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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念江省夺珠资冁桶查管理龟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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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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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纂· 杨德才 詹芸英

编纂人员名单 (按姓氏笔划)。

王军 壬兴家 王成林 ’田俊江 安广信 孙玉芝 李忠志

李春江 李新宁 宋健伟 何东胜 杨德才 周洪发 周祖丰

周宣滨 姜孟霞 秦廷玉 ．郭秀生 贾树廷 张绍丽 梁润德

詹芸英 滕士斌 翟立凯 戴思才

摄 影· 杨德才 汪吉芳 梁润德 周祖丰 常先增

绘 图。 詹芸英

审稿人· 姜孟霞 王军 杨福华’ 李裕国 姚敬亚 杨洪山

审定单位· 黑龙江省史志办公室
7’

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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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日

黑龙江省森工总局森林资源调查管理局‘局志'，在上级党政组织的关怀下，．承蒙

各有关方面的热心帮助，而今终于出版了。全书分为森林资源、森林调查规划、森林资

源管理和科学技术等九篇三十四章一百节，共以十二万字．由于它首次较为全面，客观

地记述了黑龙江省、乃至东北林区的历史发展大略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大

量触目惊心的。赤字”，再次提醒我们，森林资源危机的的确确到了严重关头，有助于

我们正确了解历史，认识今天，吸取经验教训，更加实事求是地面向未来，因而它的自

身价值．不仅限于。局志”，应该说是黑龙江林区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出版，着

实可喜．可贺!

黑龙江省森林资源调查管理局，是随着事业发展的需要，从197'0年仅有的一个森调

大队，到1983年逐步发展为一局、三队(森调大队)．一场(实验林场)，工作范围由

单一的森林调查规划，扩展到资源．林政、伐区拔交验收．野生动植物等查管结合，以

管为主的全面资源调查管理。现有调查规划、成品、电子、航测、土壤化验等专业机构

设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林管局，林业局，林场(所)，目前，在全省林区专门从

事资源调查管理的职工队伍已壮大到七千余人，自上而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森林资源

管理体系。建国以来，广大干部职工年复一年地在深山密林里，栉风沐雨，艰苦劳作，

完成了三次森林一类清查，三次二类调查，初步掌握了森林资源长消变化规律，拿出了

一大批科技成果，为国家制定林业开发建设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这部

志书中有关黑龙江省森林资源情况的详尽记述，即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晶。

我们相信，这部志书的问世，定能激发全局同志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增强改

革意识，勇于创造，多出成果，为林业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王 军



凡 例

．一．本志的编次及内容分，概述、大事记、建置沿革，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资源

管理、科学技术、行政锊理、党群组织、人物，附录11部分。

二，本志断限：黑龙江省在森林资源调查和资源管理上，由于历史发展和开腱各项

活动的时问不尽一致，圉此，各篇章的上限有听差异。如森林资源篇所涉及的历史较

远，其上限追溯到远古；森林调查规划篇，上限从清咸丰年间(1860年)开始；其余各

专业篇从1950年开始。下限到1985年。

三，本志结构，分篇，章、节、日四个层次，其中三层的为多，四层为少。

四、本志用志，记、传、图，表、照，录等组成的体例，用语体文记述。

五，本志人物篇，将历届党政主要领导和近年获省、厅、局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列入本篇。其余人物用以事系人的办法，记于有关各篇．

六．本志历史记年，地理名称、政府和人物名称，职称等，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习

惯称呼，并用括号加以注明。

七．本志材料，主要来源于本省本局的档案资料，部分摘自辽宁，北京和林业部的

档案资料。为节省篇幅，未注出处。

八．本志书的内容详略，虽然按忠体要求记述，但因所搜集到的资料有限，存在营

长短不一，详略不得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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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森林资源调查管理局志》

