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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平原生态林养护管理存在问题及措施

栗  敏

北京市大兴区林业工作站  北京  102600

摘  要：平原生态林养护管理是维护生态林建设成果，优化森林生态系统，持续发挥生态林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关键，目前，

北京市平原生态林养护管理体系已形成，但仍存在养护技术水平存在短板、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水平不高、林分密度不尽

合理等问题，现以北京市大兴区平原生态林养护管理为例，对平原生态林养护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

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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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2年北京市首轮造林105万亩，大幅度改善了平原区

“林带多、片林少”的资源结构，依托首轮造林工程丰富的

经验，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正在向构建“一

屏、三环、五河、九楔”的市域绿色空间结构，形成近自然

的“原始林”，提升生态系统功能、建设空间格局科学、生

态系统完整的森林城市稳步前进。

1  北京市大兴区平原生态林概况

大兴区地处北京南郊平原地区，地势平坦，有六条主要

河道贯通，气候四季分明，属永定河冲积平原；以有机质含

量较低的沙质土壤为主，包括沙壤土、厚层红黄土和轻壤质

褐潮土等；大兴区平原生态林树种丰富，主要由乔灌木及地

被植物组成，其中乔木因其树形高大、种类丰富、数量大、

环境要求低、景观效果显著、生态功能强等优势，成为平

原生态林建设的骨干树种，根据设计需求及大兴区的立地条

件，选用杨树（包括新疆杨、毛白杨等）、柳树（旱柳、垂

柳）、刺槐、白蜡、银杏、油松、白皮松等乔木，配合金银

木、棣棠、红瑞木、丁香、锦带等灌木，以及沙地柏、二月

兰、景天、野花组合等地被植物组成层次分明、结构稳定、

季相变化丰富的植物群落；大兴区平原生态林面积大、分布

广，截至2021年，共完成平原造林32.8万亩，其中平原造林

林地29万亩，“一二道绿隔及五河十路绿色通道”生态林3.8

万亩，为全市拥有生态林面积最多的区，是首都生态建设的

主力军。

2  平原生态林养护管理存在问题

2.1  养护公司技术水平存在短板

一是有害生物精准防治不到位，将有害生物有效地控制

在安全数量内，既可保障林地健康又能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通过无公害的物理、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1]，大兴

区平原生态林业有害生物得到了有效控制，实现了有虫不成

灾，但传统的病虫害防治管理和喷施技术常出现污染环境、

无效喷施、监测不到位等问题，不仅影响防治效果，还会增

加投入成本和病虫灾害发生风险。二是树木修剪过度或不到

位由于养护工人修剪技术不精、缺乏专业技术指导，部分地

块出现灌木无修剪痕迹、乔木修剪不到位或过度的现象，易

滋生病虫害，减弱树木生长势，破坏林木的观赏效果、影响

树木存活率[2]。三是临近村庄林地边缘管理难度大，易发生林

地侵占，卫生状况差。四是缺乏科学技术型园林养护工人。

2.2  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水平不高

随着林木面积的持续增加，树龄增大，每年修剪和枯枝

落叶产生的园林绿化废弃物数量逐年增多[3]，目前，园林废

弃物处理多采用枝条粉碎后直接还入林地、树叶清理埋入地

下或装袋运出本地的方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园林废

弃物粉碎后直接还入林地，虽简单易行但粉碎物直接洒落在

林地边缘，不能均匀还田，腐烂速度慢，处于处理的初级阶

段。二是各养护公司配置的粉碎机械数量和性能不一，资源

化处理水平低，能做到发酵积肥、合理土壤覆盖得很少。三

是园林废弃物产业链不完善，园林废弃物的收集、处理、再

利用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各种处理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大

多数企业开发的产品自产自销，处于半运行状态，产业链发

展严重受阻[4]。

2.3  林分密度不尽合理

平原生态林部分树种存在初植密度大的现象，目前部分

地块的杨柳榆槐等树种出现了中、高度郁闭现象，引起林木

个体之间对营养空间的竞争，导致林分稳定性受到影响，阳

光进入林下少，土壤湿度大，腐殖质层分解慢，土壤易酸化

和灰化，林木根系分布浅，易风倒、风折及雪压折，进而影

响林木的正常生长，同时部分地块的白蜡、法桐等树种林分

密度过低，因不耐低温、树种不适生等原因导致保存率低，

成片缺树。

3  平原生态林养护管理措施

3.1  提升养护公司技术水平

一是加强区镇两级监管，坚持区级季度、镇级月度考

核验收制度，建立区镇两级日常巡查管理体系，对林木养

护、林地环境、辅助设施管理维护、资源保护、安全生产、

病虫害防控、文明施工、应急事件处置、宣传曝光、档案管

理等进行监督管理。二是推进培训常态化，部分地区参与平

原生态林养护工作的工人大部分为年龄在40-60岁的当地农

民，普遍存在学历低、年龄大、养护经验不足、养护知识和

技术薄弱等问题，在严格遵守岗前培训原则的基础上，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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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培训、业务指导、科普宣传等工作纳入各级监管部门及养

