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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是指复盖在地球表面由绿色植物组成的各种不同的植物群落
,

如森林
、

灌丛
、

草原
、

沼泽 以及人类创建的各种栽培植物群落等
。

在 自然界中
,

植被能够利用光能制造

大量物质
,

直接或间接向人类提供衣
、

食
、

住
、

行等方面的需要
,

同时
,

还能够保护和

调节人类生存的 自然环境
。

它不仅是国家一项重要的 自然资源
,

而且具有保持水土
、

涵

养水源
、

调节气候
、

保护动物生存和保障农业生产等多种效益
。

因此
,

在自然界的生态

平衡 中
,

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

在各种各样的植被类型中
,

森林植被最为重要
,

它既是

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

也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生态系统
。

长期以来
,

人们对于植被在 自然界中 所起的作用认识是不够的
。

乱垦滥伐
,

破坏植

被
,

盲目追求自然界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
,

以致造成 自然界中生物与环境
,

生物与生物

之间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的关系和生态系统内部调节机能的失调
,

导致了生态平衡的破

坏
。

这种生态平衡的破坏
,

具有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的特征
。

对于这种恶性循环
,

如果

我们不及早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

不仅贻害子孙后代
,

而且当前也直接危害我们 自身
,

甚

至直接影响本世纪末在我国实现 四个现代化
。

我们在进行植被资源的利用时
,

绝不能够

以浪费 资源
、

牺牲环境来换取暂时的经济高速发展
。

自然辩证法认为
,

任何具体事物的

存在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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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
,

如果它是 自然的发展
,

而不

是自觉的
,

则留给 自己的只是荒漠
” 。

在 自然界 中
,

气候的变化是受 自然地理客观规律所制约的
。

但是
,

对于一个地区或

一个区域来说
,

地表植被大量破坏
,

复盖率减低后
,

植被 的防护效应丧失
,

环境恶化
,

自然生态平衡失调
,

就会加速和加重 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
。

从 四川的情况看
,

近 20 年来
,

早
、

洪
、

风
、

病虫害等灾害日趋频繁
,

特别是 1 9 81 年

夏季的洪灾
,

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 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

这和植被遭 到 严 重 破

坏
、

森林复盖率大幅度减少后对 自然灾害的防护效应减弱是分不开的
。

从生态平衡的观点 出发
,

由于植被的破坏
,

造成 了 以下几个方面的严重恶果
。

(一 ) 调节气候的功能失润
,

加皿了自然灾容

解放初期
,

四力{森林复盖率约 19 %
,

长期 以来的乱垦滥伐
,

下降到 1 9 7 8年的13 %左



右
,

而且分布极不均匀
。

川中丘陵地区森林复盖率多数在 5 % 以下
,

有的甚至不到 1 %
.

大量的森林被砍伐后
,

调节气候的功能丧失
。

大气性的降雨受大气环流支配
,

是有季节性的
。

但是
,

一定的森林植被
,

能形成地

形降水
。

森林植被蓄积
一

于地被层与土壤中的水分
,

通过枝叶的蒸腾作用散发 于 大 气 之

中
,

过剩的水汽不断凝结下降为雨
。

所以
,

森林多的地方云多
、

雾多
、

雨也多
。

南部县五十年代初期
,

森林复盖率达 25 %
,

现在为 5
.

7 %
。

1 9 7 6年至 1 9 7 9年连续四

年出现早灾
,

四个区 2 8个公社
,

吃水都困难
。

乐至县森林复盖率由 1 95 8年的 15 % 下降到

目前的 1
.

4 %
。

19 57 年以前
,

年降雨量都在 1
,

。00 毫米以上
,

六十年代减少到 90 0毫米
,

七十年代减少到只有7 00 毫米
。

万县地区解放初期森林复盖率为 2 4
.

