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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江北区森林植被景观改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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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多年剧烈的人类生产活动和自然灾害以及病虫害的干扰破坏
!

导致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现有森林总体质量

下降严重
%

采用合理的技术手段对林相进行有效改造
!

是提高该区森林植被综合效益的唯一手段
%

从对江北区森

林资源调查着手
!

首先分析了研究地森林植被的特点及演替规律
%

在此基础上
!

确定了江北区森林植被景观改造

的参照模型
!

并提出了植被景观改造的技术措施
%

通过以上对森林植被景观的改造
!

试图对亚热带森林多效益经

营以及区域性大范围森林植被的改造提供参考
!

同时期望对类似区域的森林植被景观改造提供依据和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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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 森林植被遭受破坏的情况日益加重" 人们对自然森林景观的需求也

日趋迫切+ 近年来" 森林植被景观改造和恢复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学界研究重点之一+ 在国外" 由于森林

植被原有景观基础普遍较好" 因此" 近几十年来森林景观经营技术的研究重点" 主要集中在与采伐相关

联的各个环节对现有森林景观价值的影响上)

!%'

*

+ 在国内" 植被在人为干扰后恢复的研究是群落和生态系

统动态研究的一个热点)

"

*

+ 例如" 陆兆苏等)

+% #

*以南京紫金山风景林为例" 提出了风景林景观改造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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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观点! 包括空间配置" 抚育整形" 更新改造等! 其重点是抚育整形! 包括卫生择伐" 整形伐" 透视

伐" 综合抚育伐等具体操作规程# 冯书成$

'

%总结出包括风景林抚育及低价风景林改造的风景林经营技术

措施# 但新球等$

%

%提出在现代森林景观设计中应遵循功能" 经济" 科技" 信息" 艺术与合理六大原则&

前人研究多集中在景区" 重点风景林等小范围大力度的植被优化理论和技术探讨! 针对以县级行政单位

为优化范围的大区域全面改造优化的研究几乎空白& 因此! 本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森林植被景观

优化为主题进行探索研究&

$

研究地概况与调查方法

!"!

研究地概况

宁波市江北区'县级区(位于浙东沿海! 杭州湾南岸! 其地理位置介于
!(!)#"*"#$*"!"*"*+#,

!

$!$!!""

)-#$$!$!*%""#.

! 全境东西长约
!' /0

! 南北宽
!& /0

! 地域总面积
!&%1'* /0

!

! 最高峰为慈城镇境内小

黄泥尖! 高程为
*%)1' 0

! 最低点位于区域东南端! 海拔不足
$ 0

! 是宁波城区主要的森林资源分布地&

区内分布的森林面积占宁波城区森林总面积的
()2

以上! 是宁波城区的生态屏障和 )绿色氧吧*& 近年

来由于人为生产活动的影响! 多数林地或遭砍伐! 或垦山作为经济林! 造成当前全区大部分林地水土流

失严重! 林相景观质量低下& 因此! 采用合理的技术手段对现有森林景观进行优化改造! 加快森林植被

的演替进程! 提高森林景观质量! 是保护宁波市森林 )绿肺* 生态功能所亟须进行的重要命题&

!"#

调查方法

根据地形图和林业基本图! 对江北区森林采用随机抽样和对坡观测的方法! 沿对坡山脊线对各森林群

落进行总体观测记录! 记录树种分布" 林相特征和林种等数据! 以此为基础划分主要群落类型& 选择有代

表性林分地段! 设置临时样地
$" 0 % $" 0

! 对各个样地进行调查记录& 调查内容包括+ 林分的树种组成"

密度'采用样圆法(" 郁闭度" 林下植被及盖度# 林分生长情况" 生长势" 林木分布情况" 平均胸径" 平均树高

等# 选取典型地段做土壤剖面! 进行土壤分析# 典型地段施工条件+ 坡度" 交通条件" 灌溉条件等&

应用群落学的研究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3456789

对
*&

个样地的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切实

掌握江北区森林资源的分布" 植被群落类型及分布等详细数据! 并以相临的区域近
!& :

未经人工干扰

的林分作为群落参照! 确定林相改造的目标群落&

!

