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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森林植被条件下的康养基地建设思考
———以洪雅县玉屏山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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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阐述了森林康养的概念、国内外发展现状，并以洪雅县玉屏山为例，分析了山地森林植被条件下，玉屏
山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的优势和建设举措。最后，提出了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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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森林康养发展现状

１．１　森林康养的概念
森林康养是以丰富多彩的森林景观、优质富氧

的森林环境，健康安全的森林食品、深厚浓郁的森林

养生文化等主要资源，配备相应的养生休闲及医疗

服务设施，开展以修身养心、调试机能、延缓衰老为

目的的森林游憩、度假、疗养、保健、康养等活动的统

称［１］。

１．２　国内外森林康养的发展现状
据报道，森林康养最早起源于上世纪４０年代的

德国［２］，并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流行于日、韩、美、

澳等一些林业发达国家。日本建立了世界首个森林

养生基地认证体系。

在我国，森林康养目前还处于探索、尝试、起步

阶段。２０１６年７月６日，国家林业局下发《关于大
力推进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发展的通知》（林场发

［２０１６］３号），吹响了在全国推进森林养生事业发展
的号角。近年来，国家林业局就森林疗养等与德、

日、韩等国开展项目合作。通过林业国际合作，引进

的最先进、最前沿、最贴近民生的理念和模式，为全

国森林康养发展指明方向。

湖南省抓住调整森林经营方向、发展森林康养

的先机，率先在全国建立了首个森林康养基地———

湖南林业森林康养中心，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建设森林康



养基地１００个［３］。黑龙江省伊春市紧紧围绕“保生

态、兴产业、促城建”三条主线，加快恢复和提升森

林生态功能，规划发展森林康养。近年来，贵州省通

过招商引资、改善基础设施环境、提升旅游服务等，

森林康养旅游已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到２０２０年规划
建成森林康养胜地（基地）１００处，服务５０００万人
次／年。
２０１５年以来，四川省积极开拓新的经济业态，

把林业与健康服务业深度结合，按照《四川省森林

康养基地建设标准》，加强康养基地基础设施的规

范化建设与运营分类指导管理，在眉山、宜宾等地探

索发展相关产业，依托优良的自然资源条件，建立起

完备的健康管理师团队和运作体系，构建森林康养

的“社区→城市森林公园→城郊森林康养→远郊森
林公园”服务体系。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１日，四川省林业
厅发布《关于大力推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

明确康养基地建设思路、市场主体培育方式等具体

实现路径。到２０２０年，把四川基本建成国内外闻名
的森林康养目的地和全国森林康养产业大省。

总体上，全国森林康养产业目前还处于摸索、尝

试阶段，加上其业态新、政策依赖性强、产业融合度

高、受社会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大（陈廉

焕，２０１５）。已开展的森林康养存在的突出问题主
要包括：（１）规划滞后、缺乏总体布局；（２）政策支持
和技术保障不足；（３）资本投入有限；（４）模式单一、
特色不鲜明。

２　山地森林植被康养建设策略

２．１　玉屏山概况
２．１．１　自然概况

玉屏山康养基地位于四川省洪雅县柳江、花溪

镇境内。地处东经１０３°０９′～１０３°１４′，北纬２９°４３′
～２９°４８′之间。南北长 １２８２５ｍ，东西宽 ２５７５ｍ，
最窄处约１００ｍ，总面积１３３０ｋｍ２。海拔８００ｍ～
１３２３ｍ，山势延袤襞叠，苍翠欲滴，地势平缓，南高
北低。土壤为山地黄壤，微酸性，土层厚度１００ｃｍ
以上，腐殖层厚度２０ｃｍ以上，肥力水平中等。

玉屏山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

雨量充沛，日照长，霜雪期短。年平均气温１２５℃，
≥ １０℃的活动积温５０５４℃ ～５５００℃；年降水量
２３００ｍｍ，年日照６００ｈ～８００ｈ，无霜期２６０ｄ。
２．１．２　玉屏山建设森林康养基地优势分析

（１）生态资源优势

玉屏山森林康养基地属于瓦屋山国家森林公

园，拥有１３３０ｋｍ２人工林（按２５％林地用于森林
康养和１人／００６６６ｈｍ２，可接待５０００人）。森林覆
盖率达９８％以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达６～８万
个·ｃｍ－３，ＰＭ２５几近于零。初步调查，基地内植
物种类众多，有２５科３０属共５０余种植物，其中国
家Ⅰ、Ⅱ级重点保护植物３种。

