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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低效林分改造
措施及生态恢复对策

周家维1, 安和平2

(1. 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贵州 贵阳 550005; 2.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阐述了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低效林分的现状、特征。根据现有林分和立地条件, 将研究区的低效林分

划分为低产经济林、低效落叶阔叶林、低效常绿针阔混交林、低效灌木林、低效石山灌丛等 5 种类型, 又把

低效石山灌丛分为封山育林和困难地段造林。采用封、补、改、造、抚等措施对不同的低效林分类型, 采取不

同的改造方式进行改造。并结合该区自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从生态、生活和生产方面提出了黄

果树风景名胜区石灰岩山地生态建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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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provem en t M easures in D eter iora ted Forests and M anagem en t of

Ecosystem Restora tion in Huangguoshu Scen ic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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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deterio ra ted fo rests and their fea tu res in H uangguo shu Scen ic Spo t are elabo ra ted. O n the ba2
sis of fo rest and site facto rs, the deterio ra ted fo rests in th is reg ion are divided in to five types: low yield eco2
nom ic fo rest, deterio ra ted deciduou s b roadleaf fo rest, deterio ra ted evergreen theropencedrym ion, deterio ra t2
ed arbu scle, deterio ra ted bu sh in lim estone. T he last type can be divided in to clo sed fo rest land facilita t ing

fo resta t ion and vegeta t ion recovery on diff icu lt sites. M anagem en t m easu res to imp rove deterio ra ted fo rests

include h illside clo su re, f illing and imp roving, fo resta t ion and fo rest ry diversif ica t ion. T ak ing in to con sidera2
t ion the condit ion s of the region’s environm en t, society and econom ics, these m anagem en t m easu res are pu t

fo rw ard w ith p ropo sals fo r eco system con struct ion based on eco logy, p roduct ion and su sta inab ility in H uang2
guo shu Scen ic Spo t and karst reg ion s genera lly.

Keywords: deter iora ted forest; ecosystem restora tion; karst area s; area s; managem en t m ea sures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位于贵州省喀斯特分布地区,

岩溶地貌普遍发育, 由于历史的原因, 毁林开荒, 陡坡

垦殖, 水土流失严重, 岩石裸露, 石漠化增加, 生态环

境恶化。以黄果树大瀑布为中心的环山植被较稀少,

一些山头甚至是荒山秃岭; 由于长期受人为活动的干

扰, 原生植被基本被破坏, 现有林地中, 以低效林分为

主, 森林涵养水源的能力低下, 山泉井水多数干枯, 大

雨时河水猛长而浑浊, 晴天日久水源枯竭, 瀑布断流,

极大地阻碍了景区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在该区

进行低效林分改造, 结合石漠化治理, 逐步建成一个

结构稳定, 物种丰富, 功能齐全的森林生态系统, 发挥

最大的生态和旅游观赏价值, 实现农业的稳产丰产,

促进旅游业的开发, 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同时也将对黔桂滇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起到示范和

促进作用。

1　研究区概况

1. 1　自然地理概况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位于东经 105°36′47″—105°

45′47″, 北纬 25°52′08″—26°02′19″, 东北与镇宁县、六

枝特区接壤, 西南与关岭县毗邻。地势自西北向东南

倾斜, 海拔 500～ 1 400m 之间, 地形起伏变化大,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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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充沛、湿度大, 年均气温 15. 6 ℃, 最高气温在 7 月,

月均温度 26 ℃, 极端最高气温 34 ℃, 最低气温在 1

月, 月均温度 8. 6 ℃, 极端低温- 4. 8 ℃。年均降雨量

1 307mm , 降水大部分集中在 5—8 月。年平均相对湿

度 79. 1% , 年均日照时数 1 338 h, 无霜期 290～ 330

d, 水热同季, 适宜多种林木生长。研究区内土壤为石

灰岩、白云岩发育的石灰土, 随地形、地势、坡度不同,

土层厚薄差异大, 一般厚度在 10～ 40 cm。原生植被

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基本被破坏, 现有植被为次

生林, 人工植被以香椿落叶阔叶林为主。由于地形变

化大, 小气候特征明显, 海拔 900m 以下的河谷地带

分布有南亚热带植物成分。

1. 2　土地利用现状及森林植被特点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总面积 163 km 2, 其中林业用

