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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北缘山区森林资源动态及其经营对策研究
———以剑阁县为例

赵光裕
（剑阁县林业和园林局，四川 剑阁　６２８３１７）

摘　要：以四川盆地北缘山区剑阁县为例，通过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踏勘调研等方法，剖析了该县森林资源的动
态变化及其成因，分析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经营管理对策，对盆地北缘山区森林的可持续经营管理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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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生存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具有净化空气、调节气候、

提供木材及丰富的林副产品、防止水土流失、维持生

物多样性、涵养水源、消除噪音等多种生态服务功

能［１］。盆地北缘山区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

组成部分，处于嘉陵江中段与白龙江交汇地带，是嘉

陵江流域亭子口水利枢纽重要水土保持区和水源涵

养区，是国家实施大型生态工程的重要区域之一，在

过去的３０多年期间，该区域实施了生态屏障建设。
该区域的森林资源变化趋势如何？还存在哪些问

题？该如何经营管理？探讨这些问题，有利于提高

该区域生态系统的质量，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筑牢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１，２］。

剑阁县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山区，居嘉陵江

西岸，东经１０５°０９′４０″～１０５°４９′２４″、北纬３１°３１′４３″
～３２°２１′０５″，东西宽６２５ｋｍ，南北长９１ｋｍ，在盆地



北缘山区具有代表性，是嘉陵江流域重要水源涵养

区和水土保持区，面积 ３２０３０９ｋｍ２，辖３４乡２３镇
６７万人。该县驿道古柏形成的翠云廊，被誉为蜀道
奇观，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古老的人工行道树群。通

过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踏勘调研等方法，剖析了该

县森林资源的动态变化及其成因，分析了目前存在

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经营管理对策，以有益于盆地北

缘山区森林的可持续经营和管理，提高森林质量，充

分发挥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数据收集
通过查阅工程造林等档案资料，收集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落实林业所有制、责任制初期到现在深

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期的森林资源变化数据，包

括森林面积、蓄积、森林覆盖率等。

１．２　走访踏查
以全县村组集体林为对象，在全县分东南西北

中５个区域，随机选５个乡镇各１个村走访３～５户
农户（见表１），实地踏查森林植被现状与林山到户
经营初期感观变化。

调查的因子包括：①林地林木数量，即曾经的荒
坡是否变成有林地、疏林地内林木是否增加。②乔
灌樵采，即生活烧柴对乔、灌木樵采变化，是否与以

前一样严重？③林分郁闭情况，即农户经营的山林
内的林木疏密变化、林木冠幅以及乔灌覆盖。④地
被物及腐质层情况，即放牧、积肥以及腐质层变化。

⑤是否有弃耕撂荒行为。

表１ 走访踏查线路设置表

区域 乡镇 村名 户数 区域 乡镇 村名 户数

樵店乡 园包 ４ 下寺镇 麻柳 ４
鹤龄镇 龙潭 ３ 上寺乡 三房 ３

东部乡镇 柏垭乡 程山 ３ 北部乡镇 剑门关镇 风垭 ５
木马镇 停船 ４ 姚家乡 天字 ３
江口镇 新禾 ３ 汉阳镇 锁溪 ３
金仙镇 赛金 ３ 普安镇 城东 ４
长岭乡 金城 ４ 江石乡 明镜 ５

南部乡镇 演圣镇 金刚 ５ 中部乡镇 义兴乡 劳动 ４
元山镇 普同 ４ 凉山乡 清凉 ３
公店乡 平乐 ４ 田家乡 响水 ４
东宝镇 楼台 ４ 西部乡镇 马灯乡 陈湾 ４

西部乡镇 秀钟乡 秀山 ５ 盐店镇 红花 ５
武连镇 枣垭 ４ 合计 ２５ ２５ 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森林资源变化
以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两次二

类调查成果、２０１６年度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变更调查
数据与 １９８５年比较，林业用地面积增加 ３１３２０
ｈｍ２，有林地面积增加 ７０２９５ｈｍ２，活立木蓄积净增

