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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我国林业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不断增强。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2010—2015 年，森林

退化速率明显加快，不仅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而且给

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森林退化速率在 2015 年下半

年逐步下降，根据 2017 年末的统计资料，森林退化速率已经下

降到 4.8%。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自然灾害所致；

二是林区周边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差，约为 3%；也有树木的原

因，也有城市建设的原因。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森林退

化情况存在区域差异，有些地方的退化更为严重，而海岸地区的

退化程度较小。为此，必须加强退耕还林的治理与恢复工作，使

生态环境得到真正的改善。退耕还林是指人为活动频繁、自然灾

害等造成的，其特征是森林覆盖面不断缩小。近年来，由于自然

灾害频发，森林资源的退化日趋严重。果林是我国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尽早进行退耕还林，以营造良好的生态

系统，扩大果园的覆盖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1 退化李树修复的必要性

退化李树的恢复，是对一些生长衰弱，甚至死亡，无法形成

商品或经济价值的李树进行重新种植或更新，对其生长造成很

大的影响。美国的很多李树，经过科学的栽培和管理，可以达到

5—10 年的经济寿命。从 90 年代初期起，我国的李子类产品就出

现了衰退，而进入 21 世纪以后，更是雪上加霜。近几年，由于人

们对水果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加上倡导的健康饮食观念，李子

的口味越来越好，口味也越来越好。当前，国内李子树产业已发

展到数十个品种，且规模较大；大约 2 百万亩（退化李树约 100

万亩）；主要分布在江南、西南和华南，还没有被人工引种和栽

培。李子是我国重要的水果之一，它的营养价值和味道都很好，

被誉为“黄金果”和“软黄金”。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也是最

大的市场。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主要树种，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

资源，具有较长的种植历史。由于全球变暖和果园采伐等环境问

题日益严峻，李子树的退化也日益加剧。近几年，对我国退化李

树的调查显示，新疆和内蒙古一些地方的李树退化面积达到了

100,000 多亩；在川渝滇，退化李树仍然占有很大比重；而湖北、

长江中下游、湖南、浙江大部、福建中部等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

退化。这表明，我国李子树产业的发展仍然处于衰落状态，并且

这种衰落趋势越来越严重。因此，对这些地区进行有效的改造和

修复，将是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2 修复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

国内对李树退化机制的研究较多，而对李树退化的研究相

对较少；同时，缺乏系统性。目前国内外有关李子产业退化的机

制研究多以遗传、土壤和营养成分为主，但有关生物群落和经济

行为的研究相对匮乏，土壤肥力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另外，

由于缺乏系统性，对李产业退化机制和经济行为在理论上还没

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同时也缺乏一个较为统一的理论指导，

导致对退化林修复工作方向不清。从实践上来看，由于缺乏理论

指导对李产业退化过程认识不足导致修复工作没有针对性而进

行修复时也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2.2 缺乏对李产业退化规律的认识

近年来，李子树产业迅速发展，但也导致了李子类资源的急

剧减少。李子树是一种多年生果树，它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特

别是在温度变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李子因受土壤肥力等

因素的影响，导致果实品质降低，产量降低；这也导致了我国李

子树资源的急剧下降，这也导致了目前我国李子资源衰退趋势

严重。

完善退化林修复技术促进李子产业健康发展
唐维学

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林业局 561000

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日益恶化，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地区的李子林资源出现了严重的退化，造成了

大片的土地资源流失。另外，由于李子林的生态功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致使林分中的林木枯萎、生长不良等问题，已成为

制约我国林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李树在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较大的退化，这将会对李树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产

生很大的影响，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本文对中国退化李树林的基本状况进行了介绍，分析了其成因，并就其治理与整治提出

了一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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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缺乏科学合理的经营管理措施

目前，国内对李树的生产技术管理还不够科学、合理（包括：

①修剪、除草、松土）②加强田间管理，如追肥、灌溉、防治病虫

害；③肥料的施肥、灌溉和病虫害的控制；④防治害虫防治等方

面的工作；⑤修剪后的肥料（喷灌、根灌）、修剪（人工疏枝、修剪）

和林政管理。这些举措虽能对李产业的整体发展起到一定的促

进作用，但在李产业低迷时期，却无法有效地改善其发展状况。

李树在不同生长期具有不同的生理特征，因而产生了不同的退

化机理，其退化的进程也不尽相同：幼林主要表现为快速生长，

且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而老龄林则以慢速增长为主，随着年岁

增长而恶化、衰老。因此，在李树生产的低迷时期，我们要进行分

类管理，并根据其特点，制定相应的方法和方法。

3 退化李树形成原因分析

退化李树林是指果树的生态系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导致果树的功能退化，从而导致果树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这

