因。
4. 2. 2 花农投入产出因素

包括种植面积 x5、种苗费 x6、生产成本 x7、产品

产量 x8、销售收入 x9。 种植面积与种植意愿呈正相

关,且贡献度极大。 因为种植面积、种植品种和销售

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间接关系,即种植面积大,品种

自然会较丰富,销售收入也会较高,这样的花农就更

有能力去种植新品种,抢占空白市场,赚取更大的利

益。 模型结果显示,生产成本与种植意愿呈负相关

关系,即如果花卉种植生产成本较高,风险较大,花
农就不会轻易选择新品种进行种植尝试,花农的种

植意愿自然较低。
4. 2. 3 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认知程度因素

包括花农对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熟悉程度 x10、是

否应实施新品种保护制度 x11、花卉种植品种 x12。
花农如果对新品种保护制度越熟悉,越知晓知识产

权对于保护自身利益,拥有市场优势的好处,就越愿

意种植新品种,且强烈要求实施新品种保护制度。
从花卉种植品种角度来看,花农种植品种越多,其经

验越丰富,市场驾驭能力越强,对于新品种的好处认

识越充分,采纳新品种的意愿就越强烈。
4. 2. 4 外部影响因素

包括销售渠道 x13、技术培训 x14、本地种植花卉

的优势 x15。 不同地区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存在差

异,花卉资源及其产业发展阶段也不同,取得的成效

和出现的问题各不相同,科技推广力度将可能影响

花农的选择。 同样,花农拥有多样的销售渠道,说明

其商品化程度越高,销路就越有保证,花农对于品种

的要求就越高级。
对于未通过模型检验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认

知程度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理论层面上,这些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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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花农种植花卉新品种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

被调查花农的文化程度都偏低,再加上对植物新品

种保护制度的宣传有限,调查中花农出现不清楚的

情况就直接选择了不愿意种植花卉新品种,这些原

因导致上述两类因素没有通过模型检验。

5 提高花农种植花卉新品种意愿的对策

5. 1 花卉种植的集约化发展

鉴于零散花农种植花卉新品种的面积有限,土
壤保肥及酸碱度测量技术短缺,鲜切花保鲜冷冻环

节滞后,销售方式单一等,稳定经营的风险较高,笔
者认为有实力的花卉企业可以尝试租用面积较大的

土地后,组织一定规模花农集中种植花卉新品种,一
方面可以整合企业各种优势资源集中生产、销售,另
一方面可以通过种植收益辐射更多花农,进一步推

广花卉新品种种植面积,提升花卉产业整体竞争力。
5. 2 销售渠道的规范化

     

销售渠道的规范化会增大花卉种植的侵权成

本,降低花卉新品种的营销成本,提高花农种植新品

种的意愿,如花卉交易市场代扣花卉新品种专利权

费用,就可实现对新品种的保护,同时销售环节扣费

也降低了花农种植的风险,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目

前云南省花卉销售渠道模式较多,但都缺乏监管,呈
现出多、小、乱的特点,花卉交易市场的年交易量很

有限,有待进一步规范。
5. 3 普及花卉新品种种植相关技术培训

     

云南省虽然有较为悠久的种植花卉历史和得天

独厚的种植花卉优势(气候优势和劳动力优势),但

是花卉新品种种植过程难免会出现一些对环境的苛

刻要求、对技术的精确把握等实践问题,单凭花农积

累的经验,势必不能与时俱进,增加生产风险,打击

花农种植的积极性。 通过普及花卉新品种种植知识

及技巧的培训,可以预防生产销售中不测因素的影

响,提高花农的自信,以增强种植新品种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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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快速营建技术试验,建成了全州首个细香核

