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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是我国桉树种植的主要区域,桉树产业已成为广西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民生产业。 新世纪推进广西桉树产业发

展,不仅对广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促进全国桉树产业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

过调查研究回顾了广西桉树种植的历史,认为 19 世纪初广西即开始从法国引种桉树,但面积小、发展慢。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

桉树种植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即:起步阶段(1949—1977 年)、推广阶段(1978—2000 年)和大发展阶段(2001 年至今)。 当前,

广西桉树种植的现状是:分布广、产量高、效益好、贡献巨大、地位突出。 但广西大面积种植桉树人工林,也面临着耗水、耗肥、

“有毒冶、“沙漠冶、“退化冶、灾害六个突出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为使新世纪广西桉树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应遵循 3 大原则:可持

续发展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和循序渐进原则,同时,应采取以下 6 项具体措施:一是科学规划;二是合理布局;三是优化结构;四

是产业带动;五是改善条件;六是发展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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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ucalyptus is one of three species ( Eucalyptus, poplar, pine ) of fast鄄growing trees in China. Because
Eucalyptus grows rapidly, afforestation of a Eucalyptus forest can be achiev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making the species a
very popular plantation species. China highly praises the use of eucalyptus, especially in Guangxi, Guangdong, Hainan,
Fujian and other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regions. Eucalyptus plantings have a long history and feature several favorabl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eing well adapted to optimum growing conditions in the provinces that led to its popularity. Guangxi
is a major area of eucalyptus plantations. The eucalyptus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one of the dominant and specialized
industries of the province, and serves as a source of livelihood for rural people living in Guangxi. The promotion of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eucalyptus plantations in Guangxi in this new century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veral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e, but also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timber industry and it supports the entire scal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Eucalyptus plantations in Guangxi, which began in the early 19 th century from France. In the early
19 th century, the area of Eucalyptus plantations was small and developed slowl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忆s Republic
of China, development of Eucalyptus plantations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an initial stage (1949—1977), a pro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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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1978—2000) and a large鄄scale development phase (2001—present) . Currently, Eucalyptus plantations in Guangxi
are widely distributed, cover a large area, exhibit high yield, are effective in providing timber and afforestation, and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local economies; these give Eucalyptus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forestry of the region. Eucalyptus
plantations and forests in Guangxi are distributed in almost all regions with hills and mountains, or near villages and streets.
In 2012, the area of Eucalyptus plantations reached 1.87 million hm2 . Currently, Guangxi eucalyptus timber production
accounts for over 70% of the region忆s total timber production. Eucalyptus plantations in Guangxi have sound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he annual forest growth, annual harvest volume, and the net increase of forest
volume in Guangxi all rank first in the country for Eucalyptus. Eucalyptus is the largest production base of wood in China
and provides a strategic core wood supply for the national reserve base. In certain respects, Eucalyptus plantings have many
positive e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oxygen release providing for e.g. a cleaner environment, forest
protection, and climate regulation. The ecological benefits of planting Eucalyptus are significant. In other respects, the
massive planting of Eucalyptus in Guangxi inevitably bring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environment. Large鄄scale cultivation of
Eucalyptus plantations in Guangxi cause several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tudied if solutions are to be found, including
problems related to water and fertilizer consumption, toxic effects to livestock, as well as desertification, land degradation
and disasters related to Eucalyptus plantations. Eucalyptus plantations have created an important industry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Guangxi, and currently provide a source of livelihood for local people. China needs to vigorously develop
this industry to provide a source of livelihood for local people by implementing a western鄄style developmental strategy, and
by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Guangxi and other western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this sense, the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calyptus industry are very
broad. To enabl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ucalyptus industry in the new century, we should follow three principles, the
principles of enabl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ing the process gradually. We need
to employ the following six specific measures: scientific planning, rational distribution on the landscape, optim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plantations, using reasonable planning methods for the industry, improving conditions for local people, and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Key Words: ecological benefits; economic benefits; eucalyptus; planting patterns; social benef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摇

摇 摇 桉树是我国三大速生树种(桉树、杨树、松树)之
一。 桉树凭借速生的优势,当年营造,即可达到当年

成林的效果[1鄄3]。 因此,桉树享有崇高的美誉,在我

国倍受青睐,尤其是在我国的广西、广东、海南、福建

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桉树的种植具有条件优越、历
史悠久、效益良好的特点。 为推进新世纪我国桉树

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本文对我国最大桉树生产省

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桉树种植的历史、现状、存
在问题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等作一探讨。

1摇 历史

1.1摇 解放前广西桉树种植

桉树原产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

内亚和菲律宾,但在 500 多个树种中,只有剥桉(E.

