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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泸水市 2016 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和 2020 年 “林地一张图”数据，对泸水市森林资

源进行总结分析，分析了泸水市森林资源特点。并结合上一期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对森林资源动

态变化进行简要评价。同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生态修复、产业发展、退化防护林改造等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以期指导泸水市林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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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tatus quo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suggestion for forestry 
development in Lushu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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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he 2016 forest resource planning and design survey results of Lushui City and the data of “One 
Map of Forest Land” in 2020, a summary analysis of the forest resource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est resources 
in Lushui City was made; combined with the previous forest resource planning design the survey results a brief 
evaluation of the dynamic changes of forest resources was made. At the same time,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ource management, etc. we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guide the forestry development of Lushu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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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是以县域为单位开展的

调查，简称“二调”，目的是查清县域森林资源现

状，为县域科学经营和管理森林、制定林业发展规

划、更新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编制森林采伐限

额和森林资源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为县域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指导和规范森林科学经营提供依据。调

查成果也是县域森林碳汇计量、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评价的基础依据之一。 “林地一张图”是在“二

调”基础上对县域森林资源进行年度更新汇总统计

的成果。基于泸水市 2016 年“二调”结果结合泸

水市 2020 年 “林地一张图”数据，对泸水市森林

资源特点进行分析，并结合上一期“二调”成果，

对森林资源动态变化进行简要评价。同时，结合当

前的林业发展趋势和热点，提出相关建议。

1. 泸水市概况

泸水市地处云南省西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南端，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98°34′ ～ 99°09′，北纬

25°33′ ～ 26°32′ 之间。东与本州兰坪县、大理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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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县毗邻，南与保山市隆阳区、腾冲市相接，西与

缅甸接壤，北与福贡县相连。泸水市境内东西宽

58km，南北长 108km，国境线长 136.24km。六库

镇为怒江州州府和市人民政府驻地，距云南省会昆

明 569km。全市国土面积 3092km2，辖 6 镇 3 乡，

71 个村民委员会，6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833 个自

然村，1130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19.27 万人，是“三

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生态功能区、民族直

过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集“边疆、民族、贫困、

宗教、直过”为一体。

全市位于亚欧板块和印支板块碰撞着力点附

近，地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南端，北高南低。怒

江由北向南流经市境，西侧为高黎贡山，东侧为

碧罗雪山，形成独特的“V”形地貌，境内峰峦重

叠，河谷深切，山势险峻。市内最高点位于西北

部高黎贡山的丫扁山，海拔 4161.6m，最低点为怒

江谷地南端的冷水沟口，海拔 738.0m，相对高差

3423.6m。境内主要受印度洋热带季风的影响，表

现干湿分明，同时受地形地貌和大气环流的影响，

对光、热、水起到再分配作用，地域性差异明显，

地方性气候和小气候十分突出，有“一江、两山、

三气候”、“一山分四季，隔里不同天”之说。年

平均气温 15.1℃，≥ 10℃年积温 4760℃，全年无

霜期 240d，太阳年总辐射量 127.2 千卡 /m2，年日

照时数 2025h。年降水量为 1174.9mm。

2. 泸水市森林资源现状

根据《泸水市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报告》

（2016 年）［1］ 和泸水市 2020 年“林地一张图”

