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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探讨

邓坤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对青藏高原林业资源现状 、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分析表明 , 本区具有林业资源丰富 , 可利用价

值高 ,但资源分布和质量比较差的特点 。要促进该区林业资源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走以保护为

主 ,植物 、动物和微生物综合开发和管理之路 。

关 键 词:青藏高原;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S757.2 文献标识码:A

1 前 言

林业上最初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其原意为“永续作业”或“永续利用” ,是森林经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森

林经理学科最初是由欧洲的林学家们在 17世纪创始的 , 德国人在 18世纪开始了以法正林 (Normal fo r-

es t;Norm alw ald)为中心的森林经理学科理论研究 ,后来推广到瑞士 、奥地利及法国等国家 ,最后推行到世

界各国 。其最终目的是森林的采伐量不能大于生长量 , 以及保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林业小业主的木材简

单再生产和尽可能取得最大利润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 , 森林的效益不仅仅是局限在木材效

益 ,而是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及其环境 。林业的最大效益不仅从生产木材的简单效益来衡量 ,因而扩大到了生

态 、经济和社会环境等综合效益。追溯历史 ,林业是研究资源可持续发展最早的行业 。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

与进步 , 如何合理地利用有限的森林资源 , 使其不但为当代所用 , 还应该不断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 成为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因此 ,依托青藏高原的林业资源 , 研究与探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

青藏高原位于我国西南边陲(E78°～ 110°,N 21°～ 39°),以其高大而雄伟被誉为“世界屋脊” 。这里山高

谷深 , 海拔高差非常悬殊(差别 7 000m 以上), 气候变化异常 , 特殊而复杂的自然环境孕育着世界上较为丰

富的动植物及中药材等林业资源 。本区域也是黄河 、长江 、澜沧江 、怒江和雅鲁藏布江的发源地 ,森林资源对

以上河流中下游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保障作用 。本区由青海 、西藏 、云南和四川等省(区)

组成 ,土地面积 289.86万 km
2 ,人口 1.6429亿 。

2 青藏高原林业资源现状及其评述

2.1 林业用地

据统计 ,全区林业用地面积为 6 235.91万 hm
2(表 1),占全国林业用地面积的 23.7%,其中林分和疏林

面积分别为 2 315.84万 hm2和 626.69万 hm2 , 占全国林分面积及疏林面积的 20.40%和 34.80%;灌木林

和无林地分别为 1 755.63万 hm2 和 1 281.04万 hm 2 ,分别占全国灌木林及无林地的 59.10%和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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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林果和苗圃面积分别为 152.59万 hm
2
和0.76万hm

2 ,其中苗圃仅为全国苗圃的 6.7%。全区森林覆盖

率为 12.79%(四省平均数)。人均占有林地 0.153hm2 ,比全国平均水平(0.114hm2)多 34%,其中西藏人均

森林面积为 3.145hm2 ,是全国人均森林最多的省(区)。

2.2 活立木总蓄积量
全区的活立木总蓄积量为 412 177.82万 m 3 ,占全国活立木总蓄积量的 38.4%;其中林分蓄积量为

367 125.08万 m3 ,疏林蓄积量为 25 165.55万 m3 ,分别占全国林分和疏林蓄积量的 40.40%和 46.20%(表

2),这是我国目前森林资源最多的区域 , 其资源总量位居全国区域第一 ,人均蓄积量达 231.38m3(四省平均

表 2 青藏高原森林总蓄积量资源

Tab le 2 T otal s torag e o f fo rest reso ur ces in Qinghai-Tibe t P lateau

(单位:万 m3)

项 目 林分蓄积量 疏林蓄积量 散生木蓄积量 四旁树蓄积量 活立木总蓄积量 人均蓄积量(m3)

西藏 123 105.84 1 967.88 1 107.35 25.07 126 206.14 900.8

青海 2 959.97 448.54 35.37 243.41 3 687.29 6.24

云南 110 528.18 13 588.95 10 949.17 1 574.31 136 640.61 28.84

四川 130 531.09 9 160.18 2 977.58 2 974.93 145 643.78 11.87

合计 367 125.08 25 165.55 15 069.47 4 817.72 412 177.82 -

占全国% 40.40 46.20 19.50 14.51 38.40 -

邓坤枚:青藏高原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探讨

表 1 青藏高原林业用地资源概况

T ab le 1 S i tua tion o f land use rela ted to fo res try resou rces in Q inghai-T ibet Plateau

