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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这使得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在维护生态

平衡性等多个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愈发显著。对此,需结合退化林地相关概念与退化林地类型,加强对于退

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措施的探讨力度,从而通过科学制定植被恢复方案、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等多

项措施的综合运用,为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目标的实现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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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which makes the restoration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of degraded forest land 

play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maintaining ecological balance and other aspects.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types of degraded forest land, strengthen the exploration of 

restoration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measures for degraded forest land, and comprehensively apply multiple 

measures such as scientifically formulating vegetation restoration plans and increasing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efforts, in order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restoration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goals for 

degraded forest land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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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森林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主体地

位,这是因为,森林本身具有较为显著的生态、经济价值。但是,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林地退化问题愈发显著,这不仅直接

影响了森林所具有的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还会给森林生态多

样性造成一定的影响,进而导致区域生态安全水平无法得到保

障。在此背景下,需进一步深化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措施探

索层次,通过多项修复与生态治理措施的综合运用,优化生态环

境,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1 退化林地概念与类型 

退化林地产生的原因涉及多个不同方面,如人类活动、自然

因素等等,退化林地的出现使得森林结构、功能等出现变化,并

严重影响了森林生态系统原有的稳定性,从而引发土壤贫瘠、水

土流失等诸多问题。类型方面,常见的退化林地类型有火烧林

地、砍伐林地、荒漠化林地以及沙漠化林地等等。 

2 退化林地具体成因 

针对退化林地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则可得知,其具体成因主

要可划分为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两大层面。 

首先,人类活动层面,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对于

木材资源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树木采伐过度,且采伐速

度远超森林本身具有的更新能力,最终引发林地生态系统失衡

等负面问题。同时,因部分地区在发展前期为进一步扩大区域耕

地面积,而选择将森林区域转变为农田区域,这不仅严重影响了

森林植被与土壤结构,还会大幅提升了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出

现的概率,并且部分生物也因此丧失栖息地[1]。除过度采伐、农

业开垦外,工程建设、过度放牧等均属于人类活动因素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后续退化林修复与生态治理工作中,需结合退化林地

的具体成因,科学选择修复与生态治理措施。 

其次,自然因素方面,自然因素可被细化为自然灾害与气候

变化。自然灾害是指森林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给林地生态稳

定性造成破坏,使林地逐渐退化。气候变化则是指气温升高、降

水格局变化以及极端天气等因素给林地树木生长造成影响,进

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林地退化速度。 

3 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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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背景下,导致林地出现退化的因素较为多元化,这

使得退化林地面积在不断增加,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工作

所具有的发展价值因此变得愈发明显。对此,需结合退化林地概

念类型及退化林地具体成因,加强对于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

理措施的探索力度,从而通过科学制定植被恢复方案、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力度以及优化土壤结构等多项措施的综合应用,提

