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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部 9 19 7年 4月曾在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会议上展出 《三北防护林体系

建设第一期工程规划示意图》 ,

并作了报告
。

本文著者当时对该规划提 出意见
,

认为该

规划中的大型防护林带
、

大面积草牧防护林网中的绝大部分需要灌溉才能营造成功
,

需

水量太大 ,
难 以实现

,

所 以其中十之八
、

九应予取消
。

同年 12 月林业部提出新的规划说

明
,

取消了大型防护林带
,

将草牧防护林网大加压缩为不需灌溉而能营造成功的基本草

牧场防护林
。

新规划明确规定
,

非灌溉造林面积 占造林总面积的 94 %
,

灌溉造林面积只

占 6 %
。

从植物生态学角度看来
,

后一规划实现的可能性很大
。

因此
,

本文著者现在愿

从梢物生态学角度论述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规划的原则

。

一
、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的任务

“ 三北 ”
原意指东北

、

华北
、

西北地区
。

这一广大地区内黄土高原的水
、

土
、

植被

条件本来较好
,

但是 由于植被利用不合理
,

年年暴雨冲刷
,

引起严重水土 流 失
,

阻 碍

农
、

林
、

牧业发展
。

由内蒙中和西部
、

陕西北
、

宁夏向西
,

经甘肃河西走廊到新疆各区

域
,

缺水或严重缺水
,

干旱
、

风沙
、

沙害
、

热旱风直接威胁着农
、

牧业和局 部 林 业 发

展
。

至于东北
、

华北
、

内蒙东部
,

在克服农
、

林或牧
、

林争地矛盾后
,

营造防护林是可

以成 功的
,

会有利于农业
、

牧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

因此
,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的任务应

该是保持水土
,

防治风沙
,

改善农
、

牧业生产条件
,

扩大林地
、

灌丛植被覆盖率
,

增加

薪炭
、

木材生产
,

造福子孙后代
。

二
、

规划的主导思想
“ 三北 ”