deglupta)、尾叶桉(E. urophylla)两种不产于澳大利

亚。 桉树对中国而言,是个外来物种[4]。
桉树引入我国,迄今已有 120 年的历史[5]。 据

1961 年英国出版的世界作物丛书上《桉》中第 7 章

介绍:桉树是由驻意大利的中国使领于 1894—1896
年间引种华南,最早种植在香港、广州、福州,有些于

1898 年种植在广州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当时引

种的是大叶桉、柠檬桉、兰桉、赤桉、细叶桉等。
广西是在 19 世纪初期,从法国引种了细叶桉到

龙州,历经毁坏,所剩无几。 现保存最大的柠檬桉在

龙州中山公园;在合浦县,原三合口农场 1935 年从

印尼引进柠檬桉种子,种植 1km 林带(到 1960 年保

存 1080 株);1928 年引种到柳州五里亭小学的 1 株

赤桉,胸径 103cm,树高 51m,材积 16.99 m3,是广西

3415摇 18 期 摇 摇 摇 黄国勤摇 等:广西桉树种植的历史、现状、生态问题及应对策略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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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大的桉树[6]。
1.2摇 解放后广西桉树发展

如果说,解放前广西桉树的种植是分散的、零星

的、局部的和小规模的,没有形成“气候冶,那么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广西桉树的发展则是集中的、连片

的、全面的和大规模的,这是国内外有目共睹的。 当

前,国内外有所谓的“世界桉树看巴西,中国桉树看

广西冶之称誉,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至今,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关心扶持,广西桉树产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根

据桉树种植面积、产量、分布及取得的效益等多方面

的综合考虑,可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桉树生产的

发展大致划分为 3 个阶段。
1.2.1摇 第一阶段

起步阶段(1949—1977 年)。 1949 年新中国刚

刚成立,百废待兴。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77
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一阶段,广西桉树的发展主要以

桉树的引种、试验与扩大示范种植面积为主。
据有关资料[7] 记载,1960 年,广西自治区开始

较大规模地营造桉树人工林,东门林场 15000 hm2人

工林中,桉树就有 8500 hm2。 在贫瘠土壤上,主要种

植窿缘桉和柠檬桉。 1965 年,在广西南部地区成立

了由东门林场、渠黎林场、跃进林场、石塘林场和黎

塘林场等 10 个桉树林场组成的与广东省雷州林业

局相似的“桂南林业局冶,随之开始大面积栽培以窿

缘桉(E. exserta)、柠檬桉(E. citriodora)和野桉(E.
rudis)为主的桉树人工林。 20 世纪 70 年代初,广西

大量引进和推广雷州林业局的雷林 1 号桉 ( E.
exserta伊E. robusta) [8]。

在扩大桉树种植面积的同时,广西还特别重视

桉树的引种、改良与栽培技术的研究及学术交流。
20 世 纪 70 年 代 初 期, 即 进 行 了 柠 檬 桉 ( E.
citriodora)、窿缘桉(E. exserta)的选育和雷林 1 号桉

的引进和选育[9];1974 年成立南方 7 省区(广西、广
东、四川、云南、福建、浙江、江西)桉树协作会,并先

后围绕桉树良种选育与种植技术等理论与实践问题

多次召开学术交流会,有力地促进了广西及南方桉

树生产的发展;1977 年,广西林科院进行了柳桉与窿

缘桉人工杂交育种研究[9]。
1.2.2摇 第二阶段

推广阶段(1978—2000 年)。 从 1978 年开始我

国实行改革开放,为广西桉树发展注入了生机与

活力。
(1)新技术研发

从 1982 年“中澳(澳大利亚)技术合作广西东门

林场桉树示范项目冶开始,在国际林业组织支持下,
广西先后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美国、巴西等 8
个国家引进 174 个桉树种和 200 个种源,经过中澳

林业科技人员共同合作、刻苦钻研,进行繁殖、培育、
筛选并建立了桉树无性系基因库。 该库已成为我国

乃至亚洲最大的桉树种质资源库,通过科技人员全

面系统地进行高产栽培综合技术研究,为桉树速生

丰产提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为桉树人工林发

展奠定了基础[9鄄10]。 这一无性繁殖和高产栽培技

术,打破了多年来“十年树木冶的林业发展传统观念。
5 年生优良速生丰产桉,每亩(667m2)立木蓄积已达

5—6 m3,高产的可达 7—8 m3,这是广西,也是我国

林业发展史上的奇迹[11]。
(2)大面积推广

一是种植面积扩大。 广西各地将桉树无性繁

殖、速生丰产的种植技术进行大面积推广,取得明显

成效。 1980 年,广西桉树人工林种植面积 4. 8 万

hm2;1990 年 5.8 万 hm2;2000 年达到 14.9 万 hm2,桉
树种植面积呈现“指数增长冶 [12]。 二是种植区域扩

展。 桉树人工林种植区域由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仅局

限在桂南地区种植,到 8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
已逐步向桂中、桂北地区发展;同时,由丘陵地种植

