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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广东海岛的林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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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广州　510650) (东莞市林业局)

摘要　根据广东海岛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条件, 分析了海岛森林资源的现状与特点, 认
为广东海岛林业的发展应该以防护林为主, 大力发展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 并在适宜地段适当
发展用材林和经济林。文内最后还提出了加强海岛林业建设的措施和介绍了海岛主要的造林
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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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沿海经济的高速发展, 海岛资源 (如旅游资源、水产资源、土地
矿产资源和深水良港资源等)的开发利用, 在经济建设中将占有重要地位。目前, 广东省许多海
岛以旅游业为龙头, 以深水码头为基础, 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 积极引进外资, 开发利用海岛资
源,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保障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在加速海岛经
济建设的同时, 必须加强海岛自身的环境建设, 特别应加强林业建设, 恢复森林植被, 维护海岛
自然生态平衡。

1　广东海岛概况
广东大陆海岸线长达 5699. 28 km , 居全国首位, 共有 759 个岛屿 (不含港、澳所属海岛) ,

总面积约为 1 600 km 2, 其中面积大于 5 km 2 的有 29 个, 目前有居民定居的约有 40 个, 总人口
为 35 万人。自东至西分七大岛群: 以南澳岛为中心的汕头海区岛群, 以汕尾为中心的碣石湾2
红海湾岛群, 以及大亚湾海区, 台山海区、阳江海区和湛茂海区岛群。

广东海岛处于热带北缘, 受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影响, 光、水、热资源充沛, 但干、湿季分
明, 每年 4～ 9 月是雨季。海岛常风大, 台风多, 是农林业生产的不利因子。茂名以东的海岛多
为丘陵地类型, 地带性土壤主要为赤红壤, 土层一般较瘠薄, 露石多, 有机质含量低; 湛江海区
海岛则多为台地, 沙洲类型, 地带性土壤主要为砖红壤, 土层较厚, 但多为沙土, 保水、保肥能力
差。

根据海岛的生境条件特点, 森林植被的性质和现状植被的反映, 广东海岛地带性植被类型
应为热带季雨林型的常绿季雨林, 组成种类多样而富于热带性, 只是由于长期的人为干扰和破
坏, 海岛的现状植被才多以灌木草坡为主。

2　海岛林业现状及其特点
2. 1　面 积

全省海岛的林业用地面积为 7. 92 万 hm 2 (见表 1) , 占总面积的 49. 6% , 现有林地面积为

3. 53 万 hm 2, 占林业用地的 44. 6% , 其中人工林 2. 48 万 hm 2, 占有林地的 70. 3%。宜林荒山、

荒滩多, 共有 3. 24 万 hm 2, 造林潜力较大。全省海岛森林覆盖率为 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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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东海岛林业用地　 (单位: 万 hm 2, 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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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　头 2. 41 1. 74 0. 60 0. 02 0. 13 0. 13 0. 22 0. 64 6 30. 1

红海湾 0. 03 0. 02 0. 02

大亚湾 0. 19 0. 11 0. 01 0. 03 0. 07 21. 1

珠江口 3. 83 2. 09 0. 25 0. 05 0. 01 0. 42 0. 15 0. 17 1. 03 0. 01 8 18. 8

台　山 2. 51 1. 97 0. 10 0. 09 0. 01 0. 32 0. 20 1. 25 10 20. 3

阳　江 1. 13 0. 55 0. 19 0. 01 0. 01 0. 18 0. 15 0. 01 8 17. 7

湛　茂 5. 89 1. 44 1. 33 0. 01 0. 03 0. 01 0. 03 0. 03 96 0. 04 23. 3

合　计 15. 99 7. 92 2. 48 0. 15 0. 06 0. 90 0. 69 0. 40 3. 19 0. 05 128 0. 04 22. 3

2. 2　蓄 积

全省海岛现有森林活立木蓄积约为 90. 0 万 m 3 (见表 2) , 其中人工林有 68 万 m 3, 占
75. 5% , 以中幼龄林为主, 共有蓄积 53 万m 3, 占人工林总量的 77. 9%。

表 2　广东海岛各类林分活立木面积及蓄积　 (单位: 万株, 万 hm 2, 万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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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面积 蓄积

