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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旱源西部林业持续发展模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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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 渭北旱源西部林业 生产的现状
,

我们提出了 以抓经济效益快速增长为重点的持

续发展策略
。

在协调和发展林业生产过程中着重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

( l) 调整林种结构
,

逐步扩大用材林和经济林的 比重
; ( 2) 建设多样性 人工植被

;
( 3) 更新改造刺槐防护林

;
( 4) 建设

防护与用材林结合的农田林网
; ( 5) 重视庭院林业经济的发展

;
( 6) 拍卖或鼓励农户承包宜林荒

坡

关键词 林业 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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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持续林业是要把森林保护
、

管理和 可持续开发与林业生产
,

消费和再循环协调统一在

既满足当代利用
,

又不损害后代利用的准则下
,

实现森林效益的供需平衡与生态平衡
。

本文 以渭北旱源西部的长武县为例
,

探讨黄土源区发展持续林业的模式与途径
。

解放以

来
,

长武县的林业生产 由于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全县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
,

植树造林和荒 山绿化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

有林地面积由建国初期的 4 4 h8 m
2 ,

发展到 1 9 9 3年的 1 7 4 0 h4 m
, ,

森林覆盖

率 由 2
.

3%提高到 31
.

6%
,

基本实现了源面方 田化
、

道路林网化
、

河滩园田化和 沟岔全绿化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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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长武县曾 3次被评为全国绿化造林先进县
, “
八五

”

期间又被树立为全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基地县
。

然而
,

从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来衡量
,

长武县的林业生产还存在着结构不合理
,

树种单一
,

经

营管理不善
,

经济效益不高等一系列 问题
,

其 中尤 以经济效益 间题更为突出
。

长武县的林地面

积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37
.

4%
,

但人均蓄积量仅 3
.

s m
, ,

每 hl m
Z

蓄积量仅 。
.

l m
3 ,

每 hl m
Z

林业产

值还不足 1 50 元
,

全部林业收入仅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 5%一 7 %
。

因此
,

稳定面积
,

调整林业 内

部结构
,

更新改造低产值防护林
,

扩大经济效益是渭北旱源西部持续林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

1 充分认识并利用渭北旱源西部自然条件的有利特征

长武县的自然条件较为优越
,

但平坦的源面和因土壤侵蚀而逐步发展形成的沟壑间却存

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 充分掌握并利用黄土源区不同地形部位的不同气候

、

土壤条件
,

并按不

同立地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持续林业将有利于综合效益的提高
。

( 1) 黄土源区人类活动历史悠久
,

在 自然和人为活动的双重影响下
,

不断的侵蚀切割
,

使现

今的黄土源 已是沟壑纵横
,

梁筛相 间
,

加上 2 00 ~ 3 00 m 的相对高差
,

形成 了多样化的生态环

境
。

就以具有代表性 的洪家 乡王东沟小流域而言
,

大体上源面
、

梁坡和沟谷等三大土地类型各

占土地总面积的 13/
。

源面线以下不同的地形部位具有不同的小气候特征
,

并因土壤侵蚀程度

的不同而在水肥条件上产生明显的差异
,

从而为林木生长提供了不同的立地条件
。

( 2) 土层深厚
,

质地疏松
,

通透性好
,

储水量大是对长武土壤资源的总评价
。

长武的土壤属

粘黑沪土类型
,

主要土类有黄搭土和黑沪土
,

前者主要分布于梁顶和梁坡
,

后者主要分布于源

面
,

沟谷与沟坡尚有二色土与红土分布
。

不同的土壤具有不同的结构
,

并且由于侵蚀或堆积的程度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质地和肥力
。

根据土壤 的结构
、

质地
、

肥 力和持水 力而作出的综合评价为
:

黑沪土> 黄塔土 > 二色土 > 红土

( 3) 暖温 带半 湿润 大陆性 季 风气候 概括 了 长武 县 的气候 特征
,

9
.

1℃的年 平均 气温
,

3 0 0 0 ℃以上的 ) 10 ℃积温
, 1 71 天的无霜期和 58 4

.

l m m 的年均降水量
,

为林木的生长和生物

多样性的充实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气候条件
。

沟壑 区的热量条件较源面更为优越
,

连续数年的测定表 明
,

沟谷的年均温约较源面高出

.0 8 ℃ ~ .0 9℃
,

) 10 ℃的积温增加 4 75
.

