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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 况

子午岭 (古称圣人条 )林区地跨陕甘两省
,

座落于黄土高原的中心地带
, 属乔山山

脉支系
,

为径河
、

洛河两水系之分水岭
。

东以洛河为界
,

西接马莲河
,

南起耀县
,

北至

志丹县
,

面积约 15
, 8 00 平方公里

。

本 区系大陆性气候
。

年降雨量一般为 4 00 一 7 00 毫米
,

多集中在 7
、

8
、

9 三个月
。

平均气温 7 一 8 ℃ ,

最 高为 36 ℃ ,

最低为 一 29 ℃ 。

无霜期 12 0一 16 0天
。

春秋多干风
。

植

被属于森林草原型
。

据统计
,

全区约 6 00 余种植物
,

主要有山杨
、

小叶杨
、

白桦
、

辽东

栋
、

油松
、

侧柏
、

虎棒子
、

酸刺
、

铁杆篙
、

羽茅
、

白草
、

马牙草等
。

区内主要为黄土所

覆盖的低山
、

丘陵及水蚀切割的源地
,

山势平缓
,

海 拔 1
,

2 00 一 1
,

9 00 米
,

相 对 高差

20 0一 30 0米
。

垂直分布差异不大
。

岩石层理较平整
,

多沙岩
、

沙页岩
、

石灰岩及红色沙

岩等
。

土壤多为森林灰褐土
、

黑沪土
。

河川布有冲积土
。

境内林木茂密
,

水草丰盛
,

植被 良好
,

风景十分秀丽
。

但雨雾较多
,

蒸发量小
,

日

照少
,

故霜冻为其主要 自然灾害
。

耕地多川台地
、

半山地及脑山地
。

作物以秋粮玉米为

主
,

糜子
、

豆类次之
。

近年来 已种植小麦
。

此外
,

在葫芦河两岸种有水稻
。

二
、

子午岭森林的变化

(一 ) 森林的演变
。

子午岭的原始森林植被在各个历史 时期有过兴衰过程
。

自秦汉

戍边屯田
,

使边民增加
,

森林开始破坏
。

后注意发展牧业
,

森林又有所发展
。

明代 向边

疆移民
,

奖励垦殖
,

人口 日益增多
,

仅合水县就有 5 万多人
。

当地居民因源 田 易 遭 旱

灾
,

入山垦殖
,

农地扩大
,

农业生产活跃
。

当时居民所住的窑洞
、

耕地
、

墓碑之痕迹至

今可见
。

当时森林植被破坏十分严重
。

明时因兵乱人口大减
,

耕地荒弃
,

森林又有所恢

复
。

清时又向边区移民
,

奖励垦殖
,

人口 又增多
。

尽管如此
,

子午岭林区仍存有森林
。

据合水县志光绪 13 年记载
: “

子午山
,

县东五十里… … ,

诸本丛杂
,

群兽隐伏
,

绵行八

百里
” 。 “

东山 (指子午山 ) 草木多丛生
,

于两山之坳
,

人或不能到
,

虎狼依栖
,

狐兔
.

出没 ” 。

由于森林繁茂
,

杂草丛生
,

水土流失得以控制
。

古人称风川 (今华池县 ) “
其

水清澈多鸥鸳
,

春色邑人遨游此
” 。

这就是当时子午岭林区的写照
。

清同治年间
,

由于

回汉之战以及地方病多发
,

广大居 民背井离乡
,

森林又得以恢复
。

国民党时广大贫 民不

忍反动派残酷剥削
,

源区人民进山开荒种植
,

以及胡宗南进犯延安时纵火烧山
,

都使森

林遭受破坏
。

.

参加调查的还有杨小寅
、

江益良等同志
。



解放后
,

厂
一

大贫民获得解放
,

遂返回原籍
,

山地退耕还林还草
。

国家重视林业
,

封

山育林
,

森林得以恢复
。

但由于人 口逐增
,

林区各种生产活动日益频繁
。

行政部门片面

罢义黔假篡黔纂爵戳黔毋黑翼蹂黔介斐聋算盖霖罄甲
使已退耕的土地又

“ 返耕
” 。

所 以林区出现无数
“
远耕队

” ,

森林逐渐被蚕蚀
; 加之大

量盲目采伐木材
,

多次 “ 拔大毛 ” ,

因此林区内部空地逐渐扩大
,

林区被分割呈块状分

布
,

林线不断后退
,

林区面积逐年缩小
。

(二 ) 森林分布的特点
:

子午岭林区森林早期为油松
、

侧柏
、

辽东栋针 阔 叶 混 交

林
,

后因破坏
,

演变为以山杨
、

白桦林为主
,

分布有辽东栋林及油松林
、

侧柏林
, 散生

林木有杜梨
、

小叶杨
、

愉树等
。

本区森林受到多次破坏
,

郁闭度差
,

其分布 特 点
:

第

一
、

林相多被农地割裂
,

林分多呈小块状分布
,

覆盖率一般 为0
.

5左右
; 第二

、

阴 坡
、

半阴坡和深山沟谷森林较多
,

阳坡和梁命及居民点等地森林较少
,

这些地区除散生林木

外
,

多为农地和荒地 ; 第三
、

幼
、

中龄林较多
,

成熟林少
,

且多布于较远的 沟 掌 和 山

脊
,

如甘肃正宁县天然林为 2 .5 13 万亩
,

其中幼
、

中龄林 2 3
.

3万亩
,

占92 %
.

成熟林 2
.

