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复类别：A类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1568 号建议的答复 
 

郭艳娇代表： 

《关于科学种植桉树的建议》（第 1568 号）由我局会同省生

态环境厅办理。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 

一、福建桉树发展概况 

桉树是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力发展的树

种,引种栽培范围遍及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积达 2亿多亩，在

世界人工林中，桉属树木居第一位，占人工林面积的 23%。桉树也

是我国南方经过系统引种的重要绿化和用材树种,引种历史有 100

多年。目前我国桉树人工林面积 6000多万亩，仅占我国森林总面

积的 2％，而年产木材却超过 3000 万立方米，生产了占全国总产

量 25％的木材和 40%的木浆，综合年产值超过 3000 亿元,为国家

重大生态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木材战略安全以及林农增收做出

了重大贡献。 

我省是继广东、广西之后，较早引种桉树的省份，2000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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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省桉树面积仅 4.1万亩，之后 10年，在国家支持人工用材

林发展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桉树造林规模快速增长，2005年至 2010

年，全省每年桉树造林面积均超过 50 万亩，至 2010 年底全省桉

树林面积达到 360.3 万亩。2011 年初，一场极端低温造成大量桉

树冻害，之后，全省桉树种植速度放缓。根据 2021年林草生态综

合监测成果数据，至 2021年底，全省有桉树人工林面积 455.7万

亩，仅占全省森林面积的 3.7%。 

二、种植桉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直以来，社会上对种植桉树争论不休，桉树是“抽水机”“抽

肥机”“绿色沙漠”和“桉树有毒”“断子绝孙”等说法盛行，主

要原因是对桉树缺乏全面客观了解。目前，大量的科学研究结果

表明，桉树对生态的影响并非如传言的那样。  

（一）桉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广西是我国最早引种桉树

的省（区）之一，桉树面积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广西植物所课题

组的研究表明，桉树人工林土壤及山下围堰积水中未检测出化感

物质，就林底杂草和小灌木种类和数量而言，一般抚育的三年林

龄桉树人工林与同区域二十年松树林没有明显区别，表明桉树不

会对原生植物产生排异性。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所长、首

席专家徐大平博士等人的研究认为，我国南方地区雨量丰富，桉

树能够同绝大多数林下植物共生，桉树林冠叶面积指数小，具有

较好的透光性，与松树和相思树相比，更适宜林下植物生长。 

（二）桉树对水资源的影响。1999年到 2003年，我国与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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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专家在广东省遂溪和雷州开展了“桉树与水”专项研究，结

果显示，桉树生长耗水量并不很大，在雨季，桉树总用水量还不

到降雨量的一半;在旱季，桉树耗水量与降雨量大致相近。桉树是

浅根系树种，其根系主要分布在地下 0.5 米至 1 米，在年降雨量

大于 800 毫米情况下，桉树根系不吸收地下水。 

（三）桉树对土壤肥力的影响。徐大平博士指出，综合我国

10 多年对桉树人工林土壤肥力的监测，发现桉树具有很强的土壤

养分利用能力，可消耗较少的养分而生产较大的生物量。一些地

方桉树种植导致地力衰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施肥少和不能平衡施

肥。联合国粮农组织 1985年出版的《桉树的生态影响》一书认为：

桉树人工林对贫瘠土地有恢复作用，对轮伐林地没有不可转变的

地力衰退现象。 

（四）桉树有无毒性问题。经过国内外许多专家的科学论证，

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桉树对土地、其它作物和人类健康产

生有害影响，也没有发现因饮用桉树林中流出的水而中毒的案例，

桉树“有毒”说法缺乏科学依据。2007 年，潭芳林等在福建省漳

州市桉树、杉木、马尾松等林地集水区采集水样，经福建省环境

监测中心站化验，送检水样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类标准。 

综上所述，桉树本身对生态环境没有危害。但在桉树种植过

程中，确实存在一些破坏生态的现象，主要是一些经营业主为了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可能会采取从山脚至山顶皆伐、炼山、挖大



 — 4 — 

穴、过量施肥、喷洒农药、大面积营造纯林等作业方式，从而造

成水土流失、涵养水源能力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

但这些问题不是桉树自身的问题，而是人为的经营措施不当引起，

这也是速生人工林经营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因此，通过加强管控，

引导经营业主采取科学合理的营造林措施，完全可以将种植桉树

等速生人工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实现经济效益、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赢。 

三、科学发展桉树的主要措施 

（一）强化桉树种植区域管控。目前，国家和我省已出台一

系列法律法规，对包括桉树在内的人工林发展进行规范和约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明确

“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因此，在耕地上不能种植桉树。

在林地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国家根据生态保

护的需要，将森林生态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弱，以发挥生态

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划定为公益林。未划定为

公益林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属于商品林。根据《福建省生态公

益林区划界定和调整办法》，对江河源头及两岸、国家公园、自然

保护区、重要湿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地、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等

重点生态区位划定为生态公益林。国家对公益林实施严格保护，

只能进行抚育、更新和低质低效林改造性质的采伐。 

（二）实施生态公益林中桉树林改造提升。为提高生态公益

林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我局研究制定《福建省省级公益林



 — 5 — 

中桉树采伐改造方案》，允许对三级保护公益林中的桉树进行改造

提升，并要求各地按照《福建省生态公益林条例》规定，通过调

整树种结构，形成多树种、多层次、多功能的混交复层林，提高

桉树生态公益林的综合生态效益。 

（三）持续推动科学种植桉树商品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规定，商品林由林业经营者依法自主经营，在不破坏生态的

前提下，可以采取集约化经营措施，合理利用森林、林木、林地，

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下一步，我局将重点加强桉树商品林种植

的指导和管理，推广应用科学的种植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桉树

种植可能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一是加强桉树营造林作业措施

的监管。指导造林业主按照相关规程开展造林作业，采取采伐后

不炼山，保留采伐剩余物，开展块状整地或带状整地，推广有害

生物综合防控和无公害防治，控制化肥、农药用量，严格落实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二是引导桉树培育模式的转变。积极引导林农

种植混交林并培育大径材。混交林相对纯林，林分抗逆性强，结

构稳定，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大径材相对于短周期工业原料林，

轮伐期延长，减少了对林地干扰的频率，降低了对土壤养分的过

度消耗，有利于保持和恢复土壤养分，有利于减少水土流失，保

持林地土壤肥力，实现林地持续的生产力。三是推动现有桉树纯

林改造。对现有桉树纯林，适时开展抚育间伐，促进灌木、草本

等植被生长，并结合实地情况套种其他乡土珍贵树种，或利用林

下空间种植林下经济作物，增加生物多样性，培育健康稳定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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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异龄混交林。 

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领导署名：王智桢  刘亚圣 

联 系 人：范广阔（省世行办） 

联系电话：0591-88608113 

 

 

 

福建省林业局 

2024年 4月 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

会；漳州市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