地区从东到西有森林草丛区域
,

草甸区域
,

草甸草原区域
,

草原区 域
,

荒

漠草原区域和荒漠区域
。

每一区域 由平地
、

山地
、

沙区
、

河谷等地貌再分配而成一些独

特的生态系统单元的结合体
。

如内蒙东部
、

东北牧区内
,

甚至一个生产队内会有山地森

林生态系统
,

草场生态系统
,

湖泊生态系统等相结合
。

华北如北京就有山地森林生态系

统
,

草场生态系统
,

农田生态系统
,

`

城市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
。

黄土高原中部一个小地

区内会有梁顶果 园生态系统
,

坡地草场生态系统
,

沟谷坝地农田生态系统
,

捻地生态系

统结合在一起
。

在甘肃河西走廊或新疆
,

一个地区从山顶到平地会有山地草 场 生 态 系

统
,

山地森林生态系 汾
,

平地农田生态系统
,

荒漠生态系统
,

水库湖泊生态系统
,

河流生

态系统相结合
。

这些结合在一起的生态系统单元之间有着密切地的联系
。

每一生态系统

具有独特的植物群落
、

动物群落和微生物群落
,

形成一定的生物循环过程
。

同时存在着



相应的水
、

二氧化碳
、

氮
、

磷
、

钾
、

钙
、

镁
、

铁等非生物物质循环过程和太阳能的固定

过程
。

这些生物和非生物过程相结合
,

其间有着相对稳定的数量关系
。

每一生态系统内

进行着独特的活有机物质的生产
、

积累和转化
,
在其中进行着一定量的物质和能量转化

过程
。

随着这些过程的发展
、

变化
,

生态系统在发展
、

变化
。

在同一生态系统单元或几

个生 态系统单元结合体内
,

如果农
、

林
、

牧业利用
、

配置合理
,

生态系统就会向良性方

向发展
,

活有机物不断在积累
,

农
、

林
、

牧业也会得到发展 , 否则会矛盾重重
,

某一重

要环节遭到破坏会引起活有机物质生产的消退
,

生态系统恶性循环
,

而农
、

林
、

牧业生

产会下降
,

甚至遭到毁灭
。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是新加入到原有生态系统中去的

。

它需

要依靠一定的生态系统才能营造成功
,

与农
、

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 造林成功后又成为

该生态系统中的一环
,

与农
、

牧业成为一个整体
。

因此
,

必须 以生态系统和农
、

林
、

牧

业结合的总体观点来进行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的规划
。

三
、

各地区防护林布署的原则
“
三北

”
地区很广

,

由东到西各区域生态系统不同
,

防护林布署的原则应有不同
。

黄土高原原来的水
、

土
、

生物条件并不差
,

只是因为利用不合理
,

破坏了生态系统

中 植被一环
,

引起水土流失
,

土壤贫瘩
,

活有机物生产力下降
,

形成恶性循环
。

因此在

综合治理黄土高原中
,

防护林体系可 以起巨大作用
。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规划中水土保

持林所占比重最大是完全正确的
。

但是黄土高原由东南向西北有森林 草 丛 〔 “ 〕 、

草甸草

原
、

草原
、

荒漠草原几个 区域之分
。

黄土高原东南部森林草丛区域扩大森林面积成功希

望大
。

而黄土高原的中部草甸草原区域面积相当大
,

应成为营造水土保持林 系 统 的 重

点
。

那里一些平坦梁顶
,

多辟为农田
,

也有改 良为果园的
。

如能营造乔木
、

灌丛带
,

与

农田
、

果园相配合
,

会有利于梁顶水土保持
。

沟谷已经修筑的坝地有利于水土保持和耕

种
,

如能在坝埂上营造灌丛
,

能防洪保坝
。

而这些地区最严重的间题是坡地水土流失
。

盲 目垦荒
、

滥牧破坏植被
,

夏季暴雨冲刷
,

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引起生态系统恶性循

环
。

目前应着重在坡地上配置水平灌丛带
,

农 田
、

草场上也可营造
。

当地年降水量 40 0一

50 0毫米
,

活动积温 3 0。。 ℃ 〔 “ · “ 〕 ,

土层深厚
〔们 ,

又有适合当地的灌木种
,

所 以 营造灌

丛带
,

成功有望
