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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对九龙山区自然资源多次综合考察的结果 ,提出在自然保护的前提下 ,

全方位地开发利用本地区的自然资源 , 发展繁荣山区经济。 要充分发挥整体森林资

源优势 , 重点发展森林产品加工业、 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及相应的第三产业 , 使

自然资源得以发展利用 , 山区群众得以脱贫致富。 文章还论述了开发的目标、 时空

顺序及措施等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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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山位于浙江西南部的偏辟山区 , 28°21′N, 118°52′E, 为我国东部极少保留原始状态

森林植被地区之一。 1983年建立九龙山自然保护区。本文旨在研究九龙山地区在保护的前提

下 , 如何全方位开发利用 , 全面发展山区经济 , 使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 利用和发展实现良

性循环 , 努力实现生态、 社会和经济三大效益的统一。

1　背景条件

1. 1　自然地理环境

九龙山地处浙、 闽、 赣 3省毗邻地区 , 属武夷山系仙霞岭的一个分支 , 座落在浙江省遂

昌县西南部 ,主峰海拔 1 724. 4 m, 整个山体呈南西 -北东走向。境内山峦叠嶂 , 峰谷交错 , 森

林茂密 , 地形复杂 , 平均海拔在 1 000 m以上 , 海拔 1 500 m以上高峰有 28座 , 为九龙山植

被的垂直带谱奠定了地形基础。

整个九龙山东西长约 40 km,南北宽约 18 km。地层于中生代侏罗纪形成。基岩是中生代



鹅湖岭组的流纹斑岩、 凝灰岩等火山岩。 土壤为中亚热带山地红黄壤类型。 气候属于亚热带

季风气候 ,气候垂直差异很大。 6条山洞性溪流经住溪和毛阳溪注入钱塘江上游的乌溪江。境

内有奇峰、 飞瀑、 断崖以及斑烂多姿的奇花异草和古树名木。

1. 2　社会经济概况

九龙山地区分属 3个乡镇 10个行政村 , 总面积近 3万 hm
2
, 其中已建的九龙山自然保护

区 2 000 hm
2。除 1 220 hm

2国有山林外 , 大部分为集体所有。人口密度 41人· km
- 2 , 低于

全县平均数 ( 84人· km- 2 ) ,只及浙江省人口密度的 1 /10。林业收入占 70%以上 ,为山区主要

经济来源。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 基本停留在传统农业的发展阶段。 3个乡镇 10个行政村都已

通公路或机耕路。

1. 3　山地生物资源

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山地生物资源 , 森林类型多样 ,生物物种丰富 ,植被组成结构复杂 , 垂

直带谱明显。 植物区系既有多种热带区系成分 , 又有泛北极区系成分 , 古老孑遗植物有相当

数量。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计有 22种 [1 ]。以九龙山地区命名的植物多达 50多种。动物区系

既有东洋界 , 又有古北界 , 也有明显的过渡性。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计有 27种 [1 ]。据考

察 , 已知有维管束植物 1 994种 , 其中苔藓植物 426种 , 蕨类植物 227种 (变种、 变型 ) , 种子

植物 1 341种 ; 动物有兽类 60种 , 鸟类 143种 , 两栖类 34种 , 爬行类 49种 , 鱼类 25种 ; 有

蜘蛛 94种 ; 有昆虫 581种 , 其中蝶类 185种 , 蜻蜓 71种 ; 药用动物 190种 [ 1]。另外有地衣类

159种 , 林内大型真菌 209种。大型真菌有多种食药用菌 , 如香菇、 木耳、 灵芝和天麻等 [1 ]。

2　开发的指导思想

森林生态系统是发展林区经济的基础。所以开发利用时 , 就要正确处理保护、 利用和发

展的关系 , 达到生态、 经济和社会 3个效益的有机统一。因此对九龙山区开发利用的指导思

想是: 以市场为导向 , 着眼于林产业的发展 , 积极调整林业布局 , 使林种、 树种、 龄组结构

和林产业布局结构合理 , 林产品商品量大幅度提高 , 种、 养、 加、 林、 工、 贸一体化 , 国有、

集体和个体 3个轮子驱动 , 投入产出机制日臻完善 , 使森林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在具体

