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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全面了解广西植被资源保护现状、受威胁原因及保护空缺,为制定广西植被资源保护策略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全面收集广西植被资源信息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和空缺分

析,揭示植被资源保护现状及受威胁原因。【结果】植被保护成效显著:建立了较完善的植被保护法律、法规体

系,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78 个,面积达 1 45.90 万 hm2,占广西国土面积的 6.1 7%;这些自然保护区保存

了广西 40 大片原生性最好的天然阔叶林,保护了广西 90%的野生动植物种群和 80%以上的森林植被类型,保
护了全区 1 9.8%的自然湿地和 70%的重要湿地。植被保护现状:天然植被退化的严重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

到有效遏制,一些特有、珍稀植被资源尚未得到有效的保护,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对天然植被保护的约束压力加

大,天然植被缩小、人工植被扩大,植被的生态功能下降。植被受威胁的原因主要是:人口过快增长、城市化和土

地开发、森林火灾、病虫害、气候灾害、桉树人工林的无序发展、湿地开垦与污染等。植被保护空缺仍然较大,有

6 6 种森林、17 种竹林、72 种灌丛、45 种草丛、120 种水生植被尚未得到有效保护。提出了广西植被资源保护的重

点区域和重点保护类型。【结论】广西植被资源基本得到保护,但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尖锐,构筑国土生

态屏障和经营优质生态资产的任务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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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is paper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the reasons of threat-
ened and the gaps of conservation in Guangxi vegetation resource.【Methods】The current sta-
tus,threatened reasons and conservation gaps in Guangxi vegetation resource were summarized
through field survey and literature collection.【Results】There were 78 nature reserves in Guan-
gxi with a total area of over 1,45 9,000 hectares,accounting for 6.1 7% of the region's total are-
a.These nature reserves possessed protected area for 40 natural broadleaf forests,90% wildlife,

80% vegetation types and 1 9.8% natural wetlands of Guangxi.However,there were vegetation
types of 6 6 forests,1 7 bamboo forests,72
shrubs,45 grasses and 1 20 wetlands,which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protected.The main threats
or constrains were human disturbance,habitat
degradation,forest fires,pest and disease,wet-
land reclamation and water pollution,and disor-
dered development of eucalyptus plantations.
【Conclusion】The current results provide scientif-
ic referenc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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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egetation resources and biodiversity in Guangxi,which will be helpful to enhance our under-
standing of Guangxi vegetation.
Key words:vegetation resources,threats,protection gaps

  【研究意义】植被资源既是人类衣、食、住、行的物

质基础,也是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的基石。研究和

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植被,更好地利用和管理植被资

源成为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紧迫任务[1,2]。【前人研

究进展】有关植被(以植被为检索词)的文献报道浩如

烟海,仅论文数量就有 8 万篇以上,但是对于省级尺

度植被资源保护及受威胁原因分析的文献却寥寥无

几。学者们只专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却忽略了生物

多样性赖以生存的植被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的保护。
【本研究切入点】虽然许多学者对植被组成与分类、植
被类型与分布、植被恢复与重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

探索[3~8],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保护区植

被保护与研究方面。关于全广西植被资源保护状况、
受威胁原因和保护空缺分析的报道仍是空白。【拟解

决的关键问题】全面总结广西植被资源保护成效,系
统分析植被资源受威胁的现状及其原因,在植被保护

空缺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广西植被资源保

护的重点区域和重点类型,为制定广西植被资源保护

策略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1 广西植被资源保护现状

1.1 形成了较完善的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植被保护法。然而我国政

府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

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条例[9],其中包括《森林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草原法》、《野生

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森林和野

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国家珍稀濒危植

物名录》等。1994 年 6 月,经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

同意,原国家环境保护局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10],之后,我国政府又先

后发布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 6 ~
2010 年)》[1 1]、《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12]、《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纲要》[1 3]和《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

用规划纲要》(2006~2020 年)[14]。201 1 年,经国务

院常务会议第 1 2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实施《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 1~2030 年)[1 5]。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也分别在自然保护区、湿地、水生生

物资源保护等领域发布实施了一系列规划和计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先后颁布实施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环

境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广西壮族自

治区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广
西壮族自治区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地方法规,自
治区政府制定、颁布了《关于加强广西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工作的通知》、《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管

理办法》、《北仑河口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行

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编制了《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和

建设规划》以及林业、农业、水土保持等专项生态环境

建设规划,完成了《广西生态功能区划》等工作。目

前,已初步形成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相

结合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法律体

系,极大地促进了森林植被资源的保护。

1.2 自然保护区建设较快发展,为天然植被保护提

供保障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天然植被最基本、最经

济、最有效的方法。广西是我国建立自然保护区较早

的省(区)之一,自 1 9 6 1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立

广西第一个自然保护区———花坪自然保护区以来的

50 多年间,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截止

20 1 2 年底,广西已建立的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

保护区 78 个,面积达 1 45.90 万 hm 2,占广西国土面

积的 6.1 7%。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8 个,面积

34.72 万 hm 2;自治区级 48 个,面积 87.28 万 hm 2;
地市级和县级 1 2 个,面积 23.90 万 hm 2。按照国家

自然保护区分类标准统计,广西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

护区 43 个,面积 1 1 4.48 万 hm 2,在广西各类型自然

保护区中居首位,其面积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

78.46%;野 生 动 物 类 型 自 然 保 护 区 1 9 个,面 积

20.05 万 hm 2,占 1 3.74%;野生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3 个,面积 5.99 万 hm 2,占 4.1 1%;海洋和海岸生态