发展到山地种植。 三是生长速度加快[10]。 桉树人

工林生长量由 20 世纪 70 年代的 4.5 m3 / hm2,提高

到 80 年代的 8.0 m3 / hm2,并进一步提高到 90 年代

的 18.0—22.5 m3 / hm2。 四是经济效益提高。 据广西

农业区划办公室王辉武[13]统计,截止到 2000 年广西

桉树种植面积达 14.97 万 hm2,蓄积量达 909.34 万

m3,干木片产量达 246.09 万 t,产值达 140140.38 万

元,出口量达 6.98 万 t,出口产值达 4613.87 万元。
1.2.3摇 第三阶段

大发展阶段(2001 年—)。 进入新世纪,广西桉

树人工林种植迈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大发展

阶段。
(1)面积大发展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广西桉树每年以 200 万亩

(13.33 万 hm2)速度快速发展,广西已成为我国速生

4415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4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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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的重要生产基地。 “十五冶 (2001—2005 年)以

来,广西实施南方速生丰产林工程,桉树人工林得到

迅速发展,造林面积逐步扩大。 2004 年,广西桉树种

植面积为 41.33 多万 hm2;到 2005 年,广西桉树人工

林面积为 53. 36 万 hm2,蓄积量为 1001. 37 万 m3;
2006 年,广西桉树人工林总面积约为 63.64 万 hm2,
蓄积量约为 1457.25 万 m3;2007 年,广西桉树人工林

总面积约为 75 万 hm2, 蓄积量约为 2091. 76 万

m3 [14鄄15];2008 年底,广西已营造桉树人工林面积达

81 万 hm2,蓄积量 3050 万 m3。 据潘秀湖研究[16],
2009 年广西全区桉树面积为 159.02 万 hm2,蓄积量

为 7053.80 万 m3,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桉树种植面

积的 46%),其中桂中和桂东南地区为主要分布区

域,面积达 120 多万 hm2,占全区桉树面积的 75%,
约占当地森林面积的 21%;2010 年,广西全区桉树

人工林面积达到 165 万 hm2,占全区人工商品林面积

30.5%,相当于每个广西人拥有半亩桉树;全区桉树

活立木蓄积量达到 6000 万 m3,占人工商品用材林总

蓄积量的 20.9%,相当于每个广西人拥有 1.2 m3桉

木。 桉树人工林面积、生长量、蓄积量继续稳居全国

第一位。
(2)区域大扩展

2000 年以前,广西桉树大面积造林仅限于北回

归线以南的南宁、崇左、钦州、北海、防城港、玉林、贵
港、梧州等 8 个市。 近年来,随着栽种效益的凸现、
选育水平的提升和抗寒品种的推广,速丰桉逐步向

北扩展,如今全区 14 个市 102 个县(市、区) 都有

种植[17]。
(3)效益大提高

随着林浆纸、林板及木材加工等产业的快速发

展,广西林业总产值从 2005 年的 293 亿元增加到

2011 年 1600 亿元,6 年实现翻两番,其中以桉树为

主的木材加工和制浆造纸利用总产值约为 640 亿

元,在林业总产值占了 2 / 5[18]。
(4)地位大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作为木材主产地,“霸主冶
地位长达半个多世纪。 “十一五冶期间,中国木材主