．|．目 ．o ．录 7

序言 ： j ：
-● ，

凡例 ，．

概述⋯⋯⋯⋯⋯⋯⋯⋯⋯⋯⋯⋯⋯⋯⋯⋯⋯”·⋯⋯⋯⋯⋯⋯⋯⋯⋯··：⋯(1>

大事记⋯⋯⋯⋯⋯⋯⋯⋯⋯⋯⋯⋯⋯⋯⋯⋯⋯⋯⋯⋯⋯⋯⋯⋯-?⋯·(33>

第一篇’建置沿革⋯⋯⋯⋯⋯⋯⋯⋯⋯⋯⋯⋯⋯⋯⋯⋯⋯⋯⋯⋯⋯⋯·：．．．．：⋯(63)

，‘第一章沿革⋯⋯⋯⋯⋯⋯⋯⋯⋯⋯⋯⋯⋯⋯⋯⋯⋯00B QSQ OO OOO O QO⋯⋯．囊⋯⋯(63>
’

第一节建局前后⋯⋯⋯⋯⋯⋯⋯⋯⋯“⋯⋯⋯⋯⋯⋯⋯⋯⋯⋯⋯⋯⋯⋯·‘63>

‘’’第二节事权范围的变化⋯⋯⋯⋯⋯⋯⋯⋯⋯⋯⋯⋯：⋯⋯⋯⋯⋯⋯⋯⋯(65>
_第三节机构设置⋯⋯⋯⋯⋯⋯⋯⋯⋯⋯⋯⋯⋯⋯⋯⋯⋯⋯⋯⋯⋯⋯⋯⋯(66>。

第四节局直属单位⋯⋯⋯⋯⋯⋯⋯⋯⋯⋯⋯⋯⋯⋯⋯⋯⋯⋯⋯⋯⋯⋯⋯(69>

’第二章领导人更迭⋯⋯⋯⋯⋯⋯⋯⋯⋯⋯⋯⋯⋯⋯⋯⋯⋯⋯⋯⋯⋯⋯⋯⋯(庇>

第一节历届党委(支部)成员⋯⋯⋯⋯⋯⋯⋯⋯⋯⋯⋯⋯⋯⋯⋯⋯⋯⋯(72)．

第二节历届行政领导人⋯⋯⋯⋯⋯⋯⋯⋯⋯⋯⋯⋯⋯⋯⋯⋯⋯⋯⋯⋯⋯(77>：

第二篇 森林资源⋯⋯⋯⋯⋯⋯⋯⋯⋯⋯⋯⋯⋯⋯⋯⋯⋯⋯⋯⋯⋯⋯⋯⋯⋯(83．>：

第一章古代的黑龙江森林⋯⋯⋯⋯⋯⋯⋯⋯⋯⋯⋯⋯⋯⋯⋯⋯⋯⋯⋯⋯⋯(83)’

’第一节森林起源梗概⋯⋯⋯⋯⋯⋯⋯⋯⋯⋯⋯⋯⋯⋯⋯⋯⋯⋯⋯⋯⋯一(83)．

?第二节清切以前的森林⋯⋯⋯⋯⋯⋯⋯⋯⋯．．．⋯⋯⋯⋯⋯⋯⋯⋯⋯⋯⋯(83>

第￡章。’近代的黑龙江森林一⋯⋯一⋯⋯⋯⋯⋯·n⋯⋯⋯⋯⋯⋯⋯⋯⋯⋯”(91)

’第一节沙俄对森林的掠夺⋯⋯⋯⋯⋯⋯⋯⋯⋯⋯⋯⋯⋯⋯⋯⋯⋯⋯⋯⋯(9 L>

第二节采木公司兴起⋯⋯⋯⋯⋯⋯⋯⋯⋯⋯⋯⋯⋯⋯⋯⋯⋯⋯⋯⋯⋯⋯(94)一

第三节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95>
’