森林植被现状调查与分析

#"!

植被区系组成

江北区森林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亚地带& 其森林植被处于

浙皖山丘青冈
!"#$%&'$()%*+,+ -$'./(

林和苦槠
!(+0()%*+,+ +/$12%*3"$$(

林栽培植被区! 浙北杭州湾两岸"

太湖平原绿化分区与浙闽山丘甜槠
4(+0()%*+,+ 1"21,

林和木荷
5/3,6( +.*127(

林区! 浙东低山丘陵岛屿

甜槠木荷林分区的交界地带 $

(

%

& 毛竹
83"$$%+0(/3"+ *.71+/1)+

林! 茶
!(61$$,( +,)1)+,+

园! 桃
96"-:($.+

*12+,/(

! 杨梅
;"2,/( 2.72(

! 板栗
!(+0()1( 6%$$,++,6(

等经济林分布较多! 林相外观破碎&

研究地区天然植被类型有常绿阔叶林"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及针阔混交林" 针叶林" 灌丛和竹林

等 & 主要阔叶树种有青冈 ! 苦槠 ! 甜槠 ! 枫香
<,=.,:(67(2 >%26%+()(

! 冬青
?$1@ /3,)1)+,+

! 化香

A$(0"/(2"( +02%7,$(/1(

! 白栎
B.12/.+ >(72,

! 茅栗
4(+0()1( +1-.,),,

! 乌饭
C(//,),.6 72(/01(0.6

! 映山红

D3%:%:1):2%) +,6+,,

等# 针叶树种以马尾松
A,).+ 6(++%),()(

和杉木
4.)),)-3(6,( $()/1%$(0(

为主& 人工

植被主要树种有马尾松 ! 杉木 ! 湿地松
A,).+ 1$$,%00,,

! 樟树
4,))(6%6.6 /(6*3%2(

! 秃瓣杜英

E$(1%/(2*.+ :1/,*,1)+

! 喜树
!(6*0%031/( (/.6,)(0(

! 杨梅 ! 柑橘
!,02.+ 210,/.$(0(

! 茶 ! 板栗 ! 桃 ! 李

A2.).+ +($,/,)(

! 梨
A"2.+ *"2,>%$,(

等# 平原地区片林" 林带" )四旁* 树的树种主要有水杉
;10(+1=.%,(

-$"*0%+02%7%,:1+

! 银 杏
F,)G-% 7,$%7(

! 池 杉
H(@%:,.6 (+/1):1)+

! 白 榆
I$6.+ *.6,$(

! 苦 楝
;1$,(

(J1:(2(/1

! 泡桐
A(.$%K,),( >%20.)1,

! 樟树! 广玉兰
;(-)%$,( -2():,>$%2(

! 香椿
H%%)( +,)1)+,+

! 冬青! 金

钱松
A+1.:%$(2,@ (6(7,$,+

! 桂花
L+6()03.+ >2(-2()+

! 棕榈
H2(/3"/(2*.+ >%20.)1,

等& 此外! 区内竹子种类

繁多 ! 分布较广 ! 以毛竹为主 ! 还有淡竹
A3"$$%+0(/3"+ -$(./(

! 雷竹
A3"$$%+0(/3"+ *2(1/%@

! 乌竹

A3"$$%+0(/3"+ M(2,%(.2,/.$(0(

! 哺鸡竹
A3"$$%+0(/3"+ :.$/,+

和水竹
A3"$$%+0(/3"+ 31012%/$(:(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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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现状

由于多年人为生产活动的干扰破坏! 区内原始自然植被已不多见" 现存植被斑块破碎! 在群落组成

和结构上深受人为活动的影响! 次生特点明显! 处于次生演替的初期阶段" 山体占优势的植被多为次生

林! 植被类型主要有马尾松林! 马尾松
!

