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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渝北区森林资源的基本情况， 分析了渝北区林相存在的问题， 阐述了开展林相改造的意义， 并
提出了加快推进渝北区林相改造的建议， 包括科学规划、 建设方式、 宣传发动及资金保障等方面。

关键词： 林相改造； 森林质量； 森林旅游

中图分类号： F30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1463（2016）10-0076-04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6.10.027

重庆市渝北区林相改造探索
唐艳梅， 皮兴贵， 唐兴荣

（重庆市渝北区林业局， 重庆 401120）

收稿日期： 2016-08-06
作者简介： 唐艳梅（1980—）， 女， 四川乐至人， 高级工程师， 硕士， 从事林业技术方面的工作。 联系电话：

（0）13996056760。 E-mail： 492719786@qq.com。

林相亦称森林的外形， 指林冠的层次（分为单
层林及复层林）和森林的林木品质及健康状况。 林
相改造作为森林资源改造利用的重要手段， 对渝
北区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的发挥有着重
要作用。 为全面了解渝北区林相改造工程的实施
情况， 促进该项工作的稳妥顺利进行， 我们对渝
北区森林资源现状、 林相改造的意义、 改造的方
式方法进行了初步探索， 并提出了建议。
1���渝北区森林资源的基本情况

渝北区地处华蓥山主峰以南的巴渝平行岭谷
地带， 地势从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 境内为自西
向东由华蓥山脉、 铜锣山脉、 明月山脉 3 条南北
走向的条状山脉和宽谷丘陵交互组成的平行岭谷。
北边为中山， 中部为低山， 南部为浅丘。 根据《重
庆市渝北区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报告》， 渝北区
林地面积 60�246.52�hm2， 占幅员面积的 41.38%。
全区森林覆盖率 38.14%， 林木绿化率为 48.78%。
在林业用地面积中， 有林地面积为 40�232.99�hm2，
占 66.78%； 灌木林地面积为 12�775.98�hm2， 占
21.21% ； 未成林造林地面积 5� 550.69� hm2， 占
9.21%； 其余为疏林地、 苗圃地和无林地。 在有林
地中， 乔木林面积 30�290.49�hm2， 占 75.29%； 竹
林面积 9�942.5�hm2， 占 24.71%。 在乔木林中， 针
叶林面积 21�918.22�hm2， 占乔木林面积的 72.36%；
阔叶林面积 7� 796.23� hm2， 占乔木林面 积 的
25.74%； 混交林面积 498.42�hm2， 占 1.64%。 在乔

木林面积中， 马尾松面积比重最大， 占 44.27%，
其次是柏木， 占 26.2%， 再次是软阔占 17.7%， 栎
类占 3.58%， 硬阔占 3.39%， 杉木占 3.19%， 桉树
占 1.29%， 其他树种占 0.38%。 全区国有林地面积
为 6�856.27�hm2， 由华蓥山林场、 玉峰山林场、 统
景林场 3 个国有林场管理， 下设南天门、 大山坪、
隆仁、 石船等 10 个管护站。 另据统计， 全区林缘
及林中坟地 10�153个（含退耕还林地）， 春节及清
明节上坟烧纸祭拜可达十万多人次， 存在较大的
火灾安全隐患。
2���渝北区林相存在的问题
2.1 林相单一， 森林景观效果差

据调查， 渝北区周边山体林相普遍存在树种
种类单一， 针叶化、 纯林化严重现象。

常绿针叶林虽四季常青， 但缺乏季相变化，
无法给人以“步移景异”的感觉， 不能满足人们对
森林资源景观的观赏要求。 林分结构简单， 缺乏
森林层次变化， 森林色调、 季相比较单调， 植物
群落结构简单， 生物多样性程度低， 导致森林群
落的稳定性、 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都差， 森林缺
乏垂直结构变化的自然美。
2.2 大面积的马尾松纯林结构不稳定性

由于受历史背景、 社会影响及经济因素的制
约， 长期以来， 渝北区以营造纯林为主， 纯林面
积占有林地面积的 73.86%， 而混交林仅占 1.24%。
纯林中又以马尾松为主要乔木树种， 形成了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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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马尾松纯林， 马尾松纯林面积高达 1.3 万多
hm2， 占乔木林面积的 44.29%。 大面积的纯林本身
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 首先容易发生病虫害。 以
马尾松纯林为例， 在 2006、 2008 年均大面积暴发
了马尾松毛虫灾害， 当年受害面积达 0.80 万 hm2，
占马尾松纯林面积的 80%。 从 2010 年起， 渝北区
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松材线虫病。 松材线虫病被称
为松树的癌症， 极具传染性， 松树一旦受害， 轻
则生长迟缓， 重则形如火烧， 使成片松林枯死。
其次是容易发生森林火灾。 由于马尾松油脂含量
高， 耐火性差， 大面积马尾松纯林存在火灾隐患。
2.3 林业综合效益较差

