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林 业 科 技 2010年第 26卷第 1期 37 

广东省基于连续清查资料的森林资源动态变化研究 

叶金盛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广州 510520) 

摘要 根据1983～2007年森林资源连续清查6期数据，从资源数量、结果、质量、地理分布等四方面分 

析研究广东省森林资源的动态变化情况和原因。结果表明：全省林地面积、森林面积、林分蓄积和林分生物 

量呈增加趋势；中幼林和用材林仍是构成森林资源的主体，但阔叶林逐渐成为优势森林类型，生态林比重明 

显提高；虽然林地生产力在逐渐提高，但森林质量仍处于较低水平；全省森林资源分布仍呈现北部资源多、南 

部资源少、东西两翼沿海较平均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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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ynamic Changes of Forest Resour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Continuous Forest Inventory Data 

Ye Jinsheng 

(Forestry Surveying and Designing Institute of Guangdong Province，Guangzhou，5 10520) 

Abstract The dynamic changes of forest resour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its causes were analyzed 

and studied from four respects of forest resources quantity，results，qualify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based on 

six periods continuous forest inventory data from 1983 to 2007．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est land area，forest are- 

a，forest volume and biomass had increased，broad-leaf forest gradually turned to be dominant forest while middle— 

aged and young forest were still the main part of forest resources now，and the portion of ecological forest would dra— 

matically increased．Although forest land productivity had been gradually growing，the forest quality was still low． 

It also indicated that more forest resources distributed in northern Guangdong than in the southern part，and the dis- 

tribution was much evener in east and west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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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又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承担着生态建设和林产品供给的重要任务，在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生态建设中被赋予首要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能 

力。发达的林业是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发展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障。森林资源作为林业 

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数量和质量是体现林业服务功能的关键指标 ，也是森林生态状况优劣的重要评判指标， 

森林资源的丰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的优劣和经济发展的潜力  ̈。掌握森 

林资源的动态变化，对进行科学的森林经营决策、有效的计划规划和林业的可持续发展经营，具有重大作用 

和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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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森林资源概况 

广东位于祖国的大陆南部，北纬 2O。19 ～25。31 ，东经 109。45 ～117。20 ，陆地总面积 l7．98×10 km 。 

全省地跨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三条气候带，水热资源丰富，十分有利于森林的生长和野生动植物的生息 

繁衍，森林类型多样，生物群落复杂，植被的组成种类丰富。已知蕨类植物中有桫椤科、膜蕨科、观音座莲科 

等，裸子植物中有苏铁科、罗汉松科等，被子植物中有樟科、壳斗科、桃金娘科、山茶科、桑科、木兰科、山矾科、 

杜英科、金缕梅科、番荔枝科等。森林植物区系由热带向亚热带过渡性质明显，是中国植物资源和动物资源 

的基因库 。 

至2007年，全省林地面积 1 073．07万 hm ，森林(包括乔木林、竹林和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面积 

873．98万hm ，全省活立木总蓄积量3．72亿 m。，森林植物总生物量4．311亿t。乔木林以中幼龄林为主，面 

积占83．6l％，蓄积占74．07％。森林类型以阔叶林为主，面积占56．68％、蓄积占54．72％，马尾松、杉木、桉 

树、硬阔和软阔树种为本省优势树种。全省共区划生态公益林地面积 358．81万 hm ，商品林地面积 7l4．26 

万 hm 。全省森林质量指数 0．647，森林生态指数0．722，生态功能等级一、二类林比例为62．4％f3 J。 

2 研究资料与方法 

研究数据主要为 1983～2007年 6期森林资源连清数据和资源调查报告，同时还收集了全省历年生态环 

境、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灾害等资料。运用数理统计、计算机统计、图表分析等方法对森林资源面积、蓄积、 

生物量、树种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动态分析和评价。其中植物生物量采用材积生物量转换因子连续函数法计 