实施时 , 要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 , 野生动植物开发与人工繁育相结合 , 经济效益

与社会生态效益相结合 , 长、 中、 短相结合 , 集约经营与一般经营相结合 , 大面积建基地与

发展庭园林业相结合 , 从总体上提高林业效益 , 使九龙山生态环境更良好 , 山区经济更发达。

3　开发方向和模式

开发方向是对整个森林资源 , 重点发展林产加工业 , 扩大名、 特、 优和加工产品的商品

量 ,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 , 形成种、 养和加工的适度规模 , 旅游业及其他第三产业

同步发展。在经济模式上 , 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作为主体 , 即鸟身 , 这是开发利用的基础和

前提 ; 将林产加工业作为鸟一翼 , 这是经济腾飞的巨臂 ; 将种植业 (包括养殖业 )作为另一翼 ,

这是经济腾飞的坚强后盾 , 没有这一翼 , 腾飞就没后劲 ; 将整个大市场作为鸟头 , 没有鸟头

就观察不到千变万化的市场风云 , 就会迷失方向 , 就有很大的盲目性 ; 将森林旅游及其他第

三产业作为鸟尾 , 助鸟高飞 , 形成飞鸟型的山区经济结构。 具体可以村、 户投山投劳 , 工厂

企业投资联营开发 , 也可以县、 乡、 村联合开发 ; 与上海、 杭州大厂横向联合 , 共同开发 ,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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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共享 ; 引进外资 , 中外合资开发。 从种植开始到销售为止 , 实行林、 工、 商一条龙 , 举办

股份公司、 集团公司 , 发展一些出口创汇的资源转换型产品 , 逐步达到布局区域化 , 开发系

列化 , 生产专业化 , 减少资源型经济成分 , 增加功能型经济成分 , 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 经

济结构日趋合理 , 形成有九龙山特色的产业结构。

4　开发目标及规划

4. 1　确定功能林业区 , 扩大自然保护区

根据国家对自然保护区提出的 “加强资源保护 , 积极驯养繁殖 , 合理开发利用” 的方针 ,

从确定功能林业区入手 , 将全部林地以小班为单位划为商品性林业、公益性林业和兼融林业。

初步设想将 20%左右面积的林地作为发展商品性林业 , 发展优质、速生、高产、高效林业。将

10%左右的林地划为公益性林业 , 除九龙山自然保护区外 , 主要是险峻的山地 , 珍稀动植物

聚生地 , 上游水源林 , 村庄附近风景林以及护岸林、 护路林等。 采取保护经营措施 , 使其对

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环境生态的维护发挥重要作用。将 70%左右的林地作为兼融性林业 , 采用

传统林业的经营方式实行常规经营 ,长轮伐期和择伐作业 ,森林生态系统相对保持长期稳定 ,

各种生态功能也较强 , 而且充分发挥自然力和森林自我调节恢复功能 , 投资成本低 , 兼顾了

生态经济效益 , 也有益于森林的休养生息。同时将自然保护区划为核心区、 缓冲区和实验区。

九龙山保护区原规划面积 2 000 hm
2 ,通 过 土地 征用 和 林业 部 门内部调整现有国有林

1 220 hm2。除王村口林业站划入的 87 hm2外 , 从集体山林征用的 1 130 hm2都划为核心区。

其余约 700 hm
2
集体山林作为缓冲区 ,山林权属不变。从生物多样性和大型动物的保护出发 ,

现有保护区范围显然太小。 从保护、 利用和发展关系的协调出发 , 拟扩大保护区范围。但又

要从南方集体林区的实际出发 , 采取多种形式来管理自然保护区。初步设想是将保护区扩大

到 26 667 hm
2
, 其中核心区 1 320 hm

2
, 缓冲区 1 347 hm

2
, 实验区 24 000 hm

2
。除核心区和

缓冲区不能经营外 , 实验区内的集体山林 ,在保护区的指导下 , 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管

