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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月上旬
,

在延安召开的北方早地农业工作会议上
,

胡耀邦总书记号召大量种

草种树
,

来它个
“ 反弹琶琶

” , 并多次提到沙打旺
,

勉励用飞机播种
。

这对我国北方地

区
、

甚至对全国各地的农业改革
,

都是个大爆炸
。

要大量种草种树
.

首先要思想解放
, “

反弹琵琶
” 。

本文根据对吴旗 飞播沙打旺
、

酸刺等草灌 9 年效果的现场调查资料
,

介绍一些有关的具体问题
。

一
、

飞播沙打旺草地的现状

1 9 7 5一 1 9 7 9年
,

在黄土高原半干早区的吴旗县 飞播沙打旺试验成功后
,

中央农牧渔

业部畜牧局从 1 9 7 9年起
,

在全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飞播牧草 (包括沙打 旺 ) 生 产 性 试

验
。

北方各省
一

飞播实践进一步 证明
,

在年降雨量 3 80 毫米以上的黄土区和 退 化
、

沙化草

地
, 一

飞机播种沙打旺是 可行的
,

成功的
。

19 8。一 19 8 3年畜牧局在吴旗又连续飞播沙打旺

10 力
一

亩
。

目前
,

这些飞播 的沙打旺长势很好
,

枝叶繁茂
,

一眼望去
,

起伏的 荒 山 秃 岭

被上了绿装
。

在地广人稀的地区
,

大面积飞播沙打旺
,

无疑是迅速绿化荒山荒沟
,

控制

水土流失
,

改 良退化
、

沙化草地
,

提高土地生产力
,

促进农林牧副全面发展
,

逐步实现

良性循环的有效措施
。

在吴旗县飞播试验区
,

由于沙打旺密度较大
,

飞播后第 3 一 5 年中茂密的沙打旺使

原有荒山植被的大多数草类受到严重压制
,

不熊正常生长发育
,

甚至死亡
。

同时
,

沙打

旺产草量高
,

蒸腾耗水量大
,

致使 5 一 6 米土层内土壤水分严重 亏缺
,

加之沙打旺仅能

生长 5 一 10 年
,

在我国北方不少地区结实困难
,

不能天然更新
。

因此
,

沙打旺衰败 后
,

天然草类能否恢复 ? 土壤水分能否满足其它植物 (包括农作物 ) 生长的需要? 怎样解决

沙打旺衰败后的植被更新问题 ? 曾引起了普遍关注
。

为此
,

自 1 9 8 0年 以来
,

我们对飞播沙打旺草地的密度
、

产量
、

土壤水分和植被动态

作了连续观测
,

对王注子播区酸刺和沙打旺混交效果进行了调查
、

研究
。

二
、

试验观测结果及分析

1
、

飞播沙打旺草地植被动态

飞播沙打旺密度达到每亩 1 万株 以上时
,

第二年即可形成茂密
、

郁闭的草地
,

第三

招



第四年生长最旺盛
.
不 同密度的沙打旺草地

,

伴生的天然植被变化不 同
。

据调查
,

沙打

旺密度超过工00 株 /平方米
,
第三第四年原天然植被大部分草类被抑制

,

不能正常生长发

育
,

甚至死亡
,

仅有阿尔泰紫苑等个别植株残存
。

沙打旺密度过大
,

竞争结果
,

亦不断

自然稀疏
,

至第五年最大密度一般不超过 50 株 /平方米
,

于是天然草类开始恢 复
。

若沙

打旺密度不超过 15 株 /平方米时
,

天然植被的大多数草种均可正常生长 发 育 , 沙打旺密

度为 5 株 /平方米以下
,

则对天然植被无不利影响
,

构成沙打旺与天然草类混 生 的复层

草本群落
,

而且有些种
,

如大针茅
、

无茎委陵菜等比在荒山植被中生长更好
。

沙打旺生

长七八年
,

开始衰败 (在沟坡 5 年即衰败
,

过牧也引起早衰 )
,

密度大幅度减小
,

根开

始腐烂
,

长势差
,

产草量低
。

据 1 9 8 3年 9 一 10 月调查
, 8一 9 年生已衰败的沙打旺草地

中
,

天然草类生长良好
,

植物种数恢复到 9 一 13 种
,

盖度 12 一 50 %
,

产草量 多 为 0
.

