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效林改造设计要点及基本要求 

（ 2007-11-12 作者: 董建林 内蒙古三北防护林工作站 出自: ） 

  低效林是指受人为因素的直接作用或诱导自然因素的影响，林分结构和稳定性失调，林木生长发育衰竭，系统功能退化或丧失，导致森

林生态功能、林产品产量或生物量显著低于同类立地条件下相同林分平均水平林分的总称。根据起源的不同，低效林可分为低效次生林和低

效人工林；根据经营目标的不同，低效林可分为低效防护林和低质低产林。 

  《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对低效林的定义有如下含义：第一低效林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受人为因素的影响；第二形成低效林的外部因素改

变后，林分质量能够显著改善；第三低效林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是以相同立地条件下相同林分平均水平来衡量；第四是针

对次生林和人工林的定义，对原始林不适用。 

  （一）低效林改造的目的  为改善林分结构，开发林地生产潜力，提高林分质量和效益水平，对低效林采取的结构调整、树种更替、补

植补播、封山育林、林分抚育、嫁接复壮等营林措施。低效林改造范围包括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低效林改造不适宜于原始林、

特殊灌木林的林分类型以及改造后不宜更新的林地。 

  （二）低效林改造的重点  是低效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因营造、采伐和利用的特殊性，形成低效林的数量和可能性较小。

我们国家建设防护林的目的，防灾减灾是第一位的，同时在保障防护效益的基础上兼顾经济效益，即我们建设主要是生态经济型防护林（如

三北防护林）。 

  （三）低效防护林改造的意义  低效防护林改造的意义重大，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 

  第一、低效防护林改造可以增强防灾减灾能力，恢复森林的防护功能。如：上世纪 50年代建设的乌兰布和沙漠锁边林带，上世纪末林

带整体退化，沙漠前移对农田、村庄和黄河构成威胁，本世纪初进行了改造，提高了防护效果。 



  第二、低效林改造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林分结构改善、森林系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如乌兰布和沙漠原锁边林带由杨树、沙枣、

柳树等乔木组成，树种成熟期相近且缺乏天然更新能力，林带到一定时期整体退化，改造难度大；而改造后的林带实施针阔、乔灌、慢速树

种组合，加大乡土树种比重，树种成熟期成阶梯，有利于系统的稳定和更新改造。 

  第三、低效防护林的改造在保障生态防护效益的基础上兼顾经济效益，充分利用经济杠杆带动农牧民参与森林经营的积极性。如：在防

护林体系建设中增加灌木比例，通过灌木平茬枝条的利用增加经营者的收入。 

  （四）低效林改造的措施  低效林形成的因素有很多，人工林有：树种选择、栽植方式、配置模式、经营措施、病虫鼠害、火灾畜害、

过熟衰退等原因，如农防林超过成熟期，防护效益和林木生长量明显衰退；次生林有：干扰破坏、火灾虫害、采伐过度、种源枯竭等原因，

如森林采伐后母树留存不当，形成的次生林种群遗传品质低劣，自然发育退化，失去经营培育价值的林分。好多林分衰退是由于综合因素引

起，要认真分析造成低效林的主要原因，结合立地条件，采取补植、封育、更替、抚育、调整、复壮、综合措施等方式，科学、合理、有效

的措施进行林分改造，避免改造后的林分再次形成低效林。 

  （五）低效林改造的程序  为了使改造低效林的工作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要走工程化管理之路，要从源头上抓起，按照林业建设项

目基本建设程序进行，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总体设计、作业设计、施工与监理、竣工验收六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属于项目的

规划设计阶段，第四阶段属作业设计阶段，后两个阶段属于项目实施阶段。即： 

  1.规划设计阶段  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总体设计文件的编制。这个阶段也称项目立项审批阶段，因为林业建设项目的审批

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总体设计的审批。 

  2.作业设计阶段  包括调查评价和作业设计。 

3.项目实施阶段  包括施工与监理和竣工验收。 

一、低效林改造的规划设计文件的编制 



 

  项目建议书是要求建设某一项目的建议性文件，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建设需要提出项目建议书，项目建议书是建设单位向上级报请立项的