(单位:万 hm
2)

项 目
林业用地

面积合计

有林地

面积

林分

面积

疏林

面积

灌木林

面积

经济林

面积

苗圃

面积

未成林

造林地

无林地

面积

竹林

面积

森林覆盖率

(%)

西藏 840.20 396.37 396.20 24.93 398.29 0.59 0.03 0.27 20.31 - 5.84

青海 287.54 25.01 24.65 11.58 160.00 0.36 0.08 4.80 86.07 - 0.35

云南 2 435.97 940.42 860.28 316.19 406.40 67.66 - 28.31 744.65 12.48 24.58

四川 2 672.20 1 153.18 1 034.64 274.01 790.90 83.98 0.65 23.41 430.01 5.92 20.37

合计 6 235.91 2 514.98 2 315.84 626.69 1 755.63 152.59 0.76 56.79 1 281.04 18.40 12.79

占全国% 23.70 18.81 20.40 34.80 59.10 - 6.70 8.00 17.49 4.70 13.92

注:西藏的数据为控制线以内的数据。以下相同。

表 3 青藏高原各林种面积及蓄积量资源

T ab le 3 S torag e of va riou s fores t resou rces and the area of variou s types of fo rest

(单位:万 hm
2 ,万 m

3)

项 目
用材林 防护林 薪炭林 特用林

面积 蓄积量 面积 蓄积量 面积 蓄积量 面积 蓄积量

西藏 262.43 87 833.16 130.94 34 645.37 0.72 57.02 2.18 570.29

青海 3.32 322.82 21.09 2 621.16 - - 0.24 15.99

云南 571.92 66 154.95 179.92 25 718.11 45.10 2 974.05 63.34 15 681.07

四川 670.90 73 724.60 346.41 53 719.88 1.29 6.62 16.04 3 079.99

合计 1 508.57 228 035.53 678.36 116 704.52 47.11 3 037.69 81.80 19 347.34

全国 8 492.86 674 338.69 1 607.29 177 797.70 428.86 6 916.74 334.81 49 663.58

占全国% 17.76 33.82 42.21 65.64 10.99 43.92 24.43 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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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全国平均水平(8.622m3)的 26倍多 。其中西藏人均多达 900m3 ,云南人均为 28m3 ,四川人均为 11m3 ,

青海最少 ,只有 6m
3 。

全区用材林面积虽然只占全国面积的 17%多 ,但蓄积量达 228 035.53万 m
3(表 3), 占全国总量的 1/3

以上 ,防护林的面积及蓄积均占全国总量的 40%以上 ,特别是其蓄积量达 116 704.52万 m
3 ,几乎占全国该

项总量的 2/3 ,薪炭林的蓄积量也占全国总量的 43%以上 。充分表明本区独特的森林资源优势。

研究表明 ,青藏高原森林资源的年龄和面积结构不合理(表 4),中龄林 、近熟林及成熟林的比重偏少 ,过

熟林的蓄积量太多 ,不利于资源本身的永续利用 。

2.3 经济林资源
经济林资源包括果树林 、粮食林和食用油料林等 , 本区的种类主要有苹果 、梨 、桃 、香(芭)蕉 、板栗 、菠

萝 、葡萄 、杏 、桑 、李 、柑桔 、柚子 、文冠果 、芒果 、核桃 、花椒 、橡胶 、油桐等 。1995年全区经济林面积为 70.27万

hm
2(表 5 、表 8),仅占全国经济林果总面积(1 481.45万 hm

2)的5%。其中 ,四川果树林的面积最大 ,达 30万

hm
2 ,云南 13万 hm

2 。1995年经济林总产量为 284.52万 t ,仅占全国总产量(4 323.43万 t)的 6.6%(表 5),

油料林为 8.82万 t ,仅占全国总产量的 10.3%,是全国经济林最少的区域 。但本区集中了我国热带 、亚热带

和温带等区域的经济林种类 ,品种丰富 ,种类繁多 。

2.4 野生动 、植物资源
(1)植物资源主要包括药用 、淀粉 、油料 、纤维 、单宁(鞣料)和珍稀植物资源等 。本区是全国药用植物资

源丰富的区域之一 ,据统计 ,除具寒温带 、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的许多药用植物种类外 ,还有一些极其珍贵的

