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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情况概要：

“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示范项目（二期）”中国赤峰项

目区，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三义井林场，林场总经营面积14645 hm
2
。项目

实施面积323.31hm
2
，其中建设半干旱荒漠化区植被恢复示范林105.67hm

2
，建设

沙生树木示范园10 hm
2
，建设低效林改造示范林 38.66 hm

2
，提升一期项目综合

效益与示范成效109hm
2
，建设沙地经济示范林3.33 hm

2
，建设林苗复合经营示范

林53.65 hm
2
；栽植地被花卉3h㎡,建设荒漠化防治成果展览室500㎡。项目总投

资1784.90万人民币，其中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援助资金1436.64万人

民币，林场配套348.26万人民币。

“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示范项目（中国赤峰项目区）（二

期及二期增项）”于2020年启动，项目以防沙治沙、植被恢复、沙产业和成果展

示为主要建设内容，在一期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项目示范内容，通过建设

半干旱荒漠化区植被恢复示范林、低效林改造示范林、沙生树木示范园和荒漠化

防治成果展览室，建设林苗复合经营示范林和沙地经济示范林，主要是优化调整



林业产业结构，通过与社区合作和群众参与，增加社区群众经济收入，实现森林

可持续经营，为大中亚区域同类地区建立示范模式；建设沙地公园，主要是在保

证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沙地资源，发挥其多功能作用，提高人们的生态

文明意识和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期为2020年3月至2023年12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部分内容进

行了变更，经APFNet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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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项目简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特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

议以来，中国和中亚国家以及蒙古间的交流与合作日趋活跃，这一倡议引起了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得到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特别是处于欧亚大陆腹地的中亚地区，

也为新时期欧亚地区各国进一步深化合作描绘了宏伟蓝图。2015年，内蒙古被纳入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范围，成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域的16个省份之一，也是大中亚区域中

国6省重中之重。

内蒙古敖汉旗位于燕山山脉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属于科尔沁沙地南缘，全旗总

土地面积8.3万hm2，土地沙化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多年来，敖汉旗在植被恢复、沙产

业开发利用和防沙治沙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敖汉旗“全球

500佳”环境奖、国家林业局授予敖汉旗“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全国科技兴

林示范县”等称号。敖汉旗三义井林场依托退耕、沙源、德援、日援等重点项目，充分

利用林场自身优势，打造精品工程285.33hm2，连续被评为全旗的亮点工程，有利带动

了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经过充分的实地考察，亚太森林组织选定敖汉旗三义井林

场作为中国项目区。

图 1 敖汉旗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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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赤峰市东南部敖汉旗三义井林场（120°14′~120°

22′E，42°30′~42°51′N），东与敖汉旗木头营子乡新窝铺村毗邻，南与敖汉旗木

头营子乡岗岗营子村相邻，西与敖汉旗木头营子乡东湾子村毗邻，北与敖汉旗长胜镇三

义井村相邻，京通铁路贯穿全境。国有三义井林场距敖汉旗人民政府所在地80km，全场

东西长约15km，南北长约20km，总面积3771.3hm
2
，符合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

织示范项目相关条件和要求。三义井林场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属于典型的风沙区，地

势较平坦，海拔高度为460-500m之间。林场属于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全年干旱少雨，

年均气温为7.0℃左右，极端最低气温-29.7℃，极端最高气温39.9℃，年日照时数2900

小时，年降水量360mm，年蒸发量2400mm，生长期143天。平均风速3.5m/s，年大风日数

40天左右。本区域土地沙化造成植被恢复难度大，森林质量差、效能低，严重影响当地

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

图 2 项目区位置图

在亚太森林组织的资助下，“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示范项目（中

国赤峰项目区）（一期）”项目，于2017年启动，至2019年完成。项目以植被恢复、沙

产业开发利用和防沙治沙为主要建设内容，通过建立集多种先进成熟技术在内的林业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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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促进区域植被恢复，发挥森林的多功能作用和综合效益，减缓和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有效防治荒漠化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为大中亚区域类似地区沙

地治理的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建立典型示范。

在一期项目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示

范项目（中国赤峰项目区）（二期及二期增项）”（项目编号：2019P4-INM）于 2020

年启动，项目以防沙治沙、植被恢复、沙产业和成果展示为主要建设内容，在一期项目

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项目示范内容，提升一期项目综合效益和示范成效，通过项目的

实施，建成集“防沙治沙、植被恢复、资源利用”三位一体的沙地综合治理示范基地，

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高森林质量和效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也将对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1.2 项目目标

1.2.1 项目总体目标

本项目以防沙治沙、植被恢复、沙产业和成果展示为主要建设内容，在一期项目的

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项目示范内容，通过建设半干旱荒漠化区植被恢复示范林、低效林

改造示范林、沙生树木示范园、沙地经济示范林、林苗复合经营示范林和荒漠化防治成

果展览室，提升一期项目综合效益和示范成效，建立集多种先进成熟技术在内的示范区，

优化林种、树种结构，促进区域植被恢复、扩大区域森林面积、提高荒漠化地区生态系

统质量，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和利用，提高林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充分

发挥森林的多功能作用和综合效益，有效防治荒漠化和改善生态环境，加强与周边社区

合作，使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到项目建设中来，改善农牧民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实现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为大中亚区域同类地区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

用建立多层次、多功能的典型示范。

1.2.2项目具体目标

主要包括以下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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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实施半干旱荒漠化区植被恢复示范林，扩大项目区森林面积，提高林分质

量和森林的多功能效益，为大中亚区域同类地区建立典型示范。

2.建设沙生树木示范园，展示适合当地生长的沙生树种多样性，为防沙治沙和荒漠

化区植被恢复提供树种选择和造林示范。

3.建设低效林改造示范林，提高林分质量和综合效益，为半干旱荒漠化区低效林改

造提供示范。

4、对一期项目实施丰产技术措施，持续开展抚育管理和成效监测，提升项目成果

的综合效益与示范成效。

5.建设荒漠化防治成果展览室，展示“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示

范项目”建设成果，以及敖汉旗和赤峰市荒漠化治理成果和成功经验，提高项目的示范

效果。

6.建设林苗复合经营示范林，通过与社区合作，创建林场与社区共建、共管机制，

增加社区群众经济收入，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

7.建设沙地经济示范林，优化调整林业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社区群众经济收

入，为大中亚区域同类地区建立示范模式。

8. 建设沙地公园，合理利用沙地资源，在保证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发挥其多功能

