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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减少对环境影响的采伐方式
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进展

张会儒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91 )

摘要: 介绍了国际上基于减少对环境影响的采伐理念的区域级或国家级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包括: 斐济的 森林

采伐作业规程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标准森林采运方法规范 、亚太林业委员会的 亚太区域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和

中国的 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这些规程以生态优先、以人为本、注重效率为基本原则, 目的是通过技术的改进, 严

格控制森林的过度消耗 ,减少采伐活动对森林及其环境的负面影响, 提高劳动效率和木材的利用率, 处理好经济、生

态和社会的平衡, 促进森林可持续发展。文章最后针对我国森林采伐规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分类制定不同

区域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提供技术支撑和理论依据及建立有效的监测和监督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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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the Code of ForestHarvesting Practice Based on

the Reduced Impact Logging

ZHANGHui ru

( Research In stitu te of Forest Resou rce In form ation T echn iques, CAF, Beijing 100091, Ch 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reg iona l and nat iona l codes of forest harvest ing pract ice in the wo rld based on the

reduced impact logg ing, wh ich included FijiNat iona lCode of Logg ing Practice, FAO M ode lCode of Fo restH arves

t ing Practice, Code of Pract ice for ForestHarvesting in A sia Pacific and Na tiona lCode o fPractice for ForestH arves

t ing in Ch ina. These codes took eco log ica l priorities, cen tering on people and efficiency as basic principles, its pur

posew as to control over cutting of fo res,t reduced impact of forest harvest ing on forest and env ironm en,t improve ef

ficiency o f forest harvesting and w ood ut ilization, balance economy, eco logy and soc iety, and to advance sustainab le

forestmanagem ent through improv ing of forest harvest ing techniques. A im ing at so lv ing the problems in implemen t of

N ational Code o fPractice for ForestH arvest ing in Ch ina, som e suggestions w ere put forw ard, such as classify ing and

constitut ing codes of forest harvesting practice for various reg ions, enhancing research so as to prov ide theoret ical

and techn ica l suppo r,t and setting up effect ive monitoring and superv ising system for forest har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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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森林的适度采伐与更新既满足了人类对

木材的需求,而且是调节森林结构、促进森林生长和

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传统的采伐方式由于以取材

为主要目的,忽视了对森林环境的保护,给森林及其

生长环境 (如保留木生长、更新、土壤等 )造成了负

面的影响
[ 1]
。世界许多国家开始探索能够使采伐对

环境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新的采伐方式, 一种

新的森林采伐方式 # # # 减少对环境影响的森林采伐

( Reduced Impact Logg ing,简称 R IL)应运而生
[ 2~ 10]

。

相应的技术标准 # # # 森林采伐规程也陆续出

台
[ 11~ 18 ]

。在国外提出 R IL理念的同时,我国从事森

林采运研究和教学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进行新的采

伐理念和模式的探索。经过长期研究,提出了 !森林

生态采伐 ∀ ( E co logy based Fo rest Harvesting, 简称

EFH )的理念
[ 19 ~ 26 ]

, 并为此制定了技术规程
[ 27]
。

RIL和 EFH虽然侧重点不同, 但都强调尽量减小采

伐活动对森林及其环境的负面影响。本文对国内外

基于这种新思想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作一综述, 以

期对促进我国森林生态采伐的研究和完善技术规程

提供借鉴。

1 国际上基于 RIL的规程研制进展

关于 R IL的概念, 联合国粮农组织给出的定义

是 ! R IL就是集约规划和谨慎控制采伐作业的实施

过程,将采伐对森林以及土壤的影响减到最小,通常

采取单株择伐作业 ∀ [ 28 ]
。RIL的概念提出以后, 世

界上一些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开始从保护生态环

境角度审视和修订采伐更新作业技术规程,如斐济、

新西兰、加拿大布列颠哥伦比亚省、奥地利、南非、澳

大利亚、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林业委员会等。其

中,有代表性的当属斐济的 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标准森林采运方法规范  和亚
太林业委员会的 亚太区域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

