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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在调节生态环境、提供生产生活资源、支撑生

命繁衍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林业保护对于生态

环境而言十分关键，特别是在荒漠地区，森林既可以防

沙，又可以保持水分，还可以净化大气，为干燥的北方

空气提供新鲜的养分。另外，森林也可以为人们提供更

多可供人们消费和利用的森林资源，所以对森林进行生

态保护，既是为了绿色环境，也是为了经济利益，两者

兼得。我国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其目标是以生态

保护的前提来发展经济，从而使其能够不断地发展。加

强森林资源建设，是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国家生态保护

事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应全

面落实保护责任，建立全面保护修复、用途分类、权责

明确的保护与修复体系，使其能够保持和恢复天然林生

态系统原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由于实行了对天然林的禁伐，使得天然林得到了全

面的封山造林，在保护天然林上已有了显著的成绩。但

由于天然林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导致了大量的自然

死亡和大面积病虫害发生，造成林业生产中无法有效地

开发和利用，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消耗。天然林是我国林

业生产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对我国的生态系统和农业系

统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调控和维护作用。然而，随着社

会发展的需求和对林业生产的重视，陕西省林业资源的

过度利用与破坏，使得陕西省林业资源的品质不断降

低，生态状况日趋恶化，资源日益枯竭。因此，陕西省

对天然林的生态安全非常地重视，相关工作正更加有效

地开展。

一、天然林保护的意义

（一）加强天然林保护的重要意义

以陕西为例，探讨天然林保护的重要意义。陕西省

位于我国西北部，总面积 2.058 亿平方米。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都很狭长。它与中国的八个省份接壤，是邻近

省份中数量最多的省份。地形自西向东倾斜较大，断面

高度主要分布在海拔 500 ～ 2000m，平均海拔 1127m。

陕西省分为三个自然区域：黄土高原、关中和秦巴，以

及六个地貌：黄土高原、风沙过渡区、关中平原、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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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大巴山区和汉江流域。陕西省天然林面积 9550 万

亩，占森林面积的 63.9%。按照林地权属，国有天然林

3809.58 万亩，占 39.89% ；集体天然林 5740.85 万亩，占

60.11%。陕西横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省内有黄河、

渭河、泾河、汉江等河流，受季风的制约，陕西地区，

冬冷夏热，冬季气温变化大，夏季气温变化小，春秋季

节气温变化多变，山区的年降水量明显受到山区地貌的

影响，从南到北依次减少，夏季最多，春秋递减，冬季

最少，夏季易发生洪涝灾害。

陕西省是连接东部与西部的重要通道，是新亚欧大

陆连接亚洲的桥梁，也是连接西北、西南、华北、华中

的必经之路，是我国森林生态工程的第一线，陕西林区

为国家一级的水源涵养防护林，是西北地区自然保护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人们因缺乏对天然林的保护意

识，造成了森林资源被大量滥伐，加上森林管理水平较

差、造林培育经费短缺、造林监督不力、造林队伍缺

乏、技术人员欠缺等原因，致使陕西省的天然林保护出

现了一大批问题，即天然林的数量和面积在不断减少，

质量也在不断恶化，有逐渐衰退的倾向。因此，加强对

陕西森林资源的保护与修复，已成为当前维护生态环境

的当务之急。

（二）天然林保护的现实意义

1.有极为显著的生态效应。陕西省是我国土壤侵蚀

状况最差的区域，特别是陕北地区。加上黄河东部沿岸

的贫困地带，因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导致多年雨量较

少，土壤侵蚀十分严重，风蚀面积不断增加。这与过度

砍伐森林资源、森林植被的毁坏、森林保护作用的大幅

度下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必须在水土保持和

防风固沙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天然林的养护，提高林地

的植被覆盖率，利用森林来进行水资源的养护，在维持

流域的生态系统和治理土壤侵蚀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

效果。

2.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天然林不仅起到普通

森林的保护作用，除此之外，还起到了很好的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作用。生物资源的多样性主要集中在原生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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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对天然林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修复，既能使天然林

得到有效的开发，既能有效地发挥森林生态环境的多样

性，又能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促进了陕西省的陆生

野生植物和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陕西省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陕西省森林植被类型以