。

随着灌丛带形成
,

水土开始得到保留
, `

可 以扭转生态系统恶性循环变

为 良胜循环
,

为农
、

牧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

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已进入草原区
、

荒漠草

原区
,

无灌溉不能营造大面积防护林
,

与以下所述的草原区域
、

荒漠草原区域雷同
。

“
三北

” 地区最东部松嫩平原和内蒙东三盟的东部
,

为草甸黑土和草甸草原黑钙土

区域
。

热量较低
,

活动积温 1 6 0 0一 2 5 0 0 ( 3 0 0 0 ) ℃ 〔 “ · “ 〕 ,

但对营造防护林是够用的
。

水分

供应充足或比较充足
,

年降水量 3 50 一 5 00 毫米
“ “ · “ 〕 。

土壤中矿物养分也比较丰富
。

活有

机质积累能力较高
。

因此
,

在草场
、
农 田内营造防护林能成功

,

而且已有成功经验
。

但

是在草甸草原上要考顾到干旱年代需要补充灌溉问题
。

对碱化土
〔们 要选择适宜树种

。

而

碱土
〔毛 〕需改 良后才有可能造林成功

。

草甸草原区域内的沙区草场多属沱甸地
,

沙丘间为

草甸
,

沙丘本身含水量较高
。

那里本来就有灌丛
、

稀疏乔木
、

甚至有些沙地上有天然林
“ “ “ 。

因此沙区 营造乔灌林成功把握大
。

这一区域内可 以不加 灌溉营造防护林
,

惟干早年

代需进行补充灌溉
。

内蒙东南部 ( 由伊盟到呼盟 ) 为草原区域
。

活动积温 2 0 0 0一 2 5 00 ℃ 〔 “ · “ 〕 ,

对乔木而



言
,

热量够用
。

土壤中矿物养分也够用
仁` “ 。

栗钙土中有钙 积层
,

对植物根系无毒害
。

钙

积层干时坚硬
,

植物根系不能穿过
。

但是一旦见水
,

钙积层可以软化
,

植物根系可 以穿

过
,

其中有活的
、

死的
、

木质的
、

草质的根 系就是很好的证明
。

而 限制乔木生 长的重要

因素是水分供应不足
,

当地年降水量才 26 。一 3切毫米 〔 “ · “ 〕 。

因此那里只能生长旱 生 牧

草
;
灌丛也不能形成

,

只在沙质土壤上有极稀疏的高不过几十厘米的灌木
。

人们希望造

成大面积林网
,

改善生态条件
,

增加牧草产量
,

有利于畜群越冬
。

这种愿望是可 以理解

的
。

但是要造防护林网
,

必须增加供水
; 无大量灌概水供应

,

是不能营造成功大面积草

牧防护林网的
。

但是草原区域内地面水不丰
,

也未发现大规模地下水库
。

因此灌溉用水

无来源
。

有些坡度平缓而具细土的阴坡
,

一年用两年墒种庄稼
,

可 以保收
; 实际 是隔年

休闲
。

这样的地段也不能无灌溉造林
,

因为林木是多年生
,

不能隔年休闲
,

更经不起隔

年断水一次
。

实践证明
,

有的旗在这样的地段上营造榆树林
,

开始还能生长
,

逐渐变为
“ 小老树

” ,

一遇稍早年代
,

大片枯死
。

草原上也有局部地点植树造林成功的
。

如街道

两侧积水沟旁的行道树可生长达 5 一 6 米高
。

在一些有地面径流积水的洼地上 (有的还

有井水灌溉 )
,

见到小片的人工矮林
。

有些旱涸河床
,

地下水位 1 一 2 米
,

有造榆树疏

林成功的
。

还有在平缓阴坡上坑植小叶杨
,

可接受坡上径流积水
,

树木生长高达 4 一 5

米
,

也只是单株生长而 已
,

似难成林
。

那里也有利用淡水湖湖水灌溉
,

营造成功的小片

林地
。

因此草原上不能无灌溉而营造大面积草牧防护林网
,

只能在一些水土条件较好和

有灌溉条件的局部地段营造小片的护牧林
。

至于草原沙区如浑善达克
、

毛乌素东南部
,

沙丘间有灌丛或盐化草 甸
〔 7 “ “ 。

沙丘可储水而且蒸发量小
,

可以配置乔
、

灌 木 防 沙

林
。

内蒙伊盟东南部的高秆造林和移栽沙篙成功经验充分证明这一点
。

由草原区域 向西直到贺兰山西麓和腾格里沙 区
,

进入荒漠草原区域
。

那里的热量比

草原区域还要 高些
,

活动积温 2 5 0 0一 3 0 00 ℃ ,

但是水分供应更不足
,

年降水 量 下 降 到

1 50 一25 0毫米
〔 “ “ “ 。

所 以广大地面只生长强旱生的小草本
、

小灌木和半灌木
〔 “ “ 〔 ” 〕 。

无

无 论 平 地 或 者 沙 区
,

无 灌溉不能营造防护林
。

即使有灌溉条件
