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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经济林发展的历史
、

现状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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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林业厅�

摘 要 浙江省 气候条件优越
，
经济林资源丰富

，
是我国的重要经济林产区

。

由于

历史原 因
，
该省经济林发展过程曲折

。
���������年

，
全省水果产量从 ��

。

��万 �

上升到��
�

��万 � ，
只增加��

�

���
，
干果也发展缓慢

。
����年以 后

，
由于农村政策

调整
，
经济林得到迅速发展

， ���������年的�� � 间
，
水果产量增长��倍

，
干果增长

��
。

���
，
茶叶和蚕桑分别增长��

�

���和���
。

���
。
目前全省经济林的面积

、

产量和

效益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
文章分析 了浙江省经济林发展的历史原因

、
目前状况

、

成绩与问题
、

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应采取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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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林的资源增殖与开发利用是发展
“
优质高产高效

”
林业的重要内容

，
也是山区人民尽

快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
����年全国山区经济综合开发和经济林现场会议指出

� “
山 区 经济

的综合开发
，
优势在山

，
希望在林

，
突破口在经济林… … ” 。

这是因为经济林是经济效益
、

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高度统一的林种
。

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
，
自然条件优越

，
名特优经济林资源丰富

，
历来是我国的重要

经济林产区
。

改革开放以来
，
经济林得到迅速发展

，
目前经济林面积

、

产量和产值都达到历

史最好水平
。

随着
“
灭荒

”
任务的完成

，
一个以发展名特优经济林为中心的

“
一优两高

”
林业正

在蓬勃兴起
。

本文就浙江省经济林发展历史
、

现状和今后的发展方向与前景提出一些看法
，

欢迎批评指正
。

� 发展经济林的重要意义

�
�

� 经济林物种和品种繁多
，

可以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多种多样产品
。

我国经济树种

有����多种
，
广泛利用和栽培的近百种

。

它们可以提供水果
、

干果
、

工业原料
、

木本粮油
、

木本药材和森林蔬菜
，
其中不少产品还是重要的出口创汇物资

。

�
。
� 经济林生产周期短

，

收效快
，
一旦成林年年有收

，
是山区人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

许

多贫困山区
，
依靠发展经济林迅速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
����年全国林业总产值约 ��� 。亿元

，

而面积不到林地总面积���的经济林产值达到���亿元
，
占林业总产值的���

。
经济林生产先

收稿日期
� ����

一
��

一��， 修回 日期
�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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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县—浙江省临安县
，
依靠发展笋用雷竹和山核桃等经济林

