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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林业调查规划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刘 于 鹤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

摘要 为正确 总结过去
,

探索我 国 自己的林业调查规划道路
,

本文提 出要历 史
、

辫证地看待过去近 40 年 的工作
,

并从几个方面 列举事实
,

说 明成绩是主要的
,

教训

是深刻的
。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

提 出了调查规划工作 的 目标 : 及时查清森林

资源 ; 建立乖管好资源档 案
;
掌握森林消长动态

,

摸清变化规律 ; 积极
、

有计划地

开展林业 区划
、

规划设计
、

各种专业调查
,

为科学经营提供依据 多 不 断引进新技术
,

实现调查规划现代化
。

为实现上述 目标
,

必须建立适合我 国国情的资源调查管理体

系
—

统一标准
、

分级调查
、

分级管理
,

将林业调查规划列为进行林业 生产建设的

法定程序
,

统一管理好我 国的森林资源
。

关键词 林业调查规划 , 资源管理

一
、

历史地
、

辨证地看待我国过去30 多年的林业调查规划工作

建国近40 年来
,

我国的林业建设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一样
,

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
。

作

为林业建设的先行和基础的林业调查规划工作
,

虽几经反复和挫折
,

但在不同时期仍取得了

一定成绩
,

为整个林业建设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
。

(一) 在森林资源调查方面

全国性森林资源调查 已进行了四次
,

第一次清查从解放初开始至1 9 6 1年底
, 1 9 6 2年 4 月

发动各省(区)
、

市开展全国森林资源统计
,

于1 9 6 5年底完成
。

调查总面积占应调 查 面 积 的

84
.

3 %
。

其中
,

森林经理调查占36
.

2 %
,

森林资源调查占2 1
.

3 %
,

森林航空调查占4
.

4 %
,

航空目视
、

踏查
、

普查等其它方法占38
.

1 %
。

第二次清查从1 9 7 3年至1 9 7 6年 止 (即
“

四
·

五
”

倩查)
, 1 9 7 7年汇总完毕

。

在这次清查中
,

实地调查了除台湾省和西藏麦克马洪线以南 地 区

外的有林地
,

对各种特用林
、

农田林网和四旁树都进行了全面调查
。

有22 个省(区 )
、

市采用

了抽样调查
,

其余的采用了小班调查等方法
。

西藏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采用了卫星照片测算

面积
,

与相邻地区对比估算蓄积
。

台湾省部分采用了当时掌握的最新资料
。

这样
,

第一次清

查前后持续了十多年
,

最后根据逐年调查的数据进行了汇总
。

第二次清查虽比前一次速度快
,

一般在 1一 Z a 内完成了所辖区的任务
,

技术方法和要求也较统一
,

但由于行动参差 不 齐
,

仍延续了 4 a 之久
,

最后汇总时
,

数字未进行调整
。

因此
,

两次清查成果却不能正确反 映 同

本文于1 9 8 9年 4 月 1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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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的森林资源状况
,

更不能客观地估测消长变化
。

为此
,

研究了国外经验
,

结合我 国具

体情 况
,

在黑龙江
、

吉林
、

江西
、

广西等省(区 )试点墓础上
,

从 1 9了8年开始
,
以省(区 )

、

市

为单位建立了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体系 (即
“

五
·

五
”

清查 )
。

到 1 9 8 。年底
,

除上海
、

西藏
、

台湾

等地不要求建立外
,

其余各省(区 )
、

市都完成了森林资源连续洁查体系的永建工作
,

体系控

制面积达 3 6 5 3 7 万 h a ,

占相应总面积 7 9 0 4 9 万 h a 的 46 %
,

共设置固定样地 15
.

9万 个
,

其

中有 蓄积固定样地4
.

3万个
,

估测各地类面积的成数点1 7
.

3万个
。

1 9 8 4年开始了第四次 全 国

资源清查 (即
“

六
·

五
”

清查)
,

仍以省(区 )
、

市为单位
,

建立了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的复查

体系
,

已于 1 9 8 8年全部完成
。

共设置样地25 万个
,

其中固定样地 20 万个
。 “

五
·

五
”

期内设置

的固定样地复位率高达94 %
。

在
“

六
·

五
”

清查中
,

不仅准确地查清了资源现状
,

且掌握了 复

查期 内的资源变化
,

所以
,

在
“

五
·

五
”

清查体系的永建基础上
,

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
:

1
.

