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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青海省森林资源现状, 从森林资源数量、质量、管理水平和生态功能4 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评价 , 最后针对青海省森林资源数
量有限、质量不高、分布不均匀、生态功能潜力巨大的特点 ,提出了有效保护和管理森林资源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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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in Qinghai Province
DONG Xu  ( Qinghai Provincial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 ng Institute , Xini ng , Qinghai 810008)
Abstract  Based onthe status quo of forest resources in Qinghai Province , characteristics of forest resources was eval uated from many aspects , including
forest resource amount , quality , management level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Finally , ai ming at li mit quality , low quantity , uneven distribution and huge
potential of ecology function , the study put forward some effective suggestions for effectively protecti ng and managi ng forest resour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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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集生态、经济和社

会效益于一体, 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关键[ 1] 。然而, 随着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 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 因

此, 实施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目标 ,

笔者通过对青海省森林资源及其生态功能进行科学与合理

评价, 将为青海省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

技术保障。

1  自然概况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31°39′～39°19′N,89°35′

～103°04′E。燕山运动奠定地形复杂多样, 高山、丘陵、河谷、

盆地交错分布, 平均海拔3 000 m 以上, 属典型高原大陆性气

候。年均气温- 3 .7～6 .0 ℃, 年日照2 340 ～3 550 h , 年降水

量16 .7～776 .1 mm( 大部分400 mm 以下) , 年蒸发量1 118 .4

～3 536 .2 mm( 大部分1 500 mm 以上) ; 植被地域上跨青藏高

原、温带荒漠和温带草原3 个植被区, 具有高寒和旱生的特

点, 以寒温性常绿针叶林为主, 常见的针叶树种有云杉、圆柏

等, 阔叶树种有青杨、桦树等, 灌木有沙棘、金露梅等; 土壤垂

直地带分布明显;2004 年全省人口538 .60 万, 国民生产总值

465 .73亿元[ 2] 。

2  森林资源现状

据2005 年青海二类调查统计资料[ 3] , 青海省土地总面

积6 978 .4 万hm2 , 林业用地面积719 .0 万hm2 , 占全省土地总

面积的10 .30 % , 活立木总蓄积量5 462 .6 万 m3( 表1) 。林地

按地类分: 有林地面积49 .4 万hm2 、灌木林地346 .4 万hm2( 国

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面积317 .4 万hm2) 、四旁树面积6 .8 万

hm2 , 森林覆盖率为5 .3 % , 林木绿化率5 .8 % 。优势树种为青

海云杉、、园柏、桦树、青杨、沙棘、高山柳、金露梅、锦鸡儿等。

表1 青海省活立木蓄积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for livingtreecumulationin Qinghai Province

地类

Land types

面积∥万hm2

Area

百分比∥%

Percentage

蓄积∥万m3

Cumulation

百分比∥%

Percentage

蓄积比例∥%

Cumulationrate

有林地Forest land 针叶林Coniferous forest     32 .3    65 .4 3 030.1 68 .7

阔叶林Broadleaf forest 12 .3 24 .9 868.9 19 .7

针阔混交林Mixed wood 4 .8 9 .7 514.0 11 .6

疏林地Openforest land 9 .5 205.7    3 .8

灌木林Shrub 346 .4

其他Other 313 .7 843.9 15 .4

合计Total 719 .0 5 462.0 100 .0

3  森林资源评价

森林资源评价的涵义为: 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需求

能由森林所提供, 人类对此已有所认识而确定为森林的资

源, 并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森林资源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

究与论述, 以提高人类对森林资源效益的认识 , 推动人类对

森林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这一过程称为森林资源评价[ 4] 。

3 .1 评价原则与方法  评价指标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

并能反映评价对象的本质内涵, 指标应具有全面性、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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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性、可比性和易获性[ 5] 。针对青海省森林资源类型多样

性、分布地域性、结构复杂性的实际 , 笔者采用频度分析法、

理论分析法、Delphi 法、加权综合法和定性定量描述法等进行

评价[ 6 - 7] 。

3 .2 评价内容

3 .2 .1  森林资源数量评价。青海省森林资源数量有限且分

布不均。青海森林覆盖率为5 .3 % , 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

( 18 .2 %) 的1/ 3 , 森林资源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 8] 。一方面 ,

乔木覆盖率仅0 .8 % , 灌木覆盖率达4 .5 % , 是乔木5 倍多; 另

一方面, 各个地区森林覆盖率也不均匀 , 湟水河流域土地面

积仅占全省总面积的2 .3 % , 但有林地面积却占全省有林地

面积的28 .7 % , 从分布情况看, 农林牧地交错所形成的“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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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块较多, 林地管理难度较大。