算 ，转换因子来 自文献 ；为保持数据的连续可比性，森林覆盖率采用森林面积与国土面积的比值，森 

林面积包括有林地面积和灌木林面积。 

3 结果与分析 

3．1 森林资源数量动态变化 

3．1．1 森林资源总量不断增加 以林地面积、森林面积、林分面积、林分蓄积、林分生物量等指标体现森林 

资源的总量，1983～2007年森林资源总量呈增加趋势(表 1)。其中，林地面积增加 52．25万 hm ，年均净增 

率为0．21％；森林面积增净427．05万 hm ，年均净增率为2．53％；林分面积增净298．96万 hm ，年均净增率 

为2．36％；林分蓄积净增 1．73亿 m ，年均净增率为 3．36％；林分生物量(20年)净增 1．53亿 t，年均净增率 

为3．41％。林地面积在 1983～2005年之间，1988年面积数值最小。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迅速 

得到发展和人口数量增加，各项建设用地迅速增加，林地征占用面积加大。随着全省林地保护政策和灭荒造 

林工程的实施，林地面积得到回升，并保持较小的增长趋势。与林地面积增加不大的情况相比，期间有林地 

面积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原因是灭荒造林、封山育林、生态公益林管护、林分改造工程等措施，有效减 

少了无林地和疏林地的面积，从而加大了有林地的面积。 

表 1 广东森林资源动态变化情况 

注：为保持前后期数据的连续可比性，表中森林面积指有林地和灌木林面积之和。 

3．1．2 林地利用率不断提高 森林覆盖率指森林面积与国土面积的比值，林地利用率指森林面积与林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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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比值，两者都是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森林资源多少的重要指标，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森林资源的丰富程 

度。全省有林地面积的增加，促进了森林覆盖率和林地利用率的提高。1983～2007年，在森林郁闭度基本 

平稳的情况下，全省森林覆盖率提高了24．16％，平均每年增加 1．O1个百分点；林地利用率提高了 37．46％， 

平均每年增加 1．56个百分点(图 1)。至 2007年，全省森林覆盖率 51．86％，处全国第 6位，林地利用率 

85．43％，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随着林地利用率的不断提高，可利用的无林地资源不断减少，粗放式经营发 

展空间紧缩，将促进林业向集约型经济方向发展。 

3．2 森林资源结构动态变化 

3．2．1 中幼林一直是森林资源的主体 由表 2可知，20年来，虽然各龄组面积、蓄积、生物量分别占总量的 

比值有一定的浮动，但浮动均不大。幼龄林面积保持在 50％左右，蓄积量在 25％左右，植物生物量在 36％ 

左右；中龄林面积保持在 36％左右，蓄积量在49％左右，植物生物量在43％左右；近熟林面积保持在 10％左 

右，蓄积量在 16％左右，植物生物量在 13％左右；成过熟林面积保持在4％左右，蓄积量在 10％左右，植物生 

物量在 8％左右。从中幼龄林的面积占林分总面积之比、蓄积占林分总蓄积之比、生物量与林分总生物量之 

比(图2)分析，广东中幼龄林一直是森林资源的主体，面积比、蓄积比和生物量比均在70％以上，甚至于超 

过 80％。近熟林面积比中龄林面积相差甚远，自然进组率很低，表明绝大部分森林在中龄林阶段就被采伐 

利用，造成“杀鸡取卵”，形成森林资源的极大浪费。因而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加强中幼林的培育，提高可 

利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本省森林资源今后经营的一项重要任务。 

表2 广东森林资源龄组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 

l 983年 l988年 l 992q~199 7年 2002~F 200 7年 l 988年 1992年 l99 7年 2oo2~ 200 7年 

时 问 时问 

◆-‘林地 利川率··- --森林 覆盖率—-．一 平均郁 闭发 ‘。’◆ 。‘乔术林面 移}’’口’ ‘乔 术林蓄 移 卜一 乔术 林 物 鲢 

图 I 广东森林覆盖率、林地利用率和郁闭度变化 图2 中幼林资源在广东省森林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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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生态林所占比重明显提高 全省森林(林分)以林种面积比例趋势分析(图3)，呈现出仍以用材林 