就全国和各省(区 )
、

市而言
,

森林资源是清楚的
,

每一次清查成果均是在一定历 史

条件下产生的
,

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技术状况和水平
,

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它
,

一

般来说
,

后一次清查 比前一次更为准确可靠
。

2
.

由于前三次清查的范围
、

方法和技术标准不完全统一
,

其成果不宜直接进行对 比
。

3
.

后三次清查是宏观调查
,

由于技术条 件和方法所限
,

不可能把局部地区的资源落实到

山头地块
。

4
. “

五
·

五
”

期内
,

以省(区 )
、

市为单位的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体系的建立
,

是我国林

业调查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墓本建设
。

通过
“

六
·

五
”

复查
,

不仅能及时查清资源现状
,

还

能准确掌握资源动态
,

预估发展趋势
。

因此
,

全国森林资源连续i青查体系的建立
,

为监测全

国资源动态提供了科学的手段
,

对制定林业方针政策
,

宏观指导林业生产意义重大
,

也使我

国国有林调查工作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

(二 ) 在造林设计方面

50 年代先后完成了东北西部
、

内蒙东部
、

雁北
、

陕北
、

甘肃北部
、

豫东
、

冀 西 等 重 点

防护林工程和华南橡胶垦殖的造林设计
,

起到了指导当时林业生产的作用
。

1 9 5 6年
,

设在林

业部的国务院山区生产规划办公室
,

积极组织全国山区社
、

乡
,

开展 了以林为主 的 山 区生

产规划
,

据不完全统计
,

到 1 95 7年底
,

22 个省 (区 )
、

市制订了8 3 5 9个乡的规 划
。

1 9 5 9年
,

为

指导群众造林
,

根据我国典体情况
,

将全国划分为20 6个造林类型 区
,

编制 了 8 4 03 个造林典

型设计
。

60 年代为建设川材林从地
,

编制了 2 4 0个大片毖地规戈}!
。

1 9 75 年开 始
,

根据当时 形

势
,

先后在山西
、

陕西
、

河北
、

安徽等地
,

开展了以县为单位的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合治

理
,

制定了农
、

林
、

牧
、

沁弓
、

渔全而规划
,

将造林工作纳入农田基本建设 内 容
。

70 年 代 末

以 来
,

南方各省开展了以县为单位的大片用材林
、

经济 林丛地规戈l]设计
, “

三北
”

地区开展了

防护 林规划设计
; 华北

、

中原地区开展了农田 林网和四旁绿化造林设计
。

(三 ) 在森林经理和林区规划方面

5 0 年 代 先 后完成了长白山
、

大小兴安岭
、

完达山
、

秦岭
、

白龙江
、

阿尔泰山
、

天山
、

金沙江
、

氓江
、

大渡河
、

雅碧江等林 区以及一些不点林区县的森林经理调杏
,

总面积约 1 亿

多 11a
,

并 编 制 了森林施业案
,

森林经营利用设计或总
、

体设计
。

6 0 年 代 以 来
,

除开展资源

复查外
,

还进行了大量的老局改造没计
。

1 9 5 6年开始
,

到 1 96 3年
,

先后完成了大兴安岭
、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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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
、