3℃ ,

无箱期长 40 天
,

但降水量略有减少
。

因此
,

在梁坡和

沟坡更适 合栽种一些对热量需求更高的经济果木
。

上述生态条件的分析表明
,

长武县源面和沟壑内的自然条件存在着较大差异
,

而沟壑内不

同地形部位的立地条件
,

随着坡位
、

坡向和坡度的不同又是千差万别
,

现以王东沟小流域普遍

栽种 的刺槐在不同地形部位的生长情况为例作一说 明 (表 1 )
。

表 1内各项数据为标准地标准木的解析资料
,

表明了不同立地条件
,

不同生长年限的刺槐

幼林在树高
、

胸径和材积等量化指标上的明显差异
。

例如 10 龄刺槐的树高沟坡下部阳坡仅为阴

坡的 54 写
,

如果将坡度的影响考虑进去
,

则其差距将更大
;又如同为阴坡

,

沟坡下 10 龄刺槐的单

株材积分别较中部与上部的刺槐增长 24
.

7%和 37
.

8% ; 而生长在塌地上的刺槐由于土质疏松

和养分富集
,

而使其生长势 明显优于同坡位 (阳坡 ) 的刺槐
,

高和径 的生长量分别较后者高出

38 %和 28 写
。

方差和偏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

坡位对刺槐人工林生长量的影响最显著
,

其次是

坡向
,

坡度与土壤类型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程度 3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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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王东沟不同地形部位刺槐人工林的生长量比较

地地 点点 立 地 条 件件 总 生 长 量量

树树树树高 (m )))胸径 (em )))单株材积 (m
, )))

4444444 888 1 0aaa 4 aaa 1 0 aaa 4 aaa 1 0 aaa

白白羊坡沟沟 沟坡下
,

北向
,

陡坡坡 4
.

8 000 9
.

7 555 2
.

5 777 4
.

9 777 0
.

0 0 1 6 777 0
.

0 1 0 1 000

荒荒 山山 沟坡下
,

西向
,

缓坡坡 3
.

0 000 5
.

2 555 1
.

3 000 3
.

1 777 0
.

0 0 0 3 999 0
.

0 0 2 3 333

杯杯子沟沟 沟坡中
,

北向
,

缓坡坡 3
.

4 555 8
.

7 000 0
.

8 000 4
.

5 777 0
.

0 0 0 1 444 0
.

0 0 8 1 000

杏杏牛沟沟 沟坡中
,

南向
,

陡坡坡 4
.

0 555 5
.

1 000 1
.

8 777 4
.

1 999 0
.

0 0 0 8 777 0
.

0 0 4 8 555

白白羊坡沟沟 沟坡上
,

北向
,

陡坡坡 3
.

5 000 6
.

3 000 2
.

4 222 4
.

9 555 0
.

0 0 1 2 222 0
.

0 0 7 3 333

白白羊坡沟沟 沟坡上
,

南向
,

陡坡坡 3
.

7 555 4
.

5 555 1
.

6 000 3
.

1 444 0
.

0 0 0 5 666 0
.

0 0 2 4 444

安安 沟沟 沟坡上
,

西向
,

塌地地 4
.

3 555 7
.

4 000 2
.

0 000 4
.

3 777 0
.

0 0 0 8 222 0
.

0 0 5 5 000

2 渭北旱源西部林业持续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突出问题

长武县发展以提高经济效益为重点的持续林业应从调整林种结构入手
,

更新改造水土保

持及农 田防护林
,

积极引进新的植物资源
,

发展立体林业
,

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林业占地面积大
,

经济效益低的落后状态
。

2
.

1 林种的比例问题

长武县的林业随着森林覆盖率的增加
,

已经在防止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
,

减轻 自然灾

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
,

这是有 目共睹的
。

但是林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
,

其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 5% 一 6
.

7%
,

显然极不相称
。

为了提高林业的产值
,

首先必须调整林

种的内部结构
,

逐步将一部分立地条件尚佳 的防护林改造或更新成用材林或经济林
,

使用材林

的比重由 目前的巧 %增加到 20 % ~ 30 %
,

经济林的比重 由目前的 17 %增加到 25 %一 35 %
,

而防

护林的面积 由目前的 68 %减少到 40 %左右
。

根据长武县王东流小流域 的坡度分级情况
,

< 2 5
“

的沟坡面积占总面积的 44 %
,

全部用来发展经济林和用材林
,

2 50 ~ 35
。

的沟坡面积占 18 %
,

其

中大部分经过平整或 皆伐萌粟更新后完全可以用来发展用材林
,

只有 35
。

以上的陡坡或陡崖才

作为防止水土流失的防护林保存下来
。

2
.

