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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北部地区森林覆盖率提升分析 

黄娇 张源长 余克琴 何明 何源
1
 

（襄阳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湖北 襄阳 441000） 

【摘 要】：襄阳市北部地区简称“襄北地区”，该地区森林资源少，森林覆盖率仅为 9.13%。针对此问题，从

现有林地、防护林建设、生态修复、林业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优化五个角度进行探讨，分析了提升襄北地区森林覆

盖率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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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指森林面积(有林地面积与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之和)占土地总面积的比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森林资源

丰富程度和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一般使用百分比表示。研究襄北地区森林覆盖率提升路径可为补齐襄阳市森林生态建设短板

提供参考。 

1 研究概况 

1.1研究范围 

本文研究范围划定为襄阳北部地区，简称“襄北地区”。位于北纬 31°14′～32°35′，东经111°45′～113°00′之间，

南以汉江、滚河为界，北与河南南阳盆地相连，东连大洪山、桐柏山脉，西接武当山东麓。襄北地区包括老河口市、樊城区、

高新区全域以及襄州区、枣阳市北部。 

1.2森林资源现状 

襄北地区国土总面积 55.2万 hm2，共涉及 50个乡镇。根据 2019年湖北省第五次森林资源普查结果，襄北地区林地面积 6.4

万 hm2，占国土总面积的 11.6%；森林面积 5.04 万 hm2，占林地面积的 78.8%；森林覆盖率 9.13%，林木绿化率 9.8%。襄北地区

各单位森林覆盖率详见表 1。 

表 1襄北地区各单位森林资源统计表 单位：hm2 

县(市、区) 乡镇个数 森林面积 森林覆盖率 

襄北地区 50 50376.5 9.13% 

樊城区 5 3576.82 8.30% 

                                                        
1作者简介：黄娇(1990-)，女，湖北十堰人，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林业调查规划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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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州区 12 4340.67 2.61% 

高新区 4 838.03 4.23% 

老河口市 13 11275.82 10.72% 

枣阳市 16 30345.16 13.96%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网站消息，202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 23.04%，森林面积 2.2亿 hm2。襄北地区森林覆盖率仅 9.13%，不

及全国森林覆盖率的一半，且远低于同期襄阳市森林覆盖率水平。根据 2019年湖北省第五次森林资源普查结果显示，襄阳市森

林面积 89.43万 hm
2
，森林覆盖率 45.35%。襄北地区森林覆盖率在全市属于较低水平，远低于山区三县南漳、保康、谷城 70%以

上的森林覆盖率。襄北地区所包含的五个县(市、区)中有四个森林覆盖率在 10%以下，严重拉低了襄阳市总体的森林覆盖率水平。 

1.3研究的意义 

襄北地区是有名的“风口子、旱包子”，旱涝灾害频繁。据气象部门 51 年的观测记载，其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850mm，是湖

北省降雨量最少的区域之一。该地处于湖北省北部低平的“南襄隘道”，盛夏时节闷热干旱，冬春季节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

寒流顺势而下，通过“南襄隘道”长驱直入，导致风沙天气多，加剧了冬、春旱的危害。然而，森林能涵养水源，能防风固沙。

森林是大自然的“调度师”，它调节着自然界中空气和水的循环，影响着气候的变化，保护着土壤不受风雨的侵犯，减轻环境

污染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森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资料能源，还在于它与人类的长远发展密不可分。 

截至 2019年底，湖北省森林覆盖率为 48.11%，襄阳市森林覆盖率为 45.35%，在全省 13个地市州中位列第 7名。襄阳市城

市定位为“一极两中心”(长江经济带重要绿色增长极、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汉江流域中心城市)，是鄂西北最早获得“国家

森林城市”称号的城市，但襄北地区森林资源短板突出，研究如何提升襄北地区森林覆盖率对于提升襄阳市国家森林城市品质

具有现实意义。 

2 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2.1存在问题 

森林资源总量小，分布不均。襄北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市的 28.0%，林地面积仅占全市林地的 6.8%，森林面积仅占全市森林

总面积的 5.6%，森林资源极度匮乏。同时，森林资源集中分布在枣阳市东北部，枣阳市东北部森林资源占襄北地区森林资源总

量的 45.63%。如若除去襄北地区，襄阳市 2019年森林覆盖率可达到 59.46%，提升 14.11%。 

森林破碎化严重。襄北地区森林图斑大多呈点、斑状分布，规模化片林缺失，森林破碎化严重。面积小于 1hm2 的森林斑块

有 14206 个，占区域内森林斑块总数的 69.7%，其面积却仅占区域内森林总面积的 10.6%。从生态功能角度看,森林破碎化将导

致区域生物多样性降低、水土流失加剧、外来物种入侵风险加大和森林生态系统内部物质流和能量流减缓等多种负面效应。 

森林质量不高，森林呈减少趋势。襄北地区纯林多，占比高达 92.8%；人工林占比 88.1%，中幼龄林占比 79%；树种丰富度

不高，桃类、杨树类、马尾松类和栎类合计占比达 73.9%。当人工造林、再造林成为森林培育和经营的重要方式，随着大规模、

持续单一人工林等短周期工业用材林的发展，势必将造成诸如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退化、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等问题。同时，

