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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宁洱县国家森林抚育补贴试点项目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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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宁洱县于 2011 年启动国家森林抚育补贴项目，本文通过分析宁洱当前森林资源存在的情况以及项目实施

中取得的成效，提出今后提高森林质量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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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洱县基本情况

1． 1 自然情况

宁洱县位于云南省南部，普洱市中部，地处横断

山系南段，无量山脉南部边缘，地跨北回归线，南临

东南亚周边国家。地理位置位于东经 100°43' 至

101°37'，北纬 22°41'至 23°36'，境内河流纵横交错，

长5 000 m 以上的有 121 条，属红河水系和澜沧江水

系两大水系。气候夏季阴雨潮湿、冬季晴朗干燥、干
湿分明、四季如春属南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年平

均太阳辐射 119. 1 kcal·cm －1，年均降水量1 398. 0
mm，年均蒸发量1 566. 5 mm。
1． 2 森林资源情况

据 2012 年森林资源调查，宁洱县土地总面积

366 973 hm2，其中林业用地面积292 965. 5 hm2，占

全县土 地 总 面 积 的 79. 8%，非 林 地 面 积74 007. 5
hm2，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20. 2%。全县森林覆盖

率 77. 1%，林木绿化率 77. 5%。全县幼龄林面积

81 109 hm2，蓄 积 5 355 440 m3，中 龄 林 面 积

160 567. 2 hm2，蓄 积 15 410 620 m3，近 熟 林 面 积

24 441. 6 hm2，蓄 积 3 147 560 m3，成 熟 林 面 积

4 695. 7 hm2，蓄 积644 690 m3，过 熟 林 面 积 555. 2
hm2，蓄积57 470 m3。

2 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2． 1 项目实施的紧迫性

宁洱县高度重视森林资源的保护和营造，特别

是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及巩固

退耕还林成果工程以来，森林资源呈现双增长的良

好局面，中幼林面积达241 676. 2 hm2，由于森林经

营工作滞后，经营水平低下，虽然森林覆盖和蓄积量

逐年提高，但森林资源质量却不高，须调整林分结

构，改善林分环境，促进林木生长，提高林分质量，培

育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提高森林的生态、经济

和社会效益。
2． 2 项目区实施前基本情况

宁洱县 2011 年共实施森林抚育补贴项目1 000
hm2，其中德化林场森林抚育试点实施 265. 8 hm2，

德化林场位于宁洱县西南部德化乡境内，距宁洱县

城 55 km。德 化 林 场 最 低 海 拔 770 m，最 高 海 拔

1 568 m。森林抚育对象为 2003 年人工定植思茅

松，初植密度2 501株·hm －2，株行距 2 m × 2 m，土

地使用权属为国有，林地使用权属为普洱科茂林化

有限公司，森林类别为商品林。到 2011 年，树龄

8 a，郁闭度 0. 84，蓄积11 642 m3，总株数551 518株。
2． 3 项目实施的成效

德化林场 2011 年国家森林抚育补贴项目抚育

措施包括透光伐抚育、割灌、抚育材及抚育剩余物处

理，抚育后培育的优势树种为思茅松。抚育间伐的

株数155 667株，间伐材积2 266 m3、剩余物清理量

1 958 m3，为更好开展抚育成效监测工作，在德化林

场 43 林班 10 小班设 1 组样地，抚育间伐监测样地

和对照样地，样地规格为 32 m ×32 m，样地面积 4. 5
hm2。经过 3 a 的定期监测，监测样地主要因子情况

及分析见表 1，对照样地主要因子情况及分析见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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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德化林场思茅松抚育间伐监测样地

监测时间: 2011 年 11 月 15 日 监测时间: 2012 年 11 月 24 日 监测时间: 2013 年 12 月 28 日

编号
胸径
( cm)

树高
( m)

单株蓄积
( m3 )

编号
胸径
( cm)

高
( m)

单株蓄积
( m3) 编号

胸径
( cm)

树高
( m)

单株蓄积
( m3 )

1 8． 0 7． 2 0． 0197 1 9． 3 7． 6 0． 0279 1 10． 3 8． 0 0． 0358
2 8． 8 7． 5 0． 0247 2 10． 8 8． 0 0． 0394 2 11． 9 8． 5 0． 0505
3 7． 8 7． 3 0． 0190 3 9． 2 7． 8 0． 0280 3 9． 8 8． 2 0． 0332
4 6． 7 6． 5 0． 0126 4 8． 1 6． 8 0． 0192 4 9． 2 7． 9 0． 0283
5 8． 1 7． 2 0． 0202 5 9． 5 7． 7 0． 0295 5 10． 3 8． 3 0． 0371
6 8． 7 7． 3 0． 0236 6 10． 3 8． 2 0． 0367 6 11． 5 8． 5 0． 0472
7 8． 1 7． 1 0． 0199 7 9． 6 7． 4 0． 0290 7 10． 5 7． 8 0． 0364
8 7． 8 6． 7 0． 0175 8 9． 3 7． 1 0． 0262 8 10． 4 7． 5 0． 0344
9 7． 0 6． 0 0． 0128 9 8． 2 6． 7 0． 0194 9 9． 1 7． 1 0． 0251
10 8． 5 7． 1 0． 0219 10 9． 8 7． 4 0． 0302 10 10． 9 7． 7 0． 0387

