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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工造林的效益评价
—— 以罗霄山区桂东县为例

周学军 , 夏卫生 , 谭长银
(湖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以罗霄山区桂东县为例 ,针对目前南方的水土保持措施—— 退耕还林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

的分析。退耕还林能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 ,但人工林品种单一 ,景观结构简单 ,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土保持和

生态效果 ,缺少短期的经济效益 ,也使它很难持续存在。研究当地特点 ,种植适宜的乔木 ,注重林分多样性 ,

并采取有效方法使乔木与草本植物共存 ,以达到水土保持效果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这是南方退耕还林

时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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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s of Evaluation on Artif icial Forest in South China

ZHO U Xue-jun, X IA W ei-sheng , TAN Chang-yin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 ironment Science ,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sha 410081, Hunan Province, China )

Abstract: The problem o f producing forest wi thdrawing f rom furrow , w hich is the main measurement o f soi l

w ater conserva tion, i s analyzed pa rticula rly as a sam ple a t Guidong county in Luoxiao m ountain area. The

m ethod o f producing forest f rom fur row m ay reduce the soil erosion. But the va riety of fo rest is sing leness

and cannot arriv e the effect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 tion and the ef fect o f zoolog y expected. It may be exist-

ed fo r long time due to the lack of sho rt-term economic benefi t. Fo r the good effect of soi l and w ater conser-

va tion and high economic benefit , the lo cal env ironment must be studied, and the species must be chosen to

m ake the arbor and herbage grow up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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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的南方地区 ,山地丘陵面积占总面积的

60%以上 ,平地或缓坡地一般为水稻田或耕作旱地 ,

水土流失较少 ,江河的泥沙主要来源于山地。在南方

山丘区湿润的自然条件下 ,植物容易生长 ,只要不产

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现象 [ 2] ,土壤侵蚀不会十

分严重。自然状态下的水土迁移 ,挟带了一定的有机

质 ,还可增加平地的有机质含量 ,实现有机质从高山

向平原合理迁移 [ 3— 4 ]。 桂东县山多地少 ,人均耕地

0. 03 hm
2 ,坡地仍被作为耕地 ,年降雨量在 1 500～

2 600 mm之间 ,降雨集中在 4— 9月 ,占全年降雨量的

71. 5% ,多暴雨、长雨时的特点 ,在植被较好的土壤表

面也易形成径流 ,有机质极易流失 ,从而使土壤地力

下降。 为此国家采取了有力的行政手段 ,在坡度 25°

以上的坡地进行了退耕还林。这种大规模的水土保持

行动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

如不及时解决 ,将造成人力和物力的重大损失 ,同时

不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不仅是浪费的问题 ,而且往往

造成环境不可逆转的恶化 ,对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

不可估量的影响。

1　人工造林的水土保持效益评价

近几年桂东县将坡度 25°以上的坡耕地纳入退

耕还林规划 ,目的是改善自然生态环境 ,涵养水源 ,减

少水土流失 ,为此采取一些有效的行政和经济措施 ,

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退耕还林过程中 ,也出现了不

少的问题。

( 1)只强调坡度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忽略了土壤

质地因素。在相同的坡度下 ,不同的土壤水土流失程

度相差很大。 桂东县土壤质地分为 2大类 ,一类是在

板岩、页岩风化壳母质上发育的黏性土壤 ;另一类是

在花岗岩风化壳母质上发育的沙质土壤。黏性土壤一

般厚达 1m左右 ,土壤肥沃 ,在坡度 25°～ 30°时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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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仍较轻微 ,而沙质土壤情况完全相反。一般认为 ,

