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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

乔灌草结合的生物措施逐步在推广
,

受到欢迎
。

但是
,

我觉得水土保持科技

工作者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措施
,

而应该作深入的研究
,

以丰富水土保持学的理论和技

术
。

我还认为
,

生物措施是保持水土的根本
,

乔灌草结合是生物措施的最好型式
,

是水

土保持措施的核心体系
。

这里仅阐述几点初步认识
。

一
、

乔灌草结合的含义及其方式
。

乔灌草结合是针对林
、

牧
、

农诸产业部门目标单一
、

措施单调的局限性
,

在天然植

物地理群落的启示下
,

对乔灌草 (广义
“
草

” 应含农作物在内 ) 统筹使用
、

科学配置
,

以充分发挥植物和环境资源的生产力
,

求得最大的水土保持及其它防护效能和经济效果

的大众语言的总结
。

它源于实践
,

言简意赅
,

内容丰富
,

潜力颇大
。

归纳其
“
结合

”
类型

,

大体分为三个方面
:

一是 从地域分布与配置上结合
,

大至全

国
、

全省
,

小至一个生产队乃至包产户
,

根据生态
、

经济需要和农业 自然资源的可能
,

规划乔灌草三者的位置及其所占土地面积之比例
;
二是从人工植物群落内部配置上的结

合
,

包括水平地面上的株 间
、

行间
、

块状等混交类型和垂直剖面上
,

由立木 (乔 )