2 人工植被建设的多样性问题

数千年的人为活动
,

原有的天然植被早 已荡然无存
,

50 年代以来栽植 的人工林
,

受当时指

导思想和资金投入的影响
,

种类单一
,

经济效益不高
,

与当地较为优越的 自然条件以及它所占

据的面积极不相称
。

为了振兴长武县的林业经济
,

大幅度提高林业产值
,

有步骤地引种新的植

物资源
,

是实现长武林业持续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

必须尽早着手安排
。

根据渭北旱源西部的气候条件和一批资源植物的生态生物学特性
,

并根据对部分资源植

物的引种结果
,

我们建议在现有人工林内通过更新改造
,

建设一批材用或经济植物的纯林
,

混

交林
,

亦可采用林内间作
,

复层配置等方式
,

将多种经济植物因地制宜地栽植其间
。

2
.

2
.

1 材 用植物 资源

银杏
、

白皮松
、

华 山松
、

华北落叶松
、

毛白杨
、

沙兰杨
、

白榆
、

白蜡树
、

水杉
、

香椿
、

栗树
、

火炬

树
、

麻栋
、

梓树等
。

2
.

2
.

2 经济植物 资源

( 1) 淀粉及含糖类植物资源 桑
、

中华称猴桃
、

山植
、

东方草墓
、

山荆子
、

板栗
、

栓皮栋
、

黄蔷

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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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油脂及化工原料类植物 资源 油松
、

侧柏
、

西伯利亚杳
、

谏树
、

黄连木
、

连翘
、

葛藤
、

荆

条
、

穿龙薯祯等
。

(3)药用植物资源 杜仲
、

半夏
、

知母
、

置草
、

白芍
、

牛膝
、

华中五味子
、

黄花
、

远志
、

沙棘
、

山

茱英
、

秦芜
、

柴胡
、

糙苏
、

荆芥
、

构祀
、

金银花
、

桔梗
、

牛芬
、

红花等
。

2
.

3刺槐人工林的更新改造问题

刺槐 人工林是长武林业的主体
,

其面积约占长武县有林地总面积的 62
.

2%
。

但由于多数林

地为集体所有
,

经营管理不善
, “
拔大毛

”

式的择伐或滥伐
,

使不少林地林相残败
,

有林无材
,

还

有相当大面积的刺槐林因间伐过度而成为疏林
。

扩大用材林与经济林的面积除了利用宜林荒地和不适合农耕的坡地外
,

主要通过更新改

造刺槐防护林来实现
。

更新改造刺槐防护林有两种含义
:
一是将缓坡地上的刺槐林 皆伐后连根

挖出
,

然后在经过平整的土地上栽上用材或经济树种
; 二是将 刺槐 皆伐后萌孽更新

,

成 片地将

生长不良
,

产值不高的刺槐成林改造成速生幼林
。

更新改造刺槐 人工林 的主要技术措施有两条
; 一是条带状间伐

,

伐带与保留带各宽 10 一

巧m
,

修成反坡梯田后栽上用材或经济树种
。

二是皆伐萌孽更新
。

皆伐萌桑更新刺槐林有下列优点
:
( l) 节省育苗造林 费用

; ( 2) 当年 皆伐
,

当年郁闭
,

减少迹

地的土壤侵蚀
; ( 3) 通过有 目的地选择保 留萌孽苗

,

使林分始终保持合理的密度
; ( 4) 萌孽苗 由

于利用刺槐成林原有的庞大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
,

故其生长速度
,

特别是 3年以前明显高于实

生苗
,

其中阴坡
,

半阴坡萌孽苗后期的生长量又 明显高于阳坡
。

2
.

4 农田及道路林网的更新改造问题

长武县在营造农田及道路林网方面成效显著
,

林网总长度 7 9 8 k m
,

然而过去选用的树种大

多为胁地严重的大官杨
,

而且林 网由国家或集体所有与私人承包农田
,

使林农间的矛盾较为突

出
。

农 田林 网对方田 内农作物的防护效益已为王东试区的试验所证实 4[]
,

因此解决这 一矛盾的

办法主要是更新树种
,

同一资料表 明
,

新疆杨的胁地程度远较大官杨轻
,

而毛白杨的抗病能力

强
,

二者都可作为大官杨的替代树种
。

除杨树外
,

其它可考虑的替代树种有揪树
、

械树
、

香椿
、

侧

柏
、

刺柏
、

谏树
、

银杏
、

枣树
、

杜仲等
。

在沟坡道路上行道树不应限于乔木
,

许多灌木既不蔽荫
,

还

有很好的防护与经济效益
,

如王东沟沟坡道路已布设的沙棘
、

花椒
、

紫穗槐
、

祀柳
、

桑树等
。

还可

以考虑将农 田防护林作为速生用材林来精心培育管理
。

在营造方式上可采用 3 ~ 5年生的大龄

杨树挖壕深栽
,

以减少杨树根 系在表层土壤与农作物争水争肥
,

这样既可以减轻胁地程度
,

又

可以缩短成材年限
,

提高生态与经济效益
。

此外
,

还可以 采用收益分成的鼓励措施来促进农户

的护林积极性
,

以减缓林牧矛盾
。

2
.

