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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林形成原因与修复策略探索

党�勇�郝�静�王保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规划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00

摘�要：为了找到退化林形成原因与具体的修复方案，特别通过文献研究法具体分析了退化林的特点、退化林对

自然以及经济的不良影响，结果认为自然环境恶化、人为影响两个主要因素导致了退化林的生成。退化林修复需要通

过政府、社会企业、人民群众形成多元管控主体，积极落实修复责任，并通过紧密的技术培训推动具有创新性质的现

代化修复手段融入到基层，全面提升退化林修复水平。

关键词：退化林；成因分析；修复策略；策略探索

前言：近些年三北防护林出现了退化林占比增大现

象，除此之外其他林区也出现了退化林面积扩大问题，

例如中压柜环保督察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新疆人工防
护林退化林占比达到了38.7%。退化林的出现不仅影响到
了林业经济发展，也降低了防护林防护水平，不利于自

然生态健康持续发展。找到退化林形成原因，并给出针

对性修复策略，已经成为我国林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1 退化林现状

和硕县防护林、林果兼用林分都出现了退化林现

象，体现出的主要特点是成熟树木多、病虫害多、病死

树木多、树木多样性下降，同时森林宏微观生态有恶化

倾向。退化林主要分布在塔哈其乡、曲惠镇、清水河农

场、苏哈特乡、特务里克镇、乌什哈拉乡、新塔热乡

等乡镇辖区之内。而具体的退化林等级划分，徐兴华在

《山丹县退化林草现状分析及修复对策研究》当中指出

退化林木比例、郁闭度、覆盖度、疏透度是退化林的评

价指标，作者更划定了郁闭度、覆盖度、疏透度的指

数，同时结合枯死树木数量、濒死树木数量、林业检疫

当中病虫害发生情况等，将退化林分为8类 [1]。和硕县

可以以此为参考，进行退化林等级划分。退化林的生成

对自然和经济都有不良影响：首先，在自然发展角度来

看，退化林导致森林向低效林转变，若是不能得到及时

的修复，随着成熟树木不断被砍伐或者不断死亡，整个

森林的生态水平不断恶化，动植物平衡被破坏，不利于

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例如以上乡镇因为受杏球坚蚧、

杏仁峰、经颈天牛、蚧壳虫，黑班病，红蜘蛛等病虫害

影响，主林层枯死木、濒死木占比达到了80%以上。以胡
杨、沙枣、榆树、杨树为代表的省道、乡道防护林也严

重退化，给生态造成了明显冲击。其次，在经济角度来

看，退化林的产能会明显降低，新老树木更替不及时，

会影响到和硕县林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果林产

能越来越低，会导致果农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即便是

对和硕县林业经济而言也是一种沉重打击。

2 退化林形成的原因分析

在退化林形成的原因方面，裴斌在《试析退化林的

成因与修复改造》当中指出林木生理过熟、立地条件

差、经营管理不善、人类活动影响、自然灾害影响、选

种不科学是主要原因[2]。杨辉军在《浅析干热河谷地区退

化林现状及修复措施》当中以干热河谷地区退化林为研

究对象，指出气候条件变化、人为因素、树种选择、病

虫害发生规模成为退化林生成的主要原因[3]。横向比对其

他有关研究，发现大部分文献将树木过于成熟、经营管

理粗放、林区居民活动影响、自然灾害影响作为了退化

林生成的主要因素。而硕县退化林生成原因，主要集中

以下因素：

2.1  树木过分成熟
和硕县大部分退化林都拥有10年以上历史，而且经

济林主要以山杏等为主，虽然这些果树寿命都可达数十

年或者上百年，但因为这些果树种植较密，林分郁闭度

超过了0.5，严重地缩短了树木寿命，十余年便开始呈现
老态。和硕县历史悠久的自然林树木过成熟现象也比较

明显，这源于成熟树木遮蔽了阳光导致新生树木不能形成

足够的光合作用，生长速度慢，新生树木规模扩展差。

2.2  经营管理粗放
林业单位作为森林经营和管理者没有很好控制采伐

和育林工作，没有有效地优先采伐成熟以及濒死、枯死

树木，乱采乱伐之下，整个森林的生态水平不断降低，

同时森林中物种平衡也被打破，严重地危害到了自然环

境。此时，即便是不断扩大森林面积，不断种植新的树

木，也难以保证整座森林的生态水平恢复到健康状态[4]。

2.3  人类活动影响
部分林区居民偷盗树木、狩猎有益鸟类，导致森林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2� 第1卷�第4期

