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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森林资源地理特征研究① 

杨湘桃, 薛生国 

(中南林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国湖南株洲 412006) 

【摘 要】为了合理利用和保护湖南森林资源, 本文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 根据森林资源的自然环境、地

理分布,从经济地理角度出发, 研究探讨了湖南省森林资源的地理特征和各林区林木生产的发展方向, 以期为湖南

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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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山地面积广阔, 水热条件优越, 树种繁多, 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和木材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 但各地森林资源有着不

同的特点。为使区域森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间优势资源互补相结合,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需求, 开展森林资源评

价、深入研究各林区林木生产的发展方向是十分必要的。 

1  影响湖南森林资源分布的自然环境 

湖南西起云贵高原, 东达罗霄山地西坡, 地理坐标24°38′—30°08′N , 108°47′—114°45′E , 位于我国地势第二、

三阶梯的过渡地段, 面积约21 .17 万km2 , 是一个幅员较广的山丘性省份。 

1 .1  凹状马蹄形不完整性盆地的境域轮廓 

湖南地貌轮廓大体上东、南、西三面为山地环绕, 中部、北部地势低平,呈复式马蹄型丘陵性盆地的地貌格局:即在一级盆

地边缘,西北有武陵山脉,西面有雪峰山脉, 南部有五岭山脉,东面有罗霄山脉；在一级盆地内部,由于地史上河流割裂冲积,丘陵

与次级小形盆地交错分布。全省以山地丘陵面积最广, 占总面积的70 .5%,素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此种地貌轮廓决定了

湖南林业用地面积大,森林资源主要集中在湘西南、湘南、湘西北及湘东, 而湘中、湘北地区森林资源相对较少。 

1 .2  暖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暖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为本省的气候特征。冬季寒流频频南下, 造成雨雪冰霜；夏季温高湿重, 天气酷热；春夏之交, 锋

面和气旋活动频繁, 出现阴湿多雨的梅雨天气。本省多年平均气温较同纬度的邻省偏低,在16 ℃—18 ℃之间。多年平均雨量在

1 , 200 —1 , 700mm之间, 为全国多雨区之一。全年日照为1 , 300 —1 , 900小时, 全年≥10 ℃的积温为5, 000—5 , 800 ℃, 

无霜期260 —300 天[ 1] 。在此种气候条件下, 湖南地带性植被以常绿阔叶林、落叶—常绿阔叶林, 以及亚热带针叶林和竹林为

代表类型, 树种资源丰富。 

                                                        

① 收稿日期:2001 -05 -23 ；修回日期:2001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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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红、黄壤为主的多种土壤类型 

湖南省地带性或垂直地带性土壤主要有红壤、山地黄壤、山地黄棕壤以及山地草甸士, 非地带性和耕作性土壤包括石灰土、

紫色土、潮土、水稻土。共分8 个土类, 24 个亚类。 

1 .3 .1  垂直地带性:湖南山地土壤的一般垂直带谱由下而上是山地红壤—山地黄壤—山地草甸土, 中山地区可出现山地

红壤—山地黄壤—山地黄棕壤—山地草甸土的垂直带谱。由于南北生物气候条件的差异, 垂直带谱中各类土壤出现的高度, 各

地也有所不同。红壤在湘北、湘中、湘南各地分布的上限分别为400m 、500m 、700m , 黄壤分布的上限分别为700m 、1 ,000m 、

1 ,200m , 黄棕壤分布于黄壤之上, 山地草甸土仅见于山顶或山脊。 

1 .3 .2  区域性:地形、温度、湿度等因素在红黄壤地带造成区域性差异。象湘西北发育着大面积黄壤, 湘西南地区以黄

壤为主, 而湘东则发育着典型红壤。红、黄壤适于松、杉、杂木林、油桐、油茶、柑桔等植物的生长。 

2  湖南森林资源的地理分布 

湖南省2000 年林业用地1 , 210 .82 万hm2 , 林木总蓄积量为29, 565 .46 万m3 , 森林覆盖率为52 .44 %, 远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2 .1  全省林业用地的地区分布 

全省林业用地最多的是湘西(怀化地区), 其次是湘南(永州和郴州地区), 林业用地最少的是湘中、湘北(湘潭市、娄底、益

阳和岳阳市)(详见表 1)。 

 

2 .2  林种面积的地区分布 

林种面积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 75 %以上的用材林集中分布在 28 个县,主要是分布湖南东、南部和雪峰山区；经济林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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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油桐为主, 喜光好酸的油茶主要分布于湘中、湘东、湘南一带的红壤丘岗区, 喜钙植物油桐多产于湘西北。本省油茶面积

