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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与草场

森林，人类生存的基础

在人类居住的地球上，从巍峨的山系到一望无际的

平原，从广阔的海域到奔腾不息的江河，蕴藏着十分丰

富的植物资源。

人们把覆盖在地球表面上的众多植物形象地称为植

被；按着各种植物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的现象，又把植

被分成各种植物群落。森林就是植物群落中的一个

类型。

森林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有形的、直接的，就是提供木材和林副产品；

另一方面是无形的、间接的，即森林的公益生态经济效

益。而间接的公益生态经济价值往往高于木材本身价

值，甚至高于木材本身价值的几倍。现在，世界上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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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国家曾对森林的间接生态效益进行过估算。据报道，

美国森林的间接生态效益价值是直接效益价值的９倍。

１９７２年日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计量调查，一年内间接

生态效益的价值折合我国人民币１０５１亿元，相当于日

本政府当年的全年预算总额，是木材产值的１１倍多。

因此，森林在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中与社会生产、

生活的各个部门，每个环节都发生直接间接的关系，例

如在农业生产上，对于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

沙、改良土壤、调节气候以及与人类健康紧密相关的净

化大气、防治污染诸方面均有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

说，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基础。

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

提起森林，我们就会想到那参天的大树，望不到边

的林海。谁也不会把房屋前后、田埂地边、公园庭院中

的零星树木或小片树林叫做森林。在我国，森林的传统

概念是 “独木不成林”，“双木为林”，“森林”二字就是

由很多很多的树木组成的。这样的解释，只能说明森林

的外表形象，而没有说明森林的本质。就我们今天对森

林所认识的本质来说，森林的概念应该是：以乔木为主

体，包括下木、草被、动物、菌类等在内的生物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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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生物界的地质、地貌、土壤、气象、水文等因素构

成的自然综合体。也就是说森林不单是乔木，而且还包

括林内的其他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它是一个以乔木为

主体的森林植物群落与环境矛盾的统一体。

在森林的生物群体中，乔木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与乔木共同生活的还有多种灌木、藤本植物、草本植

物、蕨类植物、苔藓植物和菌类，还有多种昆虫、哺乳

动物、飞禽、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等。这些生物之间，

结成互相依赖、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

系。其中，树木和其他所有的绿色植物，是惟一能够把

光能转化为化学能的生产者。绿叶是了不起的食品制造

厂。它通过光合作用，利用光能和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

碳、土壤中的水分及无机元素，制造成糖类和淀粉，以

供养自己生长和发育的需要。动物是这个生物群体中的

消费者，它们一部分以植物为食物，一部分则捕食以植

物为食物的动物，因此，这两种动物都离不开植物而单

独生存。细菌、真菌和一些小动物是分解者，它们能使

植物的枯枝落叶、动物的残体和排泄物腐烂分解，变为

无机物质，再还原给绿色植物吸收利用。

在森林里，就是通过这些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的 “工作”，使有生命的生物群体和无生命的环境之间，

各种生物种群之间紧密联系起来，结成不可分割的整

体，构成了循环不息的能量转化和物质交换的独立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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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森林占据的空间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

是水平分布面积广，在我国北起大兴安岭，南到南海诸

岛，东起台湾省，西到喜马拉雅山，在广阔的国土上都

有森林分布；二是森林垂直分布高度，一般可以达到终

年积雪的下限，在低纬度地区分布可以高达４２００～４３００
米；三是森林群落高于其他的植物群落。生长稳定的森

林，森林群落的高度一般在３０米左右，热带雨林和环

境优越的针叶林，可达到７０～８０米，有些单株树木的

高度可以达到１５０多米。而草原群落高度一般只有

０．２～２米，农田群落高度多数在０．５～１米。所以森林

对空间的利用能力最大。

其次，森林的主要成分树木的生长期长，寿命也很

长。在我国，千年古树，屡见不鲜。根据资料记载，苹

果树能活１００～２００年；梨树能活３００年；核桃树能活

３００～４００年；榆树能活５００年；桦树能活６００年；樟树

能活８００年；松、柏树可以超过１０００年。树木生长期

长，从收获的角度看，好像不如农作物等的贡献大，但

从生态的角度看，却能够长期地起到覆盖地面、改善环

境的作用。所以森林对环境的影响面大，持续期长，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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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作用大，效益明显。