由于前些年的主要造林任务是“灭荒”， 追求
数量的增长， 加上投资严重不足， 造林质量不高，
林区内多为人工林和天然次生林， 植被类型层次
结构简单， 林下地被物缺乏。 虽然大面积马尾松
纯林对改善周边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由
于林下植物品种少， 难以招引鸟类和其他野生动
物的栖息， 造成整个森林群落生物品种少， 不利
于生物群落多样性的保护， 生态效益差。 同时，
由于林种、 树种结构不合理， 林地资源利用率不
高， 经济效益等也相对较差。
3���开展林相改造的意义
3.1 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
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提出要为子
孙后代留下天蓝、 地绿、 水净的美好家园， 明确
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
护力度，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通过实施重大
生态修复工程， 可以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推
进荒漠化、 石漠化、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扩大森
林、 湖泊、 湿地面积， 保护生物多样性。
3.2 防治病虫害的需要

渝北区松材线虫防治需要每年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 物力和财力， 目前仍有蔓延之势。 营造乔
灌草、 针阔混交林、 异龄复层林能有效提高森林
的抗病虫害能力。 出于生态保护的原因， 目前不
可能大面积将马尾松成片砍伐， 因此， 在纯林中
进行科学的林相改造， 因地制宜地进行混交， 是
目前可行的策略。

3.3 森林防火的需要
渝北区自然条件优越， 森林面积大， 地形地

貌复杂， 森林资源丰富， 林下植被、 腐殖质多，
村落田舍与林区交错， 农事活动、 祭祀活动频繁；
辖区内成片的马尾松和柏木等针叶树种油脂含量
高， 耐火性差； 进城务工人员增多， 撂荒地增加，
部分退耕还林工程效果欠佳， 导致杂草丛生， 这
些因素都是引发森林山火的导火索。 森林山火一
旦发生， 将直接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 水土流失。
通过林相改造， 把防火性能强的树种混交在林区，
将有效提高森林防火功能， 保护生物多样性。
3.4 森林旅游景观建设的需要

近年来， 渝北区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 打造
乡村旅游”名片的口号。 印盒李花节、 玉峰山樱桃
节、 葡萄采摘节、 兴隆杨梅节、 茨竹梨花节等多
次成功举办， 吸引了不少城市人到渝北来度周末、
休长假。 同时， 在渝北区境内还有玉峰山森林公
园、 南天门森林公园、 环山公园、 统景温泉、 张
关水溶洞等风景区， 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 这些
风景区的旅游潜能还没有被挖掘出来， 景区的森
林景观价值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风景区的林相
改造是提高森林景观价值的必要途径之一， 成功
的林相改造， 将有效地将乡村旅游与森林旅游结
合起来， 在美化家园， 提高财政收入的同时， 也
能让当地百姓发家致富。
4���加快推进渝北区林相改造的建议
4.1 科学规划

依照渝北区“十三五”规划原则， 按照统筹协
调、 相互衔接、 因地制宜的要求编制《渝北区林相
改造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的编制， 要充分考虑
“三山两河两带” 的地形特点， 华蓥山脉、 铜锣山
脉、 明月山脉主要改造马尾松、 柏木等针叶林群
落， 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使其进展演替为地带性
顶级群落多树种常绿阔叶林； 在旅游区域栽植彩
叶树种， 打造一个多树种、 多层次、 多色彩的森
林景观， 力争在森林景区出现“万山红遍、 层林尽
染”的美景； 在“两河”所在的后河、 御临河流域水
土保持区以栽植竹类为主， 防止水土流失， 涵养
水源； 3 条山脉之间形成的 2 条宽谷丘陵带， 是
人为活动较频繁的区域， 以发展经济林为主， 提
高农民经济效益。 同时， 要大力推行公益性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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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有林场承担育苗任务， 利用轻基质营养袋
（钵） 培育大量适合渝北区林业发展的乡土树种和
名优特树种， 无偿提供苗木给企业、 农户、 镇街，
以此提高全民植树造林热情。 争取在 2025 年前改
造现有森林 0.33 万 hm2， 新造经济林、 竹林 0.13
万 hm2。 通过加强保护和管理， 形成季相分明、 乔
灌一体、 错落有致、 结构稳定、 景象优美的森林
群落。
4.2 采取点、 线、 面结合的建设方式

