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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淮北市位于安徽北部，东经 116°32′～117°02′，

北纬 33° 16′～ 34° 14′之间。淮北市气候温和，阳光
充足，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旱，夏季炎热多雨，年平
均气温 14.8℃，年平均无霜期为 203 天，多年平均降水量
830 毫米，平均相对湿度 71%，日照时数为 2315.8 小时。

淮北市森林资源总量较少，森林覆被率低于全省平均
水平，同时全市分布有 13200 公顷石质山地，2002 年以
前未经绿化的非宜林荒山近 8000 公顷。2002 年以来，淮
北市始终把荒山绿化作为造林重点工程来抓，先后完成了
九期相山绿化生态建设工程，累计绿化山场面积 1913 公
顷，栽植各类苗木近 200 万株，苗木平均成活率和保存率
达 97％以上，实现了相山绿化的突破性进展；同时，在
烈山、杜集两个区的 6 个乡镇 9 个行政村开展荒山开发试
点，大力发展经果林，激发了广大村民承包荒山造林绿化
的积极性，产业建设如火如荼，吸引社会投资绿化荒山近
2000 公顷。2009—2015 年市政府又分三期完成了城区东部
石质山绿化 5340 多公顷，栽植各类苗木 800 多万株，苗木
平均成活率和保存率达 96％以上。十多年来累计造林和疏
林地补植 8700 多公顷，栽植各类苗木 1100 多万株，实现
全面消灭荒山，让“石头山上造林”从不可能成为现实，
把荒瘠的皖北山地变成了“绿色江南”，创造了石质山地
造林奇迹，为安徽全省石灰岩山地造林绿化积累了成功经
验，探索出的“七步造林法”被确定为省地方标准。中央
电视台绿色时空栏目组到淮北市拍摄《石质山造林的功夫
秘籍》专题片向全国推广。

为进一步巩固淮北石质山场绿化成果，丰富山场树
种、林种，提升绿化、美化档次，2016 年开始，在全市
13200 公顷石质荒山全部绿化完成的情况下，继续在提升
森林质量上下功夫，依托城区东部山场（“一湖、一路、两
村”，即华家湖、合徐高速、榴园村和南山村）周边区域
的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组织开展森林多目标经营工程的
实施及理论技术研究，并进行了经验总结。

二、开展森林多目标经营的必要性
开展森林多目标经营是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巩固荒

山绿化成果的需要。随着淮北市石质荒山绿化进程的推
进，华家湖、合徐高速、榴园村和南山村周边山场逐步成
为淮北市区东花园，逐步实现了森林走进城市，城市拥抱
森林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开展森林多目标经营，通过一系
列加密、抚育等优化提升手段，能进一步巩固山场绿化成
果，把已绿化山场打造成为一个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
的城区森林。

开展森林多目标经营是增强现代林业发展理念，维护
森林健康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理念深入
人心。淮北市因石质山地特殊地貌，采取人工造林，在
淮北市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但
单一的林分结构和树种组成将导致林分生长缓慢，生长地
力衰退，土壤健康状况下降，再加上新栽植森林生物多样
性低，森林病虫害自我调控能力低下，难以实现森林综合
功能的健康发展。开展森林多目标经营，对现有林地进行
经营管理，提高现有森林的生产能力，增强森林生物多样
性，使森林达到结构与功能健康状态，才能充分发挥森林
的生态服务功能。

开展森林多目标经营是着眼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好

淮北石质山场森林多目标经营技术研究

淮北市林业工作站    朱海洋

摘  要：本文着重论述了淮北市在全市石质山场全面绿化完成后，为丰富山场树种、林种，提升景观绿化美化效果，所开展的石质山场森林多目标经营

探索实践及相关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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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的需要。随着淮北市城乡建设、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回归大自然已成为当今人们生活的主流需求和发展方向。
现有的山场森林景观层次变化单调，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亲近自然、愉悦身心的需要。通过实施森林多目标经
营，采取美化、彩化山林和建设山场林道等措施，将进一
步优化山场生态环境，为开发森林旅游资源，加速推进淮
北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好淮北”愿景奠定良好基础。

三、森林多目标经营的目标、方针、原则
（一）森林多目标经营目标
森林多目标经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打造物种丰

富、错落有致、色彩斑斓、花香鸟鸣的森林景观；林区森
林覆盖率提高到 90%以上；提高使用乡土树种面积比例；
针阔混交林和阔叶林面积比例高于 85% ；提高森林经营安
全指数。

