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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51年我被选送去苏联学习林业，1956年回国后分配在北京林学院（即今北京林业大学）造林教研组
工作。
当时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赶快熟悉我国的林业，特别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山地造林工作，以便胜任要我承
担的造林学教学任务。
1956年秋我利用协助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的机会到全国各地林区转了一圈，1957年春就要开始定下来
学习研究一些中国的造林问题，西山林场自然成为了我的第一个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当时北京建立了专为绿化西山而设的西山造林事务所（今西山林场前身），在朱德同志的号召下，在
广大解放军战士的积极参与下，已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绿化西山的人工造林工作，连续造了几年，积
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在整个华北石质山区的绿化工作中先行了一步。
我那时就和同教研组的郑文卓先生一起，去了西山造林事务所，和当时担任主要技术指导任务的史璋
、尚世俊、邢北任以及林业研究所（中国林科院前身）的张化超等在一起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在时
任林研所副所长的侯治溥研究员指导下，开展新造幼林的成活和生长的调查工作，同时还布置了一些
不同整地方式、不同造林方式、不同混交方式的试验造林工作。
这项研究工作，没有专门的立项程序，也没有运行经费，全靠各人的自愿参与来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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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山造林所选择的乔灌木树种，有的并不是稳定的，也未必能形成长寿的风景林。
例如，中国的绿化工作者非常喜欢侧柏，甚至要在相当大面积上营造侧柏纯林。
我看侧柏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成为生长较好的外形优美的树木。
只有在肥沃的土壤上营造混交林，侧柏才能生长得好；但是在条件较差的土地上营造大面积的侧柏纯
林，则未必能形成优美的景观和稳定的林分。
此外，侧柏生长极慢；干形不高，不能提供品质优良的木材。
同样，否定侧柏的优良特性也是不应该的。
侧柏是长寿的树种，在一定的生长条件下能生活悠久。
我认为在绿化建设中，把侧柏当做点缀品，栽成片林、林荫道、绿篱、绿墙等还是适当的。
　　白蜡纯林在西山也占很大比重。
白蜡的生物学特性和林学特性我们是很清楚的：用它营造纯林不能抵抗各种危害；在不良的立地条件
下不能成为稳定的风景林；在混交林中白蜡所占比重不能超过10％～15％，如大量引入则会侵害其他
树种。
　　在西山造林的树种中，有一些树种没有被营造在适宜的土壤植物条件下以及符合其生物学及林学
特点的特有环境条件下，也就是说，没有把它们造成混交林，而造成了纯林。
如洋槐占造林总面积的43％，而大部分都是纯林。
臭椿、橡树甚至松树，也同样适宜营造混交林。
绿化工作的基础　　种子和苗木是造林成功的基础。
采集种子和无性繁殖的苗木必须进行选种或选苗。
因为不仅树木的生长、稳定性、干形等是遗传特性，就是分枝型及其他观赏性能也是遗传特性。
选种是否已成为全中国造林事业的基础了呢？
很遗憾，各地很少这样做了。
我在出差到中国各地时很关心这个问题，各地都是收购的种子，林业工作者对种子的来源一无所知。
当林业工作者不知种子是从什么母树上采集的，而采种时又是无人负责的情况下，还能谈得到种子质
量吗？
因此，就不能期待从这些种子培育出可靠的林分。
　　不仅采种时要选种，在苗圃育苗也要运用选种原理。
当分析造林成本时，种苗费用仅占成本中极小的一部分，而个别的生产工作者却认为，降低种子或苗
木品质在经济上是合算的。
他们没有考虑到，用良好种子几年后造成符合要求的珍贵森林，比起由不良种子造成衰弱而价值低的
森林要经济得多。
　　在长期荒废的土地上造林，如何使土壤迅速得到林木的庇护，使林冠有利于林木生长的环境条件
，是造林成败的关键。
遮蔽土壤，形成枯枝落叶层，减少土壤蒸发，创造有益微生物生活条件，消除土壤坚实状况（当枯枝
落叶层形成后能保证上述各点）等，就是上述环境条件。
乔木树种本身创造了这种条件，而灌木也协助乔木创造这种条件。
在中国的造林工作中，是否到处都利用了灌木这一好处呢？
很可惜，许多地方都没有采用灌木，有的只在林缘上种几行。
　　人工造林必须根据它的立地条件事先制定造林类型。
我走过中国一些地方，参观过一些人工林，事先根据试验研究的材料，根据对土壤植物条件的研究，
根据造林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和林学特性以及相应的农业技术，而制定好造林类型的，还是不很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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