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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云南林业 必须从薪材林起步

一论云南林业发展战略

李文政 裴盛墓

(西南林学院) (昆呀植 物所 )

自远古人类钻木取火 以来
,

植物就是人

类最早利用的
、

最基本的能源
,

而且至今仍

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继续利用
。

现在全世界

使用薪柴能源的总人数为4 2. 58 亿
。

其 中发

展中国家占3 1
.

1 1亿
。

世 界薪材消耗总量为

15
.

66 亿立方米
,

占总采伐量的5 9 %
。

而其中

发展中国家占1 4
.

21 亿立方米
。

在发展中国家
,

本世纪仍有80 一90 % 的

人级木柴作能源来煮饭
、

取暖
,

因而森林砍

伐速度大大超过生长量
,

这种形势若持续到

2 0 0 0年
,

届时30 亿人 口将陷于燃料缺乏的困

境中
。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年来对肠个发展中

国家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

发现有63 个国家薪

材短缺
,

其中32 个国家薪材严重缺乏
。

我国

是其中一个 ; 全国 8 亿农村人 口中
,

有6
.

4 亿

人口缺烧柴
,

据统计
,

_

全国目前有4 7
。

7 %的

农户缺柴 3 一 6 个月
。

, ‘
.

:
、

云南省每年森林生 长量 仅 27 00 万立方

米 但消耗量却高达 3 9 0 0万立方米
,

每年净

减12 0 0万立方米
。

其中国家采伐约占5
.

8 % ;

脚火毁林约占 5 % 多 毁 林开荒约占2
·

6 % 多

面烧柴一项就占了葛消耗量的64 .7 %
。

余省

农衬人口
,

每人每年平均要 挠 2 立 方米木

集
。

全省的糖厂
、

盐矿
、

茶厂
、

瓷厂
、 .

石灰
,

事砂烤姻
、

橡胶
、

砖瓦等生产每年也耗去大

彝木材用作然料
。

如兰坪盐矿每年烧柴不少

甭那p。卒方米
,

永胜寒厂每年蜘荣约4多帕文

方米
。

由此可见薪材是云南森 林 消耗 的大

头
。

全省很多地区的
.

森林
,

都是因砍柴而大

面积破坏
, 少

这是导致云南森林覆被率下降的

主要原因
,

云南森林镇盖率已 由 解放 初期

的印%降到七十年代柳4. 9 %
。

近年来又由

24
.

9 %降到24 %
,
每 年约以0 .7 % 的速度下

降
9

.

一

有的地区还高于。
.

7%
,

.

如思茅镇2 2 8肋

户人家
,

年耗量1 8 0 0 0 0立方米
,

平均每户年

耗薪材量7
.

88 立方米
,

使肘近的森林覆盖率

每年以 2 %幅度下降
。

若不扭转
,

照此发展

下去场 20 年后
,

云南森林将基本耗尽
,
大部

地区水土流失加剧
,

_

人民严重缺材
,

风沙
、

自

然灾害严重
。

有的地区可能会变成沙漠
。

俗话说
: “
开门七件事

—
柴

,

米
、

油
、

么
r

酱
、

醋
、

茶
” , 这七件事中

, “
柴即 字

当先
。

当今农村经济得 到 发 展
,

米
、

油
、

盐
、

酱
、

醋、 茶已丰盛起来
。

然而
,

这
“
锅下

愁
”
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

薪材短缺已经影

响到人民钓生产
、

生活
,

”
因为薪材短缺

,

一些地区农民只得剥树

皮
,

创树根
,

铲草皮
,

作燃料或是烧牛
、

马

粪
,

甚至是作物的秸杆示据统计
,

一

现在全国

每年要烧掉2
.

8亿吨秸秆和90 。纯畜翰 燃烧

时放出的氮
,

相当于的O万吨碳酸馁
。

云 南

滇中
,

滇东北
,

滇北
,

滇东等地区
,

类似的

情况不乏见到、
.