作用，通过沙地体验和自然教育，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

9.建设防火巡护道路，与已有道路联通形成闭合防火巡护道路，提升森林火灾的防

御能力和项目区的管护能力。

10.通过举办培训班，开展国内外交流，提高项目建设质量，拓宽林场管理技术人

员视野，提高林场经营管理水平。

11.根据项目实施进展和阶段成果，广泛开展宣传，扩大项目影响力，提高项目知

名度，达到预期示范效果。

12.通过建立监测和评估体系，对项目进展和成效进行综合评价，为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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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示范推广提供科学依据。

1.3 项目预期产出和成果

1.3.1 建设实施半干旱荒漠化区植被恢复示范林105.67 hm
2

（1）建设沙地针阔混交示范林6.67hm
2

（2) 建设穿沙公路防护示范林10hm
2

（3）建设半干旱荒漠化区针阔混交示范林55.67hm
2

（4）建设半干旱区植被恢复示范林33.33 hm
2
(增项)

1.3.2 建设沙生树木示范园10 hm
2

1) 建设沙生树木示范园10 hm
2

2) 建设配套设施

1.3.3 建设低效林改造示范林38.66 hm
2

（1）建设带状改造模式示范林13.33hm
2

（2）建设林下改造模式示范林13.33hm
2

（3）建设块状改造模式示范林12.00hm
2

1.3.4 提升一期项目综合效益与示范成效

（1）示范林抚育管理109hm2

（2）经济林丰产经营79hm2

（3）成效监测

1.3.5 建设荒漠化防治展览室500m
2

1.3.6 建设林苗复合经营示范林53.66 hm
2
(增项)

（1）建设糖槭复合经营示范林 40.33hm
2
；

（2）建设文冠果复合经营示范林 3.33hm
2
；

（3）建设樟子松复合经营示范林 6.66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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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云杉复合经营示范林 3.33hm
2
。

1.3.7 建设沙地经济示范林3.33hm
2
（增项）

沙地营造多树种、多品种的沙地经济示范林3.33 hm
2

1.3.8 建设沙地公园（增项）

沙地栽植地被花卉3hm
2

1.3.9 建设防火巡护道路8公里

修建防火巡护道路8公里，路宽3.5米，联通二期工程修建的沙生树木园和穿沙公

路示范林，形成一条闭合的防火巡护道路。

1.3.10 林场能力建设

（1）技术培训，提高林场管理人员技术水平。

（2）国内学习交流

（3）国际学习交流

2 项目执行

2.1 项目时间表和执行安排

项目实施时间为 2020年 3月至 2023年 12月，项目在建设实施半干旱荒漠化区植

被恢复示范林、建设沙生树木示范园、建设沙生树木示范园、建设低效林改造示范林、

荒漠化防治展览室、林苗复合经营示范林等 12个方面开展了 20多项活动。项目执行按

年度计划，在技术专家指导下制定方案，由敖汉旗三义井林场具体实施，赤峰市森林草

原保护发展中心负责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管，亚太森林组织负责项目监督与评估。到目前

为止，项目预期活动全部完成。其中对增项活动的沙地公园的部分建设内容进行了调整，

将穿沙步道 2公里、休闲垂钓水塘 1等部分活动内容变更为建设护林防火巡护道路 8公

里及国际交流。

2.2 项目资源和费用

2.2.1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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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预算资金 1784.89万元。其中 APFNet 资助 1436.64 万元，项目建设单位

自筹资金 348.25万元。

实际到帐林场资金 1784.89 万元。其中 APFNet到帐 1297.97万元，自筹资金到帐

348.25万元。

2.2.2资金管理

严格执行中央、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目财务规章制度，结合亚太森林恢复

与可持续管理组织关于项目资金使用的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保证

项目资金安全高效使用。项目单位分年度编制项目预算，报亚太森林组织审核后实施。

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并单独建账进行核算，每项产出活动验收合格后，由经办人员填写报

销凭单，经财务科审核、项目办负责人签字后方可支付，支付方式一律采取支票或汇款

的方式进行。

项目每年聘请有资质的机构对项目财务资金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检查，保障项目资金

使用规范合理。项目预算资金全部用于本项目建设，无挪作他用现象，每年为组织提交

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除提交的变更申请资金变更外，其他资金使用均严格按照项目预

算执行。

2.3 监测、评估和项目报告

2.3.1 项目监测

（1）项目活动的内部监测

赤峰市林业和草原局与三义井林场根据项目实际需求，聘请内蒙古农业大学和赤峰

市林研所的专家为项目实施提供全程技术支撑，确保项目示范和培训活动能有效实现预

期产出，赤峰市林业和草原局委托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和内蒙古农业大学的专家、教

授对每年对赤峰市敖汉旗三义井林场项目建设进行全面监测并形成监测报告，以保证切

实达到项目建设总体要求。

（2）项目成效监测评价

项目建立了固定样地监测网络，包括一期设立的9个样地（23个样方）和二期及二

期增项设立的13个样地（39个样方）开展营造林效果监测。分别于2020年、2021年和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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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展了项目成效监测。采用固定样地复测、问卷、访谈等方式，发放问卷200份，

对项目对当地生态、社会和经济的贡献进行了全面监测。形成了分年度的《大中亚大中

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示范项目（二期）监测报告》

2.3.2 项目评估

2021年9月，项目接受了亚太森林组织委托的专家开展了中期评估工作。评估期间，

评估组实地考察了半干旱地区的沙区示范林、沙生树木植物园、恢复退化的杨树林、沙

漠防治展览馆、提升一期项目的森林综合效益的建设情况。评估组认可了项目执行方在

项目前半期内取得的积极进展，每一个项目活动都遵照项目建议书和工作计划的规定进

行，计划的活动得到了充分实施，并达到了相关的目标，尤其是高标准和高质量完成的

完成了沙地植被恢复示范林基地（混交林建设）、杨树退化林改造、沙生植物园建设。

评估发现，项目植被(森林)恢复措施的初步效果已经显现，从成活率(86%--90%)、树木

长势和生物量等方面看，如沙地树种组合和混交方式、项目退化杨树林改造示范基地等。

水土保持方面的长期效益在造林后5年内可显示出来。此外，社区参与项目活动，项目

与周边群众及社区分享收益，项目区与敖汉旗干部学院生态教育基地相连共同建设生态

宣教基地，提升项目的宣传教育及项目建设可持续性，提升周边群众生活水平，使项目

达到三效合一。

2.3.3 项目报告

项目实行年度报告和年度计划制度，每年形成年度计划和总结报告，报亚太森林组

织批准。

2.4 宣传报道与知识共享

在项目启动、执行和验收的各阶段积极收集各类资料、图片、视频，编辑制作中英

文宣传册。通过网络、媒体、出版物，示范基地参观及培训等多种形式，对项目的阶段

性成果进行宣传报道，扩大项目影响力，提高项目知名度。

1、分别于2020-2024年在中国敖汉旗政府网站、中国赤峰林业网站、中国内蒙古自

治区林业网、红山晚报、中国赤峰日报、中国绿色时报、内蒙古新闻网、《内蒙古林业》、

《中国林业》等网络、媒体、杂志上发表关于项目的文章20余篇对项目进行宣传报道。

2、编制了《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示范项目技术手册》1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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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200本，制作了3部项目宣传片，项目区内树立永久宣传牌6块。

