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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流域生态经济型防护林

体系建设技术
�

—骨干防护林布局

余树全 陈林武 王 江 王 鹏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摘 要 提 出 了骨干防护林的涵义
、

布设原则和依据
。

把四川盆地防护林体 系划分

为 �个骨干防护林区
，
并甘川江流域骨干防护林进行 了布局

。

提 出 了骨干防护林建

设的要点
。

关健词 防护林体系� 防护林带， 布局， 生态经济， 四川盆地

中图分类号 ����
一

�

川江流域�包括沱江
、

涪江和嘉陵江
，
�����

�

�
， �������

�

��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

建设是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 目的是恢复和扩大森林植被
，
控制和

减少水土流失
，
涵养水源

，
改善生态环境

，
促进该区域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

，
抑制生态环境

不断恶化的趋势
，
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

，
实现国土保安

，
改变单一的农林业生产结构

，

为山

区的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
最终建成以土地合理利用为基础的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相协调的

既符合自然规律
，
又符合人们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

。

川江流域开发历史长
，
人口稠密

，
许多地方人口密度达�� 。� ��� 。人

·

��
一 �，
盆北山区人

口密度也在�������人
�

��
一 �，
土地资源的人 口承载压力大

。

森林资源匾乏
，
林业用地少

，
垦

殖指数高
。

人均经济收入差异大����� ����元�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侵蚀面积达�������

�，

占整个川江流域总面积���
，
土壤侵量达�

�

���亿 �
。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

洪旱 灾害 连年不

断
，
自然灾害濒繁

，
枯水期水资源供需矛盾 日益尖锐

，
造成农业生产极不稳定的局面

，
严重

制约了该区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

人民对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

，
减少自然灾害

，
改善生

产生活环境
，
发展经济脱贫致富

，
都有十分强烈的要求

。

为了实现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建

设的目标
，
就必须对有限土地资源进行合理规划

，
从流域整体生态防护功能需要的实际出发

，

首先布设对流域整体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具有控制保护作用
，
能改善该区生态环境的骨干防

护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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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干防护林涵义

要实现川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合理布局和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
，
使川江流域生态经

济型防护林体系的建设达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相藕合
，

就要使不同地区的地形地

貌上起不同防护功能的防护林有机结合起来
，
在宏观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景观生态网络体系

，
能

从全局对水土流失进行分层控制
，
增强水源涵养的功能

，
减少自然灾害

，
改善生态环境

。
因此

，

骨干防护林是以生态学
、

生态经济学和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为指导
，
根据流域整体自然环境空

间结构多层性和分异性
，
防护功能的多样性和防护对象的差异性

，
以及土地利用现状

，
土壤

侵蚀和洪旱灾发生规律
，
灾源分布格局的特点

，
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

，
通过科学合理的布设

配置
，
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建立起来的能对流域整体的生态环境起控制保护作用