第三章建国后的森林变化⋯⋯⋯⋯⋯⋯⋯⋯⋯⋯⋯⋯⋯⋯⋯⋯⋯⋯⋯⋯⋯(108>，

·’ 第一节综述⋯⋯．⋯⋯⋯⋯⋯⋯⋯⋯⋯⋯⋯⋯⋯⋯⋯⋯⋯⋯⋯⋯⋯⋯⋯⋯(108>
’

第二节森林类型分布及特点⋯⋯⋯⋯⋯⋯⋯⋯⋯⋯⋯⋯⋯⋯⋯⋯⋯⋯⋯(113>

：：第三节森工林区的森林变比⋯⋯⋯⋯⋯⋯⋯⋯⋯⋯⋯⋯⋯⋯⋯⋯⋯⋯⋯(1 30>

第三篇 森林调查规划⋯⋯⋯⋯⋯⋯⋯⋯⋯⋯⋯⋯⋯⋯⋯⋯⋯⋯⋯⋯⋯⋯⋯(147>

第一章建国前的森林调查·⋯⋯⋯⋯⋯⋯⋯⋯⋯⋯⋯⋯⋯⋯⋯⋯⋯⋯⋯⋯“(147)

第一节清朝时期的森林调查⋯⋯⋯⋯⋯⋯⋯⋯⋯⋯⋯．‘．⋯⋯⋯⋯⋯⋯⋯(147)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森林调查⋯⋯⋯⋯⋯⋯⋯⋯⋯⋯⋯⋯⋯⋯⋯⋯⋯¨⋯(14：1>

‘．第三节 ’‘‘伪满黟时期的森林调查⋯⋯”■⋯⋯⋯⋯⋯⋯⋯⋯⋯⋯⋯⋯⋯·．(155>

第二章建国后的森林经理羁查⋯⋯⋯⋯⋯⋯⋯⋯⋯-’⋯⋯⋯⋯⋯⋯⋯⋯⋯“(160>

第一节筒述”：一：⋯：“：⋯⋯⋯⋯·：⋯：：⋯·：⋯⋯⋯⋯⋯⋯⋯⋯⋯⋯⋯⋯⋯．(160>
j第互节调查队伍的变迁⋯⋯⋯⋯⋯：⋯⋯⋯⋯⋯⋯⋯⋯⋯⋯⋯⋯⋯⋯⋯．．(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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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历次经理调查的开展⋯⋯⋯⋯⋯⋯⋯⋯⋯⋯⋯⋯⋯⋯⋯⋯⋯⋯．．．(166)

第四节森林资源连续清查⋯⋯OOO@OQ⋯”⋯⋯⋯⋯“⋯⋯⋯¨oeo oe·eoe oo。$0414*(177)

第五节调查方法的变革⋯⋯⋯001000 000 eO·OeO···00·⋯⋯⋯⋯⋯⋯⋯⋯⋯⋯⋯(181)

第六节林区生活片断⋯一?⋯⋯⋯⋯⋯⋯⋯⋯⋯⋯⋯⋯⋯⋯⋯⋯⋯⋯⋯．．．(235)

第三章森林经营方案⋯⋯⋯⋯⋯⋯⋯⋯⋯⋯⋯⋯⋯⋯⋯⋯⋯⋯⋯⋯⋯⋯⋯(247)

第一节森林经理施业案的编制⋯⋯⋯⋯⋯⋯⋯⋯⋯⋯⋯⋯⋯⋯⋯⋯⋯”·(248)

第二节经营利用规划方案的编制⋯⋯⋯⋯⋯⋯⋯⋯⋯⋯⋯⋯⋯⋯⋯⋯⋯(256)

第三节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261)

笫四篇 森林资源管理⋯⋯⋯⋯⋯⋯⋯⋯⋯⋯⋯⋯⋯⋯⋯⋯⋯⋯⋯⋯⋯⋯⋯(267)

