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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森林抚育技术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探讨

李宇昊
(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北京 100714)

摘 要: 根据近几年森林抚育的实施情况，从森林抚育理论、指标、技术手段 3 个方面分析研究森林抚育技术体系

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明确森林抚育经营指导理论、完善指标体系和提高技术装备水平等改进建议，以

期为探索建立完备的森林抚育技术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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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Forest Tending Technology System

LI Yu-hao
( Academy of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71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forest tending，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forest
tending technology system from three distinctive perspectives: forest tending theory，forest tending norms，
and technical measures． Proposals are presented to clarify forest tending management theory，to perfect in-
dex system，and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technical equipment，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stablis-
hing a comprehensive forest tending technolog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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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底，国家启动实施了中央财政森林抚育

补贴试点工作( 以下简称“森林抚育”) ，这是国家公

共财政支持生态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林业的多功

能需求的又一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森林经营补贴

机制正式建立［1］。森林抚育以《森林抚育规程》［2］

等标准为依据，先后出台了《森林抚育作业设计规

定》［3］和《森林抚育检查验收办法》［4］等技术性文

件，各地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和创新，初步形成了

自上而下的森林抚育技术体系，确保了森林抚育工

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推进了森林抚育科学化、规
范化发展。同时，实践中也发现森林抚育在理论研

究、指标体系和技术手段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本文分

析了森林抚育技术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

建议，以期为探索建立完备的森林抚育技术体系提

供参考。

1 问题

1． 1 技术理论方面

技术理论体系不完备。我国幅员辽阔，森林类

型多样，按照一个指标体系和管理模式指导全国森

林抚育的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当前，全国缺乏统

一明确的森林抚育经营主导理论，国家层面的森林

抚育技术理论体系不完善，区域性森林经营技术标

准建设滞后，各地森林经营方案的内容空洞、千篇一

律，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多数被束之高阁，部分

存在执行力度明显不足的问题［5］。由于缺乏必要

的技术支撑，一些地方在抚育实施过程中，生搬硬套

国家标准和技术规定，抚育施工的方式方法简单粗

放，设计施工难以做到“因林施策”，影响了森林抚



育施工的质量。
1． 2 技术指标方面

( 1) 抚育方式单一。一是单一重视降低林分密

度。森林抚育确定的抚育方式以降低林分密度为主

要目标，抚育对象仅限于郁闭度在 0． 7 ～ 0． 8 以上的

过密林分，而大量林相残破、功能退化的森林不在抚

育范围之内。二是忽视了补植补造措施的重要性。
填补适生植被，对原有林分进行修复性建设，是改善

林分结构，促进林分更新的有效措施。单一重视

“减法式”的间伐措施，忽视了对林分进行“加法式”
的补植补造，大量针叶纯林和单一树种的局面很难

得到改观。抚育措施的“加减”失衡，十分容易对森

林结构的稳定性造成破坏。三是缺少必要的改造措

施。我国部分林分的系统功能呈逆向发展趋势，系

统组成成分缺欠，林木生长缓慢，质量低劣，植被

总盖度低，整个林分生态系统几乎丧失自我恢复能

力［6］，现有低效林资源比重大、林龄低［7］，迫切需要

进行抚育改造，而现有的几种抚育方式无法满足林

分改造的技术要求。
( 2) 指标因子简单化一。一是判断林分抚育迫

切性的指标和方法过于简单粗放。目前，设计人员

仅仅通过目测郁闭度的方式来判断林分是否需要进

行抚育，而不是通过林木空间格局、竞争关系以及林

分组成等的分析来判断是否需要对其进行经营，直

接影响到了作业设计决策的科学性。二是指标因子

无法反应林分空间结构。传统的森林经理调查体系

主要调查林木的胸径、树高和总收获量以及林分属

性的统计分布，目的是为木材生产服务，忽略了林分

空间结构信息和多样性信息［8］。森林抚育设计调

查因子包括平均胸径、公顷株数、郁闭度、蓄积量、抚
育强度等，这些因子无法反映林分结构的均匀度、混
交状态以及树种的优势程度等状况，尤其是无法准

确描述团状结构和复层结构林分的空间布局特征，

给森林抚育的设计施工带来很大困难。
( 3) 郁闭度指标的引入与使用有待完善。一是

郁闭度的概念不明确。郁闭度是反映林分结构和密

度的重要指标，由于应用领域与目的不同，与郁闭度

相近或相似的概念很多，但其概念的内涵并不明

确［9］。在林学与生态中，从用途与调查方式上来

看，与郁闭度相关的概念主要有盖度( coverage ) 、
透光孔隙度 ( canopy openness ) 、林 冠 密 度 ( canopy
density) 、林冠开阔度 ( canopy openness) 等［10］，而