乔、灌、草为主，动物类型以野猪、野羊、狼、豹等哺

乳类为主，鸟类、爬行类和其他种类的种类较多。它们

对维持陕西省的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的健康运行具有重要

意义。

（三）有保障陕西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近年来，由于陕西省部分地区干旱、暴雨、冰雹、

霜冻、干热风等自然灾害的频发，给陕西省经济发展和

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通过对天然林资源

的利用，可以使林区的植被得到有效的恢复和改善，从

而为陕西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强化天然林资源保护，使林业成为陕西省农业发展的一

大支柱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陕西省农业的生态环

境，确保了农田的高产稳产，并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推

动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林区的地理优势、资

源优势和气候优势，积极发展林业特色工业。这对于发

掘并构建新型的农业产业体系、加速农业结构、推动区

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天然林保护修复中存在的问题

（一）机构队伍稳定性不足，管理工作职责划分

不清

就陕西省而言，天然林的保护与修复工作还处于起

步阶段，加之工作人员较为分散、组织结构需重新调整

等原因，很多地方的天然林资源的保护与治理尚未走上

正轨。由于对天然林的责任没有清晰地界定，导致工作

方法各异，无法切实执行好天然林的保护工作，缺少有

效的监管，加之人员变动频繁，致使工作人员没有重新

进行新工作的事先准备，各地区的天然林保护工作机制

还不完善，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管理效果并没有什么实

质上的差别，还存在着职责划分不清、工作松散、问责

不力等问题。

（二）体制机制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

目前，陕西省在实施天然林保护工作中，重要的是

对公益林的修复，涉及林业发展计划、公益林保护等方

面，目前，陕西省在实施天然林保护项目效益监测、成

果展示、奖惩机制、天然林保护等方面，存在新进入造

林工作、林业新领域的衔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在大型

项目中，组织体系、管理体系、质量体系三者之间存在

着相互补充的关系。提出天然林保护与修复的基本对

策，顶层的规划和设计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严格

的管理，以及确保质量的检验体系。随着陕西省工程建

设观念的发展，必须建立健全的组织体系、管理体系、

质量体系，才能保证工程项目的效益，保证陕西省林业

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国土系统和林业系统对林地划分不统一

在实施天然林资源的修复过程中，必须对林地类型

进行分类。为了有效地保护和修复天然林，必须对各种

类型的天然林，进行相应对策的保护和恢复。但是，目

前的天然林类型与天然林部门之间的分类却不尽相同。

例如，林业用地划分，国土部门认定是发展畜牧业的土

地，林草部门认定的是林地。目前，陕西省的商品林生

态补偿与公益林补偿金的标准还不统一，在天然林管理

工作上不统一，在宣传工作中也有明显的主次之别，整

体经营业绩差别比较大。各个乡镇参与到征地工作中所

占的比重不一样，管理力度不够，实际管理工作成效也

不理想，特别是陕西省政府领导和农民，对实施天然林

采伐、林业用地管理等方面的政策不理解、不支持态

度，有的还有抗拒心理。

（四）相关标准制定滞后

天然林保护与修复的编制与执行，离不开不同的产

业和陕西省的规范。由于天然林的养护与恢复工作涉及

范围很大，为了保证管理工作的执行和规范，必须加强

相关的产业规范和规范。例如，适用于低质量、低效率

的油松，其产业和陕西省的技术规范制订得比较晚，对

低质量、低效率的林木鉴定和改良的标准也相对落后。

三、天然林保护修复对策

（一）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提高林地管护工作

水平

在组织上的领导下，按照新的发展工作思路，全面

实行了林长制度，强化了对天然林的保存与修复规划，

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把保护和修复作为一项根本性

的、全局性的、关键性的工作来落实。严格落实各相关

部门职责，明确天然林资源的养护与修复工作，保证各

方面工作的落实，落实好天然林的养护和修复职责，建

立完善的基层医疗机构工作制度，严格落实各项工作任

务，严格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建立党政同责、属地责

任、源头治理和全球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要进一步加强天然林经营保护地建设，积极推进国

有林地管护保护区电力、饮用水、通信等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积极推进国有林区道路工程建设，有效利用 3S互