地面透水性好则有利于大气降水渗入地下 ,从而增大

地下水含量 ,减少了地表水土流失。 但仅仅有好的透

水性而无好的抗侵蚀性 ,不但不能减少水土流失 ,反

而更易酿成水土流失灾害。桂东县花岗岩分布占全县

面积的 57. 77% ,风化壳一般厚达 6～ 7 m,局部地区

甚至可达 30 m余。这种透水性极强的花岗岩风化壳 ,

遇到高强度降水时 ,大气降水迅速向下渗透 ,受深部

未风化层阻挡 ,土壤与上层风化壳被雨水浸泡而流态

化 ,即使在森林茂密地 ,也可导致滑坡、泥石流的发

生 ,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灾害。如图 1中所示 ,桥头乡

横店村排里组森林茂密的山坡上 , 1999年 9月 16—

17日连降暴雨 ,数十个大小不同滑坡体直泻而下 ,给

坡面造成深深的伤痕。 据该县水保站观测数据表明 ,

在降水量、植被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 ,黏性土壤侵

蚀模数仅为 41～ 76 t / ( km
2· a) ,而花岗岩风化壳发

育的沙壤侵蚀模数高达 400～ 700 t /( km2· a)。

图 1　桂东县桥头乡横店村滑坡群

( 2)造林重形式而轻实效。退耕还林固然是要将

不适宜耕种的耕地变为林地 ,但目的是提高地表的植

被覆盖率。通过多年的努力 ,桂东县目前森林覆盖率

达 71% ,在湖南省已属首屈一指 ,但全县每年仍流失

表土 2. 88× 106
t ,每年损失有机质 6. 57 t ,导致土壤

薄脊 ,地力下降 ,大量泥沙淤积在河道 ,境内河床平均

每年抬高 2. 53 cm。究其原因 ,与人工林树种单一有

关。 桂东人工树种清一色针叶化 ,全县针叶树占

87% ,阔叶树仅占 13% ,后者呈星点状 ,主要分布在

谷地底部。针叶树对地力的维护远不如阔叶树 ,易使

地力衰退 ,加之针叶树种的枯枝落叶不易腐烂 ,人们

一般以此作为家用燃料 ,使得林区远看满山翠绿 ,近

观林下裸露。 尽管树叶林冠缓冲了雨滴的速度 ,同时

也使小雨珠凝聚成大雨滴 ,从树叶上直落反而加大对

地表的溅蚀。同时 ,因为人工造林树种单一 ,使得林分

结构也过于简单 ,加之一般种植密度较大 ,间伐不及

时或不间伐 ,草本、灌木等林下植被难于发展 ,生物多

样性差。 草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用似已得到公认 ,近

数年来桂东县的草场面积从 1980年的 3 000 hm
2
多

扩展到 2002年的 38 000 hm
2 ,草地主要用于牧业 ,一

方面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同时也使目前的

水土流失有所缓解。众多研究表明 ,单位面积的草地

比同等面积森林耗水量大 ,我们对该县 10月 ( 2002

年 ,海拔 500 m )不同植被条件下水分分布的研究也

有同样的结论。如图 2所示 ,由于草地可消耗较多的

表层水分 ,尽管有时降雨量较大 ,但由于草本使表层

耗水严重 ,水分很难向深处迁移 ,使得草地的含水量

在表层和深层都很低。草地保持水土的特殊功能在降

雨丰沛的桂东县这样的南方山地 ,具有极为有利的作

用。 据调查对比 ,高大乔木的根系在增强水分向地下

深处渗透方面作用很大 ,具有很强的保水功能。 但如

前所述 ,在花岗岩风化壳巨厚的乔木分布区 ,由于地

下水过饱和而常形成滑坡灾害 ;草本植物不仅可降低

地表与深层的水分 ,其根系在加固地表物质方面作用

也较强 ;灌木丛的根系所起作用则介于两者间。 据此

我们认为 ,人工造林时 ,既注意林分的多样性 ,又注重

景观结构的复杂性 ,大力发展乔、灌、草结合的“接近

自然的林业” ,人工造林的水土保持效益将大为提高。

图 2　不同植被条件下土壤剖面的水分分布

2　人工造林的生态效益评价

自然条件下的森林生态群落都有一个较长的发

展过程 ,由低级到亚顶级 ,再到顶极群落。在森林生态

系统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中 ,由于自然选

择作用 ,系统不断优化 ,达到最大的能量吸收和消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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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外部资源达到最大的利用。 毫无疑问 ,森林是最