7 %
,

目前为 10 %
。

五
一

十年代基本无早象
,

目前早象频繁
,

一些地区冬春吃水都困难
。

开县石碗公 社 力 元 大

队
,

森林复盖率原为 80 %
,

66 孔泉水一年四季长流不断
,

森林破坏后干枯 了 50 多孔
。

从四川盆地范围看
,

五十年代春早约三年一遇
,

现在发展 到十春八旱 , 五十年代夏

早只有 5 次
,

现在几乎年年都有
。

四川西部高山峡谷区
,

森林植被破坏后早象也在加 剧
,

出现雪线上升
,

林线下降
,

干旱河谷扩展的趋势
。

位于西部高原地区的红原
、

若尔盖等县
,

地处草原和草甸的过 渡

地带
。

这里原有一定面积的森林和大 面积的沼泽
,

调节了气候
,

降水量较丰富
,

中生性

草甸植物发 育良好
。

近 10 多年来
,

森林大量被砍伐 (特别是一些沟谷地区的块状森林 )
,

草地不合理的开垦
,

使气候日趋干燥
,

不仅森林难以恢复
,

沙丘逐渐扩大
,

而且草甸有

向干草原发展的趋势
。

根据 1 9 7 5年四川植被调查资料
,

若尔盖县唐克地区的一些草场
,

针茅成份 日益增多
,

这里针茅一共有 6 种
,

其中有 4 种是属于干草原成份的种类
。

近 20 年来
,

由于植被的破坏
,

森林面积不断缩小
,

冰雹
、

风
、

霜冻等灾 害 都 有 增

加
。

南部县 1 9 7 9年 4 月 12 日和 1 9 8 0年 4 月 13 日
,

分别出现 n 级大风
,

是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
。

(二 ) 渝养水派
,

保护地衰的能力减弱
,

导致了水土流失

1 98 1年 7 月至 9 月初
,

四川共遭受 6 次暴雨和特大暴雨
,

长江
一

L游出现建国以来的

最大洪峰
。

在这次暴雨和特大暴雨中
,

凡是地表植被破坏严重的地区
,

洪水的危害程度

明显加剧
。

在有森林植被复盖的地区
,

降水通过树冠的截留
,

缓慢降于地面
,

其地被 层和枯枝

落叶层将降水蓄积在空隙内
,

再通过富含腐殖质的土壤逐渐向下渗透直至岩石层
。

透过

岩石层缝穴形成的地下水
,

又 以涓涓细流出现于地表
。

虽然
,

像 1 9 8 1年这样 的 特 大 暴

雨
,

难于阻止
,

但是
,

如果有较好的植被复盖
,

可以大大减轻暴雨的直接冲击力和对土

壤的冲刷
。

剑阁县土肥组的同志在去年特大暴雨时测得
,

在坡度都为 9
。

的情况下
,

地表植被复

盖率为10 %以下的地段比复盖率为 20 %的地段
,

要多冲走 3
.

6倍的土壤
。

根据盐亭县林业局调查
,

该县林 山公社森林复盖率在 40 % 以上
,

冯河公社复盖率仅

14 %
。

两公社林业用地的坡度同是 50
”

的情况下
,

在去年暴雨中林山公社每亩仅冲走土

壤 55 公斤
,

而冯河公社每亩冲走 1 ,

95 5公斤
。

无森林复盖的地方
,

每亩冲走土壤达 6
,

40 0



公斤
。

广元县有一条清江河
,

发源于青川
,

流经昭化
。

五十年代水很清
,

与嘉陵江汇合口

清浊分明
,

现在 已清浊不分
, 过去洪水退后三天就清了

,

现在半月都不清
,

其主要原因

就是由于沿江两岸
,

特别是广元地段
,

大搞增种
,

破坏了地被物
。

这些地区耕地的坡度

大多在 30
。

以上
,

据广元县林业局的同志调查
,

每年这些坡耕地冲走表土 2厘米左右
,

每

亩约 2 万斤
。

沿清江两岸
,

围河造田 3
,

0 00 多亩
,

这次全部被冲毁
,

几十里长堤被打光
。

在这次暴雨中
,

剑阁县文溪河水位陡长 n 米
,

淹没了很多农田
, 4 一 5 个钟头后

,

水就

退了
,

1一 2 天
,

水就变清了
,

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沿河流域植被保护较好
,

沿河两岸

又有很好的护岸林
。

水土严重的流失
,

又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

四川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占全省总面积

的60 %以上
。

据有关资料
,

嘉陵江
、

沱江
、

涪江每年因水土流失
,

冲走泥沙达 2
.