133 万 hm2 , 产量 6万吨左右, 均居全国第一位。除安乡、南县外, 各县均有种植。油茶面积在 100 万亩以上的有耒阳县；50 

—100 万亩的有桃源、鼎城、平江、醴陵、常宁、永兴、永顺、怀化、溆浦、浏阳、衡东、道县等 12 个县(区)(见表 2)。 

 

2 .3  森林总蓄积量的地区分布 

蓄积量以雪峰山和南岭一带最多, 其中绥宁县1999 年蓄积量达1, 058 .72 万m3 , 居全省首位；按地区来说, 全省以怀化

地区林分蓄积量最多, 占林分总蓄积量的18 .41 %, 其次是邵阳地区占14 .62 %。湘潭地区最少, 仅占全省林分蓄积量的

1.91 %(见表2)。 

2 .4  森林覆盖率的地区分布 

全省森林覆盖率最大的是张家界市, 达64.85 %,其次是怀化地区, 为63 .32%, 郴州地区、自冶州及永州市其覆盖率都接近

60 %, 最低的是岳阳市, 只有34 .60 %。以县为单位森林覆盖率最高有双牌等8 县,均大于70 %, 重点林业县森林覆盖率概况见

表3 。 

3  湖南森林资源区划及其发展方向 

近几年湖南省林业用地、有林地、森林覆盖率、活立木蓄积量都明显增加, 但森林资源分布不均匀, 结构不合理, 生态公

益林偏少, 以杉木、马尾松为主的大面积纯林较多, 中、幼林比重大, 近期可采资源较少, 林分质量不高, 新世纪初需加大林

种结构调整, 稳定推进林业分类经营, 切实搞好中、幼林的培育、管护, 作好资源保护工作, 走科技兴林之路, 加快林业产业

建设步伐,实现新世纪林业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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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全省各地不同的生产条件和森林资源经济特征, 全省可分为6 个大区[ 2] : 

3 .1  湘西北经济林、水源林区 

本区位于湖南西北部、东接湘北平原, 南至雪峰山。境内山体高大, 河谷幽深, 为中低山山地及山原地貌。土壤有石灰土、

紫色土、红壤、山地黄壤及黄棕壤、山地草甸土等。亚热带山地季风湿润气候, 降水年际变化大, 大雨、暴雨多。主要包括自

治州、张家界市以及常德市的部分县。发展方向: 

3 .1 .1  保护发展水源林和水土保持林。本区是澧水和沅水主要支流———酉水和武水的发源流经地区, 由于山高坡陡, 

加上以前历年不合理的耕作,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为保护生态环境, 必须在本区保护和继续营造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 

3 .1 .2  切实建好高产油桐基地, 大力发展以油桐为主的经济林。本区气候、土壤十分适于油桐、乌桕、杜仲、漆树、

板栗、柑桔等经济植物生长。除素有“金色桐油之乡” 的美称外, 且乌桕面积占全省的76 %, 漆树占52 %, 杜仲占91 %, 均有

较大的资源优势, 故本区十分适宜发展经济林种。 

3 .1 .3  提高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管理水平,正确处理保护、改革、发展三者的关系。本区地理自然条件复杂, 植

物区系成份繁多, 珍贵动、植物种类丰富,现已建立了张家界、慈利索溪峪、桑植天子山、八大公山、石门壶瓶山、永顺十溪等

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对森林公园要加快风景资源林的培育, 加强林相改造；对各自然保护区通过开展多途径、多学科、

多领域、多层次的科学研究, 借鉴推行和应用一切有利于保护区保护和发展的科学研究成果, 发展物种, 改善环境, 促进经济
[ 3] 。 

3 .1 .4  发展商品林, 迎接西部大开发。 

3 .2  洞庭湖防护林区 

本区东面和东南面与湘中(东)丘陵接壤, 西与武陵山、雪峰山地区相连, 北与江汉平原交界。全区由洞庭湖湖泊河汊、河

湖冲积平原及环湖低丘岗地所组成,系“一山六水三分田” 。丘岗地海拔200m 左右, 多为红壤。本区气候温和, 但风害严重。

此外, 每遇洪水, 常易造成洪渍灾害。森林资源贫乏。发展方向: 