《森林抚育规程》并未明确定义郁闭度的概念。在

实际生产中，实施单位普遍采用“林冠的投影面积

与林地面积之比为郁闭度”这一定义指导抚育施

工，但是该定义表述的郁闭度仅仅反映了林分的平

均郁闭度，无法表述林分的水平分布格局。二是难

以准确测量。目前，各地开展森林抚育设计施工和

检查验收主要采用目测法［11］估测郁闭度，该方法受

人为主观影响较大，难以精确获得森林郁闭度测量

结果，尤其难以准确量化和区分相似林分的郁闭度，

也无法准确目测水平分布不均匀的林分。此外，不

同季节的林分郁闭度差异较大，什么季节时间测量

的郁闭度是标准值，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规定，而抚

育设计、施工和检查验收的实施时间往往间隔 2 个

～ 3 个月，森林郁闭度变化较大，给设计施工造成了

很大困难。三是难以进行推算设计。郁闭度与林分

的株数密度、树种组成、蓄积量之间的关系十分复

杂，目前尚无可以直接用于实际生产的计算方法，尤

其是无法利用株数密度等因子准确测算异龄林和复

层混交林的郁闭度，这使得抚育作业设计在确定了

抚育株数强度、蓄积强度和保留木的前提下，不可能

准确推算和设计林分的保留郁闭度。在实际生产

中，基层设计单位为了按要求填写设计表格，设计人

员往往依靠经验确定保留郁闭度，这造成了抚育强

度和保留郁闭度脱节的问题，导致出现“抚育施工

强度还不够，但是保留郁闭度已经达到设计要求，或

者，抚育施工强度已经达标，但是保留郁闭度还没有

达到设计要求”的情况，抚育设计施工难以准确控

制保留郁闭度。
( 4) 伐前平均胸径检查难度大。为了避免出现

借抚育之名采伐木材、“伐大留小”的问题，森林抚

育规定林分抚育间伐后的保留平均胸径不得小于伐

前平均胸径，并作为评价抚育作业质量的重要指标，

但是，实际操作中发现，检查抚育后林分的伐前平均

胸径存在较大的难度。一是林业数表不完整，无法

推算保留胸径。目前，全国各省级单位均编制了一

元立木材积表和二元立木材积表，但是只有 21 个省

级单位编制了根径材积表，11 个省级单位编制了形

高表［12］。林业调查数表较完备的省份，可以利用胸

径根径材积表，建立胸径根径回归公式，推算伐前平

均胸径，或者利用形高表推算胸径。而一些省级单

位林业数表不完整，或者林业数表年代久远，未经修

订，无法准确推算。二是直接测算误差大。对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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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编制数表或数表不全的地区，就必须进行实地测

量，编制根径与胸径相关表，将根径换算为胸径［13］。
这增大了检查验收的工作量，实际工作中发现，对于

树种组成复杂的混交林，难以确保检查结果的准确

性和可信度。
( 5) 割灌除草的技术要求不规范。森林抚育将

割灌除草作为一种抚育方式，但是没有对割灌除草

提出量化规定，这导致部分实施单位过度清除林下

杂灌，大量的林下灌木和更新幼种被清除掉，造成林

下防护能力和地力的下降［14］。而个别实施单位还

存在割灌除草施工不到位的情况。
1． 3 技术手段方面

( 1) 抚育装备水平较低。受到资金不足等因素

的影响，森林抚育的技术装备水平整体较低，数据采

集和管理效率较低，郁闭度等因子的调查方法仍以

目测为主，难以保证调查精度。林业监测资源共享

困难，一些信息被深锁“闺阁”［15］，而另外调查和购

买信息数据的费用巨大。由于缺少遥感影像和资源

调查数据，造成“3S”等先进技术难以在森林抚育实

施过程中推广应用。
( 2) 基础数表编制工作滞后。目前，我国还没

有成形的、可以实用的经营数表［16］，一些已编制成

形的数表，由于长期未进行修订，数据得不到及时的

校正，造成“森林度量衡”失准，给森林抚育经营带

来诸多困难。
( 3) 管理手段效率不高。森林抚育档案数据管

理的数字化程度较低，图表数据的查询、统计、分析

未实现信息化和自动化。数据录入、处理和统计分

析等方面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较低，影响了调查

设计的质量和检查验收的效率。
( 4) 技术方法推广普及不到位。农民、林农和

基层林业职工是实施森林抚育的主体，虽然每年各

地都针对一线施工人员组织开展森林抚育技术培训

和现场指导，但是，受到培训人员自身技术水平、地
区森林抚育技术要求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基层森林