5亿吨
。

四川每年流向下游的泥沙达 6
.

5亿吨
,

相当于 5 00 万亩耕地被冲走约 17 厘米厚的表层沃土
。

根据联合国资料
,

长江中泥沙含量已 占全世界各大河流 中的第 四位
。

在去年 特 大 洪 灾

中
,

重庆市北暗水文站测定
,

7 月 25 日嘉陵江中泥沙含量竟高达每立方米 1 2
.

5公斤
。

水土流失的结果
,

使河道
、

水库淤积
。

全省有大冲 型水库 1 02 座
,

每年泥沙淤 积 总

量达 1
,

60 0万立方米
,

相当于每年减少一座中型水库
。

巫溪县寨沟水库
,

万县分水 区 火

箭水库
,

建成后仅仅 10 年
,

全部淤平报废
。

广元县羊膜区羊膜河
,

六十年代初从嘉陵江

可以通航至羊膜 区所在地
,

全程达 30 余公里
,

现在不仅不能通航
,

有的地段河床已高过

农 田
。

间题严重的是
,

今后如再出现同样暴雨
,

灾情还要加重
。

羊膜 区 1 9 8 1年洪水水位

与1 9 7 7年比较
,

还低一米
,

而损失超过 1 9 7 7年三倍 以上
。

四川去年洪水所造成的无形损

失
,

包括塘捻
、

水库
、

河道淤塞
,

部分水利工程效益降低等
,

在很短的时期内
,

将很难挽回
。

(三 ) 资源短缺
,

恢复困难

森林植被面积不断缩小
,

一方面造成木材资源短缺
,

另一方面使得一些与森林植被

相依存的许多生物种类数量也大大减少
,

有的甚至 已濒 临绝迹 的境地
。

四川 盆地 边缘地

区和内部的很多县
,

五十年代木材除了能够自给以外
,

还能支援外地
,

现在
巍

都要调

进
,

有的县甚至连烧柴都很困难
。

在盆地内部
,

由于植被破坏严重
,

益鸟种类和数量不

断减少
,

农业上的害虫危害加重
。

很多动植物资源
,

如林赓
、

马赓
、

雪豹
、

白马鸡
、

长

尾难
、

角雏
、

野生天麻
、

黄连
、

黄柏
、

杜仲的数量和产量
,

也明显下降
。

以中药材杜仲

为例
,

全省最高年收购量五十年代的 1 9 5 6年为 6
,

5 30 市担
; 六十年代的工9 63 年为 1

,

8 15 市

担 , 七十年代的 1 9 7 3年下降为 1
,

41 5市担
。

重要的中药天麻
,

全省最高年收购量五 十 年

代的 29 5 4年 为 2
,

15 2市担
; 六十年代的一9 6 5年为 1

,

1 5 4市担
; 七十年代的 2 9 7 9年下降为 5 8 5

市担
。

这些资源
,

要想在短期内恢复
,

十分困难
。

一些珍贵的动植物资源
,

一旦绝迹
,

对国家来说将是一项重大损失
。

这些野生原始

类型是改 良家养和栽培物种的重要原始材料
,

是 国家的宝贵财富
。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

分重视种质资源的保存工作
。

森林植被破坏后
,

如果不及时恢复
,

一些生产力极低
、

对人类价值不大的植物就会

在地面上迅速占据优势
,

那时再恢复森林就比较困难 了
。

如盆地内的黄茅草坡
、

白茅草



坡
、

芒其草坡
,

边缘山地的蔽其草坡
、

里白草坡
,

川西峡谷地区的红白刺灌丛等
,

以黄

茅草坡为例
,

据调查资料
,

黄茅在地面上占据 80 %左右的盖度并 占全部草本植物 80 % 以

上的重量
,

在草坡中黄茅 占据了绝对优势
,

抑制了其它植物的生长
。

黄茅叶质粗糙
,

一

年中除幼苗期外
,

其余时间纤维质增多
,

品质低劣
,

适口性降低
,

不为牛
、

羊等牲畜所

食
。

黄茅在结果后
,

尖锐的基盘及长芒会刺伤牲畜口腔及身体
,

因此利用价值极小
。

在

川西峡谷地区的一些河谷地带
,

植被破坏后 由于 自然环境恶劣
,

地面破碎
,

不易恢复
,

甚至呈现 出一种半荒漠的景象
。

四川 自然条件复杂
,

南北跨纬度 8
”