主要文件和依据。 

  总投资为 3000 万元以上（含 3000 万元）的建设项目，必须编制项目建议书；总投资 3000 万元以下的建设项目，可以直接编制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 

  （一）目的：是建议立项和推荐项目。 

  （二）作用：其主要作用是对拟建设的项目进行初步说明，论述项目建设的必要性、条件的可行性及获得社会、生态、经济效益的可能

性，为决策部门选择确定项目提供依据，为可行性研究提供依据。 

  （三）编制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行业规划、国家经济和生态建设方针、林业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森林资源现状、

木材及林产品的供求、社会对生态及环境的需求等情况。林业产值、森林覆被率、活立木蓄积量、木材需求、非林产品需求、环境友好等指

标，决定区域林业建设方针；造林为主，更新改造为主，还是保护为主；由此决定区域低效林改造的规模和步伐。。 

  （四）内容：项目建议书文件由项目建议书、附图、附表和附件四部分组成。 

  （1）建议书：总论、项目背景及建设的必要性、项目区基本情况、项目总体布局、建设内容及规模、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效益分析

与评价、项目组织管理与保障措施、结论与建议等部分内容； 

  （2）附图：项目区森林现状图（林相图）、项目区森林去化解定林种布局图、项目建设方案布局图、项目建设位置示意图等； 

  （3）附表：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项目成本估算表、项目建设投资估算、资金筹措表等； 



  （4）附件：项目建议书编制依据及有关政策文件、区域森林经营方案、自然灾害专题报告（火灾、旱灾、病虫害）。 

  （五）要求：项目建议书内容要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层次清楚，侧重于对项目建设必要性的分析和对项目建设可行性的初步论证。具

体要求： 

  （1）基本情况：区域森林基本概况真实可靠，以最近的森林资源清查（调查）、森林分类区划界定资料和灾害专题报告为依据，简述

森林资源数量、结构，公益林和商品林，各林种各类型低效林面积和比重。 

  （2）项目建设必要性：从本地森林资源现状论出发，就区域低效林改造的必要性进行论证。论据重点突出，符合国家林业和生态建设

的方针、政策，符合市场和生态环境建设的要求。分析森林资源总体结构，生态林改造从林分结构、系统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生态防护效

益等方面论述，同时也应兼顾经济效益（如农防林）；商品林着重从林木生长量，林产品产量、质量和收益等经济角度论述项目的必要性。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低效林更新改造建设条件的分析要客观，实事求是。就相同立地条件下的林分质量，在树种、配置模式、抚

育方式、林分结构和经营管理等改善后的再造林是否有明显改变，森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是否明显提高。 

  （4）项目规模和布局：低效林改造要坚持规模和布局适当的原则，合理确定年度改造规模和改造年限。 

  （5）资金筹措：投资估算符合实际，资金筹措来源有保障。要合理地利用国家的政策，积极筹措低产林改造的资金。如：以封代造工

程可改造残次林成为有林地或灌木林地，封山育林工程可用于改造低效防护林林。 

  （6）效益分析依据充分、科学客观；生态公益林建设项目侧重生态效益的分析与评价，商品林基地建设项目侧重于经济效益的分析与

评价。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和规程、规范；附件材料完整、齐全。 

  （六）   项目建议书一般由申报单位（建设单位）负责编制，也可以委托有资质的林业勘查设计（调查规划）和工程咨询单位协助共

同编制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在投资决策之前，对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技术经济分析论证，是投资前期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建设程序的重要环节。

项目建议书被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根据批文要求，组织开展可行性研究，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一）目的：是为投资决策从技术经济多方面提供科学依据，以提高项目决策的成功率，提高投资效益。 

  （二）作用：作为项目投资决策的依据；作为向金融机构贷款、筹集资金的依据；作为编制总体设计文件及进行项目建设工作的依据；

作为签订有关合同、协议的依据；作为项目组织管理、机构设置、劳动定员及职工培训安排的依据。 

  （三）依据：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及有关批复文件；国家及行业经济发展长远规划、国土发展整治规划、项目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国家有

关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森林资源清查（调查）报告；森林分类区划界定报告；木材、林产品市场需求或项目区自然灾害、生态环境调查报

