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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盐边县林业产业发展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小班数据，选用地

貌，坡向，坡位，坡度，海拔，土壤类型，土层厚度，年均温，酸碱度 9 个因子对盐边县的林地资源进行了区划，再结合

盐边实际，对盐边县的林业产业进行了适宜性评价，最后指出了盐边县现代林业产业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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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tatus and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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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analysis was made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forestry industry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forest resource subcompartment data survey，the division of the forestry in
Yanbian was conducted by using geomorphology，slope location aspect，slope gradient，altitude，soil type，

soil thickness，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pH value． And evaluation was made on the suitability of
forestry industry． Finally，some idea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modern forestry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Yan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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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林业是指能适应社会对林业的现代需求，

追求森林多功能、高效、可持续的林业发展方式。用

现代化的高新技术武装林业，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

林业，用现代化的生产工艺过程来组织林业生产，从

而促使和推动林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 ～ 4］。盐边

县林地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盐边的林业产业得到

一定发展，但区域内丰富的林业资源潜力尚未充分

挖掘，特色林业产业和林业资源品牌尚未形成，农业

人口人均林业收入相对较低。本文分析了盐边县林

业产业现状，利用聚类分析法，结合盐边县区域经济

和区位优势特点以及实施“南北差异化发展”战略

的思想，对盐边县的林业资源进行了区划和现代林

业产业适宜性评价分区，确定了每个分区的适宜产

业及规模，为盐边县政府发展现代林业产业，助农增

收提供科学依据。

1 盐边县林业产业发展概况

1． 1 森林资源

根据盐边县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2013 年)，

全 县 林 地 面 积 262 997. 40 hm2，占 幅 员 面 积 的

80. 46%。其 中: 有 林 地 面 积 199 197. 97 hm2，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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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4% ;疏林地1 278. 45 hm2，占 0. 49% ;灌木林地

44 769. 42 hm2，占 17. 02% ; 未成林造林地 808. 77
hm2，占 0. 31% ;无林地7 988. 31 hm2，占 3. 08% ;宜

林地 8953. 77 hm2，占 3. 40%，见图 1。森林覆盖率

62. 16%，活立木总蓄积1 939 × 104 m3。

图 1 盐边县林地资源分布现状(单位:hm2)

1． 2 林业产业发展状况

1． 2． 1 林业产业发展已有一定基础

近几年来，盐边县的林业产业得到一定发展，形

成了以核桃、花椒、茶、生态旅游等为代表的特色林

业产业。截止 2013 年，全县有核桃面积 1. 47 × 104

hm2，投产 0. 23 × 104 hm2，产值达3 000万元;花椒

(以青花椒为主)面积 0. 3 × 104 hm2，产量6 500 t;茶

0. 04 × 104 hm2，产量 7. 6 × 104 t，规模以上产茶企业

12 家;林下经济得到发展，块菌资源尤其丰富，年产

块菌 40 t 左右，占全国供应量的 20% ;生态旅游发

展势头良好，2013 全年接待人数达 57. 41 万人次，

总收入达到 1. 62 亿元。到 2013 年，全县林业产业

总产值 7. 5442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5. 9482 亿元，占

78. 8%，第二产业 0. 1989 亿元，占 2. 6%，第三产业

1. 3971 亿元，占 18. 5%。
1． 2． 2 存在问题

盐边县的林业产业虽然得到了一定发展，但还

存在不少问题。如现有核桃存在的问题一是缺乏科

学规划，二是本地良种选育力度不够，品种结构不合

理，引进品种混杂，三是栽培技术落后，管理粗放，四

是市场体系和加工体系不完善;现有花椒存在的问

题一是缺乏科学管理，二是采收难度大，影响发展积

极性，三是缺乏深加工企业，综合产值不高;现有茶

叶存在的问题一是无性系良种化种植面积低，二是

管理不到位，三是加工设施比较陈旧落后; 林下经

济存在的问题一是资源处于野生、半野生、自生自灭

的状态，开发规模小，二是盲目采集造成资源破坏，

三是缺乏深加工企业，综合产值不高;生态旅游产业

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旅游定位没有形成品牌号召力

的形象，主题不明确，二是资源总体开发程度不高，

三是对外推广和营销缺失，经营过程缺乏客户至上

的意识。盐边县林业产业发展存在问题总的来说一

是缺乏高效培育技术体系，经营水平低;科技示范和

支撑不到位;二是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加工产业滞

后;缺乏特色林产品品牌，市场流通体系不完善。总

之，盐边县丰富的林业资源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特色林业产业和林业资源品牌尚未形成，现代林业

