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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兴平市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该地区退化林成
因及有效修复措施，对于保障林木质量，促进当地森林资源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兴平市自然概况及林业资源现状
（一）兴平市的自然概况
兴平市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中部地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08°17ˊ49〞～108°37ˊ7〞及北纬 34°12ˊ50〞～34°26ˊ53
〞之间，其东部连接咸阳市秦都区，南部临近周至、户县，西部
毗邻武功县，北部与乾县、礼泉相互接壤。全市总面积为 507.43
平方千米，境内地势表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其南部海拔
390 ～ 460m，北部海拔 460 ～ 541.8m。兴平市隶属于暖温带半湿
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为 13.1℃，7 月为最热
月，元月为最冷月；年平均降水量为 584.7mm，年平均日照时数
为 2065.2h。

（二）兴平市的林业资源现状
兴平市总土地面积为 762659 亩，其中农用地 462135 亩、林

地 70734 亩、水域 5685 亩、其他土地 224105 亩。林地占总面积
的 9.27%，有林地 59431 亩，全部为人工林，森林覆盖率 7.79%。
长期以来，兴平市虽然重视林业生态建设，被陕西省林业局授予
“省级森林城市”称号，生态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人工营
造的各类防护林，已陆续进入成熟期，老化衰败现象日益严重。
同时，受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所限，防护林普遍
存在树种单一、结构简单、初植密度不合理、林木生长不良等情
况。加之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人为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防
护功能下降、病虫害加重、林木退化程度严重，影响林业生态效
益的发挥。由于个别地方管护责任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抚育
管护措施不到位，也从未进行过退化防护林修复，林木生长衰
退，防护功能下降，林地生产力低，发挥森林多种功能效益降低。

二、兴平市退化林成因分析
据统计，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是导致兴平市退化林形成的主

要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自然因素
通常情况下，最为常见的自然因素包括干旱、雪灾等气象灾

害及病虫、有害植物等的侵袭两大方面。
1．气象灾害。受到兴平市地形、气候、人为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导致该地区干旱、暴雨、雪灾等多种气象灾害频发，不仅
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还对林业生产也构成了严重威
胁。当干旱灾害发生时，该地区造林之后还要经过多次补植才能
达标，进而导致造林成本大大增加；而大风、雪灾等灾害现象发
生时，将会导致造林难度明显增加，而且林木成活率也显著下
降；暴雨洪涝灾害发生时，将会导致林木由于长时间遭受雨水的
浸泡而弯折，甚至倒伏，最终导致林分严重退化。

2．有害生物侵袭。由于防治经费不足，使林木病虫害无法
及时进行根治，不仅导致林木生长不良，林分稳定性较强，还导
致林分退化现象愈演愈烈。例如杨柳沫蝉及刺槐尺蠖发生频率较
高，往往会导致树体生长缓慢；杨树发生天牛虫害时，极易导致
出现大面积的病腐木或病死木。

（二）人为因素
1．选地不适、整地不当、林木栽植密度过大。一旦造林过

程中无法严格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将极易导致出现林分退化现
象。兴平市部分地区土层贫瘠、土壤当中有机质的含量较低，且
土壤保水保墒能力不高，无法与速生用材林树种的生长需求相符
合。通常情况下在幼龄阶段树体的长势一般，有时还无法竞争过
杂灌的生长；中龄林阶段，水肥条件无法满足树体的快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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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树高、胸径等年平均生长量较低，最终导致形成退化林。另
外，林农受到“早郁闭，早成林”等营林观念的影响，导致兴平
市部分地区林木栽植密度过大，既导致幼树在生长过程中由于空
间不足而无法正常生长发育，长时间无法正常郁闭，还难以有效
抵抗各种自然灾害的入侵，最终导致成活率显著下降。

2．造林资金投入及后期管护成本过大。由于相关单位及林
农的资金不足，导致出现重造林而轻管理的现象。相关单位能够
正常分配造林任务，然而后期的管护工作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正
常开展。例如，除草、打药、施肥等抚育工作均需要花费一定的
资金，护林人员的劳动力成本也逐年攀升。另外，林业定额用水
难以满足林木正常生长所需，一旦超额还需要支付较高的水费，
以上各方面的投入导致相关单位及林农无力支出，进而加剧了林
分退化。

三、退化林修复措施
（一）造林修复
1．补植补造修复。若中度退化林分的郁闭度在 0.2 以下，则

应当在林间空地中使用相同树种的优质壮苗进行补植，之后再安
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看管。另外，还要做好林地中病、虫、鼠
等的防治工作，并选取合适的时机进行修枝、定株、扩穴、除草
等管理操作，以实现退化林郁闭度的大幅提升。而且应当以经营
方向、林木数量、林分所处的年龄阶段等为依据以确定合理地补
植密度。通常情况下，补植之后的密度应当高于此类林分合理密
度的 85%。

2．人工更新造林。以各更新造林小班的立地条件为依据，
并严格按照“适地、适树、适密度”的原则做好更新造林的设计
工作。并尽可能选择抗旱、抗寒与抗风沙能力强且适应性较强的
树种。

3．采伐造林。以《森林法》的规定为依据，采伐林木的单
位与个人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树种、面积、株数等开展更新造林
工作。并与伐区作业设计相结合，选择合适的采伐方式对位于采
伐限额内的林木进行采伐。

（二）低效林改造修复
1．抚育。针对低效纯林、病虫危害林、经营不当林积极进

行抚育。应当尽可能采用透光伐抚育，并遵循留优去劣、间密留
稀的原则。为调整林木的生长空间，以确保单株营养面积充分，
应当使用生长伐抚育或育林择伐。就病虫危害林而言，应当采取
育林择伐或卫生抚育等有效措施彻底清除病源木或受害木，并优
化林分卫生状况，以尽可能使低效林恢复健康、正常生长。除此
之外，还应当及时进行修枝、抚育灌水、割灌除草等措施，不仅
能够促进林木的正常生长，还能使其生态防护功能实现明显增强。

2．病虫害防治。应当积极构建森林病虫害监测预报体系，
针对病虫害发生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预警，并尽可能将病虫害防治
控制在经济允许范围之内。另外，还要做好植物检疫工作及理
论、技术指导，以尽可能减少病虫对森林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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