汕　头 0. 57 11. 74 0. 03 2. 69 0. 22 1. 00 6 0. 18 0. 82 15. 61

大亚湾 0. 01 0. 10

珠江口 0. 05 5. 57 0. 20 3. 24 0. 05 4. 14 0. 17 0. 77 8 0. 38 0. 47 14. 10

台　山 0. 09 4. 61 0. 08 0. 63 0. 01 0. 89 10 0. 60 0. 18 6. 73

阳　江 0. 01 0. 65 0. 19 2. 59 0. 01 0. 26 8 0. 48 0. 21 3. 98

湛　茂 1. 27 34. 59 0. 06 6. 79 0. 01 0. 06 96 8. 00 1. 34 49. 44

合　计 0. 15 10. 83 2. 32 52. 89 0. 16 14. 77 0. 40 1. 83 128 9. 64 3. 03 89. 96

2. 3　主要造林树种

广东海岛的现有森林植被以人工林为主, 而且造林树种较为单调 (见表 3 )。珠江口及其以

东海岛的主要造林树种为马尾松、台湾相思和木麻黄, 分别占人工林面积的 61. 6%、32. 6% 和

4. 7% ; 珠江口以西海岛主要造林树种为木麻黄、桉树和湿地松, 分别占人工林面积的 67. 3%、

13. 0% 和 11. 1%。

表 3　广东海岛主要造林树种面积及蓄积　 (单位: 万 hm 2, 万m 3)

海

区

马尾松

面积 蓄积

台湾相思

面积 蓄积

木麻黄

面积 蓄积

湿地松

面积 蓄积

桉　树

面积 蓄积

合　计

面积 蓄积

汕　头 0. 38 7. 86 0. 19 4. 97 0. 03 1. 60 0. 60 14. 43

大亚湾 0. 01 0. 10 0. 01 0. 10

珠江口 0. 15 3. 77 0. 08 2. 63 0. 01 0. 83 0. 01 0. 15 0. 25 7. 38

台　山 0. 04 0. 45 0. 01 0. 78 0. 04 0. 29 0. 09 1. 52

阳　江 0. 04 0. 33 0. 06 0. 95 0. 03 1. 14 0. 05 0. 26 0. 02 0. 17 0. 20 2. 85

湛　茂 1. 05 35. 57 0. 09 1. 18 0. 19 4. 63 1. 33 41. 38

合　计 0. 61 12. 41 0. 34 8. 65 1. 13 39. 92 0. 18 1. 73 0. 22 4. 95 2. 48 67.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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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海岛森林资源的特点

广东海岛的森林资源主要有如下特点:

(1) 林业用地多而有林地少, 林业建设的外延扩大再生产潜力大。

(2) 现有林地林分质量不高, 疏残林偏多, 单位面积的蓄积偏低, 全省海岛人工林的平均

生长量为 27. 34 m 3öhm 2, 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78. 6 m 3öhm 2 和世界平均水平 109. 95 m 3ö
hm 2。

(3) 现有林分龄级结构欠佳, 中、幼龄林偏多。

(4) 海岛林业经营水平不高, 造林树种单调, 林种布局不合理, 水源林和薪炭林偏少。

3　海岛林业的发展趋势
海岛林业的发展趋势应以生态林业理论为指导, 以国土整治为目的, 因岛制宜, 建立综合

性防护林体系, 即建立以各种形式的防护林为主体, 在适宜地段适当发展用材林、薪炭林、经济

林和特种用途林等, 形成多林种、多树种、多层次的森林有机体系, 达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相互统一, 充分发挥森林对海岛整治和开发利用的功能。

3. 1　建立各种形式的防护林

海岛不同于大陆, 其主要特点是交通不便, 淡水缺乏, 能源短缺, 还经常遭受强风、台风袭

击, 给海岛的生产和发展带来诸多不便。因此, 海岛林业的发展应以防护林为主, 海岛防护林的

主要形式有海岸防护林带、农田防护林网、村庄防护林、水源林和水土保持林等。

3. 2　大力发展薪炭林

目前, 绝大部分海岛居民仍以植物能源为主要燃料, 但由于海岛缺乏专用的薪炭林, 人们

靠扒枯枝落叶甚至滥砍林木作燃料, 造成林地肥力下降、森林环境破坏、残次林增多。因此, 各

岛应按人口数量及能源需求, 选择适宜地段, 用速生、丰产、萌发力强、热值高的树种营造薪炭

林, 以解决当地的能源问题, 确保其它林种的正常生长发育, 达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目的。

3. 3　发展特种用途林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广东海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为了适应海岛经济

的发展, 维护海岛自然生态平衡, 吸引更多的旅游观光者和投资者, 海岛应发展相应的特种用

途林, 如海滩风景林、海岛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 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3. 4　开展多种经营、提高林地生产力

开展多种经营及多元化产业, 是我国林业生产建设的新动向。海岛林业虽以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为主, 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也应重视其经济效益, 以调动群众的造林积极性, 确保林

业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由于海岛面积有限, 多种经营应以小规模、多形式的庭园经济为宜,

如林、果、牧、渔结合, 林、茶结合等, 以短养长、长短结合, 提高效益。

4　加强海岛林业建设的措施
4. 1　提高认识, 增加投入

因对海岛环境的特殊性认识不足, 造成海岛林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致使环境日趋恶劣,