3一
0

.

5斤 /平方米 ( 表 1 )
。

其中阿尔泰紫壳
、

厚穗莫草
、

本氏针茅
、

草草
、

猪 毛 篙
、

无

白石咀飞摇区衰败沙打旺草地的天然植被恢盆情况

然 植 被天一…一卿一
优

沙 打 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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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禁 8 年的荒山

封禁 8 年的荒山

厚穗其草
阿尔泰紫茹

地椒
本氏针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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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椒
无茎委睦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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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椒

本氏针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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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9 8 3年 9月 13 日调查

,

因本年比较千早
, 4一 9月降雨量为 2 4 4

.

2毫米
,

产草量较常年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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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委陵菜等生长发育尤好
,

比生长在封禁 8 年的荒山植被中的同种植株更好
。

同时 同地

封禁 8 年的荒山植被产草量一般为。
。

25 一 0
.

4斤 /平方米
。

可见
,

沙打旺衰败后
,

天然草

类可 以很快恢复
,

比同期封禁多年荒山草地的效果还好
,

是良好的天然放牧草地
。

如果

飞播沙打旺用以改 良牧场
,

各地应根据水分条件确定适宜密度 ( 1
,

00 0一 3
,

0 00 株 /亩 )
,

这不仅可保证沙打旺获得较高产量
,

而且可使天然草群生长 良好
。

2
、

飞播沙打旺草地土旅水分动态

飞播沙打旺草地中
,

天然植被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土壤水分的变化
。

由于沙打旺产量高
,

蒸腾 耗水量相对较大
。

据实测
,

吴旗飞播 区 7 年 生 沙 打旺草

地
,

2 一 7 年 的总产量 (干重 ) 为吐
,

1 7 9
.

7斤 /亩
, 6年蒸腾耗 水总 量为 1

,

6 59 毫米
,

分

别为同期封禁的荒山植被 6 年总产量和总蒸腾耗水量的7
.

7倍和 6
.

2倍
。

而沙打旺草地总

耗水量 (指蒸发
、

蒸腾和径流总和 ) 仅为荒山植被的 1
.

4倍
。

可见
,

沙打旺草 地 较荒山

植被能有效地减少径流和蒸发所消耗的水分
,

而使较多的降水变成有效水
,

大幅度提 高

其产量
。

沙打旺草地除较好地利用当年降雨外
,

还靠根系不断 向下延伸
,

吸收较深土层

的储水
。

吴旗飞播 区荒山半阴坡 1
.

2米 以内土壤水分含量一般为 6
。

3一 17 %
,

为田间持水

量的 2 6
.

8一 7 2 %
, 1

.

2米 以下一般为 9
.

2一 12
。

65 %
。

而沙打旺草地中
,

根系 所达 土层深

度的含水量均降为 4 一 5 %
。

5 年生沙打旺根深可达 6
.

4米
,

使 5 米 以内 土层水 分严重

亏缺
。

在生长旺盛 的沙打旺草地中
,

每次降雨后雨水渗入深度一般为 30 一 80 厘米 (荒山

植被可达工10 厘米 )
,

这些补偿 的水分很快可被蒸腾和蒸发所消耗
。

人工首箱 草 地同样

存在这种情况
。

在半干早
、

干旱地区
,

所有农
、

林
、

草地都存在土壤水分亏缺问题
,

致

使其生长和产量受到限制
。

沙打旺从播种到衰败的 5 一 10 年中
,

可充分利用降雨和土壤

水分资源
,

减少径流和蒸发
,

从而连续多年获得较高产草量
,

这正是提倡大力种草种树

的积极意义
。

随着沙打旺的衰败
,

其土壤水分逐渐得以恢复
。

据 1 9 8 3年 10 月测定
, 9 年生衰败沙

打旺草地 60 厘米内水分补偿超过荒山植被 `表 2 )
。

这是沙打旺根系腐烂 后
,

土壤结构

发生变化的结果
。

19 81 年 4 月
,

我们把 5 年生沙打旺草地翻耕后当年种了糜
、

谷
。

翻耕前 3 米 以内土

层含水量为 4
.

