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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对自然环境的改善与生态

平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树种又是林业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种结构的合理性不但决定着林木的

茁壮成长，还关系着生态建设的整体质量。因此，做好

树种的选择，优化树种结构，更好地发挥林业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

一、造林树种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

（一）调整树种结构，有利于提高我国林业资源

质量

从当前森林发展情况来看，贵州省森林生态整体

形势较好，但林木资源总体质量较低，据相关资料显

示：与国内、国外平均水平相比，该省森林的蓄积量不

是很高。其中，低产林结构过大，林分密度指标处于

0.2 ～ 0.4 的林木面积在 35%左右，处于 0.5 ～ 0.7 的

在 46.8%左右，这主要源自光照、水源、热量以及林地

条件的影响。因此，加速推进树种结构优化调整，倡导

多种造林模式的应用，增加森林树种密度，提高林业资

源质量，能够促进我国林业资源总体产量的提高。

（二）调整树种结构，有利于提高我国森林生态

功能

因为该省树种结构不够多样化，极易引发一系列的

森林火灾、病虫害以及生态功能衰退等问题。造林树种

群落结构单一，就会导致森林生态系统失去协调性，其

水源涵养能力、水土保持能力以及自然灾害防御功能都

会下降，部分区域水土流失还未实现全面治理。尤其是

现阶段松树萎蔫病、冻旱、霜害等灾害问题频繁出现，

所以大众对造林树种结构情况高度重视。地区林业部门

亟待需要利用优化树种结构来完成树种多样化栽植的目

标，渐渐减小纯林所占比重，保证森林生态系统的多元

性与平衡性，提高森林系统各项功能效果的充分发挥，

保证国家水土安全。

（三）调整树种结构，有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世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森林的降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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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功能愈发得到国内外的关注。国内针对碳排放也提出

了许多约束性标准。据相关研究资料显示，针对森林的

固碳功能来说，针叶树种就不如阔叶树，优化调整树种

结构，实现森林固碳功能目标，是改善局部气候环境的

重要路径。尤其是现阶段该地区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

关键阶段，亟待良好的生态环境来支撑。优化调整造林

树种结构，进一步提高林业资源质量，拓展环境容量，

增强生态系统承载性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高质量的发

展环境，从而推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调整树种结构，有利于满足大众对森林系统

的多元化需求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推动下，人们多样化的取材

需求不断增长，亟待多元化树种来实现，同时，大众

对生态质量也有了更高要求，与传统的造林取材理念相

比，森林景观、生态、低碳功能更受欢迎，这就对林业

的造林工作有了新的要求。优化调整造林树种结构，提

高森林树种品质，创造出绿水青山、景色宜人、环境

优美的生活环境，从而满足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多样化

需求。

二、造林树种结构调整要重点斟酌的问题

针对造林树种结构调整角度而言，其主要涉及两个

方面，第一，林种结构调整。第二，树种结构调整。针

对林业既有树种通过增加、引进或减少，来循序渐进地

实现各树种比例的调整，并辅之以林分改造，从而增加

林业生产力，发挥森林的诸多功能效益。

（一）全方位考虑，统筹规划，分阶段完成

每个地区可结合自身现实情况，比如，地质、土

壤、水源以及气候等，科学规划树种的增加或减少，达

到因地制宜选树、选地，选品种，实现生态、社会、经

济三者的平衡发展，保障造林中生物多样性的平稳性。

（二）统筹规划速生与常规树种、短伐与长伐树种

当前，我国林木与其产生的产品应用属性很多，所

呈现的价值往往会受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而不断发生改



农家科技 95

林 业园艺
LINYEYUANYI

变，社会对林业产品需求不同，所呈现的价格也就有所

差别。想要降低林业经营风险，就一定要在此期间确保

所选树种具有相应的弹性，也就是凭借有针对性的经营

手段改变林木的预定用途与市场定位。

（三）有效结合外来树种的引入与乡土树种的开发

在林业的造林工程中，外来树种的引入能够获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比如，桉树、马尾松等。然而，也要注

