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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布 41号文件，为了

增强桉树的生态功能，提升其综合效益，该地区深入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转变造林、营林发展模

式，强化生态措施，将纯种单一种植目标向混交林目标

转变，将速生林建设向永丰林发展转变，有利于提升桉

树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优化桉

树营林经营管理思路，培育高质量桉树大径材，可以提

升桉树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

发展。

一、营林生态效益的基本内涵

在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工业、建筑业、木材

业迅速崛起，对国内木材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桉树因

为抗病性好、丰产性能高、速生性强等特点，已经成为

我国广西地区重要的速生阔叶用材树种。但是根据笔者

工作和研究经验，发现部分桉树种植园区、国有林场，

容易出现水土流失、耗水量大、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人工

林造林连锁反应，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部分造林者未能从“适地适树”角度出发，对桉树林生

态效益进行动态分析。因此，国内研究者、学者开始从

“营林生态效益”这一内容出发，不断调整林业发展方

式，为桉树种植经济效益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其中营

林生态效益就是指在森林生态系统中造林者、营林者、

管护者投入一定量的劳动，而维持整个森林系统的生态

平衡，从而对周围环境产生正向影响。这一营林理论，

主要考虑森林蓄积的永续作用，这一问题重视森林资源

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力求在整个桉树生长全周期，

保持其系统结构功能稳定，以木材产品的最大产出为中

心，以森林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为工作重点，遵循生态

系统自身演变和发展规律，着重提升森林资源自我恢复

能力，从而有效满足当代营林建设需求。

二、桉树生态林类型和营林原则

（一）桉树生态林类型

从桉树生态林类型层面来讲，主要分为涵养水源

类、保护海风类、生态景观类这三种类型。其中涵养水

源类就是指为了改善生态环境中水土流失、土壤盐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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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降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在山地、

平原、丘陵地带种植大面积桉树，通过人工林、速丰生

产林等方式，缩短桉树的整体生长周期，从而起到保护

地下水、保护土壤、预防山洪、改善水土流失、净化水

源、涵养水源等生态效果，提高桉树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保护海风类就是指在沿海地带种植桉树，避免沿海

地区受到风暴、海潮影响。沿海地带土壤中含盐量较

高，因此很难种植相适应的物种植被，而桉树具有极强

的适应能力和耐盐碱能力，在提升海堤安全性的同时，

可以充分调节当地气候和局部环境，起到预防海啸、防

护海风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促进沿海地带生物多样性发

展。生态景观林就是指在园林绿化、景观绿化中，通过

森林建设，发展森林旅游，为人们提供良好的游息场

所，发挥桉树生态效益的桉树经济效益。

（二）桉树生态林营林原则

要想充分发挥桉树生态效益，首先营林技术人员应

该充分考虑桉树最佳经营周期，根据林地土壤质量修复

情况和林分生物多样性恢复情况，重视人工林造林经营

周期，避免不合适的营林方式而降低林分生长质量，充

分考虑桉树营林技术要点、节点和关键点，从而保障桉

树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经营，确保桉树木材生产和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相互协同，最终改善单位面积林分蓄积

量，从而打造永续性生态营林。其次还应该遵循“三低

三高”原则。其中“三低”分别指低污染、低干扰、低

投入，“三高”分别指高效率、高价值、高产量，要想

实现桉树营林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就必须避免高强度的

人为干扰，实现高质量发展模式，从而在生态文明背景

下，改善短周期内人工领域抚育过程中常出现的土壤质

量退化、生物入侵等生态问题，从而建立起协调、统

一、高效、规范的生态营林模式。最后笔者认为要想提

高桉树营林生态效益，还应该始终坚持结构优化原则，

尽量避免短周期纯林经营，而是改善树种结构，提升桉

树人工林抚育质量，尤其是五代以上的桉树人工林，尽

量通过混交林分方式，优化树种结构配置，将耐阴性较

强的豆科植物与桉树混交，或者是将乡土名贵树种与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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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混交，打造丰富的人工林生态系统，权衡桉树生态服