3、运用项目建设的荒漠化展馆，对敖汉旗的荒漠化治理经验和项目的治沙造林示

范模式进行展示宣传，建成以来接待参观人员1000人以上。

4、项目建设的马场梁沙地植被恢复示范区被选为教育和培训基地，结合敖汉旗干

部学院教学向本地和国内外参观者开放，自示范区建成以来，约有2000人次进行了参观，

宣传了项目建设效果，分享了多功能林业实践经验。

5、在2021年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召开的“中国森林经营---保护与利用”

研讨会上进行发言，分享了项目在荒漠化地区防沙治沙成功技术经验、典型示范模式和

沙区经济林高效丰产系列技术。

6、2022年7月，在“一带一路”国家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及沙尘暴防治

高级官员研修班上，该场场长、林业正高级工程师陈明川应邀作了主题为“大中亚区域

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项目在中国.敖汉旗”的专题讲座，得到了与会36 个国家、

经济体的高级官员、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3. 项目合作方作用

为确保项目顺利有效实施，建立由项目指导委员会、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专家、

项目技术指导小组、项目执行办公室组成的项目管理体系。

3.1 监督管理机构情况

项目指导委员会由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赤峰市林草局、赤峰市森林草原保护发展

中心、敖汉旗政府、敖汉旗林草局有关领导、林场负责人员和相关专家14人共同组成，

亚太森林组织派驻观察员，参与项目指导委员会会议。委员会负责全面指导项目管理及

实施，争取项目相关政策支持，协调落实项目配套资金，审定年度实施计划和计划执行

情况，负责项目变更审议，研究解决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每年召开了项目指导

委员会会议，听取项目进展汇报，审定下一年度计划，全面发挥了项目指导管理作用。

项目管理办公室设在赤峰市森林草原保护发展中心，为项目管理及监督主体，在亚

太森林组织及项目指导委员会指导下，负责项目具体监督管理工作，把控项目进度及活

动产出质量，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根据批复的项目工作计划，负责项目的全面管理，

监督项目的实施，根据项目年度计划中批复的专家需求及时组织专家聘用工作，审核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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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产出报告。建立了完整的项目管理档案。

3.2 执行机构情况

执行机构按照项目总体计划和年度计划的要求，加强组织管理、科技投入、示范推

广和资金使用，圆满完成了项目规定的任务。

（1）成立项目执行办公室，加强项目实施管理。项目实施单位三义井林场成立了项

目实施办公室，包括1名项目主任、1名项目执行主任和7名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此项工作。

工作中制定项目活动计划，安排时间表；同时积极同项目管理办公室、亚太森林组织进

行汇报和沟通，有力的保证了项目活动的顺利开展。

（2）强化科技支撑，确保项目质量。聘请有荒漠化治理和植被恢复的新理念、新技

术、新方法的相关国内外专家开展培训工作。此外，项目还聘请了赤峰林业研究所、内

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和建设需求提供了如

规划、培训、监测、评估等长期、多层次的技术指导，保证了项目活动的质量。

（3）严格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项目资金单独建账、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保

证项目资金的安全使用。项目报账采取报账申请表和审核单制度。项目活动结束并通过

验收后，由项目活动的具体执行人提出申请、项目执行主任进行审核、项目管理办公室

主任审批后方可报账支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切以项目建设为先，当资金不能及时到

位时积极筹措资金，垫付资金也要保证项目活动及时开展。

3.3 其他项目合作方情况

（1）技术咨询专家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技术支撑，具体主要提供项目实施过程中所

需的造林、抚育、林苗复合经营等各类技术指导、咨询、培训和监测，完成了项目监测

报告。

（2）社区群众参与到森林经营管理中，并且收益共享。例如，项目与当地农民合

作社签订了“林苗复合经营”合同，项目造林完成后，合作社负责经营和销售，包括投

入劳动力。受益所得将按 3:7的比例由项目和合作社分配。

（3）其它活动如能力建设中的荒漠化防治成果展览室基础设施施工、相关材料和

硬件设备等采购均通过招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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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PFNet的作用

（1）项目实施始终得到了 APFNet的大力支持。APFNet每年至少召开项目协调会

议一次，对项目进行组织调度，评审项目年度计划，在二期项目实施过程中，追加了二

期增项建设内容，并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同意对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

（2）APFNet设置专人进行项目联络，多次深入项目实施单位进行指导，跟踪项目

进展。协调中国绿色时报进行了多次专题报道，多次组织项目相关人员到泰国、柬埔寨、

云南省普洱市万掌山林场思茅亚太教育基地、甘肃省天水秦州森林体验教育中心、浙江

省国家森林体验自然教育基地、赤峰喀喇沁旗旺业甸实验林场等地进行考察交流，学习

了各地关于森林经营、森林保护与利用方面的先进经验。

4. 项目表现

4.1项目成就

通过近 4年的实施，项目建设效果明显，达到了预期目标，提高了林场管理人员素

质，转变了林场经营管理理念。通过项目的实施，建成集“防沙治沙、植被恢复、资源

利用“三位一体的沙地综合治理示范基地，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高森林的质量和效

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将对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

理利用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本项目完成了项目设计的任务，达到了项目的预期目标。

4.1.1 二期项目

4.1.1.1 半干旱荒漠化区植被恢复示范林 72.347hm2

针对项目区的气候类型和立地条件，选用抗逆性强的优良固沙树种，采用多树种混

交配置模式和沙区植被快速恢复系列技术，促进提高林分的稳定生和沙地生态系统的质

量，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在达到防风固沙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林分产出和经济

