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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阳冰雪灾害后森林人工修复的实践与成效


刘日钦
（广东省乳阳林业局，广东 韶关 ５１２７２７）

摘要　运用森林生态学和恢复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对２００８年乳阳林业局辖区内受冰雪灾害破坏严重的
针叶纯林进行全面更新造林和补植套种，并取得初步成效，为今后面对自然灾害人工修复受损森林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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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是粤北生态屏障，２００８年的冰雪灾害对南岭森林资源造成严重损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何尽
快修复南岭森林生态资源，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广东省乳阳林业局辖区作为本次南岭冰灾受灾最严重

的区域之一，在灾后积极实施人工修复受损森林生态工程，经过５ａ的修复，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１　基本情况

１．１　自然地理概况
广东省乳阳林业局辖区位于广东省北部的南岭山脉中段，北纬２４°４７′３０″～２５°００′３３″、东经１１２°５１′５４″～

１１３°０７′４８″，东接乳源瑶族自治县，南连广东省天井山林场，西与阳山县交界，北与湖南省毗邻，总面积
３０２３６．１ｈｍ２，是广东北部的一道生态屏障，对珠三角地区的气候、水文等整体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地势西高东低，最高峰石坑峰海拔１９０２ｍ，是广东最高峰，海拔千米以上山峰３０余座，为中山地形，坡度在
２０°～６０°之间。气候属典型的中亚热带湿润性气候，兼具亚热带季风性气候特征。山中多雾，雨量充沛，年
平均降水量１８００ｍｍ，最高可达２４９５ｍｍ，降水多集中在夏季。四季明显，年平均气温１７．１℃，最高达３４．４
℃，最低－４℃，南北坡温差明显，相对湿度８４％。霜期长，一般每年有１０ｄ左右的降雪、结冰。
１．２　受灾后林木资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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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初，持续１个月左右的雨雪冰冻天气，使乳阳林业局辖区遭受百年一遇的冻害。据调查统计，全
局受灾森林面积２７４５６．７ｈｍ２，森林蓄积量由灾前的１９１．０万ｍ３变成灾后的１３７．９万ｍ３，损失林木蓄积量
５３．１万ｍ３，其中受损最严重的是人工针叶纯林，不少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马尾松（Ｐｉｎ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ｉ
ａｎａ）纯林因断梢、折断等出现了“牙签林”［１］。

２　人工修复工程

２．１　修复原则
运用森林生态学和恢复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根据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生态优先、兼顾效益、突出重点、

区别对待的原则，大力推广种植乡土树种，促进森林植被和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和提高［２］。

２．２　人工修复规划及树种选择
乳阳林业局人工恢复工程范围主要在２００８年受冰雪灾害严重的针叶纯林中，总面积为２０００ｈｍ２。根

据立地条件和乳阳林业局的实际情况，将人工修复工程分为全面更新改造和补植套种２个类型。
２．２．１　全面更新改造　由于乳阳林业局属于经费自筹的事业单位，适度发展商品林很有必要，因此在森林
生态人工修复工程中，对商品林中受损严重、再生能力差的人工针叶纯林，实行全面更新造林［３］，主要在溪

头工区、鱼骨坝工区、天门嶂工区、横龙北工区、流离洞工区，造林树种为杉木、樟树（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
ｒａ），总面积达１０００ｈｍ２。
２．２．２　补植套种　对生态林中受损严重的针叶纯林，在进行林木清理后，实行补植套种，主要在溪头工区、
老蓬工区、石韭坑工区、鸡冠田工区，总面积为１０００ｈｍ２。补植套种树种主要有木荷（Ｓｃｈｉｍａｓｕｐｅｒｂａ）、樟
树、枫香（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南方红豆杉（Ｔａｘ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３　人工修复的主要技术措施
２．３．１　林地清理　林地清理的原则是在满足造林种植的前提下，尽可能少地破坏原有的森林植被，禁止炼
山和全垦，采用１ｍ宽带状或块状１．０ｍ×１．０ｍ方式清理林地，清理的杂草块状堆沤，以增加土壤腐殖质，
提高土壤肥力，林地清理过程中注意保护原有的乡土乔木、灌木幼树和幼苗。