务和木材生产之间的平衡性，最终提高林分质量和效

益，确保森林环境向健康稳定方向发展，最终增加林分

可持续性，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提升土壤肥力，避

免使用单一化学除草剂，从而提升森林“自肥”功能，

不断改善土壤肥力，避免林下养分循环受阻。

三、桉树生态效益的优势分析

桉树规模化种植，可以提升造林地生态效益，改善

局部环境，提高林地环境修复能力。尤其是在地质资

源、温度气候条件较差的地区，桉树可以吸收大量二氧

化碳，并释放出氧气，尤其是高大乔木，成活能力较

强，对环境污染较重的地区可以充分改善和净化空气，

从而控制该地区二氧化碳总含量。其次，桉树种植可以

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桉树根茎面积较大，因此固土能力

和存水能力较强，具有较好的涵养水源能力，保护原生

植被，尤其是速丰生产林地，桉树生长速度较快，轮伐

期较短，在生长旺盛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生长 3.5cm左

右，在一个月之内，最大生长量可以达到 1m，因此，桉

树与杉木、马尾松相比，轮伐期缩小将近三倍，生长周

期更短，经济效益更高。此外，我国广西地区桉树种植

技术逐渐成熟，因此桉树病虫害发生概率较小，因此整

个林区桉树生产利润丰厚，回报率高，集约经营模式为

造林者、营林管护人员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可以帮助

农民增收致富，同时满足木材市场需求，缓解市场桉树

木材供需矛盾。

四、桉树经营管理思路探究

（一）科学经营，优化种植模式

1.科学选种，适地适树。桉树品种多种多样，主要分

为高山草甸类、湿润硬叶乔木类、干旱硬叶乔木类、稀

疏草原类等多种品种，木材用途广泛，生长速度较快，

因此造林人员和营林技术人员应该科学选种，根据不同

种植地的气候、土壤、水质等条件遵循适地适树原则，

科学进行造林。以广西地区为例，该地区阳光充足，降

水丰富，因此，桉树蒸腾作用更小，此时种植户和营林

技术人员必须选择土壤深厚的冲击平原或者酸性红壤、

黄壤等地区，选择灌溉良好、排水方便的园区进行种

植。通过人工造林方式，改善桉树林生态环境，首先，

应该改善土壤理化特性，通过清除杂草方式，增加土壤

蓄水保墒能力，使其变得通透。尤其应该对板结的土壤

进行整地，在幼林阶段提升土壤肥料转化率，提高幼苗

生长速度，从而减少根系生长阻力。其次，进行点穴和

施加基肥，沿桉树林地的等高线定点，根据植株胸径合

理安排行距和株距，如果是小径材可以密植，如果是大

径材，应该适当降低栽植密度，笔者以广林九号为例，

该树种多为中径材，因此行距、株距维持在 2m×3.5m左

右即可，移栽深度在 40cm左右，在施加基肥时，在挖穴

之后营林技术人员将肥料与回填土进行均匀搅拌，在必

要时可以预留导水槽，避免当地 6—7月雨季来临时，桉

树树苗底部水分过多，而影响植株正常生长，避免水土

因为雨水冲刷而流失，从而导致幼苗缺水枯死。最后在

桉树生长全周期内，选种合适的间伐强度，间伐力度如

表 1所示：

表 1  不同海拔和坡度的间伐强度

间伐强度 坡度 海拔 计划保留密度

强度间伐 15 ～ 20° 140m 400～ 450 株/hm2

中度间伐 15 ～ 20° 160m 750～ 800 株/hm2

弱度间伐 15 ～ 20° 170m
1200 ～ 1250 株/

hm2

2.降低环境污染。充分发挥桉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营林技术人员必须充分考虑到造林方式、抚育方