通过“点、 线、 面”的方式， 由近及远， 由易
到难， 由景区至林区， 由交通方便的区域向交通
不便的区域逐步推进， 最终实现全区林相改造，
提高森林质量， 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4.2.1����点 主要指林区各站点所在地周边及林中
坟地周边的林相改造。 林区各站点所在地周边林
相改造的目的在于打造一个优美、 整洁， 大气的
工作、 居住环境， 拟在各站点所在地因地制宜地
栽植规格较大的风景树， 如枫香、 黄栌、 乌桕等
彩叶树种， 或柑橘、 柚子等常绿阔叶水果树种，
或李、 梨、 桃等既可观花也可采果的乡土水果树
种。 既丰富了站点的自然景观， 又可以提高站点
的经济效益。

坟地周边林相改造的目的在于防火。 中国
传统的祭祀活动很多， 祭坟、 烧纸、 放火炮是
引发森林火灾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有效防止森
林火灾的发生 ， 拟在辖区坟头周围建造一条
15~20�m 的隔离带。 对坟头周围的杂灌木、 草
山、 藤刺、 马尾松等进行全面清理， 再栽植木
荷、 火力楠、 杜英、 檫木、 火棘、 香樟等防火
树种， 形成有效的防火隔离带， 有效控制森林
火灾的发生。
4.2.2����线 主要指林区道路及防火隔离带的林相
改造。 林区道路周边林相改造的目的在于提升森
林景观质量， 使人一进入林区即有进入景区的震
撼效果。 改造分 2 个部分， ①林区道路的绿化。
选择高大挺拔、 树形端庄优美的常绿阔叶树种作
为林区行道树， 如香樟、 大叶桉、 女贞、 广玉兰
等。 ②林区道路周边的绿化， 可沿林区道路先建
宽 100�m 的景观林带， 补种香樟、 天竹桂、 楠木
等景观树种， 局部地段可栽植红叶李、 红枫、 红
叶石楠等彩叶树种， 三角梅、 白玉兰、 紫荆等观

花树种以及桂花、 大叶栀子花等花朵香气怡人的
树种， 提高林区景观的林相变化、 季相变化， 从
树形、 颜色、 香气上提高景观质量， 达到步移景
换的效果。

防火隔离带林相改造的目的在于提高防火效
果。 渝北区现有防火隔离带共 347 条， 约 320�km，
面积超过 490�hm2， 建于 2007�— 2009 年。 由于部
分地段管护措施没有跟上， 防火树种成活率低，
因此要对成活率低、 杂草灌木丛生的地段进行杂
草灌木清理， 加强抚育管护， 同时要选择防火效
果好的木荷、 火力楠、 杜英、 檫木、 火棘、 油茶
等树种进行补植补造。
4.2.3����面 主要有景区林相改造， 林区林相改造，
水源地林相改造和经济林林相改造。

景区林相改造的目的在于提高森林旅游的价
值。 随着城市的日益发展， 人口越来越多， 城
市人对城区周边景区的需求越来越大。 渝北区
的玉峰山森林公园、 环山公园、 统景温泉景区、
南天门森林公园、 张关水溶洞景区离市中心都
只有 0.5�h 左右的车程， 是人们周末节假日休闲
旅游度假的理想去处。 但这些景区林相较为单
一， 以常绿针叶树种为主， 阔叶树种、 彩叶树
种以及观花赏果的树种比例很小， 景观缺乏层
次变化和季相变化， 与发达景区相比有一定差
距， 也欠缺特色， 景观效果达不到人们对森林
旅游的期望。 可在这些景区进行树种优化配置，
以树形优美的乡土阔叶树种为主， 适当引进一
些优良珍贵的外来阔叶树种， 配以红叶石楠、
枫香、 红枫、 黄栌等彩叶树以及兼具观花及提
高经济效益的桃、 李、 梨等水果树。 以期达到
绿树成阴、 花果相间、 四季飘香的效果， 呈现
“春看花、 夏赏叶、 秋吃果、 冬观雪” 的美景，
季季景不同， 年年还复来。

