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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余杭县林业志》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编纂，四易文稿，终于问世，

这是本县林业战线的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余杭县始置于秦代，据良渚出土文物考证，早在距今约5000年的

新石器时代，就有氏族居集和原始林业活动。到了明代，林业就有了

一定的生产规模，特别是泰山苦竹、瓶窑毛竹的加工业，成为当地农

民的主要经济收入。建国以来，在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余杭人民经过三十八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把余杭初步建设成为“鱼米

丝绸之乡，花果茂竹之地”的新县。到1987年，金县有林地面积从解放

初的28．42万亩，发展到51．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5％提高到24．5％。

平原农田林网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初步建成能抗御自然灾害

的防护林体系。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如何将前入的业绩，事实地记载下来，以

吸取前人经验，供后人借鉴，兴剩除弊，达到发展林业，振兴经济之

目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余杭县林业志》的出版，是金县广大

林业工作者和生产者多年的夙愿。

《余杭县林业志》是余杭有史以来第一部专业志，它较全面地、系

统地记载本县林业的历史-9现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余杭林业的

百科金书，希望它能成为金县林业建设者的良师益友。

余杭县林业水利局副局长、林业工程师：杨士德

一九}klk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目 录

序

凡例⋯⋯⋯⋯⋯⋯⋯⋯⋯⋯⋯⋯⋯⋯⋯⋯⋯⋯⋯⋯(1

大事记⋯⋯⋯⋯⋯⋯⋯⋯⋯⋯⋯⋯⋯⋯⋯⋯⋯⋯⋯⋯( 2

概述⋯⋯⋯⋯⋯⋯⋯⋯⋯．．．⋯⋯⋯⋯⋯⋯⋯⋯⋯⋯(19

第一章自然状况⋯⋯⋯⋯⋯⋯⋯⋯⋯⋯⋯⋯⋯⋯⋯⋯⋯⋯(25

第一节地理位置⋯⋯⋯⋯⋯⋯⋯⋯⋯⋯⋯⋯⋯⋯⋯⋯⋯(25

第二节地形地貌⋯⋯⋯⋯⋯⋯⋯⋯⋯⋯⋯⋯⋯⋯⋯⋯⋯(25

第三节气 候⋯⋯⋯⋯⋯⋯⋯⋯⋯⋯⋯⋯⋯⋯⋯⋯⋯(26

一、气 温⋯⋯⋯⋯⋯⋯⋯⋯⋯⋯⋯⋯⋯⋯⋯⋯⋯⋯(26

二、日 照⋯⋯⋯⋯⋯⋯⋯⋯⋯⋯⋯⋯⋯⋯⋯⋯⋯⋯(28

三、水份⋯⋯⋯⋯⋯⋯⋯⋯⋯⋯⋯⋯⋯⋯⋯⋯⋯⋯(；28

第四节土 壤⋯⋯⋯⋯⋯⋯⋯⋯⋯··：⋯⋯⋯⋯⋯⋯⋯(29

一、山地土壤⋯⋯⋯⋯⋯⋯⋯⋯⋯⋯⋯⋯⋯⋯⋯⋯⋯(29

二、旱地土壤⋯⋯⋯⋯⋯⋯⋯⋯⋯⋯⋯⋯⋯⋯⋯⋯⋯(37

三、水田土壤⋯⋯⋯⋯⋯⋯⋯⋯⋯⋯⋯⋯⋯⋯⋯⋯⋯(38

第五节水 系⋯⋯⋯⋯⋯⋯⋯⋯⋯⋯⋯⋯⋯⋯⋯⋯⋯(38

第二章森林资源⋯⋯⋯⋯⋯⋯⋯⋯⋯⋯⋯⋯⋯⋯⋯⋯⋯⋯(39)

