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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陇山林区陇中地区退化人工林修复对策研究

王天森1Ǔ袁志兵2

1.��甘肃省小陇山麦积植物园Ǔ甘肃Ǔ天水Ǔ741020

2.��甘肃省小陇山林业调查规划院Ǔ甘肃Ǔ天水Ǔ741020

摘Ȟ要：森林退化是在自然演替动态中表现出来的不正常现象，分析森林退化、进展演替，应当遵循演替动态规

律，在森林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综合研判，统筹过去、现在与将来，合理定位林分退化与进展状态，分析退化原

因，合理规划目标状态，有的放矢进行修复措施的对策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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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及退化原因

1.1  基本情况
小陇山林区陇中地区行政区域属甘肃省天水市清水

县管辖，渭河北岸支流牛头河的发源地。地理坐标东经

106°14′47″—106°23′30″，北纬34°38′18″—34°47′03″。
东与陕西陇县关山林场、宝鸡凤阁岭林场相连，南

连麦积区元龙镇与太碌林场隔渭河相邻，西接清水县白

沙镇，北与清水县张河林场、张家川县马鹿林场毗邻。

在《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

壑区土壤保持重要区”，在“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

高原生态屏障）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属于黄土

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区。林区森林资源发挥的生态功

能对陕西陇县、宝鸡陈仓区，天水麦积、清水和张川县

的生态环境将起到很大影响，林区以“汤浴温泉、轩辕

故里”而出名，历史悠久，素有陇上要冲，关中屏障之

称，是甘肃通往陕西关中的必经之地。

1.2  退化原因
人工林生态系统的退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既

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政策原因，也有认识

认知原因，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与生态问题。

小陇山林区陇中地区主要特点是森林面积较少，林

区气候不明显，林分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导致森林生长

量和蓄积量持续地低于同等条件下较为优良的林分，短

期内难以通过自然能力恢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大面积的人工林营造在在天然林屡遭破坏后退
化了的迹地上、林区的边缘地带、在人为干扰严重的农

林交错区、改造低质低产的原生天然林等地区，这些地

方土壤瘠薄、森林气候不明显，原生植被经过比较严重

的人为干扰后形成的次生裸地。

（2）人工林是在木材需求居高不下的历史背景下发
展的，被迫适应短期需求而采取农耕模式营建的针叶纯

林居多，稳定性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高。

（3）为了获得更多的木材蓄积量和经济利益，栽植
密度普遍偏大，林分结构多为单层，林下植被和可更新

的阔叶树发育不良，植物的根系及其凋落物对土壤的改

良作用弱化，林地地力长期得不到提高。

（4）基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建设背景，人工林发展
更多的追求“从无到有，由少到多”，没有从构建稳定

生态系统的角度，从“自然更新—快速生长期—顶级群

落—自然衰退期”的整体尺度来设计，缺乏对森林生态

系统整体性统筹，缺乏利用自然力经营的思路和探索，

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适地适树适种源”。

在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林业等六大工

程驱动下，尽管以保护森林、公益林建设为主体的生态

建设全面加强，但是从森林演替规律来看，还不能够解

决人工林以及退化的生态系统完成由简单到复杂、由低

级到高级的历史演变，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还有待于

进一步恢复和加强[1]。客观上，森林生态系统的多种功

能还不具备持续发挥的基础，还需要人为经营措施做辅

助，人与自然相结合的方式、历时较长的时间来修复，

才有望达到既能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又能持续生产木材

与其他林产品的条件和基础。

2��退化人工林修复方案

2.1  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底线任务来抓，筑

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矢志不渝，锲而不舍、久久

为功，把陇原大地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

园，努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双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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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修复原则
按照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正向演替、顶级

群落”等要求，结合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指标，分别

“完整性、协同性、稳定性、演替性、适应性”对森林

生态系统稳定性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确定退化类型与

退化等级，并作为森林修复的生态学依据。

（1）坚持以森林生态系统为对象，按照乔木林“从
无到有”，“从疏到密”，“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

级，从过渡到持久的原则。

（2）坚持人工措施为手段，充分利用自然力量，人
工与自然力相结合，全面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功

能与各个组分的相互协同，诱导人工林生态系统向进展

演替方向发展。

（3）坚持人工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完整性、特殊
性、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追求最大化的森林数量和质

量指标，以尽可能短的周期和方便实施的作业为手段提

高生长量。

（4）坚持精准施策，标本兼治原则。在全面系统分
析生态系统退化主导原因，根据主导原因确定修复措

施，达到系统诊断，分类指导，标本兼治，确保修复成

效，切忌修复措施“简单化”、“单一化”。

（5）坚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并维持林地生产力，实现
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充分发挥森林的供给、调节、文

化和支持等多种多样的森林功能和效益。

3��人工林生态系统修复

3.1  树种型退化
退化表现：人工中龄林，纯林，原造林是“树与

地”匹配度不高，单层林，有枯死木，天然更新不良。

修复目标方向：通过人工干扰逐步引导，准确把握

森林演替这个“量变”的规律及条件，积极引导“质

变”，形成“人天混交林”，诱导天然更新，提高稳定

性，维护林地生产力，最终形成恒续林。

修复措施：抚育间伐，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3.2  植被型退化
退化表现：人工纯林，中龄林，群落不完整，林下灌

