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水土保持通报 阅

提高林业生态经济效益途径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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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黄土高原沟壑区林业生产的现状和特点
,

我们提出提高林业生态经济效益的途

径为 提高认识
,

改变思想观念 , 加强抚育管理
,

增加林业经济投人 适地适树
,

提高

树种
、

林种多样性 , 合理配置
,

建设复合人工植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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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沟壑区 70 % 的土地分布在沟坡地带
,

人地矛盾突出
,

生态环境脆弱
,

天然植被稀

少
,

水土流失严重
,

自然灾害频繁
;
部分群众的生活还处于贫困状态

。

如何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

潜力
,

使生态环境和经济收入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

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

这里

我们根据位于黄土高原沟壑区中部
、

长武县境内的王东沟小流域近年来的林业生产状况作一

初步探讨
。

1 问题的提出

王东沟小流域是国家
“

七五
”

和
“

八五
”

科技攻关课题
“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
”

下设的一个试验

示范 区
,

面积8
.
3k m

Z ,

辖王东村
、

丈六村两个行政村
,

1 9 9 4 年有人 口 2 1 26 人
。

经过试区科技人员

的科学论证和精心设计
,

建立了一个
“

高效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模式
” ,

在近10 年的组织实施过程

中
,

试区各业布局趋向合理
,

取得 了较大的成效
,

林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
,

林木覆盖度达 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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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源面道路林网的防护林体系
、

沟坡的水保防护林体系和用材林体 系
。

在防止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较大的成绩
,

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
。

现在试区农民的人

均纯收入从 199 1年的509
.
30 元提 高到 199 4年的1 228

.
80 元

.
形成了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根本

好转的局面
,

但林业生产本 身还 存在一些 间题
,

林业的直接收入从199。年占各业 总收入的

5
.
6% 下降到 19 94年的0

.
2写

,

林业 自身的生产潜力没有发挥 出来
,

经济效益低而不稳
,

与其生

产规模不相适应
。

为了解决林业生产这种规模大
,

生态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的矛盾
,

带动黄土

高原沟壑区林业的发展
.
我们在对林业生产的现状和特点进行初步研究的基础上

,

借助生态经

济学原理
,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分析
,

得到一些更为切合实际的启示
.

2 林业生态经济效益浅析

黄土高原沟壑区生态环境恶劣
,

梁卯起伏
,

地形破碎
,

干旱风害
,

洪雹霜冻
,

自然灾害频繁
;

植被稀少
,

土地瘩薄
,

水土流失严重
,

这些构成了其特殊的 自然景观和生态特点
,

资源枯竭
,

经

济落后
,

形成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两个恶性循环
.

林业生产具有双重功能
,

它不仅能提供国民经济建设所需的木材
,

从而获得经济效益
;而

且能调节气候
,

保持水土
,

改善生态环境
。

在林业生产中
,

并存着受生态平衡规律制约的生态效

益和受经济规律制约的经济效益
,

它们之间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
;既可能互相补充

,

也可能互相

抵消
。

不讲生态效益
,

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
,

最终就会影响经济增长
;
但离开经济目标和经济

效益去谈生态平衡
,

生态效益也没有实际意义
。

所以
,

应该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
,

作

为一个整体共同提高
,

使林业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持 良性循环并持续

发展
。

3 生产现状和效益分析

王东沟小流域的地貌可分为源面和沟坡两大单元
,

其中沟坡分为古代沟坡和现代沟坡
。

它

们分别占土地面积的35 %
、

35

.