2019年第五次森林资源普查结果与 2009年对比发现，襄北地区森林资源减少趋势明显，乔木林减少尤为突出。其中林地面积减

少 3216hm2，森林面积减少 5971hm2，森林覆盖率减少 1.1%；乔木林面积减少 11738hm2，降幅高达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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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原因分析 

林地总量小，且不断被蚕食。据统计，襄北地区林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 11.6%，造林空间小。调研发现襄北地区农业生产、

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等不断挤占生态空间，蚕食林地，导致森林资源总量呈减少趋势。 

自然条件限制，林业比较效益低。襄北地区岗顶宽平，岗陇相间，起伏和缓，土层深厚，适宜农业机械化作业，是小麦、

棉花、豆类、油料、烟叶的重要产地。襄北地区属平原丘陵地带，更适合农业生产，不适宜大规模发展林业，且林产品生长周

期长，投入大、见效慢、回收期长、比较效益低，当地企业和老百姓更愿意发展农业。加之当地林业深加工能力不足，产品附

加值低，农民增收不显著，从而更加削弱了当地发展林业产业的意愿。 

政策限制，宣传不足。襄北地区大部分为永久基本农田，占国土面积的 48.5%，在国家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下，可供国土绿

化的空间有限，生态空间增加不易。再者襄北地区基层林业力量薄弱，相关部门宣传动员不到位，群众认识不足，导致造林绿

化和林业生产中栽植管护水平不一致，国土绿化成效不显著。 

3 森林覆盖率提升路径分析 

3.1从现有林地角度分析 

根据 2019年湖北省第五次森林资源普查结果，研究范围内可直接用于造林的林地面积有未成林造林地 962hm2，无立木林地

4090hm2，宜林地 1578hm2。一方面通过植树造林、封山育林、低质低效林改造等营林措施，促进疏林地、一般灌木林地和未成林

地转变为森林，理想状态下林地内可增加森林面积 6000hm
2
以上；另一方面加强现有森林资源保护，加快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控，

保护好现有林地，减少现有资源流失。 

3.2从防护林建设角度分析 

襄北地区生态区位特殊，应着重加强北部地区防护林体系建设。通过持续加强省界门户、水系、道路和农田林网绿化，提

高生态廊道的宽度和连通度，减少生态系统的破碎化，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以形成层次分明、功能完善、廊道畅通、斑块稳

定的北部生态屏障。 

3.2.1省界防护林带。 

襄阳市地处湖北省与河南省交界处，省界总长度 253km，省界范围绿化覆盖率偏低，周边情况杂乱无序，生态环境脆弱。可

依托襄州区、枣阳市和老河口市的 16 个乡(镇、办、场)253km 省界，基于当地自然地理特征因地制宜建设生态防护林带，串联

现有间断林地，阻隔北方风沙和干热风直接入侵。以省界向襄阳境内延伸 500m 进行分析，经测算该区域可增加森林面积近

8000hm2。 

3.2.2护路林。 

襄北地区道路绿化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林带宽度小，国省道道路绿化标准低；高大、常绿乡土树种少；道路绿化缺株断带

现象较严重，景观连续性差效果不佳。在目前全市以高速、铁路、国道为重点实施鄂北生态防护林工程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

大省道和县乡道路绿化，对新建改建扩建的道路做到绿化与道路建设同步推进；对已绿化的道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植补造、

更新树种、提档升级。参照国务院国发[2000]31 号文件以及湖北省绿色通道规划标准，经测算，可增加森林面积约 8000hm2(由

于县乡道周边情况复杂，根据国土三调数据，综合考虑现有建设用地、坑塘水面、农用地等不宜造林地块，按统计面积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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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可增加森林面积)。襄北地区各等级道路绿化测算情况详见表 2。 

3.2.3水源涵养林。 

襄北地区河渠纵横、水库众多，但大多缺乏绿化，连通性差，尤其是水库汇水区林地面积少、坡耕地面积大，农业面源污

染严重，可绿化潜力大。逐步完善该地区绿色生态水网体系，突出生态水利理念，按照“依林兴水、依水护林、林水相依”的

思路，在水库、河流以及坑塘等适宜造林区域，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和适地适树原则，营造水源涵养林。按襄北地区库容