第一章综述⋯⋯⋯⋯⋯⋯⋯⋯⋯⋯⋯⋯⋯⋯⋯⋯⋯⋯⋯⋯⋯⋯⋯⋯⋯⋯⋯(267)

第一节发展历程⋯⋯⋯⋯⋯⋯⋯⋯⋯⋯⋯⋯⋯⋯⋯⋯⋯⋯．．．⋯⋯⋯⋯“·‘267)

第二节管理体系的建立⋯⋯⋯⋯⋯⋯⋯⋯⋯⋯⋯⋯⋯⋯⋯⋯⋯⋯⋯⋯··(269)

第三节查管方针的实施⋯⋯⋯⋯⋯⋯⋯⋯⋯⋯⋯⋯⋯⋯⋯⋯⋯⋯⋯⋯⋯(270)

第二章森林档案⋯⋯⋯⋯⋯⋯⋯⋯⋯⋯⋯⋯⋯⋯⋯⋯⋯⋯⋯⋯⋯⋯⋯⋯⋯(272)

第一节档案发展历程⋯⋯⋯⋯⋯⋯⋯⋯⋯⋯⋯⋯⋯⋯⋯⋯⋯⋯⋯⋯⋯⋯(272)

第二节档案内容⋯⋯⋯⋯⋯⋯⋯⋯⋯⋯⋯⋯⋯⋯⋯⋯⋯⋯⋯⋯⋯⋯⋯⋯(295)

第三节建档方法⋯⋯⋯⋯⋯⋯⋯⋯⋯⋯⋯⋯⋯⋯⋯⋯⋯⋯⋯⋯⋯⋯⋯⋯(362)

第四节档案的作用⋯⋯⋯⋯⋯⋯⋯⋯⋯⋯⋯⋯⋯⋯⋯⋯⋯⋯⋯⋯⋯⋯⋯(369)

第三章森林资源统计⋯⋯⋯⋯⋯⋯⋯⋯⋯⋯⋯⋯⋯⋯⋯⋯⋯⋯⋯⋯⋯⋯⋯(372)

第一节统计工作的发展历程⋯⋯⋯⋯⋯⋯⋯⋯⋯⋯⋯⋯⋯⋯⋯⋯⋯⋯⋯(372)

第二节统计方法⋯⋯⋯⋯⋯⋯⋯⋯⋯⋯⋯⋯⋯⋯⋯⋯⋯⋯⋯⋯⋯⋯⋯⋯(373)

第四章森林采伐管理⋯⋯⋯⋯⋯⋯⋯⋯⋯⋯⋯⋯⋯⋯⋯⋯⋯⋯⋯⋯⋯⋯⋯(378)

第一节发展历程⋯⋯⋯⋯⋯⋯⋯⋯⋯⋯⋯⋯⋯⋯⋯⋯⋯．．．⋯⋯⋯⋯⋯⋯(378)

第二节管理方法⋯⋯⋯⋯⋯⋯⋯⋯⋯⋯⋯⋯⋯⋯⋯⋯⋯⋯⋯⋯⋯⋯⋯⋯(379)

第三节伐区作业质量⋯⋯⋯⋯⋯⋯⋯⋯．．．⋯⋯⋯⋯⋯⋯⋯⋯⋯⋯⋯⋯⋯(391)

第四节作业设计调查管理⋯⋯⋯⋯⋯⋯⋯⋯⋯⋯⋯⋯⋯⋯⋯⋯⋯⋯⋯⋯(392>

第五章林政管理⋯⋯⋯⋯⋯⋯⋯⋯⋯⋯⋯⋯⋯⋯⋯⋯⋯⋯⋯⋯⋯⋯⋯⋯⋯(399)

第一节任务与职责⋯⋯⋯⋯⋯⋯⋯⋯⋯⋯⋯⋯⋯⋯⋯⋯⋯⋯⋯⋯⋯⋯⋯(399)