壳斗科
$%&%'(%(

针阔叶混交林! 以壳斗科植物为主的常绿阔叶

幼林! 冬青
!

枫香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毛竹林# 经济林等$图
)

%" 由于受松材线虫
!"#$%&'()(*+,"$ -.!

)/&'0)"$

的危害! 区内马尾松林正迅速减少! 被马尾松阔叶混交林和阔叶幼林所取代& 保存相对较好的

森林植被多分布在较高海拔! 呈斑块状星散间断分布于水土条件较好! 人为活动较少的地段& 人工林生

长状况不一! 而且树龄差异大$表
)

%"

!"#

森林群落现存问题

!

优势树种单一! 病虫危害及生物灾害严重" 受传统营林模式的影响! 原生植被已经破坏殆尽! 现

存植被中马尾松所占比例大" 但近年来松材线虫病频发! 马尾松大面积死亡! 全区的生态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

"

群落稳定性不高! 林相景观较差" 受松材线虫病影响的马尾松林的快速演变打破了植被群落自

然演替的进程! 产生大量发育不完整的次生林! 林分优势树种不明显! 发育不良! 林分结构简单! 缺乏

层次和变化! 群落外貌单调! 稳定性差! 生态和景观效益差"

#

经济林及竹林水土流失严重" 为追求经

济效益! 区内经济林及竹林多采用精细耕作! 林内几无其他植物生长! 土壤裸露严重! 直接导致了严重

的水土流失"

*

森林植被景观优化方案

#"$

森林植被功能定位及建设目标

江北区所处的地理位置# 经济发展水平及现有森林在宁波所占的独特地位! 决定了其森林植被的功

能须是全方位的" 首先! 江北区建设的森林植被须成为宁波市区的生态屏障! 其生态功能须与宁波市城

市建设以及人居环境的提升相适应& 其次! 作为宁波的北大门! 江北区森林植被的景观价值须得到充分

展现& 第三! 经济林和毛竹林是区内农民重要收入来源! 植被优化建设须兼顾农民利益& 最后! 考虑到

大范围复杂地形的区域型森林植被建设的实际! 所建设的森林系统必须是人工干预少! 能自我健康演替

的绿地系统"

根据以上功能定位! 宁波市江北区森林植被景观改造必须立足于研究地森林植被与环境现状! 以可

持续发展思想为理论指导! 以景观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主要建设目标! 兼顾经济效益! 尊重森林群落自然

演替规律! 合理运用人工干预手段! 促进具有良好景观效果和生态效益的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的发育!

图
+

江北区森林植被类型分布现状

$,&-.( + /,01.,2-1,34 35 53.(01 6(&(1%1,34 ,4 7,%4&2(, /,01.,'1

朱 铨等' 宁波市江北区森林植被景观改造研究
89: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

建立整体森林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机制! 改造的最终目标是构建具备自身健康演替能力的近自然群落景

观林" 在此基础上" 促进林业产业结构调整" 发挥森林综合效益!

!"#

改造技术方案

江北区森林植被景观建设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 #师法自然" 适度干预$" 即通过对天然环境下植

被群落特征的探究" 得出适合于研究地立地的顶极植物群落模型" 然后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自然模型

进行修正" 最终得到更适合于项目建设要求的具备顶极自然群落的稳定性和演替特征的近自然群落模

型" 最后以该模型为指导进行营林设计% 该过程可以概括为 &尊重自然'探索自然(模仿自然(恢复自

然(高于自然$%

在具体营林设计过程中" 综合考虑研究地土壤) 气候等环境因子以及人类的景观需求) 造林施工的

可操作性等各方面影响因子" 确定项目操作区的二级分类系统* 首先根据当地居民和游客对植被景观的

需求将全区划为三级景观工程区" 即景观需求最高的区域全部归入
!

