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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orestry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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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uts forward the methods to improve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the forestry 

ecological protection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stry 

ecological protection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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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林业生态防护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对林业生态防护体系的效益

进行了评估，提出了完善林业生态防护体系空间配置的方法，以促进我国林业

生态防护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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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护林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1  管理体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林业生态防护体系建设的管理力度不足，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在林业建设中，政府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导致林业建设规划失衡。部分地区

林业生态防护体系的建设较为完善，但部分地区的建设又相对薄弱。因此，有

关管理部门有必要加强制度完善，对林业建设进行统筹规划。

1.2  林业资源保护力度不足

近些年来，国家和政府不断强调退耕还林，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占耕占林的现象，而且征地面积不断扩大。尤其是一些城市

出现了城郊大面积毁坏山林而在城区内高成本建设绿地的现象。部分省、市为

了发展大型水电、矿业开采等项目，严重破坏了周边的林业资源。有些单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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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大肆破坏林业以谋取经济利益。

1.3  林业生态防护体系建设不足

西部地区等城市正在不断加强绿地建设，但现在却面临着困境。交通便捷、

林业建设便利的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绿化工作，但随着林业生态防护体系建设

的不断深入，林业建设成本不断增加，造林难度也不断加大，导致林业生态防

护体系建设停滞不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林业生态防护体系的空间配置管理，

只有正确的空间配置和林种选择，才能更好地促进林业生态防护体系建设。

2  林业生态防护体系的效益评估

2.1  生态效益

林业生态防护体系的效益主要是指森林的新陈代谢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其

效益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防护作用。二是净化作用。主要体现为对空气

的净化，减少大气污染，有效提高空气质量。三是水土保持作用。森林植被的

根茎在涵养水源、增加降雨量的同时，又减少了雨水对泥土的冲刷。四是调节

气候。森林能够增加降雨量，增加空气湿度，达到调节气候的目的。五是保持

天然基因作用。

2.2  经济效益

防护林体系经济效益的评估要以防护林的生态效益为基础，生态效益越高

则经济效益越高。森林资源可以分为可使用资源和不可使用资源，森林资源中

物种的多样性特点，决定了其价值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

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是指林业防护体系直接满足人们需求的

价值，比如木材、野生动植物等。间接使用价值则是指环境资源被人们利用的

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间接价值，比如建筑森林公园收取的门票费就是间接价值

［3］。二是选择价值。选择价值也就是潜在价值。三是存在价值。就是指林业

体系本身存在对社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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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会效益

生态防护体系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为改善了当地的社会自然条件，对当地

的社会经济状况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林业生态防护体系在宏观上影响着当地的

社会经济发展，也决定着当地人的生活环境，因此，社会效益可以说是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总和。

3  林业生态防护体系建设中的空间配置

3.1  林种结构配置

林业防护系统建设离不开林种的配置和选择，由于不同地域的环境具有不

同的特点，防护林体系的结构配置体现出了地域性的特点。因此，在选择林种

配置方式前要对当地的地貌、泥土特性、气候特点等进行相应的分析，选出最

合适的防护林林种配置方式。比如，据相关研究显示，西北某省的林业防护体

系建设的林种配置结构为 50% 的防护林、45% 的用材林以及 5% 的经济林。学

者通过对长江地区的各项环境状况进行分析后，认为长江地区的防护林体系配

置应该遵循高效多能的原则。

3.2  林业防护体系的林种选择

在确定了防护林体系的结构配置后，就应该要考虑如何选择正确的林种，

对防护林的结构体系进行进一步优化。为了满足林业防护体系的多样性需求，

防护林林种的选择一般以多种树种相混合的方式为主，同时结合乔木、灌木和

草地搭配使用。 林业防护体系建设中林种的选择具有多样性，抗性强、种植面广、

生长寿命长的植被通常会是最佳选择。我国林业生态防护体系建设已经逐渐向

混交林的方向发展，造林的密度也逐渐合理化。比如我国南方丘陵地区就选用

了栓皮和栎柏混交、柏树和马桑混交方式，在此基础上将乔木、灌木和草地进

行资源优化利用，提高了水土保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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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防护林体系的空间配置思路

林业生态防护体系的思路应该具有整体性，通过对坡面和沟道的设计，使

防护林体系趋于稳定。在林业生态防护体系的构建中，应该要充分考虑整个区

域发展的需求，致力于提高区域的森林覆盖率，增强区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的能力。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和社会现状，重点分析防护林各种树种的配置比例，

确保防护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4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生态资源保护的形势越

来越严峻。目前，我国林业生态防护体系建设仍然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林业

资源保护不足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林业

生态防护体系的生态效益，不断地完善林业生态防护体系的空间配置，以促进

我国林业生态防护体系建设的有序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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