第二节林政机构的演变和建立⋯⋯⋯⋯⋯⋯⋯⋯⋯⋯⋯⋯⋯⋯⋯⋯⋯⋯(401)

第三节林政管理工作⋯⋯⋯⋯⋯⋯⋯⋯⋯⋯⋯⋯⋯⋯⋯⋯⋯⋯⋯⋯⋯⋯(402)

第四节存在问题与解决办法⋯⋯⋯⋯⋯⋯⋯⋯⋯⋯⋯⋯⋯⋯⋯⋯⋯⋯⋯(420)

第六章林区土地管理⋯⋯⋯⋯⋯⋯⋯⋯⋯⋯⋯⋯⋯⋯⋯⋯⋯⋯⋯⋯⋯⋯⋯(422)

第一节土地管理工作范畴⋯⋯⋯⋯⋯⋯⋯⋯⋯⋯⋯⋯⋯⋯⋯⋯⋯⋯⋯“·(422)

第二节土地管理沿革⋯⋯⋯⋯⋯⋯⋯⋯⋯⋯⋯⋯⋯⋯⋯⋯⋯⋯⋯⋯⋯⋯(423)

第三节林业土地管理技术⋯⋯⋯⋯⋯⋯⋯⋯⋯⋯⋯⋯⋯⋯⋯⋯⋯⋯⋯⋯(424)

第四节林区土地管理办法⋯⋯⋯⋯⋯⋯⋯⋯⋯⋯⋯⋯⋯⋯⋯⋯⋯⋯⋯⋯(412)

第七章野生动物⋯⋯⋯⋯⋯⋯⋯⋯⋯⋯⋯⋯⋯⋯⋯⋯⋯⋯⋯⋯⋯⋯⋯⋯⋯(443)

第一节机陶，管理梗概⋯⋯⋯⋯⋯⋯⋯⋯⋯⋯⋯⋯⋯⋯⋯⋯⋯⋯⋯⋯⋯(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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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野生动物分布⋯⋯⋯⋯⋯⋯⋯⋯⋯⋯．t．⋯⋯⋯⋯⋯⋯⋯⋯⋯⋯⋯(444>

第三节野生动物管护⋯⋯⋯⋯⋯⋯⋯⋯⋯⋯⋯⋯⋯⋯⋯⋯⋯⋯⋯⋯⋯⋯(447)

第五篇 科学技术⋯!”!⋯⋯⋯⋯⋯⋯⋯⋯⋯⋯⋯⋯⋯⋯⋯⋯⋯⋯⋯⋯⋯⋯”(449)

第一章森调科技⋯⋯⋯⋯⋯．．⋯⋯⋯⋯⋯⋯⋯⋯⋯⋯⋯⋯⋯“?⋯⋯⋯⋯⋯‘(449)

第一节技术千部队伍⋯⋯⋯⋯⋯⋯⋯⋯⋯．．．⋯⋯⋯⋯⋯⋯⋯⋯⋯⋯⋯⋯(449)

’第二节科研活动⋯⋯⋯⋯⋯⋯⋯⋯⋯⋯⋯⋯⋯⋯⋯⋯⋯⋯⋯⋯⋯⋯⋯⋯(449>

第三节科技情报⋯⋯⋯⋯⋯⋯⋯⋯⋯⋯⋯⋯“⋯⋯⋯⋯⋯⋯⋯⋯⋯⋯⋯·(457)

第四节科技刊物⋯⋯⋯⋯⋯⋯⋯⋯⋯⋯⋯⋯⋯⋯⋯⋯⋯⋯⋯““⋯⋯⋯”(458)

第五节森林经理技术队伍培诩I．-⋯⋯⋯⋯⋯⋯⋯⋯⋯⋯⋯⋯⋯⋯⋯⋯⋯·(459)