级工程区" 以此类推直至
"

级景观

工程区+图
!

,- 然后在各景观工程区内根据现有植被的差异划分不同的营林作业区- 最后以营林作业区

为单位分别进行各区块的营林设计%

群落类型 面积
'()

! 群落特征

马尾松林
*+,

上层高多为
-!% )

" 平均胸径为
#&!#- .)

" 郁闭度为
"/!!&/,

" 立地较好地段下层种类较多" 常见有

甜槠" 苦槠" 米槠
!"#$"%&'#(# )"*+,#((

" 青冈等- 立地条件较差地段下层多乌饭
-"))(%(./ 0*")$,"$./

"

模幺幺幺幺木
1&*&',$"+./ )2(%,%#(#

" 胡枝子
3,#',4,5" 0()&+&*

等% 受松材线虫危害严重" 马尾松正迅速减少%

杉木林
!#-

多为尚未郁闭的人工幼林" 平均树高约
0 )

% 下木稀少%

三杉林
,*

人工池杉" 水杉和落羽杉
6"7&4(./ 4(#$()2./

林" 多以林带形式出现" 秋色艳丽" 整齐美观%

马尾松阔叶

树混交林
-,%

阔叶伴生种以苦槠" 石栎
3($2&)"*'.# 8+"0*"

为主" 杨梅" 冬青" 红楠
9")2(+.# $2.%0,*8((

" 青冈等种也

常见分布% 上层郁闭度约
&/!!&/1

% 层高约
-!, )

" 马尾松平均胸径多为
#1 .)

以下% 林下更新层和灌

木茂密" 高多为
# )

以上" 总盖度达
%&2

以上%

苦槠林
!#-

多为自然或封育恢复的苦槠幼中林" 林相相对整齐" 第
#

层除占绝对优势的苦槠外" 仅有少量枫香"

石栎" 山合欢
:+0(55(" ;"+;&*"

" 化香等种类的乔木% 群落发育成熟" 乔木层高多为
#-!!& )

" 胸径多

在
#- .)

左右" 密度大于
# &-&

株.
()

3!

" 郁闭度达
&/+

以上/ 由于第
$

层发育较好" 林下更新层和灌

木层稀少" 地被稀疏疏" 盖度多少于
02

%

苦槠栎类林
$-0

乔木层可分为
!!0

个亚层" 第
4

亚层高为
$!!$* )

" 郁闭度
&/-!&/*

" 建群种除苦槠外" 还有化香" 石

栎" 枫香" 山杜英
<+",&)"*'.# #=+>,#$*(#

" 冬青等种类% 第
#

和第
"

亚层以小乔木为主" 高为
-!$$ )

"

郁闭度
&/-!&/,

" 以青冈" 石栎" 白栎" 短柄模包
?.,*).# 8+"%4.+(@,*"

" 黄檀
A"+0,*8(" 2.',"%"

" 化香等以

及杜鹃属
B2&4&4,%4*&%

" 冬青属
C+,7

" 山矾属
D=/'+&)&#

等植物为主% 灌木层有柃木
<.*=" E"'&%()"

"

连蕊茶
!"/,++(" ).#'(4"$"

" 矩形叶鼠刺
C$," )2(%,%,#,

" 马醉木 " 山黄皮
!+".#,%" ,7)">"$"

" 狗骨柴

F('+&#'&*" 4.0("

" 杜茎山
9",#" E"'&%()"

等" 高
&/-!0/& )

" 盖度
-&2!%&2

% 草本层稀少" 主要是蕨

类) 薹草
G"*,7

类与淡竹叶
3&'2"%$2,*./ 8*")(+,

" 高一般在
&/- )

以下" 盖度
-2!$&2

%

青冈类林
!%1

青冈属
!=)+&0"+"%&'#(#

和冬青属等共同构成乔木层" 层高多为
-!, )

% 林分内乔木层植物相对较小%

乔灌分层不明显" 成分趋于复杂多样化%

枫香
"

冬青
"

苦槠林
-1

人工培育的枫香与地带性常绿树种组成的林分" 第
$

层枫香多在树高为
%!$& )

" 胸径多在
$- .)