以上
,

东西跨经度 1 2
。

以上
。

为了保护环境
,

维

护生态平衡
,

必须大力恢复植被
。

根据四川 自然条件的特点
,

现将全省分为五个不同的

区域
,

分别概述恢复植被的一些方向和措施
。

(一 ) 西部高原区

本区植被受高寒气候条件影响
,

以灌丛和草甸为主
,

森林多为块状
,

主要分布于沟

谷
。

从 自然条件分析
,

这里的森林处于较恶劣的环境
,

灌丛和草甸处于最适地带
。

森林

一经破坏
,

往往形成草甸和灌丛
,

恢复起来很困难
。

森林一旦丧失
,

又会导致草甸环境

干化
,

草质变坏
。

因此
,

森林的恢复对于保护草甸环境和发展畜牧业具有重要作用
。

当前
,

应保护好现有块状森林
,

严禁乱砍乱垦
,

严禁毁林扩大牧场
,

迅 速 抚 育 幼

林
,

更新火烧和采伐迹地
。

高原面上应发展沙棘林
、

柳林和杨树林
,

块状营造
,

有利于

骨理
、

保护
。

沟谷宜发展大果红杉
、

红杉
、

川西云杉
、

紫果 云杉
、

白桦等树种
。

灌丛和草甸能保护高原自然环境
,

在草甸生态平衡中
,

起着重要作用
,

不宜随意开

垦
,

发展种植业
。

在发展人工饲草基地时
,

也要选好地形条件
,

严 防沙化扩大和寒冻
、

风沙危害加剧
。

(二 ) 西部高山峡谷区

本区森林资源丰富
,

是我省主要林区
,

但森林破坏严重
。

这里 由于地面破碎
,

河谷

深切
,

森林植被玻坏后
,

水土冲刷流失严重
,

水源涵养能力大大减弱
。

河流流量幅度变

化大
,

焚风效应加重
,

干旱河谷上升
,

造成环境恶化和生物生产量降低
。

当前应抓好 以

下几方面的
_

毛作
。

1
、

保护现有森林植被
,

防止河谷林限上升和高山林线下降
。

接近干热河谷一带的

森林和接近高山灌丛
、

草甸的森林
,

都应严禁砍伐
。

保护带应不低于 2 00 米垂直幅 度
。

这样做不仅刘于保护森林立地环境条件
,

而且对于森林带上的牧业和森林带下的农业都

起着保护作用
。

2
、

加快火烧迹地和采伐迹地的更新
。

原始森林采伐后
,

如果迅速更新
,

则2 。年左

右就能恢复其森林复盖
,

保持其森林 的立地条件
。

不及时更新
,

采伐迹地就会演变成低

价值的灌丛和草坡
,

使其更新困难
。

在 自然的情况下
,

恢复原有的森林非常缓慢
,

若加

以 人工干预
,

就能较快地恢复森林植被
。

迹地更新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



( 1 )严格掌握树种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
。

每一个树种
,

都有它生长发育的规律

和一定生态适应范围
,

如冷杉中的黄果冷杉和眠江冷杉
,

前者适应较干热的环境
,

分布

较低
,

而后者喜冷湿的环境
,

分布在较高的阴坡
。

( 2 ) 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地被现状
,

安排不同的树种
。

如大雪山西坡高山森林

植被砍伐后
,

环境更为干冷
,

要营造原有的针叶树种非常困难
,

应先考虑落叶的适应力

强的白桦
,

迅速恢复森林的立 地条件
,

待 白桦创造出对云杉有利的条件后再营造云杉
。

又如在大渡河和眠江上游
,

对次生灌丛改造时
, 也可通过一些生长迅速的桦

、

杨
、

械
、

栋等落叶树种
,

加速更替
,

逐步建立更有价值的森林植被
。

( 3 ) 加强对本地树种的研究
,