，

使山区经济迅速发展
。

该县经

济林产值由���。年 ����
�

�万元
，

占林业总产值的��
�

��
，
上升到����年�� ���

�

�万元
，
占林

业总产值的��
�

��
，
而经济林面积只占有林地面积的���左右

，
有的尚未投产

。

�
�

� 经济树种种类繁多
，
生态 习性各异

，
可在多种立地条件下因地制宜地发展

。

它们的产品

多数属于无公害的绿色食品
。

许多经济树种树姿优美
，
具有鲜艳花果

，
同时也是重要的观赏

树种
。

�
�

� 发展经济林可以稳定山区人民的收入
，
改变贫困山区往 日

“
穷则砍树

，
人穷 山 光

”
的恶

果
。

所以发展经济林也是保护用材林的重要措施之一
。

� 浙江省经济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
。
� 历史和现状

浙江属亚热带季风区气候
，
因受海洋

、

地貌
、

水系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
形成了春夏

“
雨热

同步
” ，
秋冬

“
光热互补

” ，
适合多种经济树种生长的生态条件

。

该省经济树种资源丰富
，
栽培历

史悠久
，
许多名特优经济树种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

如黄岩和温州的柑桔
，
早在宋代就闻名

于世， 杨梅在唐宋时期就被誉为果中佳品
，
优良品种多出自浙江省

。

此外如奉化水蜜桃
，
余

杭
、

长兴和萧山的梅
，
杭州和黄岩的批把

，
桐乡的携李

，
义乌大枣

，
杭州古荡柿等均久负盛

名
。

在干果中香概为浙江省所特有
，
山核桃资源占全国���以上

。

木本药材山茱英占全国的

���
，
质量为全国之冠

。

丽水地区所产厚朴占全国厚朴产量的�。�以上
。

集药用
、

干果
、

木材和观赏于一身的银杏
，
在第 �纪冰川期以后

，
仅在天 目山区保存下

来
，
所以浙江省是世界银杏的

“
最后天然产地

” ，
拥有许多优良品种

。

由于历史原因
，
���全国一样

，
浙江省经济林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缓慢而曲折的道路

。

本世纪

��年代经济林面积和产量曾达历史最高水平
，
此后由于反动统治加上 日寇侵略的战火毁灭

，

到解放初经济林生产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

解放后的��年代经济林曾得到短时期的恢复发展
，

但从����年以后由于农村政策过左和所有制多变
，
又使经济林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进入缓

慢发展时期
。

直到����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农村政策的调整
，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
，
经济林生产才开始走上迅速健康的发展道路

，
特别是��年代改革开放以后

，
发展更快

�表 �一 ��
。

由表 �可见
，

从����年到����年的�� � 间
，
浙江省水果总产量由��

�

��万 �上升到��
�

��

万 �
，
只增长��

�

�了�
。

除柑桔
、

梨和其他小水果外
，
多数水果呈负增长

，

其中梅
、

杨梅和李

产量下降��
�

���以上 ， 而����年到����年的��� 间
，

水果总产量增长��
�

��倍
，
除梅外所有

水果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

表 �是干果
、

经济特产和
“
三籽

”
类从��年代初到����年的产量变

化情况
。

��年代初到����年除茶叶
、

油茶
、

香樱和山核桃有较大增长外
，

其他如板栗
、

油桐

和乌柏等都有不同程度下降
。
����年到����年

，
蚕茧

、

茶叶和板栗等产量分别增长���
�

���
，

��
�

�。� 和 ���
�

���
，
山核桃缓慢增长

，
而油桐和乌柏继续大幅度下降

，
干果中的香摇也呈

下降趋势
。

从以上不同时期经济林发展动态可见
，

经济林生产的发展
，

首先受政策法令的影响
。

政

策法令符合经济规律
，
就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
生产就发展

，
反之则否

。

其次
，
经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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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浙江省不同时期水果产量

����� � ����������� ���������� �� ��������� �������

不 同 时 期 产 量 �万 � 不 同时期增长幅度��

树 种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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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浙江省干果及其他经济特产不同时期产量

����� � ��� ������ �� ��� ����� ��� ��� 【����� ��������

������������ ����������

不 同 时 期
、
产 量 ��

�� ��������� �������

不 同时期增长幅度 ��

类 别 树 种
���������年�平均� ����年 ����年

���������年�平均�
与����年比较

����一����年�平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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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计叶桐栗框茧茶桃

核

板香山蚕合茶油油乌

济产

干果类三籽类

经特

属于商品林
，
受市场

、

效益和价值规律影响
。

效益高
，
市场竞争力强

，
发展就快

。

像
“
三籽

”

等传统经济树种
，
产量低

、

效益差则大幅度下降
。

再次
，

受投产期长短影响
。

投产早收效快的

水果
、

茶叶等容易发展
，

发展速度也快
，
反之如干果中的香桂

、

银杏
，
即使效益很好

，
也因

投产迟收效慢而发展缓慢
。

进入��年代以来
，

浙江省经济林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
在发展速度

、

建设规模
、

良种化程

度
、

经营水平以及产量和效益等方面
，
都是浙江省历史上最好时期

。
����年全省经 济 林�含

茶
、

桑
、

果�总面积已达��
�

��万 ��
�，
总产值达��

�

���亿元
，
经济林面积占全省有林地面积

的�了
�

���
，
而产值占��

�

����表 ��
，
显示出经济林在林业中以至整个大农业中的地位

。

�
�

� 目前浙江省经济林发展的特点

�
�

�
�

� 经济林在整个造林中的比重逐年增加 ���。 年全省经济林造林面积仅占造林总 面积

的�
�

��
，
到����年经济林造林比重上升到��

�

��
。

在新发展的经济林中墓本上 做 到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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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浙江省
�

�，��年各种经济林特产面积和产值
����� ��� ������ ����� �� ��� ��������� ��������

������������ �� �������� �� ����

面 积 产 盈 产 值 单 位 面 积
英 别 树 种

�万��
�

�万 �

合计�平均�

笋用小竹

总 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亿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值�元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栗框桃杏划茶桐柏