5 重视庭院林业经济的发展

长武县的四旁树总数已达 3 12 万株
.

但和该县的林业经济一样
,

亦存在着优化结构
,

提高效

益的问题
。

拿王东村来说
,

杨树占四旁树总数的 60 %
,

其中幼树占多数
,

且 由于密度过大而生长

不 良
,

经济果木仅占 17 %
。

长武县是省内中药材槐米的主要集散地
,

可是槐树仅占四旁树总数

的 3 %
,

为此我们认为四旁树的发展亦应考虑 以经济效益为先导的原则
。

除了为 自身需要保存

部分高质量的用材树种外
,

应逐步扩大经济林木的 比重
,

每户若有 10 一 15 株包括果树在内的经

济林木
,

使庭院林业的产值达到户均 20 。元以上是不难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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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用承包或拍卖宜林荒山经营权的办法
,

加速小流域的治理步伐

以往在林业政策上由于限制过多
,

加上责
、

权
、

利不明确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 民在造

林
、

护林上的积极性
,

根据省内外先进地区的经验
,

拍卖宜林荒山的治理权
,

或鼓励农户承包经

营
,

一定数 10 年不变是加速小流域治理 的好办法
,

值得大 力推广
。

王东村在 80 年代中期 曾将

24
.

h3 耐荒山划归农户自主经营
,

虽然同样的栽上 了刺槐
,

但 由于造林质量高
,

加上抚育管理

及时
,

生长量明显高于集体林地 (表 2 )
,

树高
、

胸径和蓄积量平均较后者高 20 % 一 40 %
。

该村 7组

农民王长兴 1 9 8 6年承包荒沟 0
.

67 hm
2 ,

栽种刺槐 8 0 00 株
,

由于精心管护
,

目前 已出椽 60 0根
,

获

利 2 5 00 元
,

预计总产值 2
.

7万元
,

按轮伐期 12 年计算
,

年均产值高达 3 3 75 元 h/ m
Z 。

表 2 不 同类别刺槐人工幼林生长状况的比较

类类 别别 造林年限限 成活率 (% ))) 密度 (株 /h m
Z ))) 平均树高 (m ))) 平均胸径 ( c

m ))) 平均蓄积量 (m 3 )))

农农户承包地地 1 9 8 5~ 1 9 8 666 ) 9 000 5 4 7 3
.

555 5
.

444 4
.

000 1
.

7 666

集集体造林地地 1 9 8 5~ 1 9 8 666 7 0 ~ 9 000 4 6 2 7
.

555 4
.

2
一一

3
.

000 1
.

0 111

长武县目前成 片的宜林荒山已不多
,

但零星小片的数量仍不少
,

一些生长不良的幼林
,

由

于管理跟不上亦可划归农户承包
,

只要把农民造林
、

营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

不但可以 为

国家节省大量投资
,

而且加快了治理步伐
,

并使部分 山区农民提前脱贫
。

3 渭北旱源西部持续林业的发展模式与效益
“
持续发展

”

严格地说应包含持续和发展两部分互为因果的内容
。

持续是一个不容中断的

延续过程
,

如果不考虑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

掠夺性地利用自然资源
,

必将

对人类的未来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

持续亦将成为一句空话
。

要持续就必须发展
,

停顿在

原有的水平上就无法进步
,

因此
,

发展是持续的动力
,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

联系到渭北旱源西部

林业经济 的现状
,

我们认为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提高林业经济的产值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必须彻底扭转
“
重数量

,

轻质量
” , “

重 防护
,

轻效益
”

等错误观念
。

应从调整林种结构入手
,

积极

开发和引入新 的植物资源
,

逐步扩大用材林和经济林的 比重
,

更新改造水土保持和农田防护

林
,

发展立体林业
,

并通过拍卖宜林荒山等措施
,

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小流域治理的积极性
,

使整

个地区的综合治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林业产值增加了
,

资金解决了
,

国家
、

集体和个人就有

可能按生态经济林业的高标准改造和发展高效林业
,

从而使整个林业经济纳入生态
、

经济和社

会效益并重的良性循环
,

逐步将林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由3%一 7%提高到 10 %一巧%
,

使

林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支柱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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