理方式上采取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 , 即核心区与国有山林由保护区直接管理。 实验区

山林权属不变 , 行政上归当地政府领导 , 业务上归自然保护区指导。对实验区内的珍稀动植

物聚生地设立自然保护小区 , 确定保护动植物种类和名称 , 划定保护地段和范围。如尹家村

的大西坑是浙江省森林植被保存较好的少数地区之一 , 是珍稀动植物的聚生地和模式标本产

地。已知有维管束植物 1 254种 , 脊椎动物 183种 , 大型真菌 170种 , 发现浙江新记录种 127

种 , 大陆新分布属种 1种 , 植物新种 33种。有的生物种是在九龙山保护区内尚未发现的。还

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成片分布。 在龙洋乡西滩村茶园 , 插坑自然村以及陈坑、 杨茂源等行政

村都有面积大小不一的植被保存较完整的地段 , 拟划为自然保护区。为此必须进行细致调查 ,

确定珍稀动植物的聚生地 , 标界立桩 , 以村为单位建立自然保护小区。 落实专职和兼职管理

人员 , 对破坏的植被尽快给以恢复 , 并修订健全九龙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公约。

4. 2　巩固提高现有基地 , 大力发展名、 特、 优新商品基地

巩固造林成果 , 通过集约经营 , 提高林地生产力。 同时要积极进行林种和树种结构的调

整 , 改变杉木比重过大 , 林种树种结构单一 , 效益低下的局面。 重点增加名、 特、 优新经济

林比例。经济林生产要向良种化、 基地化、 集约化和园艺化方向发展 , 走 “一优两高” 的林

业路子 , 形成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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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　扩大蕃薯种植面积 ,增加烤红薯商品量　黄沙腰的烤红薯 (蕃薯干 )是传统的食品 ,近

年来已打入杭州等地市场 , 获利甚高 , 实为大可开发的产品。但目前数量少 , 加工工艺陈旧。

1994年烤红薯只有 80 t。要大力增加种植面积 , “九五” 期间蕃薯种植面积由现在的 130 hm2

增加到 500 hm
2
, 产量由现在的 3 000 t增加到 11 250 t。 2010年蕃薯面积达到 1 000 hm

2
, 产

量达 22 500 t。同时由手工烘烤向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逐步过渡。还应改进包装。需要引进和选

择出产量高 , 适宜做烤红薯的蕃薯品种。 开发蕃薯加工的新品种 , 如薯脯、 葡萄糖、 蕃薯糕

等新产品。

4. 2. 2　增加野菜面积 , 建立原料基地　在大力开发森林蔬菜的同时要增加面积 , 扩大总量 ,

建立原料基地 , 可采取套种 , 林菜结合 , 保留败酱和蕨的野生苗 , 逐年扩大面积 , 轮采轮种 ,

或者在适宜地段人工种植。计划 “九五”期间套种野生蔬菜 1 333 hm
2 ,人工种植 333 hm

2 , 到

2010年野生蔬菜面积达到 3 333 hm
2
。

4. 2. 3　野生药用植物的人工繁殖　九龙山野生药材资源丰富 , 木本药用植物有 250多种 , 有

多种名贵中药材。发展的步骤: 首先 , 要选择好品种 , 以市场需求量大 , 紧销的品种为主。第

二 , 引进与本地品种驯化相结合 , 以本地野生种人工驯化 , 扩大栽培面积为主。 第三 , 长收

获期木本植物与短收获期草本植物结合 , 以见效快和收获早的草本植物为主。“九五” 期间人

工栽培黄连、 八角莲、 红豆杉、 三尖杉、苦丁茶 (大叶冬青 )、银杏等面积达到 333 hm
2 , 2010

年达到 1 333 hm2 , 制成各种成药 500 t。第四 , 生产医药与生产保健品相结合 , 在采制加工

成药的同时生产胶股蓝茶和各种饮料。

4. 2. 4　更换猕猴桃品种 ,扩大人工栽培面积　 “九五”期间力争猕猴桃人工栽培面积达到 67

hm
2
。 2010年达到 333 hm

2
, 使猕猴桃加工有充足的原料基地。

4. 3　大力开发森林系列产品

九龙山丰富的生物物种 , 是山区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 初步设想有 5大类: 即山菜类、 食