效益，可促进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大中亚区域及其类似地区植被恢复与防沙治沙

综合治理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撑和示范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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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半干旱区植被恢复示范林造林模式一览表

造林模式
面积

（公顷）
地点 混交树种 来源

保存率

（%）

沙地针阔混交

示范林
6.67

三义井林场治沙分场关

家甸子丘间地内

樟子松、榆树、

沙地柏、金叶榆
二期 91

穿沙公路防护

示范林
10

三义井林场治沙分场通

往关家甸子砂石路两侧
樟子松、金叶榆 二期 89

半干旱荒漠化

区针阔混交示

范林

18.14
三义井林场陈家洼子分

场马场梁
樟子松、卫矛 二期 93

半干旱荒漠化

区针阔混交示

范林

18.93
三义井林场陈家洼子分

场马场梁
樟子松、山桃 二期 93

半干旱荒漠化

区针阔混交示

范林

18.60
三义井林场陈家洼子分

场马场梁
油松、元宝枫 二期 93

合计 105.67

（1）建设沙地针阔混交示范林 6.67 公顷

选择三义井林场治沙分场关家甸子丘间地内，将樟子松（4年生以上容器苗，苗高

≥1米）与榆树（苗高≥1.5米，地径≥1cm）进行带状混交，混交比例 6：4,混交林面

积 6.67公顷，其中樟子松 4 hm2，榆树 2.67 hm2。造林后，定期进行抚育管理和林地管

护，设置监测样地 3块面积 0.3 hm2，为提高示范、宣传效果，增加栽植 APFNet(logo)

一处，栽植沙地柏、金叶榆，面积 0.13公顷，栽植株树 1.75万株；造林成活率达 91%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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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阔混交示范林

(2)建设穿沙公路防护示范林 10 hm2

选择三义井林场治沙分场通往关家甸子砂石路两侧进行造林，将樟子松（4年生以

上容器苗，苗高≥1.5米）与金叶榆（苗高≥1.8米，胸径≥4cm）进行带状混交，混交

比例 2：1,混交林面积 10hm2，其中樟子松 6.67 hm2，金叶榆 3.33hm2。造林后，定期进

行抚育管理和林地管护，设置监测样地 3块面积 0.3 hm2，造林成活率达 89%以上。

穿沙公路防护林

（3）半干旱荒漠化区针阔混交示范林 55.67 hm2

选择三义井林场陈家洼子分场马场梁进行造林，该活动包括 3个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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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1：建设樟子松、卫矛混交示范林 18.14 hm2；将樟子松（4年生以上容器苗，

苗高≥1.5米）与卫矛（苗高≥1.8米，胸径≥4cm）进行块、带状混交，樟子松作为防

护林带，在网格内栽植卫矛，形成“带、网、片”状的防风固沙林，混交比例 2：8,混

交林面积 18.14 hm2，其中樟子松 3.6 hm2，卫矛 14.54 hm2；模式 2：建设樟子松、山桃

混交示范林 18.93 hm2；将樟子松（4年生以上容器苗，苗高≥1.5米）与山桃（榆叶梅）

（苗高≥1.8米，胸径≥4cm）进行块、带状混交，樟子松作为防护林带，在网格内栽

植山桃，形成“带、网、片”状的防风固沙林，混交比例 2：8,混交林面积 18.93公顷，

其中樟子松 4.33 hm2，卫矛 14.6 hm2；模式 3：建设油松、元宝枫混交示范林 18.60 hm2。

将油松（4年生以上容器苗，苗高≥1.5米）与元宝枫（苗高≥1.8米，胸径≥4cm）进

行带状混交， 油松作为防护林带，在网格内栽植元宝枫，形成“带、网、片”状的防

风固沙林，混交比例 2：8,混交林面积 18.60公顷，其中油松 6.67公顷，金叶榆 3.33 hm2。

造林后，定期进行抚育管理和林地管护，设置监测样地 9块面积 0.9 hm2，为提高示范、

宣传效果，增加栽植 APFNet(logo)一处，栽植沙地柏、金叶榆、景天，面积 5亩，栽植

株树 2.3万株；造林成活率达 93%以上。

机械挖栽植坑 栽植樟子松防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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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区针阔混交示范林

4.1.1.2 沙生树木示范园 10 hm
2

（1）植树造林

选择三义井林场治沙分场，沙生树木示范园栽植项目区域 40种治沙树种，其中乔

木树种 24种，灌木树种 16种，共 8472株。该活动总规模为 10hm2，其中乔木树种 5.27

hm2（常绿乔木树种 1.33 hm2、沙生乔木树种 1.34 hm2、绿化乔木树种 0.93 hm2、系列杨

树树种 1.67 hm2），灌木树种 4.73 hm2（绿化灌木树种 2.06 hm2、沙生灌木树种 2.67 hm2），

并定期进行补水、抚育和管护，对树木园内的基础设施设置专人管理维护。对设置监测

样地定期进行监测，造林成活率达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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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生树木园造林前整地

植分物区 苗木
苗木 规

格
栽植株树

保存株

数

合 计 8372 7537

乔

木

树

种

1、常绿乔木植物区

油松
苗高

1-1.5 米

351 331

樟子松 381 346

沙地云杉 150 148

青杄 冠幅

0.6cm

220 200

侧柏 200 50

2、沙生乔木植物区

文冠果

苗高＞

1.5 米

205 135

五角枫 110 106

元宝枫 310 303

沙枣 110 56

柽柳 200 199

家榆
胸径

2-4cm

50 50

白榆 200 186

旱柳 100 86

3.绿化乔木植物区

山桃

苗高＞

1.5 米，胸

径 2-4cm

260 235

卫矛 260 229

海棠 210 201

山丁子 150 122

家杏 165 101

大扁杏 60 58

龙须柳 150 123

暴马丁香 170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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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

木

树

种

4、绿化灌木植物区

水蜡、连翘

红瑞木、榆叶梅丁香、

忍冬、沙地柏

（丛植)

苗高

0.6-1m

地径≥

0.4cm

每丛 4-10

株（条）

1230 1189

5、沙生灌木植物区

小叶锦鸡儿

白柠条、踏朗、紫穗

槐枸杞、山杏黄柳、

沙柳沙棘

（丛植)