高退化林地修复效果,优化退化林地生态结构,以便在有效缩小

退化林地面积的同时,为社会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打好基础。 

3.1科学制定植被恢复方案 

植被恢复方案的制定主要涉及树种筛选与造林技术的综合

运用。分开来看,树种筛选方面,需针对退化林地呈现出的特征

进行深入分析,并将其作为树种选择的主要依据,在此期间,需

通过土壤检测仪器的科学应用,结合气象数据,全面明确退化林

地土壤酸碱度及肥力状况,充分掌握退化林地区域温度、降水以

及光照时长等气候方面的数据信息,以便确保所选树种能够充

分契合区域植被恢复需求[2]。 

如对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其土壤结构多为砂质土壤,树种筛

选时则需尽可能选择耐旱能力强且根系发展的品种,如梭梭树

等等,使其能够在迅速适应种植环境的同时,提高造林初期树木

栽种的整体存活率,进而为后续植被恢复工作的有序实施做好

铺垫。此外,在树种筛选工作中,还可通过适当引入一些生态功

能较为独特的树种,以便为退化林地生态系统修复效能的提升

提供助力,以渭北地区固沟保塬和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为例,油松

作为项目实践中应用到的主要树种,其本身适应能强且生长较

为迅速,致使其在北方地区退化林地植被恢复中具有不可忽视

的重要价值,通过从实际出发,合理展开油松栽种工作,则可在

快速提升森林植被覆盖率的同时,为退化林地生态治理目标的

实现打好基础。 

造林技术综合选用方面,常见的造林技术如下： 

3.1.1封山育林技术。在退化程度较轻的林地修复与生态治

理方面,封山育林技术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实践应用价值。具体应

用期间,需依托智能监控、无人机等动态监测技术手段,加强封

禁区域监管力度,并借此及时获取林地树木植被实际生长状态。

在此过程中,还需依据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需求,针对封山

育林周期进行科学设置,通常情况下,封禁周期为3到5年,封禁

周期内,还应借助定期调查工作的开展,收集、整地林地内树木

植被的种类、数量以及生长发育状况等多项数据信息,并以此为

基础,科学调整封山育林技术应用方案,以便实现良好的退化林

地修复与生态质量效果。 

3.1.2人工造林技术。在退化问题严重且无法通过自然力量

恢复的林地中,需将人工造林技术的选用重视起来。具体应用期

间,须在落实造林工作前,通过相关清理设备的合理应用,针对

林地进行全面清理,确保林地内存在的杂草、灌木等均能够被及

时清理出去,以便为后续土地整理及造林工作的开展做好铺垫。

在此之后,则需以整地设备的应用为基础,结合林地土壤结构,

科学选择相应的整理处理方式,并借此在优化土壤结构的同时,

使林地土壤能够具备更为良好的通气性、保水性[3]。此外,为充

分确保人工造林技术实践应用成效,还需针对人工造林密度进

行科学设定,密度设定期间,需综合考虑所选树种生长特性、林地

土壤条件以及预期造林目标等多项因素,精准选择出最优的人

工造林密度。如,杨树作为速生丰产林中常用的树种之一,在造

林密度控制方面,可将其按照每亩110到167株的密度进行种植,

最终依托人工造林技术的科学应用,切实提高苗木栽种成活率,

进而进一步提升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成效。 

3.2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 

生物多样性保护在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方面具有不

可忽视的重要价值。为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提升

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效率,则需将退化林地原有生物群

落保护与科学引入、培育有益生物等多项工作的开展重点关

注起来。 

原有生物群落保护方面,需将其作为退化林地修复期间的

主要工作任务,并通过对退化林地区域内动植物种类、数量、分

布状况以及生态特征等数据信息进行收集与评估的方式,在退

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中加快推进林地生物群落数据库建设步

伐,以便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有序实施提供依据。针对退化

林地中存在的珍稀物种或生态功能较为特殊的物种,需科学划

分重点保护区域,通过隔离设施与警示标识的设置,尽可能降低

人为因素给保护工作造成的影响。 

同时,对于退化林地中存在的微型生物、微生物群落也应进

行针对性保护,从而通过针对性保护促使其在林地生态系统中

具有的积极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针对性保护过程中,需通过

林地落叶层、水体等保护措施的全面实施,优化小型生物、微生

物群落生存环境,并依托定期调查,及时获知其变化趋势,以便

为后续保护策略的科学调整提供帮助[4]。 

科学引入、培育有益生物方面,需从退化林地实际状况出发,

确保有益生物的引入与培训能够为林地生物多样性的提升提供

助力。如害虫天敌引入期间,需做好风险评估与相关试验工作,

通过试验与实地观察工作的协同开展,在明确退化林地虫害状

态的基础上,科学引入天敌物种。 

3.3优化土壤结构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土壤结构优化本质上属于退化林地修

复与生态治理期间的主要措施之一。为通过土壤结构优化提升

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质效,则需将科学施肥方案的制定、生

物修复技术的合理选用等重点关注起来。 

首先,科学施肥方案的制定中,需结合土地检测技术的应用,

全面明确退化林地土壤结构中氮、磷、钾等元素的实际含量,

依据林地植被种类及生长习性,制定出更具科学性的个性化施

肥处理方案。如,对于缺乏氮元素的土壤,则需通过包膜尿素等

缓释氮肥的合理运用,使其在土壤中能够缓慢释放氮元素,以便

尽可能降低施肥处理后,氮元素的流失与恢复速度。对于缺乏磷

元素的土壤,则需结合土壤酸碱度,切实提升磷肥种类选用的针

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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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生物修复技术的合理选用中,需针对微生物与植物之

间存在的共生关系进行明确,并以此切实提升土壤生物修复力

度。在退化林地造林作业前,可借助根系菌根真菌接种处理,通

过科学选用菌根真菌菌株,使其能够与苗木根系实现共生,从而

切实推动苗木土壤养分、水分吸收能力的提高,并进一步确保退

化林地修复中的苗木存活概率。 

3.4建立完善生态监测与管理体系 

为切实保障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效果,则需将生态监

测与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工作严格落到实处。在此期间,需科学

构建立体化的退化林地监测体系,并借此针对退化林地展开全

方位动态监测。 

立体化监测体系构建。体系构建需依托卫星遥感技术与无

人机遥感技术,及时获取退化林地影像数据,以便在动态监测退

化林地植被覆盖状况的同时,为后续修复与生态治理措施的优

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在退化林地中还应合理设置固定点

位进行监测,并依据退化林地实际状况,科学设定监测点位数

量、监测面积等多项参数,借助土壤水分传感器、养分传感器等

多种传感器的安装应用,针对退化林地土壤水分、养分以及树木

生长状况等数据进行实时收集,数据收集后,则应以无线传感技

术的应用为基础,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快速传输。 

加强退化林地生态系统动态管理体系优化力度。在此期间,

须在立体化监测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做好动态化管理策略制定

工作,依托动态化管理工作的有序实施,确保工作人员能够结合

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需求,及时调整具体工作方案。动态管

理体系优化过程中,应针对数据分析与决策系统进行有机融合,

并通过数据挖掘等多项新兴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深化监测数

据分析层次,以便在科学预测退化林地生态系统发展趋势的同

时,全面检验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成效。同时,随着退化林

地修复与生态治理工作的持续推进,退化林地生态系统势必会

逐渐恢复,这时,则需根据退化林地生态系统演替、发展规律,

科学调整修复与治理期间的管理方法。以渭北地区固沟保塬和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为例,在退化林地修复效果稳定后,则需针对

所栽种的侧柏、油松等树种展开针对性抚育工作,如除草、松土

等等,以便为树木生长营造出良好的环境基础。同时,对于不同

树种,还需通过差异化抚育策略的合理应用,提高抚育成效,助

力项目实施目标的实现。如侧柏本身耐旱性较强,但在土壤肥力

方面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因此,抚育期间应重点展开施肥与

保水等工作；油松则对于光照提出了较为强烈的需求,那么抚育

期间则需将重点放在修枝择伐等方面,最终通过科学调整动态

管理系统,提高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质效。 

4 结语 

综上所述,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化工程,

其涉及的内容较为多元化,如植被恢复、土壤改良等等。对此,

需深入探索退化林地修复与生态治理措施,加强修复与生态治

理力度,进而切实推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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