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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珙县是四川盆地南部山区人工造林重点县，人工林所占比重达９１９％。开展人工林近自然经营是使县域
内林地地力恢复、生物多样性增加、林分质量提高、生态功能修复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德国政府贷款”项目在珙

县的实施情况，分析人工林近自然经营所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探讨人工林近自然经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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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近自然森林经营理论与技术

近自然森林经营由德国学者 Ｋ．Ｇａｙｅｒ于１８９８
年提出，并随着人工林经营带来的系列生态问题而

逐渐得已重视并广泛实践［１］。近自然森林（ｎｅａ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ｏｒｅｓｔ）是指以原生森林植被为参照而培育
和经营的、主要由乡土树种组成且具有多树种混交、

逐步向多层次空间结构和异龄林时间结构发展的森

林，它可以是人为设计和培育的结构和功能丰富的

人工林，也可以是经营调整后简化了的天然林，还可

以是同龄人工纯林在以恒续林为目标改造的过渡森

林［２］。近自然森林经营是指以森林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生物多样性以及系统多功能性和缓冲能力分

析为基础，以目标树的标记和择伐及天然更新为主

要技术特征，以永久性林分覆盖、多功能经营和多品

质产品生产为目标的森林经营体系，其实质是要调

整和经营森林的特定物种和层次结构，从而保护森

林的自然演替动态过程。

近自然森林经营不追求森林保持静止的原始状

态，而是致力于通过经营，保持森林内部的生境结构

并维护其演替过程，并认为这种体系中的局部利用

在整体空间上是可以恒续保持的［２～４］，其理论内涵

包括［５］：非皆伐作业，即单株采伐作业，林地连续在

林冠覆盖下，土壤不裸露；形成复层混交异龄林，即

森林发育无始终，林龄状态不确定，蓄积量波动，间

伐与采伐不截然分开，林分评价变量为定期生长量；

人工干扰最小，即任何经营措施均应保证对森林系

统的干扰达到最小程度；确保森林的生产功能得以

发挥，即允许收获一定量的木材；促进天然更新，即

强调充分利用自然力进行更新，只有特殊地段（如

原有的皆伐迹地或无林地等）才采用人工更新［６］。

２　珙县人工林资源特点

２．１　珙县人工林资源概况
珙县大面积人工造林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开

始，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粮援工程”、“世行贷款造

林”以及“退耕还林”等近４０年工程造林项目实施，
珙县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已由１９７５年的８２％提
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４８９２％，森林面积和蓄积明显双增
长。根据２０１６年《珙县林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
珙县现有林地面积５０７２５６２ｈｍ２，其中人工林面积
４６６０７０５ｈｍ２，占有林地面积的９１９％，天然林面
积４１１８５７ｈｍ２，只占有林地面积的８１％；现有活
立木蓄积２７３８万ｍ３，其中人工林蓄积２４０万 ｍ３，
占活立木蓄积的８７７％，天然林蓄积３３８万ｍ３，占
活立木蓄积的１２３％。人工林面积、蓄积所占比重
均较大。

２．１．１　树种单一、林分结构简单
珙县人工林以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Ｌａｍｂ．）Ｈｏｏｋ．）、柳杉（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ｆｏｒｔｕｎｅｉＨｏｏｉ
ｂｒｅｎｋｅｘＯｔｔｏｅｔＤｉｅｔｒ．）纯林为主，林分结构简单。
全县 ４６６０７０５ ｈｍ２ 人 工 林 中，杉 木 林 面 积
１１８０５１１ｈｍ２，占人工林面积的２５３％；柳杉林面
积６６３１２２ｈｍ２，占人工林面积的 １４２％；红椿
（ＴｏｏｎａｃｉｌｉａｔａＲｏｅｍ．）林面积３１２９５７ｈｍ２，占人工
林面积６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Ｂｕｒｔｔｅｔ
Ｈｉｌｌ．）林分面积９３６７０１ｈｍ２，占人工林面积
２０１％；仅上述 ４个树种就占人工林面积的
６６３％。
２．１．２　龄组结构不合理