16 一 5
.

61 %
。

仅靠当年降雨
,

糜子平均亩产达 2 72 斤
,

为对照 坡 耕地的 2

倍多
。

当然这主要是沙打旺 固氮改土的效果
。

事实证明
,

种过多年沙打旺而 土 壤 水 分

严重亏缺的地
,

翻耕后其水分条件不仅不会限制农作物的生长
,

而且可满足较高产量的

要求
。

糜子收获后
, 9 月 10 日测定

, 1 米 以内土壤水分还得到较好补偿 (表 2 )
。

据吴

旗县气象站资料
,

铁边城 1 9 8 1年降雨量较常年偏高
,

全年降水量为 47 4
.

4 毫才
。

4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降雨量为 4 0 2
。

6毫米
。

3
、

酸刺
、

沙打旺混交试验给果

为解决大面积飞播沙打旺衰致后的植被更新问题
, 19 7 7和 19 7 8年飞播中均进行

一

r 沙

打旺
、

酸刺复播试验
,

即在飞播沙打旺的播带重复飞播酸刺
,

使之混交 (因二者种子大

小不一
,

不宜混播 )
。

王洼子播区原设计 了 4 带沙打旺
、

酸刺复播
,

因播带设计为70 米
,

而实际播幅仅 40 米

左右
,

所 以飞播沙打旺出现了一些漏播
。

在复播酸刺时
,

则主要播于沙打旺漏播带
。

于



裹 2沙打旺草地衰致后土滚水分恢复情况

测 定 日 期

} _` 了

1 9 81年 9月 1 0 日

干土壤水分 ( % )

1 9 83年1 0月1 9日

千土壤水分 ( % )

土层深度 (厘米 )
田间干土持水量 {

_ _

_ _ _ _生二罗丫{丫1二
( % )…翼梦矗孽着馨豁农地 (豌豆地 )

9年生衰败

沙打旺地
荒 山

0一 20

20一4 0

1 9
。

7

1 9
。

1

4 0一6 0 20
。

6

6 0一 80 2 2
。

2

80一1 0 0 1 2
。

9

1 0 0一1 20 3 2
。

6

111 3
。

0 000 1 8
。

1 000

111 2
。

555 71 3
。

6 222

111 2
。

333 7了
。

1 555

111 2
。

5444 4
。

4 888

111 2
。

6 5554
。

8666

111 1
。

000 74
。

222 7

是形成了沙打旺
、

酸刺间播
,

而各带 间又有重复
。

成草成林后
,

出现 了如下几种情况
:

( 1 ) 酸刺漏播带为纯沙打旺草带 , ( 2 )沙打旺漏播带形成了纯酸刺灌木林
; ( 3 )相互

交叉的地带
,

沙打旺密 度大
,

混生的酸刘不能正常生长
; ( 4 )沙打旺密度小的混交地段

,

二者均生长发育 良好
。

飞播第三年开始形成了生长茂盛的沙打旺
、

酸刺带状混交景观
。

该复播试验中
,

沙打旺成苗效果较差
,

平均每亩 2
,

0 00 株左右
,

其中每亩 1 万 株 以

上的约占成草面积的 10
.

2 %
。

据工9 8。年 10 月 4 日调查
,

沙打旺最大密度为 28 株 /平方米
,

其中部分天然草类可正常生长
,

但沙打旺密度为 13株 /平方米时
,

酸刺即明 显 受抑制
。

生长低矮
,

叶枯黄
,

在沙打旺草层 内的即使较高的酸刺植株
,

叶均提早枯黄
、

脱落
; 沙

打旺密度为 3 株 /平方米
,

酸刺
、

沙打旺均生长茁壮
,

其根系也相互交错
,

发 育 良好
。

据 1 9 8 3年 9 月周查
,

7 年生沙打旺密度在 3 株 /平方米 以上
,

酸刺 即明显受抑制 (表 3 )