5
% 和 29

.
5 %

。

源面的林业生产主要是
“

四旁
”

防护林网
;现代沟

坡亦称沟壑地带
,

由于沟深坡陡
,

交通不便
,

地面支离破碎
,

易形成水土流失
,

人工片林主要分

布在这里
。

源面的防护林 网
,

树种主要是大官杨和新疆杨
,

它不仅具有 良好的防风调温等调节农田小

气候的作用
,

而且生长迅速
,

木质好
,

经济价值较高
,

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了充分发挥和

统一
。

沟壑地带主要为片状纯林
,

其中主要是人工刺槐林
,

其次还有杨树林
,

山杏林和沙棘林
。

现

有 刺槐林面积 195
.
7卜m 、占林地 总面积的79 %

。

近几年采用了
“
皆伐萌萦

”

更新技术和
“

抚育间

伐
”

技术等生产管理措施
,

使其产值明显高于同类地区
。

由于人为地把刺槐林按照坡度等级分

为3种类型
:
立地坡度大于400 者划为纯生态水保林

,

占n
.
6%
;300 一 400 者划分用材

、

防护两用

林
,

占69 % ;小于30
。

者划分为用材林
,

占19
.
4%

。

这种划分以保护生态效益为基础
,

从而限制了

其生产属性
,

影响了经济效益的发挥
。

刺槐适应性强
,

用途广泛
,

刺槐人工林不仅防护效益高
,

而且是木质坚硬的用材林
,

发热量大的薪炭林
,

营养丰富的饲料林和优质蜜源林
。

但由于人们

只注重生态效益
,

而忽视经济效益
,

没有进一步挖掘林地的生产潜力
,

形成了生态效益较高而

经济效益极低的落后状况
。

山杏林和沙棘林 由于缺乏必要的投入和抚育管理措施
,

虽然防护效益较好
,

但经济产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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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且没有充分利用
,

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经济效益
,

沟谷地的杨树林生长迅速
,

产值较高
,

防护

效益较好
,

但林下缺少草灌植被
,

土地和空间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

限制了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提高
。

4 提高林业生产效益途径的探讨

林业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

我们把王东沟小流域作为实体模型
,

探讨提高黄

土高原沟壑区林业生态经济效益的途径
,

需从该系统的整体调控入手
,

根据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找出影响系统运行的根本性障碍因素
,

解决大系统 内的生态系统
,

技术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

问题
.
然后寻找出治本的具体措施

。

从 目前林业生产的状况来看
,

我们认为提高林业生态经济

效益的途径主要应抓以下几个方面
。

4

.

1 提高认识
,

改变思想观念

过去在林业建设中存在单纯追求防护效益的片面性
,

限制了林业综合效益的提高
。

应正确

认识林业生产的二重性
,

林业经济效益和生态功能的发挥是以林业的第一生物产品 (即木材生

产 )为依托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能是相互依存
,

相互提高的
,

并不总是相互对立
,

相互抵消

的
。

只有正确处理林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

发挥林业生产的多功能作用才成为可能
。

4

.

2 加强抚育管理
,

增加林业投资

在林业生产中
“

重造轻管
”

的问题 比较突出
,

植树造林只求数量
,

不求质量
,

造时抓一阵
,

造

后无人问
。

不少人工林植株矮小
,

生长缓慢
,

成为
“

小老头
”

树
,

不但经济效益上下去
,

也降低 了

防护效益
,

其原因不仅仅是抚育管理的技术问题
,

更重要的是需要增加林业的经济投入和劳动

力投入
,

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科学的抚育管理措施
,

能大大增加林地的生物产量
,

提高林业的生

态经济效益
。

4

.