（２）区位及交通优势
玉屏山森林康养基地距离成都市区约１００ｋｍ，

车程２个小时，恰是国家林业局推荐的森林康养基
地最佳距离。主要服务于成都上千万城市人口的巨

大市场，并辐射国家级天府新区及周边地市州

３０００万人群。另外，交通十分便利。周边分布有成
雅高速、遂资眉高速、乐雅高速、洪金旅游专线及玉

屏山旅游公路。距离柳江古镇、槽渔滩、高庙古镇、

七里坪、峨眉山、瓦屋山等景点景区都在１个小时车
程范围。

（３）景观资源优势
１９９３年洪雅林场设立了“瓦屋山国家森林公

园”，经过几年的建设，建成了瓦屋山原始森林猎奇

探险区、玉屏人工林海度假区、八面山寻古览圣区等

三个景区近２０个景点。
周边旅游资源富集，主要分布有柳江古镇、槽渔

滩、高庙古镇、七里坪、峨眉山、瓦屋山等景点景区。

其中，柳江古镇将成为峨眉山、瓦屋山等旅游景区的

门户和集散地，也为玉屏山提供巨大的客源。

２．２　玉屏山森林康养建设举措
２．２．１　保护现有植被，优化植被结构

玉屏山康养基地位于瓦屋山国家级森林公园一

般游憩区，属于洪雅林场玉屏山工区管护区域，森林

覆盖率达９８６％。其中林地 １３０３９ｈｍ２，非林地
２６１ｈｍ２。林地中天然次生常绿阔叶林９５８ｈｍ２，
占林地总面积的７３５％，主要分布于沟边、岩边；以
柳杉为主的人工林 １２０２５ｈｍ２，占林地总面积的
９２２２％。林地包括柳杉、杉木、水杉等针叶林
１１６３８ｈｍ２，檫木、楠木、桦木、木姜子等阔叶林
１３３５ｈｍ２，盐肤木、悬钩子等灌木林３９ｈｍ２，以及
水竹、毛竹、慈竹等竹林地２７ｈｍ２。针叶林中柳杉
林９５６１ｈｍ２，占针叶林总面积的８２１５％。柳杉林
均为人工林，林龄过大，大多为过熟林。为了改变林

相单一和无季相变化的劣势，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６年，栽
植了１０万株檫木、槭树、马褂木、木瓜红等彩叶植物
和桢楠、香樟、厚朴、润楠、黑壳楠、木荷等乡土珍贵

树种，并新建桂花、山茶、腊梅、红豆杉和杜鹃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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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

按照不同的资源类型、区域特点，制定具体的开

发保护计划。首先要保护区域的动植物资源及其生

存环境；其次，在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要考虑保护，

在保护条件下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另外，对现有

的森林资源进行培育、改造，发挥更大的生态效能和

景观价值。

２．２．２　重视建设项目的前期论证
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做好项目的前期

论证、规划布局及建设；摸清区域内的森林资源和景

观资源，根据资源禀赋和特色，整体规划业态和产业

布局，分级分类给予指导。通过多年多次的动植物

和景观资源的本底调查和市场分析基础上，确定每

片森林的开发定位，设置相应的项目，做到因地制

宜、统筹规划、有序建设的。在全面调查基础上，科

学地进行资源开发、项目策划、产品设计。充分利用

现有自然条件，分类制定项目开发路线和技术措施，

优化项目建设，保证项目建设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

２．２．３　做好顶层设计，深挖森林文化内涵
玉屏山森林康养产品开发立足于“森林”、“山

地”两个重要的森林景观特质，并注重了四个方面：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把握开发的层次布局，挖掘区域

内的生物、地文、水文、天象和人文景观元素，科学规

划布局和配置相应的基础设施；二是突出异质性和

精致性，避免同质化竞争，充分挖掘、利用玉屏山多

层次的森林环境和浓郁的森林文化等生态优势；三

是秉持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的原则，在环

境容量范围内开发森林游憩、山水观光、山地运动等

森林康养项目，促进区域生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四是突出主题、树立形象。玉屏山山地生态环境

赋予其内在的优势，山川形胜奠定了观光与山地运

动的价值。依据市场动向，围绕“森林游憩、山地运

动、森林疗养”三大主题，树立“山地森林康养胜地”