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 3 个,面积 1.38 万 hm 2,占

0.95%;地质遗迹类型自然保护区 5 个,面积 6 2.00
万 hm 2。这些自然保护区保存了广西 40 大片原生性

最好的天然阔叶林,保护了广西 90%的野生动植物

种群和 80%以上的森林植被类型,对天然植被资源

保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实施国家和自治区重要湿地及湿地保护区

建设,有效改善湿地生态功能。开展了国际和国家重

要湿地生态系统监测调查,编制了多项有关法规,积
极保护了湿地植被;目前已建立 6 个湿地保护区,保
护了全区 1 9.8%的自然湿地和 70%的重要湿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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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湿地得到较好的保护。

1.3 林业重点工程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天然植被

的保护和恢复

  国家林业局于世纪之交把所有林业工程根据主

导功能及目标的属性整合为 6 大林业重点工程,即天

然林保护工程、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环北京地区防沙治沙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

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和重点地区以速生丰产用材林

为主的林业产业基地建设工程[1 6]。广西除天然林保

护工程和环北京地区防沙治沙工程外,全面实施了防

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野生动植物

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和林业产业基地建设

工程。

  长期以来,广西坚持不懈地开展造林绿化工作,
先后实施了沿海防护林体系、防沙治沙、珠江流域防

护林体系、平原绿化、退耕还林、石山地区封山育林工

程等一系列林业生态工程,成绩显著。199 1 年底消

灭了森林资源“赤字”,1994 年消灭宜林荒山,199 7 年

全自治区基本实现绿化达标。据 20 1 0 年广西森林资

源连 续 清 查 第 八 次 复 查 结 果,全 区 土 地 总 面 积

23 7 6.0 万 hm 2,其中林业用地面积 1 5 2 7.1 7 万 hm 2,
占 64.27%。林业用地中,有林地面积 1 1 1 6.38 万

hm 2,占 7 3.10%;疏 林 地 面 积 2.88 万 hm 2,占

0.1 9%;灌木林面积 243.12 万 hm 2,占 1 5.92%;未
成林地 32.65 万 hm 2,占 2.14%;无立木林地面积

6 5.87 万 hm 2,占 4.3 1%;宜林地面积 6 6.27 万 hm 2,
占 4.34%。201 3 年,广西森林(含国家特别规定灌木

林)覆盖率为 6 1.80%,居全国第 3 位。

1.4 实施重点公益林补偿政策,重点公益林得到有

效保护

  2001 年,广西根据国家林业局的要求完成森林

分类区划界定,并列入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

点省区。2004~2006 年,广西开展了自治区级以上

重点公益林区划,区划为自治区级以上重点公益林面

积 5 1 8.3 万 hm 2,约占林地面积的 3 6.65%。其中国

家重点公益林面积 383.8 万 hm 2,占 74.0%;自治区

级重点公益林面积 1 3 5.5 万 hm 2,占 2 6.0%。2010
年,广西开展了完善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共完善区

划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面积 547.24 万 hm 2,占国土

面积的 23.03%,其中国家级公益林 482.36 万 hm 2,
自治区级公益林 64.88 万 hm 2。公益林分布范围涉

及 1 43 个单位,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5 个,区直

国有林场 1 3 个(含热林中心),市直国有林场(圃)11
个,县(市、区)104 个。这些公益林主要分布在岩溶

地区(占 5 6.3%)、江河源头和沿岸(占 2 7.1%)、自然

保护 区 及 世 界 遗 产 地(占 8.1%)、水 库 周 围(占

5.0%)和中越边境沿线(占 2.9%)[1 1]。据 20 1 1 年的

监测[1 1],重点公益林蓄积年增长率为 5.5 6%,群落结

构完整或较完整的面积占 9 5.7%,平均蓄积增加

4.6m 3/hm 2、生物量增加 3 t/hm 2,林分郁闭度提高

0.02,水源涵养功能增强,土壤保育能力提高,物种多

样性的丰富度增加,植被实现正向演替。

1.5 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广泛开展,保护区管理能

力有所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多次对大行政区域进行了

综合资源考察,同时也对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分

布、数量、生态环境等进行了专项调查。20 世纪 80
年代初,广西开始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科学考察,进入

新世纪以来,又对十万大山、大明山、岑皇老山、大瑶

山、九万山等数十个自然保护区进行了综合科学考察

或专项调查;201 1 年 6 月,在环保部的统一部署下,
广西环保厅与自治区林业厅、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自
治区海洋局、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自然保护区基础调查的通知》,启动全区自然保

护区基础调查工作,为摸清广西天然植被资源家底和

分布情况,开展积极有效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可靠的

科学依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合作,
实施了“中国国家造林项目”(1990~1 9 9 6 年,造林面

积 7.5 万 hm 2,投资 1 82 60 万元,其中世行贷款 1 2 90
万美元)、“广西综合林业发展和保护项目”(199 5 ~
200 1 年,造林面积 7.0 万 hm 2,投资 2 7441 万元,其
中世行贷款 1 9 80 万美元)、“贫困地区林业发展项目”
(199 9~2004 年,造林面积 5.64 万 hm 2,投资 3 323 3
万元,其中世行贷款 2200 万美元)[1 7],以及“中国广

西珠江流域治理再造林项目”、“中国广西西北部地区

退化土地再造林项目”等碳汇项目[1 3],先后与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等国际组织和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建立了多

种形式的交流与科技合作,完成中澳桉树科技合作项

目、中日绿化合作海防林示范项目、中日石漠化综合

治理项目等,为我区植被资源保护事业和生态建设引

进了技术、管理经验和项目资金,并培养了大批专业

和管理人才。

1.6 全社会保护植被意识和法律极大提高,一批保

护区进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各级政府逐步重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

区建设的发展,自然保护区工作被摆上政府议事日

程,为保护区建设和植被保护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

策;广大人民群众也自觉参与到自然保护区和植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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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实际行动中来,自觉保护天然植被。在加强自然保