增大速生树种的比例
。

四川西部地区树种较丰富
,

针叶树种中的落叶松
、

云冷杉
,

阔叶树种中的桦
、

械
、

杨等都有一些适应幅度广
,

生长

较快的种类
,

是选择适地树种的有利条件
。

3
、

保护现有的硬叶常绿阔叶林 ( 高山栋类林 )
。

高山栋类生态幅度 广
,

适 应 性

强
,

对保护环境有重要作用
,

同时
,

林下生 长着很多珍稀菌类
,

如猴头
、

灵 芝 菌
、

青

菌
、

香菌等
。

目前高山栋类林破坏严重
,

特别是烧杠炭
,

每年都有大面积被砍伐
。

4
、

充分利用河谷地带的光
、

热资源
,

发展经济林木
。

河谷地带温差大
,

光 照 充

足
,

落叶果树品质较好
,

可发展梨
、

苹果等
,

还可发展核桃
、

花椒等经济林木
。

(三 ) 川西南地区

本区是四川热量条件最好的区域
,

寒潮影响微弱
,

干湿季节明显
,

旱季长
。

在海拔

1
,

80 0米 以下的地带
,

对喜湿树种生长不利 , 海拔 1 ,

80 0米以上
,

有利于喜湿 树 种 的 发

展
。

本区植被的恢复
,

要根据不 同的垂直地带进行布局
。

1
、

利用河谷热量条件发展热带和亚热带经济林木
。

安宁河
、

雅碧江
、

金沙江河谷
、

重点发展火绳树
、

木豆
、

山麻黄
、

木棉
、

木蝴蝶
、

酸角
、

牛肋 巴
、

番木瓜
、

香蕉
、

刺楠

竹
、

梁山慈
、

柠檬按等
。

水分条件较好的地段应发展广柑及多种南药
。

对现有沟谷地区

的多种青杠林应加以保护
。

2
、

山地应大力营造云南松
、

云南油杉或栋类
、

滇档木混交林
。

阴坡湿润地段应发

展银叶木荷
、

白皮柯
、

多变柯
、

樟
、

楠等常绿阔叶林
。

注意发展材质优 良
、

生长快的德

昌杉和经济价值高的漆树林
。

3
、

高山地带应重点发展械
、

桦
、

铁杉
、

长苞冷杉
、

川滇冷杉
、

油麦吊杉
、

垂枝香

柏棍交林或纯林
。

4
、

本区高中山地带有较大面积的地盘松和撩荒地
,

应积极发展落叶树种如白桦
、

山杨等
,

增加地被复盖
,

逐步改造低劣的植被类型
。

(四 ) 盆地边缘山区

本区湿度大
,

雨量充沛
,

树种繁多
,

林副产品丰富
,

资源潜力大
。

目前森林破坏严

重
,

不少地区森林复盖率 日渐降低
,

乱砍滥伐
,

烧山开垦
,

扩大耕地的现象比较突出
。

为避免环境继续恶化
,

当前应抓好 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1
、

建立森林后续基地
。

川南
、

川东南
、

川西宜发展杉木林
、

柳杉林
、

水杉林或多



种落叶树 种的混交林
,

川北大 巴山应发展巴山松等为主的针叶林或针阔混交林
。

中山地

带宜发展械
、

桦
、

锻
、

鹅耳杨
、

水青杠
、

拷树
、

石栗等硬杂木林
。

2
、

加速经济林木和林副产品基地的建设
。

川西
、

力!北应建立发展木耳
、

银耳的栋

类林基地和发展生漆的漆树林基地
。

四周山地应建立发展茶叶的茶园基地以及厚朴
、

杜

仲等药材基地
。

3
、

加速盆地边缘山区树种选育的研究
,

增加新的绿化树种和用材树种
。

四川盆地

边缘山地树种丰富
,

如山毛桦属
、

拷树属
、

石栗属
、

木荷属
、

连香树属
、

木兰属
、

木莲

属
、

鹅耳枷属
、

械属
、

锻属
、

桦木属
、

樟属
、

楠木属
、

润楠属
、

青杠属等
,

为树种选择

提供了有利条件
。

4
、

