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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水土保持和自
我更新能力差，对原生物
种有极大排抑性，对环境
不友好。大面积连片种
植，很容易导致土地贫瘠，
造成原生物种衰减、退化
等严重生态问题，形成‘绿
色荒漠化’。”云南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段昌群教授如
是说。

像段昌群教授这样，
认为桉树破坏生态的人士
有很多。广东海洋大学理
学院应用化学系李思东教
授呼吁：加快建立健全桉
树种植的监控和防护体
系，组织有关专家对种植
桉树区域进行生态环境质
量监测；责成地方政府加
强对桉树种植的规划和管
理，界定能种和不能种的
区域，发现违规种植要坚
决制止。

自20世纪90年代起，
我国开始大规模种植桉
树。在广西、广东、福建、海
南等水热条件好的地区，桉
树发展最为迅猛。目前，全
国每年由桉树生产的木材

总产量超过 3000万立方米，而全国每年木材
总产量不到 9000万立方米，桉树占全国木材
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保障了我国木材安全。
目前，我国桉树人工林面积达到了 440 万公
顷，其中，广西拥有桉树人工林面积 200万公
顷，在其每年 2480 万立方米木材产量中，桉
树以1700万立方米独占约70%。

随着桉树种植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
经营周期的不断缩短和连栽代数的增加，桉
树人工林的生态脆弱性进一步凸显，桉树发
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激化，以致在全
社会引发了一场空前的争论。从 2010年起，
南方连续三年大旱，公众更是把焦点对准了
有着“抽水机”之称的速生桉。

对国内主要媒体有关桉树问题的报道，
中国林科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何友
均曾专门作过统计分析。何友均发现，从
2005 年至今的十多年间，桉树产业问题一直
是媒体关注的热点：批评和否定桉树速生林
报道占 32.56%。

“生态学专家对桉树产业大多持否定态
度。他们认为桉树作为一种速生丰产树，生
长速度快，成材周期短，生命力顽强，易存活，
能在短时间内吸收大量的水分和养料，在同
一片土地上，势必攫取有限的水分和养料，降
低地下水位，导致土壤肥力降低，破坏了生物
多样性。此外，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大
量的天然次生林被毁，极大地破坏了生态平
衡。因此，大力发展桉树速生林的步伐应该
减慢、甚至停止。”何友均说。