（二）森林多目标经营方针
以培育森林资源为基础，以森林多功能近自然经营为

主要技术途径，大力营造混交林，优先发展乡土树种。
遵循生态学原理，以生态保护为中心，综合考虑生态

景观层次的经营设计，提高森林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
土壤发育等生态服务功能。

结合实际，尊重自然，努力构建“山水相依、村路相
通、风景秀美”的多功能森林，为开发景观、森林的整体
价值及其之上的科教文化内涵服务。

（三）森林多功能经营原则。
森林多功能经营原则，主要有四个方面：提升景观基

质建设层；加大生物多样性培育层；优化特殊斑块和廊道
建设层；强化重点区域人工集约建设层。

四、森林多目标经营类型设计
针对实施区域森林建设的功能需求和特点，充分考虑

该地区森林发展的限制性环节，通过混交或增加伴生树
种的途径来开发利用 2 个或多个树种间的“互生—共生关
系”，以改善和维持林分的肥力、生长力和稳定性；选择
对石灰岩立地条件适应性强的树种，选择彩叶树种、蜜源
树种，通过构建乔、灌、草多层结构，配合不同强度的森
林作业法来满足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
的基本要求。

（一）经营类型
常绿（侧柏等）—阔叶（苦楝、青檀等）—其他速阔

（黄栌等）混交经营类型。经营目标和主要技术指标：常
绿与阔叶为主要的混交树种，混交比例常绿：阔叶：其他
阔叶为 4 ∶ 3 ∶ 3。在常绿树种密度较低的地段采用空地
插花或群团状补植。

常绿（侧柏等）—彩叶树种（红栌、黄栌等）—山杏
等景观+水源涵养林经营类型。经营目标和主要技术指标：
在常绿树种非常稀疏地段，存在较大空地，栽植红栌或者
黄栌（秋红）+山杏（春白）造景，同时引种连翘、蔷薇等
花灌木，提升森林整体景观美化效果。对于石砾含量高的
少数地段，可选用络石覆盖。

常绿（女贞、石楠等）—阔叶混交林提质增效经营型。
主要应用于背坡面和远离核心地段的区域。目标是对于立
地条件较差、株数密度较低的纯侧柏林，通过混交补植石
楠、山合欢、麻栎等阔叶乡土树种，将侧柏林逐步导向针
阔混交林，通过逐步调整树种的组成比例将林分最终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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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栎类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混交比例，常绿：落叶类：阔叶（黄连木、山合欢

等）为 2 ∶ 4 ∶ 4。
绿色家园建设型。南山村结合寿比南山文化、杂果基

地以及美丽乡村建设，建设山、林、果、村一体旅游地。
加强石质山场游憩设施建设，在南山村修建步道（兼防火
隔离带）。

（二）树种选择
石质山场为石灰质山地，土层瘠薄，岩石裸露面积

大，立地条件较差。造林树种应优先选择适应性强、生长
势旺、根系发达、固土力强、耐瘠薄、抗干旱的优良树种。

根据山场多年绿化经验及山场的不同位置，主要选择
适宜绿化、美化工程的苗木品种。

（三）造林整地
树穴规格为 60cm×60cm×60cm或 80cm×80cm×80cm

或 100cm×100cm×100cm ；整地时土石分离，鱼鳞坑为
近似半月形的坑穴，外高内低，长径沿山体等高线方向展
开；采用以上方式整地后，回填熟土。

（四）造林密度
平均每亩挖穴约 24 个。具体栽植株数，视树穴、树种

和立地条件来确定。
（五）技术措施
1.苗木要求。造林用苗在起苗、包装、运输、贮藏等

技术环节必须符合GB6000—1999 标准要求。苗木要无病虫
害，规格达到Ⅰ级苗木标准，常绿乔木树种均应带土球，
草绳或塑料袋包装。淮北市森林多目标经营苗木选择及规
格要求：
序号 树种 苗高（cm） 径粗（cm） 其它

1
高杆女贞、石

楠
200 ～ 250 胸径﹥ 3

土球﹥ 30cm，健壮、

无病虫害

2 竹子 截干 250
3-5 丛，干直、健壮、

无病虫害
3 黄连木 截干 250 胸径﹥ 2 健壮、无病虫害
4 苦楝 ﹥ 250 胸径﹥ 2 健壮、无病虫害

5 青檀 ﹥ 250 胸径﹥ 2
干直、健壮、无病虫

害

6 山合欢 ﹥ 250 胸径﹥ 2
干直、健壮、无病虫

害

7 刺槐 ﹥ 250 胸径﹥ 2
干直、健壮、无病虫

害
8 黄栌（红栌） ﹥ 180 地径 2.0 ～ 4.0 健壮、无病虫害

9 侧柏 120-200 地径 1.5 ～ 3.0
土球﹥ 30cm，健壮、

无病虫害

10 乌桕 ﹥ 250 胸径﹥ 2
干直、健壮、无病虫

害

2.树种混交。根据造林小班树种间进行点、线、块状
不规则混交。

3.栽植要求。要求专业队栽植，运苗上山时要注意保
护土球，栽植前要去除土球外不易分解的包装物；容器苗
栽植时要去掉苗木根系不易穿透或不易分解的容器；栽植
前可在栽植穴中撒入适量保水剂。栽植深度要适宜，带土
球苗木要覆土至土球以上 5 ～ 10cm，裸根苗要覆土至原土
痕以上 5 ～ 8cm ；分层踏实填土，保持树干直立。