第二章现代技术的应用与发展⋯⋯⋯⋯⋯⋯⋯⋯⋯⋯⋯⋯⋯．．．J⋯⋯⋯⋯⋯(463>

第一节航空遥感技术的发展⋯⋯⋯⋯⋯⋯⋯⋯⋯⋯⋯⋯⋯⋯⋯⋯⋯⋯⋯(463)

第二节航天遥感技术⋯⋯⋯⋯⋯一⋯⋯⋯⋯⋯⋯⋯⋯⋯⋯⋯⋯⋯⋯⋯⋯·(468)

第三节当前所存在的问题⋯⋯⋯⋯⋯⋯⋯⋯一⋯⋯⋯⋯⋯⋯⋯⋯⋯⋯⋯(471)

第三章林业电算技术⋯⋯⋯⋯⋯⋯⋯⋯⋯⋯⋯⋯⋯⋯⋯⋯⋯⋯⋯⋯⋯⋯⋯(471>

第一节建立电子计算室⋯⋯⋯⋯⋯⋯⋯⋯⋯⋯⋯⋯⋯⋯⋯⋯⋯⋯⋯⋯⋯(472)

第二节微机技术的应用⋯⋯⋯⋯⋯⋯⋯⋯⋯⋯⋯⋯⋯⋯⋯⋯⋯⋯⋯⋯⋯(474)

第三节电算工作的发展⋯⋯⋯⋯⋯⋯⋯⋯⋯⋯⋯⋯⋯⋯⋯⋯⋯⋯⋯⋯⋯(474)

第四章外事活动．．．⋯⋯⋯⋯⋯⋯⋯⋯⋯⋯⋯⋯⋯⋯⋯⋯⋯⋯⋯⋯⋯⋯⋯⋯(475>

第一节外国专家来访⋯⋯⋯⋯⋯⋯⋯⋯⋯⋯⋯⋯⋯⋯⋯⋯⋯⋯⋯⋯⋯⋯(476>

第二节出国学习和考察⋯⋯⋯⋯⋯⋯⋯⋯⋯⋯⋯⋯⋯⋯⋯⋯⋯⋯⋯⋯⋯(477)

第三节项目机构，人员⋯⋯⋯⋯⋯⋯⋯⋯⋯⋯⋯⋯⋯⋯⋯⋯⋯⋯⋯⋯⋯(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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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地处祖国北疆，位于北纬43。417至53’157，东经120。407至135。057之间，总

面积4693余万公顷，现有森林面积1574．7万公顷，森林活立木总蓄积144536．1万立方

米，分别占全国的13．7％和14．1％．当前，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材占全国木材年产量的

三分之一以上．黑龙江林区，位处我国东北地区各主要内河的上游，辽阔的林海，北御

西伯利亚寒流，蒙古高原旱风，南阻太平洋热风，不仅是黑龙江省年产三百亿斤商品粮

。北大仓”的保障，也是东北地区工、农．牧．渔业实现稳产高产和亿万人民赖以生存

的生物生态体系之主体．建国前53年的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掠夺，使黑龙江

的森林资源惨遭破坏．建国后，在各级党政组织的关怀、重视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封

山育林、造林，使帝国主义掠夺破坏留下的近八百万公顷荒山，恢复成天然次生幼，中

龄林，营造了321．4万公顷的人工林。建成了48个林业局，1188个国营林场(经营所)，

修筑了32634．9公里林区公路，铁路、森林铁路，生产了近4．7亿立方米木材，向国家上

缴利税近80亿元，有力地支援了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我国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近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使我国成为贫林少木的国家。建国

后，帝国主义的封锁，加之我们工作上的失误，黑龙江森林长期超负荷作贡献，现已面

临严重的可采资源危机、林业经济危困、生态效益危机的被动局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民十分关心重视这一问题，采

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政令、政策，使黑龙江林业出现了新的气象．

建国后，黑龙江的林业史，是一部光辉的历史，黑龙江近70万名林业职工，为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森林经理事业，是林业生产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森林资源调查．