第一节森林植被⋯⋯⋯⋯⋯⋯⋯⋯⋯⋯⋯⋯⋯⋯⋯⋯⋯(39

一、常绿阔叶林⋯⋯⋯⋯⋯⋯⋯⋯⋯⋯⋯⋯⋯⋯⋯⋯(39

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39

三、针阔混交林⋯⋯⋯⋯⋯⋯⋯⋯⋯⋯⋯⋯⋯⋯⋯⋯(39



四、针叶林⋯⋯⋯⋯⋯⋯⋯⋯⋯⋯⋯⋯⋯⋯⋯⋯⋯⋯f

五、竹林⋯⋯⋯⋯⋯⋯⋯⋯⋯⋯⋯⋯⋯⋯⋯⋯⋯⋯f

六、灌木林⋯⋯⋯⋯⋯⋯⋯⋯⋯⋯⋯⋯⋯⋯⋯⋯⋯⋯f

七、人工植被⋯⋯⋯⋯⋯⋯⋯⋯⋯⋯⋯⋯⋯⋯⋯⋯⋯f

第二节面积蓄积⋯⋯⋯⋯⋯⋯⋯⋯⋯⋯⋯⋯⋯⋯⋯⋯⋯f

一、乔木林⋯⋯⋯⋯⋯⋯⋯⋯⋯⋯⋯⋯⋯⋯⋯⋯⋯⋯f

二、竹林⋯⋯⋯⋯⋯⋯⋯⋯⋯⋯⋯⋯⋯⋯⋯⋯⋯⋯(

第三节竹 种⋯⋯⋯⋯⋯⋯⋯⋯⋯⋯⋯⋯⋯⋯⋯⋯⋯(

一、毛 竹⋯⋯⋯⋯⋯⋯⋯⋯⋯⋯⋯⋯⋯⋯⋯⋯⋯⋯f

二、旱竹⋯⋯⋯⋯⋯⋯⋯⋯⋯⋯⋯⋯⋯⋯⋯⋯⋯⋯(

三，苦竹⋯⋯⋯⋯⋯⋯⋯⋯⋯⋯⋯⋯⋯⋯⋯⋯⋯⋯(

四、浙江淡竹⋯⋯⋯⋯⋯⋯⋯⋯⋯⋯⋯⋯⋯⋯⋯⋯．．．f

五、浙江刚竹⋯⋯⋯⋯⋯⋯⋯⋯⋯⋯⋯⋯⋯⋯⋯⋯⋯f

六、石竹⋯⋯⋯⋯⋯⋯⋯⋯⋯⋯⋯⋯⋯⋯⋯⋯⋯⋯(

第四节树 种⋯⋯⋯⋯⋯⋯⋯⋯⋯⋯⋯一⋯⋯⋯⋯⋯(

一、用材树种⋯⋯⋯⋯⋯⋯⋯⋯⋯⋯⋯⋯⋯⋯⋯⋯⋯(

二、经济树种⋯⋯⋯⋯⋯⋯⋯．_=．⋯⋯⋯⋯⋯⋯⋯⋯⋯(

三、防护树种⋯⋯⋯⋯⋯⋯⋯⋯⋯⋯⋯⋯⋯⋯⋯⋯⋯(

四、观赏树种⋯⋯⋯⋯⋯⋯⋯⋯⋯⋯⋯⋯⋯⋯⋯⋯⋯(

第五节森林动物⋯⋯⋯⋯⋯⋯⋯⋯⋯⋯⋯⋯⋯⋯⋯⋯⋯(

一、鸟 类⋯⋯⋯⋯⋯⋯⋯⋯⋯⋯⋯⋯⋯⋯⋯⋯⋯⋯(

二、哺乳动物⋯⋯⋯⋯⋯⋯⋯⋯⋯⋯⋯⋯⋯⋯⋯⋯⋯(

三、昆 虫⋯⋯⋯⋯⋯⋯⋯⋯⋯⋯⋯⋯⋯⋯⋯⋯⋯⋯(

第六节森林微生物⋯⋯⋯⋯⋯⋯⋯⋯⋯⋯⋯⋯⋯⋯⋯⋯(

39 )

39 、

40 )

40 、

40 )

40 1

42 )

42 )

42 )

44 )

44 )

45 )

46 、

46 )

46 )

47 1

48 )

49 1

49 )

50 1

50 )

52 )