为了开发利用海岛资源, 改善海岛生活和投资环境, 必须重视林业建设, 增加林业投入。

4. 2　封岛育林是一种有效措施

海岛条件比较特殊, 造林较困难, 因此在种源较丰富, 植被覆盖度较高, 人为干扰少的海

岛, 可用封岛育林的方法恢复海岛森林植被, 如珠海市的荷包岛、大蜘洲岛、大芒岛、内伶仃岛

等, 封岛育林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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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加强抚育管理

广东海岛现有林分中、幼龄林多, 必须加强抚育管理, 以提高单位面积蓄积, 并用适宜树种

改造现有残次林和老头林, 提高海岛森林覆盖率。

4. 4　植树造林, 提高林地利用率

广东海岛现有林地仅占林业用地的 34. 1% , 造林潜力很大。因此, 在有条件的海岛, 植树

造林是提高海岛森林覆盖率的主要手段。海岛常风大, 台风多, 土层普遍瘠薄, 石砾多, 人为干

扰大等原因, 致使海岛造林困难较大。所以海岛造林必须以生态学理论作指导, 充分利用海岛

背风坡、山谷地等小环境, 选择抗风、耐旱、耐贫瘠的先锋造林树种。根据海边植物成丛生长的

现象, 利用容器育苗, 实行一穴多株的密植措施, 营造多树种、多层次结构的混交林, 绿化海岛,

改造环境。广东海岛主要的造林树种见表 4。

表 4　广东海岛主要造林树种

科　　名　　 种 名　　 生境或用途　　

松科 湿地松 P inus ellio t t ii 适应性广, 材用

加勒比松 P. caribaea 热带性较强, 丘陵台地

杉科 水松 Glyp to sfrobus pensilis 农田防护林网

落羽杉 T axodium dist ichum 农田防护林网

木兰科 白兰 M ichelia alba 行道树、庭园绿化

火力楠 M. m acclu rei var. sub lanea 适应性较强, 丘陵山地

樟科 樟树 C innamom um campho ra 喜湿润、肥沃沙质壤土

黄樟 C. parthenoxylon 适应性较强, 丘陵坡地

阴香 C. bu rm ann i 喜湿润、肥沃壤土

天料木科 母生 Hom alium hainanense 喜湿润、肥沃沙质壤土

桃金娘科 柠檬桉 Eucalyp tu s citriodo ra 宜丘陵台地造混交林

窿缘桉 E. exserta 适应性较强, 宜混交

尾叶桉 E. u rophylla 适应性较强, 速生丰产

乌墨 Syzygium cum in i 行道树、庭园绿化

蒲桃 S. jam bo s 农田防护林网, 果树

红车 S. rehderianum 适应性较强, 宜混交

杜英科 山杜英 E laeocarpus sylvestris 宜沟谷造林

梧桐科 半枫荷 P tero sperm um heterophyllum 丘陵坡地造林

假苹婆 Stercu lia lanceo lata 喜湿润、肥沃壤土

大戟科 银柴 A po ro sa ch inensis 喜湿润环境

重阳木 B ischofia javan ica 行道树、庭园绿化

白楸 M atlo tu s pan icu iatu s 造林先锋树种

含羞草科 大叶相思 A cacia au ricu lifo rm is 适应性强, 造林先锋树种

绢毛相思 A. ho lo sericea 造林先锋伴生树种

马占相思 A. m angium 适应性强, 造林先锋树种

新银合欢 L eucaena leucocephala 薪炭林树种

亮叶猴耳环 P ithecellob ium lucidum 造林先锋树种

壳斗科 黎蒴 Castanop sis fissa 适应性广, 宜混交

木麻黄科 木麻黄 Casuarina equ iset ifo lia 沙滩地、山下部造林

桑科 见血封喉 A ntiaris tox icaria 宜台地、平地造林

波萝蜜 A rtocarpus heterophyllu s 果树、庭园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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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科　　名　　 种 名　　 生境或用途　　

榕树 F icus m icrocarpa 行道树、庭园绿化

黄葛榕 F. virens var. sub lanceo lata 行道树、庭园绿化

芸香科 降真香 A cronych ia peduncu lata 适应性广, 丘陵坡地

橄榄科 乌榄 Canarium p im ela 野果, 宜丘陵下部造林

楝科 沙椤 A glaia po lystachya 宜沙滩地、山下部造林

麻楝 Chuk rasia tabu laris 行道树, 平地造林

苦楝 M elia azedarach 适应性广, 宜造混交林

胡桃科 黄杞 Engelhardt ia raxbu rgh iana 造林先锋树种

五加科 幌伞枫 H eteropanax fragrans 庭园绿化

鸭脚木 Schefflera octophylla 水源林, 沟谷造林

棕榈科 假槟榔 A rchon topho ren ix alexandrae 行道树、庭园绿化

鱼尾葵 Caryo ta och landra 庭园绿化

椰子 Coco s uncifera 果树、庭园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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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Honglin (Sou th Ch ina Inst itu te of Bo tany, A cadem ia Sin ica) ; Cai Chux iong (Dongguan Fo restry

Bureau).

—33—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