数 据， 全 市 土 地 总 面 积 309159.0hm2， 其 中 林 地

277074.5hm2， 占 89.62%； 非 林 地 32084.5hm2，

占 10.38%。在林地中有林地面积 215823.9hm2，疏

林 地 面 积 386.2hm2， 灌 木 林 地 面 积 45749.4hm2，

未 成 林 造 林 地 面 积 6586.2hm2， 苗 圃 地 面 积

7.3hm2，无立木林地面积 5863.2hm2，宜林地面积

2656.2hm2，辅助生产林地面积 1.5hm2。全市森林面

积 228954.2hm2，森林覆盖率 76.91%，林木绿化率

84.84%，活立木总蓄积 38451380.0m3。

全市生态公益林 ( 地 ) ［2］面积 152604.9hm2，

占全市林地 57.70%。全市组成纯林、混交林的主

要优势树种有栎类、冷杉、云南松、桤木、铁杉、

其他阔叶树、华山松、核桃、杨树、其他硬阔、柏

木、杉木、高山栎、油桐及其他乔木原料树等 20

个树种。其中，栎类、冷杉、云南松、桤木、铁

杉和其他阔占主要优势，分别占乔木林总面积的

49.83%、11.20%、 9.00%、 8.90%、8.20%、5.90%。 

6 个优势树种 ( 组 ) 之和占乔木林面积的 93.03%。

全 市 森 林 面 积 228954.2hm2。 其 中： 天 然 林 面 积

2144646.2hm2，占森林面积的 93.75%；人工林面积

14238.7hm2，占森林面积的 6.21%；人工促进更新

面积 86.9hm2。

3. 森林资源特点与动态评价

3.1 森林资源特点

（1） 全 市 林 地 面 积 大， 占 国 土 总 面 积 的

89.62%；林地类别以公益林为主，占两类林比例为

57.70%。

（2）全市森林覆盖率 76.91%，其中有林地覆

盖率 72.66%，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地覆盖率 4.25%，

森林覆盖率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

（3） 乔 木 林（ 纯 林 和 混 交 林 ） 面 积

204086.4hm2， 占 全 市 林 地 面 积 73.66%， 蓄 积

38321721.0m3，占全市活立木蓄积量的 99.66%。除

过熟林外，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和成熟林四个

龄组面积所占比例适中，龄组结构合理。

（4）森林资源分布不均，高黎贡山自然保

护区、洛本卓乡和片马镇森林资源较多，其他乡

镇森林资源相对较少。其中，高黎贡山林地面积

52691.0hm2，占全市林地面积的 19.01%，蓄积量

11997320.0m3，蓄积量占全市的 30.10%。

（5）经济林树种以核桃为主，全市各乡镇均

有栽培，但地块分散、零星种植的较多。由于地理

位置偏远，难以吸引有实力的大企业入驻，地方优

势资源长期得不到有效开发，产业规模化、集约化、

发育程度低。

（6）林地使用权以国有和个人为主，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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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地 面 积 277074.5hm2， 林 地 使 用 权 为 国 有 的 面