3 .2.1 大力营造生态公益林。本区是湖南粮、棉、麻、鱼的重要产区,但地处湘北,是北方寒流南下的必经风口, 同时,湖

堤线长。为确保农业丰收和堤垸安全, 本区已于是1998 年启动了“中德合作洞庭湖生态造林”项目,“十五”期间,要完成“水

土保护林”体系、“湖区防护林”体系、“水源涵养林”体系等三个生态林体系的重点工程项目[ 4] 。 

3 .2 .2 抓好三项低改, 营造部分用材林。本区原有森林资源综合效益不高, 用材林蓄积量每亩仅1 .6m3 , 不到速生丰产

指标的18 %,今后需对油茶、楠竹、松、杉低产林实行改造, 为满足群众的用材需要, 有条件的地方要营造一些用材林, 在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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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重点推广杨树优良品种。另外, 还可适当发展一些竹林、棕树等林木。 

3 .2 .3  切实搞好城市和工矿区的绿化工作, 加强对四旁树木的管理。抓好沅江、汨罗等省级林业科技示范县的建设。 

3 .3  幕阜山用材林、水土保持林区 

本区位于湖南省东部, 西北与洞庭湖相连,南邻湘中丘陵。地势东高西低, 起伏较大。东部及东北部为一系列山岭峡谷构成

的山地丘陵, 山峰海拔1, 000—1, 500m ,山间多平坦的谷地；西部为丘陵谷地。有新墙河、汨罗江、浏阳河贯穿全境。成土母

质多由花岗岩、红色砂砾岩、砂页岩等发育而成；山丘土壤以黄壤为主,红壤次之,有少量紫色土。春夏易降暴雨, 盛夏常有伏

旱,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资源较丰富,生产基础较好, 林木及竹子分布较为集中, 对用材林需求大。发展方向: 

3.3 .1 营造水土保持林, 下大决心治理丘岗山地。由于区内尚有部分山地、特别是“三难地”未曾绿化, 部分已绿化的

山地也质量不高, 导致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因此大力营造水土保持林是控制本区水土流失的根本办法。 

3.3 .2 发展用材林。本区人口较密, 鞭炮生产耗竹量大,应大力发展用材林和竹林, 区现有杉木林亩平蓄积量只有3m3 左

右,松林不到2m3 ,应加快对低产林的改造。 

3 .3 .3 积极发展经济林。本区油茶林面积大, 但品种退化, 树种老化, 丰产年最好的油茶林亩产茶油也只有7kg 多, 浏

阳基本不管理、亩产茶油3kg 以下的低产林占油茶林总面积的40 %, 与松、杉、杂、灌混合、无人管理、亩产茶油1kg 以下的

低产林占30 %[ 5] , 本区要抓住已列入国家油茶低产林改造项目的契机, 重视和增强油茶优良品系建设, 提高栽培科技水平, 

实行大力更新和高标准垦复, 改造好低产油茶林；要加大笋竹两用林的建设力度, 改造低产笋竹林；同时在丘陵和沿河地带大

力推广丛生麻竹、雷竹等高效食用笋, 形成高效林业产业；本区是金桔的传统产区, 今后仍可进一步发展；对品质低劣效益不

好的果木林要实行改造。 

3 .3 .4  抓好天然林保护项目, 长防林项目, 退耕还林项目, 建好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 

3 .4  雪峰山用材林区 

本区以雪峰山为主体, 西邻贵州, 南接广西, 北连武陵山地, 东达湘中丘陵。境内北部山体较破碎, 海拔500—1, 000m ；

南部山地广阔, 海拔1 , 000—1 , 500m 。雪峰山西北麓有沅水, 东南麓有资水, 主要支流有渠水、巫水、溆水、辰水等。气

候低温多湿, 年较差小, 相对湿度大, 雾多。成土母质多由板岩、页岩、石灰岩、花岗岩、石英砂岩、砂砾岩、紫色岩等发育

而成。土壤有红壤、黄壤、黄棕壤、紫色土、山地草甸土。树种资源丰富,其中杉木素以速生、高产、优质著称, 同时木材的水

运、铁路运输方便, 历史上就是湖南商品材的重要基地。发展方向: 

3 .4 .1  加大林种结构调整, 稳定推进林业分类经营。生态公益林经营以封山育林为主, 重点发挥其生态效益；商品林

要根据目前民用材、建筑材市场萎缩, 而工业用材骤增的情况, 以经营工业原料林、速生丰产林为主,对现有中幼林加强抚育间

伐, 改善林木生产环境,提高林分质量；基地建设要注意树种选择, 营造混交林, 以保持和提高林地肥力, 防止和减少病虫害。 

3 .4.2  经济林建设重点放在品种更新和低产林改造上,建好高产油桐基地、优质柑桔生产基地, 及以绥宁为中心的竹林

生产基地,扩大规模, 集约发展。 

3 .4 .3  加强资源保护管理和科研工作。雪峰山区的界福山, 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银杉；绥宁的黄双乡有23 万亩原始次