意外来树种的适应性，在树种实际引进中，通常要通过

长时间的筛选与试验，防止出现盲目选择的情况。

（四）凭借科技辅助，借助既有科研成果

该省既有的部分造林树种，不管是乡土树种还是外

来树种，大多数都通过了长时间的试验得到了较为珍贵

的数据和资料，需要大面积应用与推广。比如，人为促

进落叶林的更新，混交或改造多代林，树种的更替以及

外来不同种源与品种的驯化与本土栽种的试验等。

（五）选择商品林用树种要遵循市场导向原则

造林选种前做好市场调研和预判，做到产销高度匹

配。同时，针对现阶段的林业要求进行科学造林，尽可

能运用现代化技术与新科研树种。

（六）针对新开发与引进的造林树种

在栽种工作中应该建立试验性示范基地，对树种的

生长规律、本土适应性与稳定性等方面进行长时间的观

察，不断总结栽种培育经验，积累更多相关科研资料，

从而为树种的栽植给予技术帮助。

（七）造林树种结构的优化

必须有机结合既有树种新功能的开发。林业既有树

种资源比较丰富，比如香杉、青松等，然而，因为市场

供需情况的改变，尤其是香杉等产品发生了滞销或与市

场需求不匹配的情况，所以一定要敢于探索，致力于既

有树种的新功能开发，转变经营模式或市场定位，从而

使既有林业资源做到合理利用。

（八）造林树种结构优化

要有机结合既有林分改造，也就是根据既有林分的

实际情况，选择行之有效的造林技术，优化林分结构，

促进森林生产功能的增强。

三、造林树种结构的优化调整模式

（一）基于商品林的针叶与阔叶混交模式

针对采伐、火烧、荒山以及疏林等类型的林地，可

选择栽种银杏、香木楠、胭脂树、鹅掌楸、木艾树、

胶木、楠木等比较珍贵的乡土树种，根据商品林造林

的相关技术标准，规划每公顷栽种与阔叶树种留养的

植株。针对青松、香杉、长叶孔雀松等树种的栽种与

留养要低于 450 株/公顷。森林植被的覆盖密度要高出

40%～50%，循序渐进地发展成针叶与阔叶混交林基地。

针对香杉、青松纯林区域，有规划地进行间伐，针对珍

贵阔叶树种实施间造，从而对青松与香杉等树种所占比

重进行优化，渐渐发展成上层具有乔木阔叶树种，中间

层具有灌木丛林，最底层具有苔藓、蕨类等植物的立体

化生态结构。针对森林立地条件不好的地块，自然地物

竞相生长，渐渐发展成森林生物的多样性。在选择造林

树种时，应该多栽种珍贵与本土树种，由此就能够实现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目标。

（二）构建生态林模式

围绕生态林造林工程，加速推动城市、乡镇、通道

以及屏障的绿色建设，明确生态林区位的差别，选择最

有针对性的造林树种，针对公路、铁路两侧一重山区域

内以及大规模水库附近等区域可以栽种根系比较发达的

乡土阔叶混交树种造林。针对沿海起到防护作用的造林

可栽种防风固沙价值高的树种，例如，刺柳、老虎刺、

杨柴以及酸刺等。针对自然保护区，其侧重的是树种

与生物的多样性，所以造林树种尽可能多样，由此就可

以使树种结构合理，降低地表径流量，防止水土流失，

改善水质，涵养水源等，举例来说，在乡村内、城市森

林公园以及风景林等区域，可以针对造林树种的多样

性、珍贵性、色彩搭配的季相性以及林分的高质量性等

多方面要求，造林树种要尽可能多，例如，杜莺、桐梓

树、枫香树、九里香以及木艾树等适合园区绿化的造林

树种，城市森林公园类别的风景林需要根据地区特用林

造林工程质量标准，上层空间树种应该栽种杜莺、毛茛

目、辛夷、九里香、三角槭以及香樟树等，针对中间层

区域，应该栽植灌木树种，例如，藤萝、南烛、栅木、

荻、映山红等，其森林植被的覆盖率处在 60% ～ 70%，

林分树种所占比重大，规划科学合理，达到树种高度合

理、森林厚度适合、绿意浓度恰当。针对既有林分，经

由分年调整，每公顷通过间伐后，约保留 450 株，通过

封山育林，留有杂木，补充栽种三角槭、杜莺、木艾

树、九里香、玉堂春、鹅掌楸等树种，栽种密度约 1000

株/公顷，辅之以中层植物细叶桐、南烛、蝉子树、杜