大力改造藏其
、

里 白草坡和杂灌丛
。

林区森林砍伐或撩荒后形成了大面积灌丛

草坡
。

它们对保护地被虽然起了一定作用
,

但生产价值低
。

从演替发展趋势看
,

最终也

可形成森林
,

但需时长
,

因此对这类灌丛草坡应加 以改造
。

先发展落叶阔叶树种
,

如恺

木
、

木姜子
、

刺傣
、

漆树
、

栋类等
,

然后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
,

逐步增加常绿树种和针

叶树 种
。

待环境条件改善后
,

这类灌丛草坡将 自然消失
。

(五 ) 盆地内部区

本逗 自然条件是全省最好的地区
,

适应多种植物的生长
。

恢复植被的主要 目的是建立

一个与农业相联系的
,

结构佳
、

功能大的农田生态系统
,

以保持水土
,

调节气候
,

改善

农 田生态环境
。

当前应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1
、

川中干早地带防护林的建立
。

川 中丘陵地区干早严重
,

对农业生产威胁最大
。

森林植被虽然不能改变大气环流系统
,

但可增强抗御早灾的能力
。

如地处川中老早区盐

亭县的林 山公社
,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

发展恺木柏木混交林
,

目前全公社森林复盖率达

4 0 % 以上
,

森林郁闭度达 0
.

6一 0
.

8
,

使农田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 改 善
: 1 9 6 0一 1 9 7 0 年

已经干涸了的泉水
,

现已基本恢复
; 大量的恺木叶作 为基肥施用

,

增加了肥源
,

改善了
_

L壤结构
, :

[ 壤中有机质含量增加
, 土壤冲刷流失现象 已基本上得到控制

, 群众用材和

烧柴问题 已基本上得到满足
; 益鸟有较大的增加

,

病虫害将逐步被控制
。

全公社经济收

入和粮食生产稳步上升
。

林 山公社仅仅花 了十多年时间
,

就取得了这样大的成效
,

如果

川中地区都能象林 山公社
,

整个川中地区的农业生产面貌将会大大的改变
。

2
、

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
,

选择不同的树种和群落的结构组合
。

川中丘陵以 白平纪

钙质紫色页岩为主
,

树种选择应以喜钙或适应性广的柏木
、

恺木
、

黄连 木
、

榆 树
、

泡

桐
、

油樟等为主
,

灌木则宜发展黄荆
、

马桑
、

小叶女贞等
。

川西
、

川南以及川东北一带

的酸性土地区
,

应营造喜酸或适应性广的马尾松
、

巴山松 l() !东北 )
、

大头茶
、

黄祀
、

枫香
、

麻栋
、

栓皮栋等
,

灌木宜发展油茶
、

茶
、

拎木等
。

川南长江河谷及其附近地区
,

应发展毛竹
、

刺楠竹
、

梁山慈
、

慈竹
、

硬头黄等多种竹类
。

森林营造时要结合对大面积

的芒其草坡
、

白茅草坡
、

黄茅草坡
、

香茅草坡等的改造
,

把低价值的植被类型改造成较

高价值的植被类型
。

3
、

因地制宜的建立茶
、

桑
、

油桐
、

柑桔等生产基地
。

茶树喜湿
,

好酸性土
,

应选

择雨量充沛的地区发展
。

油桐一般中性偏碱
,

在盆地内丘陵低山发展潜力很大
。

柑桔在



盆地内几乎各地都可发展
,

当前应注意优 良品种的选育
。

川中发展早熟苹果大有潜力可

挖
。

油橄榄的发展应总结经验
。

四

恢复植被
.