苗高

0.6-1m

地径≥

0.4cm

每丛 4-10

株（条）

1330 1296

乔

木

树

种

6、系列杨树植物区

赤峰杨

苗高＞

1.5 米胸

径 2-4cm

220 198

新疆杨 460 449

银中杨 570 548

少先队 275 208

小青杨 275 221

（2）建设配套设施

选择三义井林场治沙分场沙生树木园内打配机电井 2眼，修建观光井房 2座，铺设

给水Ⅰ级管路 2500 米、二级管路 1000 米，营建管护用房 50 ㎡，建设凉亭 10 座，铺设

简易林间主路 1500 米，简易林间辅路 2700 米，根据项目要求全部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区

设置专职管护人员 1名。

凉 亭 井 房

4.1.1.3 建设低效林改造示范林 38.66 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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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带状改造模式示范林 13.33hm
2

选择三义井林场陈家洼子分场 9林班 58 小班，在原 13.33hm
2
杨树、踏郎混交林内

混交比例 7：3 栽植株行距 2×5 米，亩保存株树 30 株的基础上，选取枯死严重的地块

进行 6.66 公顷低效林采伐，采伐后按项目设计改造模式进行带状改造，将油松（4 年

生以上容器苗，苗高≥1.5 米）与文冠果（苗高≥1.2 米，地径≥1cm）进行带状混交，

混交比例 1：1,混交林面积 6.66hm
2
，其中油松 3.33hm

2
，文冠果 3.33hm

2
。造林后，定

期进行抚育管理和林地管护，设置监测样地 2块面积 0.2 hm
2
，造林成活率达 85%以上。

块状改造模式

（2）建设林下改造模式示范林 13.33hm
2

选择三义井林场陈家洼子分场 9林班 58 小班，在原 13.33hm2 杨树、踏郎混交林内

混交比例 7：3 栽植株行距 2×5 米，亩保存株树 30 株的基础上，在原有林地行间进行

开沟栽植，并对原有树垄进行断根处理，按项目设计改造模式进行林下改造，将樟子松

（4年生以上容器苗，苗高≥1.5 米）与碧桃（苗高≥1.5 米，胸径≥4cm）进行林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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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混交比例 1：1,混交林面积 13.33hm
2
，其中樟子松 3.33hm

2
，碧桃 3.33hm

2
。造林后，

定期进行抚育管理和林地管护，设置监测样地 2块面积 0.2hm
2
，造林成活率达 80%以上。

林下改造模式

（3）建设林下改造模式示范林 12hm
2

选择三义井林场陈家洼子分场 9林班 58 小班，在原 13.33hm
2
杨树、踏郎混交林内

混交比例 7：3 栽植株行距 2×5 米，亩保存株树 30 株的基础上，在原有林地枯死林木

成片状死亡的地块，按项目设计改造模式进行块状改造，将云杉（4年生以上容器苗，

苗高≥0.8-1 米）与榆树（苗高≥1.2 米，地径≥0.8cm）进行林下混交，混交比例 1：

1,混交林面积 12hm
2
，其中云杉 3hm

2
，家榆 3hm

2
。造林后，定期进行抚育管理和林地管

护，设置监测样地 2块面积 0.2hm
2
，造林成活率达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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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状改造模式

4.1.1.4 提升一期项目综合效益与示范成效

（1）示范林抚育管理 109hm
2

为巩固一期项目建设成果，对 109hm
2
示范林实施全部的管护、管理，主要建设内容

为抚育 3次、补水 2次、护林、防火、病虫害防治 3次；设置专职护林管护人员 1名。

并对在一期项目示范林中建设林下经济实验项目 2.67 hm
2
。与林场职工家属合作经营，

由林场提供地被花卉和中草药甘草苗，由职工家属负责栽植、浇水等经营管理，收益分

成按 1：1，共产出地被花卉 10 万株，平均售价约为 1.5 元/株，共收益约 15 万元，

中草药受益 3万元，收益期为 3年，每年收益约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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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樟子松新疆杨混交林

（2）经济林丰产经营 79hm
2

2020-2022 年对项目一期建设实施沙区经济林示范基地 39hm
2
，其中山杏改接大扁

杏 13 hm
2
技术示范林、山杏丰产经营技术示范林 18hm

2
、大扁杏丰产经营技术示范林

18hm
2
。进行树体管理 2 次主要措施是在冬季进行，即树体停止生长、树液停滞流动时

进行修剪。修剪时尽量保持树体自然形态，山杏、大扁杏树形一般多采用开心形。为保

花保果每年早春（3月下旬-4 月初），为防止山杏花、扁杏花和幼果遭晚霜风险，造成

减产、甚至绝收，依据当地气象预告，在将霜前使用喷雾器人工喷施防冻液，碧护中

B1(15000 倍液)，以抵御晚霜冻害每年喷施一次。每年对经济林进行补水 2 次 ，每年

9-11 月施有机肥 1次。

沙区植被恢复樟子松文冠果示范林 40hm
2
，补水施肥 3次；病虫害防治 3 次，抚育

除草 2次。通过项目抚育管理树体长势良好，结实率明显提高，增加职工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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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经济林丰产

大 扁 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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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樟子松文冠果混交林

4.1.1.4.3 成效监测

项目一期成效监测共设置监测样地 15 块，面积 1.5 公顷，分别于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进行了项目监测，主要监测指标是林木生长量、保存率、结实

率、产量、种实品质等指标，共提交了分年度监测报告和《2020 年度一期项目监测报

告》共 5份。

4.1.1.5 建设荒漠化展览室 500m
2

为进一步扩大亚太项目建设成果的影响力，拓展项目建设典型模式的示范空间，建

设完成 500m
2
荒漠化防治展览室，展览室内部设置展板、展柜和展台并配备宣教设施、

设备 1套，展览室外绿化 1000m
2
,展览展览室于 2021 年底正式开馆投入使用，展示示范

亚太森林组织生态项目建设内容与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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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防治展室

4.1.2二期增项

增项活动主要在二期项目以生态功能为主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了示范内

容，优化林种树种结构，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和利用，加强与周边社区合作，使广

大群众广泛参与到项目建设中来，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建设植

被恢复示范林，主要目的树种为赤峰市准备大力推广的乡土木本油料树种元宝枫，为全

市及同类地区的低效林改造先行示范；建设林苗复合经营示范林和沙地经济示范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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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优化调整林业产业结构，通过与社区合作和群众参与，增加社区群众经济收入，实

现森林可持续经营，为大中亚区域同类地区建立示范模式；建设沙地公园，主要是在保

证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沙地资源，发挥其多功能作用，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意