３９７４万ｍ３，森林覆盖率增加近２０个百分点。表２
显示，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二类调查的林业用地、有林地
面积同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比均快速增加，此后面积
增长放缓。无林地在同期从 ２１７７１４ｈｍ２降到
６６７１６ｈｍ２，降幅６９３６％。森林覆盖率增加较快。
目前仍有 １３９６６ｈｍ２无林地，但多是００６７ｈｍ２～
０２ｈｍ２的零星小块宜林荒地。

表２ 林业用地及森林面积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林业用地面积

（ｈｍ２）
有林地面积

（ｈｍ２）
无林地

（ｈｍ２）
活立木蓄积

（万ｍ３）
森林覆盖率
（％）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二类调查 １３６７３７．１ ９４８８７．５ ２１７７１．４ ３４２．１ ３１．７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二类调查 １７１２６８．１ １５６１５３．４ ６６７１．６ ６３７ ４９．７
２０１６年林保规划变更调查 １６８０５７．１ １６５１８２．５ １３９６．６ ７３９．５ ５１．６

　　通过２０１６年度林地变更调查（四川省林业勘察
设计研究院，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林地变更调查报

告，２０１６年 ５月），由非林地转为林地的面积为
２５７４３６４ｈｍ２，由林地转为非林地的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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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９９３６ｈｍ２，净减少林地面积为 ４５５５７２ｈｍ２。
２．２　森林植被视觉变化

全县中北部林区在改革初期荒山少且林木生长

良好，因而农户对山林内树木数量变化、郁闭度变化

印象不明显；而南部乡镇的农户对此则相反，过去南

部林区荒山多，幼苗幼树林地多，到现在则基本上进

入中幼龄林阶段（见表３）。
农户印象：①过去斑驳秃兀山岭均已披上绿装。

②过去拾薪砍柴、刨根剁桩、剃枝砍灌和采挖采收林
副产品等活动痕迹如今已不常见。③过去树冠小、
灌木低矮，林分郁闭度多在０２～０５。如今则是乔
灌茂密，郁闭度多在０７～０９，多数林分进入中龄
生长期。④过去家家户户放牧、搂落叶铲草皮积肥，
如今则放牧减少，不再积绿肥，山路被灌草掩盖，枯

枝落叶层连年富集，土壤有机质层明显增厚，生活在

腐质层的小动物活跃。

表３ 走访踏查情况

主要因子及占比 东部 南部 西部 北部 中部 合计

过去与现在林山林木数量比较
变化不大或无变化占比（％） ９ １ １８ １６ １３ ５７

变化大占比（％） １１ １９ ２ ４ ７ ４３

过去与现在乔灌木樵采情况
认为过去樵采严重占比（％） ８ ２０ １０ ７ １６ ６１
认为近年难见樵采占比（％）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０

过去与现在郁闭度情况

过去无林或幼树户占比（％） ９ １９ ３ ５ ７ ４３
过去树木稀少且冠小占比（％） ９ １０ １３ ６ ３８
近年树多且冠能遮林地占比（％） １７ １８ １９ １９ １８ ９１

过去与现在地被物及腐质层变化

过去需放牧积肥户占比（％）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０
现在仍需放牧户占比（％） ３ ２ ３ ５ １３
现在还在积肥户占比（％） １ １ ３ ６

认为地被物腐质层增厚占比（％）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０
弃耕撂荒 有过弃耕撂荒行为占比％ １ １ １ １ ２ ６

２．３　变化成因
２．３．１　造林工程的实施对森林面积增加起到决定
性作用

自２０世纪落实林业两制以来，实施了长江中上
游防护林工程、国家重点生态工程、中德合作造林项

目、地震灾后欧投项目、天保公益林建设、中央造林

补贴项目、飞播造林、上一轮退耕还林及配套退一还

二荒山造林等工程，飞播造林在１９９７年的省级实效
检查中认定为优级（剑阁县林业志编纂委员会，剑

阁县林业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其他还
包括义务成片植树、通道及城镇绿化（一般工程造

