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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溪河林场森林资源调查与分析 

曾震军 吴 汉 
(1．广州市流溪河林场 广东广州 510956；2．从化市林业局) 

摘要 根据二类资源清查数据，分别从林地面积、林种、树种、龄组等方面对流溪河林场森林资源动态变 

化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对林场林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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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Forest Resources in Liuxi River Forest Farm 

Zeng Zhenjun Wu Han 
(1，Guangzhou Liuxi River Forest Farm，Guangzhou，510956；2．Forestry Bureau of Conghua C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forest management inventory，forest resources in Liuxi River Forest Farm 

were analyzed in terms of forest area，forest volume，composition of forest type，tree species and age composition，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offered for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in Liuxi River Forest Fa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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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掌握森林资源现状，分析其变化状态，对合理经营、科学管理森林资 

源，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依据 2004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结果，对比 1998年的二 

类调查结果，对流溪河林场的森林资源消长状况进行了分析，进而评价流溪河森林资源。 

1 材料与方法 

流溪河林场建于 1959年，属库区林场。流溪河水库功能主要为发电、供水和灌溉。位于林场内的广州 

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是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健康疗养、游憩娱乐、科普教育、科学研究以及会议和培训等多 

功能的综合性的生态型森林公园 。流溪河林场位于广州市北郊，距广州市区93 km，位于东经 113。45 ～ 

ll3。54 ，北纬23。32 ～23。50 ，东部与从化市吕田镇毗邻，南与良口镇相连，西与黄龙带水库交界，北与东明 

镇接壤。林场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总辐射量为 99．84 kCal／mm a，年平均气 

温为20．3~C，极端高温为39．2℃，极端低温为 一1．5~C，年积温 7 413．4~C，年降水量为 2 143．8 mnl。林场为 

低山地形，山脉主要为东北、西南走向，东部地势峻峭，山体较为密集，坡度多在35。～45。，局部高达 80。。最 

高峰为鸡枕山，海拔为 1 188．7 m。西北部地势较为平缓，一般坡度在20。～3O。。本地区的成土母岩多为花 

岗岩，部分是石英和片状页岩。东南部为轻沙黄壤，土层较为肥厚；西部多为粗砂砖红壤，土层浅薄，肥力较 

差。土层厚度一般在0．6～1．0 nl，有机质一般在7～25 cnl；土壤偏酸性，pH值在5～7之间，个别强酸性反 

应，pH值为4．4～5．4。 

2004年二类调查是根据粤林[2003]l8号文《关于在全省开展新一轮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工作的通知》精 

神，由林业主管部门按照广东省林业局2003年4月制定的《广东省森林资源二类调查与森林生态状况调查 

工作操作细则》进行操作。1998年二类调查是根据广州市林业局的布置要求，按照 1993年 1月由原广东省 

林业厅编发的《广东省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工作操作细则》，参照 1993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进行操作实 



78 曾震军等： 流溪河林场森林资源调查与分析 

施的。本文以2004年和 1998年的调查数据作对比，分析流溪河林场森林资源变化情况。 

2 森林资源情况与动态变化 

2．1 各类土地面积变化概况 

流溪河林场土地面积变化情况见表 1。2004年流溪河林场总面积 9 182．7 hm ，林业用地面积为 

7 604．9 hm ，占总面积的82．8％，其中国有林为5 456．3 hm ，集体林2 148．6 hm 。林场非林地面积 1 577．8 

hm (含水库面积)，占总面积 17．2％。在林业用地中，有林地面积占林业用地面积的98．9％，灌木林地面积 

占0．6％，未成林地面积占0．4％，苗圃地面积占0．1％。在有林地面积中，乔木林地 6 634．8 hm ，占有林地 

面积的88．2％；竹林885．6 hm ，占有林地面积的 11．8％。调查结果表明：两次调查的总面积(包括流溪河水 

库)相同，原因是2004年在 1998年调查基础上按国土面积保持不变进行了非林地的面积平差调整。有林地 

面积增加 585．0 hm ，这部分变化主要是有林地划分技术标准的变化，未成林地的缩减；原有的采伐迹地更 

新为有林地引起；灌木林地部分核实为有林地；苗圃地乃市林科所在流溪河林场的苗圃试验地，2004年调查 

进行了登记，非林地部分种果树，成为林业用地。 

表 1 土地面积变化情况 单位：hm 

2．2 森林面积和蓄积量 

根据2004年调查，按照分类经营的林种区划，生态公益林最多，全场生态公益林面积 6 908．6 hm ，均属 

水源涵养林；商品林仅面积696．3 hm。，其中一般用材林475．0 hm ，果树林 221．3 hm 。全场活立木总蓄积 

量为492 836 Ill ，其中乔木林蓄积492 727 Ill ，散生木蓄积为 109 Ill。。按林种分，生态公益林蓄积量为487 

931 m ，商品林蓄积量为4 905 m 。 

2．2．1 不同优势树种的乔木林面积和蓄积量变化 按乔木林优势树种的不同，其林种可以分为8类，分别 

是阔叶林(硬阔林、软阔林、阔叶混交、荷木林、藜蒴林)、马尾松林、针阔混交林、杉木林、速生相思林、湿地松 

林、针叶混交林、木本果林。流溪河林场各树种面积和蓄积变化情况见表 2。2004年林场以阔叶林为主，其 

所占为全场面积的57．4％，蓄积量占63．5％；在调查中应用了GPS和 RS技术，由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做 