,

经年只灌不排
,

土

壤盐化加重
,

对林木不利
,

也需要予以防治
。

局部低平地段
,

农田无灌溉是 十 年 九 不

收
,

一收吃三秋
。

有的县
,

盲 目开垦水土较好 的这类草场
,

没有灌溉条件
,

不几年只好

撩荒
,

结果是草场被破坏
,

引起沙化
。

也有小块沙田和筑坝拦洪地
,

能保存和增加土壤

水分
,

早耕种一些耐旱作物
。

但是所有这样的地块无灌溉条件不能造林
。

荒漠草原区 的

沙 区如毛乌素西北部
、

腾 格 里 沙 区
,

有些地段盲 目采薪
、

放牧过重
,

引起流沙
,

造成

沙害
,

需要固沙造林予以防治
“ ` “ ` ’ “ 。

所 以就整个荒漠草原区域而言
,

也不能营造大面

积防护林网
,

更谈不上营造大型防护林带
。

防护林体 系只能布署小面积灌溉防护林和进

行植物固沙
。

灌溉农 田内
,

在农
、

林结合下营造灌概农 田防护林网
。

而灌溉 饲 草 基 地

内
,

可在牧
、

林结合下营造灌溉草牧防护林
。

而沙害地段
,

如有供水条件
,

可营造灌溉

防沙林
。

但是沙害的沙源来 自流动
、

半流动沙丘
,

要防治沙害必须切断沙源
,

单靠防沙

林带不足 以制止沙害
,

甚至林带本身也会被沙埋没
。

所以还必须配以植物固沙
。

这些地

区的沙丘有一定储水
,

沙面蒸发不大
,

在克服风沙流袭击后
,

可以种植早生
、

强旱生或

超早生的灌木
,

进行固沙
。

同时还必须与农业
、

牧业结合
,

制订沙地草场合理放牧和采

薪制度
,

以保护沙丘植被 和固沙造林的成果
。

这样配置的固沙造林系统才能达到防治风



沙
、

制止沙害的目的
。

“ 三北
”
地区的西部是典型的荒漠区域

。

荒漠区域内由山地
、

水平地组成
。

山地的

一
、

定地段在林业方面是营造
、

抚育水源涵养林和用材林的问题
,

不应布署防护林体系
。

防护林体系只应布署在平地
。

荒漠平地区能量较充足
,

云量小
,

太阳辐射强
,

活动积温

达 3 。。。一 3 5。。一 4 0 0 0 ℃ 〔 “ “ 〕 。

土壤矿物养分并不缺乏
,

只是可溶盐
、

石膏含量高而 普

遍
,

对植物性有机物质的生产
、

积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

而对天然
、

人工植被发展最大

的限制因素是水分循环过程
。

那里年降水量只有 1 00 一 1 50 毫米
,

甚至少到数十毫米 以下

〔 “ “ “ 。

因此大面积的壤土平地
、

戈壁
、

沙漠上分布着由超早生植物形成的小半乔 木 荒

漠
、

小半灌木荒漠
、

灌木荒漠
,

甚至有大面积的裸露戈壁
、

盐壳
、

白龙堆
〔 6 “ “ 〕 。

荒 漠

平地内的水分循环与山地有密切联系
。

大气环流带来水汽
,

在 山地从森林带开始向上降

水多
。

冰川
、

临时积雪融化和雨季降雨
,

除被山地森林
、

草场截留利用外
,

均 变 为 地

面
、

地下径流进入平地区
。

在平地区
,

水分经河流
、

渠道
、

坎儿井进入新老绿洲
,

部分

以地下水形式进入绿洲和 山麓洪积扇扇缘泉水露出地带
。

而天然林
、

人工林
、

灌丛
、

草

甸
、

农田 均处于河
、

湖旁
、

泉水露出地带和新老绿洲内
。

山地森林
、

草场利用得合理
,

被得到发展
,

能充分涵养水源
,

有助于平地区河
、

湖旁
、

绿洲内的地面水
、

地下水的

补给 ; 否则会在山地融冰化雪
、

下雨时平地出现洪水区
,

融雪完
、

下雨停后平地区就会

水量大减
,

甚至断水
,

地下水水位也会大大下降
。

而平地河流
、

水渠
、

地下水的上游如

果河
、

渠改道或水流被截留利用
,

下游就会水量大减
,

甚至断水
,

地下水水位也会大大

下降
。

由于这样的原 因使得荒漠河岸天然林
、

人工灌溉防护林
、

灌溉农田衰退 以至毁灭

的实例累见不鲜
。

所 以荒漠平地区内是无灌溉没有农业
,

要成林必须有灌溉 (天然或人

工 ) 水供应
。

这一广大地区内沙漠面积很大
。

准噶尔沙漠多为固定
、

半固定沙丘
〔 6 “ ,

巴

丹吉林沙漠多为半固定
、

半流动沙丘
“ ’ 〕 ,

在合理利用
、

保护下
,

并无沙害
。

塔克拉玛干

大沙漠多属流沙
,

但是大多是渺无人烟
,

谈不上沙害 〔 6 “ 。

其南缘流沙面积大
,

有 些 地
.