我国工业化地发展桉树 20

多 年 来 ， 经 历 了 3 至 4 个 轮 伐

期 ， 每 年 生 产 桉 树 原 木 至 少

3000 万立方米，已支撑起一个

发达的木材工业群。一公顷桉树

林的立木生长量，大致相当于北

方 10 公顷普通森林，或大致相

当 于 100 公 顷 大 兴 安 岭 的 天 然

林。如果没有桉树，从理论上来

讲，我国东北林区早已被砍光。

桉树以局部地区的生态代价，缓

解了全国森林资源的压力，对全

国生态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桉树没有错，错在不科学

的产业发展模式。凡是没有限定

桉树单片面积和规定在桉树造林

区保留原生植被的国家，桉树的

发展迟早会招致当地社会的抵

制，比如印度、刚果。凡是规定

必须在桉树造林区保留一定原生

植被的国家，桉树产业发展的社

会环境就比较友好，比如巴西和

印尼。”中国林科院林业科技信

息研究所研究员侯元兆说。

桉树生长非常迅速，近自然

低碳发展模式，每年每公顷桉树

立 木 生 长 量 可 达 30 立 方 米 以

上，造林经营成本节省 30%以

上 ， 工 效 提 高 3 至 6 倍 。 除 巴

西、印尼等国法律对桉树单片造

林面积有一定的限制外，虽然各国桉树栽培集约化程度

不一样，但一般都是全垦整地、纯林经营。20 多年

来，中国桉树发展更简单，没有单片面积的限制，没有

在造林区保留一定面积原生植被的硬性规范。在很多山

区，桉树造林基本上都是大面积火烧以后，再全垦整

地，挖坑施肥，植树后就是除草、追肥、防病、治虫，

等到大约五六年采伐运走干材，把枝丫丢弃在林地上，

然后再如法炮制第二个种植期。有些公司在造林区炼

山、整地，大面积消灭原生植被。山顶、沟谷、路边，

能栽树的地方绝不放过。数十万亩地集中连片造桉树

林，彻底改变了当地景观。有一些企业并无造林技术，

更不懂生态保护，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发展桉树林，质

量极差，环境代价很大，导致水土流失。

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大面积炼山，大规模全垦整

地，大范围营造短周期纯林，越来越依靠化肥维持生

长，长期密植造林，长期外延发展。可以看出，这是一

个高碳源、低碳汇、日益走向对抗大自然的模式。在这

个模式走到尽头时，一些地方又发展到另一个极端：不

顾国家政策和方针，不顾加工企业的原料供应，武断地

禁止发展桉树。

“在巴西、印尼等桉树产业发展较好的国家，工业

原料林的发展都有严格的生态规划。比如，印尼法律

规定造林区原生植被必须至少保留 20%，巴西则规定

要保留 25%，否则经营者会受到严厉惩罚。”侯元兆认

为，桉树产业发展必须从传统模式调整为近自然低碳

模式：与天然植被镶嵌配置，保证造林区天然植被占

20%以上；废除全垦整地，改挖树坑为打暗穴，幼林抚

育不松土，尽可能减少土壤扰动，保持 80%的造林土地

的土壤碳库，避免水土流失；废除炼山，改为化学除草

和条带清场，让 80%造林规划面积上的杂灌、杂草等有

机物缓慢腐烂，变为有机肥料。

桉树：生态的杀手还是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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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选种桉树

桉树作为我国主要速生
丰产树种之一，为缓解木材供
需矛盾作出了重要贡献。然
而，随着桉树的大规模种植，
由桉树所引发的生态争议也
引起了广泛关注。当前，在南
方桉树主要种植区，有关桉树
破坏生态的传言颇多，诸如：
桉树毒性强、毒效长，污染水
质，桉树“林下不长草、林上无
飞鸟”；桉树是“抽水机、抽肥
机”，种植速生桉严重影响水
土保持；桉树严重破坏生态，
导致南方干旱。新年伊始，
《经济日报》记者深入桉树人
工林面积居全国第一的广西，
进行调查采访。

2010 年以来，我国西南连续几年遭
遇大干旱，有传言说是桉树引发的。为
此，国家林业局与中国气象局专门组织
专家组进行现场调查，最后形成了一份

《关于西南地区旱灾成因及桉树种植对
旱灾影响的调研报告》。

“西南大干旱与桉树完全没有关
系。2010 年以来西南干旱的成因是多
方面的，最大的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和
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加剧。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气候变暖使全球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不断增多，东亚地区也呈现加
剧趋势。自 2009 年 6 月起，赤道中、东
太平洋海水异常偏暖，出现了新的一次
厄尔尼诺事件，引发大气环流异常，导致
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发生干旱。对于中
国而言，厄尔尼诺使北方冷空气难以南
下影响西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暖湿气
流较弱，西南地区水汽供应不足，加上云
贵高原本身特殊地理位置，西南干旱就
接连发生。”中国气象局气候中心研究员
陈峪说。作为调研组专家，陈峪深入西

南旱区和桉树主要种植区，作了深入细
致的考察。

陈峪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我国西
南地区是多种季风环流影响的过渡交叉
地带，干湿季节分明。根据统计，近年来
频繁发生干旱的云南，自公元 1300年到
1979 年，总共发生大旱 75 年、小旱 126
年，每 9 年就是一个大旱年。气候是由
全球洋流、气旋和季风来影响的。森林
可以改善局部的小气候，比如增加空气
湿度，但对于大的区域或全球尺度气候
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我国桉树 80%
左右分布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沿
海省份，云南、四川、湖南、江西、贵州等
省约占 20%。广西桉树主要分布在东
部和南部，干旱严重的河池、百色等西北
部很少种植。四川桉树种植面积 8 万公
顷，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周边地区，干旱
严重的攀枝花地区种植较少。云南桉树
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在思茅和楚雄等
地，干旱最严重的曲靖很少种植桉树。

“说桉树是造成云南干旱的罪魁祸首显

然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桉树人工林对生态的负面影响

的争议，其实在国际上也曾发生过。谢
耀坚说，在印度、巴西、肯尼亚等大量引
种桉树的国家，关于桉树导致地下水下
降、地力衰退甚至致癌的传闻甚嚣尘上，
印度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毁桉事件。到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长期的学术对立最
终引发了一场对桉树生态作用空前的、
全球性的大讨论。最后，联合国粮食与
农业组织不得不出面，组织瑞典、巴西、
西班牙、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的科学
家，对桉树人工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
分析，并于 1985 年出版了《桉树的生态
作用》一书。该书认为：桉树人工林对贫
瘠土地有恢复作用，对轮伐林地没有发
现不可转变的地力衰退现象；桉树人工
林并不像常被人们指责的那样不适于鸟
类生活。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调查
结果，肯定了桉树人工林在生态方面的
正面作用，关于桉树的全球性争论由此
基本平息。