左

右" 第
!

层冬青占优" 伴生苦槠等种" 更新层和灌木层发达" 以青冈属和柃木属
<.*="

等为主" 盖度

达
%&2

" 地被植物稀少% 林相景观优越%

过渡型落叶

常绿阔叶混

交林

$!$

马尾松纯林受松材线虫危害演化形成" 阔叶更新种类极少" 落叶速生种如构树
H*&.##&%,$(" '"'=*(@,*"

"

油桐
-,*%()(" @&*4((

" 盐肤木
B2.# )2(%,%#(#

" 化香" 毛八角枫
:+"%8(./ ;.*5((

等种类构成林分主体" 乔

木层高仅
0!* )

" 平均胸径多为
- .)

以下" 但密度很高% 林下多大青
G+,*&4,%4*./ ;"()2("%./

" 三脉

紫菀
:#$,* "8,*"$&(4,#

" 栗褐薹草
G"*,7 0*.%%,"

等种类% 该群落外观混杂凌乱" 林分内部杂乱无章%

竹林
$ -!$

以毛竹林为主" 多为精细耕作笋竹两用林" 水土流失和肥料过剩现象严重%

经济林
$ &$$

以梨为主" 还包括茶" 杨梅" 柑橘" 枇杷" 板栗等" 地表缺乏覆盖" 水土流失和肥料过剩现象较严重%

表
$

江北区森林植被群落现状

56789 # :;<<9=> ?>6>9 @A A@<9?> B9C9>6>D@= .@));=D>E D= FD6=C79D G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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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设计方案中! 遵循 "点#线#面$ 层次规划原则! 详做重点景观需求的 "点$ 和以高速公

路% 主干公路等为基础的 "线$ 的规划! 再将这些设计方案推广辐射到全区的 "面$& 落实到具体方案!

即对
!

级景观工程区的各营林作业区进行具体设计! 并以此为示范推广到全区的植被景观建设&

$%!%&

目标群落选择 根据研究区现有植物种类! 区内的目标群落可以定位为以苦槠% 青冈% 石栎等壳

斗科植物为主要建群种的常绿阔叶林! 其伴生乔木种有冬青% 枫香% 化香% 朴树
!"#$%& &%'"'&%&

等& 除

常绿阔叶林外! 区内还将长期稳定存在毛竹林和经济林等人工林种! 这些群落本身并不稳定! 但由于是

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人工活动必然会促进这些群落的长期存在! 因此这些群落的改造主要立

足于经济生产的生态化改造& 以枫香为主要落叶种的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虽然不是区内的顶极群落! 但

该群落林相外观艳丽! 群落结构又相对稳定! 是区内增加植被季相的上佳选择! 可以作为景观林的主体

群落进行有选择的营建&

$%!%!

树种规划 遵循重视乡土树种% 因地制宜% 丰富植物种类! 注重艺术效果和适地适树! 合理搭配

的树种规划原则! 考察各树种的生态学和美学特性! 确定项目区的基调乔木树种
'

种! 分别是苦槠! 青

冈% 冬青和木荷! 骨干乔木树种则确定为枫香! 秃瓣杜英! 银杏! 乌桕
()*%+, &"-%."/+,

! 朴树! 无患

子
0)*%'1+& ,+23/3&&%

和黄山栾树
43"#/"'$"/%) %'$"5/%.3#%3#)

等
(

种' 灌木及小乔木基调树种
"

种! 分别是

映山红! 满山红
673131"'1/3' ,)/%"&%%

! 马银花
673131"'1/3' 38)$+,

! 鸡爪槭
9:"/ *)#,)$+,

! 红枫
9:!

