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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呼中林业局 30 年间森林资源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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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呼中林业局 1987 ～ 2017 年 4 次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从森林资源面积、蓄

积以及森林资源质量等方面对呼中林业局森林资源动态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30 年间呼中林业局林地面积一

直呈增长趋势，共增加了2.16万hm2，增幅2.81%；活立木蓄积呈先减少后增加动态，共增加了71.15万m3，增幅1.08%。

森林覆盖率95.41%，增加了6.11%。森林质量较低，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86.67 m3/hm2，降低了1.56m3/hm2，降幅1.77%；

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89.93m3/hm2，减少了 5.05m3/hm2，降幅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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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动态资源，兼具生

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功能 [1]，其变化是

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对林业产品培育与保

护利用的反映 [2]。森林资源面积、蓄积和质量是

森林资源研究的基础研究内容 [3]，森林蓄积量也

是计算碳储量的基础 [4]。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因

素的影响，森林资源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森

林资源动态变化及其成因始终是森林资源研究的

基础性关键问题 [5]。国外学者对森林动态变化方

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监测手段先进，研究

深入 [6-9]；国内学者在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对

策 [10]、动态驱动因子 [11]、制约因子 [12]、碳库 [13]、

生态功能 [14]、康养功能 [15]、健康质量评价 [16]、

监测技术 [17,18]、调查新设备的应用 [19] 以及国内

外森林资源调查差异性 [20] 方面均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

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

森林资源是林区的命脉，自 1964 年开发大兴安

岭至 2014 年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大兴

安岭实现了以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的根

本性转变，随着天保工程的实施，资源培育和管

护力度的加大，使森林质量不断得到提升。呼中

林业局位于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中心地带，森

林生态环境脆弱，建局以来进行了长期的木材生

产，森林资源质量下降明显 [21]。呼中林业局森林

资源在大兴安岭生态保护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是重要的生态屏障，对维护大兴安岭林区

的生态良性循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2]。本文以

1987 ～ 2017 年间，大兴安岭呼中林业局进行的 4

次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结果为依据，分析了 30

年间呼中林业局森林资源面积、蓄积变化动态及森

林资源质量现状，为掌握和分析呼中林业局森林资

源变化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1  研究地域概况

呼中林业局地处大兴安岭三大河流之一的

呼玛河上游，伊勒呼里山北坡。北与塔河、阿木

尔林业局接壤，南至伊勒呼里山分水岭与松岭、

阿里河林业局相邻，东与新林林业局毗邻，西与

呼中自然保护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满归林业局为

界，属于大兴安岭北部石质中低山山地，坡度

在 35°以下，海拔 500 ～ 1400m；地理坐标为

51°14′～52°25′N，122°36 ～124°15′E。河流水

系属黑龙江水系呼玛河支流，结冻期 10 月上旬至

翌年的 4 月下旬；属于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夏季受海洋气团影响，温暖而多雨，风向多为偏

东南风，冬季严寒而干燥，风向多为西北风；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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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气温-4.3 ℃，年平均降水量为 497.7mm，年均

无霜期 85 天左右；土壤以棕色针叶林土为主，分

布面积最大，其次有草甸土、沼泽土、石质土等，

在局部地区还有小面积的河滩森林土分布；植被

属于寒温带针叶林区，代表性植被兴安落叶松。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 1987 ～ 2017 年呼中林业局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资料，运用数理统计、对

