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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定西地区为代表的甘肃中部 1 8个县
,

是 国务院
“ 三西 ”

建设的重点
。

这一地区农

村能源间题甚为严重
,

生活燃料奇缺
,

农 民除 了用秸秆做饭烧炕外
,

每年尚缺 4 个月左

右的燃料
,

只好烧畜粪
、

铲草皮
、

挖草根
。

这就促成恶性循环的进一步发展
,

造成极其
.

被动的局面
:

1
。

有机肥料短缺
。

如定西县
,

每年烧掉的畜粪
,

相当于三四十万亩农田 的 有 机 肥

料
,

静宁
、

庄浪两县
,

平均每年烧掉畜粪 2
.

7亿多斤
;

2
.

饲料不足
。

一方面把 可以作为饲料的庄稼秸秆几乎全部作了燃料
,

另一方面因铲
、

草皮
、

挖草根而
“
斩草除根

” ,

使万山皆秃
,

无草可牧 ,

3
.

农民劳力紧张
。

一户五 口之家
,

每年用于铲草皮
、

挖草根的劳 动 日达 1叨一 1 2仓

个
,

在灾年
,

甚至比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力还多
。

随着草皮越铲越远
,

草根越挖越少
,

所

花的劳动 日逐年增加
,

农民腾不出手来搞各种副业和在农业上实行精耕细作
,

捆住了农

民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的手脚
,

4
.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

千家万户长年累月的铲草挖根
,

使本来已经很脆弱的生态环

境更加恶化
,

一些经过封山育草本来可以长成茂密草场的地方
,

现在因
“
斩草除根

”
几

乎寸草难生
,

进一步加剧了干旱和水土流失
;

5
.

人 民生活困苦
。

由于缺柴少烧
,

农民不得不减少熟食和热饮
。

生活相当简朴而困

苦
。

综上所述
,

燃料奇缺
,

已经制约了这一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

要改

变这一地区的面貌
,

就要妥善解决千家万户的燃料问题
。

一
、

发展薪炭林是解决农村燃料的主要途径

解决农村生活燃料
,

有多种渠道可供选择
,

如供煤
、

供油
、

供电
、

利用太阳能
、

建

立沼气池等
,

都可作为解决农村生活燃料的办法
。

这些办法
,

如与营造薪炭林比较
,

在

这一地区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

如供煤受煤炭资探和开采能力不足
,

交通运输不便
,

群
、

众经济困难 以及国家补贴耗资甚巨的限制 , 供 电
、

供 油 和 利用风 能
,

由 于 技术 的
、

经济的原因也暂难实行 ; 太阳能确有较大的潜力
,

但早晚
、

阴天都难以利用
,

亦无法姗
·

炕取暖
,

加之制造成本高
,

维修费用大 , 沼气确是解决农村能源的合理办法
,

但因黄土

丘陵区缺水
、

缺沼气池建筑材料
、

缺制气的生物原料
,

加之低温期长
,

发酵缓慢
,

故发

展也有一定困难
。

特别是这一地区群众生活困苦
,

经济收入低微 , 无力偿付燃料费用
。



因此
,

解决这一地区农村能源的办法
,

不可能
、

也不应该建立在消耗群众微薄收入的基

础上
,

而必须从千家万户农民都能生产 的生物能源入手
,

营造薪炭林
,

即是其中的一个主

要形式
。

用薪炭林解决农村能源
,

具有很多好处
:

1
.

投资少
,

方法简单
。

如 1 0年内造林 1
,

0 00 万亩
,

按现行补助标准
,

国家约需 投 资

1
.

5亿元
,

只 占同期
“ 两西 ”

建设投资的 9 %
,

而且植树造林方法简单
,

绝大多数 群 众

都能掌握
,

极易在短期内全面铺开
;

2
.

能充分利用这一地区水
、

土
、

肥
、

光的巨大潜力
。

据粗略计算
,

这一地区现有宜

林荒山
、

荒滩
、

荒坡约 l , 5 00 万亩
,

加上大量的四旁隙地
,

总宜林面积在 2 ,

00 0 万 亩 以

上
,

而且土层深层
,

年雨量亦适合多种旱生乔灌木树种生长
,

加之树木抗灾能力较其它

作物和草类为强
,

能适应这一地区春早
、

秋雨的自然规律
,

3
.

收效较快
。

一般在栽植后三五年即能收益
,

这要比开发非生物能源快的多
,

而且

有再生能力
,

可以不断樵采
,

延续多年
,

有的甚至数十年不衰
,

可谓 “ 一劳永逸 ” ;

4
.

具有保持水土
、

恢复生态平衡
、

改善小气候条件等多种效益
,

从而使农业
、

畜牧

业有一个较好的自然环境 ,

5
.

嫩枝落叶既是牲 口的饲料
,

也是发展沼气的原料
,

6
。

能促进家庭副业的发展
。

很多灌木除作为烧柴外
,

还具编织等用途
,

不少树种
,

又是优 良的蜜源植物
,

从而为发展农村家庭副业创造了条件
;

7
。

能增加群众经济收益
。

国家的造林补贴
,

大部都成为农民的收入
,

另外
, 1 ,

00 0万

亩薪炭林每年生产的薪柴
,

价值约达 1 亿元
,

将促进这一地区群 众温饱问题的解决
。

8
.

