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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区位于安塞县境 内的延河中上游地段
,

包括延河支流杳子河下游的茶坊等三个

大 队和县南沟流域五个大队
。

总土地面积 7 8
.

理平方公里
,

折合 1 1
.

76 万亩
。

全区共有 7 18

户
, 3 ,

46 9人
,

每人平均土地面积 33
.

9亩
,

宜林荒 山面积 3
.

85 万亩
。

本区地处陕北黄土丘

陵沟壑区第二副区
,

区 内地形破碎
,

土壤贫疮
,

植被稀疏
,

水土流失严重
。

年平均降水

量 5 4 9
.

1毫米
, 7 一 9 月为雨季

,

降水量 占年平均降水量的 6 1
.

1 % ; 年平均气温 8
,

8 ℃ ,

年绝对最低气温 一 2 3
.

6 ℃ ;
海拔高度 1 ,

00 0一 1 ,
4 00 米

。

一
、

林业生产现状

截止 1 9 8 0年底
,

实验区林地保存面积 10
, 1 78 亩

,

其中水土保持林 4 , 7 99 亩
,

经
一

济 林

1 ,

33 7亩
,

薪炭林 4
,

伽 2亩
,

每人平均 2
.

9亩
。

林地面积 占宜林荒山面 积 的2 6
.

4 %
,

占总

土地面积的 8
.

7 %
。 “ 四旁

夕,

及零星树木 .2 8万株
,

育苗面积 1 03 亩
。

区内各大队不 同 林

种保存面积列入表 1
。

实验区现有水土保持林成林面积 3 , 0 36 亩
,

经济林结实面积 51 4亩
,

薪炭林收益面积

2 ,

84 5亩
。

就整个实验 区来看
,

林木己经开始收益
,

薪炭林平茬面积若按 30 % 计 算
,

每

年可产薪柴 100 万多斤
,

能解决近加。户的烧柴问题
;
每年生产的果品和木料价值 1 2

,

00 0

元左右
。

其中林业搞的好的畔坡 山大队
,

林地面积大
,

每人平均 4
.

5亩
,

收益 多 , 基 本

解决了燃料
、

木料和饲料 (包括种草 ) 间题
。

象拧条薪炭林 3 80 亩
,

每户平均近 1 4亩
,

每年

平茬一百亩
,

产薪柴 8 一 10 万斤
,

每户平均 3 ,

00 0一 4
,

0 00 斤
,

加上其他林木修枝
,

基本

解决了烧柴问题
,

并提供 了放牧地
。

该队不仅有集体经济林
,

还大力发展个人小果园
,

i 亩

以上的达 10 户
,

年收入 2 00 元
。

随着林业的发展
,

林业收入不断增加
,

19 80 年林 业 收入

6 , 7 7 0元
,

每户平均 2 4 4元
。

水土保持林 已有明显防护效益
。

据观测
,

刺槐成林 比农地可减少径流量 92
.

9 %
、

泥

沙量 99
.

2 % ;
柠条成林 比农地可减少径流量 99

.

3 %
、

泥沙量 9 9
.

8 %
。

据此估算
,

实验区

现有刺槐成林 2 , 8 86 亩
、

柠条成林 2 , 7 35 亩
,

比开荒种地每年总共约可减少径流量 7
.

8万立

方米
、

泥沙量 1
.

6万吨
。



198 0年实验区林业若本倩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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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树种资源概况

根据植被区划
,

实验区适位于森林草原地带
,

即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和草原之间

的过渡地带
,

适生树种较多
,

树种资源较丰富
。

据调查
,

乔木树种有刺槐
、

早柳
、

小叶

杨
、

杜梨
、

榆树
、

臭椿
、

河北杨
、

山杨
、

油松
、

侧柏
、

中槐
、

橄树
、

梓树
、

白蜡
、

五角

枫
、

火炬树 (引进 )
、

卫茅等
,

还引进 15 号杨
、

大关杨
、

北京杨
、

银毛杨
、

新疆杨
、

德

杂一号杨等杨树品种 , 灌木树种有柠条
、

酸刺
、

狼牙刺
、

紫穗槐
、

沙 枣
、

祀 柳
、

怪 柳

等 , 经济树种有苹果
、

核桃
、

枣
、

杏
、

桃
、

梨
、

李
、

桑
、

花椒
、

文冠果等
,

还引进了新

疆核桃等 70 个核桃品种
,

还有连翘
、

油树
、

黄柏
、

山茱英等
,

共计 40 个树种
。

各树种的分布特点
:

刺槐适应性强
,

多栽植于沟坡抓和梁炎坡不同坡向
,

以附坡为

好
,

少数栽植命顶部和阴坡冲风口
,

但有冻害
,

生长差
。

旱柳
、

小叶杨多栽植于沟渠槽

和沟道水旁及下湿洼地
。

杜梨散生于谷缘线崖畔上
,

以阴坡较多
。

苹果
、

核桃等经济树

种栽植于近山阳湾及村旁
、

宅旁
。

柠条主要种植于梁弃顶与梁弗陡坡
。

酸刺分布于阴坡

徒极
、

沟道背阴坡
。

狼牙刺分布于阳坡陡机陡崖
。

杨
、

柳
、

榆
、
中槐

、

臭椿等为四旁树

种
。

三
、

立地条件与造林问题

立地条件的适宜性
,

对造林的成活和生长影响很大
。

实验区 内地貌和土地类型复杂

2 8



多样
,

在植树造林时
,

应注意立地条件的选择
,

做到适地适树
。

水分和养分的供应状况
,

是决定林木能否正常生长的两个重要生态因素
。

其中土壤

水分条件因受大气
、

地形等 因素的影响
,

而呈现复杂的情况
。

在不同地形部位和不同土

地类型上
,

土壤水分在数量上的差异甚为明显
,

特别在不同土地类型
,

这种差异尤为显

著
。

这在进行树种和林种配置时
,

应该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条件
。

树木生长过程中
,

由于蒸腾作用消耗大量水分
,

因此土壤水分储量的丰歉
,

对树木

的生长影响很大
。

据测定
,

不 同立地条件刺槐林地土壤水分的消耗有极为明显 的差异
。

刺槐生长越好
,

对土壤水分的利用率愈 高
,

因而土层强烈干燥
。

如沟极刺槐生长最好
,

1 50 一20 0厘米土层深处
,

土壤水分已接近凋萎湿度值
。

而北坡及弗顶 由于林木生长差
,·

保存率低
,

林下土壤尚有一定量的有效水未被动用
。

从土壤水分状况分析来看
,

实验区

属土壤水分年循环补偿亏缺地区
。

因此
,

虽然生长于沟孤的林木比生长于北坡及赤顶者长

势较好
,

但由于土壤水分经常出现亏缺现象
,

限制了刺槐的正常生长
。

这是区内成片就

槐林难成大径材的一个重要原因
。

土壤水分条件和刺槐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决定 了栽植于沟孤地生长最好
,

半阳
、

半阴

坡次之
,

梁赤顶和阴坡因冲风口 生长最差
,

难成林
。

如沟抓 6 年生刺槐平均树高 7 米
,

胸径 5
.

8厘米
,

基本郁闭成林
; 而梁筛顶部和冲风 口的刺槐保存率仅 10 一 30 %

,

生 长 参

差不齐
,

冻死冻梢严重
。

“ 四旁
”
及零星植树

,

若立地条件选择得当
,

林木生长迅速
,

较易成材
。

沟
、

槽
、

集和洼地
,

水分条件较好
,

早柳
、

小叶杨生长迅速
,

二三十年可成大径材
;
但 生 长 在

干命上的小叶杨胸径生长量只有沟渠中的 38 %
。

旱柳如 作 椽 材
, 5 一 8 年 可 砍 椽一

次
,

但立地条件不同差异显著
:

水旁的 5 年砍一次椽
,

不在水旁而土质好 6 年一次
,

干

赤地 8 年一次
。

15 年 以上的树留椽 20 一25 根
,

年产值 4 一 5 元
。

杜梨以零星分布
,

多生

长在赤边线畔上
,

直径年平均生长量一厘米左右
。

榆树多生长在村旁和坡脚
,

在土地肥

厚的地方生长较快
。

臭椿耐干早瘩薄
,

崖畔生长较多
,

但生长慢
; 在土层厚的崖根及宅

旁生长较快
。

中槐材质好
,

在村
、

宅旁湿润肥沃的地方生长亦较好
。

作为行 道 树 的 杨

树
,

15 号杨在水分条件好的渠旁生长最快
,

北京杨
、

新疆杨
、

银毛杨
、

德杂一号杨生长

较好
,

大关杨易成活但干形不好
。

四
、

林业发展的经验和问题

实验区 40 年前曾遍布梢林
,

由于人为活动
,

合作化时除沟道上游保留少量梢林外
,

已基本垦完
。

自1 9 6 3年普遍开展 了人工造林
, 1 9 7 3一 1 9 8 0年有较大发展

,

其中从 1 9 7 4一

1 9了7年为历史最高峰
。

自1 9 7 1一 1 9 8 0年实验区造林上报面积为 1 2 ,

78 2亩
,

保 存 面 积 为
1 0

,

1 78 亩
。

据安塞县 1 9 4 9一 1 9了5年统计资料
,

造林上报面积 6 0
.

9万亩
,

保存面积 (资源

清查 ) 1 8
.

9万亩
,

保存面积为上报面积的 31 %
,

由于保存率低
,

发展速度较慢
。

实验区

造林大上的 1 9 7 3一 19 8 0年
,

每年每人平均造林 0
.

3亩多 , 造林最高年分为 l扩了7 1亩
,

每人

平均五分多
。

实验区林业发展的基本经验是
:

1
.

认真贯彻林业政策
。

实行
“ 国造国有

,

队造队有
,

社员在房前屋后和自留山植树



归个人所有
” 的政策

,

调动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
。

各大队于 1 9 7 3一 1 9 7 5年相继建立起林

场
,

固定土地
,

劳力
、

资金和苗圃
,

开展植树造林群众运动和长年专业队相相合
。

特别是

寺嫂舰大队已建成千亩林场
,

茶坊
、

坊塌大队林场造林面积占总面积 50 % 以上
,

其他林

场也有一定面积和成效
。

由于明确 了林权
,

各生产队也积极造林
,

同时社员积极在房前

屋后和 自留山 (每户划 2 一 5 亩
, 一

L地多的队适当多划 ) 植树
。

对于过去收归集体的社

员个人的树木
,

按政策退还了本人
,
以取信于民

。

2
.

睡地造林和林城间作
。

实验区造林的重要经验是实行林粮间作和荒山荒地进行整

地造林
。

整地可以改变林地小环境条件
,

蓄水保墒
,

保证幼林成 活和生长
。

如砖窑沟林场

的大脱盖 1 50 亩坷槐全部进行水平沟
、

水平阶整地
,

阳坡
、

半阳坡生长很好
,

6 年 生 已

有肠闭成林
。

林粮间作是造林后 2 一 3 年内
,

在林间套种农作物
。

由于全面整地和幼林抚育
,

提

高造林成活率
,

促进林木生长
,

也有利于幼林保护
,

同时可增加粮食收入
,

降低造林成

本
。

实验区畔坡山大 队林粮间作搞的好
,

林业发展快
,

林木生长好
,

收益早
,

这是该队

造林的一条基本经验
。

3
.

加强顿导抽娇护林
。

加强领导
,

搞好护林
,

是实验区林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

凡林业能搞好的队
,

一是有坚强的领导 , 二是有可行的护林制度
。

畔坡山和坊塌高石子

后队林业生产好
,

就是多年来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和坚持护林制度的结果
。

但应指出的是
,

由于广种薄收和单一农业经营思想严重
,

群众对林业的重要性认识

不足
,

重视不够
,

加之政策不落实
,

个人树木三收三放
,

挫伤 了群众植树的积极性
。

当

前林业工作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

1
.