，
特别是在

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调节气候

，
减灾防灾等方面起重要生态防护作用

，
既有总体骨干控制

，

又能体现区域特点
，
主干分明

，
系统清晰

，
层次功能多样

，
整体控制效果最优

，
防护效益显

著的宏观体系
。

它是整个川江流域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的骨架
，
是以生态防护功能实现为

前提条件的
，

是防护林建设的主体核心和重点
。

骨干防护林与一般防护林的主要区别是骨干防护林以生态防护功能实现和生态环境改善

为主要目的
。

同时
，
骨干防护林是一个相对概念

，
它是依据一定区域整体防护功能的需要而系

统布设的
。

所以
，
当考虑的区域整体不同时

，

布设的骨干防护林是有差异的
。

在一个小区域

中起骨干防护作用的防护林
，
在更大范围区域中不一定起骨干防护作用

。

相反
，
在大区域中

起骨干防护作用的必然对小区域具有控制保护作用
。

� 骨干防护林布设原则

骨干防护林布设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

�
�

� 流域整休控制功能最优
，
效益最大

川江流域骨干防护林是以沱江
、

涪江和嘉陵江流域为整体
，
根据现实水土流失和水源涵

养的需要而系统布设的
。

着限点是对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的控制
、

改善和协调
。

通过骨干防

护林布设达到对流域上中下游水土流失和水源涵养进行总体控制
，
减少洪灾旱灾

，
抑制生态

环境的恶化趋势
，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

因此
，
必须 以整体控制功能最优和效益最大为原

则
。

在保证发挥生态防护功能的前提下着力提高经济效益
，

使之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协

调
。

这是川江流域骨干防护林布设的基本原则
。

�
�

� 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川江流域骨干防护林在布设时
，

应根据灾害种类
、

起因
、

影响范围和强度等特点
，
对其

中最需要防护或防护效果最好地段设置相应的防护林种类和规模
，

满足其防护功能需要
，
控

制灾害的发生
，
形成流域整体的基本防护骨架

。

只有因地因害设防才能达到骨干防护林布设

的目的
。

�
�

� 以，水保土为中心
川江流域经长期开发

，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

突出表现是水土流失严重
，
蓄水调洪能力差

，

旱涝灾害濒繁
。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中上游山区森林植被严重破坏
，
涵养水源能力极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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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大暴雨
，
土壤侵蚀

，
并经逐级叠加

，
造成中下洪灾

。

在旱季经多级截留后导致中下游水

的供应严重不足
，
且破坏了整个区域的水分小循环

。

因此
，
控制水分

，
涵养水源是防护林建

设的核心
。

骨干防护林布设必须以蓄水保土为中心
，
在中上游地区重点布设水源林和水保林

，

形成基本防护骨架
。

这是实现对整个区域生态环境总体控制的核心
。

� 骨干防护林布设依据

�
。
� 洪早灾害形成的地域原因

四川盆地洪旱灾连年不断的原因是森林植被严重破坏
，
失去了对水分的调节功能

。

特别

在盆围山地和盆中丘陵
，
森林覆盖率低

，
形成了灾害发生在川江中下游

，
而灾源却在中上游

地区的特点
。

解除灾害发生的根源是控制灾害的根本途径
。

因此
，
在中上游地区布设以涵养

水源为主要目的骨干防护林
，
控制水源

，
降低河川洪峰

，
就能有效减少洪灾

，
同时又能蓄水

，

增加枯水期流量
，
促进水分小循环

，
减少旱灾

。

�
�

� 降水分布格局

降水是造成洪灾和土壤侵蚀的主要原因之一
。

改变降水的作用面和分配
，
能实现涵养水

源
、

防止土壤侵蚀
、

调节气候和减灾防灾的目的
。

降水强度和过程受大气环流和地形影响很

大
，
难以改变

，
但我们可通过增加森林覆盖率

，
调节林种结构来改善降水作用面和分配

，
减

少灾害发生
。

川江中上游许多地区是有名的多雨区和大暴雨中心
。

在这些区域布设骨干防护

林
，
充分发挥森林多种防护功能

，
对整个区域生态环境控制和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

� 土坡怪蚀分布格局

造成土壤侵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表植被破坏
，
土壤结构变差

，
失去了对水分的吸收和

渗透能力
，
形成地表径流

，
导致表土冲刷

。

因此
，
在那些强度和极强度土壤侵蚀的地区布设

骨干护林
，
可增加地表植被

，
改善土壤结构

，
减少土壤侵蚀量

，
达到控制水土流失

，
抑制生

态环境恶化的目的
。

� 骨干防护林布设区划

�
�

� 龙门山脉东坡地带水派水保骨千防护林

这一区域包括都江堰
、

彭县
、

绵阳
、

绵竹
、

安县
、

江油和北川等市县的低中山区
，
人 口较

少
，
林业用地面积大

，
具备布设防护林有利条件

。

且龙门山脉和山前平原高差悬殊
，
气流抬

升形成了著名的
“
华西雨屏

” ，

是四川盆地多雨中心之一
。

年降水量 ����� ��。 。 ��，
降水

侵蚀指数在���以上
，

北川达���
。

植被破坏后
，
水土流失严重 〔 ‘�。 有两个暴雨中心分布于茶

坪山
、

沱江和涪江上游的椒园一带
，
年降水量分别为 ������ 和 ������

。
�� 中大于����

的暴雨雨 日超过 � �
，
北川达�

�

��
。

北川一
绵 阳一线日最 大降水分别为���

�

��� 和 ���
�

�

���，
使北 川和安县成为有名洪涝中心��】。 同时常造成山前平原和沱涪两江中下游洪灾

。

在

这一线低中山区布设骨干防护林
，
形成绿色的森林屏障

，
对沱涪两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将起到

总体的控制作用
。

�
�

� 盆地北部边缘山地骨千防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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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区域包括平武
、