护区管理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初步推广社区共

管机制,培养了良好的社区关系,为保护区发展创造

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00 年被接纳为

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成为广西首个

纳入“人与生物圈”的保护区。201 1 年 6 月,地处桂

林兴安县境内的猫儿山自然保护区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纳入世界生物

圈保护区网络。这是广西第一个森林生态系统和全

国第 28 个生态系统被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2 植被资源受威胁的现状

2.1 天然植被退化的严重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

有效遏制

  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有稳

定、适宜的自然环境和植被资源。经过长期不懈的努

力,广西自然植被保护与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初步

建立起以自然保护区为主,兼具生态公益林和森林公

园的网络体系。但从目前我区自然保护区、生态公益

林和森林公园建设所覆盖的区域和范围来看,还有许

多生态脆弱区域、重要植被类型、重要湿地没有纳入

保护范围,盲目开发导致自然保护区被蚕食、天然植

被资源锐减或破碎化、湿地干涸及污染等情况仍十分

严重。大多数自然保护区范围过小,野生动植物栖息

地破碎,导致食物链结构不完整,并受周边工农业生

产活动的剧烈影响,致使天然植被恢复缓慢。加上生

态系统退化,水土流失,洪涝或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

等现实,使天然植被资源难以得到有效保护。这表明

我区天然植被资源保护还存在空白和欠缺,还未达到

布局合理、功能齐备、优势互补、效益显著的要求,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

素,甚至在有的地方已威胁到当地人民赖以生存与发

展的环境。

2.2 一些特有、珍稀植被资源尚未得到有效的保护

  由表 1 可以看出,自然保护区在地理分布上存在

不平衡,在经济发达、人口和环境压力较大的东部地

区,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偏小,且彼此分散;而在人

烟稀少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保护区数量多面积大,使分

布于东部和南部的植被类型没有达到有效的保护。
例 如,分 布 于 南 部、西 南 部 地 区 的 擎 天 树

(Parashorea chin en sis ) 林、 海 南 风 吹 楠

(Horsfie ldia hainanen sis )林、华 南 坡 垒(Hopea
chin en sis )林、米老排(Mytiaria laosen sis )林、红鳞

蒲桃(Syzygium hancei )林、血胶树(Eb erhardtia
aurata )林、广西青梅(Vatica guangxien sis )林以

及沿海地区的角果木(Ceriop s tagal )林、银叶树

(Heritiera littoralis )林,分布于东部地区的格木

(Erythrophlocum fordii )林、橄 榄 (Canarium
al bum )林、紫荆木(Madhuca subquin cunciatis )林
等天然林几尽遭滥伐,绝大多数地段已沦为残次疏

林,甚至仅存个体散生于其他林中,这些植被类型的

保存与发展仍然受到较严重的威胁[5]。

2.3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天然植被保护的约束压力

加大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广西经济社会

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与自然植被保护的矛盾

凸现,特别是北部湾经济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

对土地资源需求显著增加,对森林植被的影响极大。
例如,在“十一五”期间,广西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

8000 亿元左右,开工和续建铁路 2 9 条,区内建设里

程 3 300km;开工和续建高速公路 3 9 条 3400km,新
建成 1 2 3 5km,建成总里程达到 2 5 74km;全区新增公

路 3.95 万 km,总里程达到 1 0.18 万 km,基本实现

地级市通高速公路、县县通二级以上公路、乡乡通油

路和村村通公路。城镇化加快推进,城镇化率达到

40.6%,城镇人口突破 2000 万人,城镇建成区面积增

加到 2 1 9 7km 2,城市道路 1 万 km 以上[18]。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沿海现代重化

工业布局加快形成,填海造地对海岸植被构成严重威

胁。根据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纲要[18],将加快发展高速铁路,规划建设项目 38
项(其中在建项目 2 1 项),建设规模 5000km(其中续

表 1 广西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分布

Table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reserve in Guangxi

项目
Item

东部
East

西部
West

南部
South

北部
Nouth

中部
Middle

合计
Total

数量 Number(no.) 5 32 1 4 1 7 1 0 78
比例 Proportion(%) 6.41 41.03 1 7.95 2 1.79 1 2.82 1 00.00
面积 Area (hm 2) 55 608.7 6 74500.4 1 6 2840.8 47 1 1 48.7 77887.3 1441 9 85.9
比例 Proportion(%) 3.86 46.78 1 1.29 32.67 5.40 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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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2 500km)。到 20 1 5 年,铁 路 营 运 里 程 达 到

5000km 以上,铁路网密度为 2 1 0km/10000km 2,全面

进入高铁时代。还将加快推进国家和地方高速公路

网规划项目建设,建设项目 43 项(其中在建项目 24
项),建设里程 46 60km(其中续建里程 2 600km)。到

20 1 5 年,公路总里程超过 1 1.5 万 km,公路网密度为

48.5km/10000km 2,其中高速公路新增 3 500km,通
车里程 6000km 以上。显而易见,这样大规模的公

路、铁路、城市化建设对天然植被的压力是严峻的。

2.4 天然植被缩小,人工植被扩大,植被的生态功能

下降

  根据广西第 6、第 7 和第 8 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

(表 2)可以看出,广西天然林面积减少,人工林面积

增加的趋势十分明显,2000 年广西的天然林面积为

3 5 7.41 万 hm 2,到 20 1 0 年减少至 22 9.72 万 hm 2,减
少 3 5.73%;相反,人工林面积由 2000 年的 6 24.50
万 hm 2 增 加 到 20 1 0 年 的 886.66 万 hm 2,增 加