式、病虫害管理方式等对林业园区生态环境的影响，降

低环境污染，从而才能在充分发挥桉树调节水源、改善

水土等生态效益的同时，提高种植质量，促进林分间生

态系统循环。在施肥过程中，必须选择无毒、无害肥

料，可以利用生物菌肥和微量元素肥料，配备绿色生态

全营养型专用套餐肥料，根据桉树的整个生长周期，充

分考虑到化学肥料的速效性，补充桉树生长中所需养

分，避免桉树出现植株瘦小、发育迟缓、病虫害发生率

高等问题，尽量不使用养分单一的肥料，从而保护桉树

健康，在必要时在肥料中添加天然矿物质和有益生物菌

群，以此提高桉树产量，改善作物品质，提升自身免疫

力。此外，在正式施肥过程中，营林技术人员应该充分

考虑到每株桉树每年平均吸收营养元素的含量。根据科

学研究表明：桉树对营养元素的吸收量依次为：氮＞钙

＞钾＞镁＞磷。其中氮元素 36g，磷元素 2.8g，钾元素

20g，钙元素 31g，镁元素 8.5g，并且氮、磷、钾的吸收

比率为 13：1：8，为了提升肥料利用率，使得桉树肥

料投入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应该根据各种养分需求，

做到适量施肥，适度播肥，在施加基肥时。在定植前七

天，施加桉树专用肥、液态菌肥 0.25kg/穴，之后通过沟

施法进行追肥，在追肥之前清除杂草，在离树根 30cm

处，左右两侧各开一个施肥穴，防止肥料流失，是追肥

之后进行覆土，为了促进桉树早发快发，在每年 3—4月

追肥一次，追肥量为 0.25kg/株，在第三年和第四年各自

追肥一次，追肥量在 0.8kg/株，仍然以复合肥料和液态

菌肥为主，该类肥料对土壤、水质的危害较小，在促进

桉树健康成长的同时，改善当地环境，从而充分发挥桉

树生态效益。

（二）加强生态改造，优化总体布局

1.践行“两山”理论，提高营林质量。为了加快改造

广西地区桉树纯林规划这一不合理布局，该地区应该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创新工作机制，

强化规划引领，优化桉树种植，从而提高森林质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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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调动全社会参与桉树生态建设积极性，增加桉树造林

生态系统功能，全社会形成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

生态环境的思想共识，努力建设“壮美广西”，加强行动

自觉。其中相关部门必须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创新工作

体制机制，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坚持生态导向，科

学经营森林资源，坚持多功能森林培育体系，按照因地

制宜规划要求进行桉树改造，科学经营多树种混交林，

最终提高林分质量。产业园区、林业园区、国有林场应

该科学制定桉树改造计划，按照“轻重缓急，稳步有

序”的原则，优化区域林分结构，根据桉树经营活动，

对周边水质、空气条件进行测量，尤其对于一级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作为重点改造对象，科学划定桉树改造范

围，分类分级推进改造计划，按照林分质量高低，优先

改造第三代萌生桉树林。在必要时，可以补植套种，保

留株数每亩不超过 54株，按照去弱留强的原则，对乡

土阔叶树种和珍贵树种进行补植套种，补植株数每亩达

到 30株以上即可，确保改造后桉树纯林连片面积不超过

1500 亩。

2.优化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生态监督管理。要想充分

发挥桉树速丰林、人造林生态优势，除了引导社会各主

体积极参与生态建设，各级政府和林业部门还应该充分

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在必要时开展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以合理补偿为基础，使得营林造林工作人员依法依规提

升桉树生态种植效益，建立桉树改造林生态补偿试点。

其中补偿方式主要分为政策性补偿和经济性补偿这两种

类型。政策性补偿就是指对于桉树重点地区商品林，在

合理改造之后，可以将其划分为公益林，对于一般性商

品林，可以充分利用政策优势，适当放宽采伐面积，并

且优先纳入“先造后补”项目范围，或者实施以工代赈

政策扶持；经济性补偿就是指对纳入桉树改造范围的集

体、国有经营主体、个人等，按照一定的补偿标准进行

经济补助，如果经营者可以按照改造要求自主完成桉树

造林，可以予以定量造林补助，补助标准按各级规定严

格执行。通过该种方式探索出多元可持续性生态补偿机

制，通过不同渠道，落实桉树生态保护功能，推动相关

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切实将桉树改造纳入重点工作范

围，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充分发挥桉树生态效

益，提高大径材基地、沿海防护林、高质量水源林等重

点林业生态建设工程有序发展，优化桉树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路径。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遵循生态系统自身演变和发展规律，着

重做好桉树生态营林工作，可以提升森林资源自我恢复

能力，从而有效满足当代营林建设需求。因此，营林技

术人员和管理者应该改善桉树林生态环境，采用科学的

桉树抚育手段，遵循适地适树、绿色施肥等工作原则，

促进桉树健康成长，并加强生态监督管理，有效调动全

社会参与桉树生态建设积极性，最终提升桉树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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