联网、5G等高新技术，运用信息技术与大数据技术，构

建了天然林地生态修复信息体系，并实时更新了天然林

资源，通过对天然林的动态监测，综合提升天然林区的

治理与养护效能，解决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建立健全

森林资源监测与预防机制，健全森林病虫害监测预报和

预防措施。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现

代化的基础和装备，运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综合管理

手段。通过构建天然林监管系统，完善林业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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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达到林业生产与保护装备、监测技术、生产设施标

准化、综合功能和管理信息化一体化的目标。

（二）建立健全制度标准，提高保护修复效益

一是建立健全天然林保护与修复机制，构建林业法

律法规、标准、方案、数据资源等制度的内部联系，便

于企业的经营和实施。要尽快地制订出产业经营中缺少

的规范。二是要完善管理工作的考评和奖励，强化管理

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将天然林的保护与恢复工作列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并实行各级人民政府实

行的天然林保护管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责任制，层层细

化落实天然林保护机制和修复工作。建立通报批评和表

扬制度，健全有关的考核和奖励措施，并按照各个部门

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与恢复工作进行评估。按等次、比例

适当提高或减少各部门的养护补贴和其他养护和恢复工

作。同时，与人社、社会保障等部门联合，对全国实施

天然林资源保护修复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进行评选，使

广大森林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三是制

订健全各类型生态修复规范，以推动区域内顶尖群体的

生成。四是制定国家重点区域代表性树种的种质资源保

护与恢复体系，健全相关的种质资源普查与修复计划。

（三）加快方案编制推进林地修复工作，研究开发

新功能

根据天然林资源修复工作计划的有关规定，陕西省

部门需要按照天然林地资源的长期保护与恢复计划的有

关规定，通过具体的落实，进一步细化和制定天然林的

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并根据其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珍稀程度等因素，对其进行优先保护。明确了天然林的

具体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并对国有林场进行了综合整

治，促进了以天然林为主体的健康、稳定的天然林生态

体系的发展。要严格按照天然林发展的基本原则，坚持

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为辅助，综合保护和完善陕西省

天然林的分级体系，注重乡土树种的培养，提高天然林

的质量，并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和效果。

加强天然林生态系统的恢复，是为了维护天然森林

的生态环境。加强针阔叶林造林、改善珍稀树种栖息

地、推广良种、经营管理、改造低效林、重建退化林资

源、封山造林、退耕还林等措施，加强森林防疫、生物

多样性识别、荒漠化监测，构建一个健康、稳定的自然

森林生态体系，确保森林生态体系健康稳定地发挥作

用。除了碳汇、森林产品、健康、旅游等方面的作用之

外，还应该与科研机构、教学机构、产品研发机构合

作，以实现森林新的功能。

（四）遵循客观规律，科学规划

天然林属于可再生资源，如果不积极地对天然林进

行保护和修复，就不可能使其在环境和经济方面得到最

大程度的利用。因此，对天然林进行合理的保护，必须

坚持自然林的自然演变规律，倡导合理的生态环境保育；

同时，要对天然林经营方式进行科学的规划，对林区

进行范围划定，对天然林的重点林区、生产经营区、生

活区进行调整；针对不同的经营类型，相应制定经营措

施、造林、抚育、保护与管理，针对林区的不同特征，

采用结构调整技术，对采伐更新方法、采伐量、树种结

构、密度结构和景观结构调整等进行了探讨。

通过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遗传和保存技术的研究和

实验，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上进行林分的培养，从而达到

对天然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在保护

天然林的基础上，合理划定公益林、商品林和乡土树

种，根据林种的差异及其立地生产潜能开展合理规划、

分类管理、科学经营，制定天然林经营管理制度与发展

新格局，确定公益林、商品林和地方林木，按照林种类

型和原产地的生产潜力，进行合理规划、分类管理、科

学经营，构建新的林业经营管理体系和发展模式，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安全的多重目标。

四、结束语

由于混凝土与复合制品的大量使用，使得人们对伐

木的需求越来越少，从而使得树木得以恢复。然而，人

们对于森林多用途的需求日益增长，如碳中和、森林康

养、森林认证、森林智慧、森林管理制度等。对此，

必须转变思想，使林业生态体系更加稳固，使其更加完

善，同时保持林业的良性发展。从保存到修缮，既是观

念上的改变，也是对以前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对天然

林保护修复的持续和提高。恢复低产林和退化林是一种

重要的天然林保护手段。要构建可持续的林业生态系

统，下一步就要求由陕西省林业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并完

善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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