53 1

54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三章

第一

第二

第三

一、平 茹⋯⋯⋯⋯⋯⋯⋯⋯⋯⋯⋯⋯⋯⋯⋯⋯⋯⋯(

二、蘑 茹⋯⋯⋯⋯⋯⋯⋯⋯⋯⋯⋯⋯⋯⋯⋯⋯⋯⋯(

三、草 茹⋯⋯⋯⋯⋯⋯⋯⋯⋯⋯⋯⋯⋯⋯⋯⋯⋯⋯(

四、白僵菌⋯⋯⋯⋯⋯⋯⋯⋯⋯⋯⋯⋯⋯⋯⋯⋯⋯⋯(

营林生产⋯⋯⋯⋯⋯⋯⋯⋯⋯⋯⋯⋯⋯⋯⋯⋯⋯⋯(

节

节

节

第四节

第五节

采种育苗⋯⋯⋯⋯⋯⋯⋯⋯⋯⋯⋯⋯⋯⋯⋯⋯⋯(

山区造林⋯⋯⋯⋯⋯⋯o⋯⋯⋯⋯⋯⋯⋯⋯⋯⋯(

农田林网建设⋯⋯⋯⋯⋯⋯⋯⋯⋯⋯⋯⋯⋯⋯⋯(

发展历史⋯⋯⋯⋯⋯⋯⋯⋯⋯⋯⋯⋯⋯⋯⋯⋯⋯(

资源管理⋯⋯⋯⋯⋯⋯⋯⋯⋯⋯⋯⋯⋯⋯⋯⋯⋯(

防护效益⋯⋯⋯⋯⋯⋯⋯⋯⋯⋯⋯⋯⋯⋯⋯⋯⋯(

竹木抚育⋯⋯⋯⋯⋯⋯⋯⋯⋯⋯⋯⋯⋯⋯⋯⋯⋯(

义务植树⋯⋯⋯⋯⋯⋯⋯⋯⋯⋯⋯⋯⋯⋯⋯⋯⋯(

54 )

54)

54)

56 )

57 )

第四章森林保护⋯⋯⋯⋯⋯⋯⋯⋯⋯⋯⋯⋯⋯⋯⋯⋯⋯⋯(96)

第一节林业法规⋯⋯⋯⋯⋯⋯⋯⋯⋯·：⋯⋯⋯⋯⋯⋯⋯·(96)

第二节护林组织和乡规民约⋯⋯⋯⋯⋯⋯⋯⋯⋯⋯⋯⋯(97)

第三节森林防火⋯⋯⋯⋯⋯⋯⋯⋯⋯⋯⋯⋯⋯⋯⋯⋯⋯(113)

第四节毁林事件⋯⋯⋯⋯⋯⋯⋯⋯⋯⋯⋯⋯⋯⋯⋯⋯⋯(114)

第五节森林病虫防治⋯⋯⋯⋯⋯⋯⋯⋯⋯⋯⋯⋯⋯⋯⋯(117)

一、马尾松毛虫⋯⋯⋯⋯⋯⋯⋯⋯⋯⋯⋯⋯⋯⋯⋯⋯(117)

二、日本松干蚧⋯⋯⋯⋯⋯⋯⋯⋯⋯⋯⋯⋯⋯⋯⋯⋯(120)

三、竹螟⋯⋯⋯⋯⋯⋯⋯⋯⋯⋯⋯⋯⋯⋯⋯⋯⋯⋯(121)

四、竹卵园蝽⋯⋯⋯⋯⋯⋯⋯⋯⋯⋯⋯⋯⋯⋯⋯⋯⋯(122)

五、毛竹枯梢病⋯⋯⋯⋯⋯⋯⋯⋯⋯⋯⋯⋯⋯⋯⋯⋯(123)

3

、，、，、，、，、，＼，、，、，

卯

郎伯他

跎

踮

罟8吆



第六节森林植物检疫⋯⋯⋯⋯⋯⋯⋯⋯⋯⋯⋯⋯⋯⋯⋯(123)

第五章经营管理⋯⋯⋯⋯⋯⋯⋯⋯⋯⋯⋯⋯⋯⋯⋯⋯⋯⋯(124)

第一节 山林权属⋯⋯⋯⋯⋯⋯⋯⋯⋯⋯⋯⋯⋯⋯⋯⋯⋯(124)

第二节森林资源管理⋯⋯⋯⋯⋯⋯⋯⋯⋯⋯⋯⋯⋯⋯⋯(128)

一、森林资源调查⋯⋯⋯⋯⋯⋯⋯⋯⋯⋯⋯⋯⋯⋯⋯(128)

二、森林资源消长动态⋯⋯⋯⋯⋯⋯⋯⋯⋯⋯⋯⋯⋯(130)

第三节资金管理⋯⋯⋯⋯⋯⋯⋯⋯?⋯⋯⋯⋯：⋯⋯⋯⋯．(130)

一、育林基金⋯⋯⋯⋯⋯⋯⋯⋯⋯⋯⋯⋯⋯⋯⋯⋯⋯(130)