83

生态变差。同时，附近居民缺乏安全意识导致人为火灾

不断发生，严重地毁坏了森林。例如2019年我国全年
发生火灾2345起（数据来源应急管理部），2020年我
国全年发生了1153次火灾（数据来源应急管理部发布数
据），这些火灾均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推进了退化

林的增长速度。和硕县虽然火灾风险相对较低，但人类

破坏、牲畜践踏等现象比较严重。

2.4  自然灾害影响
新疆整体生态薄弱，因为水土流失形成了严重的土

壤盐碱化现象，无法生长树木和草植。在这样土地之上

的森林退化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和硕地区相对而言

拥有较为丰富的森林资源，森林覆盖率超过了20%。但是
受大环境影响，自然灾害也频频发生，特别是害虫屡屡

发生。

当然，不管是经济林还是自然林，退化现象的发生

是多个因素彼此交杂导致的。这也说明了退化林的修复

难度大，必须要找到各类致因并且要明确每一种致因的

强弱，才能形成较有针对性的修复方案。这种方案能够

在控制修复成本基础上提升修复质量。

3 退化林修复策略

综上所述，可以宏观地将退化林的产生原因归结为

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在退化林防治和修复方面需要各

级政府、社会企业、基层群众联合起来，能够在有关法

律及规定指导下形成良好的合作，有效地针对退化林生

成的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形成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

3.1  明确修复原则
主要要确认森林的属性，主要有生态林、防护林、

经济林、人工林、自然林，要根据不同属性形成不同的

修复原则。

第一，生态林、防护林、自然林的修复原则。这类

森林的主要功能是保护自然生态，防沙防尘，是地方环

境不可或缺的“保护者”角色。对于此类森林主要是

要遵循因地制宜、尊重自然、宜乔则乔、宜灌则灌的原

则，要充分发挥出生态林、防护林、自然林的生态调节

功能。当然，也需要站在林业经济角度，要尽可能保证

林木的多样性，构造出健康的森林内部生态，保证物种

的多样性。

第二，经济林的修复原则。新疆和硕县经济林面积

较大，同时退化林规模占比高。经济林退化林修复主要

遵循高产能、高生态原则。高产能指的是要选择生长速

度快的树木，例如速生杨等，这些树木能够造纸、生产

胶合板等。高产能才能保证林业经济快速发展。同时，

还需要遵循高生态原则，所谓高生态即高度重视生态原

则，要保证森林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要保证森林和自然

环境的协同发展。

第三，人工林的修复原则。人工林指的是为了扩大

绿地面积、提高森林木材供给效率而人工种植的树林。

所以人工林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保护生态，一个促进林

业经济发展。这就决定了人工林的退化林的修复要根据

人工林存在价值来选择不同的修复原则。偏向于生态的

便采用生态林、防护林修复原则；反之采取经济林修复

原则。

3.2  落实修复责任
目前，放眼和硕县的退化林管理现状，不难发现在

具体管理当中缺乏精细的组织架构。政府没有发挥出监

督管理作用，社会企业特别是林业企业没有发挥出合理

经营的作用，社会大众又因为法律意识不足而出现明显

破坏行为。鉴于林业发展和各级政府、社会企业（林场

等以树木种植、生产、加工为主的企业）、人民群众都

有紧密的利益关系，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企业

和人民群众为补充的管理方式，然后通过严密的监督体

系保证政府发挥出总体规划、资金支持等功能，保证企

业配合政府积极落实经营者职能，保证社会群众遵守有

关法律减少盗伐行为同时对政府及社会企业展开监督。

3.3  提高修复技术
第一，封育。对于自然林、防护林、生态林以及个

别经济林可以选择封育技术。所谓封育指的是除了必要

的清林工作之外，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其中，要给予森

林自我修复的时间。当然，如果森林状态欠佳需要适当

辅助人工手段，要积极地通过地表处理提高土壤的通透

性，确保土壤拥有较大的持水量，满足树木对水分的需

求。过程中要适当疏枝（又称透光伐）要保证森林拥有

足够的光照，保证自然繁育的幼树可以快速成长；要伐

老树、种新树（生长伐）使得森林成熟树木、中年树、

幼龄树能够前后接替，保证森林的可持续发展；要结合各

种灾情，采取合理的方式，保证林间清洁（卫生伐）[5]。

对于面积较大的封育地块，还需要定期采用直升飞机等

形式展开必要的病虫害防治，以空中播散药物的形式快

速遏制病虫害，为森林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空间。封育

修复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上世纪我国大兴安岭、小兴安

岭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象，便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封育政

