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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生态林现状及几个问题

蔡 良 良

�浙江省淳安县林业局
，
淳安 �������

摘 要 从分析千岛湖生态林现状着手
，
付千岛湖生态公益林建设中的国家扶持政

策
、

森林生态补偿费
、

林相改造
、
经营方针和林业执法等问题提 出看法和建议

。

关锐词 千岛湖， 防护林， 营林， 问题，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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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千岛湖生态林现状

千岛湖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境内
。

湖区生态林经过��多年的建设
，
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

。

据该县林业区划
，
千岛湖防护和风景林区由��个国有林场和��个乡镇���个行政村构成

，
总面

积��
�

��万 ��
�，
占全县总面积的��

。
��

。

其中林业用地�
�

��万 ��
“ ，
占本区面积的��

�

��，

水域�
�

�。万 知�
�，
占��

�

��， 其他用地�
�

��万 ��
�，
占�

�

��
。

湖区有林地�
�

�万 ��
�，
森林

畏盖率��
�

��
。

其中生态公益林�防护风景林��
�

��万 ��
�，
占全县生态公益林的��

�

��
。

公

益林中属于国有�
�

��万 知口
�，
占湖区生态公益林的��

�

��， 属于乡村集体所有�
�

��万 ��
�，

占��
�

��
。

生态林蓄积量���
�

�万 �
�，
其中国有���

�

�万耐
，

占��
�

��， 乡村集体所有��
�

�

万耐
，
占��

�

��
。

千岛湖森林植被绝大部分是水库形成后
，
通过封山育林

，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形成的

。
已

鉴定的维管束植物有���科 ��� 属 ����种
。

森林植被以次生植被群落为 主
。

马 尾 松 ������

爪����耐����林是主要的植被类型
，
面积�

�

��万 ��
�，
蓄积���

�

�万 �
“ ，
分别占湖区生态林面

积和蓄积的��
�

��和��
�

��
。

湖区阔叶次生植被类型可分青冈�����������
����� �������林

，

苦储���
��������� �������几����林

、

甜储��
� �夕����林

，

石栋��������，��� �������林 �组�’�，

与大面积的马尾松林相间
，
呈镶嵌状分布

，
百积只有�

�

��万 ��
“ ，
占生态林面积的��

�

��
。

组成次生林群落的建群树种和伴生树种主要有
�
马尾松

，

青 冈
，

苦 储
，
甜 储

，
石 栋

，
枫香

���口“���励�� ��，�������
，
黄檀����吞����� �

�������
，

木荷���人��� ��������
，

浙江樟����九�

二��“ � �������������
，
花桐 木 ���二���� �������

，
厚 叶 冬 青 ����� ��������������

，
华 杜

英��������，��� ����������
，
野 柿 ������万��� ��无��

，
山 合 欢 ���西����� ��������

，
短 柄 袍

�������� ������������ ���·
��‘ ����‘����‘��

，
白栋 ��

�

������等�
‘�。 由于多年封育保护和人

工促进天然受新的加强
，
有的地方的阔叶树种的自然扩展较为强烈

，
缓坡和谷地马尾松林已

收稿 日期
� �。 ，�一��一�，， 修回日期

� ����
一
��

一
��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 ��卷

经出现向针��习混交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林演替
。

这种自然趋势对丰富千岛湖森林景观是十分有

利的
。

千岛湖生态林的恢复与发展
，

为野生动物创造了良好的栖息繁殖场所
，
给水栖生物和鱼

类提供了丰富的饵料
� 对水土保持

、

涵养水源
、

净化水质
、

调节气候
、

稳定水位
、

延长水库

寿命和保障电厂正常发电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

绿色的千岛湖还为人们提供了游憩的

悠美环境
，
促进了旅游事业的发展

。
����年

，
千岛湖接待国内外游客��万人次

，
旅游收入�

�

�

亿元
。

� 湖区生态林建设存在的问题

�
�

� 缺乏合理的经济扶持政策

湖区国有林场和 乡村农民为建设水源涵养林
，
每年都要化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财力