告；有关生态公益林、商品林基地建设的专题报告、文件；项目地区自然、经济、社会、林业基础资料；有关国家、行业及地方的政策、法

规及技术标准、规程、规范；有关项目地区技术经济指标；国家颁发的有关社会、技术、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委托单位的要求及编制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和同、协议等。 

  （四）内容：可行性研究报告文件由可行性研究报告、附图、附表和附件四部分组成。 

  （1）报告：总论、项目背景及建设的必要性、建设条件分析、建设方案、森林保护与环境保护、项目组织与经营管理、项目建设进度、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效益分析与评价、项目建设保障措施。 

  （2）附图：项目区位置图、森林资源现状图（林相图）、森林分类区划解定林种布局图、项目建设总体布局图、项目建设进度安排示

意图； 

  （3）附表：项目区各类土地面积统计表、项目区森林资源面积蓄积统计表、项目建设内容、进度一览表、采伐任务量表、营造林任务



量表、项目总成本估算表、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明细表； 

  （4）附件：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依据及有关政策文件、可行性研究专题论证报告（包括方案比选论证、自然灾害专题报告）、森林资

源调查报告和专业调查报告、森林分类区划界定报告、采伐限额指标及增限文件、有关合同协议（资金配套承诺、贷款协议）等。 

  （五）要求：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对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是否必要、合理、可行以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进行全面分析论证，

落实各项建设条件，并附按有关规定取得相关单位的许可、承诺或者证明材料。具体要求： 

  （1）数据来源可靠、时效性强。资源数据要来源于森林资源清查（调查）、分类区划界和专业调查成果（有资质林业调查设计队资质

要求，并经过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查鉴定），数据必须是森林经理期内并经过补充调查的资源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和技术经济指标必

须来自最新的地方统计年鉴、定额、规范、经济信息等。 

  （2）低产林改造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阐述清楚。根据区域森林资源状况的分析评价，阐述低效林林形成的原因、改造的条件和改造的目

标。要给出低效林的评价的指标，注意这个评价指标不要局限于本地区的森林资源现状给出，这样有失偏颇；要注意根据相同立地条件下的

林分质量给出。 

  要阐述清楚各林种各类型低效林形成的原因，是由于自然灾害（火灾、病虫害）、种苗选择、种植方式、配置结构还是经营管理等。同

时要充分论在相同立地条件和自然环境下，通过改造可够发生明显的变化和要达到的目的。如：树种混交形成的林分可抑制森林病虫害发生，

树种和种植方式的选择可提高森林林木产品产量、生物量、林分质量和稳定性，乡土树种和直播造林有益于生物多样性（遗传基因）保护和

近自然林的形成，树种及配置的改善可提高防护林的效益（水蚀、风蚀）林产品产量和品质提高等等。 

  （3）总体布局合理，建设规模、建设目标和保障措施符合实际、切实可行。防护林更新改造在区域森林生态效益和森林资源总量的提

高的基础上，实现生物多样改善、防护效益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提高；商品林改造规模确定要注意长期和短期经济效益相结合，避免形成林

木产品市场供求波动，以区域林木产品和实现产值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4）采用的技术经济指标、参数、定额符合项目区的实际情况。确保投资估算符合实际、符合有关规定；同时，效益分析评价客观、

实事求是；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和规程、规范。 

  （5）研究报告符合国情，提出的结论性意见和重大措施建议切合实际，具有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附件材料、专题论证报告齐全。 

  （六）   可行性研究文件由建设单位委托给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林业勘查设计（调查设计）或工程咨询单位编制。 

 

  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后，按批文要求进行总体设计。总体设计这是工程建设程序中的重要阶段，直接关系到项目的设计深

度、质量和投资效果。 

  （一）目的：是对设计对象进行全面研究后，阐明在指定地点、时间和投资控制数内，拟建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通过对设计对象作出基本技术规定，编制项目的总概算。 

  （二）作用：是为低效林改造工程作业设计提供依据。 

  （三）依据：批准的项目可行项研究报告及有关文件；国家、行业有关营造林工程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国家、行业、地方有关工程建