木少，有枯死木、枯立木，水文效应弱，多样性降低。

修复目标方向：通过人工干扰逐步引导，形成复层

林相，促进乡土树种天然更新，适度增加林下灌木盖

度，增加多样性，增加水文效应。不能以团块状补植代

替生态修复，在原造林失败的斑块栽植乔木，针叶纯林

要通过抚育引导灌木，与前期保留的树种形成混交林，

维护地力。

修复措施：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抚育，封山育林。

3.3  立地型退化
退化表现：林地生产力低，小老树，团块状分布，

有人为干扰。

修复目标方向：在造林失败地，选择适宜树种进行

人工重建，快速形成乔木郁闭，加强保留林分的的封山

育林，恢复地力。

修复措施：补植，封山育林。

3.4  干扰型退化
退化表现：历史上的人为干扰较重，水土流失严

重，历次造林都没有保存下来的次生裸地。

修复目标方向：乡土树种造林，进行人工重建。

修复措施：人工重造，封山育林。

4��大力推行生态补植与精准抚育

根据退化原因与退化表现，人工林生态系统修复，

将以补植修复、抚育修复为主要措施开展。在林中空地

要进行补植，在与次生裸地镶嵌的有林地要进行森林抚

育，要认真吸取以往造林“挖坑栽树”、森林抚育“全

面割灌”的传统方式，按照森林生态系统思维优化作业

方式，注重有好的生态效果。

4.1  生态补植
遵循森林基本的演替规律，按照“物种框架法”、

与“最大多样性法”以原生植被为目标进行。补造修复

是通过人工造林的方法，建立一个种群，作为恢复生

态系统的基本框架。适当模拟地带性植被的群落结构，

引导或加速自然演替过程，为恢复多样性创造基本的条

件，然后经过自然演化，在退化林分地块失败地中，选

择适宜树种进行人工修复补植，快速郁闭成林，集中连

片，与前期保留树种形成林分，提升地力。促进一个群

落发展成为由当地物种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最终实现

功能恢复。

4.2  精准抚育
抚育修复是尽可能按照该生态系统退化以前的物种

组成及多样性水平，在抚育间伐的过程中人为诱导适应

该地区的乔木种、灌木种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2]。

（1）幼林抚育时采取局部松土除草，保留部分或大
部分对幼林生长无碍的草被或灌木。

（2）对幼林生长不产生明显影响的可进行幼林抚
育。实行局部抚育与选择性抚育。

（3）重视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在诱导群落结构完整性
方面的作用。对于影响林下幼苗、幼树有影响的藤本、

灌木，选择性的割除，对于有天然下种能力的优良母

树，如华山松、油松等乡土树种，应在适当的季节开展

破土整地，促进天然下种生根发芽，促进林分结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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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维护林地地力，切忌全面割灌，大面积开挖。

（4）保护利用自然植被。对灌木林地、疏林地，可
实行带状造林，造林带可进行割灌除草整地，而带间保

原有植被，带间影响幼林生长的高草丛，也可以清除。

对于造林后萌发和实生更新的可利用乔灌木，加以保护

培育，形成人工与天然的混交林。合理控制林分密度，

创造有利于林下植被发展的环境。

（5）营造混交林群落。混交林能提高人工林的生物
多样性，维护地力的能力强于纯林。混交林类型有复层

林冠和单层林冠，在单层林冠类型中尚有紧密混交、交

替进行混交和团状混交等。通过密度合理调节，诱导群

落向复层林冠的混交林方向演替，提高土壤肥力，保持

养分循环平衡，增加群落稳定性。

（6）病虫害防治。人工林在生物学上存在不稳定
性，最容易遭受病虫害袭击，因此在育林措施中除强调

选育具抗性的树种和品种外，还应提高人工林生物多样

性和改善人工林的群落结构，人工林的生物多样性和群

落结构的复杂性是人工林应对病虫害的保护机制。

5��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

治理水土流失是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举措。水土流失指的是地表水和土壤因各种自然和人为

因素导致的大量流失现象，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可持

续利用。

（1）植被恢复和保护：植被是防止水土流失的自然
屏障。通过植被恢复和保护，可以增加土壤的覆盖率，

提高土壤的保水能力，减少水土流失的可能性。同时，

植被还能够拦截雨水和风力对土壤的侵蚀，稳定土壤表

面，降低水土流失的风险[3]。

（2）构建水土保持设施：在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地
区，可以采取一些工程措施来减少水土流失。

（3）加强土壤保水能力：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
改善土壤结构，能够提高土壤的保水能力，减少水土流

失的可能性，降低水土流失的发生率。

治理水土流失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措施，通过植被恢

复和保护、构建水土保持设施和加强土壤保水能力等方

法的综合应用，同时在项目实施中责任单位要做好《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宣传工作，水土保持林是

在河流、湖泊、山坡等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地区，种植一

定密度的树木，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防止水土流失。

水土保持林不仅可以减缓水土流失的速度，还可以保护

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充分保留原生植被，不

得砍山炼山，避免新的水土流失，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根本目标，以提高生态系

统功能和服务能力为核心内容，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为最终目的，统筹推进水土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

调统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的综合治理要求我们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赢。

6��结束语

森林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独立的树木

或其他个体所不具备的功能与特征，在自然状态下，具

有从无序到后序，从低级到高级自行发展，能够长期保

持相对稳定的基本特征。森林修复是遵循这一规律，使

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如：抚育、割灌除草、补植

补造等人工措施的前提下，通过森林生态系统自身的力

量，使其功能恢复到退化前的状态，或者与恢复到与相

同的立地条件下功能较高的森林的过程，是人工与自然

力量相结合提高森林功能的手段。

在林业改革与发展的反思中创新体制机制，与弘扬

“依法治林与以德育林”相结合，发扬“一手育林，一

手育人”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按照“因地制宜、综合培

育”的成功经验，借鉴速生丰产林的发展模式，优先修

复立地质量高、发展潜力大的人工林，力争在短期内有

所成效。牢牢扛起生态修复的“政治责任”，转换新思

路、总结新方法、创造新经验。将森林资源保护经营的

各项事业推向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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