核汗

香板山银合油油乌

茧类叶果干类果三籽类水蚕茶

��
。

�� ���
�

��� ��
�

��� ����
�

�

�为桑园面积
。

板栗和笋用竹面积为造林后保存率及生长较好的林分
，
比各地实际造林数要少

。
浙江省 其�他 有 林 地

���‘年为���
�

��万���，
产值为�

�

�亿元
，
经济中占总有林地��

�

���产值高达��
�

�亿元

为导向
，
大力发展名特优经济林

。

由传统的
“
三籽

”
向名特优发展是浙江省经济 林 的 一 个飞

跃
，
也是林种和树种调整的一个重要成果

。

�
。
�

。
� 由零星分散经营为主向相时集中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从��年代以来

，
浙江省各地因

地制宜地发展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名特优基地
。

如桐庐
、

江山
、

诸暨
、

简县
、

上虞
、

长兴
、

云

和和新昌的板栗基地， 金街盆地的胡抽基地， 临安
、

余杭和德清的笋用小竹基地� 玉环
、

苍

南和平阳的优质抽基地， 浦江和嗓州的桃形李基地， 街县甜柿基地� 义乌和兰溪 的 大 枣 基

地， 等等
。

这些基地的建立为全省经济林的发展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

�
·
�

·
� 良种化程度显著提高 良种是

“
一优两高

”
林业的基础

。

全省在新造林园中
，
梅

、

柿
、

枣
、

板栗
、

葡萄
、

李
、

桃
、

梨
、

笋用小竹和杨梅等基本做到良种造林
，
其中长期以实生苗造

林为主的板栗
，
良种覆盖面在新造林中已达���以上

。

其他如柏
、

胡袖和桃形李等也已开始

选种和繁殖推广
。

�
�

�
�

� 由扭放经营逐步向集约经营发展 浙江省新建立的名特优基地多数经营水平较高
，
出

现了一些科技含量高
、

高产高效的示范点
。

临安县雷竹提早出笋示范户
，
春笋提前到元旦

、

春节期间供应
，
最高 �】����产值达��万元

。
玉环抽和胡抽在一些种植场 ����

�

产量高达�
�

�万

��
。

桃形李最高 ������产量达�
�

�万 ��
，
产值达 �� 多万元

。

街县橄柑基地大面积产量 �
�

�万

�����
一 “ 以上

，
跻身世界柑桔高产行列

。

其次如临安的山核桃和义乌大枣的低产 林 改造 也

取得产量和效益的大幅度提高
。

�
�

�
�

� 由单一的产品生产向产供梢和林工贫一体化发展 经济林作为商品林
，
主要任务在于

提供优质产品
，
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要
“
以优取胜

，
以销促产

” 。

随着经济林基地建立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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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和前景