护公司的日常性工作任务中，推进培训宣传常态化，聘请行

业专家或科技骨干利用自媒体、多媒体、画册手册等手段将

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操作规程及实践经验等传授给一

线工人，对修剪技术及有害生物防治精准化等短板进行专项

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三是实现设备现代化，高科技的现代

化设备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解决劳动力紧张，提高养护质

量，生态林对现代化养护设备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

常用设备有割灌机、绿篱机、油锯、打药机车等，由于部分

现有机械设备陈旧耗油、品种单一、使用损耗大、维护费用

高、噪音大、油烟多，导致设备使用成本高、利用效率低，

影响养护效果，针对以上为问题，可对现有报废机械设备进

行更新换代，加大购置高效、节能、多功能、寿命长、轻便

快捷、环保安全的高科技机械设备，比如，园艺拖拉机、精

准化农药喷施设备，病虫害监测设备、植保无人机、背负式

风力灭火器、四轮驱动骑乘式修剪车等，实现养护设备现代

化。四是实施定制化精准养护方案，根据各地区不同立地条

件，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对现地进行实地调研，编制科学

合理的养护方案并落地实行。五是加强分级分类养护管理，

精准划分平原生态林地块的养护等级，目前，生态涵养型可

以分为一、二、三级，生态廊道型可以分为一、二、三级；

景观游憩型可以分为一、二级；综合利用型可以分为二、三

级，地块应根据养护等级进行管理，根据林分结构配置、林

相效果、养护经营强度或者相关政策标准，将不同类型平原

生态林划分等级，实行差异化投入。

3.2  实现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一是探索多元化园林废弃物处理模式，园林废弃物的

消纳方式主要有掩埋、粉碎覆盖、菌类种植和堆肥等，在

常规处理模式的基础上，还应继续研究其他低成本、高效

益的处理模式（包括生产牲畜饲料、燃烧发电，发酵沼气

等），合理设置废弃物处理站，以满足园林废弃物的消纳

需求。二是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先进的园林废弃物

收集、运输、处理工艺、设备、设施等，完善园林废弃物

的产品与使用技术。三是增加政策扶持力度，生态林园林

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是一项新型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之初

需要政府牵头引导、大力扶持，为产业链发展提供相应的

帮扶政策和专项资金补贴。

3.3  调整林分密度

一是科学合理地取舍病树，清理死树，适当伐除无保留

价值树。二是标记和培育目标树，对在森林主导功能起支撑

作用，在林分中长期保留的树木进行重点培育。三是调查疏

林地和空地情况，在过密地块情况调查的基础上，对疏林地

及空地进行踏勘，根据过密地块现有树木种类、规格、栽植

密度和土壤立地条件等实际情况，采取适地适树、就近的原

则将过密乔木移植到疏林地、空地、村庄及四旁等需要绿化

美化的地块。

4  总结

目前，北京市已有151.4万亩，7000多万株平原林木得

到精细化养护管理，制定完善了一整套平原地区林木资源养

护管理办法，构建了平原生态林养护市、区、乡镇三级监管

体系，经过两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北京市平原地区新增万亩

以上森林湿地板块30处、千亩以上大片森林250余处，生态

林面积超过20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12年的14.85%提高到

2019年底的29.6%，共有474支养护队伍5.8万养护人员参与平

原生态林养护经营工作，已建成平原生态林养护管理市级示

范区20处、区级示范区33处，北京市平原生态林建设和养护

在生态、文化、经济等方面皆取得显著成果，针对部分地区

存在的养护技术水平存在短板、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水平

不高、林分密度不尽合理等问题可以通过提升养护公司技术

水平、实现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调整林分密度的等措施

解决。以上是笔者对平原生态林养护管理存在问题及措施浅

显的认识和探索，以供平原生态林养护工作者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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