3 .2.2 森林资源质量评价。

3 .2 .2.1  林分生产力不高。青海省有林地单位面积蓄积量

为89 .3 m3/ hm2 , 还达不到我国的平均水平( 96 .0 m3/ hm2) 。

3 .2 .2.2  林龄结构不合理。全省有林地面积中 , 中幼林占

59 .3 % , 近、成、过熟林仅占40 .7 % ; 有林地蓄积中, 中幼林占

47 .8 % , 近、成、过熟林占52 .2 %( 表2) , 其中绝大部分中幼林

已达抚育条件, 急需抚育。

表2 青海省有林地面积、蓄积按林龄统计

Table 2 Thestatistics for forest land area and cumulationaccordingtofor-

est age in Qinghai Province

龄组

Age group

面积

万hm2

Area

面积比

例∥%

Area rate

蓄积

万m3

Cumulation

蓄积比

例∥%

Cumulationrate
幼龄林 7 .7 15 .7 323 .3 7.3

Young forest

中龄林 21 .5 43 .6 1 785 .9 40 .5

Middle-age forest

近熟林 8 .1 16 .4 801 .8 18 .2

Nearly mature forest

成熟林 6 .2 12 .6 769 .0 17 .4

Mature forest

过熟林 5 .8 11 .7 733 .1 16 .6

Overmature forest

小计 49 .1 100 .0 4 413 .0 100 .0

Minor total

3 .2.2.3  灌木林盖度偏低。盖度30 % ～49 % 的灌木林地就

占灌木林面积的50 .8 %( 表3) , 疏灌面积较大, 森林防护功能

较弱, 这直接影响青海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的提高, 导致森

林承载力的下降。

表3 青海省灌木林按盖度统计

Table 3 Thestatistics for shrub accordingtocoveragein Qinghai Province

盖度

Coverage

面积∥万hm2

Area

比例∥%

Rate
疏Thinning     176 .1     50 .8

中Medium 120 .4 34 .8

密Density 49 .9 14 .4

合计Total 346 .4 100 .0

3 .2.2.4 林种单一。防护林面积占森林面积的77 .9 % , 其他

林种仅占22 .1 % ; 防护林蓄积占总蓄积的75 .7 % , 其他林种

仅占24 .3 %( 表4) 。

表4 青海省林地林种统计

Table 4 Thestatistics for forest landspeciesin Qinghai Province

林种

Forest species

面积

万hm2

Area

面积比

例∥%

Area rate

蓄积

万m3

Cumulation

蓄积比

例∥%

Cumulationrate
防护林 315 .8 77 .9 3 498 .3  75 .7

Protectionforest

特殊用途林 89 .0 22 .0 1 038 .5 22 .5

Special forest land

一般用材林 0 .5 0 .1 81 .9 1 .8

Commonforest land

合计Total 405 .3 100 .0 4 618 .7 100 .0

3 .2.3 森林资源管理情况评价。林地利用率不高。有林地

面积仅占全省土地面积的0 .7 % , 占全省林地面积的6 .9 % ;

宜林地占林地面积的26 .2 % , 灌丛地占林地面积的11 .6 % ,

森林资源的负荷能力小, 面对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的现

实, 造林压力巨大。针叶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的65 .4 % , 而

混交林比例小 , 仅占有林地蓄积的4 .8 % , 占有林地蓄积的

11 .6 % 。没有重视乡土树种及多树种混交的驯化繁育研究 ,

林分结构不合理, 急需改造更新。

3 .2 .4  森林生态功能评价。森林生态功能是指森林生态系

统及其生态过程所形成的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

境条件与效用, 森林生态功能评价特征因子及评价标准

见表5[ 9 - 10] 。

表5 森林生态功能评价因子及评价标准

Table 5 Evaluationfactors andstandard of forest ecological function

评价因子

Evaluation

factors

类型划分标准

Standard of type division
Ⅰ Ⅱ Ⅲ

权重

Weight

1 .森林蓄积量∥m3/ hm2 ≥150 50～179 <50 0 .2
Forset cumulationvolume
2 .森林自然度 1,2 3 ,4 5 0 .15
Forsest naturalness
3 .森林群落结构 1 2 3 0 .15
Forest community Structure
4 .树种结构 6,7 3 ,4 ,5 1 ,2 0 .15
Tree species structure
5 .植被总覆盖度∥% ≥70 50～69 <50 0 .1
Toal coverage of vegetation
6 .郁闭度 ≥0.70 0 .40～0 .69 0 .20～0 .39 0 .1
Canopy density
7 .平均树高∥m ≥15 .0 5 .0～14 .9 <5 .0 0 .1
Meantree height
8 .枯枝落叶厚度等级 1 2 3 0 .05
Thickness grades

of plant litter

 注 : 森林生态功能评价标准 , 功能等级为好 , 综合得分 < 1 .5 ; 中 1 .5 ～

2 .4 ; 差≥2 .5 。

 Not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forest ecological function , the function grade is

better , the general score is less than 1 .5 , the mediumis 1 .5 - 2 .4 and

the bad score is more than 2 .5 .