生林, 植被类型丰富, 此两处自然保护区要建好保护工程监测系统, 开展保护技术研究, 落实相关措施和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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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4  抓好绥宁国家林业科技示范县的建设, 科技兴林。 

3 .5  湘中经济林、水土保持林、薪炭林区 

本区东抵幕阜山、南达南岭山地、西靠雪峰山、北接洞庭湖, 是个三面环山的大盆地, 大部分为50 —500m的丘陵, 东部多

红岩盆地, 西部多为石灰岩丘陵。夏季酷热期长, 光热充足, 有利于发展经济林, 故本区历来是全省乃至全国的商品茶油生产

基地之一, 但夏秋的酷热干旱限制杉木的正常生长。土壤以红壤为主, 成土母质主要为第四纪红色粘土, 还有紫色土等。土壤

多为酸性, 有机质少, 植被覆盖率低, 很多地方水士流失严重。发展方向。 

3 .5 .1  狠抓低产油茶林的改造, 建好高产油茶基地, 同时, 搞好名特优果林基地的建设, 花卉苗木基地的建设, 以满

足市场需要, 发展经济。 

3 .5 .2  营造水土保持林、薪炭林。本区人口集中, 植被破坏严重, 特别是“三难地” , 植被不易恢复, 因此, 应积极

采取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的多种办法, 尽快绿化, 增加森林覆盖率。 

3 .5 .3  积极发展用材林。本区面积大, 人口多, 城市工矿地多, 木材十分紧张。为改善这种状况, 在条件好的地区, 采

取集约经营方式, 发展一部分用材林。 

3 .5 .4 着力搞好工矿和城市绿化。本区内有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娄底等六大城市, 工矿企业密布,工业“三

废”严重污染环境, 恶化水质。因此, 必须开展城镇、工矿区的绿化, 真正实现“城在绿中” , 以改善广大居民的生活环境。 

3 .6  湘南用材林区 

本区位于衡邵丘陵盆地以南, 东、南、西三面分别与江西、广东、广西接壤, 南高北低。境内山峦起伏、坡陡谷深, 为湘

港一级支流潇水、舂水、耒水、米水的发源地。本区水热同季, 冬季严寒且时间短, 降水充沛, 适宜杉木、樟、楠、檫及竹类

等多种林木生长。山地土壤有黄壤、黄棕壤, 丘陵盆地以红壤为主, 还有石灰土、紫色土等。成士母岩包括花岗岩、变质砂岩、

页岩、石灰岩、紫色岩、第四纪红土等。本区属中亚热带到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 水热条件丰富, 植物种类繁多, 除地带性植

被———常绿阔叶林广为分布外, 还有多种热带区系成分, 保存着成片的原生次生林, 其中有许多珍稀树种, 还具有南岭山地

特有树种。发展方向： 

3 .6 .1  切实搞好森林分类经营, 大力发展用材林, 抓好生态公益林。本区多种林木生长快, 今后宜继续发挥优势, 对

用材林坚决实行限额采伐, 避免砍伐中龄林, 并加强培育中、幼龄林, 提高林分蓄积量, 根据市场需要, 按照高投入、高产出、

高度集约经营, 企业化、市场化、商品化模式建设一批速生丰产用材林、工业原料林基地。沿河及水库两岸要突出天然林保持

和封山育林, 退耕还林, 绿化荒山。紫色砂页岩丘陵地区、土层瘠薄的石灰岩地区, 要因地制宜, 乔、灌、草相结合, 实行全

封闭, 禁伐禁牧, 强制绿化。 

3 .6 .2 发展名优特水果、油茶等经济林。本区水热条件好, 应以市场为导向, 建好沙田柚等名优特水果基地；在土壤条

件差、不适宜种杉的地方, 发展油茶等经济林, 加大对低产油茶林的改造力度。 

3.6.3 提高保护区的建设管理水平, 促进保护区的保护与发展。本区阔叶林植被类型复杂, 有许多珍稀动物, 是天然动、

植物标本园和基因库。现已在区内建立了莽山、阳明山、九嶷山、都庞岭、桃源洞、八面山等许多自然保护区或国家森林公园, 

应积极加以保护、研究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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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4  在适宜地区建立耐寒桉树推广试验基地和组培苗扩繁基地, 抓好资兴国家林业科技示范县建设, 走科技兴林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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