药用菌类、 中药材类、香料类和园林花卉类。 5大类产品开发 , 共同要解决的问题是摸清市场

需求动向 , 防止盲目上马 ; 掌握栽培技术要领 , 科学管理 , 集约经营 ; 要有一定的经营规模 ,

形成产品市场 ; 产品要上水平 , 上档次 , 形成地方特色 ; 保护好种质资源 [2 ]。

4. 3. 1　开发森林蔬菜加工系列产品　九龙山野菜种类繁多 , 资源丰富 , 开发潜力很大。有以

幼芽、 嫩苗、嫩叶、 叶柄和嫩梢作食用的叶菜类 86种 , 有以地上茎作食用的茎菜类 28种 , 有

以花和花序作食用的花菜类 18种 , 有以果实和种子作食用的果菜类 10种 , 有以地下部分块

根、 肉质根、 块茎、 鳞茎、 球茎和根茎供食用的根菜类 17种。我们要抓住加工和销售环节 ,

瞄准市场 , 走精加工的外向型产业化道路。计划 “九五” 期间年加工野生蔬菜 500 t , 2010年

加工森林蔬菜达到 1 000 t。其次要选准加工种类 , 如竹笋我们有一定的加工基础 ,外销很畅 ,

可扩大加工总量。 野葛淀粉是加工成系列保健品的原料 , 可大量挖掘加工 , 生产系列保健品

出口 , “九五” 期间年产可达 50 t , 2010年达到 200 t。败酱是城镇居民喜爱的野菜 , 可生产

脱水蔬菜投入城镇市场。 “九五” 期间年加工脱水败酱 50 t , 2010年达到 100 t。蕨菜将嫩叶

脱水保鲜或盐渍 , 做好包装出口 , “九五” 期间年产 100 t, 2010年达到年产 200 t。蕨根茎提

取的淀粉 , 土称 “山粉” , 也可有一定量的生产。百合 , 山区满山遍野都有 , 加工脱水百合 ,

“九五” 期间加工 4 t, 2010年达到 10 t。薜荔、 香椿、 蕺菜、 囊荷、 虎杖和木葱木资源很丰富 ,

宜加工成脱水、 罐装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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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开发野生水果系列　九龙山野生水果资源丰富 ,猕猴桃有 8种之多 ,还有多种悬钩子、

林檎等野生水果。这里野生水果加工也已起步 ,早在 1985年王村口供销社就加工生产过猕猴

桃原汁。这年王村口区收购猕猴桃就达 80 t之多。现在遂昌的圣杰猕猴桃饮料厂生产的猕猴

桃饮料原料大部分来自九龙山区。计划 “九五” 期间年产 1 250 t, 2010年增加到 3 750 t。其

次增加猕猴桃加工品种 , 如猕猴桃果酱、 猕猴桃果酒、 猕猴桃果脯和罐头。 在猕猴桃加工为

主的同时 , 开拓其他野生水果 , 如金樱子、 悬钩子、 寒莓和胡颓子类的加工 , 扩大品种 , 系

列开发。

4. 3. 3　大力发展食药用菌　九龙山有众多野生食药用菌 , 如密环菌、 肥美牛肝菌、 金耳、 银

耳、 木耳等 , 但总的数量少 , 形成商品的更少。这里气候温和湿润 , 完全适宜发展食药用菌。

重点发展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和以天麻、 茯苓为主的药用菌。“九五”期间每年发展袋料香菇