—下木 (灌 )
,

— 活地被物 ( 草 ) 构成的复层混交林
; 三是从时间进程上的结合

,

在生态

条件差的地方
,

通过先种一
、

二年或较长时间的豆科草 (灌 )
,

以改 良土壤之后再 造 林

(乔 )
,

或者在经营林
、

果的中途
,

于林下种草 以恢复
、

提高地力和收获柴薪
。

由 此 可

见
,

乔灌草结合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地面上都要求三者皆备
,

或者没有主次
,

或者主 次

位置一成不变
。

乔 + 灌 十 草
,

是一个典型的种植模式
,

在不 同的地点这个模式应该有不

同的组合
,

例如
,

乔 十 灌
,

草 + 乔
,

灌 + 草等等
; 或者是这种主 次顺序相反的搭配

,

甚

至于一定面积的纯林
、

纯草
。

二
、

乔灌草结合是水土保持生物措施的基本特征
。

从前述可知
,

乔灌草有宏观
、

微观
、

空间
、

时间以及种间等多种结合
,

超出了林
、

牧
、

农任何一家的业务范围
。

林业部门重点抓速生
、

丰产乔木林
,

畜牧业部 门只关心与

牲畜产量有关的优 良牧草
,

农业部门首要的是抓最直接的农作物
。

它们既不可能
,

也不

必要实行平等相待的乔灌草结合
,

只采用为主业服务的有条件地
“
结合

” ,
交通

、

工矿部

门在进行水土保持时实行
“
结合

”
的范围更是有限

。

然而
,

水土保持部门首要的是把乔

灌草作为从长计议的治理
“
措施” ,

怎样能发挥最大的保持水土效能并获得较好的生物



产量
,

就使用怎样的
“
结合

” ,

不囿于一业
、

一地和一时之利
。

所以
,

乔灌草结合只有

在水土保持事业中才能获得完整而彻底的体现
。

这是由于它向水土流失灾害及其后果作

斗争
,

并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的属性所规定的
。

比如
,

有
“
肥肉

” 的山
、

丘 地 区
,

农
、

林
、

牧儿方面都想占
,

而且不时相互
“
侵犯

” ,

难分难解
;
而对于生产力低甚至没

有油水的水土流失地区
,

它们却根本不屑于顾或者只是掠夺一番
。

然而
,

水土保持权威

机构对于前种情况
,

通过 因地制宜
、

统筹兼顾的综合规划或行政手段给予裁决
,

五十年

代黄河流域的水上保持综合考察及规划
,

就具有这种意义
; 对于后者

,

则协 调 有 关 部

门
,

·

或先工程后草
、

林
,

或先草
、

灌后乔木等工程与生物结合
,

草灌乔结合的途径进行治

理
,

为或牧
、

或林
、

或农的正式
“
占领

”
开辟道路

,

奠定基础
。

三
、

乔灌草 结合弹性大
、

适应性广
,

能产生最大的防护功能和最好的经济 效果
。

由于我国幅员广大
,

侵蚀地貌复杂
,

土地类型多样和农林牧综合发展的 要 求
,

为

“
结合

” 提供了客观基础
,

加之乔灌草三者的生理生态特性的差异
,

使其 可以因土种植

和因害设 防
,

各得其所
,

发挥生物与环境资源的优势 ; “ 三结合
” 可以收到丰富多彩的

经济之果和生态效益
,

以满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需要
。

如提供林
、

畜
、

农

和多种经营产品
,

供防护
、

保健
,

观赏用的园林
、

花坪
、

绿地等等
, “ 三结合

”
还可以

促进农林牧付业综合发展
,

组成有层次的复合生产结构
,

形成经济合理的物质和能量循

环系统
,

生产力高
,

抗逆性强
。

据 国外 资料
,

复层混交林比纯林的总生产 量增加 30 % 以

上
,

抵抗恶劣环境
、

病虫害和火灾的性能
一

也优越得多
,

不至于因自然灾害而全部毁灭
。

很多 国家都注重营造混交林
。

同时
,

这种林分在空间和地下都形成层层防线
,

地 上 枝

叶干减少
、

减轻雨滴和径流对地面的剥蚀
;
地下根系盘根错节

,

网络固持着土壤
,

促进

水分渗透
,

减免水力侵蚀
。

据原山西离石水保站测验
,

三年生刺槐与紫穗槐混交林 比刺

槐纯林减少水土 流失 33 % ,
而且这种作用随林龄的增加而提高

。

四
、 “
以生物措施为根本

,

实行以草灌为主的乔灌草三结合
” ,

符合我国西北地区的

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

是该地区洽理生态环境
,

发展生产 的基本经验和正确途径
。

“
以生物措施为根本

,

实行以草灌为主 的乔灌草三结合
”
之观点

,

在近儿年关于黄土高

原和西北地区的建设方针讨论中
,

愈来愈明确并逐步趋于一致
。

例如对黄土 高原尽管有各

种为 “ 主 ”
与

“
起步

” 之争
,

但是都 同意必须首先治理水土流失
,

而且认识到只有大力

发展林草才是治根之本
。

邓小平 同志
“
黄土高原应该建设成牧业和林业基地

,

首先抓好

种草
” 和王重任 同志

“
整个西北要农林牧并举

” 的意见
,

就是群众意志的集中
。

还有最

近制定的
“
绝不放松粮食生产

,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 的方针

,

提倡的大农业
、

大粮食思

想
,

划拨荒山给社员种草造林的政策等等
,