药材种类 。例如 , 名贵药材虫草 、 妇科良药西藏红豆杉 (Tax us al lichia na)、 云南红豆杉

表 4 青藏高原各林龄林种面积及蓄积量资源

T ab le 4 A rea and s tor age of v ario us ty pes of fore sts w i th di f fe ren t age

(单位:万 hm
2 、万 m

3)

项 目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过熟林

面积 蓄积量 面积 蓄积量 面积 蓄积量 面积 蓄积量 面积 蓄积量

西藏 17.97 715.10 28.56 3 880.83 31.44 6 140.71 151.16 44 325.50 167.14 68 043.70

青海 5.60 396.57 9.73 1 031.01 3.36 529.96 3.92 545.04 2.04 457.39

云南 306.57 14 898.57 223.16 23 395.58 121.37 16 288.94 117.02 23 551.71 92.16 32 393.38

四川 254.59 4 755.85 276.58 18 525.09 122.56 14 809.47 202.40 42 529.71 178.51 49 910.97

合计 584.73 20 766.1 538.03 46 832.5 278.73 37 769.1 474.50 110 951.1 439.85 150 805.4

全国 4 133.3 102 317.6 3 613.1 266 034.2 1 106.1 122 142.1 1 268.9 220 370.9 742.4 197 851.8

占全国% 14.15 20.30 14.89 17.60 25.20 30.92 37.40 50.35 59.25 76.22

表 5 青藏高原经济林资源概况(1995年)

T ab le 5 S i tuat ion of econo mic fo rest resou rces in Q inghai-T ibet Plateau

(单位:万 hm
2 、万 t)

项 目
果树林 粮食林 食用油料林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青海 0.57 2.68 - - 0.055 0.02

西藏 0.09 0.56 - - 0.30 0.074

四川 30.14 213.41 2.91 2.51 13.018 2.97

云南 13.53 53.24 3.91 3.30 5.75 5.753

合计 44.33 269.89 6.82 5.81 19.123 8.818

全国 715.04 4 039.5 187.45 198.53 578.957 85.396

占全国% 6.20 6.68 3.64 2.93 3.30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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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un nanen sis)、雪莲(S a ussurea i nvolucr ata)、治疗高血压的萝肤木(Ra uwol f ia vert ici llat a)及有

抗癌疗效的美登木(Mayten us hookrei)、消炎杀菌良药小蘖 , 还有天麻 、贝母 、七叶一枝花(Paris poly-

p hy lla)、红景天 、大黄 、黄连等 。

淀粉植物以栎(Quer cus sp.)类的面积最大 , 据统计其总面积达 373万 hm
2 ;另外 ,还有菝葜属的菝葜

及葛藤属等种类。油料植物以核桃数量最大 ,乔松和华山松等的种子含油率也较高 。纤维植物常见的有滇藏

荨麻 、西藏荨麻 、珠芽荨麻;滇东瑞香 、长瓣瑞香、滇结香 、罗布麻 、枸树以及云杉属 、冷杉属和松属等种类 。鞣

料(单宁 、“烤胶” 、树脂(胶))植物资源有橡胶 、漆树 、油桐 、川西云杉 、高山栎 、合欢 、桦木属 、杨属和西藏红杉

等 。据统计 , 1995年油桐和生漆产量分别为 13万 t和 685万 t ,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 33%和 23%。此外 ,本

区的野生药用和食用菌类资源较多 ,常见的药用菌有猴头菌 、灵芝菌 、茯芩等;食用菌有营养美味的松茸 、鸡

油菌 、猴头菌 、羊肚菌 、黑木耳 、草菇 、獐子菌等 。

(2)青藏高原也是我国野生动物种类较为丰富的区域 。据有关资料 , 属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的有大熊猫 、