盆适轻份
,

造林不护林
。

荒山营造的一些幼林
,

既不搞抚育管理
,

也不进行林粮

问作
,

影响成活和生长
,

少数甚 至 死 亡
。

最大的问题是造林不护林
,

多数队没有严格

的制度
,

乱牧乱砍现象严重
。

特别是近二年开荒较多
,

破坏了天然草场
,

加剧了林牧矛

盾
,

这是造林不见林的主要原因
。

一些经济林 由于不重视管理
,

生长差
,

长期无收益
。

如砖窑沟队的苹果多数成了小老树
,

条坊
、

坊塌的山杏撂荒而死亡
。

2
。

轻视育苗
。

实验区除少量川地苗圃外
,

多为山地
r

苗圃
。

多数队育苗舍不得好地
,

舍不得肥料
,

因而苗木质量低不能 自给
。

从外地调苗影响造林成活率
。

如 19 7 8年
,

县南

沟从洛川县调进 1
.

2万株苹果苗
,

栽植成活率只有 5 一 10 % 左右
,

基本上失败 j
’ 。

第 2

年又从附近调苗
,

成活率才 30 一 50 %
。

1 9 8 1年栽植的一万株不合格的核桃苗
,

成活率才

3 0 %人
一

右
。

.3 造林不盆成 t
。

随意刨坑栽植
,

成活率很低
,

不保护苗根
,

曝晒失水
,

也降低成

活率
。

五
、

林业发展方向及措施

(一 ) 发屁方向和玉年视划指标

根据 “ 三北 ” 防护林建设规划和林业区划
,

安塞县为
“ 三北 ” 防护林 建 设的 重 点

具 ; 按省林业区划属陕北黄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林区
,
由于本区

“ 三料
”
俱缺

,

尤其烧



柴困难
,

因此
,

林业的发展应主攻大面积水土保持林
,

大力营造薪炭林
,

积极发展桑果

为主的经济林
。

林业经营 目的是达到保持水土
,

解决 “ 三料 ” ,

增加经济收入
,

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
,

实现宜林荒山绿化
,

陡坡 ( 2 5
“

以上耕地 ) 退耕还林
,

要求森林覆被 率 达

40 % 以上
。

实验区 5 年新造林 1 1
,

842 亩
,

其中水土保持 林 3 , 104 亩
,

薪炭林 7 , 6 93 亩
,

经 济 林

1
,

0 4 5亩
。

2 9 5 5年造林累计面积 2 2 , 0 2 0亩
,

每人平均 6 亩
。

其中水土保持林 7 , 9 0 3亩
,

占

林地面积 3 5
.

9 %
,

薪炭林 1 1
,

7 35 亩
,

占5 3
.

3 %
,

经济林 2 ,

38 2亩
,

占1 0
.

8%
。

长远的 发 展

比例
,

水土保持林和薪炭林占80 % 左右
,

经济林占20 %左右
。

1 9 8 5年林地面积 占宜林荒

山面积 5 7
.

2 %
,

占总土地面积的 1 8
.

7 %
。

5 年育苗 4 95 亩
, “ 四旁

” 植树达 56
,

27 4株
。

林

业投工 10 万个
,

投资5 ,

71 0元
。

1 9 8 5年林业收入达到 40
,
2 90 元

,

占总收入 5 %左右
,

并基

本解决烧柴问题
。

各大 队发展规划及实验区林种规划指标列于表 2
。

1 9 9 0年每人平均造

林 10 亩
,

森林覆盖率 31 %
。

(二 ) 实现规划的措施 :

实验区 1 9 8 5年林业发屁规划指标

表 2 单位
: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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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面积和株数为累计数
。

1
.

加强领导
,

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
。

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
,

要加强对

林业的领导
,

巩固和发展 队办林场
,

组织好群众造林育苗
,

切实建立联产计酬的林业生

产责任制
。

对现有林的管护和收益可实行合同制进行专业承包或设护林员
,

经济林可搞

专业户或专业人承包
。

对 自留山要发给林权证
,

订出制度和办法
,

限期造林
。

荒山荒地

造林
,

可实行包片
、

包干或订立合同
。



2
.

