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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重大雨雪冰冻灾害对我国林业的影响

) ) ) 主编的话

沈国舫

今年 ) 月间 我国南方广大地区遭受了几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重大雨雪冰冻灾害 灾害性质的

确切表述尚待气象学家予以明确 对我国生产力最高 !效益最好 !最有活力的南方林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

据初步统计 这次灾害涉及 个省区 受损森林面积达 1 亿 直接经济损失达 亿元 ∀这次灾害

的覆盖面之广 损失之大 影响之深 都远远超过了 年曾经引起世界震惊的大兴安岭林区特大火灾 可

以说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

如此重大的一次雨雪冰冻灾害 发生在我们最没有想到可能发生的地区 造成了损失惨重 !影响深远的

灾难性后果 包括直接的灾害后果 雪折 !倒伏 !树木及苗木的冻害 !野生动物伤亡 !林区基础设施的毁坏等 !

间接的灾害后果 森林火灾和虫灾的暴发可能性增大 !树木长势衰退的损失 !生态系统恢复重建的代价等 以

及深刻的社会层面的后果 林农及林业职工的生计 !林区经济社会的稳定 !林场的恢复重建等 ∀面对这样一

场已经发生的巨灾 我们林业科技工作者肩上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首先 要充分利用我们的知识和能力 帮助

相关部门和区域深入细致地调查了解灾害的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提出当前应急的和近期马上该做的对策

措施 其次 要充分发挥我们的科学智慧 从灾后的实际情况出发 凝练出灾变发生发展和各类森林生态系统

如何恢复重建的科学问题 并积极投入对这些科学问题的研究工作 最后 还要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科学规

律及将来得到的新的研究成果 提出较长期的针对此类灾害的应对方略 为灾后重建生产力更高 !综合效益

更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出谋划策 为中国林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

5林业科学6作为我国林业科技方面最核心的期刊 理应在这些方面发挥基础性的引领作用 ∀从这一期

起 我们将陆续发表一些在这次灾后迅速奔赴灾害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的调查报告及建议性

文章 再经过一个研究阶段后 我们将陆续刊载有关这方面更加深入的研究论文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全球

气候变化已经突显的现实 各种灾害性天气发生频率和强度都会有所提高 我们必须对此有所警惕 也要进

行一些为预案做准备的基础性研究 这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带有战略性的长期任务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

的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增加福利 减少损失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觉悟 更加

自觉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走进真正的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

3 湖南考察组成员 尹伟伦 !马履一 !孙玉军 !刘琪 !贺伟 !丁长青 ∀

要高度重视我国南方森林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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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南方森林遭受雨雪冰冻灾害发生后 受国家林业局派遣 我带领北京林业大学的一个专家组到湖南省进