亚洲象(Elep has m a xim us)、虎 、滇金丝猴 、灰叶猴、长臂猿 、野耗牛 、野牛 、云豹 、雪豹 、野驴 、长尾叶猴 、白

唇鹿 、苏门羚 、藏羚羊 、盘羊、绿孔雀(Pako m ut icu)、红腹角雉等 。属国家二类及三类重点保护的动物有棕

熊 、水獭 、猞猁 、兔狲 、马鹿 、麝 、藏马鸡和黑熊 、石貂 、豹猫 、岩羊 、血鸡 、鹦鹉等 。

3 青藏高原林业资源特点及其评价

3.1 森林资源丰富 ,但分布不均 ,水平和垂直分异突出
本区林业用地面积虽然只占全国总量的 23.70%, 但活立木蓄积量占全国总量的 38.4%;有林地面积

为 2 514.98万 hm2 ,虽不及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3 833万 hm2),蓄积量却达 412 177.82万 m3(表 2),比东

北地区(362 874.8万 m3)多 13%以上 ,位居全国区域资源的第一位 。但据遥感信息和实际调查分析 ,森林资

源的空间分布不均 ,主要分布在水热条件较好的南部 、西南部及东南部等地 。

从水平分布而言 , 东南部以昆明、四川的攀枝花和西昌为中心 , 东到云南的宣威 , 南到个旧 、景谷 , 西到

保山 , 沿澜沧江北上至西藏的东南部 , 北到四川的石棉等地 , 以云南松林和思茅松林为主;在东南部和西部

的边界地带分布有亚热带和热带的常绿阔叶林及山地雨林(西双板纳和波密 、察隅等地);在成都平原西部

和南部地带分布着针阔叶混交林;从成都平原西部边缘往南至泸定 、木里至云南的宁莨 、维西一线以北的广

大地区 ,以云 、冷杉林 、高山松林 、柏木林等山地针叶林以及疏林 、灌木林等为主。森林植被基本上分布在海

拔 100(云南河口)～ 4 400(4 500)m 地带 ,但在西藏东南部的昌都以西和以北地区 ,森林植被主要分布在海

拔 2 700 ～ 4 400m 地带 ,海拔2 700 ～ 3 400m 以疏林灌丛为主 ,只在湿润的沟谷可看到小块状分散分布的森

林;从本区的东部往西 ,依次分为马尾松(Pin us m assoni ana)林 、杉木(Cu nn ing ham ia lauceolata)林 、

云南松(P.y un nanen sis)林 、思茅松(P.kesiga Rogle ex Gord(A.chev.)gau ssen)林 、暗针叶林以及常绿

阔叶林(含雨林)等 ,呈块状分布在金沙江 、澜沧江 、怒江流域及雅藏布江的支流两岸 。在云南东南部的西双

版纳 、金平河口和西藏东南部海拔 350m 以下分布有热带雨林 ,海拔 350 ～ 1 000m 为热带季雨林 ,海拔

1 200m 以上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 。

位于西藏东北部的洛隆边坝 、嘉黎 、比如等县 ,林线海拔高达 4 600m ,树线达 4 700m ,是我国亦是世界

森林分布上限最高的地区 。其中 ,海拔 150 ～ 3 300m 多分布有热带雨林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马尾松林 、杉木

林 、云南松林 、高山松林(P.den psa ta)及少量杨(Pop lus sp)、桦木林(Betu la sp)等;海拔 3 300 ～ 4 100m

大多分布为云 、冷杉林和高山栎林;海拔 4 100 ～ 4 500(4 600)m多为柏木林 、云杉 、冷杉林及高山杜鹃灌丛

等 。

3.2 生物多样性丰富
青藏高原独特而复杂的自然环境孕育着种类丰富的植物物种资源 , 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丰富

的区域之一 ,特别是云南和西藏两省(区)的热带雨林和季雨林 ,因其林内种类繁多 ,结构非常复杂 ,故有“植

物王国”之誉 。仅西藏的种子植物就有 5 766种 ,隶属 208科 1 258属 ,其中木本植物约计104科 363属1 498

种 。常见的乔木建群种类有桑科千果榄仁 、天料木 、大叶藤黄 、杜英等;以及马尾松、杉木 、云南松 、高山松 、华

邓坤枚:青藏高原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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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松(P.arm and i)、粗枝云杉(P.aspr atae)、川西云杉(P .bal four iana)、丽江云杉(P.l ik iangen sis)、

林芝云杉(P.var .l iki angensis)、麦吊云杉(P.brachy ty la)、紫果云杉(P.p ur pur ea)、鳞皮冷杉(Abies

squam ata)、黄果冷杉 (A.ernesti i)、怒江冷杉(A.n uk ian gensis)、乔松 、西藏红杉(Lar i x gri f f ithi-

a na)、大果红杉(L.pota nin ii);以及大果圆柏(Sabi na tibetica)、垂枝柏(S.recur va)、滇藏方枝柏(S.