产地快速南移,广西取而代之成了中国木材“巨无

霸冶,商品材产量全国第一。 这一惊人巨变,正是起

源于大面积种植速丰桉。 2005 年,广西桉木材产量

仅 87 万 m3,到 2010 年增加到 800 万 m3,五年增长 8

倍多;桉木材占全区商品木材产量 67%,占全国木材

总产量 1 / 10。 桉树资源快速增加,国家下达广西的

森林采伐限额也一增再增,从“十一五冶2500 多万 m3

增加到“十二五冶3681 多万 m3,稳居全国之首[18]。
如前所述,中国引种桉树已有 100 多年历史,拥

有地理和技术双重优势的广西,是引种栽植较早的

省(区),进入新世纪,广西大面积种植桉树至今已

10 多年。 据统计,2011 年全区桉树面积发展到 2700
多万亩(180 多万 hm2),占全区人工商品林面积约

1 / 4。 目前,广西桉树面积、木材产量双双位居全国

首位,形成“世界桉树看巴西、中国桉树看广西冶的大

格局[18]。

2摇 现状

2.1摇 分布广

作者近年来对广西桉树生产状况的调研与实地

考察,到处见到的是成排、成行、整整齐齐的、绿油油

的桉树林、桉树“片冶、桉树“海冶,桉树种植已广泛遍

及广西各地,桉树广泛分布于广西各地的大大小小

的丘陵和山地,以及各地的村旁、路边等。 可以说,
成片的桉树林已成为广西的独特景观与优势。
2.2摇 面积大

据黄昭平[19] 研究资料,目前全国 260 万 hm2桉

树人工林中,80%分布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沿

海省区,云南、四川、湖南、江西等省分布很少。 2012
年,广西桉树面积达到 186.67 万 hm2。 根据《广西林

业“十二五冶总体规划》,到 2015 年,广西桉树速丰林

总面积将增加到 200 万 hm2,占全区森林总面积约

1 / 7[20]。
2.3摇 产量高

目前,广西桉材产量占全区木材总产量的 70%
以上。 根据《广西林业“十二五冶总体规划》,“十二

五冶期间,广西年森林采伐限额达到 3681.8 万 m3,居
全国第一,约占全国 1 / 7,其中桉树采伐限额达 2600
万 m3。
2.4摇 效益好

(1)经济效益

首先,从农民增收来看,桉树被广西农民看作是

“摇钱树冶,种植桉树对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发挥着

重要作用。 现在广西种植桉树的农民越来越多。 其

次,从全区经济产值来看,广西林业总产值从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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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293 亿元增加到 2011 年 1600 亿元,6 年实现翻

两番,其中以桉树为主的木材加工和制浆造纸利用

总产值约为 640 亿元,在林业总产值占了 2 / 5[18]。
2011 年,广西以桉树为主要原料的木材加工和制浆

造纸产业总产值达 860 亿元,占广西全区林业产业

总产值的 51%。
(2)生态效益

科学研究表明,林木每生长 1 m3,平均吸收

1.83 t CO2,放出 1.62 t O2。 按目前全区桉树面积计

算,每年可吸收 CO2 4500 多万 t,释放出 O2约 4200

多万 t,碳汇潜在市场价值超过 100 亿元[18]。 据测

算,2010 年广西全区森林生态服务总价值已超过

8500 亿元,居全国第 4 位。 又据《广西林业发展“十
二五冶规划》,到 2015 年,广西桉树速丰林面积将增

加到 3000 万亩(200 万 hm2),届时桉树在保育土壤、
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方面,每年给广西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将高达 1247 亿元[18],其中涵养水源功能价值

523 亿元、保育土壤功能价值 115 亿元、固碳释氧功

能价值 340 亿元、积累营养物质功能价值 12 亿元、
净化大气环境功能价值 138 亿元、生物多样性保护

功能价值 119 亿元。 可见,广西发展桉树人工林,不
仅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有显著的生态环境效益。

(3)社会效益

广西桉树人工林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首先,增强林木资源储备。 发展桉树速丰林,大大缩

短了木材生产周期,提高了木材产量,以最少的林

地、最短的时间生产出最多的木材,可有效缓解社会

对木材需求的矛盾问题,对保障全区、全国林浆纸等

林产工业健康稳定发展有重要作用。 其次,种植桉

树可以增加农村就业机会,从种苗、造林、营林,到木

材采伐、加工、利用全过程中,均可产生就业机会。
据估计,每公顷桉树人工林可产生直接就业岗位 4
人。 同时,在种植桉树生产过程中,还可使农民学

会、掌握现代营林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可有效提高

劳动者的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三,促进林

业生产经营水平提高。 发展桉树速丰林,实行集约

化、规模化经营,推广和应用国内外先进适用的林业

生产技术,使林业科技成果进一步得到推广应用,有
利于提高林业经营管理水平,带动林业生产发展走

集约化经营道路[21]。

2.5摇 贡献巨大

桉树被认为是“一种效益好的战略性林木,是造

纸业的绿色黄金冶。 广西桉树人工林的发展已经为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特别是固碳

释氧、净化环境、调节气候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广

西森林年生长量、年采伐量、森林年净增量均居全国

第一,已成为全国最大木材生产基地和全国木材战

略核心储备基地。
2.6摇 地位突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广西先后引进了澳大

利亚桉树 174 个树种的 200 多个种源,通过品种改

良和高产综合试验,至今已建成了适合在中国推广

的桉树基因库,其中包括 900 多个无性系———这是

目前亚洲最大的桉树“基因银行冶。 该基因银行(基
因库)汇集了包括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泰国、巴西