小兴安岭北坡
、

金沙江
、

秦岭
、

白龙江
、

黔东南
、

江西抚河
、

湖北神农 架
、

黑龙江伊

春
,

福建的建溪
、

河溪
、

富屯溪等林区规划
。

70 年代以来
,

又进行了沉水上游和赣南林区规

划
,

对大兴安岭规划进行了修订
。

目前正在进行西南林区规划
。

(四 ) 在林型
、

森林土滚
、

病虫害和更新等专业调查及测树制表方面

对主要林区编制了林型和立地条件类型鉴定图表 , 初步调查研究了主要林区土壤类型及

地理分布规律
,

各土壤类型的形成与发育
,

土壤的理化性状及土壤的肥力与森林生长的关系

等 , 调查研究了主要森林病 虫害的种类
、

分布区系
、

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对林木生长和木材利

用的影响和防治方法等
。

30 多年来
,

全 国各地大约积累了20 多万株解析木
、

计算木及大量标

准地资料
,

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各主要树种的立木材积表
、

生长过程表
、

材种出材量表
、

地位

级表及立地指数表等各种林业数表数百个
。

(五 ) 在林业区划方面

早在1 9 54年曾编写过《全国林业区划 (草案 )})
,

有的还提出了分省林业区划
。

1 9 7 9年以来
,

根据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的部署
,

又开展了新的林业区划工作
。

目前
,

全国林业区划及各省
、

市
、

自治区
,

林业区划(初稿 )都已基本提出
,

有的正在审定中
。

结合县级综合农业区划
,

广

大地区正在开展县级林业区划工作
。

(六 ) 在森林资源调查和规划设计工作中
,

逐步采用了遥感
、

电算等技术

SQ年代
,

我国森林航摄面积 已达全国森林总面积的 1 / 3
。

60 年代中期以 来
,

又 开 展 了

新一轮的航空摄影
。

近几年来
,

每年森林航摄面积约为 7 00 一1 00 0 万 h a
。

从 1 9 7 7 年开始
,

在航天遥感技术的运用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试验
,

取得了一定效果
。

70 年代 末
、

80 年 代

初
,

不少地方已采用电子计算机编制林业数表
,

进行森林资源统计管 理
,

利 用
“

四
·

五
”

清

查成果建立了以县
、

林业局为单位的全国森林资源数据库
。

近几年来
,

遥感技术
、

电算技术

(包括图象处理
、

数据更新
、

数据库以及决策系统等)在省级连续清查及林业局 (场 )
、

县的二

类调查中的应用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有的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总之
,

近40 年来
,

我国的林业调查规划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
,

在十分困难的情况

下
,

特别是在十年浩劫期间
,

做了大量工作
,

为制订林业方针政策
、

各种计划
、

规划提供了

数据 , 为科学造林营林
、

合理开发建设林区提供了依据 ; 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支具有一定技术

水平的综合性队伍
,

林业调查技术正在不断地发展
。

但是
,

在这期间
,

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
,

林业调查规划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

工作

中还存在大量间题
,

主要教训是
:

1
。

调查规划工作没有纳入林业建设程序
、

摆到应有位置
,

往往用长官意志代替调 查 规

划
,

领导一句话可以否定或修改资源数据和规划设计成果
,

从而降低了成果的科学性
。

2
。

30 多年来
,

机构
、

队伍几经撤销下放或解散
,

技术力量元气大伤
,

导致调查规划工作

两次中断
。

3
。

在工作中
,

有时搞一刀切
、

形式主义
,

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

挫伤了 群 众积极

性
,

影响了调查规划工作的声誉
。

4
。

一度生搬硬套国外经验
,

造成极大浪费
,

而且查
、

管脱节
,

重查轻管或只查不管
,

不

能很好掌握基层单位的资源状况及动态
,

给林业生产带来了不良影响
。

回顾近40 年林业调查规划的历程
,

我们认为成绩是主要的
,

教训也是深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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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林业调查规划工作的展望

1 9 8 7年高德占部长主持林业部工作以来
,

认真总结吸取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教训
,

总结林业发展的历程
,

提出要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

突出抓好加快培育
、

加强保护
、

合理利

用森林资源的工作
。

林业发展的目标是扭转
“

两危
”

(资源危机
、

经济危困 )
,

实现
“

两增
”