。

经测

算
，
平均 �������生态林从造林到成林发挥功效要投入����元

，
再加上常年管护

、

防火
、

防 病

和治虫等投入
，
花费很大

。

经营者从中又得不到直接经济收入
，
对建设生态林积极性不高

。

�
�

� 生态林间伐强度过大

千岛湖形成后
，
大部分良田淹没

，
基础设施被毁

，
人均耕 地 ����

�，
乡镇企业薄弱

，

农

民生活和公共设施建设缺乏门路
，
往往采取短期行为上山砍树

，
使水源涵养林间伐强度过大

。

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
，
乡村农民所有的防护林采伐更为严重

，
少数地方水源涵养林已经

名存实亡
，
局部地方水土流失加剧

。

据淳安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年测定
，
千岛 湖 上游水

质透明度平均值只有��� ��
，
大大低于其他湖区水质透明度�中心湖区平均值 �����

，

东南

湖区平均值��� ���
，

丰雨期湖水混浊范围已从湖道上游向中心湖区扩散
， ����年

，
已 逼近

中心湖区边缘的小金山
。

这个间题应引起各级政府重视
。

�
。
� 森林植被单调

千岛湖地区的森林植被以马尾松林为主
，
常绿落叶阔叶林太少

，
色叶树种更缺

，
无法适

应季相变化
。

同时
，
不利于松毛虫�����” ����� �翻��以���天敌繁殖

。

松毛虫危害从��年代

以前的 � � 一遇
，
��年代的 � � 一遇

，
发展到��年代的 � �一遇

，

危害面积均在�
�

�万����
�
以

上
。
����年高达�

�

��万 ��
“ ，
严重影响森林景观

，
危及生态环境和旅游事业

。

尤其是被人们

比作松林艾滋病的松材线虫病 已逼近淳安县
，
对千岛湖松林构成严重威胁

，
如不抓紧在调整

树种结构上采取根本性措施
，

后果不堪设想
。

� 生态林建设的几点看法与建议

�
�

� 生态林建设投资应主要由国家负贵

千岛湖水源涵养林和风景林属于生态公益林
。

公益林业的主要产出不是一般商品
，

而是

公共商品
。

由于国有林场和湖区农民从事公益林建设不能直接通过商品交换得到补偿
，
所以

公益林的建设投资应主要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开支�“ �
。

从事公益林建设的国有林

场应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
，

实行事业化管理
，
职工工资纳入政府财政收支之中���

。

国家将现

有农民所有的森林划为生态公益林时
，
应合理确定林价

，
由政府收购或付给一定的报酬

。

国

家对建设新的公益林
，
其经济扶持应该是无偿的

，
而且在扶持标准上要高于一般商品林

，
使



�期 蔡良良
�

千岛湖生态林现状及几个问题

农民乐意从事生态公益林的造林护林活动
。

�
�

� 建立和健全以征收育林基金为内涵的强制性运行机制

林业生产周期长
，

见效慢
。

为了防止林业资金游离林业生产领域
，
保证林业生产持续进

行下去
，
政府要利用纳税人缴纳的税金来承揽公益林建设任务 〔“�。 因此

，
育林基金征收范围

应由单纯的商品材扩大到林特产品
、

旅游事业和水电业
。

凡是以森林资源为依托
，
得益于林

业的
，
都应征收森林生态补偿费���

。

其征收幅度
，
可参考国家征

�

次商品材育林基金标准
，
按

景点门票票价或每千瓦小时电费的�������计征
，
促进林业逐步走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

良性循环路子
。

�
�

� 实行综合开发
，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千岛湖地区的林业经营方针应以生态社会效益为目的
，
对现有水源涵养林和风景林只准