体系尚未建立，农业人口人均林业收入较为低下，

2013 年为 1253 元，仅占全县农民年均收入的 1 /9。

2 盐边县林业资源区划

林业资源区划是在摸清林业资源的基础上，根

据林业资源的特点及其分布规律，从自然、技术、经
济的角度，对林业生产条件，现状和潜力进行评价，

找出各区林业发展的方向及其利用、改造途径。聚

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 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

究个体分类的方法
［5 － 6］。聚类分析的原则是同一类

中的个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不同类的个体差异很大。
它是直接比较事物之间的性质，将性质相近的归为

一类，将性质差别较大的归入不同的类。
本文选取地貌，坡向，坡位，坡度，海拔，土壤，土

层厚度，年均温，酸碱度 9 个因子，用统计软件 SPSS
Statistics 15． 0［6］

进行 Q 型聚类分析中的快速样本聚

类(K-means Cluster)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林业资源

区划分析。其中，地貌，坡向，坡位，坡度，海拔，土

壤，土层厚度，酸碱度 8 个因子数据来自于盐边县森

林资源二类调查小班资料，年均温来自于盐边县气

象局各个乡镇的气象资料数据( 表 1)，根据海拔每

升高 100 m，温度下降 0. 6℃的规律，在地理信息系

统软件 ArcGIS 10. 0 下，采用插值的方式获取。
SPSS 15． 0 聚类分析结果见图 2。
由图 2 聚类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海拔为例，最

终分类中心(Final Cluster Centers)1 类为2 115 m，2
类为2 909 m，3 类为1 462 m。根据此聚类结果并结

合盐边县实际情况，将盐边县的林业资源划分为三

个区，分别为:Ⅰ区:河谷低中山经果林、水土保持林

区;Ⅱ区:中山山地用材林、经济林区;Ⅲ区:中高山

山地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林区。其中中高山山地水

源涵养、水土保持林区无论是幅员面积还是林地面

积均是 3 个区中最大的，最小的的区域是河谷低中

山经果林、水土保持林区;从森林覆盖率来看，中山

山地用材林、经济林区最高(80. 56% )，河谷低中山

经果林、水土保持林区最低(33. 90% )。各区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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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现状见表 2。
表 1 盐边县各乡镇气象资料

序号 采集点
经度
(°)

纬度
(°)

海拔高度
(m)

年均降雨量
(mm)

年均温
(℃ )

极端低温
(℃ )

极端高温
(℃ )

1 桐子林镇政府(县城) 101． 85 26． 68 1140 890． 6 20． 4 0． 1 41． 5
2 渔门镇五村 101． 52 26． 90 1261 1100． 7 19． 2 － 1． 8 42． 1
3 共和乡政府 101． 77 27． 08 2020 1398 16． 0 － 5． 0 33． 1
4 国胜乡政府 101． 48 27． 12 1580 1684． 2 17． 5 － 2． 9 36． 4
5 红格镇政府 102． 33 26． 80 1230 801． 5 20． 6 － 0． 4 40． 0
6 箐河乡政府 101． 37 27． 03 1344 1392． 3 18． 2 － 1． 7 40． 5
7 和爱乡团结村 102． 02 26． 85 2056 760． 3 16． 3 － 3． 9 33． 3
8 新九乡平谷村 102． 60 27． 02 1443 796． 8 19． 8 － 0． 5 38． 9
9 益民乡政府 102． 50 26． 93 1259 648． 5 21． 5 － 0． 4 41． 5
10 红果乡政府 102． 15 27． 32 1276 908． 8 18． 3 － 2． 5 38． 3
11 鳡鱼乡政府 102． 32 27． 55 1342 707． 4 18． 7 1． 0 38． 9
12 惠民乡政府 101． 73 27． 37 1303 888． 7 19． 1 － 1． 1 40． 1
13 红宝乡政府 101． 87 27． 18 1847 1459． 3 16． 1 － 3． 5 35． 5
14 永兴镇政府 101． 75 27． 55 1222 880． 2 18． 6 － 0． 9 40． 6
15 温泉乡政府 101． 43 27． 00 1713 1283． 7 16． 3 － 3． 1 36． 7
16 格萨拉乡景色区 101． 38 27． 27 3153 1031． 7 7． 4 － 13． 3 25． 9