为主、防护林增速明显、特用林比重提高、薪炭林逐渐弱化的格局。表 3和图3表明，1983～2007年，商品林 

(用林材和薪炭林)比重逐年下降，生态林(防护林和特用林)所占比重在不断地提高；1997年以前，全省森 

林以用材林占绝对优势，面积占90％左右(88．83％ ～91．11％)，防护林、特用林比例均在8％以下，合计占 

3．30％ ～7．71％；但 1998年以后，随着广东森林分类经营和生态公益林实施效益补偿，生态林面积增加明 

显，2002年达N3o．13％，2007年达到35．10％。 

表3 广东林种结构面积变化情况 单位：万hm 、％ 

注：表中的林种面积仅包括森林中的林分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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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广东森林 1983—2007年林种结构变化 

3．2．3 阔叶林逐渐成为优势森林类型 森林植被主要分为3种类型：针叶林、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其中 

针叶林包括马尾松、湿地松、国外松、杉木、柏树及其混交林等，阔叶林包括桉树、藜蒴、南洋楹、速生相思、软 

阔、硬阔及其混交林。由表 4可知，广东省森林优势树种结构发生了变化，针叶林面积由 1988年的52．31％ 

下降至2007年的33．12％，其蓄积比例虽未发生较大的变化，但生物量所占比值下降了7．54个百分点。期 

间针阔混交林的面积、蓄积和生物量所占比值也呈一定的下降趋势。但阔叶林的比重在逐渐增加，面积比增 

加了23．3O个百分点，蓄积比增加了7．11个百分点，生物量比增加了 12．41个百分点。至 2007年，阔叶林 

的面积、蓄积、生物量所占的比例均超过了50％，已成为广东森林的优势类型。 

表4 广东森林资源林分类型变化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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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森林资源质量动态变化 

3．3．1 公顷蓄积量和生物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单位面积蓄积量和单位面积生物量是反映森林资源质量 

的重要指标。图4体现了两指标的期问变化趋势。1983～2007年，全省森林公顷蓄积量增加 10．61 rn ／ 

hm ，年均增加 0．44 m ／hm ；1988年到 2007年公顷生物量增加了6．56 t／hm ，年均增加 0．35 t／hm 。两者 

变化趋势均表现为前段减少，后期速增。1997年前，公顷蓄积量呈现下降趋势，这与本省森林过量采伐、乱 

采盗伐有关；1997年以后，随着分类经营措施实施和林地的保护管理加强，生态公益林实行效益补偿，森林 

资源公顷蓄积量和生物量得到快速增加。 

虽然广东森林资源公顷蓄积量和公顷生物量均有所上升，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2007年，广东森林公顷蓄积量 44．56 m ／hm。，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84．73 m ／hm E 8]的52．6％，更低于世界 

平均 111 13"1 ／hm ；公顷生物量46．22 t／hm ，仅达到 1996年全国平均水平84．2 t／hm 的54．89％，远低于世 

界平均 165．37 t／hm (世界平均数据根据 2005年 FAO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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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广东森林公顷蓄积量与生物量的变化 

3．3．2 林地生产力在逐渐提高 平均胸径反映森林资源林木个体大小的平均水平，公顷株数反映了林分的 

密度大小，公顷蓄积年均生长量反映森林资源的活力，此类指标综合体现林地的生产力。表 5分析表明，全 

省森林林木个体仍然以中小径阶林木为主体，平均胸径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公顷株数和公顷蓄积年均生长量 

均有所提高，林地生产力在增强。随着以中幼龄林为主体的森林正常生长，本省森林可拥有更大的生态功能 

服务能力和木材产品供给能力。 

表5 广东森林资源部分质量指标变化情况 

3．4 森林资源分布动态变化 

广东北倚南岭，南临南海，地势北高南低，东西向腹部倾斜，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称呼。根据 自然 