的形象。

２．２．４　具体建设内容
玉屏山森林康养产品开发立足于“森林”、“山

地”两个重要的森林景观特质，围绕“森林游憩、山

地运动、森林疗养”三大主题，具体开发了户外运动

型、疗养型、游憩型、饮食型４类森林康养产品。
（１）户外运动型康养
主要包括：①常规式森林运动，如森林浴、森林

慢跑、森林单车骑行、森林马拉松、森林越野行走、森

林瑜伽、森林啦啦操、森林大众健身操、森林搏击操；

②丛林寻宝探险，如定向越野、定向越野ＣＳ、丛林穿
越、野外求生、魔鬼训练营、真人秀；③高空运动，如
真人ＣＳ、反曲弓、森林探险、滑草、反曲弓森林对战
式、户外攀岩；④极限运动，如滑翔伞、速降、溪降；⑤
保健功法，如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太极拳；⑥森
林竞技游戏，多达５０种；⑦定制式运动处方。针对
顾客个体身体状况，结合医学、人体工程学等专业手

段制定科学的、定量化的运动处方。

（２）游憩型康养
在专业团队的带领下，根据设定的游览路径，开

展游山玩水的游憩项目，如登高望月、泡森林温泉、

游花谷、趟溪流，畅享森林浴、阳光浴、氧气浴等，同

时品尝玉屏山开发的饮用矿泉水。

（３）疗养型康养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开展亚健康的调理、慢病

康复、老年人健康管理、成人健康管理、青少年健康

管理等。

（４）饮食型康养
在玉屏山特定区域，科学有序采摘薇菜、鹿耳

韭、刺笼苞、白刺尖等野菜、斗鸡菇、野生菌等，以及

苦笋、雷笋、高山冷笋等竹笋，制作健康食品。

同时，也针对青少年，开展森林体验式教育，包

括植树、农耕体验、厨房体验、造纸工艺、制作盆景、

手工制作、森林美术课、发现美微景观、植物辨别及

标本制作等。

３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的建议

（１）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要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做好项目的开

发、规划、建设。很多建设都在跟风，脱离实际，重开

发轻保护，粗放发展，以破坏为代价，不尊重爱护自

然，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森林康养基地的建设

必须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寻求开发与保护的平衡点，

处理好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必须

清晰地认识到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对当地森林资源可

能带来的潜在危害。

（２）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和充分挖掘当地资源
从实际出发，结合资源特点、景观特质和市场需

求等，广开思路，开拓创新。充分挖掘当地的森林资

源、景观资源，才能建设成为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

森林康养产品，以更好地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求。

（３）夯实基础，树立优势品牌
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和技术培训；加强与科研机

０２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构合作提供技术支撑；加强与国内外康养基地的交

流与合作；借鉴森林康养发达国家在森林康养基地

认证、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地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求，更好地促进生态文明

理念的传播，更好地发挥森林的功效，也才能打造区

域的优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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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９３页）
策略规划和森林经营年度方案编制四个步骤，实践

表明：以社区村民为主体编制森林经营方案，不仅能

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森林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提高村

民对森林资源管理及社区公共事物的关注程度，真

实客观地反映当地实际，真正体现村民意愿，增进村

民的团结互助，还能融洽政府、业务部门与村民之间

的相互关系，实现决策公开、民主、公正。

（１）社区集体林经营方案应以村民为主的社区
编案小组完成。村民是社区集体林经营的经济受益

主体，更是森林经营的责任主体和森林经营活动的

实施主体，只有充分体现其意愿，才能调动村民的参

与积极性，收集的资料和信息才具有真实性，决策才

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外界的支持不能替代社区

自身。

（２）森林经营现状评估指标一定要符合社区实
际。ＰＣＩＶ指标体系仅仅为社区提供了一个评价森
林可持续发展的工具，必须结合各个社区的实际进

行制订，评估实践中，通俗易懂的地方语言、内容的

生动描述、充分运用的事例说明，对村民进行森林资

源评估和经营方案制订非常重要。

（３）外界的帮助和支持也是编案成功与否的重
要因素。由于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人员

以老人、中年妇女、小孩和体弱多病者居多，对协助

社区集体林经营方案编制的技术人员和乡村干部具

有极大的挑战性，从事社区调查和访谈难度相对较

大，召开社区大会更难，需要参与人员充分融入社区

开展耐心细致的工作。

（４）社区集体林经营方案是乡村和县级集体林
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基础。如何认定、如何应用、如

何评估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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