等多个国家的桉树物种,是名符其实的亚洲最大桉

树基因库,实为不可多得[22]。 从这个意义来说,广
西桉树的地位,在世界、在亚洲、在全国都是重要的

和不可取代的。

3摇 生态问题

一方面,广西桉树的大量种植,具有许多积极的

生态效应,如固碳释氧、净化环境、森林防护、调节气

候等,可以说种植桉树的生态效益是显著的;另一方

面,也要看到大量种植桉树,对广西生态环境也不可

避免地带来了负面的、消极的影响。
3.1摇 耗水问题

大面积种植桉树,造成桉树数量多、密度大,而
桉树又生长迅速、生长周期相对较短,如此,相对于

其他植被物种,桉树生长过程中所耗用的水量自然

就大。 难怪,有人把桉树人工林称作“抽水机冶 [23]。
事实上,根据有关研究,桉树光合作用能力强,

用水量比其他人工林少。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曾组织专家进行的专项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树木每

生产 1 kg 干物质所消耗的水分分别为:桉树 510 L,
合欢属 580 L,针叶树 1000 L;另一组专家研究结果

是:桉树 758 L,比松树的 1538 L、相思树的 1323 L 少

得多(2 组数据有差异,是方法不同之故)。 由此,可
以认为“桉树是抽水机冶的说法不科学,但在生产实

践中应采取切实措施解决种植桉树“水冶的问题。
3.2摇 耗肥问题

从广西桉树种植的历史及当前广西各种桉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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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情况来看,桉树人工林对土壤肥力的消耗是大的,
有所谓的“桉树是抽肥机冶之说。

考察中发现,大面积种植桉树造成丘陵、山地土

壤地力下降、肥力衰减,有的甚至存在严重的水土流

失,其原因在于:一是采用全垦方式(即炼山)整地,
这对土壤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二是实行整株砍伐、全
树收获,将桉树积累的全部地上部生物质移出系统,
常常只有桉树的地下部根系还留在土壤中(而根部

的生物质量只占桉树整个生物总量的一小部分),这
就必然造成系统中物质循环的“不平衡冶:移出量>
归还量。 长期这样下去,势必造成土壤养分的过度

消耗和土壤养分库的亏损。 如不及时补充足够的营

养元素返回土壤,桉树就自然成为“抽肥机冶 [24]。
当然,如采用科学的方法种植桉树人工林,“桉

树是抽肥机冶是可以避免的。
3.3摇 “有毒冶问题

广西各地群众在种植桉树的生产实践中观察到

这样一种现象,即凡是有桉树生长的地方,其林下地

面很少长有其他植物,甚至有时桉树林下地面是“光
秃秃冶的,寸草不长。 因此,当地群众认为桉树“有
毒冶,桉树不仅是“抽水机冶、“抽肥机冶,也是“产毒

机冶———分泌、生产有毒物质的树种,甚至还有人认

为桉树人工林流出(渗出)的水,若当地妇女喝了就

会只能生女孩而不生男孩[25]。
大量研究表明,桉树本身(茎、叶)是没有毒的。

桉树与其他植物(生物)一样,具有化感作用,生物间

存在相生相克现象,其产生的化感物质,对某些植物

(杂草、树木)具有一定的“抑制冶或“促进冶作用,纯
属正常的自然现象或自然规律。 至于桉树林下生长

的植物少,有时甚至是“光秃秃冶的,这主要是在种植

桉树时,由于采用 “炼山冶 方式整地造林 (种植桉

树),在桉树生长过程中,精耕细作、加强管理,有的

甚至施用除草剂或喷洒其他农药,在保护了桉树生

长的同时,对桉树林下的其他生物产生了不利影响,
甚至是“致命冶的打击或毁灭性的破坏作用。 这就必

然造成桉树林下的生物(植物、动物)种类和数量明

显减少,甚至是“寸草不生冶。
至于说“当地妇女喝了桉树人工林流出的水就

只会生女孩而不生男孩冶,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不值

得相信。
3.4摇 “沙漠冶问题

近年来,广西桉树种植区域的广大群众反映,说

桉树林是“远看绿油油,近看光溜溜冶、“下不长草,
上不飞鸟冶,桉树林已变成了“绿色沙漠冶。 这实质

上是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桉树“有毒冶问题;二是桉

树林的水土流失问题。 关于桉树“有毒冶的问题,前
面已作分析,此处不赘述。 至于桉树林的水土流失

问题,确实存在,且在有的桉树种植区还比较严重。
桉树林的水土流失,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

的:一是在高山、陡坡种植桉树,采用全垦式的“炼山

造林冶,一遇上大风大雨必然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
二是不合理的耕作方式,特别是采用顺坡种植桉树,
也极易产生水土流失;三是在桉树生长期间进行管