图 2 聚类分析结果

表 2 盐边县林业资源区划

序号 区域名称
海拔
(m)

幅员面积
(hm2)

林地面积
(hm2)

森林覆盖率
(% )

年均温
(℃ )

1 河谷低中山经果林、水土保持林区 980 － 1400 46167． 97 25130． 02 33． 9 17． 2 － 23． 0
2 中山山地用材林、经济林区 1400 － 2100 140039． 1 112812． 46 80． 56 13． 1 － 18． 1
3 中高山山地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林区 2100 － 4260 140737． 9 125339． 05 70． 32 7． 4 － 15． 1

3 盐边县现代林业产业发展适宜性分区

盐边县位于凉山州西部，攀枝花北部，青藏高原

东南缘，雅砻江下游西岸，属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

区，具有典型的南亚热带干热季风气候特点，冬暖，

春温高，夏秋凉爽，日照充足，气温年差较小，年均降

雨量1 065. 6 mm，年 平 均 气 温 19. 2℃，一 般 海 拔

1 000 m 至3 000 m，河谷、低山、中山、高山气候呈明

显的垂直差异，土壤类型多样
［7 ～ 11］，非常适合发展

现代林业产业。依照林业资源区划结果，根据盐边

县区域经济和区位优势特点以及盐边县实施“南北

差异化发展”战略，结合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专

家对该区域主要经济林木的研究成果( 表 3)，以海

拔高度为主，综合考虑光照、降水、热量、年均温、土
壤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将盐边县划分为五个适宜林

业产业大区:南部河谷低中山区，南部中山区，北部

河谷低中山区，北部中山区，北部高寒山区，各区域

基本情况及适宜性产业参见表 4。

4 盐边县现代林业产业发展思路

现代林业产业必须在现代科学认识的基础之

上 ，利用现代工艺、现代技术设备、现代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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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盐边县主要经济林木适宜性生态指标

名称
年均温
(℃ )

极端低温
(℃ )

极高温
(℃ )

≥10℃积温
年降雨量

(mm)
日照
(hr) pH 值

核桃(北方品系)* 9 ～ 16 ＞ － 15 ＜ 38 3 500 ～ 5 000 500 ～ 1 000 ＞ 1400 6． 5 ～ 8． 5
深纹核桃(云南品系)* 13 ～ 18 ＞ － 5 ＜ 40 4 500 ～ 6 000 800 ～ 1 200 ＞ 1600 5． 5 ～ 7． 5

青花椒* 12 ～ 19 ＞ － 1 ＜ 38 3 500 ～ 5 000 ＞ 600 ＞ 1 000 6． 5 ～ 7． 5
花椒* 8 ～ 16 ＞ － 21 ＜ 40 3 500 ～ 5 000 ＞ 500 ＞ 1 800 6． 5 ～ 8． 0

蚕桑［12］ 12 ～ 30 ＞ － 20 ＜ 35 3 500 ～ 4 600 600 ～ 1 000 ＞ 1500 6． 5 ～ 8． 5
* :资料来自于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罗成荣研究员研究成果(内部资料)。

表 4 盐边县林业产业适宜性分区

区域
名称

林地面积
(hm2)

海拔范围
(m)

年均温
(℃ )

≥10℃
积温
(℃ )

降雨量
(mm)

涉及乡镇 适宜产业

Ⅰ 20 263． 90 980 ～ 1450 16． 2 ～ 23． 1 5 900 1 065 红果彝族乡、桐子林镇、
新九乡、益民乡、红格镇

(1)特色水果
(2)桑
(3)生态旅游
(4)园林种苗
(5)林产品加工及贸易

Ⅱ 46 963． 77 1 450 ～ 2 300 8． 4 ～ 21． 3 4 100 ～ 5 900 1 540 红果彝族乡、桐子林镇、
新九乡、益民乡、红格镇、
和爱彝族乡

(1)核桃
(2)青花椒
(3)林下中药材
(4)森林蔬菜
(5)林下养殖

Ⅲ 96 161． 45 1 450 ～ 2 300 12． 1 ～ 19． 3 4 000 ～ 5 800 1 560 箐河傈僳族乡、国胜乡、
共和乡、永兴镇、
鳡鱼彝族乡、
惠民乡、渔门镇