济林产品的增加
，
各地林业部门都注意培育市场

，
狠抓流通

，

在生产
、

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上

为林农提供系列服务
。

目前全省已建立各类林产品市场���多个
，
在重点产区办了一批加工企

业
。

临安县在山核桃和竹笋方面办了几十家加工企业和交易市场
。

在产品加工和流通中每年

增值 ��� 。万元以上
。

常山县成立了胡袖集团公司
，
形成胡抽生产一加工于销售系列化经 营体

系
，
胡袖年加工产值超千万元

。

黄岩市有��多家以生产柑桔罐头为主的果品加工厂
，
产品远

销 日本
、

东欧
、

加拿大和美国
。

宁波市 �项年出口超亿元的农产品
，
其中属于经济林的有蜜

桔
、

茶叶和笋罐头 �项
。

�
�

� 经济林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浙江省经济林发展成绩巨大
，
形势大好

，
这是客观存在的

，
但从全局和发展趋势来看也

还存在一些问题
。

主要有
�

�
�

�
�

� 林种和树种结构不尽合理
，
有待进一步调整 从林种比例来看

，

经济林占总林 地 的

��
� 。�左右

，
还有不少低丘缓坡的宜林地以及低价值的用材林可以发展或改造成经济林

。

经

济林内部不同林园比例也不合理
。

在��
�

�万���
么
经济林中

，

水果占��
� 。� ，

茶叶占��
�

��
，
桑

占��
�

��
，
低产低效的

“
三籽

”
占��

�

��
，
而干果和木本药材总计只占�

�

��
。

在水果内部柑桔的

面积和产量分别占水果总面积和总产量的��
�

��和��
�

��左右
，
而温州蜜桔等宽皮桔又占柑

桔的��
�

��以上
，
优质耐藏的抽和橙类很少

。

这是近年来柑桔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
。

从水果

的供应季节看
，
秋冬上市水果约占��

� 。�
，
而春夏水果只占��

�

��左右
。

所以水果的淡旺季

将长期得不到解决
。

�
�

�
�

� 经济林的经营水平有所提高
，
但传统的粗放经营习惯还未根本扭转 浙江省经济林的

大面积低产低效和小面积的高产高效形成鲜明对照
。

例如板栗小面积高产 达 ���� ��
�

��
一，，

而全省平均产量仅��� ��
�

��
一�
左右

。

山核桃大面积产量仅��� ��
·

��
一，，
而小面积丰产林高

达 ������
�

��
一 �。

柑桔中的温州蜜桔
、

胡袖和橄柑高产的达 �������������
·

��
一 �，

而

一般的只 有������������
·

��
一 “ 。

油茶一般产茶油只有����� ��
� 】���一 ’ ，

而高产的可达

�����
�

��
一，。

大面积低产的根本原因除品种和立地条件差外
，
最主要的是管理粗放

。

在新发

展的板栗和大枣基地中有不少由于选地不当和管理粗放而难以成林
。

�
�

�
�

�
“

良种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良种化包括良种的选
、

引
、

育
，
良种的繁殖 推 广

，
良

种的搭配和良种区域化
。

目前有些珍贵树种如山核桃
、

杜仲
、

厚朴和桃形李等尚无经鉴定的

良种供推广， 胡抽
、

袖和银杏等虽有良种
，
但繁殖跟不上

，
种苗生产混乱

，
使目前造林的多

数还是混杂苗木， 不少树种是异花授粉并有花粉直感现象
，
但往往大面积单一品 种 成片 种

植
，
导致产量和质量下降

，
如板栗

、

抽类
、

李类果树就是如此
。

良种是有地方性的
。
因此品

种的区域化试验和规划尚需进行
。

此外
，
在种苗生产和流通过程中

，
以假乱真

，
以次充好的

现象还时有发生
。

�
�

�
�

� 产品加工仍是薄弱环节 果树经济特产的生产发展
，
必然带来加工业的繁荣

，
而后者

又回过头来促进生产的发展
。
巴西及美国年产柑桔分别为����万 �和���万 �，

由于���以上

用于加工
，
所以并未出现过剩

，
而我国人口是他们的 �� �倍

，
年产柑桔仅���万 �左右

，
已

经出现过剩现象
。

品种结构不合理
，
加工跟不上

，
产品保鲜能力差是主要原因

。

近年来浙江

省在干水果的加 工 方 面虽有起色
，
但总的来讲企业规模小

，
技术落后

，
管理不善

，
效益不

高
，

有的甚至连年亏损
。

像上市集中
，
又不耐贮藏的杨梅

、

柑桔等常因产品积压腐烂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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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损失
。