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是许多生物赖以生存的重要生境

之一。人们也往往把森林资源作为反映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对于人工造林而言 ,

由于这种森林群落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加之人们操

作过程的一些失误 ,如人工林的单作、高度纯化、多为

针叶树等 ,已暴露出其生态的脆弱性。

( 1)人工林区生物多样性减少。 南方山区海拔

800 m以下自然生长的应是阔叶树或针、阔叶混交

林。我们发现即使是人工种植的针叶林 ,若人们不继

续干预 ,也将逐渐被阔叶林所替代。有关研究表明 ,阔

叶林的生态效益是针叶林无法比拟的。在同等干生物

量下 ,阔叶林的产氧量是针叶林的 3～ 5倍 ,且阔叶林

在南方低海拔地区更能适应周围环境 ,生长速度约为

针叶林的 2～ 3倍。由于受经济利益驱动 ,桂东县目前

的树种主要为以杉木、松树为主的针叶林 ,自然生长

的阔叶树因为经济效益低而被大量砍伐。在该县八面

山人工次生林中 ,有种子植物 2 000余种 ,其中木本

植物也多达 800余种 ,而在集中连片的大面积人工林

中仅为单一或少数几个树种 ,林下植物较少。而据有

关研究表明 ,林下植被发育良好与发育不良的人工林

土壤微生物类群、数量、土壤酶活性、养分含量等方面

均有较大差异 [1 ]。

( 2)人工林区地力衰退。阔叶林相较针叶林所产

生的枯枝落叶多数倍 ,且更易腐化 ,能产生分子较小

的有机质 ,使得土壤的团聚结构显著增强。 相反人工

种植的针叶林往往多代连茬 ,加之对用材林的反复采

伐、集材作业中 ,对土壤的干扰与压实 ,导致土壤孔隙

度减小 ,容重增加 ,土壤透气性、水分渗透性及饱和导

水率减小 ,有效养分、水分供应能力减弱 ,不但使得地

力衰退 ,土壤理化性能也趋于恶化。以该县 1960年前

后种植的杉木林为例 ,第 2代与第 1代相比 ,全 N下

降 21. 7% ,全 P下降 15. 2% ,全 K下降 4. 3% ;若从

速效养分比较 ,第 3代、第 2代与第 1代相比 ,速效 N

分别下降 4. 5%和 1. 2% ,速效 P分别下降 7. 7%与

14. 5% ,速效 K分别下降 5. 2%与 1. 7% 。

( 3)人工林区病虫害加剧。人工林树种单一 ,生

态系统结构简单 ,稳定性减弱 ,病虫害日益加剧成了

困扰人工造林的难题。混交林中的松树很少出现松毛

虫 ,而纯松树林中几乎每年均有发生 ,各城镇周围的

松树林虽每年喷洒药物 ,仍有漫延之势。杉木林原本

很少有病虫害 ,现一些人工杉木林中梢小卷叶蛾也频

频光顾 ,局部成灾 ,大面积药物喷洒除需花费较大成

本 ,农民难以承受外 ,且药物污染环境 ,对森林生态系

统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

森林的生态效益是不可否认的 ,为了增强这种效

益 ,应遵循自然规律 ,切实贯彻适地适树的原则 ,将天

然林与人工林、阔叶树与针叶树、用材林与防护林等

不同类型的森林合理布局 ,新造与改造人工林时首先

要注重多树种构成 ,同时将封山育林和保护阔叶次生

林置于人工林建设的重要位置 ,使环境可持续好转 ,

使人工林地达到最大的生态效益。

3　人工造林的经济效益评价

追求经济效益也是目前退耕还林的目的之一。但

乔木等成材林的生长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 短者

约需要 15a左右 ,长者约需要 20 a多。退耕还林使农

民的耕地减小 ,国家的补贴是一次性的 ,而退耕林很

难使农民在短期内获得预期的经济收入 ,因此退耕还

林还存在长远效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在大多数情况

下人们选择修梯田 ,种植果树 ,这从某种程度上缓解

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如种植果树 ,需采取进一步的水

土保持措施 ,可在林下种植耗肥较少的草本植物 ,如

鱼腥草等 ,防止出现径流形成细沟 ,产生水土流失 ,同

时改善土壤水分分布状况 ,使果树经济效益更高 ,从

而减小果树所占用的耕地面积。

国家规定 ,退耕地应减少农业税和定购粮 ;还林

还草 10 a内免征农业特产税 ;地方财政农业税等收

入减收部分 ,由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适当

的补助。但由于退耕还林地区均处于经济欠发达地

区 ,当地的财政运转十分困难 ,因此 ,对于减免农业税

有关政策 ,湖南省各地发展不平衡 ,有的并未执行 ,有

的却又执行过头。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 1)国家

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并即时兑现 ;

( 2)要在即将出台的《退耕还林条例》中做出明确规

定 ,并制定有关处罚条款 ,以确保这一政策的贯彻落

实 ,切实维护农户的切身利益。这样 ,才有可能从根本

上改变农业种植结构 ,使退耕还林达到预计要求。

在退耕还林的开始几年 ,坡地一般为裸地 ,在没

有草本植物时 ,极易产生水土流失 ,因此在退耕还林

时可种植一定的经济作物 ,既防止水土流失 ,又缓和

了因退耕还林的矛盾。 桂东县在新一轮人工造林中 ,

从生态学的基本要求出发来追求经济效益。近几年采

用不炼山或小穴整地造林的方式 ,将适宜当地生长的

厚朴、黄柏、杜仲、银杏、红豆杉等木本药材与西芎、玄

参、升麻等草本药材间种、套种 ,既保护了生物多样

性 ,又开发了新的绿色食品、药材。这种措施有可能使

森林长期保持下去 ,同时也在保持较好的生态效益下

达到较好的持续的水土保持效果。

(下转第 2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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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自然草被小区由于是休闲农耕地 ,地表经过人为