二、自筹资金⋯⋯⋯⋯⋯⋯⋯⋯⋯⋯⋯⋯⋯⋯⋯⋯⋯(133)

三、林业事业费⋯⋯⋯⋯⋯⋯⋯⋯⋯⋯⋯⋯⋯⋯⋯⋯(133)

第六章森林利用⋯⋯⋯⋯⋯⋯⋯⋯⋯⋯⋯⋯⋯⋯⋯⋯⋯⋯(135)

第一节采伐运输⋯⋯⋯⋯⋯⋯⋯⋯⋯⋯⋯⋯⋯⋯⋯⋯⋯(135)

第二节毛竹购销⋯⋯⋯⋯⋯⋯⋯⋯⋯⋯⋯⋯⋯⋯⋯⋯⋯(136)

一、沿革⋯⋯⋯⋯⋯⋯⋯⋯⋯⋯⋯⋯⋯⋯⋯⋯⋯⋯(136)

二、计量单位⋯⋯⋯⋯⋯⋯⋯⋯⋯··⋯：⋯⋯⋯⋯⋯⋯(138)

三、收购价格⋯⋯⋯⋯⋯⋯⋯⋯⋯⋯⋯⋯⋯⋯⋯⋯⋯(139)

第三节木材购销⋯⋯⋯⋯⋯⋯⋯⋯⋯⋯⋯⋯⋯⋯⋯⋯⋯(139)

第四节竹木加工⋯⋯⋯⋯⋯⋯⋯⋯⋯⋯⋯⋯⋯⋯⋯⋯⋯(140)

一、余杭新兴鱼杆厂⋯⋯⋯⋯⋯⋯⋯⋯⋯⋯⋯⋯⋯⋯(142)

二、余杭县竹制工艺厂⋯⋯⋯⋯⋯⋯⋯⋯⋯⋯⋯⋯⋯(143)

．第五节林产品种类和销售⋯⋯⋯⋯⋯⋯⋯⋯⋯⋯⋯⋯⋯(144．)

第六节传统名产⋯⋯⋯⋯⋯⋯⋯⋯⋯⋯⋯⋯⋯⋯⋯⋯⋯(148)

一、余杭黄烧纸⋯⋯⋯⋯⋯⋯⋯⋯⋯⋯⋯⋯⋯⋯⋯⋯(148)

二、瓶窑对青谷萝⋯⋯⋯⋯⋯⋯⋯⋯⋯⋯⋯⋯⋯⋯⋯(149)



三、丁河小木船⋯⋯⋯⋯⋯⋯⋯⋯⋯⋯⋯⋯⋯⋯⋯⋯(151)

第七章林场⋯⋯⋯⋯⋯⋯⋯⋯⋯⋯⋯⋯⋯⋯⋯⋯⋯⋯⋯(153)

第一节 国营林场⋯⋯⋯⋯⋯⋯⋯⋯⋯⋯⋯⋯⋯⋯⋯⋯⋯(153)

一、长乐林场⋯⋯⋯⋯⋯⋯⋯⋯⋯⋯⋯⋯⋯⋯⋯⋯⋯(153)

二，南山林场⋯⋯⋯⋯⋯⋯⋯⋯⋯⋯⋯⋯⋯⋯⋯⋯⋯(161)

第二节社队林场⋯⋯⋯⋯⋯⋯⋯⋯⋯⋯⋯⋯⋯⋯⋯⋯⋯(171)

一，发展概况⋯⋯⋯⋯⋯⋯⋯⋯⋯⋯⋯⋯⋯⋯⋯⋯⋯(171)

二、经营管理⋯⋯⋯⋯⋯⋯⋯⋯⋯⋯⋯⋯⋯⋯⋯⋯⋯(178)

第三节家庭林场⋯⋯⋯⋯⋯⋯⋯⋯⋯⋯⋯⋯⋯⋯⋯⋯⋯(179)

第八章科技与教育⋯⋯⋯⋯⋯⋯⋯⋯⋯⋯⋯⋯⋯⋯⋯⋯⋯(1BO)

第一节科技队伍⋯⋯⋯⋯⋯⋯⋯⋯⋯⋯⋯⋯⋯⋯⋯⋯⋯(180)

第二节学术活动⋯⋯⋯⋯⋯⋯⋯⋯⋯⋯⋯⋯⋯⋯⋯⋯⋯(183)