珙县人工造林是以培育短周期工业原料林为

主。传统的森林经营理念、造林经营技术指导下的

连作现象较为普遍，皆伐利用后，采伐迹地仍然以营

造杉木和柳杉为主。目前，原有第１代人工林保存
面积较少，主要以２代、３代杉木伐后萌生和柳杉伐
后再植柳杉的人工林纯林居多；龄组结构大致表现

为：幼龄林占２５％、中龄林和近熟林各占３５％、过熟
林与成熟林合占５％。可利用的成熟、过熟林资源
已难以为继，幼龄林、中龄林和近熟林结构不合理，

会导致森林资源经营利用活动中“杀青”现象的发

生。

２．１．３　确权到户使经营权细碎化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全县广泛建立乡、村联营林

场，大面积人工造林纳入集体经营和集体管理。

２００７年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前，５６４８２６７ｈｍ２

林地中，集体统一经营的林地面积５４７９１０６ｈｍ２，
占９７０１％；国有林面积１６９１６１ｈｍ２，占 ２９９％。
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原有集体林确权到户，允

许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合理流转经营，致使全

县林地、林木权属比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目前，集

体林面积７７８ｈｍ２，仅占０１４％，而个人所有的林
地面积达５４７１３２６ｈｍ２，占９６８７％。除少部分集
体林流转经营外，林农经营的林地、林木占全县人工

林面积的９０％以上，林权和林分的细碎化经营现象
成为珙县人工林开展近自然经营的不利因素之一。

２．２　珙县人工纯林经营存在的问题
２．２．１　林分结构简单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

珙县森林资源基础来源于规模化人工造林，在

培育目的与经营方式上，是以营造速生、丰产、短周

期工业原料林为主。树种单一，纯林居多，仅杉木、

柳杉纯林就占全县人工林面积的１／３强。林相相对

整齐，森林群落结构简单，自然更新能力差，林内透

光条件弱，植物种类减少，生物多样性严重不足。

２．２．２　森林生态功能发挥能力弱
由于珙县地处四川盆周山区，林地土层较薄，坡

度相对较大，潜在石漠化风险高，加之人工林人畜活

动频繁，人为干预严重，林下植被不完整，林分自然

更新能力弱，野生动、植物栖息和生长环境遭到破

坏。导致森林景观单调，林分在调节水分、截留降

水、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净化空气等发挥森林生态

功能受到极大影响。

２．２．３　森林火灾与病虫危害风险大
杉木、柳杉、马尾松（Ｐｉｎ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Ｌａｍｂ．）

等针叶树人工林初植密度较大，加之抚育间伐工作

滞后，导致林木自然整枝严重，枯枝落叶多，枝叶降

解能力弱，森林火灾风险极大。近年来，珙县发生森

林火灾多以杉木纯林为主，过火面积和损失林木蓄

积都较大。同时，人工林纯林，植物群落层次单一，

森林抵御病虫害能力差。

２．２．４　林地地力衰退严重
珙县人工造林已经在林地上经历了三代连作，

特别是杉木伐后连茬，势必造成林地土壤中营养元

素失衡，特别是 Ｎ元素的消耗，直接造成林地生产
能力的衰退。纯林内的枯枝落叶层极薄，甚至出现

林下土壤裸露的现象，这与国内杉木、马尾松、落叶

松（Ｌａｒｉｘｇｍｅｌｉｎｉｉ（Ｒｕｐｒ．）Ｋｕｚｅｎ．）、杨树（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ｐ．）、桉树（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ｓｐ．）、木麻黄（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ｅｑｕｉ
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Ｌ．）、华山松（Ｐｉｎｕｓａｒｍａｎ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柳杉
等树种的人工林地力研究结果相符合，其中以杉木

