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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一、课题来源与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

城市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各项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

提高。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向往山川秀美的

自然环境，渴望安全、优美、自然、舒适的城乡人居环境。近年来，尽

管我市的生态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生态状况和人居环境有了明显改

善，但现有森林植被仍以马尾松林、桉树林、相思林和荔枝、龙眼果树

为主，而原生的南亚热带次生常绿阔叶林和林分改造中混交乡土阔叶树

种的林分较少，森林树种结构不合理，生物多样性低和生态功能退化，

导致森林生态系统难以发挥应有的生态功能和效益，控制、稳定和改善

生态环境能力不强。因此，若能结合东莞的自然条件、文化传统、风俗

习惯，充分挖掘风水林资源的景观、文化优势，将风水林的保护和利用

结合起来，模仿地带性的风水林森林群落的组成、结构，营建优良的乔、

灌、草复合立体的乡土阔叶树种群落，营造多树种、多色彩、多层次、

多效益的东莞城市森林，使其在当前林业生态和“美丽乡村”建设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为此，针对风水林群落演替时间较长、适宜性较强、群

落较稳定，围绕东莞市风水林风水林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生物多样

性、树种配置等方面，开展了东莞主要树种种质资源收集、利用和营造

林模式展开研究，并于 2016年获得广东省林业厅立项（广东省林业科

技创新项目，项目编号为 2016KJCX018）
二、技术原理及性能指标：本项目在对东莞市大岭山镇大沙村、金

橘村、鸡翅岭村、清溪镇杨梅坑村等四个风水林调查的基础上，对四个

风水林树种、林木生长特征、物种多样性、枯落物、土壤进行了分析，

根据四个风水林乔木重要值，确立了主要树种种质资源收集，在东莞市

同沙生态园、黄旗城市公园、涌镇粮作花卉研究所建议示范基地进行推

广应用，总结了肉实树育苗技术规程，提出了东莞风水林营造林技术措

施。具体技术指标如下：

1、开展了东莞风水林群落物种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研究，并收集

了主要风水林树种种质资源。



（1）东莞四个风水林共有维管束植物 152种，隶属于 68科 123属，

其中，蕨类植物 7科 7 属 8种，裸子植物 1 科 1属 1种，双子叶植物

55科 104属 129种，单子叶植物 5科 11属 14种。

（2）东莞市 4个风水林群落各层片植物密度差异较大，优势树种

组成的植物群落结构呈现出复杂化。

（3）4个风水林群落物种多样性格局为杨梅坑村＞鸡翅岭村＞金

橘村＞大沙村。

（4）4 个风水林地枯落物现存量之间差异较大，介于 2.69～
9.71t·hm-2 之间，最大为鸡翅岭村风水林，其次为金橘村风水林，最

小为杨梅坑村风水林。

（5）东莞 4 个风水林的土壤肥力质量总体上处于中等或以下水

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林内植物的生长，应防止土壤遭受过度开发和

人为干扰。

2、建立了风水林种质资源苗圃 45亩，培育了海红豆、肉实树、黄

心树、红车、浙江润楠、红桂木等苗木，2018-2020年培育苗木 25.5万
株，总结了肉食树育苗技术规程。3、根据对风水林的调查成果和林分

改造试验，以及近年来珠三角地区在生态公益林造林上的实践经验，对

该区域生态公益林造林树种进行了选择，并提出树种混交组合和配置的

建议。

三、技术的创造性与先进性：

1、种质资源采集：本研究从植物重要值出发，选择植物群落重要

值较高的 20个树种做为东莞风水林种质资源。

2、地方特色的风水林及近自然林模式营造：从树种选择、配置原

则、造林密度、林地清理、整地、施肥及抚育管理等方面，提出东莞地

方特色的风水林及近自然林营造模式。

四、技术的成熟程度，适用范围和安全性；

1、项目成熟度：项目在东莞风水林调查和种质收集的基础上，模

拟风水林的树种组成和群落结构在黄旗城市公园、同沙生态园和麻涌镇

粮作花卉研究等地的林分改造中进行了推广应用，同时项目收集的种质

资源和风水林营造林模式已在东莞市林业生态工程中得到应用推广，技

术较成熟。

2、项目适用范围：项目收集的种质资源可为东莞市及珠三角地区

水源涵养林改造、城市林业建设、乡村振兴工程等提供大量的苗木资源；

项目总结的风水林和近自然林营造的树种选择、配置模式及造林技术对

广东省各市区极具指导意义，对提供森林生态效益和乡村人居环境具有

重要的作用，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3、项目安全性：项目收集的东莞市风水林树种，全部为乡土乡土

树种，不存在外来入侵物种，不存在物种的安全性问题；造林模式是对

东莞风水林造林模式的总结，是实践基础上的总结，也不存在安全性问

题。

五、应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1、应用情况：项目收集了 20种种质资源，可为东莞市及我省其他

地区提供具有地方特色和利用前景的珍贵用材树种、景观树种木等良种

壮苗和繁殖材料。目前已培育海红豆等 10000株，应用到东莞市水源涵



养林改造、彩色林业工程、风景林建设等林业生态工程和苗木下乡活动，

以及三个示范林的示范推广作用，将对风水林树种进一步推广起到很好

的示范作用。

2、应用存在的问题：无 六、历年获奖：2019 年 3月在《热带林

业》发表“东莞清溪杨梅坑风水林群落特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