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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是散生在北半球温带和寒温带的森林树种遥 在我
国分布于华中尧华北尧西北尧东北等广阔地区遥杨树具有生长
快尧周期短尧木材用途广泛尧经济价值高等特点[1] 遥 此外袁杨
树树干通直尧根系发达尧树姿优美尧抗性强尧耐水湿尧耐盐碱袁
同时袁固氮能力强袁有一定改土能力遥 据报道[2]袁荒滩地栽植
杨树后袁土壤全 N含量提高 20 %袁速效 P含量提高 20耀50
倍尧速效 K含量提高 55耀100倍遥因此袁杨树又被认为是一个
很好的滩地绿化和平原防护林建设的树种遥
1 信阳市杨树产业现状

信阳市地处河南省南部袁 地理位置 31毅23忆耀32毅30忆N袁
114毅01忆耀115毅55忆 E袁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袁兼有暖温
带气候特征袁年平均气温 15.1 益袁全年逸10 益有效积温
4 860.0 益袁无霜期年均 221.4 d袁年均降水量 1 109.1 mm袁信
阳市土壤类型有黄棕壤尧水稻土尧潮土尧砂姜黑土 4个土类袁
pH值 5.5耀7袁土地资源十分丰富遥 光热水资源丰富袁适合多
种林木生长遥

信阳是河南省的林业大市袁 全市林业用地面积 62.11
万 hm2袁 有林地面积 49万 hm2袁 活立木蓄积量 1 315.92万
m3袁覆盖率 32 %袁森林蓄积量尧覆盖率冠居全省遥 近年来袁市
委尧市政府开展了林业二次创业活动袁在全市现有 14.67万
hm2杨树中幼林的基础上袁利用自有林集中经营尧股份林基
地经营尧订单公司+农户经营和合作林合同经营等灵活的经
营形式袁实现木材定向培育尧集约经营袁缩短木材生长周期袁
提高单位面积的森林蓄积量和经济效益袁 满足加工企业所
需原材料遥 同时为当地提供建筑用材袁 以弥补木材供需缺
口袁增加农户和企业职工的就业机会及收入袁改善全市的生态
环境遥到2020年袁将建成以杨树为主的速生丰产林基地 33.3
万 hm2遥
1.1 优良品种的引入推广成效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袁信阳
地区多是从中国林科院引入已示范成功的国内外优良杨树

品种遥 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引入中林 46尧2001尧2025尧欧美
杨 107尧108等南方型杨树无性系品种袁 其优点是速生袁冠
窄袁干直袁抗天牛袁材性好袁抗风袁抗旱袁抗寒袁抗病虫能力强袁
造林成活率高袁适宜营造防护林遥目前袁中林 46尧107杨尧108

杨等优良品系在信阳推广力度很大袁 已成为信阳地区替代
沙兰杨尧I蛳214杨尧69杨尧72杨的新一代杨树优良品种遥
1.2 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以明晰林地经营

权和林木所有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袁 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遥 全市已兴办 3 000多个乡村林场袁积极支持社会各界尧
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尧个体私营业主采取承包尧租赁尧拍
卖尧转让等形式袁利用自有林集中经营尧股份林基地经营尧订
单公司+农户经营和合作林合同经营等灵活的经营形式袁提
高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杨树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的积极

性袁使他们由过去政府下造林指标的被动接受者变为造林尧
营林的直接受益者袁 从而将过去低效的外部督促机制转换
成高效的内部自主组织机制遥 造林成活率尧保存率尧生长率
和营林质量都得到明显提高遥
1.3 杨树骨干苗圃和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具备一定规模 优

质苗木的培育和持续供应是产业发展的基础遥目前袁全市各
县已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骨干苗圃袁2006年育苗面积达 0.88
万 hm2袁繁育杨树无性系 30多个袁为杨树工业原料林基地建
设和速生丰产林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苗木遥 信阳市已栽
培杨树 14.67万 hm2袁总蓄积量约 817.33万 m3遥 其中成片林
8.67万 hm2袁 蓄积约 112.00万 m3遥 造林主要品种有院 意杨
72尧69,中林 46尧2001尧2025袁欧美杨 107号尧108号等遥主要经
营形式有 4种袁即院集体林尧民营林尧合作造林尧股份制林业遥
主要造林模式有片林模式尧通道造林模式尧四旁植树模式尧
农田林网模式遥 杨树资源的加工利用袁在产量尧品种和销售
渠道等方面均达到一定规模遥 全市有各级各类各种成份的
杨木加工企业 800多家袁年创产值 4亿元遥其杨木加工产品
芯板尧细木工板尧成品胶合板等远销全国遥
2 存在问题