第三节科技成果⋯⋯⋯⋯⋯⋯⋯⋯⋯⋯⋯⋯⋯⋯⋯⋯⋯(184)

第四节林业学校⋯⋯⋯⋯⋯⋯⋯⋯⋯⋯⋯⋯⋯⋯⋯⋯⋯(191)

第五节技术培谀⋯⋯⋯⋯⋯⋯⋯⋯⋯⋯⋯⋯⋯⋯⋯⋯⋯(192)

第九章林业机构⋯⋯⋯⋯⋯⋯⋯⋯⋯⋯⋯⋯⋯⋯⋯⋯⋯⋯(195)

第一节林业行政管理机构⋯⋯⋯⋯⋯⋯⋯⋯⋯⋯⋯⋯⋯(195)

第二节林业事业管理机构⋯⋯⋯⋯⋯⋯⋯⋯⋯⋯⋯⋯⋯(199)

一、县苗圃⋯⋯⋯⋯⋯⋯⋯⋯⋯⋯⋯⋯⋯⋯⋯⋯⋯⋯(199)

二、县有林事务所⋯⋯⋯⋯⋯⋯⋯⋯⋯⋯⋯⋯⋯⋯⋯(199)

三、县农业推广所⋯⋯⋯⋯⋯⋯⋯⋯⋯⋯⋯⋯⋯⋯⋯(200)

四、县林水局林业站⋯⋯⋯⋯⋯⋯⋯⋯⋯⋯⋯⋯⋯⋯(201)

五、县林业技术推广站⋯⋯⋯⋯⋯⋯⋯⋯⋯⋯⋯⋯⋯(201)

六、县森林病虫防治站和县森林植物检疫站⋯⋯⋯⋯(201)



、J、J、J、J、J

；)L
j

睚距

默引

孓

2

2

2

2

2，L，L，L／L，L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一

一

『：

一

●

●

●

●

●

●

●

●

●

●

¨

一

一

一

¨

●

●

●

●

●

●

●

●

●

●

～

～

录～

～

～

～名～

～

『：

『=

勿一

『：

．

．J≈

．

．

一

～植分

～

～

～林划～

一

一森域

～

～存县区

～

录

杭业记

文余林

，

、

、

附

一

二三后



凡 例

一、本志记事年限，上起清宣统二年(1910年)，下迄1987年；有

的简溯其始，也有的概记至1988年。但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放

在1949年至1987年。

二、历史纪年，1949年5月以前沿用原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年号；1949年5月以后，则采用公元纪年。

三、本志对各时期地名、机构、政权、官职等称呼，均沿用当时

的名称及称呼。

四、县境区域屡有变动，故本志中1961年以前的余杭县为原余杭

县，1961年以后的余杭县为现时的余杭县。

五、本志所有的计量单位，除货币为人民币和括号内注明外，一律

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各项计量数据，一般均用本县统计局数字；统计

局缺的，采用本局年报和各单位数字。

六、资料来源于：《中国实业志·浙江省》、《余杭县志>>(清、嘉

庆)、《杭县志稿》、余杭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县档案馆库藏资料、本

局历年档案和调查资料等；并参考了县长乐林场、南山林场撰写的《场

史》，而部分为口碑资料。

七、正文共为9章4l节，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记述。随文配以必

要的表、图和附录。



大 事 记

宣统2年(1910年)

8月，庄松甫在长乐桥一带承领官属荒山10000余亩，开办杭北

林牧股份有限公司，开辟圃地，植树造林。

民国2年(1915年)

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现浙江农业大学)在临平山设立第三林

场，面积1700余亩。

民国4年(1915年)

因庄松甫办公司有方，孙中山总统奖其七等嘉禾章一枚，并批

令；“庄景中(即庄松甫)，前浙江盐政局局长，现任余杭林牧公司经

理。该公司于前清宣统二年禀准，前清浙江巡抚及劝业道，拔余杭县

北乡开垦造林，迄今五载，种植松、柏、桐、茶、樟、槐、桕、杉、

竹暨果木等数百万株，次第成林，复集款创办造纸厂，仿造东洋皮纸，

现已畅销。该员才识精明，实事求是，询为难得。”

民国5年(1916年)

马翔麟在费墅一带承领官属荒山800余亩，开办余林山庄。至民国

25年(1936年)4月，庄主由朱赓关继任，并改名为森茂垦植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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