扰动 ,表面疏松 ,植被稀且分布不均匀 ,暴雨后不仅有

明显雨滴激溅的痕迹 ,而且在两杂草中间开始出现侵

蚀沟 ,侵蚀沟走向为绕过植物顺坡而下 ,越往下沟越

深。据米脂试验点观测 ,自然草被坡面出现 5. 7 m长

的侵蚀细沟 ,沟宽 3～ 8 cm ,深 2～ 5 cm ,因而总径流

量和泥沙总量都较艹律草和苜蓿高的多。

2. 3　植被盖度情况

每年 8月上旬测定各个处理的植被盖度情况。测

定方法采用样方法 ,结果如表 3。

盖度测定时间选在 8月上旬是因为此时地上部

分生长最茂盛 ,防护作用最强 ,几种措施可比性好。结

果分析认为 ,紫花苜蓿由于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播种

当年生长量小 ,地上部分的生物量也少 ,因而盖度也

小 ,经过当年秋天刈割后 ,第 2 a春天返青早、生长也

快 ,于 8月上旬盖度才可达 70%以上。 而艹律草是 1 a

生草本植物 ,当年播种当年收获 ,第 2 a主要靠自然

落籽出苗 ,出苗后生长快 ,适应性强 ,因而其播种当年

即可达到良好的地面覆盖 ,一般可达 80%以上第 2 a

由于自然落籽出苗 ,相当于增加了播种密度 ,因此地

面覆盖状况会更好 ,一般盖度可达 90%以上 ,第 3 a

其盖度还会增加。 而天然草被是靠自然出苗生长 ,草

种杂 ,出苗不整齐 ,地面分布无规律 ,在 1～ 2 a内不

会形成良好的地面植被 ,平均盖度一般小于 50% ,如

果当年雨水充沛且分布较均匀 ,则其盖度也可达

60%左右 ,但不会超过人工植被。

表 3　几种处理植被盖度测定结果 %

植　被
米　　脂

1999 2000 平均

淳　　化

1999 2000 平均

艹
律　草　 78. 40 93. 10 85. 75 88. 60 92. 90 90. 75

紫花苜蓿 62. 30 70. 70 66. 50 50. 10 71. 40 60. 75

天然草被 47. 20 49. 00 48. 10 49. 60 56. 30 52. 95

3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 ,艹律草不仅是一种适应性强、生长迅速

的水土保持先锋草本植物 ,可作为荒坡治理前期植被

尚未恢复或乔灌木未有一定郁闭度时的先行群落。它

的作用机理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 1) 迅速覆盖地面 ,

盖度逐年增加 ; ( 2)保护地面不受冲刷 ; ( 3)蓄水拦

沙 ,保持水土。

综上所述 ,艹律草+ 简易水保工程措施作为荒山荒

坡前期快速治理的一种有效模式 ,可在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区全面推广 ,其蓄水效益可达 40%以上 ,减沙效

益可达 70%以上。 艹律草是黄土高原地区实行退耕还

林 (草 )、绿化荒山、恢复植被、改善生态环境的一种优

势先行草种。但是 ,在乔灌经济、生态林开始受益后林

间应培育什么样的草被尚需进一步探讨。

(上接第 25页 )

4　结　论

综上所述 ,退耕还林是大势所趋 ,但要达到较好

的水土保持和生态效益 ,必须有经济效益作保证 ,而

依靠国家补贴或从林业种植上获得这种经济效益 ,会

严重影响退耕还林的初衷 ,同时也会使这种措施无法

长期保持下去。要想使三者达到最大值 ,必须要合理

地均衡 ,遵循自然生长规律 ,使林业种植多样化 ,针叶

林与阔叶林并存 ,乔木与草本植被共生 ,以草本植物

的经济产值保证林业长期茂盛。加强水土保持和生态

学的相关研究 ,使退耕还林更加科学、合理。同时适当

延长国家粮钱补助政策的年限。 对还生态林的补助

15～ 20 a,还经济林的补助 10～ 15 a,到期后按照森林

分类经营原则和森林法的规定 ,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制度。把现有退耕还林活动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

结合 ,与林种、树种结构调整相结合 ,与农民脱贫致富

奔小康相结合 ,积极探索林草、林竹纸、林业与旅游等

结合的退耕还林模式 ,解决国家补助停止后 ,退耕还

林成果巩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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