500万袋 , 加之发展天麻、 竹荪、 木耳等食药用菌 , 年产值可达 1 500万元。 2010年后发展香

菇 1 500万袋 , 食药用菌总产值争取达到 4 500万元。在开发的同时 , 增建菇木林基地面积

1 333 hm
2。

4. 3. 4　发展竹木深度加工　改变目前原木进原木出 , 原木进方料出 ,出售原料和半成品的局

面 , 形成生产各种规格的木制文具、 地板砖、 木制餐具、 木珠壁画、 木珠地毯、 竹球套衣、 竹

编茶具、 竹编工艺品、 缝纫机台板、 课桌、 家具及胶合板等产品。在王村口办 1个胶合板厂。

到 2010年竹木加工产值力争达到 5 000万元。

4. 3. 5　开发香料系列产品　与遂昌现有香料开发公司相联合 , 在黄沙腰办 1个香精香料厂 ,

生产食品香精和化妆品香精 , 进行 1～ 2个项目的化妆品生产。到 2010年香料系列产值达到

1 000万元。

4. 3. 6　开发森林昆虫食品　森林昆虫食品是目前国内外餐桌上时尚的美味佳肴 ,是一种具有

营养价值而又有刺激和挑战意味的食品。肉类蛋白质含量为 10%～ 20% ,而昆虫蛋白质含量 ,

蜂为 81% , 蟋蟀为 76% , 蚕蛹为 55% , 蚂蚱为 60%。 据统计有 373种昆虫可以食用。而九

龙山的森林昆虫数量众多 , 已知有 580多种 , 其中有多种可以通过加工制成各种食品。 2010

年后力争创利 50万元。蚁类产品是一种抗癌抗风湿 , 延年益寿 , 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品。利用

蚁类提取物制成的白蚁酒有一定的药效 , 市场销路看好。利用白蚁制成的尉酒 , 0. 5 kg售价

达 40元 , 而 0. 5 kg尉酒只需蚁巢提取物 5% ; 0. 5 kg蚁巢可生产尉酒 10 kg。“九五”期间年

产尉酒 5 t, 2010年达到 50 t。九龙山已知有白蚁 7种 , 利用其提取物制成尉酒、 风湿酒和胃

复灵等 , 经济效益显著。

4. 3. 7　开发野生花卉资源　重点抓杜鹃和兰花的人工繁殖。其次抓树根雕刻及盆景制作。以

外销为主 , 外销内销相结合。

4. 4　开展野生动物驯养繁殖　

野味是时尚食品 , 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美国几年前野生动物产值

已相当于当时美国淡水渔业的年产值。九龙山可开发的野生动物种类也很多。考虑到技术难

度和风险因素 , 近期拟以技术上已解决 , 开发风险较小的种类 , 经过试养后逐步推广。初步

设想办 1个蛇类养殖场。九龙山野生蛇类众多 , 蕲蛇、 眼镜蛇、 银环蛇等可供饲养繁殖。 开

展棘胸蛙、 大蟾蜍等两栖类繁殖及雉类、 画眉、 红嘴相思等食用鸟、 观赏鸟类养殖。 “九五”

期间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值达 100万元 , 2010年达到 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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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1　人工养鹿　鹿茸是贵重的中药材 , 九龙山地区肥草丰美 , 是放鹿的好地方 , 可从外地

引进鹿种进行试养 , 摸索经验 , 然后发展。

4. 4. 2　人工饲养蝴蝶　九龙山蝴蝶种类繁多 , 有许多是珍稀种 , 而蝴蝶观赏价值大 , 是一种

易于饲养的昆虫 , 只要捕捉适量的种质资源 , 即可大量进行繁殖。而且市场走销 , 制作标本 ,

大有销路 , 并与旅游业配套成为旅游产品。

4. 5　发展森林旅游

九龙山有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 森林景观、 人文景观和民风民俗 , 发展前景很大。近期