青川
、

广元
、

旺苍
、

南江
、

通江
、

万源和白沙等市县低中山区
。

山

区面积占��
�

��
，
地表起伏大

，
坡面重力侵蚀发育

。

在米仓山一大巴山一线是暖湿气 流 迎风

面
，
降水量丰富

。

年降水量 ����� ���� �以�以，
是全省又一个多雨暴雨中心

。

南阳
一
曹家一带

暴雨中心
，
年降水量 ���� ����，

大于�� ��暴雨雨日在 ��以上
，
南阳达�

�

��
。

降水侵蚀

力指数在�������之间
，
平武高达���

，
水土流失严重〔 “�。 该区域位于涪江和嘉陵江上游

，
具

有良好的发展林业的自然条件
，
布设骨干防护林对两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

�
�

� 盆西深丘低山区，千水保林
这一区域包括梓渔

、

盐亭
、

射洪
、

三台
、

江油和中江等市县
，
区内深丘低山面积占一半

，

是丘陵区向山区过渡带
。

年降水量����� 左右
，
但夏季降水集中

，
占�������

，
有一定的大

暴雨雨日
。

降水侵蚀力指数��������
’�。 植被破坏严重

，
坡耕地比例大

。

土壤侵 蚀 面 积 占

�������
，
中度 以上侵蚀达�������

，
平均侵蚀模数在 ��� 。一���� �

·

�很
一 “ ·

�一 ‘ 。

布设

骨干水土保持林可有效控制这一地区的土壤侵蚀
，
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

�
�

� 盆北低山区，千水保林
这一区域包括剑阁

、

苍溪
、

间中
、

巴中
、

仪陇和平昌等县
，
低山区面积占大多数

，
其中

剑阁达��
�

���
，
苍溪” �

���
。

年降水量 ���� 们以们比，
多集中在夏季

。

降水侵蚀力指数��。�

����
‘�。 土壤侵蚀的潜在危险指数高

。

虽然 目前森林覆盖率较高�约���左右�
，
土壤侵蚀较轻

，

但仍应布设骨干水保林
，
调整经营目标

，
加强保护管理

，
充分发挥生态防护功能

。

‘ 石 江岸骨千防护林

在沱江
、

涪江和嘉陵江两岸布设骨干防护林带
，
增强护岸

、

护堤
、

挂淤和防洪能力
。

以上布设将在川江流域形成骨干防护林网络体系
，
对整个区域生态环境起到总体的骨干

控制和保护作用
。

� 结语

�
�

� 骨干防护林是根据川江流域整体防护功能的需要和人多地少的实际布设的
，
是生态经济

型防护林建设的重点和核心
。

它直接关系到区域的水源涵养
，
水土流失的控制

，
生态环境的

改善
，
是防护林建设成败的关键

。

因此
，
凡是骨干防护林经过地区都必须首先进行骨干防护

林的建设
，
搞好规划

，

落实到山头地块
。

需要退耕还林的必须退耕还林
。

�
�

� 为了加快骨干防护林建设
，
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

，
根据需要可采用人工造林

、

人工促进

天然更新和封山育林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办法
。

但在人工造林中
，
要摒弃过去认为只要造了

林水土流失就解决了的片面认识
，
认真做好树种选择和结构配置

。

对划入骨干防护林的有林

地
，
应制定相应经营措施

，
加强管理

，
充分发挥生态防护功能

。

�
�

� 要注意解决好骨干防护林与一般防护林
、

用材林和经济林等其他林种的关系
。

因为改善

环境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

只有形成合理的配置
，
才能实现生态

、

经济

和社会协调发展
，
促进农村社会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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