41.98%。人工林特别是短周期人工林的迅速增长,
引起天然植被的数量减少,导致植被生态系统的生态

服务功能下降。

2.5 自然保护区和天然植被保护管理能力严重不足

  我区天然植被的保护主要依赖于自然保护区和

生态公益林区,但是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公益林区的管

理体系十分薄弱,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基层管理和执法

队伍,特别是在一些天然植被资源相对丰富的边远地

区和部分自然保护区,至今还没有设立起专业保护管

理机构。即使已建立起专门保护管理机构的地区,保
护管理人员少、素质不高、科技手段落后、管理水平低

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有的区域保护规划不落实,资源

调查监测和科学研究等基础工作难以开展,甚至还存

在资源本底不清的问题。保护管理力量的严重不足,
导致执法力度不够,毁林开荒、乱砍滥伐、山火频繁的

情况仍然十分严重。由于管理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
对部分自然保护区盲目开发监管不力,自然保护区土

地不断遭到侵占、蚕食,天然植被受到各种人为活动

的剧烈干扰。

2.6 自然保护区和植被保护与建设投入严重不足

  由于财力有限,广西对保护事业的资金投入远远

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导致保护基础设施普遍落后,许
多亟待开展的基础工作,如资源调查、科学研究、山林

巡护、行政案件查处等无力实施或开展的规模、标准

达不到要求。特别是植被资源科学研究和监测机构

不健全,科研和监测专业人员严重不足,缺乏应用型

研究,资源调查和监测不能为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服

务,给宏观决策带来困难。

3 植被资源受威胁的原因

  植被资源的可持续性与林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林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从来都是与特定的社会发

展阶段相联系的。不同时期,社会对林业的主导需

求,决定着林业的主要特征和社会属性。林业属性的

实质性改变,主要取决于经济和政治环境,以及由此

而决定的认识水平[1 9]。林情服从或服务于国情,是
历史的必然。当前,广西植被资源受威胁的原因主要

有城市化和土地开发、森林火灾、病虫害、气候灾害、
桉树人工林的无序发展、湿地开垦与污染等。

3.1 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土地开发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地球表面的植被资源。

201 1 年世界人口突破 70 亿,这将对地球的植被资源

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广西是一个人口较多

的省区,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广西总人口 5 1 5 9.46 万

人,比 2000 年的 4744.20 万人增加 41 5.26 万人,增
长 8.75%;其中常住人口 4602.66 万人,比 2000 年

的 4489.37 万人增加 1 1 3.29 万人,增长 2.52%。人

口的快速增长必然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和森林

资源。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和我区的城市化水平显

著提高。中国和广西城市化趋势不可逆转。有报告

显示,201 1 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达到 5 1.27%,从
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 5 5%,期间 1.5 亿中国人

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因此,人口

增长、城市化和土地开发也是威胁天然森林植被的因

素之一。

3.2 森林火灾

  村民烧荒烧灰、烧甘蔗叶、炼山用火是森林火灾

发生的主要成因。广西是森林火灾高发地区,每年发

表 2 广西森林资源动态分析

Table 2 Dynamic analysis of Guangxi forest resource

年度
Year

林业用地面积
Forestry land area
(×10 4 hm 2)

有林地面积
Forest land area
(×10 4 hm 2)

天然林面积
Natural forest area
(×10 4 hm 2)

人工林面积
Atificial forest area
(×10 4 hm 2)

2000 1 3 6 6.22 98 1.9 1 3 5 7.41 6 24.50
2005 1 5 0 9.44 924.35 2 70.68 6 5 3.6 6
20 1 0 1 5 2 7.1 7 1 1 1 6.38 22 9.72 88 6.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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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森林火灾达数百至上千次,火场面积数千至上万

公顷。例如,2003 年广西发生森林火灾 1 0 1 5 次,火
场总面积 1 89 74hm 2,受害森林面积 4807hm 2。与

2002 年相比,森林火灾次数上升 1 1 6%,过火面积上

升 1 2 7.5%,受害森林面积上升 1 80.6%。2004 年全

区发生森林火灾 1 2 1 7 起,森林资源损失巨大。2010
年广西发生特大旱灾,引起森林火灾频发,从 20 1 0 年

2 月 1 日到 3 月 22 日,广西累计发生森林火灾 341
起,过火面积 6 1 04hm 2,受灾面积 9 3 9.6hm 2,比 2009
年同期增加七成,给广西天然植被资源造成严重

破坏。

3.3 病虫害

  据国家林业局报道,目前我国每年因病虫害造成

的损失达 1 1 00 亿元,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广

西也是森林病虫害高发、多发的地区之一。与 200 1
年前相比,桉树病虫害的发生危害出现以下新的特

点:重大病害有所减轻,食叶虫害、蛀干害虫大幅度增

加,危害急剧上升,如 2005 年南宁市 1 000hm 2桉树幼

林几乎被吃光,形如火烧[20]。此外,松毛虫、松材线

虫等的危害也很严重。201 2 年广西林业有害生物发

生总面积为 3 3.85 6 万 hm 2,同比增长 7.64%。其中

病害 面 积 同 比 增 长 2.41%;虫 害 面 积 同 比 增 长

8.08%。我国农业植被病虫害更为严重,仅水稻每年

都在 1 0 亿亩次以上。因此,病虫害对植被资源的破

坏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3.4 桉树人工林的无序发展对天然植被的冲击

  我国是少林的国家,但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
现存的人工林面积 6 1 68 万 hm 2。广西是我国人工林

面积最多的省区,现有人工林面积 886.66 万 hm 2,其
中人工林面积 486.68 万 hm 2,速丰林面积 1 80 万

hm 2,经济林面积 220 万 hm 2,每年商品材采伐限额

1 3 1 3 万 m 3,4 项林业关键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广西

桉树人工林面积约 200 万 hm 2,也居全国第一位。人

工林的大发展特别是桉树人工林的发展对维护国家

木材资源安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木材的需求、促
进天然林资源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