第三，森林内物种丰富，生物产量高。在广大的森

林环境里，繁生着众多的森林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有

关资料表明，地球陆地植物有９０％以上存在于森林之

中，或起源于森林；森林中的动物种类和数量，也远远

大于其他生态系统。而且森林植物种类越多，结构越多

样化，发育越充分，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就越多。在森

林分布地区的土壤中，也有极为丰富的动物和微生物。

森林有很高的生产力，加之森林生长期长，又经过多年

的积累，它的生物量比其他任何生态系统都高。因此，

森林除了是丰富的物种宝库外，还是最大的能量和物质

贮存库。

第四，森林是可以再生的资源。森林只要不受人为

或自然灾害的破坏，在林下和林缘不断生长幼龄林木，

形成下一代新林，并且能够世代延续演替下去，不断扩

展。在合理采伐的森林迹地和宜林荒山荒地上，通过人

工播种造林或植苗造林，可以使原有森林恢复，生长成

新的森林。

第五，森林的繁殖能力很强。森林中的多种树木，

繁殖更新能力很强，而且繁殖的方式随着树种的不同而

有多种多样。有的用种子繁殖，有的用根茎繁殖。有些

树木的种子还长成各种形态和具备多种有利于自己传播

繁殖的功能。如有的种子带翅，有的外披绒毛，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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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 “胎生”。种子的传播依靠风力、重力、水和鸟兽

等自然力来完成。树木无性繁殖的树种很多，杨树可用

茎干繁殖；杉木、桦树等根颈部能萌芽更新；泡桐的根

可再发新苗；竹类的地下茎鞭冬春季发笋成竹。

森林所具有的上述特点，为自身在自然界的生存和

发展创造了优势条件，也为我们人类怎样合理地进行林

业生产提供了依据。

木材和林副产品

木材是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物

质。木材既是工业建设的四大原料 （钢铁、燃料、橡

胶、木材）之一，又是农需四料 （木料、燃料、饲料、

肥料）的重要来源。目前，全世界每年的木材用量约３０
亿立方米，主要作为各种建筑材料、造纸原料及其他工

业用材。我国的木材生产量，自解放以来增长了１０多

倍，主要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建筑业方面：凡修建１０００平方米面积的房屋即便

是用钢筋水泥造的，也需用１００立方米的木材，如果是

混合结构建造，则需用１３０立方米的木材。据有关部门

粗略统计，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全国仅农村建房就达１５亿

平方米，至少也要１５００万立方米的木材。

修建铁路方面：修１公里的铁路需要１８００根枕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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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１６０多立方米木材，全国每年约需抽换铁路枕木１０％
左右。由于目前半数以上的铁路已经换上水泥枕木，这

样每年可节省大量木材。

开采煤矿方面：一般开采１万吨煤需用２２０立方米

的枕木。近年尽力采用代用品，节省了大量木材。１９８４
年全国开采原煤７亿多吨，大概消耗１６００多万立方米

木材。有的矿区自筹资金营林造林，值得提倡。

造纸方面：如果采用化学方法生产１万吨纸，约需

消耗５．４万立方米木材，用机械法生产也需要３万立方

米木材。目前，世界各国的造纸原料，９８％是用木材。

我国执行的是 “草木并举”的造纸方针，用木材造纸占

３０％，用草料 （芦苇、糖蔗等）造纸占 ６０％，其他

占１０％。

化纤方面：１立方米的杨树木材，经过化学处理，

可制取２００公斤纤维素或提取１６０公斤人造丝，能织成

１５００米长的丝织物，或６００套半丝织衣服或４０００双长

统丝袜。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化纤工业的发展，

木材的用量会日益增大。

能源方面：目前，在世界能源总消耗中，木材约占

７％。但在发展中国家里，有的将８０％的木材作为燃料。

而我国广大农村，尤其是山区人民，均以木材、秸秆甚

至牛粪作为燃料。据统计，每年被烧掉的木材不少于国

家收购的木材。以云南省为例，每年民用烧柴达１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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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方米木材。该省景谷县每年采伐木材５２万立方米，