理,如除草、松土、施肥等,都可能产生水土流失;四
是在桉树生产过程中采用机械化作业,更是极易产

生水土流失。
罗兴录等[26] 对桉树林、龙眼树、混交林等 3 种

植被下的水土流失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3 种

不同植被下水流失量、土壤流失量及土壤养分流失

量均表现为:桉树林>龙眼树>混交林。 其中,龙眼树

水分、土壤、土壤速效 N、P、K 和土壤有机质流失量

分别比桉树林减少了 4. 43%、 96. 51%、 95. 29%、
96郾 20%、93.00%和 96.09%;混交林分别比桉树林减

少了 5. 07%、98. 79%、98. 67%、98. 74%、98. 39% 和

98.74%。
3.5摇 “退化冶问题

广西大面积种植桉树林,已产生严重的土壤退

化(包括土壤肥力下降、生物多样性衰退、环境污染

等)的问题,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3.5.1摇 土壤肥力下降

桉树人工林由于地表的植被层少,枯枝落叶种

类少和层面薄,加上土壤结构的破坏,因此很易出现

下雨时大量的水土冲刷现象,造成水土流失。 另外,
在种植小苗和大片砍伐后,由于土地裸露时间较长,
土壤的沙化现象更加严重,造成桉树人工林土壤流

失。 根据统计资料,桉树人工林平均土壤流失量为

10.8 m3 hm-2 a-1。 覃延南[27]通过对广西沿海地区桉

树林地土壤养分测定分析,结果表明:土壤的 pH 值

为 4. 07—5. 30、有机质为 0. 49%—7. 26%、全 N 为

0郾 02%—0.23%、全 P 为 0. 03%—0. 10%、全 K 为

0郾 14%—3.08%、速效 N 为 20.2—137.3 mg / kg、速效

P 为 0.3—23.9 mg / kg、 速效 K 为 3.6—88. 8 mg / kg 、
有效 Cu 为 0.25—0.80 mg / kg、有效 Zn 为 0.3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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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 kg、有效 B 为 0.04—0.33 mg / kg。 根据广西土壤

养分含量等级划分标准,认为该地区土壤中的大量

元素(N、P、K)和微量元素(B)均普遍缺乏,特别是

大量元素(P、K)和微量元素(B)缺乏最为严重。 杨

尚东等[28]对广西红壤区桉树人工林炼山后土壤肥

力变化及其生态效应研究表明,炼山无助于长效提

高桉树人工林的土壤肥力。
3.5.2摇 生物多样性衰退

据杨尚东等[28]研究,虽然广西红壤区桉树人工

林土壤细菌多样性指数、丰度和均与度指标在不同

土层的变化不均一,但无论是炼山 1 周或 4 个月后,
炼山方式均不同程度地导致了桉树人工林表层土壤

细菌多样性指数、丰度和均与度指标的下降,说明炼

山方式也不利于桉树人工林,尤其是表层土壤生态

系统的持续稳定。 温远光等[29] 研究了连栽对广西

桉树人工林下物种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桉树连

栽导致人工林植物多样性减少, 在 667 m2样方内,
第 2 代林的植物种类比第 1 代林减少了 541.43%;对
18 块 4 m2样方监测(1998—2003 年)结果,第 2 代林

植物多样性比第 1 代林减少了 50%,物种丰富度和

Shannon鄄Wiener 指数分别比第 1 代林减少 391.39%
和 171.76%。 桉树人工林连栽导致群落物种多样性

降低,改变了群落的物种组成及特征。
温远光团队[30]在实施“桉树人工林林下植被数

量及演替规律研究冶项目中,经过近 7a 的监测和评

估,得出:采用全垦、连栽、短周期方式经营桉树林,
必然造成林间植物物种的减少甚至毁灭;但造成这

种结果的关键原因不是桉树树种本身,而是栽培措

施和炼山(烧山)、机耕等耕作方式。
3.5.3摇 环境污染

宋贤冲等[31] 对广西桉树造林区水体进行了监

测与评价。 通过在广西主要桉树人工林造林区设置

3 个监测点,进行 pH 值、高锰酸钾指数(CODMn)、5
日生化需氧量(BOD5)和悬浮物(SS)的多年定位监

测,监测数据表明:桉树造林后林区水样 CODMn、
BOD5、SS、pH 值的参数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宁明、
环江、梧州 3 个监测点林区水样 CODMn值分别下降

33.33%、36.59%、81.61%,BOD5值分别上升 5.67%、
下降 0.37%、上升 0. 29%,SS 值分别上升 17. 29%、
0郾 95%、6.47%,pH 值趋于 7。 桉树造林 1 年后林区