有人说，桉树是“抽水机、抽肥机”，
污染水质，导致水土流失、地力枯竭、地
下水位下降。真是这样吗？

走在广西高峰林场桉树林间，不一
会鞋底就湿透了。高峰林场总面积89万
亩，跨武鸣、宾阳、上林 3 县，以及南宁市
兴宁、青秀、西乡塘 3 城区，木材蓄积量
265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83.7%。由
于森林茂密，小气候极其宜人。

“桉树根系只有 4 米深，地下水一般
都在几十米深处。说桉树吸干了地下水，
纯属无稽之谈。”广西林科院副院长项东
云研究员说。恰恰相反，桉树的水分利用
效率很高，经光合作用合成干物质时耗水
量较小。科学研究表明，生产1公斤重量
的干物质，桉树耗水为 785 升，松树需
1538升，相思、黄檀、香蕉需1323升。桉
树单位收获量所消耗的水分只及针叶树
种的51%。由于桉树生长快，总的用水量
可能会比其他树种多一点，但桉树都是种

在降水充沛的地区，问题不大。
谢耀坚曾在广东雷州半岛作过监

测，发现桉树水分蒸腾只占降水量的三
分之一左右。每年蒸腾加蒸发总量不到
1100 毫米，远小于当地年均 1500 毫米
的降水量，不会造成地下水减少。他参
与的中澳合作“桉树与水”项目研究结果
也表明，雷州半岛桉树林水源涵养功能
很好，夏季对地下水的补给很明显。

在高峰林场长客分场，郁郁葱葱的
桉树林下，有一座龙门水库。碧波如玉，
顺着山谷，荡漾开去。高峰林场林业研
究中心主任魏国余走到水边，使劲跺了
跺脚，一群小鱼惊慌着奔逃。“分场职工
喝的都是这里的水。库里从不投饵料，
鱼好吃着呢！”魏国余说。

桉树林间水清鱼肥，为何有人说桉
树污染水质呢？

2015 年 9 月，广西林科院组织调查
组，专程来到广西柳江县龙怀水库。之所

以调研龙怀水库，是因为新近有媒体报
道，龙怀水库周边种桉树，导致水库水位
下降、水体富营养化。调研组实地调研发
现，水库坝首入口处一侧山体种有连片桉
树，距水库最近处约为 200米，大部分距
离水库 500米以上。桉树林下方为原生
植被、苗圃、果园。山脚发现明显溪流，水
体冰凉清澈，两侧原生植被保存完好。调
查组分别提取水库水和桉树林地表水各
500毫升。检测结果显示：龙怀水库水存
在明显鱼腥臭味，总磷、总氮超标；桉树林
地表水无异味，水质优良。进一步调查发
现，龙怀水库水质较差，是因养鱼过量投
放饲料，与桉树无关。调查组又调取了龙
怀水库过去 10 年间降水量与入库量数
据，发现库容量与降水量变化趋势一致。
原来，龙怀水库前不久排水降低水位，以
进行第二次水库除险加固。

“所谓桉树导致水质、水位下降，纯
属无稽之谈。”项东云说。

农历腊月，北方天寒地冻，广西崇左
东门林区依旧莺歌燕舞、绿意盎然。一
棵棵粗大的桉树拔地而起，直插云霄。
树下是密密麻麻的灌木、杂草，由于近期
没有人工清除过，这些杂草已长到一人
多高。

东门林区面积达 31.5 万亩，属国有
东门林场经营。东门林场场部位于广西
崇左市扶绥县东门镇，每年无性繁育良
种桉苗 5 亿株，是亚洲最大桉树基因库、
广西最大桉树苗木科研和生产基地。东
门林场除了东门镇 31.5 万亩林地外，还
在南宁、百色、梧州、贺州、桂林等地30多
个县市拥有场外造林面积超过 33 万亩。
这些人工林以速生丰产的桉树为主。

