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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生态安全格局重构的背景下,天然林保护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议题。本文以林业

生态工程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了天然林保护策略的实施路径与技术支撑。研究表明,通过科学规划体系构

建、智能监测技术应用、多元共治机制创新等策略,可实现森林资源保护与生态功能提升的协同发展,

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实践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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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forests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forestry ecological 

engineer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technical support of 

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strategie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building a scientific 

planning system, applying intelligent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innovating diverse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forest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enhancement can be 

achieved, providing a practical model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lif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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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和天然保护林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维

护国内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林业生态工

程建设的顺利发展取决于天然林的有效保护和发展,而且林业

资源的开发也能获取相应的经济效益。因此,本文旨在以可持续

发展为基础,对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及林业生态工程的建设策略

进行相关的研究。 

1 天然林保护工程和林业生态工程的建设现状 

天然林保护工程是我国为应对天然林资源过度消耗与生物

多样性锐减等生态危机而实施的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林业生

态工程则是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通过人工调控构建木本植物

主导的复合生态系统,其核心内容包括生物群落的建造与环境

的改良及食物链的优化,两者在实践中形成互补：天然林保护侧

重原生生态系统的保育,林业生态工程则强化人工系统的功能

修复。 

当前国内正推进天保工程与生态补偿的联动机制,试点天

然林与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统一,同时运用遥感监测、无人

机巡护等技术提升管护效率。但挑战依然存在,天然林保护工程

作为生态安全的核心屏障,正面临多重系统性挑战。工程实施中,

资金短缺与人力不足形成双重掣肘,全国仍有天然林缺乏停伐

管护补助,基层管护站点常因交通闭塞导致专业护林员配备率

不足。更为严峻的是生态修复的科学性难题,海南岛热带雨林因

历史刀耕火种导致土壤流失,次生林生态功能关键树种更新速

率较原始林下降,印证了森林正向演替理论中顶级群落重建

需百年周期的客观规律。部分区域陷入保护理念两极分化困境,

既有放任自流的消极管护又有照搬人工林集约经营的过度干预,

这种违背生态系统原真性保护原则的做法,使得新疆额尔齐

斯河流域天然杨树林退化为单层老头树结构,生物多样性指

数骤降。 

林业生态工程则在规模化的推进中遭遇结构性的矛盾,一

是三北防护林等工程虽累计造林几亿亩,但西南地区人工纯林

比例占总数量的一半以上,单一树种引发的土壤地力衰退使病

虫害爆发频率提升,同时也暴露出生物群落建造工程中物种配

置失衡的短板。再者资金投入机制尚未形成闭环,2024年亩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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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成本突破3000元,但中央财政补助标准仍停留在2019年水平,

导致四分之一的退耕还林项目被迫降低苗木规格。最终尤为突

出的问题是技术支撑体系的薄弱,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53%的现

状,直接制约着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理论的落地转化。 

因此,天然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其保护成效直接影

响着碳汇能力与生物多样性的水平。我国天然林面积占森林总

面积的一半以上,却承载着80%以上的生态服务功能,所以当前

面临的核心矛盾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高强度的开发导致原

始林破碎化,其次是次生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足,最后是林区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 

2 开展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策略 

2.1分级管控与分区施策 

在开展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策略时,要依据天然林保护修复

制度的方案建立重点区域与一般区域的分级管理体系。通过国

土空间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的红线,将全国所有的天然林划分为

几个不同的管理区域,包括禁伐区、生态恢复区和商品林经营

区。例如,长江上游天然林实施封禁管理以保护天然林的自然生

长,东北林区采用近自然经营模式培育红松阔叶混交林,通过人

工介入的方式进行保护。所规划的重点区域禁止一切以生产经

营为基础的活动,而一般区域则允许适度发展林下经济,既遵循

森林正向演替的规律又保障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 

2.2用途管制与采伐禁令 

相关部门应该全面停止天然林的商业性采伐,对重点区域

实行最严格林地占用审批制度。除国防建设与重大工程等特殊

需求外禁止占用天然林地,同时利用国家储备林基地培育大径

材和珍贵树种。这种封禁不仅禁止常规生产经营活动,还通过森

林植被恢复费制度强化经济约束。对于国防建设、重大工程等

特殊需求,采取占补平衡与定额管理的双重约束,审批时需提交

生态影响评估报告,并在国家储备林基地同步培育红木、楠木等

珍贵树种,确保木材战略储备量年均增长5%以上。例如,云南哀

牢山天然林区通过封山育林,使长臂猿栖息地恢复面积扩大30%,

实现木材安全与生态保护的平衡。 

2.3效能监管与责任追溯 

在天然林保护工程中,效能监管与责任追溯机制是保障生

态安全的关键制度设计。通过将天然林的保护纳入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体系,建立起了覆盖决策、执行与监督全链

条的生态问责框架,这种终身追责制的核心在于将生态指标纳

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依托《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办法》建立可量化的生态审计标准,如森林覆盖率与生物多样性

指数等关键参数均被纳入审计评价指标库。制度创新与科技手

段的耦合催生了新型治理模式,例如湖北推行的生态账本动态

管理系统,通过整合国土三调数据与生态红线台账和资源资产

负债表,实现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损益的实时可视化呈现,为落实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提供了数字化支撑。这

些实践表明,只有将生态价值核算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才能破解传统监管中重经济轻生态的治理困局,真正实现绿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 