积 118169.6hm2， 占 林 地 面 积 的 42.65%； 林 地 使

用 权 为 个 人 的 面 积 145836.7hm2， 占 林 地 面 积 的

52.63%；林地使用权为国有和个人的面积占林地面

积的 95.28%。

（7）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丰富的生物资源、壮丽奇特而完整的植被垂直景观

闻名遐迩。野生可开发的经济植物有 244 种，隶属

于 94 科，184 属。药用植物有 4 类，169 科，430 种。

动物有：兽类 9 目 28 科 80 属 98 种；鸟类 14 目 43

科 262 种；昆虫类 10 目 61 科 373 种。仅占全国国

土面积 0.033% 的泸水市，就有如此众多的珍稀动

植物生存和生长，并有多种特有种，是国内屈指可

数的，也是亚洲地区罕见的。

3.2 森林资源动态评价

基于当前泸水市森林资源情况，通过比对上一

期泸水市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从森林覆盖

率、林地面积消长、森林蓄积量消长、人工林变化

情况以及林业在当地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进行比较，

对泸水市森林资源动态进行简要评价。具体如下：

（1）森林覆盖率稳步增长。2007 年调查森林

覆盖率为 71.30%，在同一技术标准下，13 年中森

林覆盖率增加了 5.61 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的增加，

一定程度标志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说明多年来当地

森林经营管理取得显著成效。较高的森林覆盖率，

为维持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林地面积略有增加，森林蓄积逐年增长。

截 至 2020 年， 泸 水 市 林 地 面 积 为 277074.5hm2，

比 2007 年 调 查 林 地 面 积 265788.3hm2 增 加

11286.2hm2；非林地面积 32084.5hm2，比前期调查

非林地面积 43370.7hm2 减少 11286.2hm2。全市有林

地面积由 2007 年的 202350.2hm2，增加到 2020 年

的 215823.9hm2，有林地面积增加 13473.7hm2，增

加 6.24 个百分点，年平均增加 0.48%。全市活立木

蓄积量由 2007 年的 35672530.0m3，增加到 2020 年

的 38451380.0m3，增加 7.22 个百分点，年平均增加

0.55%。森林资源年净生长量为 906420.0m3，年消

耗量为 279092.0m3，生长量大于消耗量，生长量是

消耗量的 3.25 倍。

（3）人工造林未成林地快速增长。全市人工

造林未成林地面积由 2007 年的 878.9hm2，增加到

2020 年的 6586.2hm2。特别是林权制度改革后，林

农造林积极性不断提高，人工造林面积增长速度加

快。

（4） 森 林 单 位 面 积 蓄 积 高， 龄 组 结 构 合

理。 全 市 纯 林、 混 交 林 面 积 204030.5hm2， 蓄 积

38286950.0m3，单位面积蓄积为 187.8m3/ hm2；龄组

结构日趋合理。

（5）森林在本市的地位和作用效益显著。高

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以及市内怒江径流

区的其它森林，不仅产生了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的

重要作用，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而且森林作为旅

游载体，由于地位较为特殊，森林在高黎贡山景区、

景点产生了绿化、美化环境的重要作用，创造了优

美的旅游环境，为把泸水市建设为生态城市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

4 林业发展建议

特殊的峡谷地貌和壁耕农业状况，完整的植

被垂直分布带，丰富的立体气候资源，决定了林业

在泸水市大自然生态系统、大农业中的主导地位，

建立和维护这个主导地位，对于农业、牧业乃至国

民经济的发展和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国土保安、

治理山河、保持水土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然而由

于历史的原因和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加之部分

农民商品经济观念淡薄，简单的自给方式，半封

闭的生产习惯，束缚了林业科技的推广。在改革

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仅靠出售林产原料，是

与林业主导地位极不相符的，林业产品商品率低，

有些依赖森林而存在的农业生态条件日益恶化、森

林火灾频繁、毁林开荒尚未完全杜绝、生态脆弱、

水土流失、泥石流垮山等自然灾害在局部地区仍威

胁着人民的生产生活。现有的自然优势，如不加

以合理利用和保护，潜在优势还可能丧失。因此，

要在不断提高干部和群众对林业在泸水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认识的同时，在与泸水市自然、

李继品，等：云南省泸水市森林资源现状分析和林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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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大农业结构中，增加对林

业的投入，使经济结构与生态结构相适应，那么，

林业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将会得到最好发挥。

近年来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林业的基

础地位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产业发展进一步

提升，林业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中的基础地位

已经形成。为此，特提出以下林业发展建议。

4.1 加快推进生态敏感区域生态修复，构建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安全屏障［3］ 

泸 水 市 现 有 无 立 木 林 地 5863.2hm2， 宜 林 地

2656.2hm2，二者约占林地面积的 3. 07%。从数字上

看泸水市人工造林尚有一定空间，但是现存的大部

分的宜林地和无立木林地立地条件都比较差，造林

成林存在较大难度，且造林成本巨大。主要集中于

怒江流域面山部分，此类生态敏感区域生态修复是

下一步人工造林的重点。对全市的宜林地和无立木

林地，需要进一步详细调查，查找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此制订实施特别的修复计划。生态修复最好能依

托项目推动，分项目分年度实施。生态修复过程中，

应聘请经验丰富的专家或者有技术专长的第三方生

态修复公司进行技术指导，在树种选择上必须做到

适地适树。施工过程中要积极探索和引入新的造林

技术，合理栽植。造林后，一定要加强抚育管护，

减少人畜破坏［4］。

4.2 加强核桃中幼林抚育，全面推进核桃提质增效

近几年来，泸水市大力发展核桃产业，核桃种

植面积大幅增加，但因经营措施不当、管理不善、

抚育不及时，难以达到优质、高效、丰产的效果。

部分地块种植的泡核桃进入初产期的年限长，结果

少甚至不结果。为此，要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加大

资金投入等措施，加快推进核桃产业发展，把核桃

基地建设重点向中期丰产抚育管理、提质增效转变，

通过核桃品种改良、树体管理、土壤管理、病虫害

防治等多种提质增效措施，大幅提高核桃产量，使

农民增收，促进全市核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3 实施退化防护林改造，提高生态公益林的生态