都是从多年付出高昂
“
学费

” ,

在近年总结
“ 以粮为纲

” 、 “ 以土为首
” 、 “

牧区不吃亏心粮
” 、 “

林区粮食 自给
” 、

瞎指挥
、

一刀切等

等脱离实际
,

违背客观规律的左倾口 号和作法的危害之后得来的
。

上述方针
、

政策和措

施非常切合西北 的实际
,

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围绕着如何运用乔灌草结合
,
以 发 挥 其

“ 结合 ” 的威力的
。

解放 以来
, “

绿化祖国
” 收效甚微

,

除政治上的原因之外
,

在技术上只 注 重 营 造

乔木纯林
,

十分忽视搞灌木与种草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

甘肃民勤县在沙漠 中 造 林
,

开

始搞沙枣
,

后来搞杨树
,

现在才认识到只有红柳
、

梭梭
、

柠条等灌木树种是 比 较 稳 妥



的
。

宁夏中卫沙坡头过去曾栽过十八个树种
,

其中有六种乔木
,

实践结果成功的仅仅是

花棒
、

拧条
、

红柳
、

沙拐枣和油篙 ; 秦安
、

甘谷等地近几年变造乔木林为种灌木酸刺
,

获得 了显著效果
,

特别是解决了部分烧柴困难
。

有名的华家岭林带的杨树纯林
,

生长势

开始衰退
,

使人们不得不考虑走改造成混交林的道路
。

还有更多的人看到黄河流域的干

早 山区乔木树种都长成了
“ 小老树

” ,

经济效益慢而小
,

注意力转向人工种草
。

固原县

寨科公社 中川生产队
、

灵 台县范家庄
、

天水万家山
、

米脂高西沟等单位
,

都 陆 续 靠 种

草或从种草入手富裕起来 了
。

这是因为草
、

灌同乔木相比
,

除生理生态以及群落的结构功

能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外
,

还有抗逆性强
、

生长成熟快
、

能迅速提供产品和发挥环保效益

等优于乔木的特点
,

轻视或抛弃草灌的偏见是 + 分有害的
。

应该对它们三者因地 因时制

宜
,

平等相待
,

并进一步探索其最佳结合方式和人工群落结构
。

在西北干早地区
,

植物种间和株间关系如果有害
,

矛盾往往反映在对水分及光照的

争夺 L
。

人为调节方式
,

一为初植密度大于成林密度
,

这样既能较早郁闭成林
,

发挥群

体的防护效能
,

又能通过间伐获得适当收益
;
二是采 用块状或带状混交型

,

其它效果较

好的结合型式有林 (果 )草 (粮 ) 间作
、

粮草间作套种与轮作
、

河北杨与酸刺混交
、

油松

与杨树的阶段混交等等
。

甘肃著名的林业劳动模范
、

会宁县上沟生产 队社员郭富 山在他

创 造的
“
换土梯 田

” (即底层死土翻松
,

肥土换在中间
,

死土换在表面的梯 田 ) 上采取
“
稀植间种

”
法

,

一般用材树种株距 3一 4米
,

果树 5 一 6 米
,

灌木 1一 1
.

5米
。

在株间和

树的两侧空地间种粮
、

油
、

菜
、

药
,

达到了
“ 以短养长

,

以付促林
” ,

累积收蔬 菜 2 0 万

斤
,

饲草 1
.

2万斤
,

加上抚育材
,

共 收入现 金近 6 千元
。

1 9 7 1年栽植的株距 4 米
,

树 龄

7 年的榆树比 1 9 6 7年栽植的株距 1
.

5米
、

树龄 11 年 的榆树高 70 厘米
,

胸径粗 2
.

8厘米
。

定

西地区林科所在杨树林内加植油松
,

初期杨树为油松遮荫
,

有利于幼苗成活与生长
。

当

油松到 5一 7 龄后生长加快
,

要求光照
,

这时砍伐杨树作椽材
,

保障油松的生长发育
。

乔灌草结合
,

初步看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

但是据我所知
,

真

正对它进行研究
、

探讨的人不多
,

内容也有限
。

究其原因之一是对它的过去
、

现在和将

来
,

缺乏系统总结
、

理论提高和科学预 测
,

只 当作一般的
、

个别的经验
,

入不了科学大

门
。

假若一旦上升到科学范畴
,

在其科学理论指导之下
,

情况势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

当然
,

对乔灌草结合的深入研究
,

涉及到 自然科学
、

社会 科学
、

系统科学和数学以及时空概

念
,

广度和深度比较大
。

可视条件采用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
,

比如 由植物
、

生态
、

植物

地理和农
、

林
、

牧
、

水保等学科分头或合作
,

从不同侧面研究
,

或由水保
、

植物应用学工作

者引入其它学科的成果进行综合研究
,

逐步建立水土保持学的乔灌草结合的知识体系
。

总而言之
,

在生物科学受到举世重视并酝酿着重大突破和发展的年代
,

乔灌 草 结

合
,

取长补短
,

互利互惠
,

共生共荣
,

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

其巨大的潜力
,

无论从精

神武装还是从物质技术方面
,
都将大大增强我们保持水土的力量

,

并为解决当代人类 面

临的几大难题作 出重要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