(增加森

林资源
、

增强林业活力 )
,

要按照深化改革
、

集约经营的路子
,

逐步实现四个转 变
:
一 是由

采伐利用天然林为主的自然林业转为营造人工用材林为主
,

办基地式林业; 二是由粗放经营

为主的传统林业转为集约经营
、

科学管理
、

注重效益
、

办现代林业多 三是由单一的木材生产

为主的封闭林业转为多种经营
、

综合利用
、

立体开发
、

办开放式大林业 , 四是由主要依靠林

业部门办林业转为国家
、

集体
、

个人
、

各行业一齐上
,

全民来办社会林业
。

高德占部长特别

强调
:
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加强森林资源管理

。

后者是林业部门的一项具有根本性的基础工作
,

对控制资源消耗
、

实行合理经营
、

促进资源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

是林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

搞好资源管理必须从加强林业调查规划入手
。

目前
,

在林业生产建设中
,

林业调查规划工作

的重要性
,

越来越被各级领导所认识
。

总结近40 年的经验教训
,

根据我国具体情况
,

考虑到

当前和今后林业生产建设的需要
,

林业调查规划工作必须实现下述目标
。

1
。

及时查清森林资源
,

建立并管好森林资源档案
,

摸清资源消长规律
,

掌握消长动态
。

(1 ) 巩固
、

完善已建立的各省 (区 )
、

市连续清查体系
。

今后
,

重点 省 (区) 每 s a 复 查

一次
,

其余的每 10 a 一次
。

从 1 9 8 9年开 始
,

每 s a 提供一次全国及重点省(区 ) 森林 资源 消

长和预估报告
。

(2) 根据生产需要
,

逐步完成全国以林业局(场)
、

重点林业县为单位的资源调查( 二类

调查 )
,

把资源数字落实到山头地块
。

同时搞好森林水文
、

土壤
、

气象及其它生物资源调查
,

摸清各类资源状况
,

建立森林资源档案
。

今后每 s a 或10 a 复查一次
。

2
.

积极地
、

有计划地开展林业区划
、

规划设计及各项林业专业调查
,

为科学 经营 林业

提供可靠依据
。

(1) 在1 9 8 1年完成全国和各省(区)
、

市林业区划基础上
,

结合综合农业区划
,

完成县级

林业区划
。

在此基础上
,

修订全国和各省 (区 )
、

市林业区划
,

以完善合理布局
。

(2) 在搞好林业区划基础上
,

积极开展林业规划设计工作
,

为编制林业计划提供依据
。

每个林区都必须有一个战略性布局的规划
,

并要根据生产需要
,

编好林业局(场 )森林经营方
‘

案
。

县级林业规划应在完成本县林业区划后
,

结合承包责任制
,

制订县
、

乡的林业发展规划
,

把发展林业生产的措施落实到乡
、

村
、

户或个人
。

并为一切造林
、

营林工程作出规划设计
。

(3 ) 在充分利用原有资料和林业数表基础上
,

编制或修订各主要树种生长过程表
、

收获

表
、

地位指数表
、

材种出材量表
、

林地立地质量评定表
、

疏伐密度控制图表等测树
、

森林经

理和经营数表
,

使林业数表实现标准化
、

系列化
。

3
.

实现调查规划技术现代化
,

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

保证成果质量
。

(1) 大力发展遥感技术
,

提高处理
、

应用林业遥感信息的能力
。

当前首先要挖掘航空遥

感技术的潜力
,

凡是有条件的地方
,

在二类调查中都要普遍采用
。

同时积极探索航夭遥感应

用技术
,

争取在航天遥感信息处理和应用方面熊有所突破
, 不断改善一类清查拉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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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一步发展电算应用技术
。

对以
“

四
.

五
”