2.1 资源培育方面

2.1.1 树种结构单一袁病虫害时有发生遥生产中多以无性系
为单位的单系品种进行造林袁对环境条件的适应范围较窄袁
往往经不起病虫尧风尧雹等自然灾害的袭击袁病虫害防治形
势严峻遥目前信阳市树种单一的现象已日趋明显袁有些地区
杨树已占林木的 90 %以上袁榆尧槐尧柳尧椿等乡土树种日渐
稀少遥野 杨树热冶已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遥树种单一导致了
生态失衡袁以杨小舟蛾尧杨扇舟蛾尧柳毒蛾尧杨白潜叶蛾为主
的杨树食叶害虫在局部地区呈暴发势头袁2005年全市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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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发生面积达 2.67万 hm2袁影响了林木的速生丰产袁增
加营林成本袁而且化学防治也易造成环境污染遥
2.1.2 速丰林总体质量不高袁生长表现参差不齐遥由于受种
植地条件尧经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袁信阳市各地种植的杨树
表现参差不齐袁四旁地和零星种植的长势较好袁其栽培面
积为 7万 hm2袁占全市杨树栽培面积的 49 %袁蓄积量却占
86.7 %曰成片造林生长好的廖廖无几袁栽培面积占 51 %袁蓄
积量仅占 13.3 %袁多数地方生长较差遥
2.1.3 杨树人工林林分比重低袁林龄结构不合理遥尽管信阳
杨树资源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袁但其中四旁树尧林网的蓄积量
约占 86.7 %袁人工林林分比重较低袁而且杨树人工林的林龄
结构也不合理遥 从森林永续利用的角度出发袁幼龄林尧中龄
林尧近熟和过熟林面积比应为 3颐4颐3 袁而信阳杨树人工林中袁
幼尧中龄林面积约占 90 %袁近尧过熟林只占 10 %遥 这导致了
杨树资源的活立木蓄积量比重较低袁 而其中可利用资源则
更低遥 根据 2006年的统计数据袁 全市杨树平均蓄积仅为
55.7 m3/hm2袁而其中可利用的近尧过成熟林资源还不到杨树
人工林蓄积的 10 %遥
2.1.4 管理与科技水平低下袁集约化程度低遥多数林农种植
杨树袁造林前没有施基肥袁造林后管护不及时袁没有抚育和
追肥袁看到生长不理想时就让其自生自灭遥出现这些现象的
主要原因之一是杨树需要高投入袁 农民缺乏生产资金和技
术遥 此外袁在选苗尧育苗尧栽种尧采伐尧林地规划和管理等方
面袁农民已习惯按自己的方式进行作业袁缺乏科学的指导袁
往往造成林木生长缓慢尧成本增加尧土地资源浪费尧经济效
益低下等问题遥而且袁目前过分分散的家庭经营方式对提高
集约化生产水平尧采用科学的种植技术袁以及今后使用先进
的营林机械都是不利的遥
2.2 杨木加工业方面

2.2.1 木材加工行业规模和结构不合理遥 整个杨木加工行
业目前还没有走出资源型和粗加工的发展阶段遥 大量的规
模不经济尧技术含量低尧附加值小的家庭作坊式的小型木材
加工企业引发了企业的恶性尧无序竞争袁造成资源的过度消

耗袁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行遥 在布局上袁多数小木材加工企
业分散在各乡镇村组袁依家而设袁临路而建袁无法发挥集聚
效应遥
2.2.2 杨木造纸业有待发展遥目前袁信阳造纸行业普遍存在
着木浆比例小尧企业规模小尧中高档产品生产能力小和污染
大的问题遥 造纸行业具有资金密集尧技术密集尧纤维原料和
能源消耗较大等特点袁规模效益十分显著遥 而且袁我国纸品
需求在数量尧质量尧品种等方面都在不断增长袁尤其是对木
浆原料高档纸品的需求增长最快遥 信阳以杨木为原料的中
高档纸品的发展空间很大袁 但目前杨木造纸业还处于起步
阶段遥
3 对策

3.1 统一规划袁合理布局 加快基地建设步伐袁不断扩大
基地规模遥切实加强管理袁提高造林质量袁普及造林新技术遥
全面推广科学造林袁加强集约经营袁搞好幼林抚育袁及时发
现并防治林木病虫害遥
3.2 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度 通过制定木材收购保

护价格袁降低有关税费袁保护农民造林积极性曰大力推行绿
化权拍卖政策袁把道路尧河渠尧荒地等土地使用权推向市场袁
采取拍卖尧承包尧租赁尧股份合作等形式袁调动群众植树造
林的积极性曰 通过国家工程项目等渠道多方筹措资金予以
扶持遥
3.3 发展壮大森工企业 要不断发展壮大森工企业袁扩大
生产规模袁提高经济效益袁开发新的品种袁拓宽产品市场袁使
企业产品由初加工向深加工拓展遥逐步壮大企业经济实力袁
增强龙头企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袁把生产尧加工尧销售等各
个环节紧密连接起来袁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遥 从政策尧资
金等方面对木材加工产业给予扶持袁 提高杨树木材产品质
量尧产量尧效益袁真正实现杨树林纸尧林板一体化生产袁促进
杨树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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