应看到,一些部门或个人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毁林造

林的现象时有发生。近十年,广西林业用地面积增加

1 60.95 万 hm 2,增长 1 1.78%,这些林地主要来自农

业用地、荒山荒地和天然次生林地。因此,人工林的

无序发展对天然植被,特别是天然次生植被构成一定

的威胁。

3.5 气候灾害

  气候是天然植被分布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气
候变化将影响植物生长发育,引起天然植被的改变。

因此,气候变化也是威胁天然植被的重要因素。20
世纪的全球气候变暖,异常气候增多,干旱期提早及

延长,对森林植被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2008 年

百年一遇的特大雨雪冰冻灾害,使我国南方 1 940.97
万 hm 2森林植被受灾,其中森林受灾面积占林地面积

的 90.93%;灾害造成森林资源直接经济价值损失

6 2 1 亿元,森林资源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
净化大气环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森林生态效益及

碳储量价值损失 86 34 亿元[1 6]。在此次灾害中,广西

森林资源受灾也不小,据统计,全区森林和林地受灾

面积 1 5 1.5 6 万 hm 2,占全区森林总面积的 1 2.98%。
其中乔木林受灾 1 32.23 万 hm 2,占全区森林面积的

1 4.78%;红树林受灾 2073hm 2,占全区红树林面积的

24.76%;竹林受灾 9.03 万 hm 2,占全区竹林面积的

30.32%;经济林受灾面积 6.82 万 hm 2,占全区经济

林面积的 3.54%;直接经济损失达 2 1 5 亿元[21]。森

林大面积受灾改变着森林植被的组成、结构和演替方

向[22]。2009 年以来,我国西南持续干旱,岩溶石山区

大片森林植被枯死,气候变化引起的长期干旱对石山

区植被构成严重威胁。

4 植被保护空缺分析

  基于全区已建的 78 个自然保护区,与其植被类

型进行对照分析,在天然植被类型方面主要存在以下

5 方面的空缺和不足:

4.1 森林植被类型保护空缺

  在广西已知的 454 个天然森林植被类型中,已有

约 85%的植被类型得到有效保护,还有 6 6 种植被类

型(占 1 4.54%)尚未得到有效保护(表 3)。重要的如

江南油杉(Kete leeria fortunei var .cyc lo lepis )林、
矩鳞油杉(Kete leeria fortunei var .ob lon ga )林、竹
柏(Nageia nagi )林、南亚松(Pinus latteri )林、中
越 棒 柄 花 (Cleidion bracteosum )+ 掌 叶 木

(Handeliodendon b odinieri )林、伊 桐 (Itoa
orientalis )+刨花润楠(Machilus pauhoi )林、刨花

润楠+伞花木(Eurycorym bus cavaleriei )林、槟榔

稠 (Cyc lo b alanop sis b e l la )+ 荷 木 (Schima
superb a )林、光叶玉兰(Magnolia nitida )林、尖尾

栲(Castanop sis cuspidata )林、红 锥(Castanop sis
hy strix )+ 红鳞蒲桃林、红锥+尖尾栲林、印度栲

(Castanop sis indica )林、厚 壳 桂 (Cryptocarya
chin en sis )+黄樟(Cinnamommum parthenoxy-
lon)林、白花含笑(Michelia mediocris )+槟榔稠

林、青 冈 栎 (Cyc lo b alanop sis g lauca )+ 秀 柱 花

(Eustigma o b lon gifolium ) 林、 翻 白 叶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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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erospermum heterophy llum ) 林、 厚 皮 香

(Tern stroemia gymnanthera )林、秋枫(Bischofia
j avanica )+印度栲+鱼尾葵(Caryota ochlandra )
林、橄 榄 + 米 老 排 林、橄 榄 + 东 京 山 枇 杷

(Eb erhardtia tonkin en sis )林、乌 榄 (Canarium
pimela )+火焰花(Saraca chin en sis )林、鱼尾葵+
重阳 木(Bischofia polycarpa )林、格 木+铁 线 子

(Manikara hexandra )林、格 木 + 公 孙 锥

(Castanop sis tonkin en sis )林、东 京 马 蹄 荷

(Exbucklandia tonkin en sis )+鸭脚木(Schefflera
octophy lla )林、高山榕(Figus alti s sima )林、小叶

红光树(Knema g lo bularia )林、红鳞蒲桃林、红椿

(Toona surnii )+四瓣米仔兰(Aglaia tetrapetala
Ag laia tetrapetala ) + 白 顔 树 (Gironniera
sub aequalis )林、广西青梅林、擎天树+乌榄林、擎天

树+四瓣米仔兰林、银叶树林等。这些天然植被类型

有的已处于濒临消失或灭绝的境地。
表 3 天然植被类型保护空缺分析

Table 3 Conservation gaps of natural vegetation types

类型
Type

类型数
No.of
type

空缺数
No.of
gap

占总数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占类型
Percentage
of the
type(%)

森林
Forest 454 6 6 6 2.88 1 4.54

竹林
Bamboo 3 1 1 7 4.29 54.84

灌丛
Shrub 72 38 9.97 5 2.78

草丛
Herb 45 3 1 6.23 68.89

水生植被
Hydrovegetation 1 20 9 9 1 6.62 82.50

合计
Total 7 22 2 5 1 1 00.00 34.76

4.2 竹林类型保护空缺

  据初步统计,广西的天然竹林类型有 3 1 种,只有

32%的竹林类型得到保护,尚有 1 7 种竹林没有被有

效保护。如尖尾箭竹(Fargesia cuspidata )林、华西

箭 竹 (Fargesia nitida )林、桂 竹 (Phy llo stachy s
b am busoides )林、茶秆竹(Arudinaria amab il li s )
林、小 叶 大 节 竹 (Indosasa parvifolia )林、杠 竹