"/ *)#,)$+, )*+; )$/3*+/*+/"+,

! 羽毛枫
9:"/ *)#,)$+,

(

,-../0123

)! 山鸡椒
<%$&") :+-"-)

! 山胡椒
<%'!

1"/)

&

$%4%$

营林作业技术方案 根据 "尊重自然#探索自然#模仿自然#恢复自然#高于自然$ 的植被景观

改造理念! 技术改造思路可以定位为 "封#育#补#造$ 四位一体! 针对不同营林作业区采取不同的营

林作业手段& "封$ 即对现有植被进行封山育林! 使之进入自然状态! 让现有的植被群落按其自身的发

展规律向前进展演替' "育$ 即抚育! 仅通过清理% 择伐% 修剪等少量的人工干预手段促进原有群落的

演替进程' "补$ 即补植! 原有植被基础差! 种类单调! 特别是缺乏建群种的群落是补的对象之一! 另

外! 经济果林% 景观林也需要进行补植' "造$ 即全面造林! 所处地段直接影响研究地形象和整体森林

景观! 原生植被基本破坏殆尽! 立地条件较差的地段重新营造景观林&

!

级景观工程区改造方案见表

!

! 其他工程区的改造则参照
!

级景观工程区根据发行目标具体实施&

'

结论与讨论

由江北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及所处地理位置所决定! 江北区森林经营定位必须是以生态效益为中心!

图
!

景观工程区区划示意图

5-62+/ 4 708/3*1-0 9-*6+*3 :; +/6-:<*=->*1-:< :; =*<9.0*?/ ?+:@/01 *+/*

朱 铨等* 宁波市江北区森林植被景观改造研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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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编号 群落类型 集中分布地段 现有植被及景观概况 改造方案

!$

常绿阔叶林

高速服务区以北段落

沿线两侧! 慈城镇北

侧山脚地段! 荪湖水

库南部两侧山体"

以苦槠和青冈为主的常绿阔叶幼林 !

优势种不明显! 群落发育不完全! 没

有明显乔木层" 外观呈灌木林状"

采取 #育$ #补$ #造$ 结合的方式% 在群

落内部保留苦槠! 青冈! 冬青等基调树种!

伐除基调树种附近阻碍其生长的其他灌木!

局部采取 &补$ 的方式增加色叶和花色骨干

树种% 在群落边缘的山脚沿线采取 &造$ 的

方式建设景观林带%

!!

竹林

五星森林公园!

'$

省

道沿线北侧山体! 英

雄水库周边! 五婆湖

水库南面山体' 慈城

镇西北及东部山体 '

荪湖水库周边%

多为人工笋材两用林! 多划为生态公

益林! 多为深翻耕作! 无地被 ! 有水

土流失现象%

在不影响毛竹产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对竹林

进行套种! 营建生态化毛竹林% 主要措施是

通过 &补$ 的方式套种绿肥植物! 在保持水

土的同时减少施肥量! 建设生态化高效竹产

业%

!(

马尾松阔叶

混交林

高速服务区北侧山

体!

'#

省道慈城镇区

段北侧山体! 宁波绕

城白米湾段山体! 英

雄水库大坝西端! 荪

湖水库南部山体( 慈

城镇区周围山体%

为马尾松群落退化发育而成! 原居于

乔木层的马尾松数量迅速减少! 但仍

是第
#

层的唯一树种% 下层阔叶树种

尚未发育进入乔木层! 上层马尾松长

势差! 阔叶树优势种不明显! 林相外

观凌乱%

以 &育 $ 为主 ! &补 $ 为辅的手段进行改

造% 绕城高速白米湾段山坡保留
!&"!)

株长

势良好的马尾松! 补植枫香和无患子! 其他

区块的清理马尾松的基础上参照
!!#

作业区

方案施行%

!*

马尾松阔叶

混交林

英雄水库大坝东端 !