wal lichia na)、川滇高山栎(Quercus qu if oliodes)、黄背栎(Q.pa nnosa)、高山栎(Q.sem icar pi foli a)

等 。珍稀树种有西藏红豆杉 、澜沧黄杉(Pseudotsuga or restii)等 。林下灌木和草本等种类也较丰富 。总之 ,

本区森林具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多样性。

3.3 资源可及率低 、质量一般
从卫星遥感及实地资料看 , 本区的森林绝大多数分布在交通不便的高山峡谷地段 , 可及率平均在 20%

左右 。成 、过熟林的活立木蓄积量达 161 756.96万 m3 , 占全区总蓄积中量的 39%,中 、幼龄林的蓄积量为

67 598.65万 m
3 ,仅占 16.4%(表 4),这样的林龄结构不利于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 。全区森林资源的自然年

枯损量达 1 680万 m
3(不含西藏),单位面积的蓄积量属于中上等水平(表 6)。

3.4 森林资源消耗现状分析

根据资料及典型调查分析 , 全区近年来的森林资源年均总消耗量为 7 822.25万 m
3 。 而年净生长量为

9 465.13万 m
3(表 7), 森林资源年消耗量与年生长量基本保持平衡 ,年生长量大于消耗量 ,有所盈余 , 但个

别省如云南的森林资源年赤字已达 234万 m3 ,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

3.5 林业资源发展趋势预测及分析
森林木材产量的可持续发展预测是根据高原地区森林的蓄积量状况及其生长率的关系 , 利用改变后的

复利公式:

Zn =Z 0(1+a)n -狖A [(1+a)n -1]/a狚

式中 , Zn 为 n 年后的森林资源;Z 0为现有森林资源;a 为森林资源净平均生长率;A 为森林资源年消耗

量;n 为间隔年限 。本式不含今后人工造林的数量 。

经计算 , 2010年和 2015年青藏高原地区森林资源将从现在的 412 177.82万 m3 发展到 1 301 806万

m3 和 1 597 486万 m3 。可以预料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下 ,青藏高原的森林资源将得到持续发展 。

根据经济林产品产量的增长呈一元线性回归的特征(表 8),对 2005 ～ 2010年的经济林产品产量进行了

预测 。采用下列方程进行拟合:

Y F =a +bx i (1)

Y G =a+bx i (2)

YO =a+bx i (3)

式 1 ～ 3中 , Y F 为果树林产量;YG 为粮食林产量;Y O 为食用油料林产量;a 、b均为参数;i 为2005 ～

表 6 森林蓄积量资源与其它地区比较

Tab le 6 Comparison o f s torag e of fores t resou rces w ith o ther re gio ns

项 目 青海 西藏 四川 云南 全区 全国

蓄积量(m3/ hm2) 120.0 286.0 126.0 128.0 165 89.0

蓄积量占全国% 0.34 11.76 13.57 12.73 38.40 -

全国排序 25 4 2 3 1 -

表 7 森林资源年均消耗量与生长量概况

T able 7 S ituat io n of annual av erage consump tio n and increm ent of fores try resou rces

项 目 青海 西藏 四川 云南 全区 全国

年均净生长量(万m3) 67.52 1 930.95 3 177.70 4 288.96 9 465.13 41 912.35

年均净消耗量(万m3) 32.79 462.05 2 803.65 4 523.76 7 822.25 31 992.37

消长对比(万m3) 34.73 1 468.90 374.05 -234.80 1 642.88 9 9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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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青藏高原经济林产量(1990 ～ 1998年)

T able 8 S i tuat ion of econo mic fo rest resou rces

(单位:万 t)

项 目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果树林 161 187 197 237 240 274 287 252 -

粮食林 1.73 2.72 4.63 4.79 5.43 5.81 4.59 6.69 -

食用油料林 6.02 5.92 6.89 7.12 8.32 8.80 - - 8.75

2010年 。根据以上 3式拟合的结果列于表 9 。

经计算 ,青藏高原 2005年 , 果树林总产量可持续发展能力将达 418万 t , 粮食林达 11万 t , 木本油料林

达 13万 t;到 2010年 ,全区水果的持续发展能力将达 501万 t ,粮食林将达 14万 t ,大宗木本油料林将超 15

万 t 。

4 青藏高原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 , 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干扰 , 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恢复和治理成效不显著 , 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