行考察 并慰问灾区 !了解灾情和科学指导重建工作 ∀

此次调查 我们亲身感受到森林资源受灾范围之广 !危害程度之深 !基础设施毁坏之严重以及修复难度

之大 可以说 受灾地区数十年生态建设的成果毁于一旦 令人十分痛心 ∀更为严重的是 雪灾虽然过去 但

对林业造成的损失并没停止 存在着损失继续扩大和蔓延的潜在威胁 ∀我们认为有必要关注森林灾害的特

殊性 并给予专门的研究和应对 ∀

首先 要充分认识到林业灾害的严重性和持续性 ∀灾害造成折倒木和枯枝落叶等易燃物剧增 林地透光

增温 极大地提升了森林火险的隐患 ∀近期灾区林火发生量明显增加 扩大了森林灾害的损失 同时 灾后树



势衰弱 大量死亡木 极大地增加了森林病虫害大发生的潜在因素 也是继续扩大损失的隐患 林业生产周期

长 恢复起来也不像一季作物仅需几个月就可缓解灾情的问题 ∀这就需要有长期 !有规划的稳定投入和特殊

政策来保障森林资源和生态效益的尽快恢复 ∀目前 不少林农和林场职工都靠森林资源维系生存和生活 资

源如此大量的损失 林农和职工灾后的生计也是亟待考虑的重要问题 正在南方过冬的野生动物受到损失

而候鸟大量飞往禽流感频发的东南亚 春后飞回也有携带禽流感病毒的隐患 ∀总之 林业有其行业的特殊

性 灾后隐患较多 损失扩大和蔓延的潜在可能是长期持续的 必须要有特殊的举措予以应对 ∀

第二 要充分估计到资源恢复的艰巨性 ∀森林资源恢复至少要几年或十几年 且受灾林地遍布城镇农

村 既有平原地区 更有深山沟壑 工程艰巨 需持续实施 ∀现有林地数亿立方米的倒伏木 !雪折木的清理工

程 采伐指标 !收购价格 !资源恢复经费的投入机制 !加工利用等涉及多部门 政策协调难度大 需要有多种政

策和措施的正确指导才能把森林资源的损失降到最低 也需要付出艰巨的工作才可能促进森林资源的尽快

恢复和林业企业的振兴 ∀

第三 要重点考虑森林资源恢复的科学性 ∀森林资源恢复前必须科学分析认识不同树种 !不同林龄 !不

同林型结构抵御灾害能力差异的基本规律 ∀调研发现 这次受灾严重的是中幼龄林 !人工林 !纯林 !外来树种

以及造林密度较大 !缺乏抚育疏伐等经营措施的林分 天然林 !混交林 !成熟林 !乡土树种和经过疏伐抚育经

营管理的林分损失较小 ∀这些为今后强化科学造林 !适地适树 !优化结构 !提高林分抗逆能力等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和教训 ∀在森林资源的恢复重建中 要做到人工恢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 清理倒折木与森林疏伐抚育

管理技术相结合 通过疏伐 !补植 !根蘖萌生等不同技术手段 恢复和优化森林结构 促进森林经营和林地生

产力水平的提高 ∀与此同时 通过优化森林结构带动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建立育种基地 以乡土种树为主

慎用外来引进树种 努力建立抗逆性强 !生态系统稳定的混交林 !复层林 防止水土流失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

和森林病虫害的监测预防 推广速生丰产技术 ∀

第四 要充分重视森林资源恢复重建的政策性 ∀坚持森林资源保护政策的严肃性和执法的严格性 认真

鉴别死亡木与存活树 防止乱砍盗伐 要对如此大量的倒折木材进行市场保护价的紧急收购和积极利用 使

林农 !林场的生活及发展基金得到有效的缓解 充分考虑林业的公益性 加大促进森林资源恢复重建积极性

的政策支持 设立森林抚育基金 提高造林和营林的资金投入 保障造林和营林规格的高标准 促进林木生产

力和生态效益及抗灾能力的提高 ∀

对加强林业灾害后重建的几点建议

开展冰雪灾害对区域生态与社会经济影响的综合评估 ∀根据林学 !生态学 !生态经济学原理 采用地

面调查 !遥感技术 !社会调查等手段 对灾区的受害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估 特别是从生态系统价值的角度 分

析灾害带来的现实影响和潜在影响 从理论上 !技术上及时总结防灾救灾等方面的经验教训 ∀

启动国家生态恢复重大工程 ∀这次森林受灾面积极大 损失十分惨重 救灾任务艰巨 恢复工作将是

长期的 ∀建议尽快启动南方森林冰雪灾害恢复重大工程项目 实施科学论证 ∀质量监督和严格验收 适时评

估保证灾区生态系统的持续恢复与重建 ∀

启动冰雪灾害对生态系统影响以及恢复效益监测研究项目 ∀研究这次冰雪对森林造成灾害的原因

和预防机制 监测森林灾害的自然恢复与人工促进恢复的生态机制和效益 科学指导恢复重建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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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方雨雪冰冻灾区林业和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几点思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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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家林业局派遣 月中旬 北京林业大学 多名专家组成 个组 分赴受灾严重的湖南 !贵州和江西

省调查研究 ∀我和我校有关专家到江西和贵州 实地考察了我国南方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对林业和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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