(Sino b am busa henry )林、车 筒 竹 (Bam busa
sinospinosa )林、 大 绿 竹 (Dendrocalamop sis
grandis )林、麻竹(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林、
吊 丝 竹 (Dendrocalamus minor )林、吊 丝 球 竹

(Sinocalamus b eecheyanus )林、大节竹(Indosasa
cras siflora )林、马蹄竹(Bam busa lapidea )林、泡
竹(Pseudostachyum polymorphum )林等。

4.3 灌丛植被类型保护空缺

  广西的天然灌丛植被类型有 72 种,这些灌丛大

都分布在自然保护区之外,因此尚有较多的天然灌丛

(有 38 种)还 没 有 被 有 效 保 护 (表 3 )。如 茅 栗

(Castanea seguinii )灌 丛、火 棘 (Pyracantha
fortuneana )灌丛、小果蔷薇(Rosa cyma )灌丛、广
西绣 线 菊 (Spiraea kwang sien sis )灌 丛、水 锦 树

(Wendlandia uvariifolia )灌 丛、葨 芝(Cudrania
cochin chin en sis )灌 丛、广 西 紫 麻 (Oreocnide
kwang sien sis )灌 丛、大 沙 叶(Aporusa dioica )灌
丛、酒 饼 簕 (Atalandia buxifolia )+ 变 叶 裸 实

(Gymnosporia diversifolia ) 灌 丛、 黑 面 神

(Breynia fruticosa )灌 丛、黄 牛 木 (Cratoxy lon
ligustrinum )灌丛、黄牛木+桃金娘(Rhodomyrtus
tomentosa )灌丛、乌药(Lindera aggregata )灌丛、
打铁树(Myrsin e lin earis )+酒饼簕灌丛、假鹰爪

(Desmos cochin chin en sis )+ 白 藤 (Calamus
tetradacty lus )灌 丛、小 花 龙 血 树 (Dracaena
cam b odiana )灌 丛、剑 叶 龙 血 树 (Dracaena
cochin chin en sis )灌 丛、斜 叶 澄 广 花 (Orophea
ancep s )灌丛、鸡爪簕(Randia sin en sis )灌丛、山石

榴(Randia spinosa )灌 丛、贵 州 蒲 桃(Syzygium
handelii )+狭叶纹母树(Disty lium dinnianum )
灌丛、副萼异核果(Ventilago calyculata )+咀签

(Gouania leptostachya )灌丛、柳叶润楠(Machilus
salicina )灌丛等。这些灌丛中,多数是植被演替的

某个阶段,是不稳定的群落。

4.4 草丛植被类型保护空缺

  广西天然草丛有 45 种类型,尚有 3 1 种草丛没有

得到保护,约占草丛植被类型总数的 6 9%(表 3)。如

水蔗草(Apluda mutica )草丛、鹧鸪草(Eriachne
palle scen s )草丛、金茅(Eulalia specio sa )草丛、四
脉金茅(Eulalia quadrin ervis )草丛、沟叶结缕草

(Zoy sia matre l la )草丛、斑茅(Saccharum arundi-
naceum )草丛等。

4.5 沼泽和水生植被类型保护空缺

  广西的沼泽和水生植被类型有 1 20 种,有 9 9 种

没有 得 到 有 效 保 护 (表 3 )。例 如 假 稻 (Leersia
j aponica )沼泽、野生稻(Oryza rufipogon )沼泽、铺
地黍(Panicum repen s )沼泽等。

5 植被资源保护策略

5.1 植被资源保护的重点区域

  天然植被保护的重点区域与广西 3 个生物多样

性特有中心有密切联系,但也有明显区别。从天然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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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护着眼,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的原则,按森林

植被资源丰富、生态区位重要、生态环境脆弱、水热条

件和地形地貌特征,将广西天然植被保护的重点区域

确定为北部山地、西北部山地、西部岩溶山地、西南部

岩溶山地和东北部山地、中部弧形山地的东西两翼以

及南部沿海,共 8 大区域。

5.1.1 北部山地

  包括猫儿山、九万大山、元宝山、天平山、八十里

大南山、越城岭,其中九万大山、元宝山和贵州南部山

地相连;天平山、八十里大南山、越城岭和湖南西南部

山地相连。以中山为主,为广西最高的山地,海拔在

1 000 ~ 1 500m 的 山 峰 相 当 普 遍。广 西 山 地 海 拔

2000m 以上的山峰有 5 座,该区占了 4 座,即猫儿山

(2142m)、真宝顶(2123m)、元宝山(2081m)、宝鼎

(202 1m),其中猫儿山是广西第一高峰,也是华南第

一峰。北部山地有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猫儿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木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元宝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寿城

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银竹老山自然保护区、泗涧山

自治区级大鲵自然保护区、建新自治区级鸟类自然保

护区和三锁县级鸟类自然保护区等 1 0 个保护区,保
护区面积 1 9 7 5 6 3.3hm 2。生物多样性丰富,植被类型

多样,生态环境高度敏感和中度敏感兼备,生态服务

功能重要。

5.1.2 西北部山地

  包括天峨、凌云、乐业西部以及田林、隆林、西林

一带的山地。自西而东,有金钟山、青龙山、东风岭等

山脉。它们是云贵高原的南缘部分,还保存着高原的

外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走向一般为北西向。
以中山为主,山峰海拔一般为 1 300~1 500m,最高山

峰岑王老山,海拔 2062m,河谷谷地的海拔 300 ~
700m,高差十分悬殊。本区拥有岑王老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金钟山黑颈长尾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雅
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富自治区级泥盆系

剖面自然保护区、三匹虎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龙滩

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凌云泗水河自治区级自然保护

区、王子山自治区级雉类自然保护区、那佐自治区级

苏铁自然保护区、大哄豹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凌云

洞穴鱼类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等 1 1 个保护区,保护

区面积 1 7 6 28 1.8hm 2,该区的生物多样性丰富,植被

类型多样,生态环境属极敏感和高度敏感相间,生态

服务功能重要。

5.1.3 西部山地

  包括那坡、靖西、德保、天等一带山地,它与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高原连成一片,是广西岩溶山地

