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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速林业现代化， 不仅是

“四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而且是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保证人类

及动植物繁衍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当今科学的发展，已使人类清

醒地认识到，如果由于人类活动导致地球上森林的毁灭，那么，人

类无疑是自掘坟墓。因此，我们应以历吏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去

追寻林业的发展的轨迹，从中引出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促使林业

生产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以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保证人类赖

以生存的环境不被破坏，使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得到协调发展。

本部林业志总结了上至一九五六年、下至一九八五年七台河市

林业发展的历史。对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林业只作了粗略的概述，重

点阐述一九四九年以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林业发展

出
，≯＼，

七台河市林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即中华人民共

和固成立以后，由勃利县管辖的一个行政区，逐步升格为省辖市，

由于市政建设及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占据了大片的林地，使森林复被

率由解放初期的6 4％下降到一九八三年的2 6．1％。这其中除

正常的占用林地外，也包括了大量的、不合理的毁坏森林的行为。

本惠详细地记述了各个时期的林业发展情况及可供鉴借的经验

教训，为今后林业生产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荆。

林业志资料来源，除旧志及参阅各种文献资料外，还来源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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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老林业干部及工人的口碑，他们为林业志提供了大量的、有历史

价值的资料。在写作方法上，我们严格遵循“秉笔直书”的原则，

沿着本市林业发展的历程追溯实录，在资科舍取上，则本着“略古

详今”的原则，着重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市各个时期林

业发展的经验教训。

林业志的编写工作由陈克忠付局长直接领导，姜秀志同志任主

编、张晓慧、陈国善、薛大伟同志任编辑，从一九九。年五月开始

至十一月末，历经半年时间完成了史志的编篡任务。 ·

在组织编写过程中，曾参阅了各地、市，县及国内出版的多种

林业刊物，为此，向提供资荆的单位和个人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参阅资料有限，又由于我们编撰人员知识

水平的局限，难免存在错误和遗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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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林业资源

第一章资源与分布

历史上，七台河市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到处是茂密的针阔

混交林。广袤的森林内栖息生长着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有倭肯

河、挠力河等众多的河流滋润着两岸肥沃的土地，在这片沃土上，

气候湿润，生态环境良好。

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这片土地的开发利用，人口能增加，自然

资源越来越少，森林面积急剧退缩，生态环境在一天天恶化。

第一节森林资源

七台河市森林的演替，经历了一个由红松闭叶混交林顶极群

落，被毁林开荒，多次火灾破坏到阔叶次生林和柞树林的过程。直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十余年来经营管理，市区森林资

源形成了目前的状况： “地多林少、分布不均、树种单一，用材林

多，农防水土保持林少，中令林多、成熟林少，林多蓄积量少．生

长率低，更新造林多，保存少"．

一，历代资源

据文献记载，过去此地是原始林区，远在1 9 0 6年之前，七

台河市可称是森林茂密古树参天的林海，到处生长着珍贵的红

松、鱼鳞松和优质的水曲柳、黄波萝，柞，桦．榆、色．柳等。是

典型的红松阔叶混交林，直到1 9 6 0年铁山包南边水烧不到的石

檀子上，还残存着十几棵高大的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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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河市区森林是史称： 钟满洲三姓地方森林静之- 部分，

l 9 0 6年建设中东铁路，从关内各省流入的移民剧增、烧荒

种地，土地贫乏后，再易地垦荒，使森林逐渐疏旷了。同时，一些

流动的土匪，也在这里安营扎寨，种植大烟，俗称： “胡子窝’’．

_烟匪一， 1 9 6 8年铁山林场工人董秀田和赵子学，在现四新四

队后山刨穴整地，曾刨出了两瓶大烟土．

由于垦荒、乱砍和不断发生的山火，毁灭了茂密的森林。

从伪满I 9 3 5年成立勃利营林署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历经多次大的火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七台河市区森林

演替为以柞树为主的柞木林， 1 9 4 9年勃利县成立了林业股，

1 9 5 1年发展成为林业科， 1 9 5 6年建立铁山森林经营所，开

始了森林国有化经营。各个时期每公顷森林蓄积量经查证，大致变

化如下：

表一
1 9 0 6年一1 9 8

5年公顷蓄积量变化表单位：立方米／公顷

时 间 1606--1935年1935--1949年l 9 6 2年1 9 6 5年I g 7 8年 1 g 8 5年

每。 阔

公 叶 91．00 1 0一一2 2 34．53 i 69 00 53．88

顷 树 ．f

蓄 针
积 叶 49．00 0．0034 I|14．88 36．70
最 树

备 注 一九四九年以前有林地面积变化不大，一九四九年以后有林地面积变化较大

从表一可以看出每公顷蓄积量l g 0 6年一l 9 8 5年是呈

u字形分布·

针叶树每公顷蓄积量从大到无，又从无到有，由小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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