合计 79． 5 69． 9 0． 1919 94． 1 74． 7 0． 2853 103． 9 79． 5 0． 3667
平均值 8． 0 7． 0 0． 0192 9． 4 7． 5 0． 0285 10． 4 8． 0 0． 0367

净生长 1． 4 0． 5 0． 0093 1． 0 0． 5 0． 0082

表 2 德化林场思茅松抚育间伐对照样地

监测时间: 2011 年 11 月 15 日 监测时间: 2012 年 11 月 24 日 监测时间: 2013 年 12 月 28 日

编号
胸径
( cm)

树高
( m)

单株蓄积
( m3 )

编号
胸径
( cm)

高
( m)

单株蓄积
( m3) 编号

胸径
( cm)

树高
( m)

单株蓄积
( m3 )

1 7． 2 5． 6 0． 0127 1 7． 8 5． 8 0． 0153 1 8． 5 6． 0 0． 0188
2 6． 0 5． 0 0． 0080 2 7． 0 5． 6 0． 0120 2 8． 0 5． 9 0． 0164
3 5． 7 5． 1 0． 0073 3 6． 1 5． 7 0． 0093 3 6． 7 6． 0 0． 0117
4 5． 1 5． 2 0． 0060 4 6． 3 5． 6 0． 0097 4 6． 7 5． 8 0． 0114
5 4． 6 4． 0 0． 0038 5 5． 7 4． 5 0． 0065 5 5． 9 4． 6 0． 0071
6 5． 2 4． 1 0． 0050 6 5． 4 4． 4 0． 0057 6 5． 4 4． 5 0． 0059
7 8． 2 5． 6 0． 0164 7 8． 3 5． 8 0． 0174 7 7． 0 6． 1 0． 0130
8 8． 2 5． 6 0． 0164 8 8． 7 5． 7 0． 0188 8 9． 1 6． 1 0． 0218
9 8． 4 6． 0 0． 0183 9 9． 7 6． 3 0． 0255 9 10． 3 6． 5 0． 0296
10 8． 6 7． 0 0． 0222 10 9． 9 7． 4 0． 0308 10 10． 5 7． 6 0． 0355

合计 67． 2 53． 2 0． 1161 74． 9 56． 8 0． 1511 78． 1 59． 1 0． 1711
平均值 6． 7 5． 3 0． 0116 7． 5 5． 7 0． 0151 7． 8 5． 9 0． 0171

净生长 0． 8 0． 4 0． 0035 0． 3 0． 2 0． 0020

经过 3 a 的定期监测，监测样地的树生长量明

显高于对照样地，到 2012 年 11 月监测样地树比对

照样地树: 胸径增长 175%，高增长 125%，单株蓄积

增长 266% ; 2013 年 12 月监测样地树比对照样地

树: 胸径增长 333%，高增长 250%，单株蓄积增长

410%。
德化林场实施了森林抚育补贴项目，在人工林

中伐除过密的和质量低劣、无培育前途的林木，调节

树种组成与林分密度，优化林分结构，造林密度得到

合理调整，改变林内光照强度、透风条件，促进土壤

生物活动，加强死地被物分解，进一步提高土壤肥力

林木生长加快，森林质量明显提高，有助于目的树种

思茅松的生长。
通过森林抚育，在人工林中清除高大草本植物、

灌木、藤蔓与影响目的树种生长的萌芽条、有害木与

上层残留木及目的树种中生长不良的林木，消除不

利于林木生长的各种因素，改善土壤和气候条件，调

整林分密度及树种组成，促进保留木的生长和发育，

从而提高材种的规格和经济出材率，实现林木数量

与质量的同步增长。
通过森林抚育，改善林内卫生、空间状况，增强

林分抗性，减少病虫害寄生环境，有效防止和控制病

虫害的大面积发生，减少林内易燃物，降低森林火灾

发生的机率，林内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增加林分

抵御旱、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三年来实施了森林抚

育补贴项目德化林场没有森林火灾、病虫害等自然

灾害发生。
通过森林抚育，一方面中幼龄林抚育补贴试点

建设项目配套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试点补贴资金，给

项目建设带来了投资，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同时，

由于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部分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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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为当地

社会秩序的和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

通过抚育间伐及时采伐利用即将枯死、已枯死和部

分有缺陷的林木，使生产单位能够在早期获得一部

分资金，提高林分的木材利用率。
实施森林抚育补贴试点项目后，积累了森林抚

育管理经验，充分利用森林资源，通过抚育间伐，实

现了“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森林经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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