� 浙江省经济林的发展方向与措施

发展经济林应 以市场为导向
，
发展名特优产品

，
走

“
一优两高

”
的商品林道路

。

具体地讲

就是调整结构
，
推广良种

，
推行以基地建设为主的多种经营形式， 发展产业

，
培育市场， 变

粗放经营为规范化栽培� 做好产前
、

产中和产后的全程服务
。

�
�

� 调整结构
，
确定发展重点

根据浙江省的实际情况和经济林发展趋势
，

省林业厅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建设木本粮食
、

珍稀干果
、

山地水果
、

珍贵药材和森林蔬菜五大墓地
，
新造林��

�

�万 ��
�，
平 均 产 值����

元
·

��
一 “
的规划 目标是正确可行的

。

�
�

�
�

� 有计划地发展 山地水果 ��年代以来全省新发展的水果���以上是在低山丘陵 和 沿

海滩涂
，
今后仍将如此

。

根据市场情况和栽培效益
，
应大力发展优质袖

、

橙
、

胡抽和桃形李
，

因地制宜地发展杨梅
、

批把
、

柿和枣等
。

袖为我国特产
，
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

。

抽果大
，

味美
，
耐藏

，

营养丰富兼有药效
，
鲜食加工均宜

，
市场价格和效益高于一般宽皮桔数倍

。

浙

江省新发掘的永嘉香袖
、

苍南四季抽
、

舟山佛香抽和玉环袖都有广阔的发 展 前 景
。

胡抽抗

旱
，
耐寒

，
高产

，
适宜鲜食和加工

，
是浙江省特产

，
品质优于国外葡萄袖

。

橙特别是脐橙可

以在东南沿海和金衡盆地择地发展
，
以填补浙江省空白

。

桃形李结果快
，
产量高

，
�月份水果

淡季应市
，
适宜低山丘陵地发展

。

杨梅是浙江第二大水果
，
良种资源丰富

，
品质优良

，
耐膺

薄
，
四季常绿

，
生态效益和观赏价值都很高

。

�
�

�
�

� 大力发展干果和非耕地木本根食 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干果供不应求
，
价格居高不下

，

主要是干果产量低
，
发展慢

。
����年到����年世界水果增长���以上

，
我国水果增长 �倍多

，

浙江增长 � 倍
，
而干果只分别增长 �� �

， “ �和���，
大大低于水果增长速度

。

从人均占

有量看
， ����年世界人均有水果�� ��

，
人均干果仅 �

�

�� ��， 全国人均有水果 �� ��
，

浙江

����
，

而干果不到�
�

����
。

山核桃和香概为浙江特产
，

板栗以产大果栗闻名于世
，
三者均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目前

山核桃发展速度不快
，
香桃产量还停留在南宋时水平

，
对这一珍稀干果的恢复和发展

，
应引

起林业部门的高度重视
。

�
�

�
�

� 积极发展木本药材和森林蔬菜 以银杏
、

山茱黄和厚朴为主的珍贵木本药材
，
一直发

展缓慢
。

木本药材加干果面积只占经济林总面积的�
�

��
。

银杏是集干果
、

药用
、

木材
、

观赏

和科研于一身的最重要经济树种
。

近年世界出现银杏热
，
国外银杏开发年产值高达��亿美元

以上
，
而我国占有世界���的资源

，
年产值不到 �亿人民币

。
����年 �月在南京由国家科委

主持的银杏产业发展会议上提出
� “
发展银杏是利在当前

，
惠及子孙的跨世纪工程… … ” 。

浙

江是重点银杏产区
。

在第 �纪冰川以后
，
银杏仅在天 目山区保存下来

，

所以不论从经济
、

政治或

科研角度来考虑
，
都应把银杏作为浙江经济林的重点来抓

。

竹笋
、

香椿等无污染高纤维含量

的蔬菜发展前景广阔
，
应重点发展

，

同时要注意木本森林蔬菜的选利
，
和立体经营

。

�
�

� 要搞好发展规划

发展经济林首先要根据本地区条件
，

扬长避短
，
统筹安排

，

作出规划
。

第一
，
要考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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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和前景