水体还原性污染物浓度增加,随着造林时间的增加,

林区水体还原性污染物浓度迅速降低,可生化降解

有机污染物浓度升高,林区水体酸碱度趋于中性。
桉树种植会产生大量的有机污染物,要保持桉树林

区水质,需要对有机污染物浓度进行控制。
3.6摇 灾害问题

广西在大规模发展桉树人工林的过程中,还面

临着多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和危害问题。
(1)干旱灾害

广西桉树多种植在丘陵、高山地区,汛期有水留

不住,秋冬春季节极易遭受干旱危害。 如 2009 年秋

季至 2010 年 4 月,我国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贵
州、重庆、四川 5 省区就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旱

灾,其持续时间之长(持续 5 个多月)、影响范围之广

(广西北部和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大部、川西高原

南部均出现重度以上气象干旱)、受灾程度之重(在
这次干旱中,云南出现重旱以上程度气象干旱的平

均日数为 84d,贵州为 50d,均达到历史同期最多;广
西出现重旱以上程度气象干旱的平均日数为 32d,为
历史第二多;四川 25d,为历史第 7 多)、灾害危害之

大(严重气象干旱已对群众生活、农业生产、塘库蓄

水、森林防火等造成极大影响,出现人畜饮水困难,
农作物减产失收),均为历史罕见。 这次严重旱灾,
对广西全区 153.33 多万 hm2桉树人工林也造成严重

危害。
(2)雪灾

在 2008 年初发生特大雪灾(即 2008 年 1 月 10
日起在中国发生的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等自然灾

害,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20 个省、区、
市、均不同程度受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中,
广西 桉 树 受 灾 面 积 8. 44 万 hm2, 面 积 受 灾 率

10郾 55%,直接经济损失达 25 亿元。
(3)病虫害

广西桉树人工林结构单一,极易遭受病、虫危

害。 根据调查,广西桉树主要种植区病虫害暴发频

率越来越高,已成为桉树人工林发展的重大障碍。
据李贵玉[32]研究,2001—2005 年广西全区桉树病虫

害发生面积达到 4906 hm2,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1.47
亿元。 陈崇征等[33]对广西桉树幼林白蚁种类、分布

及危害进行了调查,得出桉树白蚁的危害情况,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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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都在 5%以上,平均为害率达到 281.14%。 因此,
白蚁危害已成为桉树产业发展的制约因子之一。

(4)火灾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 [34]资料,2012 年广

西发生森林火灾 289 次(其中一般火灾 147 次,较大

火灾 142 次),火场总面积 4329 hm2,受害森林面积

780 hm2,折合经济损失 363 万元。 由于桉树人工林

占广西森林面积相当大比重,因此,在这些火灾中,
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桉树人工林,即 2012 年广西桉

树人工林遭受火灾也是很严重的。

4摇 应对策略

桉树产业已成为广西重要的特色产业、民生产

业。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广西等西部各

省区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民生产业。 从这个意义来说,桉树产

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为促进新世纪广西桉树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4.1摇 原则

要确保广西桉树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首先要

遵循如下原则:
(1)可持续发展原则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 21 世纪全人类的共同选

择。 广西桉树产业的发展,同样要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 要以可持续发展为首要原则,广西在发展桉树

产业时,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更要重视

大面积种植桉树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要“三
效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兼顾、综合考

虑、全面发展,决不能走“唯经济效益冶之路,决不能

走“以牺牲生态效益来换取经济效益冶的不可持续发

展之路。
(2)因地制宜原则

广西幅员辽阔,土地资源丰富,地形地貌复杂,
既有适宜发展桉树人工林的区域,也有不适合种植

桉树的地域。 因此,广西在发展桉树人工林的过程

中,要求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决不能搞“一条

线冶、“一边倒冶、“一刀切冶。
(3)循序渐进原则

广西种植桉树,发展桉树人工林产业,还要遵循

循序渐进的原则。 这就要求广西各地在大规模种植

桉树时,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决不

能贪大求快,搞“一下子冶、“一阵风冶。 只有这样,广
西桉树人工林产业才能稳步推进,走好走远。
4.2摇 措施

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推进广西桉树产业

又好又快发展,还必须采取以下各项具体措施:
(1)科学规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冶广西桉树产业要发展

好,必须做到“规划先行冶。 2012 年,广西已制定发布

了《广西桉树速生丰产用材林“十二五冶发展规划》,
这一规划以 2010 年为基期,以 2011—2015 年为规

划期,总规划期为 5 年,内容包括广西桉树速生丰产

用材林的建设布局、建设主要内容和任务、建设工作

重点、建设进度、效益评价、保障措施等,对 5 年

(2011—2015 年) 广西桉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从长远考虑,从促进各地桉树产业发展着想,广西