比分析等方法对呼中林业局森林面积、蓄积以及

森林覆盖率等方面进行动态分析，采用Microsoft 

Excel2007 进行数据处理和图形绘制。

2.2 计算方法

文中涉及林地面积包括有林地、疏林地、灌

木林地、苗圃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

造林地和天然更新林地等。森林蓄积为活立木总

蓄积量，包括乔木林蓄积、疏林地蓄积和散生木

蓄积。单位面积蓄积量计算方法如下：

              M=D/S

式中：M 为单位面积蓄积量（m3/hm2）；D 为

森林蓄积量（m3）；S 为林地面积（hm2）。

3  结果与分析

3.1 林地资源动态变化

1987 ～ 2017 年，呼中林业局总经营面积一

直没有变化，呈稳定态势，但是林地资源一直呈

上升趋势，非林地资源呈减少趋势（图 1）。

30年间，呼中林业局林地面积共增加了2.16万hm2，

林地增加面积为非林地减少面积。

据图 1 所示，30 年间呼中林业局林地面积一

直呈增长趋势，林地面积总体增长了 2.9%，增长

速度为“慢 - 快 - 慢”。1987 ～ 2001 年呼中林

业局林地面积增加了 3 510hm2，增长了 0.47%，

增长幅度较小；2001 ～ 2011 年林地面积增加了

2.05万 hm2，增幅2.75%，增长幅度较大、数量多；

2011 ～ 2017 年林地面积增加了 3 600hm2，增幅

0.48%，增长数量和幅度与 1987 ～ 2001 年相近。

历次调查结果显示，1987 ～ 2017 年间，呼中林

业局林地面积在总经营面积中占比一直很大，依

次为 96.72%、97.17%、99.17%、99.53，相应非

林地面积占比依次为3.28%、2.83%、0.83%、0.47%。

图1 30年间呼中林业局林地、非林地资源面积变化情况

图 2 30 年间呼中林业局森林覆盖率

3.2 森林覆盖率

30 年间，呼中林业局森林覆盖率先增后

降，总体呈增长趋势，从 1987 年的 89.3% 增长

到 2017 年的 95.41%，共增长了 6.11%，具体变

化为 1987 ～ 2011 年为增长期，2011 ～ 2017 年

略微有所降低（图 2）。其中，1987 ～ 2001 年

为呼中林业局森林覆盖率快速增长期，增长了

5.9%，2001 ～ 2011 年增长缓慢，增长了 1.75%，

2011 ～ 2017 年森林覆盖率有所降低，降低了

1.54%，回到了 2011 年水平。

3.3 森林蓄积动态变化

3.3.1 蓄积动态变化

30 年间，呼中林业局森林蓄积量总体呈现微

增加态，具体变化为先减少后增加，1987 ～ 2011

年为森林蓄积快速减少期，2001 ～ 2017 年为森

林蓄积稳定增加恢复期，乔木林蓄积量变化趋

势与森林总蓄积量变化相近（图 3）。其中，森

林总蓄积量在 1987 ～ 2001 年间减少了 885.72

万 m3，2001 ～ 2011 年 增 加 了 506.41 万 m3，

2011 ～ 2017 年增加了 450.46 万 m3，30 年间呼中

林业局森林蓄积量共增加 71.15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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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0 年间呼中林业局活立木、乔木林地蓄积变化
1987 ～ 2001 年间呼中林业局乔木林蓄积共

减少了 771.03 万 m3，疏林地蓄积减少了 137.50

万 m3，散生木蓄积在此期间为增加状态，共增加

22.80 万 m3。2001 ～ 2011 年间，乔木林蓄积增加

了 571.84 万 m3，疏林地蓄积减少了 1.73 万 m3，

散生木蓄积减少了 63.70 万 m3。2011 ～ 2017 年

呼中林业局乔木林蓄积、疏林地蓄积、散生木蓄

积实现了全增长，乔木林蓄积增加了445.22万 m3，

疏林地蓄积增加了 0.67 万 m3，散生木蓄积增加了

4.57 万 m3（图 4）。

 

图 4 30 年间乔木林、疏林地、散生木蓄积量动态
由图 5 可知，30 年间呼中林业局乔木林蓄

积在森林总蓄积中占比较大，均在 96% 以上，且

总体呈增长趋势，由 1987 年占比 96.81% 增长到

了 2017 年的 99.48%，共增长 2.67%，总体变化为

先增长后略微减少；具体变化为 1987 ～ 2001 年

间增长了 1.52%，2001 ～ 2011 年间增长 1.19%，

2011 ～ 2017 年间有微弱的减少，减少 0.04%。30

年间呼中林业局疏林地蓄积在森林总蓄积中占比

一直较小，总体为减少趋势，由 1987 年的 2.13%

减少到 2017 年的 0.02%，共减少 2.11%；具体变

化为1987～2001年减少了2.09%，为快速减少期，

图 5 30 年间乔木林、疏林地、散生木蓄积量在森林总蓄积量中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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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 2011 年期间为缓慢减少期，减少 0.3%，

2011 ～ 2017 年疏林地蓄积在森林蓄积中占比有

微小的增加，增加 0.01%。30 年间呼中林业局散

生木蓄积在活立木总蓄积占比中总体呈减小趋势，

由 1987 年的 1.07% 减少到 2017 年的 0.51%，总

体减少 0.56%，但是动态较为明显，1987 ～ 2001

年期间增加 0.56%，2001 ～ 2011 年期间减少了

1.16%，2011 ～ 2017 年期间又增加了 0.04%。

乔木林蓄积在呼中林业局森林蓄积中占主

体地位，1987 ～ 2001 年间，乔木林蓄积减少量

占森林总蓄积减少量的 87.05%；2001 ～ 2011

年，乔木林蓄积增加量是森林蓄积增加量的 1.13

倍，乔木林蓄积增加量大于森林蓄积增加量；

2011 ～ 2017 年，森林蓄积增加量几乎全部为乔

木林蓄积增加量，比例高达 98.84%。

3.3.2 单位面积蓄积量

森林资源质量的高低是森林生态系统功能

可否有效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 [23]，30 年间，呼

中林业局森林资源单位面积蓄积量总体为减少趋

势，具体为先减少后增加动态，单位面积森林蓄

积量协同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同步变化。其中

1987 ～ 2001 年是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快速下降

期，2001 ～ 2017 年是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稳定

增长恢复期（图 6）。

30 年间，呼中林业局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

由 1987 年的 88.23m3/hm2 降低至 2017 年的 86.67 

m3/hm2，降低了 1.56m3/hm2，降幅 1.77%；乔木林

单位面积蓄积量由 1987 年的 94.98m3/hm2 降低至

2017 年的 89.93m3/hm2，减少了 5.05m3/hm2，降幅

5.32%。其中，1987 ～ 2001 年，单位面积森林蓄

积量减少了12.25m3/hm2，降幅13.88%，幅度较大；

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减少了 18.16m3/hm2，降幅

19.12%，幅度巨大。2001 ～ 2011 年，单位面积

森林蓄积量增加了 5.1m3/hm2，乔木林单位面积蓄

积量增加了 6.33m3/hm2；2011 ～ 2017 年，单位面

积森林蓄积量增加了 5.59m3/hm2，乔木林单位面

积蓄积量增加了 6.78m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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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后，呼中林业局森林资