化 ,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4.1 森林植被生态系统脆弱

青藏高原既是一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区域 , 同时也是森林植被很贫乏区 。主要表现在该区具有全国近

40%的活立木蓄积量 ,但是 ,森林覆盖率仅为 12.79%(四省平均数),特别是在西北部的青海和西藏两省 ,其

森林覆盖率仅为 0.35%和 5.84%。许多地区过伐过牧严重 ,造成荒山遍地 ,河水浑黄 ,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

环境严重恶化 ,有些地方人畜饮水都很困难 。

4.2 只采不育 ,苗圃建设落后 ,更新造林任务艰巨
由于森林经营单位以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以“大木头挂帅” 、“竭泽而鱼” 、“只采不育”或“只造不管”的

经营方式 , 使有些地区如二十年前经营比较兴旺的云南中甸 、四川川南和西藏昌都等林业局已采完周围及

邻近地区的森林。过去遗留的采伐迹地 、宜林地等已达 1 280万 hm2 ,有的迹地因天然更新效果不良已沦为

牧地 。另外 ,全区苗圃仅 0.76万 hm2 ,如此少的苗圃根本不能满足更新造林对苗木的需要 。

4.3 经济(果木)林生产管理粗放 ,技术力量薄弱
本区经济(果木)林除云南和四川在油料林和果树林的发展较好之外 , 存在着盲目引进 、技术力量薄弱

和生产管理粗放等问题 ,造成有些果树种类产量低 、品质差 。据有关资料 ,云南的低产果树林面积占 40%以

上 ,其他省也不例外 。此外 ,经济林苗圃不足 ,苗木短缺 ,特别是优良品种的苗木短缺严重 ,也直接影响发展

规模 。

4.4 薪材耗量大 ,资源浪费严重
青藏高原是我国煤炭储量很少的区域 , 全区绝大多数的乡镇居民以木材为燃料 , 从我们在西藏昌都地

区六县的实地调查表明 ,薪材年耗量为 22.65万 m
3 ,占 56.6%,云南和四川两省薪材的消耗也较大 ,而且云

南省森林资源已出现赤字(表 7);森林资源的相当部分是被烧掉的 ,并且大多数烧的是云杉 、冷杉 、柏木 、高

表 9 方程(1),(2),(3)参数与相关系数估计值

T able 9 E st ima te d para meter s and co rrela te d coef f icien ts for equat io ns(1),(2)and(3)

项 目 a b 相关系数(r2) 标准差 F检验

果树林(Ff) 16.413 -32 489.50 0.832 19.534 29.649

木本粮食林(Fg) 0.574 -1 140.53 0.757 0.861 3 18.68

食用油料林(Fo) 0.419 -826.904 0.832 0.555 2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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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栎等好材 。可见 ,资源浪费严重 。

4.5 林副产品开发利用程度低 、经济效益差
本区域的林副产品种类丰富(特别是云南 、西藏和四川),品种较多 ,品质名贵(如松茸 、虫草 、贝母等),

具有当地特色及发展潜力的 “松茸”等深受日本等客商青睐 , 市场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 , 已逐步形成拳头

产品 ,1995年仅西藏昌都地区松茸和木耳产量就达 136.8t和 15t ,但大多为原料出售 ,经济效益不高 。另外 ,

在产品采收期 , 全民动手无保护性地掠夺式采摘等 , 严重破坏产地的生境条件 , 影响资源的产量与持续利

用 。

5 青藏高原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与措施

5.1 坚持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重的原则 ,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含网络体系)
青藏高原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应以营林为本 , 充分依托科学技术 ,贯彻保护性开发的方针 ,适应市场

需求 ,调整林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 ,深入持久地开展多种经营和综合利用 ,谋求协调 、平衡和有序的发展 ,保

持林业作为本区支柱产业的地位 。因此 ,在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时 ,应考虑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三者并重

的原则 。要从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观点出发 , 处理好森林资源的培育 、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 ,做好可持