“
-

一
_

周为缺柴
,

不少地忆的农户集体林砍光



后
,

又去砍 国有林
。

次生林砍光后
,

又去砍

用材林
。

有的甚至不惜把童松
,

幼树
,

经济

林木 (油茶
、

油桐
、

乌柏
、

果木树
、

棕树 )

砍掉充为烧柴
。

严重影响我省经济林和用材

林的发展
。

林木
,

草皮
,

树根
,

作物秸秆
,

牛
、

马

粪作燃料烧掉
,

造成了木料
、

’‘

燃料
、

饲料
、

肥料
、

原料等的短缺
。

当森林破坏后
,

生态

失去平衡
,

水土流失
,

小气候变坏
,

农业生

产下降
,

又不得不毁林开荒
,

扩大耕地
,

结

果造成由烧柴带来的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的

恶性循环
。

农村因索取薪材而破坏生物资源
,

已成

为农村生念坏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

当今世界

普遍议论的六大危机
:

即能源危机
,

资源枯

竭协 人口膨胀
,

粮食短缺
,

环境退化
,

生态

平衡失调
。

这六大危机实质上是何甲问题的

不何发展阶段或不同表现形式
,

有些彼此互

方因果
。

这些问题的产生与解决
,

可以说都

与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
,

,

保护和发展有着直

接
、

间接的关系
。

从生物学的观点看 ,’ 解决

这些向题的关键
,

是人们在开发利用过程中

不断加强保护
,

不断研究和发展新的生物资

源 o’ 云南傣族广泛人工种植的薪炭林树种铁

刀木 (C a s s fa s ia o zo a )
,

是一种独特的人工薪

炭林
。

在我国56 个民族中
,

傣族是传统栽培薪

炭林的唯一民族
。
傣族种植这种植物木仅经

济上合算
,

而且对保护当地森林十分有益
。

其发展传统薪炭林的成功经验
,

给我们很大

的启示‘

现代能源的多样性
,

为我们提供了解决

能薄的各种途径
, 、

如沼气
,
水 电 站

,

小煤

窑
,

太阳能 风能等均可发展
。

但薪材林能

源却是农村最根本的能簿女
;
此如发展招气能

源就离不开植物性的垃玻和农作物秸杆
。

由

于植物资源具有特殊的性质厂 因而在整个自

然资源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并占据中心地位
。

专家们的研究表明
,

在当今和未来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
,

’

我国农村能源的三分之二仍靠物

质能源
—

薪炭林
。

同其它能源相比
,

薪材

林能源则不同
,

它属于生物能
,

是
“活

”

的

能源
,

具有再生性
,

能更新
。

这 种 绿 色能

源
,

若经营得当
,

永远不会枯竭
。

薪炭林不

仅能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

而且还具有保持水

土
,

防风 固沙
,

促进生态平衡
,

稳定农业丰

收等多种效益
。

建国以来
,

我省各地对于营造经济林
、

用材林
、

防护林比较重视
,

做了大量工作
。

但 由于我们对营造薪材林认识不足
,

没有当

成亿万农民生活悠关的大事来抓
,

致使薪炭

林没有很好地发展
。

云南现有人口 3 4 0 0万
,

若 有 3 4 0 0 万 亩

薪炭林 (每人平均一亩 )
,

且分布均匀
,

薪

材供需矛盾可得到解决
。

然而
,

据 1 9 7 5年调

查
,

云南仅有薪材林 93 万亩
,

只占有林地面

积 0
.

16 %
,

薪 材蓄积量4 04 万立方米
。

而全

省薪材的耗量一年高达 1 7 4 0万立方米
。

这就

意味着还有绝大多数人没有薪材林
,

为了烧

饭
、

取暖
,

不得不从用材林
、

防护林
,

以及

经济林
、 ;