源保护和恢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30 年间，呼中

林业局林地面积保持了持续增长状态，林地和乔

木林蓄积变化为先降低后增加，单位面积蓄积量

变化和蓄积变化一致。30 年间，呼中林业局林地

面积由74.48万hm2增加到76.64万hm2，净增2.16

万 hm2。森林覆盖率由 89.3% 提高到 95.41%，提

高了 6.11%。森林蓄积由 6 571.03 万 m3 增加到

6642.18 万 m3，净增 71.15 万 m3；乔木林蓄积由

6 361.35 万 m3 增 加 到 6 607.39 万 m3， 净 增

246.04 万 m3。林地和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自

2001 年的 75.98m3/hm2 和 76.82m3/hm2 开始稳定

增长，分别增加了 10.69m3/hm2 和 13.11m3/hm2，

虽然森林资源质量在 2001 年后开始稳定恢复增

长，但是也未能恢复到 1987 年水平。乔木林蓄

积变化是呼中林业局森林资源变化的主体。无论

是 1987 ～ 2001 年间的森林蓄积量减少，还是

2001 ～ 2017 年的蓄积量增加，乔木林蓄积的增

减量均占森林蓄积变化量的 87% 以上。

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我国森林

资源数量持续增加、质量稳步提升［24］。数量是

质量的基础，森林资源质量的提高是森林培育永

恒的目标 [25]。依据 2017 年森林资源调查数据，

呼中林业局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为 86.67m3/hm2，

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为 89.93m3/hm2，虽然较

2001 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和世界平均水平

137.1m3/hm2 差距依然巨大 [26]。

5   讨 论

天然林保护工程开展前，大兴安岭以木材生

产为主，森林资源采伐量大于其自然生长量，是呼

中林业局 1987 ～ 2001 年间活立木蓄积大幅度减少

图 6 30 年间呼中林业局活立木、乔木林单位面积
蓄积量动态变化

的主要原因 [27]；长时间的木材生产使得大面积的

成、过熟林被幼、中龄林代替 [28]，幼、中龄林比

重增大的同时也拉低了单位面积蓄积量，是导致森

林质量降低的主要原因。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以后，

呼中林业局大幅度调减木材生产计划，同时加大森

林资源管护力度，有效保护了林地资源的破坏和退

化，同时有效遏制了各类乱砍滥伐、无证采伐等违

法行为，使得森林资源生长量大于消耗量，森林资

源总量得以恢复和增长 [28]，是2001年以来呼中林业

局立木蓄积、单位面积蓄积量稳定增长的主要原因。

要实现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首先应该明确森

林质量的科学内涵及核心指标，在传统森林资源质

量指标的基础上，扩展森林景观空间层、林分层和

单木个体等三个层面指标，以满足社会对森林生态

环境服务、景观文化和物质生产等多种功能的需

求 [31]。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背景下，森林

质量提升将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林业发展的主

题、目标及任务[31]。呼中林业局应该结合实际情况，

加强中幼林抚育和退化林修复，加大人工林改造力

度，优化调整林分结构，增加混交林比例以增加碳

汇能力；开展多功能森林经营，提高林地生产力和

林下产品产出、发展森林康养等方面进行森林经营

规划，以保障森林生态屏障功能，达到持续提升森

林资源经营管理水平、提高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

定性，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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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rest Resource Dynamics and Its Causes During 30 Years in Hu-
zhong Forestry Bureau

LIU Huifeng

( College of Forestry，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18 )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forest resources in Huzhong Forestry 

Bureau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ynamic changes of forest resourc-

es in Huzhong Forestry Bureau from the aspects of forest resource area, storage and forest 

resource qual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four forest resource planning and design surveys from 

1987 to 2017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restland area of 

Huzhong Forestry Bureau increased by 2.16×104 hm2 (2.81%)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liv-

ing wood stock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with a total increase of 71.15×104 m3, 

or 1.08%. The forest coverage rate increased by 6.11percentage points to 95.41 percent. The 

forest quality is low, the forest volume per unit area is 86.67 m3/hm2, decreased by 1.56m3/

hm2, decreased by 1.77%; The volume of arbor forest per unit area was 89.93 m3/hm2, decreased 

by 5.05m3/hm2, decreased by 5.32%.

Key words: Huzhong Forestry Bureau;Forest Resources; Volume per unit area;Forest Coverage 

rate;Dynamic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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