管理两个部分．林业生产，是以生物资源为主要物质基础的生产。一切以生物资源为原

料的生产，都必须掌握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空问及消长动怒规律，并在此基础上，

编制出开发或经营规划方案，用以指导生产建设。林业亦然。而林业这一任务则由森林

经理专业机构完成。因此，．森林经理事业是林业生产建设的基础、先行、尖兵。当今国

际上一些林业先进国家，无一不以森林经理事业先行一步。我国的森林经理事业，是建

国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从无到有，历经曲折坎坷的历程，成长壮大完善起来的．

黑龙江省的森林经理队伍，建国以来，完成了三次森林经理调查、三次连续清查；国家

和省．依据森林经理成果，开发黑龙江省森林资源，建设黑龙江林业；闯出了一条以林

为主，综合调查。调查，规划与资源建设棚结合，以管为主、查管结合的路予。黑龙江



省的森林经理事业，为林业生产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事森林经理的队伍，是光荣

的队伍，黑龙江省林业的光辉史册，有森林经理光辉的篇章．

黑龙江的森林资源

及面临的严重问题

(一)森林资源的动态与现状

据1986年全省第三次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汇总上报国家的数据，林业经营(施业区)

总面积2828．4万公顷，占全省版图总面积的60．2％．其中，林业用地面积2275．4万公

顷，占全省总两积的48．4％；有林地面积1574．7万公顷(郁闭度0．4以上的林分面

积)，森林覆被率33．5％，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144536．1万立方米，占全国的14．1％；

林分总蓄积量130927．3万立方米，占全省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的90．6％；用材林分总蓄

积黾117414．3万立方米，占全省活立木总蓄积量的81．3％，占全国用材林总蓄积的

18％。

黑龙江林区正式开发是在1896年以后。查阅历史资料可知，以现版图省界，1896年

前的森林总面积是3310万公顷，森林覆被率70％，森林总蓄积量40亿立方米．由于俄．

日帝国主义者j：I{继侵入黑龙江省林区砍、烧、抢，尤其是1930年至1945年的16年间，帝

国主义者与国内反动派勾结，为镇压围剿我国民族解放力量，大肆放火烧山，到1949年，

尚存森林面积1808．6万公顷，森林覆被率为38．5％，森林总蓄积仅存17．9亿立方米；东

北解放后，为了支援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近40年来共为国家生产木材

46774．7万立方米，消耗森林蓄移1,74245．6万立方米，向国家上缴利税78．7亿元。长期的

过量采伐消耗，致使森林资源不断减少(见表2)，不仅企业经济危困，也给生态平衡带

来威胁。黑龙江省林区，是我国东北地区各主要内河的发源地，大兴安岭、小兴安岭、

完达山、张广才岭、老爷岭连同吉林省的长白山林区，构成了我国东北地区人民赖以生

存的生物生态体系之主体。现有的1574．7万公顷森林，是黑龙江省众多良田、牧场连

年稳产高产的屏蔽，是省内以至东北地区内河通畅、航运和发电的保障。黑龙江省林区

不仅是国家的重要林业基地，商品材基地，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牧业生产基地．如

何保护好、经营好．利用好，发展好森林资源，是一件迫在眉睫急待解决的大事．

黑龙江省现有森林分三家经营。一是省林业厅组织各市县经营的林区；二是由林业

部直管的大兴安岭林区；第三家是省森工总局经营的40个林业企业局和14个直属林场

(即我们常说的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因多方面的原因，省属国有林区一直担负着全国

商品材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尤其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前高达全国总产量的半数以上，目

前正面临着严蕈的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见表1)．

一2一

——————————————————————．．．．．．．．．．．．．．．．．．。．—．———．．．．．．．．．．．．．．．．．．．．．．．．．．．．．．．．．．．．．．．．．．．．．．．．．．．．．．．．．．．．————．．．．．．．．J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