地理特征，全省分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东部沿海区、西部沿海区和粤北山区，由于历史原因及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因素，森林资源的各 自地理区域分布存在极不均衡现象。广东 自然地理区域森林资源分布特征 

是北部资源多，南部资源少，东西两翼沿海较平均。表6表明，20多年来，虽然各地区的森林资源总量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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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森林面积、蓄积所占比例有所浮动，但森林资源分布格局未变，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粤北及其周边地 

区，其森林面积占64．02％、蓄积占75．81％，珠江三角洲地区森林面积占 16．95％、蓄积占12．01％，西部沿 

海地区森林面积占12．93％、蓄积占9．89％，东部沿海地区森林面积占6．09％、森林蓄积占2．28％。 

表6 广东森林资源区域分布变化情况 单位：％ 

注：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江门市、东莞市、中山市、顺德市和惠州市的惠城、惠阳、惠东、博 

罗以及肇庆市的端州 、鼎湖、四会、高要等县(市、区)；东部沿海地区包括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西部沿海地区包括 

湛江市、茂名市、阳江市；粤北及周边地区包括韶关市、梅卅I市、清远市、河源市、云浮市和肇庆市余下地区以及惠卅I市的龙门 

等县。 

3．5 森林资源变化原因分析 

森林资源变化的原因，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研究 J。徐德应、任瑾等  ̈“ 研究气候变化与森林变化 

的关系，李双成等  ̈研究关于森林变化与国民收入的关系等。森林资源的消长变化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就自然条件而言，在较长的时段内，森林群落构成成分的更替、分布面积与构型的变化及生产力的增 

减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同时叠合了森林群落本身的演替规律。然而，在相对较短的时段内(通常小于森林 

演替的一个周期)，人类的经济活动对森林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分布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 

广东林业面积、有林地面积、蓄积、生物量等都呈现增长的趋势，这与多年来广东林业发展政策密不可 

分，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门重视林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恢复和发展林业的措施。1983～1988年是中国经济 

高速发展时期，森林资源的消耗也急剧增加，广东省委省政府作出“五年种上树、十年绿化广东”的决定，灭 

荒造林和封山育林促进了森林面积的增加。随着广东经济进入快速增长轨道，面对日益枯竭的用材林资源， 

广东省采取增加木材进口和限额采伐管理等政策措施，逐步扭转森林资源特别是用材林资源的下降态势。 

1994年广东省人大颁布了《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正式以法律形式对全省森林实行生态公益林、商品 

林分类经营管理，明确了政策引导建设商品林、财政资金建设生态公益林的思路。并先后颁布了《广东省森 

林防火管理规定》、《广东省外商投资造林管理办法》、《广东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生态公益林建 

设管理和效益补偿办法》、《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促进了森林数量质量 

的双增长。2005年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林业生态省的决定》，确立了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 

持续发展道路，林业事业开始了历史性转变。 

4 结论与讨论 

4．1 20多年来，广东森林资源(林地面积、森林面积、林分蓄积、林分生物量)数量指标均呈增长趋势，但森 

林面积的年均增速(2．53％)大于林地面积年均增速(0．21％)，林分蓄积和生物量的年均增速均大于3％。 

森林面积的增加，致使森林覆盖率和林地利用率增长稳定。 

4．2 中幼林一直是广东森林资源龄组结构的主体，林种呈现出以用材林为主、防护林增速明显、特用林比重 

提高、薪炭林逐渐弱化的格局，阔叶林逐渐成为广东森林中的优势类型，森林结构在逐步优化。 

4．3 2007年广东森林公顷蓄积量达到 44．56 m ／hm ，公顷生物量为46．22 t／hm ，年均增加0．44 m ／hm 

和0．35 t／hm ，林地生产力在逐渐提高。但与全国或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森林资源质量整 

体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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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广东森林资源分布格局未发生变化，仍呈现北部资源多、南部资源少、东西两翼沿海较平均的特点。 

4．5 广东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林业，实施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林业政策和工程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使本 

省森林资源从 1988年以后快速增长，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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