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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陇山次生林从经营角度划分为针阔混交林和栎类阔叶混交林两大类，针阔混交林占

75％，栎类阔叶混交林占25％；次生林经营需要从技术与管理层面上建立森林经营管理

技术体系和森林经营管理支撑系统，采用抚育（间伐、择伐）、改造、造林、采伐、封

育、封禁等综合经营技术措施，抚育经营技术要点包括林分调查、抚育时间、方式、强

度、目标树确定以及抚育采伐技术等，最根本的技术是实现由次生林经营向次生林发展

转变。  

Fro m t he pers pecti ve of manage ment ，t he secondary forest can be di vi 

ded i nto t wo ki nds ：coniferous—broad leaved mi xed forest ，accounti ng for 

75％；and oak and broad leaved mi xed forest ，accounti ng for 25％．The 

techni que operati on s yste m and s upport s yste m of forest manage ment 

were needed to be estab— 

li s hed for t he secondary forest manage ment i n t he technology and manage 

ment levels ．Co mprehensi ve techni cal meas ures were used ，s uch as tendi 

ng （i nclude t hi nni ng and selected cutti ng），refor mi ng ，planti ng ，cutti 

ng and closi ng ．The mai n techni cal poi nts of tendi ng manage ment i ncluded 

stand s urveyi ng ，tendi ng ti me ，way ，i ntensity ，goal trees and cutti ng 

techni que ，and t he most i mportant techni que was to reali ze t he transfor 

mati on fro m secondary forest manage ment to secondary forest develop 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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