维护 自然生态平衡
,

是促进经济发展
,

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
,

也是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要搞好这一工作
,

当前在四川除了建 立 健 全 法

制
,

认真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外
,

应当特别重视以下几方面的间题
。

1
、

加强农业自然资源的调查
。

自然资源的调查
,

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

能起到摸清家

底
,

因地制宜
,

扬长避短的作用
,

也是改善和促进生态平衡向优 良方 向发展 的根本途径
;

不搞好农业资源调查
,

防治生态平衡失调就会带有很大的盲 目性
,

也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

四川自然环境复杂
,

不同地区
,

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
、

垂直高度
、

坡向
、

山脉走向

等的不同
,

都直接影响光
、

热
、

水
、

植被
、

土壤的变异
。

因此
,

在资源的利用和防治生

态平衡失调的措施上也不一致
。

必须加强 自然资源的调查
,

掌握其规律
,

使人类在利用

上达到既能提高效率
,

又能不断改善环境
,

促进生态平衡的良性发展
。

2
、

严禁毁林开荒
,

逐步退耕还林
。

近 20 年来
,

在盆缘山地
,

甚至盆地内部
,

由于

单一的强调粮食生产
,

大搞增种
,

毁林开荒的现象十分普遍
。

如广元县北部山区
,

开垦

坡度有的竟达 6 0
“

左右 , 这类坡地
,

在去年洪灾中遭到的损失最大
。

当地群众说
:

过去

是山上开荒
,

山下遭殃 , 现在是山上开荒
,

上下都遭映
。

开荒地区不仅粮食 产 量 上 不

去
,

亩产仅几十斤
,

而且多种经 营也发展不起来
。

今后
,

在陡坡地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 以及环境恶劣的高寒山区
,

应有计划的退耕

还林
、

还牧
,

结合退耕
,

迅速种草植树
,

使地被尽快得到保护
。

一些恢复困难的地段
,

可先种草
,

创造树木所需的环境条件
。

3 、

孟视防护林的趁设
。

在去年洪灾中
,

各地的防护林对减轻灾害的危害程度起到

了很大作用
。

今后在建设林业生产基地的同时
,

要重视防护林的建设
。

盆地北部大 巴山

两大缺口 地带
,

要营造防风林
,

在河流上游以及河流两岸
,

要营造水源林和护岸林
。

在

盆地内暴雨集中的地区
,

也要营造防护林
。

对于 自然条件比较脆弱地段的现有植被
,

应很好地加以保护
。

如高原上 的 块 状 森

林
,

过渡地带的森林
、

灌丛
、

草地
,

交通工程地区处于病害地段的森林等
。

4
、

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

自然保护区是开展自然保护工作的重要基地
,

对于保

护
、

发展和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
,

维护生态平衡
,

改善人类环境
,

促进科学
、

文 教
、

卫

生
、

旅游事业的发展
,

都具有很大意义
。

四川 自然条件复杂
,

生物种类丰富
,

地理位置特殊
,

现有 自然保护区面积
、

数量和

世界上自然保护事业发达的国家相 比
,

还存在很大差距
。 ,

目前急需在四川盆地边缘山地

以及川西高山峡谷地区
,

再建立一批 自然保护区
,

这不仅对改善四川的 自然环境
,

而且

对改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
,

将会有积极的意义
。

5
、

恢 复植被要注意经济效益和环境美化相结合
。

在经济效益上
,

应注意用材林
、

薪炭林
、

经济林的结合
。

为 J 充分利用林地
,

要作到乔木
,

灌木
、

草本三 层 植 被 的 配

合
。

为了有利于防治病虫害
,

在树种组成上要注意针叶
、

阔叶树种的结合
。

为了美化城

市和改善城市环境
,

要多考虑花
、

果
、

林的配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