斐济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 分布着大面积

的热带林,由于长期采取掠夺式的森林采伐方式, 使

森林及其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1986年, 在国际

劳工组织 ( ILO )支持下, 开始制定减少对环境影响

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规程开始的目标只是针对采

伐作业中安全和工人的技术培训方面, 后来,扩大到

了采伐作业的全过程。规程于 1990年完成颁布, 成

为世界上第一部减少对环境影响的森林采伐作业规

程。规程主要包括采伐作业计划制定、道路建设、集

材道和归楞场、水域的保护、设备和安全以及人员培

训等技术标准和要求。规程颁布后, 通过斐济采伐

学校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培训
[ 11]
。

1992年,为了提倡和促进各国均采用无害于环

境的森林采运方法,联合国粮农组织林业部的森林

采伐运输科着手准备制定一个 !无害于环境的森林

采运方法∀的文件。 1994年拿出了 联合国粮农组

织标准森林采运方法规范 的讨论稿, 发往各国征求

意见,继而召开了 2次专家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

1996年正式出版了这一规范的英文本
[ 17]
。 2000年

出版了中文本
[ 29]
。此规范共分九章, 主要包括采运

规划、森林道路工程、采伐、集运、集材场作业、运材、

采运评估、森林采运劳力等内容。

标准森林采运方法规范 发表后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但是它的可行性如何也自然受到重视。经

联合国粮农组织林业部的鼓励, 一些国家林业部门

的支持与配合, 以及有些私营企业的赞助和进行实

例研究,截至 1999年已有一些成果发表。

热带国家进行实例研究并发表研究报告的有南

美洲巴西、非洲刚果、亚洲印度尼西亚及不丹
[ 30~ 33]

。

它们的主要结论是: ( 1)按照规范进行的森林采运,

其成本不一定比传统方法高,要依社会、经济、环境、

森林状况等条件而定,有时反比传统方法低; ( 2)采

伐后对保留林木蓄积的破坏与传统方法相比减少近

60% (在巴西的研究中从 51. 5%减少到 22. 0% , 二

者相比,减少了 57% ); ( 3)采伐前进行适当的规划

使森林道路、集材道和集材场三者所占林地面积较

采伐前没有规划大为减少 (在巴西的研究中从 20%

减少到 4. 5% ,减少了 77. 5% ); ( 4)对林冠的破坏从

25%下降到 11% ; ( 5)木材总损失量减少一半以上

(干材损失从 8. 5% 下降到 3. 9% , 下降了 54% )。

以上结论和世界林业研究中心 ( CIFOR )在印尼低地

羯布罗香林中进行的研究所取得的结果非常吻合。

同时,执行规范对于保护野生动物、濒危植物、水资

源以及非木材林产品等方面均优于传统方法。因而

可以达到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长期完整性, 使林业

可持续发展。

在这之后, 1996年 2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地

区林业委员会在缅甸的仰光召开了第 16次全会, 专

门成立了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组, 着手制定本地区

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规程草案于 1998年 2月提

交给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召开的亚太地区林业

委员会第 17次全会审议, 并于 1999年初由联合国

粮农组织亚太地区办公室正式出版了 亚太区域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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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采伐作业规程 , 我国于 2000年由国家林业局组

织翻译出版了中文本
[ 18 ]
。该规程共分十二章, 主要

包括管理人员和共同利益者的能力建设、森林规划

的必要性、森林采伐计划、禁伐区计划原则、道路和

水道桥涵设计原则、伐前的伐区准备、采伐作业、采

伐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场地卫生、安全和防火注意事

项等内容。

亚太规程的编制和出版产生了以下影响: ( 1 )

为亚太地区森林可持续经营做出了贡献; ( 2)是实

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 3)尽管

亚太地区各国提出国家级森林采伐作业规程的进展

不一, 但该规程的出台为国家级规程的产生和改进

提供了一个范本; ( 4 )重点放在天然林的木材采伐

上,从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和本地区森林可持续经营

产生重要的影响; ( 5)有助于非木质林产品、森林保

护区和人工林等国家规程的制定; ( 6)可用于整个

亚太地区, 并承认本地区各国规程的地位和作用;

( 7)促进规程在亚太林业委员会各成员国中应用。

2 我国森林生态采伐作业规程研制

进展

森林生态采伐是以森林生态理论为指导思想,

使采伐和更新达到既利用森林又促进森林生态系统

的健康与稳定, 达到森林可持续利用目的的采伐方

式
[ 24, 26 ]