好小班面积求算，精度比以前高，各小细班面积略有增加，优势树种(组)的蓄积量相应增加，如木本果林面 

积增加了275．5 hm 。总的趋势是针叶林逐渐减少，向地带性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演替的变化是明显的，如 

自然和半 自然状态下的马尾松林受地带性优势树种(组)的压迫已经逐步恢复成针阔 昆交林，向常绿阔叶林 

群落演进。 

表2 各树种面积和蓄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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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不同龄组的乔木林面积和蓄积量变化 2004年乔木林中以中龄林和成熟林占优势，面积分别占到 

33．0％，20．6％，蓄积分别占到42．9％，19．8％；幼龄林和近熟林比重较小，过熟林面积占乔木林的3％，经济 

林占乔木林的 11．6％。林场各龄组面积和蓄积变化情况见表 3，各龄组变化的趋势表现为：2004年与 1998 

年相比，幼龄林和中龄林减少了，近熟林和成熟林增加了，且出现了一定面积的过熟林。这是因为几年来国 

家高度重视林业的发展，实施林业分类经营管理，保护森林资源。 

表 3 各龄组面积和蓄积变化情况 

2。3 商品林 

1998年的商品林林分面积为 2．8 hm。，蓄积为220 m ，优势树种为针阔混交林，龄组为成熟林；经济林面 

积为537．1 hm 。2004年林场商品林面积为 696．3 hm ，蓄积为 4 905 m ，其中乔木林面积为 361．9 hm ，竹 

林293．5 hm ，经济灌木林地面积为32．8 hm ，苗圃地面积为8．1 hm ；一般用材林面积为475．0 hm ，其中乔 

木林面积为 173．4 hm ，蓄积为4 905 1"11 ，竹林293．5 hm ，苗圃地面积为8．1 hm ；果树林面积为221．3 hm ， 

其中乔木林面积为 188．5 hm ，经济灌木林地面积为 32．8 hm ；竹林占商品林的比例达 42．2％，属商品林的 

乔木林中以经济林为主，成熟林为多。随着林业分类经营的深入开展，以市场经济为杠杆的商品林将为林业 

发展走产业化的道路提供基础。 

2．4 经济林 

林场经济林变化情况见表 4。1998年经济林面积为 537．1 hm ，林种为商品林。2004年经济林树种在 

生态林和商品林中均有分布；经济林树种面积共计 776．4 hm ，其中果品林面积 731．8 hm ，包括荔枝、龙眼 

及其他木本果树等；食用原料林面积44．6 hm ，以茶叶为主，地类为经济灌木林地。属商品林的乔木林中以 

经济林为主，而经济林显然在稳定职工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促进林业发展和加强生态保护 