桃采穗基地,试验中对细香核桃采穗圃种植密度、施
肥、修剪、浇水等技术环节进行总结。 与常规优选母

树采穗相比,快速营建细香核桃采穗圃优点明显,主
要为穗条来源清楚,穗条健壮、芽多饱满,符合国家

林业局关于种苗生产实行“四定三清楚”的要求,种
苗出圃率超出 11. 1%。 造林效果分析,成活率接

近,但抽发新枝数平均多 0. 19 枝, 保存率高出

1. 23%。 体现了“快速”,建成第二年便实现规模化

采穗,可节约成本 0. 45 元 / 条。 集中采穗安全、方
便、快捷,质量保证。 但采穗圃穗条的稳定性和变异

程度还有待进一步观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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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肥料对蓝花楹幼树生长量的影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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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云南保山市施甸县开展了 5 种不同肥料对蓝花楹幼树生长量的影响试验。 结果表明,树高、胸径的生长量

均以 A 处理(羊粪 200
 

g / 株)为最好,其次是氮磷钾复合肥,再次是牛粪,最差的是 F(对照,不施肥)处理。 A 处理

在树高和胸径生长量上分别高出 F(对照)处理的 82. 6%和 44. 7%。 不同肥料处理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关键词:肥料;生长量;蓝花楹幼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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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
 

of
 

five
 

different
 

fertilizers
 

on
 

Jacaranda
 

mimosifoia
 

sapling
 

growth
 

was
 

carried
 

out
 

in
 

Baoshan
 

of
 

Yuna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reatment
 

A
 

(
 

sheep
 

dung
 

200g
 

/
 

plant)
 

had
 

the
 

best
 

influence
 

on
 

tree
 

height
 

and
 

growth
 

volume
 

of
 

DBH,
 

followed
 

by
 

NPK
 

fertilizer,
 

cow
 

dung,
 

the
 

worst
 

is
 

the
 

treatment
 

F
 

(control,
 

no
 

fertilizer) .
 

The
 

tree
 

height
 

and
 

growth
 

volume
 

of
 

DBH
 

with
 

treat-
ment

 

A
 

were
 

higher
 

82. 6%
 

and
 

44. 7%
 

than
 

treatment
 

F
 

(control)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fertilizer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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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花楹(Jabaranda
 

acutifolia
 

Humb. et
 

Bonpl)属

紫葳科(Bignoniaceac)蓝花楹属(Jacaranda)落叶乔

木,多分布于南美洲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我国广

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等地少量分布[1] 。 随着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城市景观要求

的不断提高,景观绿化苗木需求十分旺盛,尤其是特

色景观绿化大苗市场需求较大。 目前,园林植物造

景方面对色彩的运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不断地

把各种色彩引入园林中,模拟出天然景观,不仅追求

季相变化,更在时间空间上追求色彩丰富、变换和

谐。 但由于有限的植物材料中冷色系的植物较少,
所以应用也相对缺乏。 如较为珍贵的蓝紫色系的植

物,更难见到高大的植物,使园林中缺少了天空与海

洋的色彩,缺少那种深远、清凉、宁静的意境,而蓝花

楹作为一种高大的蓝紫色系乔木,在园林绿化树种

的选择中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每年的 4 ~ 5 月,即春

末夏初,蓝花楹蓝色的花朵缀满枝头,有极高的园林

欣赏价值[2] ,保山、腾冲等地有零星的自然分布。
为有效发挥资源优势,加速发展蓝花楹树种,培育景

观绿化大苗,依托保山市恒源林木种苗有限公司育



吴建花,俞新水:不同肥料对蓝花楹幼树生长量的影响试验

苗基地,于 2009 年 6 月在施甸县甸阳镇沙坝村开展

了 5 种不同肥料对蓝花楹幼树生长量影响试验,现
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保山市施甸县甸阳镇东南部的白龙

水村,东经 99°10′0″ ~ 99°10′8″,北纬 24°42′30″ ~ 24°
42′33″,海拔 1

 