其中，烧柴占去７４．７％。其他如橡胶烤胶片，每万吨胶

片要用１．２～１．５万立方米木材。每烧一块砖要１．５公

斤木柴。每烧一片瓦要０．７５公斤木柴等等。

综合利用方面：我国每年加工原木１０００万立方米，

若以每立方米所得锯末８０％计算，每年可得锯末８０万

立方米，经过水解加工成酒精，每年可产７５００吨，可

代替粮食１７万吨。１吨锯末可制糖３００公斤。利用木材

废碎料，能制成各种压缩板和纤维板、刨花板、胶合

板、细木工板、木丝板等。１立方米硬质纤维板，能顶

替５．７立方米原木，１立方米刨花板，能顶替２立方米

原木。

林副产品不论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出口贸易方

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森林副产品的种类很多，产

区也很广阔，其中不少是我国的特产，产量、质量在世

界上都占首位，在国民经济中也有重要的地位。据调

查，我国有木本粮２０００多种，木本油４００余种。生漆、

油桐是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特别在长江以南地区，有茶

油、桐油、松香、樟脑、乌柏油、松节油、桂皮、五倍

子、茴油、桂油、樟油、生漆等共１４种，其经济价值

是很大的。森林又是重要的药材产地，能入药的树有７
类１８０多种。野生动物及其珍贵毛皮和野味肉食，都来

自森林。概括起来，林木的花、果、枝、根、皮以及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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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和树上的寄生物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林副产品，其经

济价值甚至比木材本身要高得多。

林木的花：椴、楸、樟、槐等树的花，都是很好的

蜜源。灌木中的玫瑰花、桂花等是轻工业的重要原料。

比如提炼名贵的玫瑰花油，可以酿酒、制药、做糖果、

糕点，还可以做化妆品等。

林木的果：许多树木的果实和种子可以榨油。比如

桐油，有近１千种工业产品需要桐油。我国种植桐油树

已有千年的历史，桐油产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我国有

辽阔的国土适宜桐树的生长，桐仁含油量高达６０％～

６５％。主要产在湖南、江西、广西、浙江、福建、湖

北、安徽、四川等省 （区）。其次是茶油，常绿小乔木，

栽后５～６年开始结实，平均每百公斤种子可榨油２０～

２５公斤。油茶分布在我国中南部气候温暖的广阔地区，

多在丘陵山地种植，不与粮食争地，可食用，也可应用

在工业、医药上。再次是乌柏油，它可在许多国防化学

及日用轻工业产品中应用。其余果品，如红枣、枸杞等

均是重要药材。

林木的枝和叶：橡树枝是培养名贵药材天麻、木

耳、食用蕈的饵木，也是烧木炭的主要原料。紫穗槐、

柠条、沙柳、红柳、杞柳、藤、桑等枝条，是手工编制

业的优良材料。许多树叶能提炼芳香油、叶绿素、叶红

素及针叶维素粉等，是食品、医药工业的原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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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的根和皮：我国著名的宣纸，主要原料是青檀