地自然条件
，
如气候

、

土壤
、

地貌和原有资源
，
确定种什么树种和品种能高产优质

。

其次
，

要考虑当地的交通
、

劳力
、

财力
、

加工能力和市场容量等经济条件
，
发展什么品种有高的效

益
。

规划要从时间和空间上作出安排
，
要有项目

、

目标
、

措施和资金保证
。

规划一经确定就

不能轻易因人变动
。

�
�

� 狠抓良种

要选定适合当地发展的优良树种和品种
，
把好苗木关

。

基地造林的苗木来源
，
采购人员

要记录归档
，
责任到人

，
防止假苗或劣苗上山

。

出现问题要追查责任
。

�
�

� 加强管理
，
规范栽培

品种良种化
，
栽培规范化

，
产品标准化

，
这是当前世界经济林发展趋势

，
也是创名优产

品的根本措施
。

名优产品只能来自良种
。

名优产品必须在外观
、

色泽
、

风味
、

大小和成分等

方面有自己的标准
。

要保证这些标准的达到
，
必须有规范化的栽培技术

，
如施肥

、
整形修剪

、

保花保果与疏花疏果
、

病虫害防治以及采收期的确定等
。

要根据不同品种的生物学特性
、

当

地的立地条件和产品标准
，
分别制定规范化的栽培技术

。

还要注意产品的分级
、

包装
、

保鲜

和贮运等一系列产后措施
。

�
�

� 抓好典型
，
以点带面

目前浙江各地出现的科技示范乡
、

示范村
、

示范点和首长试验村等
，
目的都是抓典型

。

示范点一定要高标准
、

高科技含量及较高的投入
，
出高效益

。

通过抓点取得 经 验
，

树 立 榜

样
，
以指导和提高面上的工作

。

没有点就总结不出好经验
，
没有面就形成不了规模

、

产业和

效益
。

抓点是手段
，

带面是 目的
。

浙江诸暨的板栗星火示范林
，
常山胡抽示范林

，
临安的雷

笋早出高产示范点及山核桃低产林改造示范林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
�

� 抓好产前
、

产中和产后的服务工作

产前服务主要是帮助生产单位或农户提供信息
，
制定规划

，
提供良种

，
搞好 造 林 与建

园
。

产中服务主要是技术指导
，
科技培训

，

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
。

要把生产者由休力型变为

智力型
，
使他们掌握规范化栽培技术

。

产后服务主要是加工增值
、

产况
�
流通

、

产品保鲜和贮

运等方面的技术服务和信息提供
。

�
�

� 增功�科技投入
，
加强科学研究

经济林是科技含量较高的林种
，
只有依靠现代农业技术才能提高产量

、

质量和效益
。
近

几年
，
浙江的科技工作者对经济林的研究有所加强 【 ’ 一 ” 〕，

但许多生产问题还有待于边生产边

研究来解决
。

根据浙江具体情况
，
今后要特别加强品种更新和 良种区域化研究

，
干果的丰产

稳产和低产林改造研究
，
新发掘的名优特产品种化

、

产品标准化和栽培规范化研究以及产品

的加工保鲜研究
。

参 考 文 献

黎章矩
，
钱莲芳

，
李泽 民

，
等

�

山茱英嫁接技术研究
�

浙江林学院学报
， ����，

����
� ��。����

王 白坡
，
仰新 民

，
包根潮

，
等

�

中国樱桃授粉结实与果实发育的研究
�

浙江林学院学报
， ���。 ，

�� ��� �����

黎章矩
，
钱莲芳

，
李泽民

�

山茱英结实规律与保花保果技术研究
�

浙江林学院学报
， ��，�， ����

� �“ ��拍

王 白坡
，
钱银才

，
沈湘林

，
等

�

实生梅开花结果特性研究
�

浙江林学院学报
， ����， ����

� ����

钱莲芳
，
黎章矩

，
池方河

，
等

�

银杏硬枝扦插与器官发生
�

浙江林学院学报
， ����， ����〕� �������

黎章矩
，
钱莲芳

，
钱光林

�

山核桃保花保果技术研究
�

林业科学
�

���
， ������ �������



���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 ��卷

胡超宗
，
张建明

，
胡明强

�

宙竹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

浙江林学院学报
，
����

，
����

� �������

方伟
，
何均朝

，
卢学可

，
等

�

雷竹早产高效栽培技术
�

浙江林学院学报
， ����

，
�����

， �������

任钦 良
·

香极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

经济林研究
， ����，

����
�
�����

严 流春
，
徐木水

，
张震海

�

常 山胡袖开花结果习性
�

浙江林学院学报
， ����，

�����
�
�����

斯金平
，
姚荣明

，
陈德标

，
等

�

厚朴人工林生物耸的研究
�

浙江林学院学报
， ����

，
�����

� �������

播心平
，
斯金平

，
刘饶

，
等

�

厚朴播种育苗密度
�

浙江林学院学报
， ��，�，

�����
�
�������

郭维华
，
童品璋

，
王 正森

，
等

�

板栗合理采收的研究
�

浙江林学院学报
， ����

， �����
�
��一���

黎章矩
，
高林

，
王 白坡

，
等

�

浙江省名特优经济树种栽培技术
�

北京
�
中国林业出版社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记欣������ ������� ��� ����� ����

‘

衅��� ��� ����������� �� �������� ����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 ��� ������� �� ���������� ���������� ����

·

���
�

�������
， ������� ������� ������

， �之��������
���

，
������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