由于交通及经济条件的制约 , 开发有一定的难度。 随着山区经济的发展 , 森林旅游也应列入

议程。 九龙山旅游可与白马山森林公园和湖山森林公园连成一体 , 开辟旅游线路 , 并与浙江

旅游业 ,特别是浙南旅游线的开辟接轨。初步设想是开辟遂昌城关含晖洞至白马山、湖山 , 沿

乌溪江水库 , 沿江上朔至九龙山再折回遂昌县城的环形旅游线路。对外连接有 3条渠道: 一

是从衢州或龙游县入境 ; 二是从丽水市入境 ; 三是从福建武夷山经龙泉市入境。 这样就可与

浙西、 浙南以及闽北旅游业形成网络。当前主要工作: 一是大力宣传 , 提高九龙山的知名度。

二是保护好景观资源。三是改善交通条件。“九五”期间建设好黄 圩至秀才坑口的简易公路。

黄基坪海拔 1 200 m , 是避暑消夏的好地方 , 目前交通受阻。初步打算 “九五” 期间从龙洋乡

西滩村插坑自然村到黄基坪 ,开通 8 km简易公路。修好保护区内及保护小区内的便道 ,为森

林旅游提供良好的交通条件。四是增添旅游设施。“九五”期间在黄基坪因陋就简新建 5座土

木、 木木、 砖木结构森林别墅 , 共计面积 2 000 m2 , 以便避暑住宿。 2010年在黄 圩新建 1

个 1 200 m
2
的动植物标本馆 , 在黄基坪建 1个狩猎场。

5　开发时空布局

首先是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 , 开发森林系列产品 , 发展木竹深度加工业 , 以充分发挥资

源的优势。在此基础上 , 积累资金 , 增强经济实力和活力 , 紧紧依靠科技进步 , 提高劳动者

的素质和技能 , 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与此同时 , 相应发展旅游业、 商业、 饮食业、 运输业

等第三产业。 在空间上体现乔、 灌、 草多层次结构配置 ; 在时间上设置长、 中、 短 3个收获

期 ; 在土地利用上最大限度地挖掘地下、 地面和地上生产潜力。实行林粮结合 , 林药结合 , 林

油结合 , 林果结合 , 林菜结合 , 林纸结合 , 长短结合。做到以粮促林 , 以林养林 , 以副养林 ,

以短养长。

6　开发措施

6. 1　提高对林业的再认识

要用生态林业的理论 , 重新认识林业。发展林业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 也要遵循自然

生态规律。要正确处理各林种树种的关系 , 森林培育与林产工业的关系 , 长远利益与目前利

益的关系 , 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的关系 , 引进与发展传统产品的关系 , 扩大外延与发展内涵

的关系 , 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只有这样 , 才能使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三同步 , 走出九龙山

发展的新路子。

6. 2　依靠科技进步 , 走高效生态林业之路

在开发九龙山过程中 , 要以科技为先导 , 加强优良品种的引进推广工作 , 推广各种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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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产技术 , 调整树种林种结构 , 增加经济林和防护林的比例 , 调整垂直布局和水平布局 , 因

地制宜 , 合理规划 , 发展区域经济 , 通过上 “短、 平、 快” 项目 , 搞 “名、 特、 优” 产品 , 达

到以名为先 , 以特为主 , 以优取胜。

6. 3　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 坚持依法治林

要认真贯彻执行林业法规 , 坚持依法治林。进一步完善 “三防” 体系 , 加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 加强从业人员培训 , 从根本上保护森林资源。 开展森林资产评估 , 使森林资产进入

保值、 升值、 收益和发展的资产经营循环圈。 其次 , 要把利用开发点从单一的木材资源转移

到整个森林资源系统或林区整个自然资源系统上来 , 充分利用九龙山的资源优势 , 建立与资

源特点相符合的林产加工业 , 形成多元化或多角化的经营 , 增加林业本身的稳定性。

6. 4　建立健全服务体系 , 推动九龙山开发健康发展

主要的是做好产前、 产中和产后服务体系建设。一是树立典型 , 在面上推广。二是保证

物资供应。三是健全技术网络 , 通过技术网络 , 传授知识 , 研讨技术 , 普及各项新技术。 四

是开展综合加工 , 形成产、 储、 加、 销 “一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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