树皮。蜡纸、打字纸也是用树皮制成的。树皮和其他纤

维材料混合可制成树皮纤维板、树皮刨花板、树皮碎料

板、树皮碎料绝缘壁板、胶质人造板等。橄榄、黑荆、

枫杨、朴树、铁杉、木解树、柞树、落叶松、水青冈等树

皮，含有较多的单宁，可制成固体物质栲胶等。树皮可

入药的数不胜数。栓皮经过加工能变成软木，软木具有

比重小、有浮力、有弹性、不传热、不导电、不透火、

耐磨、能隔音等优点，因此用途很广。树木的根也可以

加工成多种多样的高级艺术品。

林木的树液：松树的汁液是松脂，可以提炼松香和

松节油。松香在国防、电气、石油、冶金、造纸等工业

中，均具有用途。漆树的汁液是生漆，是我国特产。漆

可以防腐蚀，广泛用于木器、金属制品。橡胶树的汁液

加工后就是橡胶，橡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国防和民用工

业原料。

树上寄生物：白蜡是我国的特产，是由蜡虫寄生在

白蜡树或女贞树上，将白蜡分泌在树上。白蜡在工业上

的价值很大，可以在纺织、造纸、日用品、医药等工业

方面广泛应用。还有林下的木耳、香菇等食用菌，产值

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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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水土、防风沙、净化环境

森林具有涵养水源的作用，它是通过复杂的多层结

构完成的。森林的地上部分有乔木、灌木、青草、苔藓

以及各种藤本植物。高大的树木树干和茂密的树叶截留

天然降水，对降水进行重新分配。雨水降到森林中，有

２０％以上被林冠截留，约有８０％通过林冠降落到地面。

由于森林具有截留降水的作用，使降水强度减弱，大大

削弱了降雨对地面的冲击作用，从而减少土壤的侵蚀。

有林地的表层有枯枝落叶，树根、草根以及半分解的枯

枝落叶和腐殖质层，有利于水分的渗透。当雨水降落地

面时，截留吸收１０％左右的水量，其余部分通过表层渗

入地下，成为地下水。因此，在有森林地区的河流的雨

天和晴天，水量变化幅度不大，雨季不暴涨，旱季不断

流，水旱灾害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森林能涵养水源，保

持水土，雨多它能吸，雨少它能吐。森林对于防止水土

流失，涵养水源的作用相当巨大。

由于林草覆盖率低，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有１５０万

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１／６。最为严重的是西北黄

土高原，每平方公里流失土壤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吨，每年流

入黄河下游的泥沙总量达１６亿吨。林草稀少，植被缺

乏，生态平衡失调，是水灾的根源。为了减少水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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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农、林、牧和水利工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而植

树造林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止流失最基本的方

法。草坪也是防止水土流失的良好地被植物，茂密的匍

匐枝覆盖在地面，能减少地表径流，从而减轻泥土被冲

刷而流失。故在湖边、堤岸、河旁和陡坡等倾斜地面多

种草，对保持水土有意义。

森林有改良土壤的作用，林地的枯枝落叶层是由树

木的落叶、针叶、种子、芽、树枝、树皮等残落物和活

地被物的尸体组成。这些残落物在风、降水、光、微生

物和各种动物的作用下，而发生腐殖质的形成过程，把

有机质分解为肥力很高的腐殖质，使表层土壤成为具有

毛细管作用的团粒结构，从而提高了土壤有机物质和植

物生长需要的氮、磷、钾的含量。因此森林不但具有蓄

水保土作用，使有机质不受损失，同时，还逐年增加土

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土壤的肥力。

森林因为树木密集具有高大的树干，枝叶繁茂，对

空气的流动有阻碍的作用，因此能够控制气团的移动，

削弱风速，改变风向，使风力变小。当狂风受森林阻挡

之后，风被迫分成两路前进，一路从森林的隙缝中川流

而过；一路从林冠上越过，这样风力一般可降低４０％～

６０％，最大可降低４９％～６８％。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

营造的农田防护林、固沙林、沿海防护林已发挥很好的

防护效益。 “三北”防护林体系一期工程对促进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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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已开始发挥效益。在灾害严重地区营造建立防护