卫生伐和弱度抚育间伐
，
严禁大面积采伐

。

引导农民实行综合开发
，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
以

市场为导向
，
打破林业自我封闭的部门界线

，
利用当地优势

，
有农经农

，
有牧经牧

，
有矿开

矿
，
有厂办厂

，
有商经商

，
有景办旅游

，
将千岛湖地区建设成以林为主

，
生产多类商品的经

济区
，
逐步摆脱

“
砍树型林业

” ，
促进生态公益林建设

。

��� 搞好林相改造

为了提高千岛湖生态公益林的景观价值
，

美化生态环境
，
促进林业和旅游事业发展

，

很

有必要按照自然景观和森林生态的要求
，
对千岛湖森林植被逐步进行调整

，
增加阔叶色叶树

种比重
，
使之形成多层次

，
林相丰富

，
且具季节变化的森林植被群落

。

林相改造的原则是
�

①与千岛湖风景区总体规划及生态公益林区划和建设接轨 。 ②林相改造工作必须在保护好现
有森林植被的前提下进行

，
整体美化要以自然演替为主

，
人工促进为辅

。 ③统一规划 ，
合理

布局
，
分单位实施

，
先易后难

，
突出重点

，
循序渐进

。 ④根据立地条件
、

林分现状和景观需

要分类进行
，
有意识地增加阔叶色叶树种

，
达到四季有景

。

对阔叶树种较多
，
已经出现向阔

叶林和针阔混交林过渡的林分
，
或立地条件差的林分

，
应继续抓好封山育林

，
有针对性地采

取抚育措施
，
促进自然演替� 对湖沿林相改造

，
应重点发展生态经济林

，
种植一些既有观赏

价值又有经济效益的经济林树种， 对景点景区的林相改造
，
应重点种植观赏树种

，
强化景点

景区的意境气氛
。 ⑤树种选择要以乡土树种为主 ，

适当引进有价值的外来树种
，
形成既符合

自然规律
，
又有丰富植物种类

，
且能突出地方特色的森林景观

。 ⑥改造方式宜采用块状带状
改造

、

林内点状补植和适当疏伐等营林措施
，
切忌成片改造

。 ⑦林相改造与生产经营活动相
结合

，
避免重复投劳投资

。 ⑧林相改造与森林保护相结合，
禁止在这个地区砍伐收购杂木棍

及烧炭烧砖瓦
，
保护阔叶树种

。

�
�

� 加大执法力度

千岛湖林业作为生态公益林业
，
有三大特点

�

一是生态任务艰巨
。

它要承担�
�

�万 ��
�

水

域的水源涵养
，

保障电厂正常发电
，
一旦出现生态灾难

，
后果不堪设想

。

二是社 会 效 益 直

接
。

森林是千岛湖自然景观的主体
，
失去了森林

，
也就失去了千岛湖的旅游价值

。

三是管理

难度大
，
千岛湖森林分布广阔

，
国有林集体林相互穿插

，
情况比较复杂

，
容易引 起 乱 砍 滥

伐
。

这里又是旅游胜地
，
人为活动极其频繁

，
容易引起病虫传播和森林火灾

。

因此
，
对千岛

湖生态林的管理与保护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

建议国家在立法上
，
对破坏生态公益林行为的行

政处罚及刑事处罚标准要从严
。

同时
，
广泛开展生态公益林的宣传

，
结合旅游区特点

，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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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应的规章制度
，
强化生态林的管理与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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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家访问我院 希望与我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应浙江林学院邀请
，
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林业

、

野生动物及渔业学院院长 �������

�
�

��
�������教授

， 《路易斯安娜农业》总编 ����� �
�

������博士
，
���� ���研究公司

����� �
�

����� 先生和中国留美学者刘志军博士一行 �人于����年��月��日至 ��月�日来

我院进行为期 ��的访问考察
。

访问期间美国专家在我院副院长许绍远教授
、

科研处处长周国模副教授和副处长范义荣

副教授陪同下参观考察了湖州市林科所
、

余杭市长乐林场和西天 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单

位的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状况
。

专家们对我院建立的有关树种种源试验基地表示浓厚兴趣
，
就学

术交流
、

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与我院有关人员进行了认真座谈
，
希望建立相互间长期的合作伙

伴关系
。

同时美国专家真诚邀请我院有关人员在明年合适时间回访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
。

������� �
�

���������教授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美国的林业教育
、

研究和 推广》的学

术报告
，
并热情回答了师生们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

�光 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