  基于该标准可计算综合得分 Y 和森林生态功能指数 K:

Y= Σ
8

i =1
Wi Xi

K= 1/ Y = 1/ Σ
8

i =1
WiXi

式中, Xi 为第 i 项评价因子的类型得分值( 类型Ⅰ、Ⅱ、Ⅲ 分别

取1、2、3) , Wi 为各评价因子的权重,K 作为评价森林生态功

能的定量指标。

据2005 年青海二类调查统计资料, 可计算得: Y= 2 .15 ,

K= 0 .47 。根据表5 得知, 青海森林生态功能等级是中等, 森

林资源处于弱持续状态, 森林生态功能发展潜力巨大。

4  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评价与分析, 青海省森林资源处于弱持续状

态。源区森林资源地带性分布明显, 但不均匀, 森林类型多

但生产力低, 森林林龄结构合理, 但异质性差。

针对源区森林资源的现状与分布特征, 为促使该区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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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花费相当一笔费用。如果建一个绿化垃圾填埋场 , 将绿

化垃圾进行堆沤, 则可节省运输费用, 还可生产绿肥 , 为绿化

园区植物提供大量有机肥 , 节约绿化养护中的肥料成本[ 3] 。

⑤减少农药使用。农药也是养护成本中的一项主要开支, 而

且大量使用农药会对居住区环境造成污染 , 影响生态平衡。

通过在绿地悬挂频振式杀虫灯, 利用害虫的趋光性, 可以直

接消灭害虫的成虫 , 减少产卵量,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⑥

树立安全第一意识。加强安全教育监督, 防止发生工伤安全

事故, 这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绿化养护总成本。

表3 2008 年康桥半岛新城四—五期绿化养护直接成本构成

人工费 机械费 农药费 油料费 肥料费 绿化垃圾清运费 其他直接费 合计

1 15 924 662 0 0 0 1 300 0      17 886

2 15 892 662 0 0 0 1 300 0 17 854

3 16 068 1 174 835 250 0 1 300 0 19 627

4 15 474 662 1 081 613 4 000 1 300 5 000 28 130

5 18 266 10 273 845 577 0 1 300 2 000 33 261

6 19 310 1 604 1 439 897 0 1 300 0 24 550

7 22 469 947 1 642 1 083 0 1 300 0 27 441

8 23 987 1 515 1 204 1 352 0 1 300 0 29 358

9 22 992 1 083 1 828 1 149 0 1 300 2 500 30 852

10 16 521 720 534 520 0 1 300 3 000 22 595

11 15 232 754 245 420 4 500 1 300 0 22 451

12 14 897 830 126 132 0 1 300 0 17 285

合计 217 032 20 886 9 779 6 993 8 500 15 600 12 500 291 290

4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环境绿

化美化日益受到重视 , 城市的绿化面积快速增加。绿化养护

工作将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一项长期性的重要工作。做好

绿化养护工作既要保证质量又要节约成本。从长远来看, 绿

化养护工作市场化是必然趋势。因此, 参与绿化养护工作的

甲乙双方都需要对养护成本有清晰的概念。笔者从实际出

发, 以上海市1 个住宅区绿化养护为例进行成本分析, 有一

定代表性, 但不够全面。一般而言, 不同的管理区域, 由于要

求的管理档次不同, 绿化管理的质量要求也不一样, 绿化养

护收费和成本也有较大差异。例如, 酒店及其他商用场地绿

化要求比住宅区高, 而别墅及高档住宅区绿化管理质量要求

又比一般住宅区及厂房高[ 4] 。养护标准要求越高 , 成本投入

越大。在实际养护工作中,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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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和跨越式发展, 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充分依靠科技

创新, 大力挖掘土地潜力 , 突破造林时空限制 , 合理发展人工

林, 推广容器育苗技术, 以异龄多层林为终极演替发展目

标[ 11] ; 其次 , 要充分运用市场和宏观手段来支配林业资源 , 拓

宽基金来源渠道, 建立新型的合作机制; 最后建议在现地监

测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以“3S”技术为基础的森林资源监测系

统, 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和森林资源评价体系并纳入国民

经济核算, 以防止“公地悲剧”和“生态透支”现象的发生[ 12] ;

适当发展林下经济, 尤其是中藏药材种植、高原花卉繁育等

农林牧草复合经营, 扩大退耕还林中经济林的比例, 尤其是

名特优新经济林比例, 把兴林与富民结合起来 , 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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