识和社会效益。

4.1.2.1半干旱荒漠化区植被恢复示范林 33.33 hm2

选择三义井林场陈家洼子分场 9林班 59 小班，营造元宝枫、樟子松、碧桃针阔混

交林 33.33 hm2，混交方式为网、片、行带相结合。网格的规格为 200 米×200 米，樟

子松做示范林周边防护林网，网格内栽植元宝枫；小班林间作业路两侧栽植大规格樟子

松、碧桃为景观护路林带，栽植株行距 2*5 米，栽植樟子松（4年生以上容器苗，苗高

≥1.5 米）防护林网,栽植元宝枫（苗高≥1.5 米，地径≥2cm）林网内栽植，栽植樟子

松（5年生以上容器苗，苗高≥2.5 米）、碧桃（苗高≥1.5 米，地径≥6cm）作为景观

护路林。造林后，定期进行抚育管理和林地管护，设置监测样地 3块面积 0.3 hm2，造

林成活率达 91%以上。

造 林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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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干旱荒漠化区植被恢复示范林

4.1.2.2 建设林苗复合经营 53.65hm
2

建设林苗复合经营示范林 53.65 hm
2
，其中：糖槭复合经营示范林 40.33hm

2
、

文冠果复合经营示范林 3.33hm
2
、樟子松复合经营示范林 6.66hm

2
、云杉复合经营

示范林 3.33hm
2
。利用成熟技术与成功经验，探索总结新的森林复合经营模式。通

过与社区合作，创建林场与社区共建、共管机制，增加社区群众经济收入，实现

森林可持续经营。

(1) 建设糖槭复合经营示范林 40.33hm
2

选择三义井林场三义井分场 5林班 68 小班，营造糖槭、新疆杨、樟子松复合

经营示范林混交方式为网、片结合。网格的规格为 200 米×200 米，新疆杨、樟子

松做示范林周边防护林网，网格内栽植糖槭。糖槭复合经营示范林活动规模为

40.33hm
2
，其中樟子松网格 2.24hm

2
，新疆杨网格 5.05hm

2
，网格内片林糖槭

33.04hm
2
。栽植株行距 2*2 米，栽植樟子松（4年生以上容器苗，苗高≥1.5 米）、

新疆杨（苗高≥3 米，地径≥3cm）防护林网,栽植糖槭（苗高≥1.5 米，地径≥2

厘米）林网内栽植。造林后，定期进行抚育管理和林地管护，设置监测样地 3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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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0.3 hm
2
，造林成活率达 93%以上。

糖槭造林前 糖槭改接金叶复叶槭

糖槭复合经营示范林

(2)建设文冠果复合经营示范林 3.33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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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三义井林场三义井分场 5林班 45 小班，营造文冠果复合经营示范林 3.33hm
2
，

栽植株行距 1*1 米，栽植文冠果（苗高≥0.8 米，地径≥1厘米 cm）。造林后，定期进

行抚育管理和林地管护，设置监测样地 2块面积 0.067hm
2
，造林成活率达 95%以上。

文冠果复合经营示范林

(3)建设樟子松复合经营示范林 6.66hm
2

选择三义井林场三义井分场 5林班 50 小班，营造樟子松复合经营示范林 6.66hm
2
，

栽植株行距 2*2 米，栽植樟子松（苗高≥2.5 米）。造林后，定期进行抚育管理和林地

管护，设置监测样地 2块面积 0.067hm
2
，造林成活率达 95%以上。

樟子松复合经营示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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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云杉复合经营示范林 3.33hm
2

选择三义井林场三义井分场 5 林班 48 小班，营造云杉复合经营示范林

3.33hm
2
，栽植株行距 1.5*1.5 米，栽植云杉（苗高≥0.8 米）。造林后，定期进

行抚育管理和林地管护，设置监测样地 2块面积 0.067hm
2
，造林成活率达 90%以上。

云杉复合经营示范林

4.1.2.3建设沙地公园

三义井林场利用治沙分场丰富的沙地资源，建设沙地公园，为群众提供休闲游憩和

自然体验场所，充分发挥其多功能作用，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实现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同时进一步扩大项目的影响力，为大中亚区域沙地综合

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与新的模式。根据项目建议书，该活动主要包括三个内容：栽植地被

花卉 3hm
2
、建设穿沙步道 2km、建设休闲垂钓水塘 1处。因受敖汉旗沙地公园总体规划

的影响，建设穿沙步道 2km、建设休闲垂钓水塘 1 处未完成建设，已于 2023 年申请变

更建设内容（变更后建设内容详见 4.1.3）。

栽植地被花卉 3hm2，依托亚太项目二期在三义井林场治沙分场建设的丘间地造林和

沙生树木园建设，以及托敖汉旗干部学院教学点建设，以增加项目建设典型模式多样性、

提升项目建设推广示范性为目的，林场在原有的丘间地造林和沙生树木园内林下行间栽

植地被花卉，主要品种有大花萱草、景天、石竹花、荷兰菊等宿根花卉，种植方式采取

林下行间栽植，株行距 20×50cm，栽植面积 45 亩，栽植株树 40 万株。各类花卉混合

栽植，使其达到春、夏、秋均可赏花的景观效果,增加沙生树木园的景观效果，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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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项目影响力与知名度。

地被花卉抚育

4.1.2.4 建设沙地经济示范林 3.33hm
2

在三义井分场 5林班 114 小班，营建多树种、多品种的沙地经济示范林，能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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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的实现适地适树、优中选优的经济林发展目标，可有效提高林地的经济效益，提高

群众经济收入、改善生活需求，实现沙化地区林业产业发展和可持续经营。营造沙区经

济示范林 3.33hm
2
，共栽植 4个树种，5个品种，即寒红梨 1.06hm

2
、新苹红苹果 0.90hm

2
、

岳阳红苹果 0.90hm
2
、西部沙樱 0.47hm

2
（紫果西部沙樱、黄果西部沙樱）等，混交方式

为林带、片林相结合，其中西部沙樱栽植与经济林周边，既起到果园区划和防护作用，

同时又能增加一定的经济收益。栽植株行距 2*4 米，苗木规格选用生长旺盛、抗性强、

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的优质嫁接苗木，苗高≥1.5 米，地径≥1.5 厘米。寒红梨苗木