林）、以工代赈项目造林、绿色希望工程造林等（见

表４）。

表４ 工程项目造林统计（ｈｍ２）

工程名称 实施年度 造林 封育 备注

长防工程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１２５８７７５３３ 封育中含抚育８６７ｈｍ２

生态工程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１４８７ ２２３３ 另外生态保护面积４８０ｈｍ２

德援项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４ ２９２７ ２６２７

退耕还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６７３３ ３３３ 含配套退一还二荒山

造林２０００ｈｍ２

欧投项目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７３３ １９３３ 含点播１３３．３ｈｍ２

公益林建设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１４４０ ３０６７ 天保工程中造林项目

中财补造林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２３３３ 以耕地核桃为主造林

飞播造林 １９８６～２００４ ８１３３ 含长防和天保配套工程点播

其它 ３３５３ ９４７
合计 ３９７２２１８６７３

２．３．２　群众造林是森林面积增加的重要因素
２０世纪落实林业两制后，由集体经营体制转变

为以户经营为主的林业生产模式，调动了农民群众

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连续几年植

树造林在 ２０００ｈｍ２以上（见表５）。全县林地面积
和有林地面积在此后的２０ａ进入快速增长期。

表５ 改革初期剑阁县造林统计

年度 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２年 １９８３年 １９８４年 １９８５年
造林面积（ｈｍ２） ２５００ ２４４１ ２７４８ ７２９５ ４５２５

表４和５所显示的数据，正是表３中所反映的
两次二类调查资源数据变化的原因，森林面积增长

归功于造林项目工程建设和群众性植树活动。

２．３．３　法律、法规和积极的保护措施是森林快速恢
复的重要原因

①建立了翠云廊古柏自然保护区、西河湿地自
然保护区、剑门关国家森林公园，全县１／４的森林划
入了保护范围。②落实国家森林分类经营政策，区
划界定了商品林、生态公益林，编制了林地保护利用

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的保护措施。③
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一期工程将全县森林纳

入管护并实行了森林商品性禁（限）伐。二期工程

将公益林列入了工程管护范围，向农户兑现生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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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补偿金。天保工程促进了全社会关注森林、保护

森林的热潮。④推进依法治林。随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防火条例、天然林

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数十部林业法律法规

以及四川省绿化条例、四川省木材运输管理条例等

若干地方法规的颁布实施，通过普法宣传和严厉打

击破坏森林资源行为，人们的保护意识进一步增强，

使得森林休养生息。

２．３．４　农村生产生活习惯的改变促进了森林的恢
复

（１）农村劳动力转移减少了在森林中的生产活
动

改革开放后农民从最初的数千人到如今２７万
人常年在外地务工经商（剑阁县统计局，剑阁县统

计年鉴·２０１６年），使在森林中采挖药材和采收果
实、野生菌类等获取林副产品的活动大幅减少，弃耕

撂荒地逐渐增加。改革初期曾出现年弃耕土地达数

百公顷，随着农村常住人口年龄进一步老化，还会出

现耕地撂荒高峰。

（２）节能改灶对传统木质燃料（烧柴）需求大幅
减少

２０世纪每年农村能源消耗木材为５３０７２ｍ３，
大量生活用柴（材）消耗是林木冠小稀疏、灌木低矮

的主要原因（杨崇裕，剑阁县森林资源消耗量调查

分析，１９８９年）。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开展大规模
地建（改）省柴卫生灶行动（剑阁县农业局，剑阁县

志·农业志 ２００６，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
司，２００９年），即将大炉膛的“老虎灶”，改成小膛 ＋
炉桥 ＋烟囱节能 ＋贴面卫生灶，省柴灶使用率达
１００％。期间，改生猪熟食喂养为 １００％的生食喂
养。两项措施使得农村节约烧柴达到６０％以上，大
幅减少燃料对林木的依赖。