540
 

m。 该区域是施甸大河的源头,
其土壤主要为花岗岩风化后形成的红壤和黄红壤,
pH 值 5. 36 ~ 6. 53,呈微酸性。 气候属中亚热带为主

体的低纬山地季风气候。 年均温 17. 0℃ ,最冷月(1
月)均温 9. 9℃ ,最热月(6 月)均温 21. 8℃ ,极端最

高温 32℃ , 极端最低温 -3. 2℃ 。 年均日照时间

2
 

268. 3
 

h,年无霜期 273
 

d,年均降水 960
 

mm。

2 试验材料与方法

2. 1 试验材料

供试苗木 1
 

000 株,各试验组 200 株。 所用苗

木均为保山市恒源林木种苗有限公司培育的营养袋

苗,苗木培育采用两段式育法,即先在大棚苗床内培

育芽苗,等苗高约为 3
 

cm,子叶已全部展开时移入

备好的营养袋中进行培养。 营养袋的规格为 14
 

cm
×18

 

cm,营养袋培育苗木时间为 6 个月。 出圃时平

均苗高为 19. 5
 

cm,平均地径为 0. 28
 

cm。 肥料的种

类有过磷酸钙、总养分≥25%的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狮马牌的氮磷钾三元复合肥(总养分≥45%)、牛

粪、羊粪。
2. 2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分 5 个处理和

1 个对照,即 A:羊粪 200
 

g / 株;B:狮马牌氮磷钾三

元复合肥 200
 

g / 株;C:牛粪 200
 

g / 株;D:总养分≥
25%的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200

 

g / 株;E:过磷酸钙

200
 

g
 

/ 株;F:不施肥(对照)每个处理 3 次重复。 株

行距 2
 

m×2
 

m,每次重复用苗 30 株。 测定时苗龄为

29 个月,分别观测记录树高、胸径。
     

利用 EXCEL、DPSSOFT 软件对所观测的蓝花楹

树高、胸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3] 。
2. 3 培育方法

2. 3. 1 造林地清理

造林地砍杂后全面炼烧,炼烧后将林地上燃烧

不尽的树桩和灌木等归堆后再炼烧,直到烧尽为止。
2. 3. 2 挖种植穴

按 2
 

m×2
 

m 的株行距挖种植穴,其规格为 40
 

cm×40
 

cm×40
 

cm。
2. 3. 3 施肥

挖好的种植穴先回土 1 / 2 或 1 / 3 穴深,回土需

回穴周围的表层土,按每穴所施肥的标准施入相应

的肥后,将肥料与土充分混合均匀,然后再回土

满穴。
2. 3. 4 定植

于 2009 年 6 月底透雨后将苗龄为 6 个月的容

器小苗定植于穴内,定植时按三埋两踩一提苗的操

作程序进行定植,回土时铲穴壁的表层土回填。
2. 3. 5 抚育

定植当年 10 月除草一次,定植后第二年 5 月和

10 月各除草一次。
2. 3. 6 追肥

定植第二年和第三年 5 月结合铲草松土,按

200
 

g / 株的施用量沟施氮磷钾三元复合肥各 1 次。

3 结果与分析
  

不同肥料种类对蓝花楹幼树生长量培育 29 个

月时 6 个处理的树高、胸径生长指标的比较结果见

表 1。

表 1　 不同处理蓝花楹幼树树高、胸径生长量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Jacaranda
 

sapling
 

growth
 

in
 

different
 

treatment
 

处理号 树高 / cm 胸径 / cm

A 395. 4 3. 85

B 372. 4 3. 54

C 336. 6 3. 43

D 321. 6 3. 28

E 297. 0 3. 06

F(对照) 216. 5 2. 66

平均 323. 3 3. 30

各处理蓝花楹幼树平均树高为 323. 3
 

cm,变幅

为 216. 5 ~ 395. 4
 

cm;平均胸径为 3. 30
 

cm,变幅为

2. 66~ 3. 85
 

cm。 对各处理的树高、胸径测定结果进

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
从表 2 可看出:蓝花楹幼树的树高生长在 6 种

处理间存在极显著差异;胸径生长在 6 种处理间也

存在极显著差异。 进一步开展多重比较(树高:
LSD0. 05 = 26. 184

 

851,LSD0. 01 = 34. 414
 

375,胸径:LSD0. 05

= 0. 285
 

750
 

7,LSD0. 01 = 0. 375
 

558
 

1),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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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处理树高、胸径生长量的方差分析