的基石。 

表4 经济林面积变化情况 单位：hm 

2．5 竹林 

1998年竹林面积为875．1 hm ，总株数为340．2万株，林种为生态公益林。2004年竹林面积885．6 hm ， 

立竹399．1万株，全部是毛竹类树种。其中属生态公益林的竹林面积592．1 hm ，立竹269．3万株，二级林种 

为水源涵养林；属商品林的竹林面积293．5 hm ，立竹 129．8万株，二级林种为一般用材林；竹林占商品林的 

比例达42．2％。随着林业分类经营的深入开展，以市场经济为杠杆的商品林将为林业发展走产业化的道路 



80 曾震军等： 流溪河林场森林资源调查与分析 

提供基础，而占商品林四成以上的竹林形成的产业经营无疑将在此挑起大梁。 

2．6 林权状况 

2．6．1 林地使用权情况 林地使用权以国有林地为主(表 5)。2004年国有林地面积共 5 458．2 hm ，其中 

有林地面积 5 373．7 hm ，占国有林地的98．5％，灌木林面积44．6 hm ，占国有林地的0．8％；未成林面积 

31．8 hm ，占国有林地的0．6％；苗圃地面积8．1 hm ，占国有林地的0．1％。集体林地面积2 146．7 hm 中全 

部为有林地，其中乔木林面积 1 650．3 hm ，竹林面积496．4 hm 。 

表5 2004年不同林权林地面积 单位：hm 

注：林场的灌木林全部为经济灌木林地 ，林场未成林全部为未成林造林地。 

2．6．2 林木使用权情况 2004年各类权属林分的面积和蓄积见表6。以林场国有林为主，面积占71．54％， 

集体林占28．46％。 

表 6 2004年不同使用权林分的面积、蓄积 

2．7 天然更新等级 

2004年林场的天然更新面积为521．3 hm ，属良好等级的面积为394．5 hm ，占天然更新面积的75．7％； 

属中等等级的面积为70．0 hm ，占天然更新面积的13．4％；属不良等级的面积为56．8 hm ，占天然更新面积 

的10．9％。其中属生态公益林的天然更新面积为497．3 hm ，其中良好等级的比例为76．5％，中等等级的比 

例为 14．1％，不良等级的比例为 9．5％。属商品林的天然更新面积为24．0 hm ，其中良好等级的比例为 

59．6％，不良等级的比例为40．4％。 

2．8 经营措施类型 

表7 2004年不同经营措施林分面积 单位：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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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林场的经营措施有四种类型(表7)，分别是低效林改造、封山育林、抚育间伐和管护。以管护的 

面积最大，面积为4 298．3 hm ，占56．52％；其次是抚育问伐，面积为 2 203．4 hm ，占28．97％，封山育林有 

728．2 hm ，低效林改造面积 375 hm 。 

2．9 森林灾害 

森林灾害中，以虫害为主，病害较少。2004年森林的病害面积为 16．1 hm。，灾害等级为轻度，地类为乔 

木林，全部属生态公益林。森林的虫害面积为605．4 hm ，其中属乔木林的虫害面积为 81．0 hm ，属竹林的 

虫害面积为524．4 hm 。具体不同类型的林种病虫害发生情况见表 8。 

表 8 2004年森林灾害发生情况 单位：hm 

轻 

由  

强 

剧 

290．6 4．5 

4．5 

22．7 

12．8 

l78．7 

15．1 

3 结论与讨论 

3．1 森林资源得到增长，生态效益获得提升 

通过2004年与 1998年资源进行比较分析，几年来林场通过各种积极措施使得林场的林业用地增加 

364．9 hm ，与此同时在蓄积量以及树种结构和林种结构调整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使林场的森林 

更好地发挥其生态效益。 

3．1．1 森林资源稳步增加 在优势树种(组)方面，2004年比6年前的优势树种(组)的面积和蓄积量总计 

分别增加 655．3 hm 和 125 214．0 11,1 。针叶林(杉木林 +马尾松林 +湿地松林 +针叶混交林)面积总计减少 

73．8 hm ，但蓄积量增加 30 452 m ；阔叶林方面(相思林 +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面积总计增加453．6 hm ， 

蓄积量也增加 94 762 m 。同时在林龄方面，中幼林面积减少 1 174．6 hm ，但蓄积量反而增加 16 450 m。；而 

近熟林 、成熟林及过熟林面积总计增加 l 554．4 hm ，蓄积量增加 108 764瑚 。总的趋势是针叶林逐渐减少， 

向地带性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演替的变化是明显的，如自然和半自然状态下的马尾松林受地带性优势树种 

(组)的压迫已经逐步恢复成针阔混交林，向常绿阔叶林群落演替，林龄结构也趋于合理。 

3．1．2 森林生态公益林得到提高 经过 6年的森林管护，流溪河林场的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明显 

改善。相比 1998年，净增森林 655．3 hm ，增长 11．9％；新增森林蓄积 125 214 m ，增长 34．1％；森林覆盖率 

也从 1998年的76．6％提高到2004年的82．4％。森林涵养水源的能力不断提高，林区小气候也得到改善， 

森林旅游环境进一步提升。 

3．2 问题与建议 

(1)林场的生态公益林中仍有相当面积的低效林，1 297．6 hm 的针叶林占了生态公益林面积的20％ 

多，这与建设地带性南亚热带季风性常绿阔叶林的生态公益林体系还有距离。从森林景观角度上看，森林景 

观资源质量总体较低，群落结构偏于简单，层次不多，林相季相变化不甚丰富，有待加强这部分森林的生态和 

景观改造，丰富植物的群落结构，栽植地带性和林相季相变化较强的树种，同时加强古树保护工作。 

(2)经济林面积较大，低产低效经济林仍占相当比例。除部分经济林采取改造或加强指导来提高单产 

和果品质量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外，其它部分在征得承包者同意的条件下采取赎买或签订合同以政府投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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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者个人营造阔叶林的方式进行退果还林。 

(3)林场 1 576 hm 的成熟林和过熟林，从森林培育和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进行 

疏伐和问伐措施的必要性。 

(4)林场的竹产业的发展面临挑战，一方面由于长期粗放管理导致部分小班新竹产量逐年下降，另一方 

面竹林虫害有又有较大面积发生。为此要采取相应有效措施防治竹林虫害，优选生物防治和引进天敌类的 

综合防治方法；在竹林培育中部分需要通过低产低效林改造来提高竹林产量，有的则可以通过较为简单的抚 

育管理，采用施肥、复垦、培土等措施来进行，还有部分则可以通过抚育间伐伐去残旧竹提高竹林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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