建立健全护林制度
。

由于生产责任制的变化
,

一度出现乱牧乱砍现象
,

不利林业

建设
。

要宜传贯彻林业法令
、

法规
,

进行爱林护林教育
,

同时各大队制定护林公约
,

设

护林员
,

明确职责和报酬
。

3
.

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搞好布局
。

该地区防护林的林种以水土保持林为主
,

包括水源

涵养林
、

护坡林
、

沟头防护林
、

沟底防冲林
、

护岸护滩林
、

水土保持薪炭林
、

水土保持

放牧林等
。

树种与配置
。

水土保持林要选择适应性强
、

生长迅速及作用稳定持久的树种
,

并以

乡土树种为主
。

如刺槐
、

油松
、

侧柏
、

河北杨
、

小叶杨
、

榆树
、

杜梨
、

柠条
、

酸刺
、

紫

穗槐
、

祀柳
、

桑
、

苹果
、

核桃等
。

并根据树种的生物生态学特性搞好布局和馄交
。

凡冲

刷严重的沟边
、

河岸和冲蚀基面都要营造防护林
。

在沟缘区营造柠条等灌木 为 主 的 林

带
,

减少和防止地表径流汇入沟谷
。

在沟头可选择耐早
、

耐寒的树种
,

如刺槐
、

柠条
、

油松
、

侧柏等营造棍交林
,

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

沟底造林
,

较大的沟道不宜全面造林
,

靠集水线栽祀柳
、

酸刺等灌木
,

靠坡脚栽植杨
、

柳
、

白榆等树种
。

沟坡造林
,

一般在阴

坡
、

半阴坡营造油松林
,

陡坡或土质差的地段可造柠条
、

酸刺灌木林 , 阳坡
、

半阳坡营

造刺槐
、

侧柏林
。

梁命顶部主要曹造柠条灌木放牧林
,

低而平缓地段可造山杏林
,

低山

阳湾可大造桑
、

苹果
、

核桃等经济林
。

4
.

搞好整地和林粮间作
。

本区自然条件差
,

干早和水土流失严重
,

在植树造林中要

特别注意蓄水保墒问题
,

要进行整地造林
。

根据斜坡坡度
、

坡形可分别采用水平沟
、

水

平阶
、

鱼鳞坑和反坡梯田等整地方式
。

水平阶和反坡梯田整地适用于 35
“

以下 坡 形完整

的斜坡
;
水平沟整地适用于坡度较大的荒坡

; 鱼鳞坑适用于破碎的沟坡 (抓 )
。

搞好林粮间作
,

提高成活率
,

提早成林
。

合理的林粮间作要以为林主
,

收粮保林
。

林

粮间要留有树盘
,

间作低秆豆类作物
。

果树忌套种小麦
。

5
.

加强林木抚育管理
,

提早收益
。

水土保持幼林要进行抚育管护
,

提早郁闭 , 对成林

要作好修枝和抚育间伐
,

灌木林要平茬
,
对

“ 小老树
” 要改造更新

。

经济林 (果园 ) 坡

地要修筑梯田或蓄水工程
,

树体要修剪
,

并加强土壤管理
。

核桃
、

山杏
、

山桃
、

桑等树

种忌撂荒
。

6
.

搞好育苗
,

提供壮苗
,

这是植树造林的重要一环
。

在新形势下
,

除大队林场坚持

育苗外
,

鼓励社员育苗
,

重要的树种可与大队及社员户订立育苗合同
。

苗木规格要求
:

刺槐苗木根径 0
.

7一 1 厘米
,

截干造林截干高二寸左右
。

核桃苗木
,

第一年在苗圃埋土防寒越冬
,

二年出圃
,

苗木根径 1 一 1
.

5厘米
,

高0
.

5一 1 米
,

造林成

活率高
,

当年越冬好
。

油松和侧柏造林
,

一般要求 2 一 3 年生苗木
,

有发达的根系和健壮

的顶芽
。

塑料大棚营养杯育苗可当年出圃造林
。

与此同时
,

要做好培训技术 队伍
,

加强林业科研
,

推广先进经验
,

开展科学试验
,

加快林业发展
,

为把实验区建成林牧业基地创造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