功能等级

泸水市林业是生态型的林业，肩负着保护生态

环境、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空气、

美化景区的重任。因此，提高生态公益林的生态功

能等级对泸水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历史原

因，全市森林曾遭到不同程度破坏。80 年代开始，

泸水市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林业建设的力度，使全市

林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高黎贡山植被得到了有效恢

复，特别是近十年来怒江近山和面山的绿化成效显

著。然而因怒江近山和面山立地条件较差，森林植

被以云南松、灌木林、栎类和其他阔叶林为主，森

林的生态功能等级差。建议在保护好现有植被的基

础上，对退化防护林进行改造，营造水土保持、水

源涵养性能好的乔木树种，调整优化森林结构，有

效改善林分生长状况，提高林分质量，增加森林固

碳能力，增强生态公益林的生态系统功能。

4.4 大力发展森林旅游、林下经济、经济林相关产业，

实施林业产业扶贫，落实乡村振兴战略［5］ 

振兴乡村，泸水市最大的优势在生态，最大的

潜力在林业。泸水市位于脱贫攻坚时期最艰难的“三

区三州”，整市经济明显落后。因此，根据林业产

业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结合泸水市林

业发展特点，提出以下几条建议。一是大力发展森

林旅游。结合当前的美丽乡村、自然保护区、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等建设，完善相关旅游基础服务设

施，结合相关主题建设如“滇西抗战文化体验 + 森

林旅游”、“温泉 + 森林旅游”、“特色药材种植 

+ 森林旅游”、“上江镇经果林采摘旅游”、“百

花岭生态体验 + 观鸟旅游”等，打造森林旅游品牌，

增加林农就业和收入，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二

是发展林下经济。泸水市林地面积大，林下经济发

展有着广阔的天地。通过采取政策支持、资金扶持、

科技示范、典型引路等多种措施，引导农民积极发

展林下经济和多种经营，大力推广林药、林禽、林

菌等高效林业立体循环经济。三是多元化发展经济

林。当前的经济林主要为核桃，品种单一，产业链短，

需要对品种结构进行调整，适地适树引入其他水果、

食用油料林、林产化工原料林及其他经济林植物等，

为林农增收拓宽路子［4］。

4.5 提升林业技术力量、提高林业科技支撑能力

一要加强林业科技研究。紧紧围绕林业生态建

设、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加强良种选育、苗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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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丰产栽培、防虫抗旱、林产品精深加工等关键

共性技术研究与试验示范，尽快破解林业发展中的

关键技术问题。二要加强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加强

科技创新和“互联网 + 林业”建设，建立健全市、

乡、村三级林业科技推广服务网络，着力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增加对林业科技的投入，加大先进

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促进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充分调动林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鼓励各类林业科

技人员以创办科技型企业、建立科技示范点、开展

科技承包和技术咨询服务等方式参与林业建设，并

对在这些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奖励。使先进适用的林业科技成果不断转化为现实

的林业生产力。三要加强科技人才引进和培养。对

本土林业科技人员，通过加强学习和进修培训不断

提高和更新业务知识，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

提升林业科技人员自身的素质，更好地适应加速林

业发展的需要。创造条件引进所需人才，或以“不

求所有但求所用”为原则，加强与州外科技人才合

作交流。加强乡土技能人才培养。建设一批适应林

业产业化发展需要的，相对稳定、素质较高的林业

科技人才队伍。

4.6 抓实怒江州国家公园和 “两江”流域生态修复

与“怒江花谷”风景线建设。

按照脱贫攻坚工作汇报会关于“将怒江州规划

设置为一个或多个国家公园，用足用活国家公园政

策，实施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进一步管理好、保

护好‘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要求，加快推

进“怒江大峡谷国家公园”建设，以严格保护核心

资源为前提，构建“多渠道投入、特许经营、共享

发展、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建立完善自然保护

地体系，科学合理布局怒江国家公园，努力打造国

家公园生态扶贫示范模式，为可持续利用、人与自

然和谐、社区发展和森林生态旅游创造条件。“两江”

流域是泸水市生态最脆弱、环境最恶劣的生态恶化

区，同时也是泸水“十四五”造林绿化和生态修复

的主体区域。要在抓好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基础上，

以怒江沿岸城乡、村寨、公路沿线的适宜地段为重

点，采取点线结合、见缝插针的方式，种植以木棉

为主，凤凰木、三角梅、竹子、红花羊蹄甲、云南

樱花、桃花等为辅的适宜树种，通过“五年打基础、

十年见成效”的绿化、美化、特色化建设，着力打

造怒江大峡谷靓丽的花谷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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