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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林业，利在当代、荫及后世、恩泽人类。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林业工作。
毛泽东同志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
邓小平同志倡导了“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再造祖国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
进入21世纪，中国林业改变了长达50年的生产方式，实现了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重
要历史性转变，选择了可持续林业的发展道路。
200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了“以
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作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
2009年6月22日，温家宝同志在会见首次中央林业工作会议代表时明确了林业的“四个”地位，即在贯
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林业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林业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林业具有
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林业具有特殊地位。
这不仅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朝着生
态文明的发展阶段迈进。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全国人民和林业战线广
大干部职工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我国林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60年来，我国森林覆盖率由8.6 ％增加到18.2 1％，在世界森林资源持续减少的情况下，成为全球森林
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局部生态明显改善，防沙治沙取得突破，物种保护得到加强，林产品供给能力
显著提高。
生态体系逐步完善，林业生态功能得到发挥；林业产业体系日益发达，林业经济社会功能不断增强；
生态文化体系不断繁荣，全社会的生态文明观念正在形成。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森林资源总量仍然严重不足，森林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仍然非常脆
弱。
我国森林覆盖率排在世界第130位；人均森林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l／4，排在世界第134位；人均
活立木蓄积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l／7，排在世界第122位。
总体上看，生态问题依然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生态产品已成为当今社会最短缺的产
品之一，生态差距已构成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最主要的差距之一。
我国正处于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我
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林业工作肩负着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
当前林业的“四大使命”是：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重大举措；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
发展林业作为首要任务；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
发展林业作为重要途径。
全面推进现代林业发展进程，加快建设生态文明，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
发展林业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和纽带之一。
现代林业是可持续发展的林业。
现代林业建设的目标是以林业的多功能满足社会的多需求。
核心内容就是建设三大体系，即完善的林业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和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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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林业技术》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以建设现代林业和生态文明为宗旨，立足河南，面向全国
，全面总结了近十年来的林业科研新成果，并融入了林业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标准。
全书共分20章，内容涉及林木良种培育、苗圃的建立和育苗技术、主要林种营造技术、森林保护和自
然保护区建设、森林经营和主伐更新、森林测量与森林资源调查、绿地规划设计与森林公园建设管理
，以及林产品加工技术与森林多种经营等。
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和实用参考价值，可供林业作者和相关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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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低温对植物的分布尤为重要，其危害性表现在：①急剧降温和升温；②低温持续时间长，植物
受害越严重；③极端低温。
如木麻黄在绝对低温低于一30℃的地区易遭冻害；原产澳大利亚南端的蓝桉，引种到我国后能忍受
一7.3 ℃的短暂低温，但不能忍受持续长时间的低温。
有些植物要求一定的低温时期，如油松需要15℃以下的低温90～120天，毛白杨需75天，白榆需75天。
只有满足了它们的低温要求，第二年才能正常地生长、发育。
所以对某些树种，低温时间不够也可构成生长或发育的限制因子。
此外，季节交替的特点也应加以考虑，如生长在高纬度的树种引到中纬度时，由于气温反复变化，一
旦遇到寒流侵袭，常会遭到冻害。
2.降水和湿度随着降水量的减小，植被类型由森林到森林草原、草原、干草原、半荒漠及荒漠逐渐变
化。
降水量和湿度是决定自然界植被类型的关键因素，对引种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
如黄河流域有些省曾大量引进毛竹，凡湿度比较大又注意引水灌溉的地区都获得了成功，大气湿度小
的地方都落叶枯死。
在考虑降水和湿度的同时，还应注意不同树种对水分的不同反应，有的耐干旱，如刺槐、皂角、梧桐
、枣、柿、侧柏等；其他树种如马褂木、水杉、广玉兰、毛竹等，则要求湿度较大的气候条件。
3.光照光照的长短和光照的质量随纬度的变化而不同。
一般纬度由高变低，生长季节的光照由长变短。
因此，分布在高纬度地区的树种是长日照树种。
长日照树种喜光，短日照树种耐阴，引种时必须注意这些特点。
如原产赤道附近的树种，多数是短日照树种；在北纬60。
以北地区的树种，多数是长日照树种。
在北纬60。
以南的地区，长日照树种和短日照树种都能生长，我国广大地区属此范围，所以南北树种互相引种的
可能性很大。
当北树南引时，大多数是提早封顶、缩短生长期、影响当年生长，而且南方夏天酷热，常致植物死亡
，如北方的银白杨、山杨引种到江苏南京地区时，封顶早，生长缓慢，往往遭受严重的病虫害感染；
或因不适当地延长了生长期，造成二次生长，早春易受冻害；反之，当南树北引时，生长季节内日照
延长，生长期也延长，影响封顶或促进副梢萌生，从而减少养分的积累，妨碍组织的木质化和入冬前
保护物质的转化，降低抗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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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林业技术》是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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