眼前这片桉树是由华侨分场26林班
1993年4月所种，面积150亩。关于桉树

“林下不长草、林上无飞鸟”的传言，被林
中悦耳的鸟语和茂密的杂草一扫而光。

当听到有人问起“桉树是不是有毒
时”，东门林场办公室主任梁孟品忍不住
笑了。他随手薅下一把桉树叶，当着大
家的面塞进嘴里，皱着眉嚼碎了咽下
去。“桉树含桉叶油，味道不好，但是肯定

没有毒。你们看，我这不好好的！”
“所谓桉树有毒，只是社会上的误

传。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国宝树袋熊以
吃桉树叶为生，如果桉树有毒，树袋熊早
就灭绝了。不少药物喉片中也含有桉叶
油成分。”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
主任谢耀坚肯定地说。为搞清桉树究竟
有没有毒，谢耀坚多次去桉树原产地澳
大利亚调查。他发现，澳大利亚从南到
北各大城市饮用水源的涵养林基本上都
是桉树林。非常注重健康和生态安全的
澳大利亚人从未说过桉树林区水源不
好，更不要说指责桉树有毒了。

44 岁的林场子弟潘茂川在自己承
包种植的桉树林里放养了 3000 只鸡，7
个月左右出栏，每年能养两茬。因为纯
自然散养，肉味鲜美，城里饭店都上门收
购，每斤能卖 18 元。扣除黄鼠狼每茬大
约吃掉 300 只左右的损失，他每年净挣
4 万元。仅此一项，比起他以前出门打
工每年万把元的纯收入要高得多。“要是
桉树有毒，虫子也活不了。我养的鸡不
是毒死，就要饿死。”潘茂川说。

桉树起源于干燥少雨的澳大利亚，

为缓解太阳炙烤，桉树叶子着生方式属
于下垂悬挂的，树冠看上去很稀疏，透光
性很好，适于林下动植物生长。谢耀坚
认为，由于桉树林是一种人工生态系统，
又是集约经营的纯林，其生物多样性比
自然生态系统肯定简单多了。据对雷州
半岛 5 个不同地点桉树林下的采集调
查，桉树林下植物种类共计 61 科 127 属
150 种，表明桉树人工林并未显著降低
雷州半岛的森林植物多样性。福建长泰
岩溪林场洪长福等人对漳州尾巨桉林下
植被调查也表明：林下植被共有 29 科
49 属 53 种。在桉树原产地澳大利亚，
桉树林中动植物资源丰富，随处可见袋
鼠、鸟类。

“现实中确实存在个别情况，桉树林
下植被很少。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是桉树种得太密，每亩 300 株以上，林
下无阳光，营养竞争激烈，造成植被稀
少；二是有些地方在造桉树前本身就没
有植被，但桉树长起来了，只能说明桉树
的适应性强；三是人工抚育强度太大，除
草及时、彻底，高度集约经营，导致林中
没有杂草。”谢耀坚说。

桉树成了众矢之的

“桉树致旱”是真的吗？

桉树有害水土吗？

桉树有毒吗？

上图 广西崇左市扶绥县东门镇东门林场华侨分场1993年4月

所种的桉树已长成参天大树，树下灌木、杂草有一人多高。

右图 我国工业化地发展桉树 20 多年来，已支撑起一个发达

的木材工业群。图为广西扶绥桉林木业公司工人正利用桉树加工

板材。

上图 桉树幼苗。

（以上图表均由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谢耀坚提供）

桉树是桃金娘科桉
树属及其亲近桉树属、
杯果木属和伞房属植物
的总称，种类非常多，共

有900多种。桉树是常绿木本植物，其中大
部分是乔木，绝大多数自然分布于澳大利亚，
少数几种分布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
亚和菲律宾。

桉树是世界上长得最快的树木。一棵
30厘米高的小苗栽种下去，一天可长3-5厘
米高，一个月可长1米多高，当年就可以长
到 8米甚至 10米高。桉树生长快，成材周
期短，一般5年即可成材，个别情况甚至3年
就可采伐。而我国北方生长较快的落叶松，
至少要50年才能成材。对不同环境下植物
光合作用比较研究表明，桉树具有强生产力
和强固碳能力。因而，桉树是利用价值较高
的树种之一，现在被成功引种到世界上120
多个国家，木材主要用于制浆造纸和人造板
原料，也可作为实木用材，林副产品可提取桉
叶油。

关于桉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