段危害农田
、

交通线
、

居民点
。

但是那里水源缺乏
,

不能进行固沙造林
。

准噶尔盆地
、

河西走廊有些农田
、

交通线邻近流动沙丘有沙害
,

可 以配置防沙林带
,

但必须灌溉才能

营造成功
。

沙害来 自流沙
,

或是天然形成的
,

或是放牧过度
、

采薪过重破坏沙丘植被引

起的
,

这些流沙就成为沙源
。

要防沙害同样必须切断沙源
,

单靠防沙林带还不行
。

不切

断沙源
,

防沙林带本身也会被沙埋没
。

所 以要对沙源流沙予以治理
。

这就要考虑采用植物

固沙措施
。

在年降水量大于 1 00 毫米的地区
,

沙丘水分含量较高
,

沙面蒸发量少
,

克服风

沙流袭击后
,

可以种植超早生灌木
、

小半灌木
、

小半乔木进行固沙
。

一些降水量少的地

区
,

在有地下水供应或地面径流积水低地上的低缓流动沙丘
,

沙层水分含量不低
,

同样

可 以进行植物固沙
。

这样
,

`

防沙林带和植物固沙带组成 固沙造林系统
,

会有效地防治沙

害
。

在有农田的地方
,

再配合农田灌溉防护林网
,

对农田防治风沙危害会更为有效
。

这

里也必须农
、

林
、

牧业结合制订严格禁止破坏沙丘植被的措施
。

荒漠平地区 内的大河旁有灰杨林
、

胡杨林或沙枣林
,

北疆山麓洪积扇一些扇缘地区还

有榆树疏林
〔 5 “ “ 。

它们是农垦对象
,

农
、

林矛盾严重
。

应该严格规定
,

凡郁闭度大于 0
.

4

的林地均应保护
,

进行抚育更新
。

而郁闭度小于 0
.

4的疏林
,

在确保开垦后营造农 田 防

护林网的条件下
,

可 以垦为农田
,

否则一律森止毁林开荒
。

这样保护下来的天然林会增



强荒漠区农田防护林系统的作用
。

荒漠区内新
、

老绿洲均处于河旁
、

洪积扇扇缘地带
,

有些新绿洲处于山麓淤积平原

和沙漠边缘
。

这些绿洲内的农 田多受风沙危害
,

沙漠边缘的绿洲有的还受沙害
。

河西走

廊绿洲内的农 田有热早风的威胁
。

农田防保林网会减轻 以至防止这些危害
。

但是营造农

田防护林网必须有灌概条件
,

而且要年年灌水
,

否则造林不成
,

或几年后因 断 水 而 死

亡
。

这就要求农
、

林结合
,

合理分配用水
,
以保证造成农田防护林网

,

使农 田得到防护

效益
。

荒漠区内广布着大面积的砾质戈壁
、

石质戈壁
。

在降水多一点的地区
,

这些戈壁上

生长着小半灌木
、

灌木
,

为骆驼放牧场
〔 “ ’ 。 、 那里无风沙危害

,

不需要营造防护林
,

更不

需要营造大型防护林带
。

如要戈壁造林就必须灌溉
,

而戈壁漏水严重
,

每亩防护林需水

量大大超过绿洲内农田需水量
。

安西
、

敦煌以西到塔里木盆地周围
,

还有大面积的裸露

戈壁
、

盐沼
、

白龙堆
。

那里更不需要布署任何防护林
。

即使有水灌溉
,

土壤 中的盐盘
、

石膏盘也大大不利于造林
。

因此
,

荒漠区内广大戈壁上不应配置任何防护林带
。

因此
,

总观荒漠区域内的防护林体系只应该配置农田灌概防护林网和必需的固沙造

林系统
。

而固沙造林系统内的灌溉防沙林带的面积应尽量压缩
,
以减少灌溉 用 水 需 水

量
。

而植物固沙不需要灌溉条件
,

可以大大增加营造面积
。

总之
,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建设是一项规模巨大
、

地域辽阔
、

生态条件复杂
、

任务

艰巨的工程
。

从植物生态学角度看
,

应在生态系统和农林牧结合的总体观点 下 进 行 规

划
。

规划中应 以非灌溉造林为主
,

突出水土保持林
、

防沙林和植物固沙
。

在农
、

林结合

下营造农 田防护林
。

同时还需要因地制宜
,

选好树种
,

认真总结典型经验
。

这样
, “

三

北 ”
防护林体系第一期工程规划基本上是可 以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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