设的技术标准、规程和规范；国家和项目区有关部门颁发的技术经济指标；项目区自然、社会、经济、林业及生态环境基础数据；项目建设

与外部有有关的协作条件；设计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的设计合同、协议。 

  （四）内容：总体设计文件由总体设计说明书、设计图、附表和附件四部分组成。 

  （1）总体设计说明书：总论，基本情况，经营区划，项目布局与规模，采伐设计，营造林设计，基础设施工程设计，项目经营管理，

投资概算与资金筹措，效益分析与评价。 



  （2）附图：项目建设内容布局图，造林更新典型设计图，项目进度安排示意图，有关专业设计图。 

  （3）附表：森林资源调查统计表，采伐按采伐方式任务量表，营造林分林种、树种、造林方式任务量表，种苗需求量表、项目建设总

投资概算汇总表、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明细表。 

  （4）附件：经上级批复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批件，有关会议纪要和协议书，设计采用的定额及技术经济指标，有关技

术经济专题论证报告，有关专业调查、基础设施调查勘查报告等。 

  （五）要求：总体设计确定的建设内容和建设标准不得超过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具体要求：符合基本建设程序，有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有关文件；外业勘查、专业调查资料齐全，数据符合精度要求

和国家、行业、地方主管部门颁发的标准、指标；采用的各种资源数据及社会经济情况等基础资料，来源可靠、数据准确、具有时效性；设

计方案合理，设计所采用的材料、设备、施工条件切合实际；采伐方式和强度要科学合理，不超限采伐；造林更新技术措施要编制“立地类

型表”或“造林模型”并作到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造林地土地资源要经过详查，符合技术标准，项目规模要落实到山头地块；概算不超过可行

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的±10%;设计文件齐全，内容、深度符合建设要求；设计图清晰、功能要素明显，专业要素齐全；从实际出发，设计

充分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 

  （六）   总体设计文件必须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林业勘查设计（调查设计）单位负责编制。 

二、低效林改造作业设计文件的编制 

低效林改造作业设计是按照林业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将项目总体设计文件付诸实

施，指导施工作业的技术性文件，作业设计深度与施工图设计相当。 



低效林改造作业设计要求
 

（一）作业设计的目的
 

是总体设计的具体化，是把总体设计确定的残次林改造内容、要求、措施落实到山头地

块的过程。
 

（二）作业设计的作用
 

是提供组织施工的依据。建设单位根据低效林改造任务量已落实到小班的总体设计文

件，或者低效林改造年度计划任务，组织编制作业设计文件，对每个作业区做出具体技术规

定，落实年度低效林改造作业任务，以指导低效林改造项目施工作业。
 

（三）作业设计的   在旗(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下，由乡(镇、苏木、

林场)组织。低效林改造作业设计需经县级及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是施工作业、施工

监理和检查验收的主要依据。
 



1）编制单元：低效林改造作业设计以作业区为单元编制，低效林改造作业区原则上

为一个小班。而当相邻或相近的数个小班其改造方式、立地条件、经营方向、树种选择一致，

可合并为一个作业区。改造方式为更替时，作业区面积不得大于 20 公顷（300 亩）。

（2）申报单位：以乡（镇、苏木、林场、经营所等经营单位）为低效林改造作业设计

文件的申报单位。
 

（3）设计资格与责任：低效林改造作业设计由丁级以上(含丁级)设计资质的单位或者基

层林工站承担。作业设计实施项目负责人制，项目负责人具有对造林作业设计文件的终审权

并承担相应责任。准许直接聘用林业行业高级技术专家编制作业设计，责任由聘任和同确定。
 

（四）设计时限：低效林改造作业设计的期限是一个作业年度，在批复后至次年底间实

施有效。
 

低效林改造的作业设计过程
 



 

（1）资料搜集：搜集作业区域的相关资料。
 

①自然概况：地理、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动物等。
 

②社会经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年鉴、相关单项工程定额、经济技术指标。
 

③森林经理调查：资源调查（调查报告、经营方案、森林分布图、林相图、资源统计表）、

森林分类区划界定（区化界定报告、林种布局图、资源统计表）。
 

④营造林总体规划：区域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造林绿化规划纲要、林业五年发展

规划、年度营造林计划。
 

⑤专项调查：自然旱灾调查（干旱、洪涝、荒漠化、沙化、沙尘暴等）、病虫害调查、



（2）外业调查：以小班为单位对拟改造林地的林分状况进行全面调查，搜集森林资源、

立地条件、森林病虫害、种质资源、保护物种、作业条件等相关因子。
 

①基本信息
 

a.
 