抚育技术培训的效果参差不齐，一些施工人员由于

没有掌握正确的施工技术，造成森林抚育出现质量

问题。

2 建议

2． 1 完善森林抚育经营技术理论体系

要在明确以分类经营思想为森林经营主导理论

的基础上，建立完备的森林经营技术体系。修订和

完善《森林抚育规程》等多项技术标准，开展全国森

林抚育经营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推进全国和区域性

森林抚育经营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建立自上而下的

全国森林抚育经营技术标准体系。要建立森林经营

长期规划制度，从中央到地方逐级编制森林经营规

划，加速推进森林抚育经营理论研究和成果的技术

转化，强化抚育技术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2． 2 建立健全技术指标体系

一是采用郁闭度和保留木株数双控制抚育强

度。将保留郁闭度由量化指标改为参考指标，将保

留株数密度作为量化指标，同时编制不同类型林分

合理株数密度控制表。二是将保留平均根径作为调

查因子。林业数表齐全的地区，可以推算保留平均

胸径，并采用保留平均胸径进行调查设计和检查验

收。无可用数表的地区，应调查保留平均根径，并作

为检查抚育前后林木直径变化的量化指标。三是明

确割灌除草的量化指标和技术要求，并完善割灌除

草的调查方法和表格内容。四是在森林抚育作业设

计中适当引入角尺度、混交度、大小比数［17］等结构

化森林经营参数，可结合全国森林经营样板基地建

设进行先行先试，在检验适用性的基础上，转化为生

产指标。五是根据《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关

于补植改造的规定，增加补植补造和林分改造抚育

方式，并结合森林抚育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和完善。
2． 3 改进调查设计技术手段

一是加强调查设计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采用

照片法或 Moosehorn 法( 网格法) ［18］精确测量郁闭

度，减少因主观因素造成的误差。二是增加手持

GPS、激光测距仪、数码照相机、郁闭度观测仪等仪

器设备的装备数量，实现森林抚育调查设计的可视

化和精准化。三是加强林调工具和专用软件的开发

研制，提高调查设计效率。四是根据国家林业局

《林业数表管理办法》［19］，开展好经营数表的编制工

作。五是推进森林抚育经营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

林地“一张图”等林业信息化建设成果，进行森林抚

育区划调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利用计算机技术

绘制设计图纸，提高制图精度和设计质量。加速推

进森林抚育任务调度系统和森林抚育检查验收管理

平台的建设工作，带动全国森林抚育管理的信息化

建设。六是要扎实开展好基层森林抚育技术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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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基础，全面准确的进行森林资源二类调查，调

查并完善林地小班属性因子，保证林地小班属性的

完整性和准确性。通过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完善林地

落界小班属性因子后，可不再使用 2008 年森林分类

区划数据，将完善后的林地“一张图”数据作为今后

森林资源管理的基础数据。
( 3) 建立基于林地“一张图”的森林资源管理系

统。以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完善后的林地“一张图”
为基础，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工程、
营造林、林木采伐、征收占用林地、森林火灾和病虫

害影响等林业基础信息矢量化，形成各类专题图层，

建立统一的森林资源管理地理信息系统，确保二类

调查、生态公益林建设、分类区划等数据的一致性，

准确监测林地及森林资源的消长变化情况，为森林

资源管理和规划设计提供决策依据。
( 4) 落实完善集体林确权发证。以森林资源二

类调查完善后的林地“一张图”为基础，采用高精度

的 GPS 辅助定位，以林权所有者和经营者为单位，

勘测定界，对现有小班细分细班，确权发证，彻底解

决一班多证、图证不符的问题，做到林权登记内容齐

全规范，数据准确无误，图、表、册一致，人、地、证相

符。
( 5) 加强技术培训和硬件建设。要将林地落界

成果充分应用于森林资源管理等林业生产的各方

面，还需要较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硬件支持。“3S”
技术在林业上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离实用化、普
及化还有相当距离，特别是县区林业部门 GIS 人才

缺乏，管好、用好林地落界成果还需要大量的智力支

持，因此需要加大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应用等技术培

训力度。同时林地“一张图”的建设及应用还需要

较高配置的图形工作站、高精度的差分 GPS 系统以

及 1∶ 10 000以下大比例尺地形图，便于林地数据库

的管理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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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工作，要组织编制通俗易通、图文并茂的施工操

作手册，让林农和职工直观地学习森林抚育施工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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