鹃、荻等树种，由此发展成观赏类型的景观林。尤其是

针对交通不利的偏远山区，通过封山育林，使既有的青

松、香杉等针叶类纯林树种结构渐渐地发展成阔叶类树

种为主要结构的针叶与阔叶混交林、观赏类型的景观林

以及具有经济价值的林果混交林等多样化结构。

（三）优化造林树种结构可栽种的树种

第一，珍贵造林树种的选择。据相关调查显示，该

省存有的珍贵保护植物为四十五种，其中，一级保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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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两种，比如，秃杉等。处在二级的树种有十五种，

比如，鸭掌树、加氏榧、马褂木、罗汉松、水松柏等。

处在三级的树种有二十八种，比如，楠木、黄樟树、青

钩栲、山麻柳等。上述备受保护的珍贵树种，一些具

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比如紫杉等，一些经济价值较低，

比如，树蕨等。而造林选择的树种主要分为两类，第一

是具有珍贵用材的，比如，楠木、黄樟树、青钩栲等。

第二是高质量的速生树种，但现阶段的造林面积较小，

比如，马褂木、长叶孔雀松、香木楠、山麻柳等。其具

有的相同点即都属于高质量的乡土树种。其中珍贵用材

的树种产材价值最高。第二，乡土树种的选择。该省造

林的乡土树种不仅有常见的青松、香杉，还涉及滇柏、

长叶孔雀松、木艾树、相思树、醉乡含笑等。第三，绿

化树种的选择。在该省所处的大部分区域常用来作为绿

化造林的树种主要有油樟、鸭掌树、水杉、落羽松、池

柏、九里香、全缘叶栾树、美国松、杜松、刺柏、山麻

柳等。本文选择的造林树种是比较适合该省生态与经济

的大量珍贵树种，香樟，也被称之为樟树，其产出的木

材极为珍贵，其具有速生的特点，百年、千年的古樟树

在该省各地区比较常见。香樟不但产出的木材昂贵，还

能够用其选育多杆香樟，用于打造油料林，获得芳樟

油，具有很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楠木，属于珍稀木材，

天然存在的楠木极少，生长周期缓慢。又因为对其特

点、习性了解特别少，不懂得如何去栽培。但实际上来

说，楠木成材仅需 30年左右。乡土速生树种，比如，

葛针、梓木、红豆树、黄樟树、马褂树、油杉等壳斗树

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树种，比如，紫杉、鸭掌树、重

皮、胶木等。引入成功的珍贵树种，比如，花梨木、胭

脂树等，均属于全球知名的珍稀用材树种，但霜冻会对

其产生严重影响，所以在造林选择中要注意区域气候

条件。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林业建设时期，造林树种结构的

调整要结合区域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

目标，转变林业造林工程的传统观念。在造林工作中，

优化调整树种结构属于构建青山绿水、生态平衡、风景

优美的生态环境的重要路径，而想要较大程度的推进生

态林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共同发展步伐，就必须以造林树

种结构调整的选择为前提条件，全面了解造林树种结构

选择情况，重点考虑造林选择树种的类型，有针对性地

选择调整模式，比如针叶与阔叶混交模式，生态林模式

等，以此最大限度提升林业工程造林的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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