五婆湖水库北面山

坡! 慈城镇周边山体

零散分布%

该作业区马尾松数量较少! 由于马尾

松淘汰时间比
!!(

早! 因此! 下层植

被发育较好! 苦槠( 青冈 ( 冬青和老

鼠矢等种已经进入乔木层! 初可可见

优势种为壳斗科树种% 但整个群落发

育不完全! 分层不明显! 乔灌及更新

层界线不清! 林内可进入性差%

以 &育$ 为主! 进行少量补植% 对林地进行

卫生伐! 伐除濒死及长势差的马尾松! 同时

清理阻碍苦槠( 青冈( 冬青等基调树种生长

的杂灌和藤蔓! 促进这些树种尽快发育! 形

成成熟的常绿阔叶林%

!)

经济林
区内低海拔地段普遍

分布%

以桃( 杨梅( 茶( 柑橘为主 ! 原有林

地全面复垦! 经济树种下多为精细耕

作! 无地被或地被仅为草本! 有一定水

土流失现象! 非花果期林相景观较差%

以 &补$ 的手段完成生态化栽培% 即在各类

果树下套种作物进行以景观和经济效益为主

要目的的补植% 一是套种野菜和农作物% 二

是套种绿肥%

!'

过渡型落叶

常绿阔叶

混交林

块状分布于慈城镇东

部及东北部山体中上

部( 五星森林公园%

上层发多为高
(") +

的小乔木! 多为

速生落叶种! 下层植被凌乱! 多各类

杂藤荆棘% 林内杂乱! 林相外观差劣%

主要采取 &造$ 的手段! 即对区内进行局部

造林% 以带状清理整地( 廊状造林的方式沿

等高线进行带状清理整地% 以基调树种和骨

干树种造林%

!,

苦槠林
毛力水库周边( 毛坳

村周边山体中上坡%

该区块马尾松淘汰较早! 常绿阔叶林

发育成熟! 是区内发育最完善的地带

性顶极群落 ! 上层苦槠占绝对优势 !

仅有少量石栎( 冬青等伴生种 % 下层

稀疏! 地被稀少! 林下环境较好%

以 &封$ 为主! 全面封育%

!%

枫香常绿阔

叶混交林

五星森林公园( 慈城

镇区北部( 荪湖水库

北部两侧%

第
$

层为枫香 ! 高达
$""$) +

! 平均

胸径约
!)"!" -+

' 第
!

层主要有苦槠(

冬青等% 下层稀疏! 多为柃本属 ( 壳

斗科为主! 林分发育较好! 林内环境

优越林内环境优越! 林相外观优美%

采取以 &封$ &育$ 结合! 以 &封$ 为主的手

段! 仅对林缘及局部游憩林下进行少量卫生

伐! 其主要目的是控制加拿大一枝黄花
!"#$%&!

'" ()*)+,*-$-

的数量! 构建生物安全体系%

表
! !

级景观工程区改造方案

./012 ! .3/45673+ 81/4 76 9:2 12;21 ! 1/4<5-/82 837=2-9 /32/ >74?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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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其他效益的景观生态林! 通过科学的技术手段改造林相" 增加森林的综合效益" 进而带动传统林业

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林业产业现代化势在必行!

本研究在对江北区森林景观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掌握了研究地植被现状特征和在松材线虫影响

下的植被演替规律" 并以此为依据确定了江北区森林植被景观改造的指导思想和建设目标" 提出了提出

#尊重自然$探索自然$模仿自然$恢复自然$高于自然% 的植被景观改造理念" 确立了 &封$育$

补$造% 四位一体的改造措施! 本研究对县级行政区域的森林植被改造提出了以多效高效经营为目的的

森林景观改造方案" 期望对亚热带森林多效益经营以及区域性森林植被的改造提供参考" 并为浙江省普

遍存在的以马尾松为主要建群种的林分改造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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