林，其防护效益便越发显著。护田林网减免干热风危害

的作用明显，同时，对于减轻寒露风与平原霜害，防止

土壤次生盐渍化，改良盐碱地等也有一定效益。

森林是大自然生态平衡的 “总调度室”。除了具有

蓄水保土，调配水量平衡的作用外，还能增加湿度，调

节气温，促进降水。树木通过叶面的蒸腾，在调节空气

湿度，减轻干燥程度方面也有巨大作用。水分的蒸腾能

吸收大量的热，这样就能使林区的温度降低，湿度增

加，有效地改变空气中的相对湿度。由于树木有吸收和

反射太阳光线的作用，所以森林环境可以改善局部地区

的小气候。因为庞大而起伏的树冠，拦阻了太阳辐射带

来的光和热。由于森林的大量蒸腾和持续蒸发，提高了

森林上空的相对湿度，加上树冠遮荫，降低地面辐射，

致使林区上空气温下降，使水汽易于饱和，为降水形成

条件，因此森林可在局部地区调节降水。

二氧化碳是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质之一。通常空气

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为０．０３％，当超过０．０５％时，人就会

感到郁闷、头昏，直至危害身体健康。近年来由于工业

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氧气在减少，如果不采取措施，

将逐步形成地表气温上升的 “温室效应”，直接威胁人

类的生存。

森林等绿色植物在太阳光能的作用下，可吸收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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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放出氧气。因此，大力植树、种草、种花、保护

和发展绿色植被，是消除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

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氟化氢、氯、氧化氮等气体是

常见的有毒气体，当含量达到一定限度时，就会使环境

造成严重污染，威胁人类的生存。二氧化硫还有较强烈

的腐蚀作用，是酸雨的主要成分，可以造成土壤、河

流、湖泊、水源的污染，使森林植被受到破坏，使作物

生长、兽类繁殖受到影响，腐蚀各种金属制品、家具、

纺织品和各种工业设备。氟化氢对人体的危害比二氧化

碳几乎大２０倍。氯在空气中常以气体状态存在，当空

气每立方米达到３毫克时，人就会有异常感觉，当每升

空气中有３毫克时，就会引起死亡。树木及一切绿色植

物对二氧化硫都有一定的吸收能力，只要空气中二氧化

硫保持在一定限度内，树木的叶片就会不受害，并能不

断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对空气起到净化作用。对空

气中的氟化氢、氯化物、树木也都有一定的吸收能力，

所以只要在有污染的工业区，选择一些具有对应抗性的

树种进行绿化，就能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降低空气中的含尘量，可以使太阳的紫外线照射增

多，对人类的健康有好处。树木对城市中的尘土有很好

的粘附作用，同时根茎与表土紧密结合，形成地被，不

易出现二次扬尘。在污染的环境中，空气中散布着多种

细菌、病毒，但在人少树多的地方，含量很少。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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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绿化地区空气中灰尘少，减少菌类生殖场所，

另一方面是一些植物具有很强的杀菌作用。噪音已被列

为世界三大公害之一。严重的噪音，会使人烦恼，听力

破坏，工作效率降低，健康受到影响。在城市街道两

旁、住宅周围种植一定数量的树木、草坪，就可以削弱

噪音强度，减轻其危害程度。森林或绿化地区之所以能

不同程度地减低噪音，是因为林木具有散射声波的作

用，枝叶摇动可减低声波；枝叶表面的毛孔、绒毛，像

电影院里的多孔纤维吸音板一样，能把噪音吸收掉。

地球上生活着几十万种害虫，是靠植物的芽、茎、

花、果实、种子、根等作为食物的，而这些又大多是人

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来源。所以这些害虫是农、林、牧业

发展的大敌。由于我国森林的过量采伐，新造纯林面积

大，经营管理粗放，林木生长衰弱，森林中的有益鸟类

和野生动物大量减少，森林生态环境恶化，造成森林病

虫害大面积发生。但是我国森林的益鸟种类很多，大部

分是以害虫、鼠类和杂草为食的。能吃松毛虫的就有７０
多种，所以有人称鸟类为 “森林卫士”。野生动物除了

是害虫、害鼠的天敌，保护农林牧业生产以外，在保护

环境有益于人们健康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构成地

球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国共有一、二类保护动物１５６种，其中鸟类７３
种，兽类８３种。有些动物为人类提供珍贵的毛皮、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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