地 39. 3 km 2, 占总面积的 24% , 25°以上坡耕地

32. 0 km 2, 占总面积的 19% , 石山、半石山面积

48. 0 km 2, 占总面积 29% , 现有林面积 25. 4 km 2, 灌

木林 8. 0 km 2, 森林覆盖率为 20. 5%。森林植被以人

工阔叶林为主, 混交林比重少。林分层次结构简单, 结

构不合理, 生态效益差。灌木林比重大, 覆盖度低。林

地退化严重, 石漠化程度高。

1. 3　林业建设现状及条件

研究区属石灰岩山地, 由于历史的原因, 毁林开

荒, 陡坡垦殖, 原生植被基本被破坏, 水土流失严重,

岩石裸露, 石漠化面积增加, 森林生态环境恶化, 现有

林分中, 以低效林分、灌木林为主, 然后是石山半石山

和土壤瘠薄荒草坡。

区内的土壤多为石灰岩、白云岩发育的石灰土,

土层浅薄, 保水保肥能力差, 造林成本高, 难度大, 造

林保存率较低。缺技术, 缺资金是制约林业生态恢复

的主要原因, 黄果树林业绿化局仅有业务技术人员 5

名, 在承担该工程项目的同时, 还承担珠防工程及退

耕还林工程, 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难保工程施工质量。

环境意识薄弱。该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 文化落

后,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但生态环

境意识差, 仍有开荒种地, 随处放牛、放马的习俗, 并

有恶意破坏生态效益监测实施的现象。

2　低效林分的特征

2. 1　低效林分的概念

低效林分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对森林生态经济效

益要求的提高和对森林效益综合评价而提出的, 指森

林生态经济系统总体功能的状况, 是经济社会对森林

生态经济系统的认识和评价, 属于森林经营利用范畴

的一种经营分类。低效是相对高效而言的。是指由于

受到非自然因素的干扰破坏, 系统内各组成成分质量

下降, 即植被总覆盖度多在 50% 以下, 林地土壤受到

严重侵蚀, 表现为保水保土功能差, 防护效益处于低

劣状态的林分[1 ]。仅由于生态系统功能低的称为狭义

低效林, 由于经济系统功能低的称为低产林[2 ]。

2. 2　低效林分的特征

为了摸清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低效林分的现状和

特征, 采取小斑勾绘结合典型样地调查的方法进行了

调查, 共调查 276. 67 hm 2, 主要分布在海拔 950～

1 180m。

2. 2. 1　立地特征　研究区属低中山石灰岩小区, 根

据坡度划分立地类型组, 即将坡度划分为 3 级, < 15°

为缓坡, 15°～ 25°为斜坡, > 25°为陡坡; 根据小斑内岩

石裸露率划分立地类型, 即将岩石裸露率< 30% ,

30%～ 50% , 50%～ 80% , > 80% 分别划分为连续性

土体、半连续土体、零星土体和岩漠等立地类型, 其立

地特征 (见表 1)。

表 1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低效林分立地特征 hm 2

立地类型
坡度 (代码)

缓坡 (1) 斜坡 (2) 陡坡 (3)
合　计

占调查总

面积比率ö%

连续土体 (1) 10. 27 18. 13 6. 33 34. 73 12. 55

半连续土体 (2) — 63. 46 47. 93 111. 40 40. 26

零星土体 (3) — 41. 87 42. 74 84. 60 30. 58

岩漠 (4) 7. 47 3. 47 35. 00 45. 94 16. 61

合　计 17. 74 126. 93 132. 00 276. 67 100. 00

占总调查面积比率ö% 6. 41 45. 88 47. 71 100. 00 —

　　该区无平地支撑, 山高坡陡, 表 1 中, 坡度为缓

坡、斜坡和陡坡的面积分别为 17. 74, 126. 93 和 132.

00 hm 2, 分别占调查总面积的 6. 41% , 45. 88% 和

47. 71% , 其中陡坡分布最广, 其次为斜坡, 缓坡最少,

仅占 6. 41%。而且该区岩石裸露率高, 土体不连续,

在调查小斑内, 立地类型为连续土体的面积仅占调查

总面积的 12. 5% , 多分布在坡中下部, 土层厚度约 40

cm ; 半连续土体和零星土体居多, 分别占 40.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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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8% , 土层厚度 10～ 30 cm ; 岩石裸露率在 80% 以