15

万亩
,

占 8 % ;
合水县天然林 12 4万亩

,

其中幼龄林和中龄林 1 17 万亩
,

占9 4
.

5 %
,

成熟林

6
.

9万亩
,

占5
.

5 %
。

陕西旬邑县天然林 72 万亩
,

其中幼龄林和中龄林 71 万亩
,

占 9 8
.

6%
,

成熟林近一万亩
,

占1
.

4 % ,
林相较整齐

,

林间空地较少的乔山林业局 天 然 林 为 93 万

亩
,

其中成熟林 66 万亩
,

占71 %
,

中龄林 27 万亩
,

占29 %
。

三
、

子午岭森林的破坏及其影响

子午岭西侧主要支岭有 13 条
,

其中 n 条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主要川道 12 条
,

受破

坏的达 n 条
,

毁林面积共 21 万多亩
。

东侧的槐树庄
、

上吵子等地
,

五十年代时胸径 1 米

的大树多见
,

灌木丛生
,

行人 困难
,

现已变为农地或荒地
。

张村骚五十年代生长着大量

灌木
,

今 日已退至十华里之外 ; 旬 邑县合作 化 时 退 耕地又
“ 返耕

” 。

凡此种种
,

均使

林区出现大面积的无林地
,

特别是沿公路
、

川道 以及村庄附近更为严重
。

20 多年以来
,

由于乱砍滥伐
,

一

盲目垦殖
,

毁林种粮的破坏
,

使甘肃林区林线每年平均 l 华里的速度后

移
。

华池县林线已后移 40 华里
,

正宁
、

宁县已推移到子午岭的主脉
,

林地 比解放初缩小

2 2 3万亩
,

减少 了42 叮
,

占甘肃林区总面积的21 %
。

陕西林区如富县一带
,

据调查
.

林

线亦每年平均后移 i 华里
,

面积减少 22 万亩
;
旬邑林地减少 15 万亩

。

子午岭林区的植被
,

由于近 30 年遭到较大的破坏
,

森林资源面积大减
,

涵养水源的

功能逐渐削减
。

据甘肃合水县板桥水文站的观测
,

把年降水量 7一 10 月累积 数 相 近 的

1 9 6 8
、

工g牡
、

19 7 3
、

19 7 5和 19 78 年进行比较
,

年输沙量与径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如
。

根据

止宁县 1。年的气象资料分析
,

19 72 年前 5 年比 1 9 6 7年前 5 年平均降雨量减少 1 7
.

5毫米
,

相对湿度降低 4 % ; 宁县气象资料亦表明
, 1 9 7 2年前 3 年比 1 9 6 7年前 5 年平均降雨量减

少 42
,

6毫米
,

相对湿度降低 3 % ; 合水县柳沟水文站 19 59 一 19 6 2年平均最 大 流 量 6工
.

1

一

文方券 /秒
,

19 6 9一 1 9 7 1年为 1 5 1
.

。立方米 /秒
,

比 10 年前增大 1
。

5倍
;
含砂量 功 年 前 是

5 9
.

6公斤 / 立方米
,

近 3 年则为 1 2 6
.

3公斤 /立方米
,

增加了 1 倍多
。

又如甘肃正宁 县 西

坡林场碾盘山一 支毛沟
.

有土地 92 5万亩
,

19 56 年前沟掌地农田 1 10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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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5介页 ) 沟口雄地箱亩
,

沟内清水长流
,
后因段林开荒达 ” 3 亩

,

造 成 严 重 的

水土流失
, 19 7 1年仅 l 公里长的~ 条小钩就独走泥沙 2 ,心吟立方米

,

沟 口滩地变成了乱石

滩
。

再如
,

葫芦河支流太白川
, 1 , 6 5年前

,

植被保护较好
,

沟水清澈见底
,

近年来由于毁

林开荒厂构水泽浊
。

据 1 0 . .年 3月 21 日实截
,

河水含妙量达 .3 75公斤 /立方米
。

森林砍伐

后
,

空气中水汽易飘移
,

相对慢度就会受到影响
。

据太白气象站观侧
, i躺。 年 以 来

,

20 年内
一

格对湿度减少 3
。

4 % (表 l ) 石 一

衰 1 太
一

自翻相劝吮位的交让

年 份 1 9 6 0一 1 9 6 4 1 1 9 65一 1今6 9 1 1 975 一 1 9 7分

五年月

湿度

7 0
。

1 0 6 8
。

6 0 6 6
一

7 0

子午岭林区由于调节

径
、

洛两条河流的径流
,

-

保持水土
,

改善小气候
,

为径
、

洛河两岸提供充足

水稼
,

保障农业生产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

子午岭

森林的玻坏
,

·

胡起了气候钓变化
,

相时摄度降低
,

雨量减少
,
河流含沙量 增 多

。

这种
有毁掉林海

,

危及粮仓
”
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
.

将造成严重的生态性灾难
,

威胁号称

甘肃 幸粮苍粉
一

菌陇东绝握和东侧的洛川振
,

甚至于形响到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
。

因此
_

,

我们建议应立 即采取有教绪毅、制止乱砍槛伐
,

不允许胶林开荒的现象继鳞发生
。

子午岭

林区是国家划走为永稼牺养林这
,
二

有关部门要大力宣传森林的水源洒养作用
。

同时摹严

格贫彻水稼栖养林伙铂管理方法奋应有计划
、

有步赚地尽快恢复黄土商原这一 “ 天然水

库
”

二

— 子午岭林区
,

使之发挥应有的水源涵养作用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