Tab. 2　 Variance
 

analysis
 

of
 

tree
 

height
 

and
 

DBH
 

increment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变异
来源

平方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F0. 05 F0. 01

树高 处理间 1789813 5 357962. 5 133. 7082∗∗ 2. 23 3. 05

处理内 1429620 534 2677. 191

总变异 3219433 539

胸径 处理间 76. 52383 5 15. 30477 48. 00334∗∗

处理内 170. 2537 534 0. 318827

总变异 246. 7775 539

注:∗表示 0. 05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 表示 0. 01 水平上的差异显

著,下同。

表 3　 各处理间树高、胸径生长量多重比较

Tab. 3　 Multi-
 

comparison
 

of
 

tree
 

height,
 

DBH
 

growth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树高 胸径

处理 均值
5%显
著水平

1%极显
著水平

处理 均值
5%显
著水平

1%极显
著水平

A 395. 4 a A A 3. 85 a A

B 372. 4 a A B 3. 54 b A

C 336. 6 b B C 3. 43 bc AB

D 321. 6 bc BC D 3. 28 bcd ABC

E 297. 0 c C E 3. 06 cd BC

F(对照) 216. 5 d D F(对照) 2. 66 d D

注:字母相同表示没有差异,字母不同的表示有差异。

从表 3 可看出,不同处理间树高和胸径的生长

差异较大,其中树高生长量表现最好的是 A 处理,
其次是 B 处理,表现最差的是 F(对照)处理,A 处理

在树高生长上高出 F(对照)处理的 82. 6%,A 处理

在胸径生长上高出 F(对照)处理的 44. 7%;B 处理

在树高生长上高出 F(对照)处理的 72. 0%,B 处理

在胸径生长上高出 F(对照)处理的 33. 08%。
树高:A 处理与 B 处理在 0. 05 和 0. 01 水平间

均不显著,A 处理与其它处理在 0. 05 和 0. 01 水平

间差异显著;C 处理与 D 处理在 0. 05 和 0. 01 水平

间差异均不显著,C 处理与其它处理在 0. 05 和 0. 01
水平间差异显著;F(对照)处理与其它处理在 0. 05
和 0. 01 水平间差异均显著。

胸径:A 处理与 B 处理在 0. 05 水平差异显著,
在 0. 01 水平差异不显著; B 处理与 E、 F 处理在

0. 05 和 0. 01 水平差异均显著,而与 D、 E 处理在

0. 05 和 0. 01 水平差异均不显著;E 处理与 D 处理

在 0. 05 和 0. 01 水平间差异不显著,而与其它处理

间差异显著;F(对照) 处理与其它处理在 0. 05 和

0. 01 水平间差异均显著。

4 结语

1)此试验所做的 6 种不同肥料处理对蓝花楹

幼树生长 29 个月所测的树高和胸径生长量结果表

明,在 6 种不同肥料相同用量的试验中,羊粪对蓝花

楹树高和胸径的生长表现最好,其次是氮磷钾复合

肥,再次是牛粪,最差的是不施肥的 F 处理。
 

2)施肥是提高林木速生的主要因子之一,施肥

对蓝花楹幼树的树高、胸径生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但
需选好适合树种的肥料。 此试验最为合理的肥料种

类是羊粪 200g
 

/ 株,能使树高生长量增加 82. 6%,胸
径生长量增加 44. 7%;其次是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200
 

g / 株,能使树高生长量增加 72. 0%,胸径生长量

增加 33. 08%,最差的处理是不施肥(对照)。
3)试验结果还表明,在蓝花楹的不同肥料处理

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该差异成为云南蓝花楹幼树

种植底肥选择的基础,也是对蓝花楹幼树树苗前期

培育的依据。
4)本试验仅对 5 种不同肥料种类和 1 个对照处

理的蓝花楹前期生长量比较分析,为蓝花楹的后期

培养提供依据,对其更多的肥料处理和后期的生长

比较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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