人工林地力衰退最为严重［７］。

３　珙县人工林近自然经营的困境

３．１　“德贷”项目实施现状
珙县２０１０年开始引进德国政府贷款四川林业

可持续经营管理项目（简称“德贷”项目），引入了人

工林近自然经营理念。２０１４年底，启动人工林近自
然经营的经营方案编制和技术方案的编制。考虑到

目前林地经营细碎化现象较为普遍，为确保项目实

施，选择利用国有林场和部分业主经营的龄组为幼

龄、中龄和近熟林分，树种选择以杉木、柳杉和红椿

纯林为主，规划面积为２０００ｈｍ２（见表１）。由于广
大林农和业主对人工林近自然经营理念认识上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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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到２０１６年 ８月，累计完成作业面积仅 ４７１３３ ｈｍ２，占项目规划面积的２３６％。

　　表１ 珙县“德贷”项目人工林近自然经营树种（组）、龄组规划和完成情况

珙县
小计

（ｈｍ２）
按龄组划分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小计

（ｈｍ２）
按树种（组）划分

柳杉 杉木 马尾松 竹 红椿

规划量 ２０００．０ ４６１．０ １１９９．０ ２２６．０ １１４．０ ２０００．０ ６１８．７２ ６６４．２８ ５２．０ １１４．０ ５５１．０
完成量 ４７１．３３ １５４．８１ ２８５．３２ ３１．２ ０ ４７１．３３ １２５．４９ ２２２．６５ ０ ４３．５６ ７９．６３
占比 ２３．６ ３３．６ ２３．８ １３．８ ０ ２３．６ ２３．６ ２０．３ ０ ３３．５ ３８．２