（３）农村替代能源的使用减少了木质能源消耗
① 全县农村沼气池经多年建设，如今达到６０３

万口，农村户沼气使用率达３５６％（剑阁县农业局，
剑阁县志·农业志２００６，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
任公司，２００９年）。②电力已成为农村能源重要组
成部分（剑阁县人民政府、剑阁县地方志办公室，剑

阁年鉴２０１５年）。农村电网经扩展延伸、改造升级、
并入国家电网等措施保障了农村用电，全县用电量

连年稳定在３．２亿度以上，农村用电超亿度。③约
８％的农户依便利条件安装使用了天然气或煤气等
清洁能源，个别家庭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替代能源

的使用减少了对森林资源的消耗。

（４）农作动力改变利于森林植被恢复
耕牛曾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力”，成群放养耕

牛使林地内林木稀疏。如今小型机械充当农村动

力，种植、收获、加工的机械户均拥有量１．３３台套。
除机械作业条件差的山区农户外，９０％的农户不再
养耕牛。这使森林遭受长期“破坏”的压力获得缓

解。

（５）林地有机质积肥用量的减少改善了森林植
物生长条件

过去人们铲草皮、搂落叶作厩肥、打堆肥，使林

下地表处于严重剥蚀状态，林内土壤有机质层非常

薄，到汛期受雨水冲刷土壤流失严重。如今人们多

用化肥减少了林地有机质的用量，森林地表的腐质

层累积增厚、肥力提高、水分涵养能力提升，地力增

加，草被灌木生长繁茂。

（６）木材替代品增多使社会对木材的需求减少
随着时间推移，家家户户、庭院村落从土木结

构、砖木结构住房慢慢地变成了砖混结构建筑。无

论农村还是城市，居民住房建设大量使用木材替代

品，减少了林木采伐。从“七五”到“十五”的森林蓄

积消耗量看出社会对木材需求在下降，在“十一

五”、“十二五”期间，受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的影响，
农村灾后重建木材使用量回升（见表６）。

表６ 历年森林采伐实际消耗量（ｍ３）

每５年消耗 七五期间 八五期间 九五期间 十五期间 十一五期间 十二五期间

总消耗蓄积量 ５０３７８６ ６７１７２５ ４７５８１４ １７７７２５ ３４３２８４ ２７３７５２
其中农村消耗 ２８４５４０ １７４４８３ １４８００９ ７０２４８ ２２７１０１ １２６４４８

２．４　森林经营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４．１　人工林退化严重

剑阁县营造的大面积人工林树种单一、结构简

单。由于初植密度大，没有及时间伐，导致生物多样

性低，系统抵抗灾害能力弱，小老头树多，表现出不

同程度的退化［１，３］。全县柏木纯林资源约占森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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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８６％，蜀柏毒蛾、云南松毛虫分布广且连年有
成灾的隐患。其次是马尾松优势树种资源约占

８％，除当地云南松毛虫危害外，周边县区已发生的
松材线虫病也是其最大的安全隐患。

２．４．２　森林火灾隐患增大
剑阁县的气候表现为“冬干 ＋春旱 ＋夏旱”。

每年入冬后自１０月起直到次年５月底雨水来临之
前，这期间短则１３０ｄ、长则超过１７０ｄ无雨水，属极
干旱时间。森林厚集枯草落叶，在面临人们活动时，

特别是春节、清明节以及５月份农事生产的高频野
外用火时间接点，极易引起森林火灾。

３　建议

３．１　加强林分改造
依退化程度不同，应分别采取卫生伐、透光伐、

择伐、抚育改造、林下补植等，引入阔叶树种，构建多

树种组成、多物种配置的结构复杂、层次多样性的森

林，提高其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风险。

３．２　加强病虫害防治
剑阁县蜀柏毒蛾、云南松毛虫分布广且连年有

成灾的隐患，应加强监测、预报，并及时综合防治，减

少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

３．３　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重点教育人们用火安全意识，加强用火不慎、电

线老化、隐患排查整改，千方百计减少或遏制森林火

灾，特别是防止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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