3 适地适树
,

提高树种
、

林种的多样性

黄土高原沟壑区源高 沟深
,

地形复杂
,

水
、

光
、

热随地形分异明显
,

构成丰富多样的土地资

源类型和农业资源环境
。

该区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
,

四季分 明
,

雨热同期
,

无霜期

长
,

土层深厚
。

生态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适宜本区生长的树种 较多
,

所 以在造林时要进行规划

和论证
。

我们认为
,

一般在坡度较缓的沟坡捡地适宜于发展经济树种
,

如苹果
、

梨
、

桃
、

山植
、

核

桃
、

葡萄
、

红枣
、

杜仲
、

花椒等
;
沟谷地带适宜于发展用材树种

,

如新疆杨
、

毛白杨
、

泡桐
、

侧柏
、

油

松
、

揪树
、

火炬树
、

香椿
、

臭椿等
;
在侵蚀严重 的陡坡地带适宜发展刺槐

、

沙棘等抗逆性强的树

种
;在立地条件较差的路边坡

、

地坎
、

沟沿等地带
,

适宜发展沙棘
、

玫瑰
、

祀柳
、

紫穗槐
、

文冠果
、

酸枣
、

柠条
、

荆条
、

杜梨等灌木树种
,

在不同的立地条件下
,

选择适当的树种
,

做到因地制宜
,

适

地适树
,

优先发展经济效益高的树种
。

不但可以改变树种单一的结构状况
,

使各林种的 自身优

势得到体现
,

而且能增加林产品的多样性
,

达到提高林业生态经济效益的目的
。

4

.

4 合理配置
,

建设 复合人工植被

在进行造林和低产林改造的规划设计过程中
,

首先要以植物种间生态关系为基础
,

将适宜

的草灌经济植物在林下栽培
,

建立复合的人工经济群落
,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空间
、

地面和

地下的 自然资源
,

使各种植物在不同时期
,

不同层次范围充分地利用光照和各种营养物质
,

提

高土地生产力
,

增加单位面积的生物产量
,

发挥林业的最佳防护效益和经济效益
。

从我们的初步研究结果看
,

在林下配置黄花菜
、

穿龙薯芋较为适宜
。

黄花菜适应性强
,

耐

旱
、

耐寒
,

具有较强的耐 l汗隆
,

可在相对光照强度为 12 % ~ 100 % 的范围内正常生长发育
,

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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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经济产量
,

其丛叶坚韧
,

根孽繁殖快
,

地面覆盖性好
,

根系发达分布浅
,

索状肉质根散布土

中
,

网络状须根布满地表
,

能有效地防止土壤侵蚀
,

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

提高土壤肥力
,

增加水

分贮存
,

不但经济效益高
,

生态效益也明显
,

适合于在沟坡上部水分条件较差的林下配置
。

穿龙

薯芋是一种阴性植物
,

其生长环境需要一定的阴蔽度
,

适宜于在林下腐殖质含量较高的土壤生

长
。

茎叶蔓生
,

能有效地覆盖地面
,

地下根茎粗壮
,

经济价值较高
,

还能有效的固土保水
。

5 结 语

在黄土高原沟壑 区造林绿化过程中
,

坚持建设高效人工复合植物群落
,

把改善生态环境与

发展商品生产
,

群众脱贫致富紧密结合起来
,

树立以林为主
,

多种经营的思想
,

因地制宜建立林

果商品基地和林业经济小区
,

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兴林致富的道路
,

林业的生态经济效益才

会大幅度提高
。

如果在林业建设上单纯强调生态效益
,

忽视广大群众的经济利益
,

就会使林业

建设失去基础和活力
。

我们认为
,

提高林业生态经济效益的基本途径是
:
优化生态系统的结构

,

充分发挥系统的生产潜力
,

对构成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第一性生产的组分—
植物

,

必须选择与

立地环境资源相适应的树种及配置
,

做到适地适树
,

提高组分的多样性
,

使组分间在生理生化

及营养生活史上协调与共生互利
,

在时空上充分利用环境资源
,

以增加系统物流和能流的通道

及反馈能力
,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

充分发挥林业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 上接 第33 页)

沪土层 C K 比裸地有机质
,

全磷降低
,

全氮增加
,

但各层土壤速效养分 C K 比裸地均有下降(除

耕层速效钾基本保持平衡外)
。

( 5) 用土壤养分指数综 合评价施肥对黑沪土剖面的培肥效果
,

结论是 N P M 配施处理最

好
,

M 单施处理次之
,

P
M 配施处理列第三位

。

但试验 中的任何施肥处理长期施用均未发现导

致土壤肥力衰退的现象
。

有机肥的培肥作用是毫无疑问
、

有 目共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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