风景林中索取薪材
。

这是云南森林

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
,

在这场灾难中
,

甚至

连昆明西山
、

黑龙潭
,

大理的蝴蝶泉
,

滇中

的佛教盛地狮子山也难免刀
、

斧之灾
。

这就

是为什么云南建国 册 年 来
,

造林9 0 0 0多万

亩
,

而保存的成林面积只有 1 2 0 0万亩
,

有不

少缺柴地区年年造林不见林的真正原因
。

因

此
,

要保护和恢复我省的森林资源
,

振兴云

南林业
,

维护云南3 4 0 0万各族 人 民 的 生命

线
。

就必须将云南林业的发展战略来一个大

的转变 , 也就是说
,
要 本 着 实事求是的原

则
。

急人民之所急
,

从政策上
、

思想上
、

人

力上
、 1

资金上将云南林业的发展重点和关键

放在解决农村的能源向题—
大力发展薪炭

林
,

确实树立起以薪炭林为主的方针
,

积极

推动林业建设
。

.

198 1年在联合国召开的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镰会议上
,

专家们认为
,

2 0 0 0 年 前
,

解

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能源向题的



战略方针是
: “

今后几
一

卜年 内
,

应高度优先

执行以木柴 为主的能源 方案
” 。

这有两重含

义
, 一

是发展薪炭林和保护现有林
,

一

是提

高利用率
。

专家们强调
,

以木柴为主的能源

方案应纳入各国的能源政策
,

并同农村发展

结合起来
。

不久前
,

联合国粮农组
.

织制订 出

“
热带林行动计划

” ,

将薪柴与能源列入五

个优先发展的领域
。

这 一计 钊指山
,

19 8 7年

至 19 9 1年 二 年期间
,

个球 32个薪材严重缺乏

的发展中国家共需拍亿美元投资
,

其中印度

需 5 亿
,

巴西 4 亿
,

我国2
.

5 亿
。

粮农组织

认为
,

除了大力营造薪炭林
,

提 高 生 产能

力
,

降低消耗外
,

投资的 1 / 5 应当用于薪材

利用和开发方面 的科研
、

培训及推 广
。

这项

计划被看作使发展中国家摆脱缺柴 困境的重

要步骤
。

1 9 82 年
,

我国已将薪炭林列入农村能源

发展计划
。 “

六
、

五 ” 期间
,

在薪材缺乏的

地区
,

发展薪炭林作为植树造 林 的 首 要任

务
,

营造了 20 5万公须薪炭林
。 “七

、

五” 期

间有关薪炭林的科研已列入国家
“七

、

五 ”

科技攻关项 目
。

1 98 8年 2 月刀 国栋副省长在全省林业局

长会议上讲话指出
: “

要保护和恢复我省的

森林资源
,

当前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好农村的

能源问题
。

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是
:

⋯⋯

大力发展薪炭林
” 。

1 9 8 8年 9 月省林业厅长

李珠同志在云南省林学会上专门讲到薪炭林

问题
。

营造薪炭林是全省人民生 活 悠 关 的太

事
,

而树种选择又是造林工作成败的关键
。

营造薪炭林选择树种要注意以下几点
:

( 1 )

速生
、

生物量高
、

樵采周期短和繁殖容易
。

( 2 ) 萌芽力和根孽力强
,

能 反 复 樵采
。

( 3 ) 具有多种用途
。

( 4 )适应性强
。

( 5 )

能固氮
,

改 良土壤
。

( 6 ) 发火力强
,

能产

生高热能
,

燃烧时不发生火花或不散发有毒

气体
。

薪炭林树种的选择 与用 材 林 有所不

同
,

可乔木和灌木并重
。

可以是乡土树种
,

也可以是外来树种
。

一般说来
,

乡土树种较

毛急定可靠
。

据研究
,

现在储藏在世界生物资源中的

能源
,

9 0 %在树木中
,

树木是绿色能源的主

要源泉
。

科学家预计
,

到二十一世纪
,

绿色再生

能源将象本世纪的石油那样 登上历史舞台
。

木质能源不仅能取 代媒
、

石油
、

天燃气
,

还

可取代部分原子能
,

并有可能发展成象今天

石油业那样的新兴产业
。

因此
,

发展薪炭林
,

开展薪炭林的科学

研究
,

进行技术培训
,

技术推广等
。

尽快动

手解决新的工业革命能源基础
,

即再生绿色

能源的发展
,

是振兴云南林业具有战略意义

的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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