4.浇水要求。苗木栽植后 2 ～ 3 天内应及时浇足浇透
定根水。

5.培大土堆。树苗浇足浇透定根水 1 天后，在其周围
60 ～ 80cm2 范围内覆土培大土堆，土堆要大而圆实，高出
树穴下口约 20cm。

6.覆盖薄膜。大土堆培好后，立即采用既可满足多
次揭膜浇水需要，又可在雨季到来前自然风化的厚度为
0.04mm的聚乙烯薄膜覆盖。依土堆大小将薄膜裁剪成方
形，并从一边的中间垂直剪至中心，备用。覆盖薄膜时应
预留进水口，以利贮集雨水。进水口应放在树穴的来水方
向，接口处两边薄膜交叉重叠，用 10cm左右大小的石块
压住，边缘全部用土压实，使薄膜覆盖平整，覆膜面积与
树穴面积一致。以后每次浇水时，先拿开压薄膜接口处石
块，再揭开薄膜浇水，待水渗透后重新将薄膜覆盖好、压

实。
7.抚育要求。造林苗木成活后当年 10 月上旬或翌年春

季进行松土、除草，松土要在幼树周围 60 ～ 80cm2 范围内
进行，里浅外深，不要伤及幼树根系；人工去除杂草及土
壤深度 20cm以内的石块，栽植当年暴风雨过后，要及时扶
正、压实幼树。

总体来说，苗木栽培要求为随起随栽，栽植、浇水、
培大土堆、覆盖薄膜实行流水作业，一次性完成。此外，
修建步道（防火隔离带）及消防蓄水池建设按照相关行业
标准实施。

五、时间安排
当年 9 ～ 10 月完成绿化山场勘查、实施方案编制、工

程招投标工作；11 ～ 12 月完成造林整地、苗源确认、水源
落实等工作。

翌年 2 ～ 3 月施工单位进行起运苗木、运苗上山、栽
植、浇水、培大土堆、覆薄膜、修鱼鳞坑等工作，并及时
浇足定根水；4 ～ 6 月视天气情况施工单位组织专业队进行
浇水保苗；7 ～ 8 月进行雨季补植，确保造林成活率达到设
计要求；9 月对当年新造林进行抚育、割草，加强管护；10
月完成成活率验收。

第三年施工单位对苗木进行抚育，并在春季、夏季利
用雨季补植完善；10 月完成竣工（保存率）验收。

六、政策措施
（一）政策保障
淮北市实施石质山场森林多目标经营工程，要根据国

家和地方出台的各项资源与环境法规和部门规定，充分利
用水源涵养林和生态防护林等生态屏障建设项目的公益性
特点，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契机，做好与上级有关部门
政策的衔接，为工程的实施创造良好环境。

（二）组织保障
淮北市东部石质山场森林多目标经营是一个综合系统

工程，为加强组织领导和机构能力建设，市政府成立了政
府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实施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市林业局，统一组织森林多目标经营建设活动。实施
中应理顺政府机构管理体制，实行部门分工负责制，工程
实施由所在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按照年度实施方案要求，具
体负责年度工程勘查、小班划定、施工协调、监管、验收
及管护等工作。山场所在地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山场绿化
第一责任人，明确责任，把任务落实到山头地块，做到一
级抓一级，确保实施过程中自然资源和规划、环保、林
业、文化旅游、水务等有关部门间密切协作。

（三）资金保障
项目实施属社会公益事业，财政部门为投资主体。实

施过程中尽可能与国家、省、市的建设工程项目相结合，
多部门、多途径争取国家、省、市建设工程资金的支持。
市财政局负责工程资金的管理、拨付和监督。工程严格实
行公开招投标制，由市林业局牵头、工程所在区政府参
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密切配合。

（四）技术保障
项目实施要加强与国家、省科研院所的联系，引进先

进技术，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技支持方案，提高工程建设的
科学性和质量管理水平。成立淮北市实施石质山场森林多
目标经营规划科技专家组，聘请专家对关键技术问题，如
困难立地条件造林、重大病虫害防治、适宜树种引进、林
农复合经营等，开展创新研究并加速新近科技成果的推广
应用。同时，制定专门计划，对施工人员实施技术培训。

（五）宣传保障
森林多目标经营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影响深远，需

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为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在
施工现场和受益镇村按照林长制的要求设立公示牌，要充
分利用广播、报纸、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
实施森林多目标经营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生态
文明社会的重要性，增强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形成人人
关心，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截至 2020 年，淮北石质山森林多目标经营累计投资
3000 余万元，绿化覆盖山场面积约 3100 公顷，栽植各类
苗木约 60.9 万株，成效已初步显现。淮北市 2016 年成功
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2019 年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