主要是因为果树本身的生理机能的下降，或者是由于外界的变

化或者自然的原因。

3.1 林木生理过熟

在一些地方，早熟的果园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森林的生命力

下降，生理上的退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树木会不断衰老，生长速

度会越来越慢，耐寒、抗病能力也会越来越弱，很难抵御自然灾

害的侵袭，而树木的功能也会不断退化，直至衰老，直至死亡。一

些地方，主要是李子树，种植的时间要长一些，一些李子树，已经

到了成熟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的身体机能也会慢慢地

衰退，甚至会慢慢地死亡。李子树虽有部分生长，但生长缓慢，已

逐步出现“老树小”的状况。而早期种植的树木，随着年龄的增

长，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也会逐渐地

衰老。

3.2 土壤水肥条件较差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的土壤侵蚀情况十分严峻，土壤的变

化呈现出退化的趋势。由于土壤结构疏松，土壤板结发育不畅，

土壤有机质含量持续下降，土壤结构日趋贫瘠，土壤结构疏松。

在此背景下，李树退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该区域内的林木产量

和生长能力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从而使其产量降低，从而使其

生长缓慢。

3.3 经营管理不善

在我国，由于果林建设投资少，经营成本低，经营成本低，以

补助方式造林为主，同时还可以提高果园的覆盖面，降低土壤荒

漠化。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疏于绿化，缺少日常的管理，这种方

法在我国的栽培实践中是很常见的。在此背景下，某些地区森林

资源的退化问题将难以得到科学、有效的管理。

3.4 人类活动影响

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了果林退化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出现

了严重的果林业与畜牧业的矛盾。然而，随着畜牧业的发展，随

着规模的扩大，牲畜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牧民们会通过放牧的方

式来加速牛群的生长，但过度的放牧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

不可挽回的损害。

3.5 自然灾害和立地条件差异

全国范围内存在着森林退化性问题，但是由于立地条件的

不同，导致的森林退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些自然因子不仅会

对树木的生长产生很大的影响，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树木

对营养的吸收，导致树木营养不足，导致树木的生长速度下降，

从而导致树木的生长速度下降，从而导致森林退化。

3.6 苗木品质较差、树种选取不佳

在我国果树工程建设中，苗木品质低下、抗逆性较差是导致

树木退化的主要因素。一些工作人员在种植果树时，没有严格遵

循因地制宜的造林方针，加上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科学地选择符

合当地自然环境和生态需要的造林树种，致使树种与当地生态

环境难以相适应。一些树种由于不能完全适应当地的气候，导致

其生长状况不佳，从而导致退化林问题，是导致果林退化的一个

重要因素。

3.7 有害生物的不利影响

50~60 年代，我国各地率先进行了森林造林，但由于种植技

术、经济条件等条件的限制，导致造林树种的选择比较单一，普

遍采用单一树种种植，果园内部缺乏其他植物，生物多样性较

差，一些对森林有害的生物由于缺乏寄生、捕食天敌等因素，导

致对森林造成危害的植物越来越多，导致退化森林的问题越来

越严重。

4 退化李树修复改造原则

为了解决退化林日趋严峻的问题，我们在对退化林进行更

新的同时，对已退化的树木进行了修复和改造，以保证采取有针

对性的方法进行整治和恢复。例如，通过改良土地、施肥、灌溉等

措施，以满足树木的生长需求。退耕还林应采取多种措施，对已

有生长发育不良的树种，应及时补充养分，以维持其正常生长。

4.1 遵循自然、科学修复原则

技术人员对劣质李树进行修复，应按照科学的方法，对症下

药，避免造成不良影响。要对果林进行全面的认识，然后按照恢

复管理的要求，对果树进行科学地恢复、管理和分类处理。选择

的树种要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在更新的过程中进行。在进行果

园恢复时，要针对李子树的退化程度、原因等进行修复，不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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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进行修复，否则会对环境产生更大的损害。