还应做好以下两个规划:一是“十三五冶 (甚至更长

时期)广西桉树人工林发展规划;二是广西各地(市、
县、乡、村),要根据自治区的“总规划冶,再结合各地

的具体情况,制定各地桉树种植 5a、10a(或更长时

期)发展规划。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胸中有数、有的

放矢。
(2)合理布局

根据桉树的生态特性及近年受灾情况,并综合

考虑广西各地的地理属性、气候条件、生态区位、自
然灾害、土地石漠化程度等因素,确定广西桉树种植

的“主栽区冶和“选择区冶。 (1)广西桉树种植的“主
栽区冶:主要是红水河、西江以南地区,包括北海、钦
州、防城港、南宁、玉林等 5 市,以及梧州市岑溪县和

万秀区、苍梧、藤县 3 县(区)南部,贵港市港南、港
北、覃塘、平南和桂平 2 县(市)南部,来宾市武宣、兴
宾 2 县(区)南部,百色市田东、平果、田阳、右江区,
崇左市江洲、扶绥和宁明。 该区北回归线横穿中部,
属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温度 20—
22益,逸10益的年积温 7000—8000益,太阳辐射每高

达 105伊4.813—125伊4.813 kJ / cm2,仅次于海南岛的

光热资源丰富地区;年降雨量 1200—2000 mm,比全

国平均降雨量高 1.5—3 倍,年平均无霜期 340 d,是
营造桉树主要产区。 ( 2) 广西桉树种植的 “选择

区冶:分布于红水河、西江以北地区,包括合山、象州、
柳江,以及武宣、兴宾、桂平、平南、藤县、苍梧、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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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8 县(市、区)北部,柳城、鹿寨、八步、昭平等 4 县

南部。 该区位于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地区,年
均气温 20—21益,逸10益的有效积温 5500—7000益,
太阳辐射热量 85伊4.813—105伊4.813 kJ / cm2;年降雨

量 1300—1800 mm,在全国属于多雨中心区域,年平

均无霜期 300—330 d,灾害天气有寒害、冻害。 由于

该区大部分霜期天数 5—10 d,易受低温天气的影

响,在林地选择上,选择海拔 500 m 以下,避风且地

势较为开阔的林地,发展桉树品种上要有选择一些

比较耐寒、抗逆性强的品种[35]。
(3)优化结构

引入其他生态林种,改善水分循环,解决生态问

题。 从当前广西桉树种植的总体状况看,存在着桉

树林龄一致、品种单一、结构简单的问题,由此导致

系统抗逆性低、稳定性差,极易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

危害,影响系统生产力。 从维护系统稳定性和提高

系统生产力角度,必须调整、优化桉树人工林的种植

结构和模式,如实行多品种搭配、多树种结合、多模

式复合(如“桉树+木薯冶、“桉树+甘蔗冶、“桉树+花
生冶、“桉树+柱花草冶、“桉树+山毛豆冶、“桉树+桂牧

1 号冶、“桉树+扶芳藤冶、“桉树+金银花冶、“桉树+鸡
骨草冶等桉树间作模式[36] ),增加生物多样性,从而

提高桉树林的综合效益,增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
(4)产业带动

桉树人工林的大发展,必须与产业结合,通过产

业带动,走产业化之路。 鼓励发展以桉树中大径材

人工林为原料的高附加值木材加工业,适当延长桉

树人工林的轮伐期,稳定桉树林生态系统,提升系统

稳定性和生态环境效益。
(5)改善条件

要千方百计改善全区桉树人工林的生长发育条

件,要通过实行机械化、合理施肥、保护性耕作、间混

套作、立体种植、多层次复合,以及防灾减灾等各种

措施,既改善桉树生长的大环境,又优化桉树生长的

小环境和局部环境,从而提高桉树的生长速度和系

统可持续发展能力。
(6)发展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冶广西在桉树研究领

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不仅建立了我国乃至亚洲最

大的桉树基因库,还培育出多个桉树优良新品种和

优良无性系。 其中广西林业科学院培育出来的“广
林 9 号冶等优良无性系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已成

为桉树人工林的主栽品种。 另外,广西还取得多项

桉树科技成果,位居全国前列。 但从占据世界桉树

科技“制高点冶的战略高度出发,广西还必须更进一

步重视发展桉树科技。 要通过增加科技投入、培养

科技人才、加强桉树科技的国内和国际合作等途径,
进一步提高广西桉树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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