上的岩漠占有 16. 60% , 土层厚度 5～ 10 cm。这表明

该区立地条件差, 石漠化程度高, 植被恢复难度大。

2. 2. 2　林分特征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在原生植被

破坏后, 人工干预恢复的森林, 以阔叶林分为主, 其树

种以香椿为主, 受人为干扰较大, 多数林分下间种农

作物, 使得林分每 1 hm 2 株数大多在 300～ 450 株, 郁

闭度低, 仅仅为 0. 2～ 0. 4; 灌木层树种以盐肤木、紫

荆为主, 平均高度不到 0. 9m , 覆盖度在 5%～ 25% ,

草本层高度不到 0. 5m , 覆盖度在 10%～ 30% , 而且

林间空地一些地段受紫茎泽兰 (飞机草)侵入。其突出

的特点是树种单一, 落叶较早, 生态效益较差, 观赏价

值较低; 现有经济果木林, 树种以李子树为主, 有树龄

老化, 品质退化的特点, 加上经营粗放, 投入不足, 缺

乏技术指导, 产量普遍不高, 经济效益极低; 灌木林、

灌丛林地, 由于受放牧等人为干扰较大, 其总覆盖度

偏低, 受立地条件和树种限制, 难以自然演替成乔木

林群落, 而且受人为活动的长期影响, 许多灌木林地

正在向石山灌丛群落演替。以石山灌丛为主的石山半

石山, 岩石裸露率 80% 以上, 植被覆盖度 20% 左右,

以火棘、老虎刺等灌丛为主, 生境恶化, 缺土缺水是典

型的石山困难造林地段。

表 2　不同立地类型上低效林分现状特征

乔　　木　　层

优 势
树 种

株 数ö
(株·hm - 2)

高度ö
m

平均胸
径öcm

年龄 郁闭度

灌　木　层

优势树
覆盖率ö

%
高度ö

m

草　本　层

优势种
覆盖率ö

%
高度ö

m

李 子 750 3 5 7 — — — — 蕨, 玉米 5 0. 4

— — — — — — 火棘, 构树 20 0. 5 — — —

李 子 675 3 5 7 — — — — 蕨, 玉米 5 0. 8

香 椿

泡 桐

300

525

6

8

7

8

10

10

0. 2

0. 4

火棘, 盐肤木

　　—

15

—

0. 7

—

蒿

紫茎泽兰

30

20

0. 7

0. 7

— — — — — — 火 棘 50 0. 8 — — —

香 椿

响叶杨

300

1200

10

10

12

8

12

8

—

—
盐肤木

20

—

0. 8

—

土茯芩

蕨, 玉米

10

5

0. 2

0. 4

— — — — — 0. 4 火 棘 60 1 — — —

— — — — — 0. 5 紫 荆 25 0. 6 刺 茄 20 0. 5

李 子 750 2. 5 5 7 — — — — 蕨, 玉米 5 0. 4

李子+ 桃子 375 4 5 10 — — — — — — —

香 椿 400 8 7 — 0. 3 盐肤木 15 0. 7
车前草

紫茎泽兰
20 0. 4

柏木+ 女贞 1800 4 4 10 0. 4
盐肤木

女 贞
30 0. 7 紫茎泽兰 10 0. 6

香 椿 300 74 7 11 0. 3
老虎刺

火 棘
25 0. 7 野菊花等 35 0. 3

— — — — — — 大叶桐 60 1. 2 紫茎泽兰 30 0. 6

— — — — — — 车桑子, 火棘 20 0. 5 — — —

3　石灰岩山地低效林改造技术措施

3. 1　低效林分改造的原则

3. 1. 1　因地因林制宜原则　各调查小斑的自然条

件、土地类型、原有植被条件不尽相同, 因此要根据不

同的立地条件和林分状况划分类型, 因症施技, 适地

适树, 适树适法。

3. 1. 2　人工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原则　研究区为石灰

岩山地, 岩石裸露, 水土流失严重, 植被稀疏, 必须依

靠科技进行人工造林, 保护和增加生物多样性, 加快

自然植被恢复, 进行生态重建。

3. 1. 3　生态效益与景观效益相结合原则　研究区是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在生态重建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景

观效益; 在树种选择时, 适当选择和引进一些或观花、

或观果、或叶相随季相变化的树种点缀其中, 增加景

区的可观赏性, 加快旅游业的发展。

3. 2　低效林类型划分

正确的划分低效林类型是改造和经营好低效林

的关键。低效林类型的划分就是将改造技术相同的划

分为同一经营类型[3 ]。根据小斑调查结果, 将品种退

化、产量降低的经济果木林称为低产经济林; 把现有

林分为香椿、响叶杨等落叶阔叶树种的低效林分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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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落叶阔叶林。柏木、女贞混交林命名为低效常绿