有利于美化环境
,

净化空气
,

有益人民的身心健康
。

从这一地区土地资源
、

水热状况
、

群众习惯
、

技术力量和急需扭转生态平衡失调等

因素进行综合衡量
,

以营造薪炭林作为解决农村燃料的主要途径
,

无论从当前看还是从

长远看
,

都是完全必要的
,

也是易于实行的
。

二
、

薪炭林树种的选择原则

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薪炭林树种
,

是薪炭林高产稳产的关键性措施
。

在这个工作

中
,

现成的经验很少
,

有待进一步摸索与研究
。

通常认为
,

薪炭林与用材林比较
,

在营

造技术和管理方法上有很多不同之点
,

特别在树种特性上要求不 同
。

如用材林一般把材

性好
、

树干通直
、

圆满等作为主要选择因子
,

而薪炭林把生物量 高
、

易于燃烧等作为主

要选择因子
。

因而用材林树种的选择原则与薪炭林不尽相同
。

根据甘肃中部干早地区的

特点
,

初步提出薪炭林树种的选择标准
:

1
.

附千早
、

有薄
,

能适应中部地区的干早生态环境
。

中部地区干旱少雨
,

加之雨量

年变幅很大
,

因而薪炭林树种一定要适应这一特点
,

以适应性强的乡土树种为主
,

采用

林业上所称的先锋树种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

2
。

萌生力强
,

适子蔺势足断或报华更新
。

薪炭林树种应能反复樵采
,

以节省重造的

开支和劳力
。

樵采后的萌菜条能很快郁闭
,

迅速恢复在全林地上
“ 接收 ” 太阳光能力

,

并能有效地保护地表兔遭水土流类



3
.

种源丰富
,

繁殖容易
。

薪炭林树种必须有大量的种源 (或种条 )
,

能在短期内满

足这一地区群众对种子的需求
,

而且价格要低廉
,

能与群众的经济能力相适应
。

在造林

时
,

方法要简单易行
,

不论育苗造林
、

直播造林
、

插杆造林
,

都易于被群众所掌握
。

4
.

轮伐期短
,

单位面积可利用的生物 t 离
。

薪炭林树种应在栽植后三五年即能开始

收获
,

以后每隔三五年就能轮伐
、

平茬
。

它与用材树种不尽相同
:

用材树种主要是利用

树干的成材部分
。

而薪炭林树种的枝极
、

树叶都可作为燃料
,

因此
,

应 以可利用的地
_

L

部分生物量作为是否速生的指标
。

5
.

易于溜烧
,

热值较高
。

薪炭材应具有易燃和火力旺盛的特点
,

象泡桐
、

核桃揪等

木材不易燃烧的树种
,

就不宜作为薪炭林树种
。

在通常情况下
,

木材比重大的
,

燃烧时

热值也大
;
具有树脂或被覆蜡质 的树种

,

燃烧值一般都较高
。

6
.

要具有多种用途
。

这一地 区土痔民穷
, “ 四料

”
俱缺

,

在造林上也不可能严格地

区分这一块地种植薪炭林
,

那一块地种植用材林
。

因此
,

要选择以生产薪炭为主
,

兼具

其它用途的树种
,

尽可能把薪炭
、

编织
、

小径用材
、

饲料等结合起来
。

由于这一地区也

是水土流失的重点区
,

因此
,

薪炭林树种亦应具有 良好地 防止水土流失
、

改良土壤 (如

固氮 ) 等效益
。

在实践上
,

要使一个树种全面地符合上述要求
,

这是很难办到 的
。

但应以上述各条

为原则
,

有所侧重地进行选择
。

比如在水分条件较好而稍有盐碱的沟谷或渠道两侧
,

就

不一定要求耐干早膺薄
,

而可选用速生
、

喜湿的柳树
,

搞头木林作业
,

既生产大
、

中径

材
,

又生产大量薪炭材
。

根据上述原则
,

初步提出这一地区的薪炭林树 种
,

包 括
:

红

砂
、

沙冬青
、

红柳
、

柠条
、

毛条
、

狼牙刺
、

猫儿刺
、

野拘祀
、

白茨
、

山毛桃
、

酸刺
、

祀

柳
、

紫穗槐
、

珍珠梅
、

洋槐
、

臭椿
、

山杨
、

河北杨
、

油松
、

旱柳等
。

上列树种
,

有的可在降雨量 3 00 毫米左右的地方生长
,

如红砂
、

沙冬青
、

红 柳 等
;

有的需要 4 00 毫米左右的降雨量
,

如山毛桃
、

酸刺
、

祀柳
、

紫穗槐等 , 有的既受 雨 量又

受低温的限制
,

如洋槐在年雨量大于 4 00 毫米的地方能够成林
,

但海拔高度一般 不 得超

过 1
,

9 00 米
,

否则就难以越冬
,

无法搞萌粟更新的薪炭林
。

另外
,

在降雨量相同 的 情况

下
,

坡向与树种选择又有直接关系
。

因此
,

具体到某一地点
,

还要根据上列各树种的生

态学特性进行选择
,

才能适地适树
。

三
、

需要注意的经营技术措施

经营薪炭林
,

要求在短期内获得尽可能多的薪柴
。

因此
,

与经营用材林比较
,

在造

林技术和经营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
。

为了达到速生
、

高产
、

长期利用的目的
,

需要在经

营技术措施上注意以下几点
。

1
.