清查数据建立的县 (局 )为单位的全国森林

资源档案数据库不断更新
,

完善连续清查数据库; 建立微机森林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
,

开发

微型机在二类调查中的应用技术 , 研究生长模型
,

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

在数据处理
、

贮

存
、

更新方面普遍应用电算技术
。

三
、

把林业调查规划及资源管理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实现前述目标
,

必须按以下要求
,

对调查规划 及资源管理工作进行调整和改革
。

1
.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工作需要的资源调查和管理工作的科学体系
,

实行统一标准
、

分

级调查
、

分级管理
。

国家必须从实际出发
,

制订统一的规程
、

规范
,

统一技术标准
,

原则规定应当采用的方

法和技术要求
。

有了统一的技术标准
,

才能对全国林业资源进行调查
、

统计
、

分析研究和作

出正确评价
。

规定的方法和手段
,

应当是行之有效
、

适合我国技术水平的
。

鉴于我国幅员辽

阔
,

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发达程度差异很大
,

必须在满足国家要求的前提下
,

给地方适当灵

活性
,

技术要求一定要从各地实际出发
,

避免一刀切
。

1 9 73年根据我国20 多年实践经验
,

将全国林业调查分为三类
。

一类调查属于宏观调查
,

采用一些省人
、

省时的办法
,

目的是掌握全国和省
、

市
、

自治区大范围的森林资源及其变化情

况
。

二类调查是解决小范围内
,

如一个县
、

一个林业局 (场 )的资源情况
,

把资源数据落实到

山头地块
,

以满足县级林业区划
、

基地造林规划
、

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和总体设计的要求
。

三

类调查是伐区和营林作业设计调查
。

实践证明
,

这种分类简单明确
,

符合我国国情
,

能适时

满足林业建设的各种需要
,

又有利于队伍建设
。

为了适应上述三类调查需要
,

国家
、

省(地 )
、

县(林业局
、

场 )
,

均要有一支相应的队伍
。

国家一级队伍主要承担全国森林资源清查
、

重点工程的规划设计以及新技术的引进
、

研究
、

推广等工作
;
特别要加强省 (区 )

、

市一级队伍
,

承担本地范围 内的一
、

二类资源清查及规戈J

设计工作
;
林业局

、

大型国营林场
、

林业重点县都应有自己的调查队伍
,

负责编制当地造林
、

营林工程的作业设计
、

检查验收及资源管理等工作
。

国家
、

省(地 )
、

县以及基层林业生产单位都要建立森林资源管理机构或设置专人管理森

林资源档案
,

也就是把各级调查成果以适当方式贮存起来
,

根据变化及时修正资源数据
,

并

保证上下及时交流
。

这样构成的全国资源管理体系
,

可使各级政府和计划
、

生产管理部门及

时了解资源状况
。

2
.

把调查规划工作列为进行林业生产建设的法定程序
,

解决森林资源调查 和成 果应用

长期脱节的问题
。

首先把林业调查规划
、

编制森林经营方案与林业计划联系起来
,

使资源数据
、

规划设计

成果真正成为计划工作的依据
。

同时
,

要明确规定
,

一切林业生产建设工作都必须按科学的规划设计进行
。

没有林业调

查规划单位编制和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划设计文件
,

计划部门不予列入计划
,

财务部门不予拨

款
,

生产单位不得施工
。

森林经营者要改变过去忽视森林资源的状况
,

组织力量定期对经营范围内的森林资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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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复查
,

编制和修订森林经营方案
,

组织实施
,

根据资源的消长来考核评价经营者的经营活

动
,

并给予奖或惩
。

3
.

林业资源管理必须统一
。

科学的林业资源管理是有效发展林业的关键性措施
。

林业资

源包括林业用地
、

森林
、

林木
、

林 内动植物和一切林副产 品资源
,

其中除林地外都是生物资

源
。

由于人为干预和 自然环境以 及以往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
,

我国林业资源管理工作基础十分

薄弱
,

管理分散
。

以 致新成林和 各种林舀l]产资源不清
,

木材和各种林产品资源消耗不易控制
。

因此要吸取欧洲
、

日本等国经验
,

建立科学管理体系
,

实现林业资源的统一管理
。

林业资源

管理部门
,

要象管理物资那样
,

对一切天然和新造人工林及时进行调查
、

验收
、

登记和建立

档案
。

对资源的利用要由资源管理部门按照科学的规划设计进行伐区拨交 (见附图 )
。

森森 林 经 营 者者者 月丁 划划

林林 业 资 浑 调 查 与 廿 理理

们们 查查查 新资派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 稀稀稀稀稀稀稀稀稀稀稀稀稀稀稀稀稀稀稀稀有树种种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夏夏夏夏 霎霎霎 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
动植物资浑浑

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瀚利用用用 保护管理理

划划 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业业业业 林业资派 词查查查查查查查
区区区区 其它 自然资源调查查查 林 副 产产

划划划划 社会经济 调查查查 资 派派

附图 林业资源调查与管理框图

4
.

重视人材培养
、

技术培训和科研工作
。

为搞好人才培养
,

重点林业院校要设林 业 调

查规划专业
,
中等林业技术学 校也要招收适量学生进行定向培养

,
还要举办各种 短 期 训 练

班
,

定期培训在职技术干部
,

防止知识老化
。

要重视科研和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
。

大力开展遥感
、

电算技术的试验
、

研究
、

引进
、

推

广工作
,

当前特别要注意航空遥感
、

微机开发技术的推广
、

普及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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