2.4增大宣传与防火工作 

在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两个关键方向,

一是如何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行动,二是如何科学防范森

林火灾风险。在协同治理层面应当建立起由政府牵头而公众共

同参与的协作治理模式,通过将森林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

的方式调动各方积极性。在提升公众环保意识方面,可以采用从

知识普及到态度转变再到行动落实的递进式影响路径,借助短

视频平台和生态体验馆等新载体进行科普。而对于森林防火体

系的建设则需要综合运用空间规划与风险控制技术。比如说在

空间布局方面,采取天然地形隔离和人工防火设施相结合的方

式形成多层级防火结构,在技术应用上整合卫星监控、无人机巡

查和地面感应装置,例如吉林长白山通过这种立体监测网络将

火灾报警速度提升到15分钟以内,及时报警系统对森林防火的

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林业生态工程的建设策略 

3.1合理规划与责任分担 

林业工程的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工作开展中不仅需要大

量的资金支持也需要面临着一定的风险,所以在建设林业生态

工程时要主动降低避免风险的出现,根据实际情况降低成本的

需求,因此在建设工程时一定要做好相应的规划以及布局的工

作。而在推进工作的过程中,需要专门的制约加以约束引导才能

够将工作有序的推进,也就是要实行责任制分担加强相关人员

的执行力,将工作项目精准传达给每一位在职人员,在确保工作

人员能够明确自身任务及价值后才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并且要切实提高员工的责任意识以提高其自身的价值感和信念

感。通过责任制度的分配,让员工在潜移默化间进行良性互动和

竞争,共同致力于工作的完善与优化,为后续的林业深入建设工

作夯实基础。责任分担机制的建立需依托协同治理理论,形成纵

向贯通、横向联动的责任网络。通过目标管理法将设立好的任

务进行分配,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协同发展。 

3.2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与技术赋能 

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的病虫害防治与技术升级,本质上就

是在重构生态系统的防御机制与治理效能。相较于天然林复杂

的生物群落结构,人工林常因树种单一而导致害虫生态位高度

重叠,这种生态脆弱性在福建三明市表现得尤为典型,当地早期

营造的纯马尾松林因松材线虫入侵导致成片枯死,为此,现代防

治体系需融合预防医学理念与智能技术手段,建立起先监测预

警再进行干预的全周期管理链条。技术赋能的突破性进展正在

重塑防治范式,例如说吉林长白山保护区通过卫星遥感与无

人机巡检组成的天地空监测网络,将松毛虫害情响应时间压

缩至十几分钟,这种实时动态监测系统遵循系统工程理论中

的反馈控制原理,也就是说制度创新与生态调控同样关键,将

管护责任转化为可交易的权益,通过村级合作社之间共同承

担实现责任共担且使防治成本下降,这种制度设计契合激励

相容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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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工程的深层价值在于重构人与地的关系,陕西榆林毛

乌素沙地治理中,通过栽植抗旱灌木形成生物防火隔离带既降

低火灾风险又创造碳汇收益,这种多功能景观营造策略遵循生

态系统服务理论,实践表明,只有将技术手段、制度安排与生态

规律深度融合,才能实现林业生态工程的可持续演进。 

3.3考虑实际情况,保证树苗成活 

在林业工程建设过程中,树苗的成活率是保证林业生产建

设发展的关键,如何进行幼苗管理作为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从而

备受关注。同的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气候气温与地质情况和降

水量等条件,这些条件就像一把把钥匙,对应着不同的生物生存

密码,温度的高低、变化幅度大小都会对树苗的生长产生影响。

比如说一些热带树苗它们习惯了高温高湿的环境,要是被种到

气温较低、温差较大的北方地区,很可能就会因为适应不了这样

的气候气温而难以存活,而且不同的土壤质地与酸碱度等也是

决定树苗能否茁壮成长的重要因素,有的树苗适合生长在疏松

肥沃、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里,而有的则更喜欢黏土或者碱性土

壤。由于这些地区之间气候气温、地质情况和降水量的不同,

树苗面临的环境挑战也各异,这在不同程度上会导致树苗的成

活率比较低。所以在具体展开林业工作之前,必须要认真地做好

相应的研究工作,要对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

把每一个可能影响树苗生长的因素都找出来,然后通过对这些

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建立起适合当地的生态环境模型。与此

同时,针对林业部门还要配备专门的学术团队,共同为当地的林

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做好良好的基础,只有这样林业生态工程建

设才能顺利进行,最终实现生态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4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推进林业生态建设过程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需要将

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与人类干预措施科学耦合,形成正向

演替的良性循环。封山育林是保证林业生态环境的关键,定期进

行封山有利于林业资源生态化生长,减少了因采伐、放牧、垦荒

等因素造成的林业资源破坏问题。以福建南平市为例,该市通过

实施梯度封育策略将海拔800米以上区域划定为永久封禁区,中

低海拔实行轮封轮育制度,这种基于生态阈值理论的管控模式

使常绿阔叶林群落的正向演替速率大幅提升。同时,公众参与机

制也需嵌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比如说浙江安吉通过虚拟

现实技术还原古树名木百年生长过程,使参观者生态责任感指

数提升数倍。 

为了保证天然林保护工程和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工作的顺利

开展,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来指导相关工作的开展。当前治

理实践中,生物多样性保育与碳汇功能提升的协同效应日益显

现,未来则需构建全要素的补偿机制,如福建三明试点将天然林

碳汇纳入排污权交易体系通过林业碳汇交易撬动了社会资本,

这种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长效动力,说白

了,就像给森林装上智能防护网的同时开发生态红利,让绿水青

山真正变成能自动增值的绿色银行。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以及天然林保护工作的推

进过程中,涉及到众多复杂的环节与要素,本文对其中的具体对

策进行了总结。而林业工作面临着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挑战,只有

通过持续的实践研究才能真正掌握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和天然林

保护的实际情况。在当今时代科技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态环境的

关注度日益提高,并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和天然林保护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地加强管理和进行有效的实践研究,才

能进一步为林业工程建设工作开展提供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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