针阔混交林。把缺少乔木树种, 以灌木为主的称为低

效灌木林。其余的为低效石山灌丛。根据乌江中游石

灰岩山地低效林分改造技术成果[2 ] , 按森林生态经济

系统的构成将研究区的低效林分划分为: 低产经济

林、低效落叶阔叶林、低效常绿针阔混交林、低效灌木

林、低效石山灌丛等 5 种类型, 其中低效石山灌丛又

根据石山灌丛低效林分类型的立地差异, 植被恢复的

可能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将石山灌丛的植被恢

复分别采取封山育林和困难地段造林 2 种方式。各类

型特征详见表 3。

3. 3　低效林分改造措施

低效林分改造目标: 用人工促进恢复植被和自然

恢复相结合的方式, 增加生物多样性, 让单层变复层,

纯林变混交, 同龄变异龄, 增添速生树种, 改造灌刺

丛[2 ] , 使森林结构趋于合理, 在短期内形成结构稳定,

功能齐全的森林生态系统。

用封、补、改、造、抚等措施对不同的低效林改造

类型, 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由于石灰岩山地的植被

恢复难度很大, 在低效林分改造过程中, 不宜采取皆

伐 (局部) 或择伐的方式, 也不宜用严格的密度来要

求, 只能采取见土整地, 见缝插针的方式在林中空地

进行补植补造, 对低效灌木林进行块状或团状改造,

各改造类型的具体措施见表 4。

表 3　低效林分类型与特征

林分类型 特　　　　征

低　产
经济林

株行距不合理, 林中空地大, 经营粗放, 品种
退化, 产量低。

低效落叶
阔 叶 林

乔木层以香椿为主, 每 1 hm 2 为 300～ 4500
株, 郁闭度低, 立地为半连续土体, 零星土
体。林下人为破坏严重, 灌木层覆盖度多在
20% 左右, 草本植物种类少, 覆盖度低。

低效常绿
针阔混交林

由柏木、女贞组成混交林, 但郁闭度低, 林中
空地大, 紫茎泽兰开始入侵。

低　效
灌木林

立地以零星土体为主, 灌木树种主要以火
棘、大叶桐等为主, 林中空地受紫茎泽兰入
侵, 缺少乔木树种。

低效石山
灌　丛

岩石裸露率在 90% 以上, 有少量火棘、车桑
子生长。

表 4　改造方式及目标

改造类型 改造方式 改造措施及目标

低产经济林 逐步更替
对老树改造, 引进优良品种补植, 新树投产后逐步更替老
树, 培育高产经济林

低效落叶阔叶林
林中空地补植补造, 林冠下
造林, 改善土壤条件等。

补植常绿树种为主, 实行补、造、封、管抚结合, 培育常绿落
叶复层混交林

低效常绿针阔混交林 林中空地补植补造
对原有林木及林下有发展前途的植株进行抚育, 补入常绿
阔叶树种, 加强管护, 培育常绿针阔复层混交林

低效灌木林 块状或团状 引入乔木树种, 实行补、管、封结合, 形成乔灌复层林

低效石
山灌丛

封山育林 人工促进
对缓坡、斜坡半连续土体低效灌丛, 采取栽营养袋苗, 点播
车桑子, 用封山育林方式恢复植被

困难地
段造林

块状、团状改造
通过大穴整地、大苗上山, 辅点播灌木种子, 实行造、封、抚
结合进行石漠化治理。

　　对同一类型, 在改造目标确定的条件下, 由于立

地条件差异, 以及同一立地类型小生境差异性和社会

经济发展要求不同, 各小班的具体措施也有差异。

4　保障措施及对策建议

为切实保证低效林分改造工程顺利实施, 必须进

行科学规划、科学施工、科学管理, 推广石灰岩山地低

效林分改造技术, 应用先进成熟的技术成果和适宜研

究地区的优秀成果, 狠抓技术培训, 将科技支撑贯穿

于工程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做好定期检查, 从技术、管

理、资金、人员等方面进行保障。

针对石灰岩山地造林的特点, 在工程建设中要努

力提高造林成活率。该区地下水资源相当丰富, 但方

便利用的水资源却很有限, 须依靠先进实用技术, 高

效利用有限的水资源[4 ]。如采取鱼鳞坑整地, 保水剂

拌土或醮根, 选择抗旱树种, 定植后用地膜或枯枝落

叶、草等覆盖, 将各种节水措施结合起来, 提高造林保

存率。多渠道筹措资金, 与工程项目相结合, 进行石漠

化治理。该区石漠化分布广, 难度大, 而投入较少。因

此要与退耕还林工程和珠江防护林工程相结合, 本着

先易后难, 先点后面治理的时序性原则, 通过见效快

的区域石漠化治理典型示范效应, 带动整个区域石漠

化的综合治理[4 ]。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推广林草

复合模式, 解决家畜吃草问题, 改放养为圈养, 避免

牛、马、羊对植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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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反映各相关利益主体