大于 1000 万 m3、区位重要的 40 个水库以及汉江、滚河、沙河、唐白河和小清河进行测算，区域内水系周边绿化后共可增加森

林面积 8000hm2以上。襄北地区水系绿化测算情况详见表 3。 

表 2襄北地区道路绿化测算表 

道路类型 长度(m) 两侧绿化标准(m) 可增加森林面积(hm2) 

合计 4077717 
 

8095 

高速 62750 100 1255 

高铁 31700 50 317 

普通铁路 115667 30 694 

国道 114600 50 1146 

省道 186000 30 1116 

县(乡)道 3567000 10 3567 

 

表 3襄北地区水系绿化测算表 

水系类型 绿化标准(m) 可增加森林面积(hm2) 

合计 
 

8224 

水库边缘 50 2511 

汉江单侧 200 4643 

滚河两岸 20 250 

沙河两岸 20 79 

唐白河两岸 20 278 

小清河两岸 20 463 

 

3.2.4农田林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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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北地区农田林网与河南、山东等地相比，建设效果明显较差，树不成林、林不成网、缺株断带等现象严重。以现有农村

道路为主体，结合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建设农田防护林网。区域内现有农村道路约 2470km，按 50%的规模、15m的

平均宽度建设农田林网，可增加森林面积 1800hm
2
以上。 

3.3从生态修复角度分析 

据全国第三次石漠化普查结果，研究区域内有石漠化土地 8376hm2，主要分布在枣阳东北和老河口西北部，其中石漠化土地

内森林面积 5593hm2，尚有 2783hm2土地岩石裸露严重，植被覆盖度极低，达不到森林覆盖标准。按照生态修复与治理工作需要，

应加快石漠化和潜在石漠化地带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重建，坚持科学布局、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采取多林种、多树种，

乔灌草一齐上的造林方针，开展人工植苗造林、封山育林，最大程度恢复森林植被。经初步估算，可增加森林面积 2000hm
2
以上。 

3.4从林业产业发展角度分析 

发展林业产业，带动区域增收，是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的重要推进剂。据统计，区域内现有果树林 13843hm2，

主要分布在老河口市洪山咀办事处、袁冲乡和枣阳市琚湾镇、新市镇、鹿头镇等地，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按照“围绕龙头、

依托市场、突出特色、连片开发”的原则，通过创新机制、提升科技、强化政策等举措，以梨、桃等果树为发展重点，加快特

色林业产业园区建设，突破性发展林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大力发展产业基地和林下经济，充分利用荒滩、荒坡、荒山

等扩大产业基地建设规模，积极发展森林旅游和林业技术服务，初步形成一二三产业齐全的林业产业发展模式。经初步估算，

可增加森林面积 2800hm2以上。 

3.5从人居环境角度分析 

针对区域内 57个社区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区内绿化总量不足，现存绿地数量少、绿量小；绿化空间分布

不均衡，绿地之间缺乏绿道连接，没有形成网络体系；绿化品质不高，绿化形式单一，多注重造景，植物多样性少，优良乡土

树种运用较少，大乔木占比低。针对以上问题，可以将城市微型绿化空间纳入生态休闲共享体系，依托现有公园、绿地以及绿

道网络体系等，增加连通度，建设社区公园、街头绿地等，完善休闲、运动、文化、服务等设施，满足居民多层次的需求，构

建惠民的生态休闲共享体系。若按照城区平均绿化水平，按 15%的森林覆盖率计算，可增加森林面积 2600hm2以上。 

对区域内 1217个行政村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绿量不足，房前屋后、村中空地、道路、村旁绿化少甚至缺失；

乡村绿化缺乏规划，风貌不佳，农民自发植树绿化随意性大，特色不明显；绿化树种单一、简单效仿城市绿化。针对以上问题，

可以“森林乡村”建设为契机大力开展村庄绿化美化，对照襄阳市森林乡村评定标准，结合传统文化村落保护，加强护村林、

景观林、乡村原生林、小微湿地等自然生境及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和古树名木保护，利用边角地、空闲地、撂荒地、拆违地等建

设小微绿地，开展庭院绿化，全方位增加乡村生态绿量，统筹推进城乡绿化美化。区域内村庄按 10000 棵树每村折算面积，取

30%计算，可增加森林面积 3000hm2以上。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上述分析，理想状态下襄北地区一共可增加森林面积 42200hm
2
以上，提升森林覆盖率 7.6%，达到约 17%的水平，使襄

阳北部地区生态空间不断优化、森林生态网络初步形成，让“风口子、旱包子”变成襄阳北方的一道绿色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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