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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长青万山绿
———《宁夏森林可持续经营研究报告》序

《管子》书中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语即源于此。

熟悉宁夏生态环境的人都知道，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宁夏三面环沙，生

态环境极其脆弱，生态建设任务艰巨。正因为如此，国家将建设祖国西部生

态安全屏障的重任交给了宁夏人民。建设祖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十年树木”的毅力，更需要“百年树人”的精神。

不论是“十年树木”，还是“百年树人”，我们都需要汲取老一辈林业人

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以科学发展的态度推进宁夏生态文明建设。恰

逢此时，孙长春先生的《宁夏森林可持续经营研究报告》一书问世了。孙长

春先生是我区林业战线上一位有着四十余年丰富阅历的老领导，他曾在基

层林场当过技术员，也曾担任过地市领导和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的主要负

责人，组织实施了宁夏三北二期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自然保护

区建设、城市大环境绿化等宁夏重点生态林业工程。孙长春先生也是一位

专家，他曾主持了宁夏二代农田林网更新、杨树天牛灾害生态调控理论与

技术、城市绿化规划等多项科技项目的攻关与研究，为宁夏生态林业建设

作出了突出贡献。退休后，他依然时刻关注着宁夏生态林业建设的发展，探

究不息，笔耕不辍，利用休息时间完成了此书。

这本书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宁夏森林可持续经营进行了研

究和探索，是孙长春先生对四十多年林业生产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的



总结，具有很高的专业理论水平和生产指导价值。全书内容丰富，知识性

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当今世界和我国森林可持续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与

实践，客观分析了宁夏森林经营的现状和问题；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经

验的总结，犹如现场教学；突出了林业科技创新，汲取了现代林业的新理

念、新技术，对了解世界林业前沿科技发展、拓展视野和思路有极大的启迪

和帮助。本书结构合理，文笔简洁清新，深入浅出，以剖析范例和实证比较

的方法，举例说事，以事说理，读来浅显易懂，对指导我区生态林业建设与

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

《宁夏森林可持续经营研究报告》蕴含着孙长春先生对林业事业永无

止境的追求，凝聚了他无穷的智慧和艰辛的付出。十年树木，百年成林。生

态林业建设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世纪工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林业人不

懈的去努力，需要一代又一代林业人无私的去奉献，正如孙长春先生一样。

作为一位宁夏生态林业建设的新兵，能够为孙长春先生的新作拙笔写

序，深感荣幸。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了许多推进宁夏生态

文明建设的经验，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林业人应该具备的科学、求实、敬业、

奉献的精神。同时，也被孙长春先生爱林敬业、勤于实践、善于学习、孜孜以

求的精神所感动，敬重之意更加浓厚。

一树长青万山绿。在此，我再次向孙长春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也希望

孙长春先生继续为宁夏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王文宇

2013年 4月 6日



前 言

森林可持续经营是现代林业的科学发展观，也是一项十分宏大的工程

和长期的奋斗目标。人类经营实践的持续性和经验的不断积累与创新是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这也是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我在宁夏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主要从事林业工作，当过林场的技术

员，也担任过地市和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的领导，曾经经历过宁夏林业发

展的重要阶段，实践过造林营林的措施，主持参与了林木天牛综合防治、林

业区划和城市绿地规划等林业研究和应用项目。写作《宁夏森林可持续经

营研究报告》这本书，旨在通过资料的收集、经验的总结和问题的梳理，以

实证比较的方法探讨宁夏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政策、管理等方面的问

题，并研究提出发展建议，以期对林业工作者有所启发。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实践篇”，选取了本人亲身经历的

十多个森林经营范例，以举例说事的方式，剖析了营造纯林和天牛虫灾的

教训，探讨了造林绿化树种的选择、林木种苗繁育、城市生态园林建设、营

造混交林和封山育林等营林措施和科技创新方向，介绍了宁夏土地荒漠化

现状和综合治理的成效，总结了宁夏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经济林产业工

程”和林业外援项目的经验和模式，论述了宁夏林业生产力分区布局的理

论与实践。第二部分为“研究篇”，介绍了目前世界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基本

情况和我国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理论与实践，对主要代表国家和地区的森林

经营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宁夏森林经营的现状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

行了研究和探讨。第三部分为“附录”，主要收集了我在宁夏林业厅（局）工



作期间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和发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期宁夏林业