。将我国的森林生态采伐和国际上减少对

环境影响的森林采伐 ( R IL )的概念进行比较可以看

出, R IL主要强调在采伐过程中要保护森林及其环

境和资源高效持续利用。而我国的森林生态采伐更

新除了强调在采伐过程中要保护森林及其环境和资

源高效持续利用以外,还包含了生态系统经营的思

想,要比 RIL的内容宽泛得多。分析其中原因,主要

是因为生态系统经营理论在国外已经很成熟, 已经

形成了一整套技术体系,已经成为采伐作业必须遵

守的前提条件。而在我国, 生态系统经营理论传入

的时间不长,还处于研究和探索阶段。传统的采伐

还是以获取最大木材收益为目的的工业式采伐。因

此,在探索新的采伐理论和模式时, 人们就必然将森

林生态系统经营思想作为森林采伐的指导思想。

在采伐规程方面,截止 1999年,我国共颁布了 4

个国家级的森林采伐规程及办法, 包括 3个规程和

一个办法, 分别是: 1956年的 国有林主伐试行规

程  、1960年的 国有林主伐试行规程  (是对前一个

规程的修订 )、1973年的 森林采伐更新规程  和

1987年的 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 。随着我国森

林经营目标、手段和经营思想的转变,已有的规程已

经不能适应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要求。 1999年, 我国

在亚太林业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资助下, 以联

合国粮农组织的 标准森林采运方法规范 和亚太
林业委员会的 亚太区域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为蓝

本,开始制定新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 # # 中国国家

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 2001年 8月完成规程草案,

2002年开始在吉林、福建、浙江、云南、江西各选择

了一个试验点, 对规程进行了适用性试验。根据试

点结果经过修改完善于 2005年以行业标准的形式

颁布实施
[ 27]
。该规程共分十三章, 主要包括原则、

机构及人员能力要求、采伐类型和主要采伐方式、采

伐规划设计、采伐作业准备、林木采伐作业、森林更

新、安全与场地卫生、采伐作业监督与检查验收和档

案管理等内容。新规程以国际上减少对环境影响的

采伐和我国的生态采伐为指导思想, 充分体现了以

人为本、生态优先、注重效率和森林分类经营的原

则,核心是通过技术的改进,严格控制森林的过度消

耗,减少采伐活动对森林及其环境的负面影响, 提高

劳动效率和木材的利用率, 处理好经济、生态和社会

的平衡,促进森林可持续发展。新规程为使我国森

林采伐符合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要求提供了重要的依

据,它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森林采伐管理工作的一个

里程碑。

3 结语

森林生态采伐更新的原则和技术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适用于多种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共性技

术,如生态采伐规程;另一类是针对特定森林生态系

统的个性原则和技术。与国际上相比, 我国虽然已

经研究制定了新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但某些方面

还不完善,离可持续经营的要求还有距离。在森林

生态采伐更新研究方面, 多是进行理论和单项技术

的研究,缺乏与传统采伐方式在成本效益上的比较

研究,关于森林生态采伐更新的技术体系和针对具

体森林类型的生态采伐技术模式还没有形成。为

此,提出如下建议:

3. 1 分类制定不同区域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我国地域辽阔, 南北气候及森林类型分布及特

点差异很大, 一个规程难以适合所有的森林植被分

布区。因此, 应在北方和南方的重点国有林区、集体

林区选择有代表性的森林经营单位, 根据森林采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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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对直接的森林采伐活动, 建

立具有示范和宣传效应的示范伐区和对照伐区。根

据实践应用情况, 对已有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进行

修改完善,在此基础上,研制适合不同地理区域的区

域森林生态采伐作业规程, 以更好地指导和规范森

林经营单位的森林采伐作业活动。

3. 2 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和理论依据

森林采伐规程涉及森林采伐的计划、准备、采

伐、清理、恢复等一系列环节, 每个环节中涉及与环

境密切相关的控制指标,而这方面也是我国以往缺

乏系统研究的。因此, 我国森林生态采伐以后研究

的方向应为:在共性技术方面,应用先进的森林经营

理论,研究森林生态采伐更新技术体系,改进森林采

伐作业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森林及森林环境的

负面影响;在林分层次上,要针对具体的森林类型确

定其特定的采伐更新模式, 重视森林生态系统的结

构多样性和完整性,在取得一定木材收获量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改善林分结构, 使森林生态系统始终维

持在理想的结构状态,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健康、活力

和完整性,充分发挥系统的各种功能,实现森林的可

持续经营。

3. 3 建立有效的监测和监督体系

规程的成效如何关键在于执行,因此, 必须在规

程实施的同时, 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监测和检查监督

体系。科学性体现在应用先进的地理信息系统、遥

感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生态管理系

统,对采伐的区域、道路、伐区恢复、场地清理等加以

监控; 有效是指所制定的监测和检查指标能及时准

确地反映采伐活动的实际, 使受检方 (采伐公司或森

林经营单位 )能认识采伐存在的问题, 及时进行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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