２．３．２　整地挖穴　为防止或减少水土流失，采用明穴整地；植穴规格５０ｃｍ×５０ｃｍ×４０ｃｍ，植穴呈“品”字
形配置，整地在林地清理后立即进行。

２．３．３　苗木质量　苗木选用高４０ｃｍ以上无病虫害的１ａ生一级苗。
２．３．４　造林密度　全面更新造林栽植密度为２５０５株／ｈｍ２，株行距为２ｍ×２ｍ；补植套种栽植密度为１０５０
株／ｈｍ２，株行距为３．１ｍ×３．１ｍ。
２．３．５　基肥与回穴土　基肥采用复合肥，每穴施放复合肥０．１０ｋｇ。先把表土回穴至五成左右时放入基肥，
基肥与穴土充分拌匀后再回土备栽。

２．３．６　栽植　栽植时，苗要扶正、根系要舒展，适当深栽，回土要细，并把土里的树根、石块拣干净，回土后轻
轻提苗，使根系与土充分接触，然后回土至满穴时适当压实，最后稍加松土，高出植穴边缘２～３ｃｍ为宜。
２．３．７　补植　栽植后１个月左右，全面检查苗木成活情况，发现死株及时进行补植。
２．３．８　抚育、追肥　栽植后抚育追肥３次，造林当年１次，次年及第３年各１次，抚育措施主要是清杂、松
土、培土，将枯草、表土堆于苗木底部呈馒头型，次年及第３年每年５—６月锄草松土并各追肥１次，每穴追肥
０．０５ｋｇ尿素，促使早日郁闭成林。
２．３．９　森林管护　在人工修复工程范围配置１名专职护林员对人工造林区域进行日常管护。护林员巡山
时，对人为破坏或人畜破坏林木、幼苗、设施等行为要及时制止，并报管理部门。若发现生长不良或发生病虫

害的林木、幼苗，要进行日常登记，并及时报告林业主管部门进行核查，由林业主管部门研究预防对策，把相

关的损失控制在最低水平。

２．３．１０　环境保护措施　在进行林地清理和挖穴过程中，会一定程度地损害地表植被，在雨水冲涮下会产生
水土流失现象；其次，施肥后部分残余物可能与雨水一起被排放而影响环境。为减少项目建设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在林地清理和挖穴时，要加强施工管理，确保施工作业时不过度地破坏地带性植物资源，回土时要求坑

面外高内低以利积水，施肥时用量筒取肥，防止肥料外漏，禁止全垦和炼山［４］。

３　人工修复效果

经调查，人工修复工程中各树种的树高、胸径、郁闭度等林木生长情况见表１。从表１可知，人工修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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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种成活率达９５％以上，全面更新造林的成活率低于补植套种的成活率；４ａ生各树种均已成林，而生长
量最高的是杉木，最低的是南方红豆杉。从成效看，乳阳林业局冰雪灾害后人工修复选取的树种总体上是合

适的，尤其是南方红豆杉、樟树、枫香、木荷等乡土树种，对生态环境修复和森林景观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

表１　各树种的树高、胸径、蓄积量生长情况

修复类型 树种 林龄／ａ
平均胸径

／ｍ
胸径年均生

长量／ｃｍ
平均高／ｍ

树高年均生

长量／ｍ
郁闭度 保存率／％

全面更新 杉木 ５ ７．１ １．３ ５．６ １．１ ０．７ ９５．３

樟树 ５ ５．１ ０．９ ４．１ ０．７ ０．６ ９５．７

南方红豆杉 ５ １．９ ０．３ ２．１ ０．３ ０．３ ９５．４

补植套种 枫香 ４ ４．１ ０．９ ４．５ １．０ ０．５ ９６．１

木荷 ４ ２．１ ０．４ ３．３ ０．７ ０．４ ９６．８

４　结语

乳阳林业局冰雪灾害后人工修复森林生态工程所采用的树种和造林技术取得了初步成效，修复后４ａ
及以上的大部分树种年均高生长达７０ｃｍ以上，林分开始郁闭，全局森林蓄积量也已增长为１５９万 ｍ３。随
着修复时间的延长，林龄的增加，林木生长将进一步增加，森林生态将得到进一步增强。这次森林人工修复

工程的初步成效为今后的各项营造林工程积累了经验，有利于南岭森林生态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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