林区林相改造的目的在于提高森林质量。 根
据林区各山体地形、 地貌及立地条件， 多营造混
交林， 采取多树种， 多层次、 多方式混交。 如常
绿树种和落叶树种混交、 针叶树种和阔叶树种混
交、 乔木和灌木混交、 灌木和藤本植物混交、 带
状混交、 团状混交。 达到树种多样化、 层次丰富
化、 季相明显化的效果， 增强森林抗病虫害和防
火的能力， 有效促进生物多样性发展， 增强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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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水源地林相改造的目的在于防止水土流失。

渝北区境内水源丰富， 长江沿境东南边境流过，
嘉陵江沿境西南边境流过， 同时拥有寸滩河、 朝
阳河、 长堰溪、 御临河、 后河等几条河流， 新桥
水库、 两岔水库、 观音洞水库等几个大中型水库。
竹类分蘖能力强， 根系发达， 是具有防风固沙，
涵养水源的优选品种。 在辖区的江河流域及堰塘
水库周围栽植大量的麻竹、 撑绿竹等竹类植物可
以很好地防止水土流失。 改造的方式是对已经栽
植了竹类分地段进行补植补造， 对没有栽植的地
段进行新一轮的栽植。 同时， 也可结合水源地实
际情况， 栽植一些观赏价值较高的垂柳， 丰富景
观效果。

经济林林相改造的目的在于提高林农的经济
收入。 渝北区作为主城区的林业大区， 一直以来
在兼顾“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3个方
面， 生态效益始终放在第一位。 在退耕还林工程、
森林工程等重大工程中， 一直是生态优先， 栽植
的生态林占了很大的比例， 经济林的比例很小。
在工程补助资金全部拨付完后， 会存在后续资金
跟不上的情况， 林农没有新的经济来源， 积极性
下降， 管护措施也跟不上， 工程效果将必然受到
影响。 选择一些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树
种， 是渝北区考虑的重点。 杨梅、 歪嘴李、 五星
枇杷等树种， 既有很好的水土保持功能和观赏价
值， 又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建议在木耳镇、
兴隆镇、 茨竹镇一带栽植杨梅， 在大湾镇、 古路
镇、 统景镇一带栽植歪嘴李、 五星枇杷， 实现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局面。
4.3 宣传发动

充分利用电视、 广播、 报刊等媒体和论坛、
征文、 课堂教育等形式， 进行宣传林相改造对于
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人居质量的意义。 广泛运用
专栏、 板报、 公益广告、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
争取全社会的大力支持。 动员全民上阵， 丰富、
完善林相改造的内容和形式。 按照“谁投资、 谁经
营、 谁受益” 原则， 鼓励各种社会主体跨所有制、
跨行业、 跨地区参与林相改造工作。 组织实施绿
地、 林地认养和认建活动， 确保植树建绿质量。
通过在 3 个国有林场所属的 10 个管护站点沿线设

立路牌、 标语等形式， 完善森林沿途标志， 确保
在发生森林山火时， 应急扑火队伍能及时达到现
场。
4.4 资金保障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具有巨大的经
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它的作用体现在
净化空气、 涵养水源、 调节气候、 维持氧气和二
氧化碳相对平衡等方面。 生态林（含竹林）的作用
在生态效益方面犹为明显。 生态林作为一种公共
产品， 为人类共同享受、 共同所有， 因此， 在建
设上需政府牵头， 由国家、 市、 区财政等公共资
金全额投入进行建设及管护。 经济林偏重于经济
效益， 可采取“公司+农户”、“大户+农户”、“基地+
农户”等发展模式， 鼓励企业、 个人参与， 鼓励社
会资本注入， 以点带面， 全面发展。 为此， 经济
林在建设上需政府适当引导， 用“以奖代补”的方
式， 先建后补， 奖励具一定规模和效益且起带头
作用的带头人（企业或个人）， 以推动渝北区经济
林的快速发展。
4.5 落实责任

由区林业局负责《渝北区林相改造总体规划》
的编制， 下达年度计划， 审批实施单位编制的“年
度作业设计方案”， 牵头检查验收； 区财政局负责
林相改造区级资金的筹措、 安排， 并加强对林相
改造资金的监管； 各镇街、 林场是林相改造实施
的主体， 负责编制“年度作业设计方案”及项目的
具体实施。 建立林相改造考核制度， 将考核结果
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考核体系， 作为领导干部绩效
考核的重要依据。 对成绩突出的， 给予表彰； 对
工作不力、 行动迟缓的， 通报批评； 对完不成任
务的， 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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