的发展轨迹和森林经营的措施。

本书撰写的过程是一个总结经验的过程，也是一个再学习、再教育的

过程。撰写中得到了宁夏大学刘万毅博士、璩向宁教授，宁夏林业局王洪界

副局长，环保厅纪检组组长蔡琦同志和宁夏林业局、宁夏绿丰源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同仁的真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真挚的感谢！

由于本人知识水平和工作经验的限制，本书对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认识

和研究还是很粗浅和初步的，其中的片面性和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但愿

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和广大林业工作者一起探索前行，为宁夏的林业

发展尽微薄之力。

孙长春

201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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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沙、川区域分类营林的理论与实践

宁夏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处于中国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地区的交会和过

渡地带，这样的自然背景深刻影响和制约着宁夏森林的自然环境，以及森林资

源的经营、利用。

1. 林业生产力布局区域划分的依据

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地表自然地理要素和自然综合体有机结合并在空间

地域上有规律分布的反映。它表现出类型多样和空间尺度的多级性，亦自然界

是一个多级物质系统的镶嵌体系，各级物质系统都具有其相对独立的存在和运

动规律。自然带内，因地貌单元（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等）不同，导致水热状况、

植被、土壤等的进一步分异，形成自然区。

宁夏土地总面积 6.64万平方公里，南北跨 4个纬度，虽然地域不大，但因地

处温带内陆过渡性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区内地势南高北低，海拔由 1600米～

2000米降至 1100米～1300米；气候受地形地势影响，变化较为复杂，气温由南向

北递增，受地势变化控制明显，降水由南向北递减。在地势地貌、气候的影响下，

自然植被、土壤分布均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规律，植被由南向北的变化为森林

草原、干草原、荒漠草原、荒漠，土壤为黑垆土、灰钙土、灰漠土。在上述水热状况

和自然条件分布格局的基础上，贺兰山山地、六盘山山地以及黄河对宁夏水热

状况的再分配和地域的进一步分异起着重要作用。自然环境的水平地带性、垂

直地带性变化规律以及非地带性的自然因素是林业生产力区域布局的基础。

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宁夏各地在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农林牧生产方面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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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形成了适合各自自然条件、生产规律而各具特色的生产经验、管理方法和技

术路线，在这种人地关系的基础上，叠加了经济、文化、社会等人文因素，对资源

的开发、利用，以及人地关系矛盾所造成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也各不相同。因

此，宁夏各地以林业生态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建设也各具特色。

2. 宁夏林业生产力发展总体布局区划

宁夏林业生产力布局区域划分应当本着相似性与相异性的区域划分原则，

既反映区域内主体资源、环境结构，又与其他区域构成明显差异；同时应充分考

虑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对林业生产的需求以及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

目标。

就区划的步骤而言，可根据温度状况和水分条件的组合、不同地貌类型和

地表物质组成，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域性特点，划分出不同的生物气候带，因

为自然植被状况能综合反映区域自然条件，是认识生态环境的宏观框架，进而

成为营林及制订治理措施的基础。

按照这一思路，麻黄山北缘—罗山南麓—同心王团—海原关桥—黄家洼山

南麓一线是宁夏非常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该线与年降水 300毫米等值线、年干

燥度三等值线一致，并与地貌上的黄土丘陵北缘、土壤上的黑垆土分布区北缘

基本吻合。该线以南属于半湿润—半干旱的森林草原—草原区，该线以北属于

半干旱—干旱的荒漠草原—荒漠区。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黄河在地貌形成以及

水环境方面的贡献因素，将宁夏北部半干旱—干旱的荒漠草原—荒漠带中黄河

冲积平原地貌单元分出，建立北部平原灌溉农田栽培植被区，这便是宁夏自然

区划的三分法方案。若将各区域的自然环境特征表现出更加简明的命名区域名

称，于是就有了“山、沙、川”的自然区划。必须说明的是，自然区划是自然综合体

按一定原则划分的等级系统，是地域分异规律的实际体现，而林业生产力区划

是林业资源地域分异规律以及分区开发利用方向的区域划分。由于自然综合体

的整体性及其中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地貌等的联系性，以及区划中的依据、

采取的指标具有相同和相似性，宁夏自然区划与宁夏林业区划其内部划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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