彼此独立、相互制约的制度与关系。在国内外旅游管

理模式述评的基础上, 对青海湖国家风景名胜区实证

研究得出符合地域特征的新型管理模式 (图 2)。旅游

的核心在景区, 发展的关键在体制[9 ]。旅游景区的体

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与首要任务。一个景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与运用是在特

定的资源廪赋、政策环境与社会条件下, 各个相关利

益主体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博弈”的过程是动态

的, 机理是复杂的, 其结果也有多变的形态。

图 2　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概念图

(3) 坚持资源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与监护权

的分离与制衡。我国特别是西部景区风景资源产权不

明晰, 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和风景资源的产权管理存在

法律真空, 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 3 权不分导致风景

资源在旅游开发上出现弊端[7 ]。在青海湖尝试风景资

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管理权由各级、各行政主管部

门行使; 实行政企分离、事企分离, 旅游经营权与所有

权、管理权分离; 建立完整而有效的监督保护体系, 任

何权利都必须有适当的制衡才不致滥用, 景区内企业

的经营权也不例外[8 ]。从西部现实国情出发, 特别是

风景名胜区旅游资源分别隶属于多行政部门的现实,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背景下, 实行旅游资源的

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与监督保护权相互分离与制

衡, 使国家所有的资源进行旅游开发时有序地进入市

场经济 (包括资本市场运作) 轨道, 从而实现国家利

益、业主利益与社区利益合理兼顾, 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与环境效益同步推进。

致谢: 文章撰写中得到范少言博士, 张阳生等老

师的帮助, 特些表示感谢!

[　参　考　文　献　 ]

[1 ]　郝索. 外国旅游管理体制比较研究及对我国旅游业改制

的启示[J ]. 人文杂志, 2001 (3) : 79—83.

[2 ]　李树民, 康立峰, 高煜. 西部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障

碍分析及对策建议 [J ].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 , 2002, 22 (3) : 14—16.

[3 ]　陈实, 倪路梅. 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障碍分析[J ].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 21 (4) : 62—64.

[ 4 ]　贾生华, 邬爱其. 制度变迁与中国旅游产业的成长阶段

和发展对策[J ]. 旅游学刊, 2002, 17 (4) : 19—22.

[ 5 ]　阙丽萍, 陈兴祖. 政府及行业协会与我国旅游行业管理

[J ]. 商业研究, 2002 (6) : 147—150.

[6 ]　翟金良, 何岩, 邓伟. 松嫩—三江平原湿地自然保护区面

临的问题及管理对策 [J ]. 水土保持通报, 2003, 23 (1) :

1—6

[7 ]　杨振之, 马治鸾, 陈谨. 我国风景资源产权及其管理的法

律问题[J ]. 旅游学刊, 2002, 17 (4) : 39—44.

[8 ]　王兴斌. 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管理模式的改革[J ]. 旅游学

刊, 2002, 17 (5) : 15—21.

[9 ]　彭德成. 中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M ]. 北京: 中国旅游出

版社, 2003.

(上接第 84 页)

　　妥善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在实施林业生态建设工

程, 狠抓植树造林的同时, 必须重视石灰岩地区的能

源建设, 推广节柴灶 (节能灶) , 大力发展沼气, 借打邦

河丰富的水资源建立小水电厂。以沼气和电来代替薪

材, 才能有效地减少人类活动对森林的破坏, 为生态

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加快教育发展, 提高人口的综合文化素质, 增强

对环境的保护意识。该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 受历史

和经济条件的制约, 当地群众受教育程度低, 环境观

念淡薄。通过教育的发展, 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

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加大宣传力度, 推广各种生态恢

复的实用技术, 培养和扶持科技示范户, 提高广大群

众生态建设的技术能力。

各级人民政府、林业部门、水土保持部门要依法

开展工作, 切实保证森林法、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贯

彻实施, 并与村规民约相结合, 做好森林资源、生态环

境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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