选择 4 年生大苗；新苹红苹果、岳阳红苹果选择 3 年生大苗，至少有 6条长 80cm 以上

的健壮分枝。侧根 0.5 厘米以上 3～5 条，且须根发达；西部沙樱选择 3 年生大苗，栽

植后，铺设节水管路和地布，起到节水抗旱效果。并定期进行抚育管理和管护，造林成

活率达 95%以上。

沙地经济示范林

4.1.2.5 林场能力建设

（1）技术培训

举办培训班 6 次（2020、2021、2023 年），培训人员 600 人次，其中技术人员、

施工人员 360 人次，管理等其他人员 240 人次，培训分为室内学习与实地教学实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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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主要有林业生产使用技术（包括营、造林技术，沙地综合治理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

国家有关的林业生产技术标准、规程等）、林业政策与法律、法规等，并进行了施工现

场技术示范、技术指导。

亚太项目施工现场培训

亚太项目技术培训

（2）学习交流

为提高项目建设质量，2020 年-2023 年共安排国内交流学习 4次，组织项目相关人

员到赤峰市喀喇沁旗旺业甸实验林场亚太小镇和云南普洱市思茅区万掌山林场亚太教

育基地进行研讨交流。通过实地调研考察，向生态建设和项目实施先进单位学习，加强

交流，做到拓宽思路，优势互补，提高项目实施质量和示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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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掌山林场学习交流 旺业甸实验林场学习交流

（3）国际交流

结合项目开展的植被恢复，防沙治沙和森林资源管理三个主要目标，开展国际学习

交流活动，拓宽林场员工视野，提高沙地综合治理技术和森林经营管理水平。

2023 年 8 月 16 日至 23 日，由亚太森林组织安排并受泰国皇家林业厅林业外事办

公室、柬埔寨林业管理局森林与野生生物研究所的邀请，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行单位

一行 4人访问了泰国和柬埔寨。观摩了泰国“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教育中心的城

市林业示范项目”、“Suan Pa Ket Nom Klao 城市社区林业”、“泰国活立木碳计量

方法及示范项目”和柬埔寨“柬埔寨珍贵树种繁育中心项目”、“大湄公河次区域森林

生态系统安全综合治理项目（柬埔寨项目点）”、“柬埔寨项目基于间种固氮珍稀树种

与疏伐相结合的退化森林重建与可持续经营示范项目”，通过亚太森林组织项目间交流，

学习了亚太区域森林可持续经营及森林恢复先进理念，推介项目示范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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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社区交流

柬埔寨学习交流

（4）编写项目培训技术手册

2020年 3月编制了实施《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示范项目》二期

施工技术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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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册

4.1.2.6防火巡护路

于 2023 年 10-12 月完成护林防火巡护道路建设，该道路建设分为 3个路段进行

施工建设，第一路段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完工 3公里，第二路段于 2023 年 11 月 25 日

完工 2.2 公里，第三路段于 12 月 10 日完工 2.8 公里，三个路段施工严格按照项目设计

要求进行施工，路面宽 3.5m砂石路，长 8km，在原有路面挖掘机开槽，槽宽 3.5m，土

方外运 1km；开槽后压路机喷水碾压整形；铺 200mm山皮石垫层，压路机碾压；铺 30mm

中粗砂磨耗层，压路机碾压；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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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巡护道路

4.1.3 项目成效监测评价

对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示范项目的项目一期开展了主要林分

类型和对照的林下植物物种多样性、碳汇能力、水源涵养能力、土壤保育和防风固沙等

生态功能的监测，对项目二期及二期增项的造林树种的生长状况、保存率及土壤表层理

化性质等方面进行了监测，并对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三义井林场的职工和当地村民进行

了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问卷调查。

（1）从项目一期来看，林下植物多样性变化较小，主要变化主要体现在植物种类

和生活型上。通过项目的实施，造林地多年生植物增多、主要林分碳汇能力、水源涵养

能力、土壤保育和防风固沙能力都有全面而较大的提升。

（2）项目二期造林取得较好效果，各林分的平均造林密度为 992株/ha，平均胸径

为 2.42cm，平均树高为 1.97m，保存率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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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期增项各林分的平均造林密度为 2314 株/ha；平均树高 2.04m，保存率为

75％

（4）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多数人认为项目增加了森林面积，减少了沙尘天数，

丰富了当地的植物种类。绝大多数人支持项目的实施，他们通过参与项目、出售林区特

产和沙区林地旅游改善了生活。绝大多数人认为项目实施效果显著，为当地带来了生态、

社会和经济效益，期望坚持生态治理的同时，重点发展沙区森林体验。

监测样地调查

4.2项目影响

项目的实施对林场 323.31hm2的沙地进行治理，在沙地植被恢复示范方面，通过

引入经济林和多树种造林混交模式，成功提高了造林成活率，改善了沙地生态环境。同

时，退化杨树林改造的创新实践展示了带状混交、块状混交和补植造林的成功经验，为

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积极影响。彩叶树种造林和药用植物的间作，为生态旅游和环境教

育提供了基础，有望推动当地经济的提升。农民合作社的参与和收益共享，增加了当地

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此外，通过参与项目经营管理、实地活动、

培训课程和考察学习，三义井林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为未来的项

目管理和森林经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2.1 改进沙地植被恢复模型

文冠果、寒红梨、寒红苹果、矮生樱桃等经济林的产出和收益，不仅仅产生了生态

效益(荒漠化防治)，而且还有经济效益。造林成活率较高(约 86%-90%)，说明树种的选

择和混交的栽植方式适应当地沙质土壤和半干旱气候条件。在项目区人工林的建设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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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沙地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4.2.2 沙地退化杨树林改造的创新实践

生命力强的树木数量增加，新引进树种栽植的成活率和长势说明，在沙地退化杨树

林内进行带状混交、块状混交和补植造林的模式是成功的。

4.2.3 强化本地新经济

彩叶树种的成功间作如元宝枫、碧桃、金叶榆，和在樟子松和新疆杨混交林中间作

的中草药、多年生花卉，将为生态旅游和环境教育提供基础。可以预见当地经济能够通

过“沙产业”得到提升。

4.2.4 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

农民合作社参与到森林经营管理中，并且收益共享，将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例如，

项目与当地农民合作社签订了“高密度种植”合同: 项目造林完成后，合作社负责经营

和销售，包括投入劳动力。出售树苗和幼树所得收入将按 3:7 的比例由项目和合作社分

配。当地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说明项目雇用当地农民人数的增加。

4.2.5 加强三义井林场技术和管理人员的能力

通过参与项目经营管理、实地活动、培训课程、考察学习，提高了三义井林场技术

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项目管理、森林经营特别是在沙区造林、沙漠化防治等方面的能力。