4.2 因地制宜、分门别类修复原则

在对退化李树进行恢复和改建时，要因地制宜，分门别类，

选择适宜李树生长的区域，或采用多种树种混成的方法，通过科

学的方法，对森林进行恢复，并根据不同的自然气候和土壤情

况，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地进行修复。利用具有较强抗逆性和生

长稳定的树种，对不同年龄、生长特点的树种进行分类，既能有

效地改善树种的组成，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退化森林的退化，提

高退化森林的恢复水平，有效地保护了果树的自然生态，提高了

果树的生产力。

4.3 突出重点、合理修复原则

技术人员在对退化李树进行恢复时，应优先选择重点部位，

也就是由于天然或人为破坏程度较高，同时存在严重退化的果

园，以及果园火灾时对其造成伤害的植物和人工林。通过补植、

改植被等措施，对退化李树林进行了有效的恢复，使其生态系统

得到了均衡的发展，因此必须对现有的退化果园进行恢复。一方

面，要稳步推进退耕还林的整治，使退耕还林的整治工作得到更

好的提升，使退耕还林的恢复成果多元化；同时，对退化森林的

树种组成进行了研究，并对其进行了优化，以提高其天然产量。

4.4 构建杂交林、改善退化林原则

为了有效地恢复退化林，应首先建立混交林，使其品种多元

化；其次，利用复层林等技术，对不同时期的果树进行不同的处

理，以保持其生态平衡。

4.5 造林和经济效益同时提升原则

通过合理开发和利用其生物学和经济价值，实现经济效益

与造林效益的双赢。如在选育树种时，应选用具有较高经济适应

性的树种。

5 修复改造技术

5.1 强化推广旱地造林的综合技术

根据林地的土壤条件和退化情况，进行科学的造林，要综合

考虑造林密度、因地制宜地发展方针、树种的品质等因素，要选

择抗旱性能较强、抗病性能较强、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的优质树

苗，使其可以满足当地的造林需求，利用机械化和人工共同合作

的模式，继而提升造林技术，还需对树苗进行科学的养护管理。

5.2 更替改造技术

在对严重退化的林地进行恢复和改建时，可以采用替代技

术。在实际的改造中，可以将需要更换的树木全部砍掉，也可以

采用块状、条状等方式，将这些退化的树木全部砍掉，再用冠层

绿化等方式进行更新，一般要两到五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

要严格根据当地的地质情况和对树木的适应性。

5.3 择伐补造技术

对中度退化的果树进行恢复和改建工程，可以采用选择性

采伐和补植技术。在具体的改造中，要根据濒临死亡、死亡的树

种的分布情况，采取带状、块状等的砍伐形式，对濒临死亡和死

亡的树木进行砍伐，再采取补充措施进行森林恢复。在这一过程

中，调整果树结构，强化自然更新后的苗木保护。在改建时，要根

据当地的气候、土壤的性质、地势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树种进行

补植补造，并根据其生物学和经济价值，选择适宜的经济型树

种。

5.4 抚育改造技术

对于退化程度不高的果树，在退耕还林的改造中，采用抚育

改造技术，可以增强其保护效果。在具体的改造中，通过生态疏

伐、卫生采伐、透光采伐、修剪枝条等措施，对生长不良或已经死

亡的树木进行合理的调节，以达到最佳光照、通风换气、促进林

木长势、提高果树整体质量的目的。对空旷的林地，可以通过补

植、留用优良树种、增加果林层次等方法进行恢复和改建。

常见的抚育管理措施包括：封育、以耕代抚育、平茬复壮、防

治害虫等。其中，封育技术以低成本、高效、快速的方式，通过对

自然恢复和人为因素的控制，加速了植物的演替速度，加速了森

林的生长，从而达到了对退化森林的修复目的。“以耕代抚育”的

目标，是实现森林迅速增长、恢复退化森林的目标，采用林下耕

种可降低地表蒸发、增加土地肥力、降低野草竞争能力。

5.5 渐进改造技术

通过对农田林地的恢复和改建，采用逐步更新技术，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在具体的治理中，对濒临死亡、死亡的树种，采取半

带、带外、隔带、隔株等的方式进行修复，并采取更新造林措施，

及时进行恢复。

结语，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退化林现象，对生态系统

的平衡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也会对人们的生存环境造成

干扰，因此退化林的修复和改造工作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对退

化林的修复和改造，此外，为确保林木可持续发展，林区还需加

强病虫害防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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