３．２　近自然经营面临的困境
３．２．１　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仍相对落后

近自然经营内涵主要是通过较少的人为干预，

构建能够自然更新演替的复层群落林分，维护森林

植被可持续生产，择伐收获高价值木材，如大经材。

珙县培养以杉木、柳杉为主的速生、丰产的短周期工

业原料林，拥有高度的群众基础和行业管理经验，平

均以１６ａ为一个轮伐期，多次抚育间伐，一次性皆
伐，一次性收益，经营者似乎觉得瞬时收益最大化，

而从未考虑森林植被综合效益的持续发挥，因而近

自然经营仍难以被林地经营者所热衷。

３．２．２　经营期的有限性制约着近自然经营措施的
实施

人工林近自然经营是基于森林植被永续覆盖的

经营方式。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确权到

户，往往会造成林地经营权的细碎化，各经营主体的

理性经济或者经营者禀赋的差异，在有限经营期内

的投入产出决定其对先进理念和相应优良经营措施

的采用与否。如一般林地经营权时限为３０年左右，
按照短周期工业原料林主伐年限可获得大约两次主

伐收益，能实现经营者追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但

近自然经营措施投入的精力和资金，却因择伐利用

使得经营期内经济收益有限，经营期满时林地上仍

蓄存着高效森林植被留给其他经营者，其间的利益

纠结制约着近自然经营措施的有效实施。

３．２．３　采伐成本增加，不易被经营者接受
珙县“德贷”项目实施的林分主要以杉木、柳杉

人工纯林的中龄林、近熟林分为主，低产、低效林和

阔叶林分面积有限。按照对人工林近自然经营的技

术措施要求，确定目标树，择伐干扰树，促进目标树

的生长与更新，而要实施这一步骤，需要对全小班进

行标记，然后按标记进行采伐作业，工作量大且繁

琐，增加了人工成本。据测算，近自然经营择伐比传

统经营采伐的采伐成本每公顷次增加４５０元左右，
主要是对目标树标记增加的人工费用，其它环节成

本变化不大。体现在小班，因林龄和林相不同，单位

面积出材量不一，平均到每立方米增加的采伐成本

从几十至近百元不等（见表２）。采伐成本的增加，
且一次性单位面积收获减少，近自然经营措施很难

被经营者接受。

表２ 珙县王家镇３个“德贷”项目小班采伐成本测算表

村 小班号
面积

（ｈｍ２） 树种 林组 出材量（ｍ３） 目标树标记
增加成本（元）

增加成本

（元·ｍ－３） 备注

百花 ３ ３．６１ 杉木 中林龄 １５．７ １６２５．００ １０３．５
百花 ９ ６．６８ 柳杉 近熟龄 ７８．２ ３００６．００ ３８．４４
四合 ３ ５．４５ 杉木 成熟林 ７０．５ ２４９３．００ ３５．３６

４　近自然经营措施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木材替代用品被广泛应用，

人们对商品木材的需求逐年减少。在生态文明建设

的大背景下，以提供商品木材为主的人工林在发挥

森林生态效益和满足广大群众对环境质量需求方面

的不足日趋显现，构建近自然森林植被群落已逐渐

成为社会共识。但从我国近自然森林经营的实践来

看，由于近自然森林经营具有技术难度大、经营成本

高、木材供应周期长等特点［８］。因此，要实现人工

林近自然经营需要从理念和政策等几个方面去引导

和推进。

４．１　加强人工林近自然经营理念的宣传引导
自１８８０年 Ｇａｙｅｒ提出近自然森林经营的思

想［９］，至今已经有１２０ａ的时间，但在德国被受到重
视和普遍接受是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德国林业政策导向主要是以木材生产为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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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发展针叶林，改造低产林，形成了大面积针叶纯

林。面对针叶树纯林表现出森林质量降低、土壤退

化和各种自然灾害，相关的讨论影响着德国林业发

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单木经营或提高林分质量等
概念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德国的林业政策中，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后期，德国林业政策发生了重大转折，明
确发展混交林，鼓励尽可能多的森林实现近自然森

林经营，同时对针叶纯林的调整也越来越多地得到

公众的认可和支持［１０］。在中国，１９９９年国家林业
局批准立项将欧洲近自然的森林经营技术引入我国

开展实践［１１］。作为川南重点人工林区的珙县，也是

在承担“德贷”项目四川（Ⅱ）期建设开始推广近自
然经营的理念，可以说广大林农对人工林近自然经

营的认识还是相当有限的。

４．２　加大对人工林近自然经营的政策扶持力度
尽管通过 “德贷”项目，以及国家森林抚育项目

来推动人工林近自然经营，因其周期长，成本高，经

营者很难接受项目的实施。为此，除加大对近自然

经营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宣传和引导外，应加大对

人工林近自然经营政策的扶持力度，需要从国家层

面制定和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建立人工林近自然

经营的长效补助机制，利用好“德贷”、“碳汇”等项

目平台，给予广大林农和业主在人工林近自然经营

过程中一定的利益保障。

４．３　积极发掘和培育乡土树种，大力发展混交林
发展混交林是实现人工林近自然经营的一个重

要途径。混交林生境的多样性比单一树种纯林更能

抵御不同形式的灾害，动植物组成更丰富，具有更

高的美学价值和森林旅游价值［９］。根据珙县人工

林现状，发展混交林，从营造林技术着力，实现人工

林近自然经营可采取３种方式：一是对现有人工林，

通过人为的方式，确定目标树后，进行疏伐，促进目

标树生长，同时在林下补种阔叶树种；二是对一些疏

林地或林中空地直接补种阔叶树种，实现人工林的

异龄混交林；三是对新造林或迹地更新造林时引导

林农或业主营造混交林。

营造混交林或在针叶纯林内补植阔叶树种时，

应在树种选择上着重考虑地带性植被区系特征，以

促进地带性顶级植被群落形成的乡土阔叶树种为

主，如红椿、桤木（ＡｌｎｕｓｃｒｅｍａｓｔｏｇｙｎｅＢｕｒｋ．）、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Ｄｕｒａｚｚ．）等乡土树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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