主要分布地之一。地面海拔一般为 700m 以上,顶峰

面海拔在 1 1 00~ 1200m,最高峰 1 5 2 5m。本区拥有

龙虎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大王岭自治区级自然保

护区、黄连山-兴旺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底定自治区

级自然保护区、老虎跳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邦亮东

部黑冠长臂猿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澄碧河自治区级

自然保护区、百东河市级自然保护区、达洪江县级自

然保护区、德孚县级自然保护区、古龙山县级自然保

护区、地州县级自然保护区等 1 2 个保护区,保护区面

积 3 1 7 6 38.1hm 2,是我区保护区数量和面积最大的区

域。植被类型比较丰富,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环境中

度敏感,是我国 1 4 处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

性保护关键地区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曾被国际专

家宣布在中国已经灭绝的东部黑冠长臂猿,目前在中

越边境的岩溶山地森林中被确定有 1 8 群 1 1 0 只左

右,这是该物种在全球范围内已知的唯一分布地点,
中国仅存 20 多只,是全球 2 5 种最濒危灵长类之一,
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5.1.4 西南部山地

  西南部山地为一弧形山地,东翼为十万大山,西
翼为公母山和大青山,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山

地相连,十万大山的东南坡面临北部湾。一般海拔为

500~1000m,最高峰为 1 5 2 5m。本区有十万大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弄
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左江佛耳丽蚌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西大明山自

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恩城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下雷

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青龙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春秀

县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等 1 0 个 保 护 区,保 护 区 面 积

244272.6hm 2。本区有 4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

多样性丰富,植被类型多样,属生态环境高度敏感区

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地区。本区地处热带北缘,是世

界上罕见植被保存最完好的岩溶地区热带季雨林;动
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种类繁多,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

华坡垒、擎天树、蚬木、紫荆木、金丝李等 20 多种;国
家重点保护动物有白头叶猴、黑叶猴、云豹等 1 0 多

种。保护好热带岩溶山地季雨林,对于白头叶猴、黑
叶猴等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5.1.5 南部沿海区域

  包括广西南部的北海、钦州和防城沿海,濒临热

带海洋,拥有合浦营盘港-英罗港儒艮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仑河口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涠州岛鸟类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茅
尾海红树林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和防城万鹤山鹭鸟

县级自然保护区等 6 个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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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484.0hm 2,是广西海岸湿地的重要保护区域,但属

于生态环境较不敏感区域。钦州湾湿地、山口红树林

区湿地、北伦河口湿地是国家重要湿地,具有重要的

保护价值。

5.1.6 东北部、东部山地

  包括海洋山、都庞岭、花山、萌渚岭、大桂山山地。
与湖南南部、广东西部山地相连。山脉走向一般为北

东向,中山为主,一般海拔 1 000m 以上,尤其海洋山、
都庞岭山势更高大,海拔 1 500m 以上的山峰不少,海
拔近 2000m 的山峰有 4 座,在高度上仅次于桂北山

地。本区拥有千家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桂山鳄蜥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边村国际泥盆———石炭系界线

副层型剖面自然保护区、青狮潭自然保护区、海洋山

自然保护区、五福宝顶自然保护区、银殿山自然保护

区、滑水冲自然保护区、姑婆山自然保护区、昭平七冲

自然保护区、西岭山自然保护区等 1 1 个保护区,保护

区面积 2 5 7428.1hm 2,是广西保护区分布最多的区域

之一。植被类型比较丰富,生态环境属高度敏感区。

5.1.7 中部弧形山脉东翼山地

  中部弧形山脉东翼由 3 座山组成,上段为起自永

福和阳朔间的驾桥岭,向西南延伸;中段为大瑶山,北
东向;下段为贵港的莲花山,亦呈北东向,总称为大瑶

山系。总长约 200km,宽约 50 ~ 60km,海拔 700 ~
1 500m,最高峰圣堂山,海拔 1 9 7 9m。本区的自然保

护区有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架桥岭自治区级自

然保护区、金秀老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大平山自

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拉沟鸟类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和

大乐泥盘纪剖面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等 6 个保护区,
保护区面积 1 1 22 5 3.3hm 2。该区植被类型丰富,属生

态环境高度敏感,生态服务功能极重要地区。

5.1.8 中部弧形山脉西翼

  中部弧形山脉西翼由 2 座山组成,上段为起自天

峨、乐业、凤山之南的都阳山,北西向;下段为武鸣、上
林间的大明山,也呈北西向。总长约 230km,宽 1 0~
35km,一般海拔 1 000m 左右,最高峰大明山,海拔

1 7 60m。包括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山自然保

护区、三十六弄-陇均自然保护区、弄拉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面积 49046.0hm 2。该区生物多样性丰富,植
被类型丰富多彩,是生态环境高度敏感区和生态服务

功能极重要区域。

5.2 植被资源保护的重点类型

5.2.1 北部山地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山地针叶林及

其生态系统

  重点保护元宝山冷杉(Ab ies yuan baoshanen-
sis )林、资 源 冷 杉 (Ab ies b e shan zuen sis var .

ziyuanen sis )林、南方铁杉(Tsuga chin en sis )林、黄
枝油 杉 (Kete leeria davidiana )林、海 南 五 针 松

(Pinus fen ze liana ) 林、 广 东 松 (Pinus
kwangtungen sis )林、福建柏(Fokienia hodgin sii )
林、短叶罗汉松(Podocarpus macrophy llus )林、小
叶罗汉松(Podocarpus wangii )林、银杉(Cathaya
argyrophy lla )林、长苞铁杉(Tsuga lon gi bractea-
ta )林、马尾树(Rhipte lea chiliantha )林、细枝栲