要适当增加造林密度
。

合适 的造林密度对薪炭林产量具有较大的影响
。

当前
,

普

遍存在灌木造林后盖度太小
,

土地利用率不 高的间题
。

灌木造林
,

一般每亩应 有 40 。一

60 0丛 (株 ) 的密度
,

才能早期郁闭
,

有利于水土保持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因此
,

在这

一地区造林整地时
,

就应考虑梯田的宽度与间隔距离
,

田面过宽
,

势必加大间隔距离
,

使土地利用率降低
;
特别在降雨量 4 00 毫米以上的地 区

,

更无必要在上下两阶 梯 田之间

留大的间隔
。

但因黄土丘 陵 区 的 山坡 陡峭不一
,

故很难有一个划一的标准
,

原则上应



使灌木盖度能达 8 0%以上为准
。
田埂植树时

,
田埂外壁 陡峭的

,

则株距宜用 0
.

5米 单 行

种植或株距 l 米双行种植 , 田埂外壁平缓的
,

应让灌木全部覆盖
,

株行距一般不宜超过

1 米
。

2
.

共深翻盆场
,

, 水保摘
。

在荒山上营造薪炭林
,

不论直播
、

扦插和植苗
,

都应做

到头年深翻整地
、

蓄水保墒
,

来年造林
。

这样有利于树木根系的生长和发育
,

促进郁闭

成林
。

以常见的红柳
、

柠条
、

酸刺为例
:
扦插在深翻土壤的 2 年生红柳

,

比未翻的高生长

大 1 18 %
,

地径大 175 % ;
柠条直播在未深翻的造林地上

,

初期生长极其衰弱和缓慢
,

常常

形成 “ 蹲苗
” ;

栽植在深翻林地上的酸刺
,

垂直根和水平根都很发达
,

三五年即能根草

成林
,

而在坚实土壤上种植时
,

根壤少而衰弱
。

因此
,

一定要改变以为灌木根系发达
,

生命力强
,

整地可以粗糙 的做法
。

3
.

要因地翻宜地实行混交遭林
。

薪炭林实行适宜的混交
,

既能充分利用 光 照 和 地

力
,

增加产量
,

又能提高防护效能
,

有利于这一地区的水土保持
,

并能使农民早期有柴

烧
,

长远有材用
,

做到长短结合
。

这一地区
,

在降雨量 ` 00 毫米以上的范围内
,

阴 坡
、

半阴坡
、

半阳坡都宜实行乔灌混交
。

据调查
,

适宜的乔灌混交
,

有利于乔
、

灌木树种的

生长
,

提高单位面积的生物量
。

如杨树与酸刺混交
,

杨树的生长远较纯林为好
,

酸刺亦

生长茂郁 ; 又如油松与酸刺混交
,

12 年生时
,

油松的平均高和平 均 胸 径 均 比 纯 林 大

9 %
。

这就使 1 亩混交林的产量
,

等于或超过 l 亩乔木林和 1 亩灌木林的产量
。

据我们

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

青皮类型河北杨与酸刺
、

油松与酸刺
、

山杨与酸刺混交
,

都是很好

的棍交类型
,

值得在生产中推广
。

乔冠棍交林上层林木的郁闭度
,

按现有的资料分析
,

不宜超过 0
.

7
。

在年雨量少于 4 00 毫米或虽在 40 0毫米而不宜栽植乔木的地方
,

应提倡灌木之间的棍

交
,

使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
,

能维持地力
,

增加产量
。

如在反坡梯田植树时
,

可

在坡外扦插红柳
,

坡内直播柠条
,

实行红柳与柠条行间混交
。

4
.

要适时平茬盆壮
。

适时平茬是经营薪炭林 的重要环节
。

灌木树种一般在造林后第

三年即应平茬
,

时节以秋天落叶后为宜
。

茬桩应与地面平齐
,

留茬高了会引起休眠芽大

量萌发
,

使根桩养料分散
,

影响产量
。

酸刺在平茬时以连根兜一起挖除为好
。

平茬应与

深翻抚育相结合
,

以促进幼林生长或老林复壮
。

柳树作为薪炭林树种时
,

应采用头木林作业
。

宜在离地面 3 米左右处截杆
,

并视主

干粗细保留 5 一 10 个分枝
,

每隔 3一 5 年砍伐一次
。

砍伐时枝茬应与主干齐平
,

这样利

于愈合
,

防止干材心腐
,

使树势健壮不衰
,

达到薪材
、

用材双丰收
。

刺槐宜用萌莫更新
,

或用中林作业法 (林内一部分培育中
、

小径材
,

不搞平茬
; 一

部分反复平茬作为薪材 )
,

或用矮林作业法
,

每年平茬或隔数年平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