4.3 可持续性

该项目建设内容丰富，所涉及的活动内容都是沙区急需的关键技术，所选用的植物

材料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尤其在沙产业发展方面提供了可借鉴的经营模式，项目各

项成果均可产生较好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促进森林资源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4.3.1 生态安全的可持续性

该项目是以加强植被恢复、提高森林质量、防沙治沙、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

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保障了项目区及其周边地区生态安全的可持续性。

4.3.2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

森林资源合理利用和发展沙产业是该项目核心内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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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及周边农牧民生活水平、增加就业机会是该项目的重要目标，通过项目的实施有利于

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3.3 管理体制与政策的可持续性

项目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经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内蒙古林业和草原

局、赤峰市地方政府部门、项目区实施单位和项目科技支撑专家团队共同议定构建。其

主要实施内容在机构构成、资源获得、经营管理、协调运营和维持发展等方面均具备或

达到项目持续运营的能力和水平。该项目由中国政府、内蒙古赤峰地方政府的林业政策

支持，敖汉旗三义井林场的经营合作承诺，在项目实施期间及其验收后能够保证管理体

制与政策的可持续性。

4.3.4 后续活动

项目结束后，由地方财政和项目实施林场出资维持项目示范区正常运行，尤其是项

目建立的各类试验示范林的维护和运转，跟踪推广项目一期、二期经营技术试验与示范

和监测和评价后续效果的，提供面向亚太地区的林业教育培训。在总结提炼项目先进成

果和成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亚太地区及其类似区域进行推广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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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经验教训和建议

5.1 结论

在亚太森林组织和内蒙古赤峰林草局的支持下，结合中国内蒙古赤峰市的防沙治沙

的经验，本项目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1）建立植被恢复示范模式，提高半干旱区

沙地森林的多种服务功能。营造了樟子松新疆杨混交林、樟子松文冠果混交林、樟子松

榆树混交林造林。使用油松文冠果混交林、樟子松山桃混交林、云杉榆树混交林改善退

化的杨树林。栽植兼顾经济效益的复叶槭林苗复合林、文冠果林苗复合林、樟子松林林

苗复合林和云杉林苗复合林。营造穿沙公路路旁樟子松金叶榆混交景观防护林。（2）

建设山杏林、文冠果林高产示范林，改造当地沙地低效经济林。（3）建设沙地树木园

和防沙治沙展览馆。（4）在项目宣传方面，在项目区设立超过 10块宣传板，在中国敖

汉旗政府网站、中国赤峰林业网站、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网站、中国红山晚报、中国

赤峰日报、中国绿色时报杂志上发表关于项目的文章，编辑了赤峰市荒漠化防治典型模

式和大中亚地区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的中英文手册，制作了 3部项目宣传片。

5.2 经验教训和建议

聘请有荒漠化治理和植被恢复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的相关国内外专家开展培

训工作。此外，项目还聘请了赤峰林业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和建设需求提供长期、多层次的技术指导，如规划、培训、

监测、评估等。

培训是快速提高相关项目人员专业水平的最佳途径。项目对项目的技术人员、管理

人员和工人进行了多达 1000人次的室内或现场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治沙和植被恢复的

理念和技术，以及造林、治理、病虫害防治技术和相关技术标准、法规与政策。

科学、合理的监测是检测项目结果的有效方法。项目建立固定样地，监测了项目固

碳、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及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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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当地社区的积极性是保证项目顺利进行的保证。项目与当地农民合作社签订合

同，项目区农牧民参与了植树造林和森林抚育等活动，通过项目实施，提高了当地农民

的生活水平。

学习其他项目的成功经验是确保这个项目成功的关键。项目组织相关人员参观学习

了旺业甸多功能林业实验和示范基地，甘肃省天水秦州森林体验教育中心在，浙江省国

家森林体验自然教育基地，云南省普洱市万掌山林场思茅亚太教育基地。此外，本项目

地点接待了来自亚太森林网络及其成员单位的 100多人的访问。

项目完成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项目执行机构和地方政府应考虑如何保障已建成

项目示范区的正常运行，特别是对项目营造的各种示范林的抚育管理，如病虫害防治、

疏伐的方法和时间等。植被的恢复和森林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项目结

束后还需要对项目示范林的生长状况、造林保持率、森林生长状况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等

各种指标进行长期监测。项目执行机构和地方政府还应推广示范林成熟的营造和管理技

术和后续监测和评价方法，为亚太地区做好林业教育和培训服务。

在项目一期、二期和二期增项实施后，我们已初步建立了展示针对大中亚地区沙地

沙化控制、植被恢复及资源利用的综合管理方案的示范基地。该基地拥有多样化的荒漠

化防治、植被恢复和经济林模式，涵盖了众多植物种类和关键技术，能够满足沙区生态

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

它在推动当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森林质量和效率，以及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过该项目的实施，已初步建设了三义井林场的交通、供电、供水及通信等基础设

施体系。林场内部修建了林网和碎石路，形成了便捷的交通网络，可以到达项目区的各

个区域。此外，项目的核心区域已修建了 4公里的穿沙观光公路，并建成了 10公顷的

沙地树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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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义井林场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科尔沁沙地南缘，属于典型的风沙侵蚀带，其所处

气候条件较为干燥，年降水量为 360mm，年蒸发量为 2400mm，生长期 143天。该地区

平均风速为 3.5米/秒，年强风日约为 40天。在这样的恶劣气候和环境条件下，植被恢

复难度较大，森林效率相对较低。根据本项目已取得的建设成果，我们建议启动由亚太

森林组织支持的第三期建设。该期建设旨在持续优化和提升前两期的成果基础上，对现

有森林资源进行保护，并提高其质量。项目三期将运用二期和一期的成功树种、林分类

型和造林和管理模式，继续推动植被恢复和森林资源利用活动，以期进一步提升森林质

量和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我们也会进行森林管理技术的试验与示范。项目三

期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沙地森林资源的利用，促进项目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改善项目区当地牧民的生活条件，并推动当地林业、草产业和农村振兴的发展。

关于荒漠化防治、植被恢复及资源利用的综合管理方法示范尚未有现成的模式和经

验可供借鉴，为了更好地推进项目，我们需要埋头苦干，同时还需积极从其他项目中汲

取营养，持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沙地可持续森林管理的理论实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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