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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依据对万州区生物质能源树种资源调查结果，文章对本区林业生物质能源生产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了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应采取的相应对策及措施。

 万州区地处重庆市东北部、长江三峡库区腹心，幅员面积3457平方公里。境内山地面积占全区幅员面积80％以上，
属亚热带季风湿润带，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土壤主要有紫色土、黄壤、冲积土、黄棕壤等，这样的自然条件造
就了生物质能源树种的多样性，也十分有利于生物质能源林的发展建设。“万州区生物质能源树种调查研究”课题组
历经4年的时间，完成了万州区辖区内生物质能源树种（木本油料类）调查工作，摸清了生物质能源树种种类、资源
分布情况等。

 1我区生物质能源树种资源状况

 根据调查结果，我区生物质能源树种资源呈现如下特点：

 1.1生物质能源树种种类多，油料能源树种资源总量偏少

 已经查明我区木本油料能源树种有51个，树种多，涉及27科45属。我区天然分布的51个生物质能源树种，大多分布
在境区内海拔300-1500米，主要成零星、团状分布，少有天然大面积成片林。乡土能源油料树种有油桐、乌桕、黄连
木、香樟、香椿、臭椿、厚朴、核桃、山茶、马尾松、枫杨、华山松、杜仲、檫木、盐肤木、漆树、茶树、花椒、苦
楝、山苍子、女贞、柏木等树种。引进的油料能源树种有油橄榄、油茶、元宝枫、重阳木、蓝桉、直于桉等。

 我区油料能源树种资源总量不大，且比较分散，少有成片大面积自然分布，需人工大面积栽植。引进的一些油料树
种如油茶、油橄榄等只适合部分区域栽培，不能大范围推广。在这些木本油料树种中，经过树种经济性状比较，最适
宜在我区高效能源林建设规模化发展的优先树种有乌桕、油桐、黄连木、檫木、马尾松。

 1.2木质能源树种资源丰富、量大

 我区木质能源资源极其丰富，薪炭林、森林抚育间伐、林业“三剩”物等，都可以作为木质能源原料利用。我区现
有林地面积192.4万亩，每年的林业生物质增长总量估计约为83.7万吨-133.8万吨，其中，可作为能源利用的生物量16
万吨，按照相应的热量换算，可替代4.8万吨原油。

 1.3引进的绿化树种慎作能源树种

 一些引进的绿化树种虽生长表现良好，但作为能源树种用途考虑时，大面积造林需慎重。如重阳木，元宝枫等引进
树种，生长快，结实性也还可以，但目前只是把它们作为城市、道路绿化树种，把它们作为能源树种大面积栽培时，
需进行山地造林试验，然后根据生长表现再作决定。

 2我区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万州区在生物质能源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因素，制约着林业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的应用发展和推广，主要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

 2.1无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总体长远规划，缺乏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原料生产加工的优惠政策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必须走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道路。这就需要有
一个综观全局、统筹安排的总体布局，指导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并形成良性循环。没有总体规划布局，林业生
物质能源产业难以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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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林业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程度低

 我区林业生物质能源利用主要还是停留在薪炭柴上，生物柴油、燃料乙醇、压缩成型等方面。天然能源树种资源分
散、难以实现集约经营，采集运输成本高。在全区范围内尚未进行生物能源树种良种选育、种源引种试验。乡土优良
油料能源树种的人工大面积工程造林未大规模开展，管理粗放，生产潜力没有得到挖掘。

 2.3无规模、上档次的能源树种良种繁育基地

 我区还没有一个有规模、上档次的油料能源树种良种繁育基地。良种繁育是实现提高林地产能、经济效益的主要途
径，因此，应加强乡土能源树种的良种选育，并实现良种规模化、基地化生产，才能保证能源林大规模发展的种苗需
求。

 2.4缺乏生物质能源加工企业

 到目前为止，我区无一家企业生产生物柴油，民间有少数企业主观上愿意进行生物柴油生产尝试，但担心加工原料
得不到保证。没有加工企业的收购和生产，农业和林业生产部门发展能源林的积极性难以提高，而没有足够的原料供
应，加工企业难以得到发展。

 3我区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对策与措施

 3.1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总体战略路线

 建设好能源林示范基地与构建新型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链是我区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应坚持的总体战略路线。