改造单位：乡（镇、苏木、林场）名称；
 

                林班号（村、屯名称）； 

                小班号（小地名）。 

b.
 

图幅号：地形图图幅号。
 

              卫片分幅号、时像。 



森林分类区划：主导功能（生态公益林、商品林）；
 

事权（国家公益林、地方公益林）。
 

d.
 

小班面积：单位公顷。
 

②林分现状：
 

a.
 

起源：人工林、次生林
 

b.
 

林种：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
 

防护林：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农田牧场防护林、护岸林、护路林、

其它防护林；
 

用材林：短轮伐期、速生丰产、一般用材林；
 



薪炭林：薪炭林。
 

c.
 

经营目标：生态公益林以生态防护防护功能为主要经营目标；商品林以林产品为主要

经营目标。根据经营目标，确定判断低效林的标准。
 

d.
 

林分组成：林分组成结构（乔木纯林、乔木混交林、乔灌混交林、灌木纯林）。
 

e.
 

主要树种：乔木（针、阔）、灌木树种。
 

f.
 

林层：单层林（林分中立木高度相差不超过 20% ）、复层林（各林层每公顷蓄积量不

少于 30m 3，主林层、次林层平均高相差 20％以上，各林层平均胸径在 8cm 以上）。
 

g.
 

林龄：森林的平均年龄，通常指优势树种的年龄。按 5、10、20 分龄级，确定成过

熟林。
 



每公顷株数：
 

i.
 

树郁闭度：林分中树冠彼此互相接触闭合的程度。 

j.
 

植被覆盖度：是指乔木林、灌木林、草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
 

k.
 

林木分布状况：
 

l.
 

树种生长指标：按主要组成树种
 

树种、平均数高/m 、平均胸径/cm 、蓄积 m 3/hm 2； 

经济树种产品、年产量 kg/ hm 2、品质。
 

m.
 

森林灾害：森林病虫害、火灾、气候灾害、其他灾害，受害株树（株/公顷），死亡

濒死木株树（株/公顷）。
 



n.
 

具有天然更新能力的树种：树种名称、优良母树株树（株/公顷）、幼树（苗）（株/

公顷）
 

o.
 

其他说明：对评判低效林或改造设计有指示作用的说明（如：防护林带缺带、结构不

良、生态系统退化、珍稀濒危植物、古树名木、古迹、历史遗迹、有特殊价值的景点、

珍稀濒危动物或有益动物的栖息地等）。
 

③立地条件
 

a.
 

地貌类型：极高山：海拔≥5000m 的山地；
 

高山：海拔为 3500 ～4999m 的山地；
 

中山：海拔为 1000 ～3499m 的山地；
 

低山：海拔<1000m 的山地；
 



丘陵：没有明显的脉络，坡度较缓和，且相对高差小于 100m ；
 

平原：平坦开阔，起伏很小。
 

b.
 

经纬度：最常用的地理坐标系。
 

c.
 

海拔：由平均海平面起算的地面点高程，称为海拔高度或绝对高程。单位米。
 

d.
 

坡位：分脊、上、中、下、谷、平地 6 个坡位。
 

脊部：山脉的分水线及其两侧各下降垂直高度 15m 的范围； 

上坡：脊部以下至山谷范围内的山坡三等分后的最上等分部位； 

中坡：三等分的中坡位； 

下坡：三等分的下坡位； 



山谷（或山洼）：汇水线两侧的谷地，若样地处于其它部位中出现的局部山洼，也应按山谷记载； 

平地：处在平原和台地上的样地。 

e.
 

坡度：Ⅰ级为平坡：＜5 度
 

Ⅱ级为缓坡：5～14 度；
 

Ⅲ级为斜坡：15～24 度；
 

Ⅳ级为陡坡：25～34 度；
 

Ⅴ级为急坡：35～44 度；
 

Ⅵ级为险坡：≥45 度。
 

f.
 

坡向：样地范围的地面朝向，分为 9 个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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