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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来，中国退耕还林项目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然而，近年来人工林病虫害防治

能力低、水土保持能力弱、生态和经济效益较差的问题逐渐凸显。 

 

如何在营林中通过合理配置树种结构，实现森林病虫害自控、水土保持能力增强和森林资源产值提

高，如何通过对森林的科学营造和经营，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增强森林抵抗各种

自然灾害的能力，满足人类所期望的多目标、多价值、多用途、多产品和多服务的需要，已经成为一个

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德科学中心的支持下，中德科学家正准备通过合作研究

解决这些问题。 

 

南方雪灾对森林管理提出挑战 

 

2008年1月，发生在我国南方的冰雪灾害对中国的林业管理部门提出了新挑战。中国国家林业局提

供的数据显示：这次灾害摧毁了大约1830万公顷森林，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162亿元（约16亿欧元）。

这是一场50年一遇的大雪，森林蒙受的巨大损失让林业部门认识到，气候变化将是其所面临的一个巨大

挑战。除了木材的需要量大量增加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是森林管理部门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 

 

我国目前的大多数森林，特别是人工林，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有数据表明，我国每年仅因森

林病虫害和森林火灾就造成上千亿元的直接损失，如果考虑林地生产力、森林生态效益以及旅游休憩和

文化价值的损失，则数额之大难以估量。因为树种单一，“三北”地区第一代防护林遭受天牛侵害后，

全军覆没，几十年苦干的成果付诸东流。现在，南方地区大面积林地单位面积蓄积量只有2~3立方米，

林地生产力远远没有得到发挥。不仅如此，森林的不健康状态所产生的潜在威胁，远远不止于经济价值

和森林本身，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主体的森林的健康状况，是关系到国家乃至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问题。

水土流失、荒漠化日趋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危机，无疑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单一造林目标的时代已过去 

 

“单一造林目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杨永平对《科学时报》记

者说，“德国在经历一系列的灾害后（如1990年2月的Wiebke和Vivian暴风雪事件），已经制定出对付

雪灾和风灾应急预案。其主要策略就是把‘接近自然森林’作为管理法则。中国国家林业局也实施了一

些研究计划，以提高非木材森林产品的产量，增加环境服务功能，加强对次生林的多用途管理，林科院

也在海南进行多用途营林的尝试。” 

 

我国以前营林目标较单一，而单一的目标往往造成营林时大面积单一树种的种植。随着人们对人居

环境要求的提高和对森林功能认识的加深，森林的经济功能、景观功能、水源涵养功能、水土保持功能

等要求被逐渐提出。从生态上来看，多物种聚集、物种多样性丰富的杂木林涵养水源的能力比单一物种

的人工林要好，雨水通过树叶的层层截留，再渗入地下，涵养效果要好很多。 

 

“现在我们在造林时就考虑到多用途目标。通过一片森林实现多个目标。”杨永平介绍说。比如，

可能首先要考虑经济利益，考虑选什么树种，可能首先考虑乡土树种。二是在追求经济利益时，既要考

虑木材本身，还要考虑林下副产品。比如，树下生长的蘑菇、草药如何开发利用。三是考虑到生态效益

问题。比如考虑保持水土功能和对当地小气候的影响，考虑针叶林和阔叶林之间的交叉等。中德研究机

构合作开展研究的总目标，就是要通过有效的自然资源管理方法提高森林的功能，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不

断变化的社会需要。 

我国森林管理面临新挑战

中德将联合开展多用途森林动态与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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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基础数据的积累 

 

在与森林相关的研究中，我们缺乏一些对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长期监测数据。杨永平说，比如对森

林的生态效应方面，通常认为桉树这样单一物种的人工群落往往结构简单，涵养水源的能力较差。但桉

树并不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功能，和其他森林群落相比差距有多大，我们还没有定量的研究数据，还不

能用数据说话。欧洲和一些发达国家有上百年的森林监测数据和较成熟的森林管理体系。这些数据是进

行深入研究的基础，我们必须首先进行这些基本的积累。 

 

“另外，种什么树，种多大规模，如何种树，这些都有讲究。就拿捡蘑菇、挖草药来说，怎么挖、

长多大开始挖都是问题，我们还缺乏评估和监测方法。而德国在这个领域做得较好，也发展了一些监测

评估的方法。”杨永平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项研究的重要性，从东北到海南都有人在

着手研究。但我国地域辽阔，森林类型多样。一个人在西南部做的研究未必适合东北的情况。因此，目

前我国进行基础数据积累和森林研究的人员数还是偏少。” 

 

杨永平说，我国包括森林管理和营林的推广政策和研究还存在脱节，研究成果出来以后，可能还不

能成为林业管理部门决策的参考。从科学研究到政策倡导，再到政策实施的过程还存在一些问题，而发

达国家这一体系相对来说理得较顺。同时，中国幅员辽阔，森林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双方有很好的

合作基础，拟在综合编目及规划系统，持续管理非木材林产品，次生林多用途管理，优化建立和处理新

种植园，评估森林管理、土地利用的局限性与开发情况和森林政策研究6大方面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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