策使得大小兴安岭恢复了良好的生态，使其可以持续发

挥出木材基地、自然防护的重要作用。

第二，复壮。受气候变化、立地条件、自然虫害等

影响，一些原本茂密的幼树林会在数年时间里呈现出衰

退之势，幼树死亡率不断升高，存活的幼树也体现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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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萎黄等问题。对此类处在生长阶段却出现不断衰落的

幼树林需要采用复壮技术。具体就是结合土壤施肥、病

虫害防治、个别树木吊针、平茬促萌等方式，让幼树林

重新恢复旺盛的生长态势。

第三，补植。森林当中总会存在老化的树木、濒死

的树木、已经枯死的树木，这些树木若是存在森林中，

只会增加病虫害以及自然火灾的几率。例如一些害虫以

病木为基地不断向四周扩散；枯死树木在雷雨天遭遇雷

击起火而导致森林火灾。所以要将这些老化、濒死、枯

死的树木清理出去。而补植就是在清理这些树木之后补

植幼树，或者移植其他树种。在补植的过程中需要有关

人员全面分析森林的生态水平，要尽可能不断地丰富林

地树种，达成混交林形式。这是源于混交林具有吸引不

同鸟类前来居住从而遏制病虫害的优势。例如阔叶林和

针叶林混合起来，可以吸引啄木鸟、喜鹊、乌鸦等鸟类

对油松毛虫、杨树舟蛾等形成压制。

第四，皆伐。将退化林全部伐倒，之后种植新的树

木，形成典型的单层林。皆伐要认真研究退化林所在位

置以及确认退化林种类。如果退化林处在生态较为薄

弱、地势较为复杂、陡坡而且水土流失较重的地带，则

不可以选择皆伐。另外，防护林、生态林也不宜选择皆

伐。换言之，皆伐比较适合人工林、经济林。

第五，以耕代伐。指的是地方政府根据生态林、自然

林、经济林的具体情况，将林下经济模式融入，以林草混

种、林药混种达成多种经营。过程中利用经营者对土表

处理来改善森林土壤生态，确保林木有效成长和更新。

具体选择哪一种修复技术，需要林业部门、林业经

营企业等来根据森林的具体情况而选择具体的方案，务

必要保证方案的精准性，保证退化林得到有效治理，能

够在一定时间内恢复到正常状态。鉴于退化林的生成与

管理不到位有关，而管理不到位和人才缺乏有关，建议

积极培养出专业的技术人员，由该类人员深入到林区的

森林中，结合有关档案数据来形成科学的修复方案。我

国林业部门也需要形成严格的考核机制，以绩效考核形

式来评价各个林区的工作，力求每个林区负责单位发现

自身在退化林防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建立修正方

案，保证退化林修复工作可持续开展。

3.4  实现动态维护

退化林修复是一个比较复杂而长期的工作，需要动

态维护来巩固修复效果。这其中动态维护大部分集中在

病虫害防治、土壤成分分析、生物种类统计等工作。鉴

于这些工作具有微观性、精细性，需要融入现代监控系

统。例如对森林单位面积的害虫数量、种类以及病虫害

扩散情况展开监测，制定出具体的害虫防治方案；利用

微观分析仪器来分析土壤有效成分、含水量等，来为森

林的维护提供数据，让工作人员获得有效参考[6]。以某林

场为例，在退化林修复过程中，利用智能监测系统来对

辖区内的森林展开不间断监视，分析出森林内存在白粉

病、根腐病、褐斑病，同时存在蚜虫、蓟马、蚧壳虫、

蛀心虫等害虫，然后分析出各类病虫害的发病规律，以

科学的化学、物理、生物防治方案有效地降低了病虫害

发病几率，减少了病虫害对退化林的危害，使得退化林

拥有良好的自我修复空间。

结束语：总而言之，退化林现象在和硕县乃至于全国

都属于较为严峻的问题，给我国自然生态、林业经济都带

来了影响。退化林主要是源于管理不科学、自然环境恶

化等原因导致的，在修复上需要依据退化林种类来选择

不同的修复方式。在具体修复中需要各级政府、林业管

理部门、林业企业、社会大众构成管理架构，保证修复

责任的有效落地。随着我国智能监控设备的不断普及，

需要在退化林监测、修复方面积极地融入具有微观监测

的设备，保证退化林修复能够获得科学的数据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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