(Castanop sis carle sii )林、栲 树 (Castanop sis
fargesii )林、罗浮栲(Castanop sis fa bri )林、元江栲

(Castanop sis n eocavaleriei )林、阔 瓣 白 兰 花

(Michelia palty petala )林、乐 东 拟 单 性 木 兰

(Parakmeria lotun gen sis )林等。

5.2.2 西北部山地桂西北山原常绿阔叶林、常绿落

叶阔叶混交林及其生态系统

  重点保护细枝栲林、银荷木(Schima argentea )
林、丝栗栲(Castanop sis p latyacantha )林、栲树+
单性木兰(Kmeria septentrionalis )林、马尾树林、
云山青冈(Cyc lo b alanop sis nub ium )+亮叶水青冈

(Fagus lucida )林、银 荷 木 + 亮 叶 水 青 冈 林、
银荷木+缺萼枫香(Liquidam bar acalycina )林等。

5.2.3 西部山地北热带季雨林及其生态系统

  重点保护的植被类型是擎天树林、乌榄林、人面

子(Dracontomelon dao )林、广西青梅林、蚬木林、海
南风吹楠林、火焰花林、仪花(Ly sidice rhodostegia )
林、青冈栎林、青檀(Pteroce lti s tatarimowii )林、贵
州毛 栲 (Castanop sis kweichowen sis )林、高 山 栲

(Castanop sis de lavayi )林、黄毛青冈(Cyc lo b alan-
op sis de lavayi )林等。

5.2.4 西南部山地北热带岩溶石山季雨林及其生态

系统

  重点保护华坡垒林、血胶树林、紫荆木林、竹叶荷

(Schima bamusifolia )林、毛果石栎(Lithocarpus
p seudovestitus )林、米 老 排 林、紫 荆 木 林、蚬 木

(Excentrodendron tonknen se ) 林、 金 丝 李

(Garcinia paucin ervis )林、擎天树林、海南风吹楠

林、肥牛树(Cephalomappa sin en sis )林、东京桐林、
闭花木林、细子龙(Amesiodendron chin en sis )林、
顶果木(Acrocarpus fraxinifolius )林等。

5.2.5 南部沿海地区海岸红树林、海草床及其生态

系统

  重点保护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 )林、
海榄雌(Avicennia marina )林、木榄(Bruguiera
gymnorrhiza )林、秋茄(Kandelia candel )林、红海

榄 (Rhizophora styrosa )林、银 叶 树 (Heriti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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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oralis )林、海漆(Excoecaria agallocho )林和海

草(Halophila spp.)植被。

5.2.6 东北部山地典型常绿阔叶林及其生态系统

  重点保护细枝栲林、栲树林、甜锥林、铁锥栲

(Castanop sis lamontii )林、荷木林、银荷木林、红润

楠 (Machilus thun b ergii ) 林、 金 毛 石 柯

(Lithocarpus chry socoma )林、广 东 山 胡 椒

(Lindera kwangtungen sis ) 林、 广 东 黄 杞

(Engelhardtia fen ze lii )林、青冈栎 林、长 苞 铁 杉

林、南方铁杉林、南方红豆杉(Taxus wllichiana )
林、广 东 五 针 松 林、变 色 杜 鹃 (Rhododendron
versico lor )林、光 枝 杜 鹃(Rhododendron haofui )
林等。

5.2.7 中部弧形山脉东翼典型常绿阔叶林、山地常

绿阔叶林、山地针阔混交林、山顶矮林及其生态系统

  重点保护银杉林、广东松+金毛石柯林、长苞铁

杉林、短叶罗汉松(Podocarpus b ervifolius )林、福
建柏林、细枝栲林、栲树林、红锥林、甜锥林、铁锥栲

林、烟斗柯(Lithocarpus corneus )林、荷木林、银荷

木林、大果木姜子(Litsea lancilim ba )林、广东山胡

椒 林、广 东 黄 杞 林、青 钩 栲 (Castanop sis
kawakamii )林、黄果厚壳桂林、变色杜鹃林、光枝杜

鹃(Rhododendron haofui )林等。

5.2.8 中部弧形山脉西翼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

及其生态系统

  重点保护格木林、罗浮栲林、栲树林、甜锥林、云
贵山茉莉(Huodendron b iaristatum )林、红楠林、广
东黄杞林、荷木林、紫树+铁锥栲林、海南五针松

(Pinus fen ze liana ) + 红 苞 木 (Rhodoleia
championi )林、大明山松(Pinus taiwanen sis var .
daiming shanen sis )+ 五 列 木 (Pentaphy lax
euryoides )林、山顶矮林等。

6 结束语

  植被资源是国家的重要资源,天然植被保育工程

是一个关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国家工程。它既是

构筑国土生态屏障的重大措施,也是为中华民族的子

孙后代留下优质的生态资产的重大举措。只有查清

全区植被资源现状,科学分类,合理评估,建立全区天

然植被资源信息数据管理系统和资源监测体系,才能

掌握天然植被变化动态,为天然植被的保护、培育和

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加强天然植被的科学研究是认

识和了解天然植被的主要途径,也是促进天然植被资

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展的重要保证。通过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对全区天然植被类型、特征、功能、价

值、动态变化等有较为全面、深入、系统的了解,为天

然植被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奠定科学基础。天然植被

的保护不能离开可持续利用,而可持续利用又必须以

保护为基础。这就需要对天然植被资源的开发利用

制定科学的规划,建立天然植被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实现在统一规划指导下的天然植被资源保护与合

理利用的分类管理。近期的天然植被资源利用应首

先服从于天然植被资源保护的需要,使资源得以逐步

恢复,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和珍

贵树种用材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实现天然植

被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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