 在我区选择适宜的区域，利用政府的扶持资金或项目带动，建立高效能源林示范基地。通过示范基地的示范辐射作
用，激发林农或企业（经济实体）参与发展能源林建设的积极性，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逐步进行推广。我区国有林
场不仅林地面积大，而且在森林经营管理等方面有技术优势，因此，我区能源林示范基地建设应主要放在国有林场，
充分发挥国有林场示范基地作用。根据我区的林业实际，规划好能源林发展面积、林业生物质能源加工企业的数量与
布局等。

 在我区，有不少公司负责人对发展能源林感兴趣，但缺乏发展能源林的技术支撑；林农对发展木本油料能源林有重
要作用，但存在着生产出来的原料产品销售无保障的顾虑。因此，通过林业部门、林农、企业、商贸部门的联合，走
“公司+林业部门+林农”的路子，建立现代林业生物能源产业链。林业部门主要负责能源树种选择、良种选育、种
苗提供、高效能源林营建的技术指导；企业负责收购林农生产出来的原材料，加工并销售加工产品，同时力所能及地
为林农提供部分种苗、造林费用补贴。国有林场由于具备林地和营建技术，可以直接与加工企业合作发展高效能源林
。

 3.2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有效措施

 3.2.1合理规划布局，狠抓示范基地建设

 能源林生产建设必须放开视野，作出战略性规划布局。规划总原则是：注重质量与发展速度；突出规模，形成批量
；增加总产，提高林地效益；在具体规划中，做到4个“坚持”，一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适地适树，因地制宜，充
分发挥我区自然条件优势，有重点地规划发展乡土富油树种能源林；二是坚持新造与改造并重，在积极发展能源新林
的同时，注重对原有低产、低效林的改造，采取更新品种、补植、垦复、施肥等措施，使其上档次、上台阶；三是坚
持基地化发展，一个基地规划2—3个优良能源树种（品种），集中成片发展，使产品形成规模上批量；四是坚持多部
门联合，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对规划发展的能源树种（品种），既抓资源培育与发展，又抓产品加
工与销售，发挥出能源林的经济高效益。

 3.2.2提高认识，落实目标责任

 随着我区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林业主管部门已加大能源林在林业建设中的比重，大力发展能源林是壮大林业产业
经济，增加林业自身活力，促进我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各级领导要从战略的高度对待发展生物质能源，提高
对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源重要性的认识，同时编制林业生物质开发利用的实施方案。此外，还应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
传发展能源林的重要性，为能源林规模化建设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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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推广应用现代林业科学技术

 我区生物质能源树种（品种）繁多，基本没有进行品种选育，良莠不齐，大多呈原生状态，已新造的能源林经营管
理粗放，处于未投产或低产状态。因此，急需采取科学方法，应用现代林业先进技术与科研成果，对我区已经发展的
能源林加强经营管理，努力提高单产和总产。采取“选、引、育”的科学方法，指导我区新能源林基地的建设。从我
区已进行的低产桐林技术改造试验结果来看，效果良好。在相同的立地条件和管理水平下，品种的好坏与效益有明显
差异。因此，对现有新造能源林加强管理，进行品种改良，提高单产与总产大有潜力可挖。推广应用新品种良种、新
方法（工艺）是今后我区发展能源林基地建设的技术保障。

 3.2.4加强领导，广筹资金、健全技术服务体系

 能源林生产建设，涉及面广，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政府要加强领导，大力宣传，加大资金扶持和政策支持。政府应
加大对生物质能源科研经费投入，提高林农政策性资金补助，以调动林农积极性；对能源产品加工企业除给予政策支
持和税收方面的优惠外，应为企业开辟销售渠道，联系企业与科研单位、高校进行产研合作，壮大企业经济和技术实
力，培育龙头企业以带动我区能源林大面积发展，实现能源林规模化、基地化生产。政府要在增大投入的基础上，协
调好各方面的工作。但鉴于我区经济落后实际，必须广泛向社会各方面筹集资金，按照以公司（经济实体）、林农资
金投入为主，国家扶持为辅的原则，动员农民自筹资金用于能源林发展，同时积极争取多形式的投资，鼓励职工、居
民、事业单位人股联营、独资经营与租赁经营等。实行有偿投入，与农民联合开发荒山荒地，兴办绿色产业。鉴于能
源林生产技术性强，有必要建立健全技术服务体系，广泛开展技术交流活动，充分利用科研成果，共同研究解决生产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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