(1)特色水果
(2)桑
(3)茶叶
(4)生态旅游

Ⅳ 96 161． 45 1 450 ～ 2 300 12． 1 ～ 19． 3 4 000 ～ 5 800 1 560 格萨拉彝族乡、国胜乡、
箐河傈僳族乡、永兴镇、
红宝苗族彝族乡、共和乡、
温泉彝族乡、鳡鱼彝族乡、
惠民乡、渔门镇

(1)优质核桃
(2)特色青花椒
(3)优质茶叶
(4)森林蔬菜
(5)林下养殖
(6)林下中药材
(7)生态旅游

Ⅴ 87 063． 90 2 300 ～ 4 260 1． 7 ～ 14． 3 1 300 ～ 4 000 1 540 格萨拉彝族乡、箐河傈僳族乡、
国胜乡、红宝苗族彝族乡、
共和乡、温泉彝族乡、永兴镇、
鳡鱼彝族乡、惠民乡、渔门镇

(1)生态旅游
(2)中药材
(3)森林蔬菜
(4)林下养殖

注:Ⅰ:南部河谷低中山区;Ⅱ:南部中山区;Ⅲ:北部河谷低中山区;Ⅳ:北部中山区;Ⅴ:北部高寒山区。

方法的可持续发展林业产业
［13］。盐边县林地资源

十分丰富，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80. 46%。然而

丰富的林地资源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经济效益，以

2013 年的农民人均林业收入为例，仅占全县农民人

均收入的 1 /9。因此，立足于盐边县林业产业现状，

把握现代林业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扶贫攻关、改
善民生、助农增收为宗旨，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契

机，通过“组织群众、发展产业、做好品牌、对接市

场”手段，加快转变林业经济发展方式，优化林业产

业发展布局，创新盐边县林业经济发展模式，加速培

育主导产业和区域特色林产品，打造名、优、特品牌，

提高林业经济对县域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实现林业

生态、经济、固碳、保健和美化的五大功能和林业的

可持续发展。
盐边县现代林业产业发展措施为:(1) 充分利

用“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发展

机遇，加大培育特色经果林、高寒中药材、林下种养

殖等林业第一产业，夯实林业发展基础;(2) 积极培

育和构建以核桃、青花椒、蚕桑、中药材和“国胜茶”
为主的现代林产精深加工业，着力打造和提升林业

第二产业;(3)建设和完善林业科技、信息和市场服

务体系，构建“红格阳光休闲游”、“水墨二滩”和“格

萨拉原生态游”为主线的百里生态旅游线路，大力

发展休闲服务的林业第三产业。从而基本建成比较

发达的现代林业产业、林业科技支撑和市场化服务

体系，使林业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合理，林业产业成

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使盐边县成为全省乃

到全国林业产业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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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采用 SPSS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

较分析发现，比较不同密度调控处理下成竹率、新竹

相对生长率、产量以及经济效益方面差异性显著，当

林分密度级为 10 500 株·hm －2
时，对成竹率的影响

达到显著水平;当林分密度级为 7 500 株·hm －2、
10 500株·hm －2、12 000 株·hm －2

时，对竹林新竹

相对生长率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当林分密度级为

10 500株·hm －2、12 000株·hm －2、13 500株·hm －2

时，对竹林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因

此从成竹率、新竹相对生长率、产量以及经济效益等

因素方面考虑10 500株·hm －2
级是比较合理的控制

密度。
绵竹在 5 种密度级调控下的发笋率虽然差异性

不显著，但是结合成竹率，可以得出各密度级对应的

新竹增长率(发笋率* 成竹率)。这一指标可在一定

程度上反应出竹林竹丛的年龄结构的合理性，从生产

试验经验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新竹增长率维持

在 33. 33%是比较合理的，5 种密度级调控下的新竹

增长 率 平 均 值 分 别 为:20. 33%、21. 94%、30. 71%、
24. 86% 和 24. 93%。因 此 绵 竹 林 分 密 度 调 控 在

10 500株·hm －2
级时较为合适。综上所述，绵竹纸浆

竹林密度调控的最佳密度级为10 500株·hm －2。
密度 调 节 有 简 便 易 行、投 资 少 见 效 快 的 特

点
［8 ～ 9］。在川南地区绵竹林中推广和应用本项研究

成果，对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提高绵竹林生产力水

平，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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