续发展规划 ,建立森林资源生态系统网络体系 ,以便掌握科学管理信息 ,发展生态型林业 。

5.2 坚持以短养长 、长短结合 、资源永续利用的原则发展林业
森林资源的生长周期长 , 见效慢 , 在保护森林的同时 , 要大力发展生长快 、效益好的经济林和开发见效

快的林副特产品 , 选育和引进适合本区生长的良种 , 建立母树林、种子园和采穗圃 , 扩大苗圃 , 发展育苗造

林;也可开展森林旅游 ,对资源充分利用 ,推动林业内各产业的同步发展 ,才能获得以短养长 、长短结合的成

效 。

5.3 推广先进的实用林业科技新成果 ,增加林产品的科技新含量 ,增强发展后劲
林业的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引进与大力推广科技成果 ,在林副产品的开发利用中 ,必须进行

生物技术运用与创新;在天然林的保护和林种 、树种结构调整以及苗圃基地的建设中 ,应注重生物技术和工

程技术相结合(例如松茸和虫草的人工繁育技术以及优良速生丰产树种的选育等),使林业科技尽快转化为

生产力 ,达到以科技兴林的目的。

5.4 做好天然林保护和生态工程建设 ,走综合发展之路
青藏高原是长江 、黄河 、澜沧江和怒江的发源地 , 由于森林资源过度采伐 、导致水土流失 , 生态平衡失

调 ,不法之徒非法偷猎野生动 、植物 , 致使珍稀特有物种濒临灭绝 , 为了保护珍稀动 、植物资源 , 建议建立大

规模的自然保护区 , 以保护动植物的生态系统多样性 。一方面要做好天然林的保护 ,退耕还林还草 , 乔灌草

结合 ,做好速生丰产林的培育 ,并积极参与治理环境的生态工程建设(如长江 、黄河 、澜沧江中上游地区防护

林体系建设工程等)。另一方面 , 由于禁止采伐天然林 ,森工企业可以通过合法手续到周边资源丰富的国家

去采伐与进口部分所需木材 ,搞加工企业 。同时 ,应加大林下产品(如松茸 、虫草 、贝母 、灵芝 、茯苓等)人工繁

育研究和深加工产品的比重 , 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和力度 , 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 使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向贸

易 、效益型转变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

5.5 搞好经济林开发利用 ,增加非木材产品的经济效益
本区宜于发展经济林的“三荒”土地资源有 100多万 hm

2 , 若加上最近退耕还林还草的面积 , 为全国各

区之首 。建议对老弱 、退化严重的低产林(园)地进行改造 ,改种名特优品种 ,选育好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良品

种 ,提高质量 ,如云南可发展热带水果和粮食林及油料林基地 ,四川可多发展油料林和粮食林基地 。在青海

东南部的黄河谷地和藏东南的“三江流域”谷地 ,发展有稳定效益的优质苹果和梨以及柑桔基地。

5.6 节省和扩大薪材 ,增加生态和经济效益
全区薪材的消耗量占资源总耗量的 50%左右 , 不解决能源性森林资源消耗问题 , 保护森林和改善生态

环境的目的就难以实现 。故当务之急和最有效的措施是推广可节柴 15%～ 20%的“省柴灶”;其次是培育速

生丰产的薪炭林增加薪柴;三是以电和太阳能代柴 。总之 , 节材是保护森林资源 ,增加生态和经济效益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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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措施之一 。

5.7 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积极兴办林业
在全国退耕还林还草的形势下 ,发展林业需要国家 、集体 、个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要大力发展造林 、护

林等林业户 、林业村 , 实行谁投资 , 谁受益的政策 , 也可推行股份制 ,多渠道筹集发展林业的必需资金 , 在争

取国家投资的同时 ,努力挖掘全民的潜力 ,鼓励全社会办林业的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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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resource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DENG Kun-mei
(In s ti tu te o f Geo 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 ral Resou rces Research , CAS , Beijin g 100101, Ch ina)

Abstract:Based on analy sis on cu rren t sta tus , char acterist ics and developing tendency
of fore st ry resources in Qinghai-Tibe t P la te au ,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abun-
dant fo rest ry resources w i th high value o f ut iliza tion in the reg ion , bu t they poo rly
dist ributed w i th low qu ality .I nteg ra ted resources e xploi tat ion and management along
w i th pro tec tion are e ff icient w ay fo r the re gion to kee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Qingh ai-Tibe t P la teau;fo rest ry resources;sustainable developm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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