可见
,

当酸刺与沙打旺复播时
,

由于酸刺前二三年生长较慢
,

沙打旺竞争力强
,

郁闭度

大
,

所以沙打 旺密度稍大
,

酸刺生长即受抑制
;
而在沙打旺密度小的情况下

,

二者可形

成 良好混交关系
。

因此
,

如实行酸刺与沙打旺全面混交
,

沙打旺密度要小
,

这样就不能

得到沙打旺的最高产量和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 ; 而且二者混生
,

妨碍沙打旺刘割
,

收获

不便
。

因此
,

我们认为酸刺
、

沙打旺带状间播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草
、

灌混交形式
。

如前所述
,

单纯飞播沙打旺
,

衰败后天然草类能很快恢复
,

仍是良好的牧地
;
在一

些 比较平缓
,

适宜作农地的地段
,

沙打旺衰败后也可翻耕作农地
,

连续多年获得高产尸
不会为土地利用带来不良后果

。

只是当沙打旺衰败后
,

因深层土中水分严重亏缺
,

继续

种沙打旺 将生长不 良
。

对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来说
,

除大面积种草外
,

也应该有相当比

例的较稳定的灌
、

乔林地
。

在飞播种草造林中
,

实行酸刺
、

沙打旺带状间播
,

就可一 次

营造 比例适当的草地和灌木林地
。

这样飞播后
,

从第二三年起
,

沙打旺即可形成茂密的

草带
,

开始产生经济和生态效益
,

充分发挥其见效快的特点
。

在此期间
,

沙打旺草带还

可起到保护酸刺幼林的作用
。

5 一 8 年后
,

随着沙打旺衰败
,

酸刺已渐成林
,

还可向完

全衰败的沙打旺带串根萌生
,

最后发展成较稳定的酸刺灌木林
。

酸刺是 良好的薪炭林
、

水土保持林树种
。

在二者带状棍交期间
, 2一7 年生沙打旺

,

每亩每年可产鲜草 1 ,

00 。一



衰 87 年生沙打健不同 , 度中 . 翻生长愉况 ( 1 9 8 3年 9月 3 0日调查夕

1平方米内

沙打旺株数

酸 刺 生 长 情 况

株 数 {株高 (厘米 ) }地径 (厘米 ) !冠幅 (厘米 ) 地上部分
鲜重 (斤 /株 )

生 长 势

优优优2 0 3

2 0 8

2 9 2

1 6 9 X 1 8 8

1 8 4 X 1 6 6

1 3 4 x 1 7 3

1 1
。

9

4

4
。

7

1 1 2一 2 6 5
。

7一 3
。

2 4 7 X 5 6

/
1 2 9 X 1 3连

0
。

6 5一 2
。

l

1 0 7 x 1 2 1

8 0 X 8 4

.
山勺9ú

5 6 x 5 7 0
。

9

2 0 x 2 2
1

0
。

2 5

n凸自O
遥“性月任一勺八U,1只动.二,上,土

5 0一 8 4 0
。

6一 1
。

2 4 2 x 3 6 0
。

1 5一 0
。

2

较弱

较弱

弱
(其中 1株枯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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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畜牧业和农业提供大量优质饲草和绿肥
, 5一 7 年生酸刺每亩可 产 柴

1
, 0 00 一 3 ,

00 0斤
。

沙打旺衰败后
,

除原沙打旺带有茂密的天然草类外
,

因酸刺具根瘤也

能固氮改土
,

酸刺灌丛中草层更加茂密
,

同样是良好的牧场
。

据调查
,

王挂子飞播区 7

年生酸刺林下草群亩产鲜草可达 30 0一 40 。斤
,

加上酸刺林下枯枝落叶较多
,

可较好地发

挥水土保持效益
。

因此
,

实行酸刺
、

沙打旺带状棍交
,

可使近期和长远利益较好地结合

起来
,

更好地同时解决
“ 三料

” 和发挥水土保持作用
。

另外还可更好地利用 各 类 型土

地
,

提高飞播成草成林面积
。

如单播沙打旺
,

在红胶土 出露的沟坡
,

生长差
,

寿命短
,

而在这些地方酸刺生长茂盛
,

成林快
, 又如单播酸刺等灌木

,

一般成林面积仅占飞播有

效面积的 30 一50 %
,

而飞播沙打旺一般成草面积率可达 50 一 80 %
。

目前沙打 旺 种 源较

缺
,

限制了播种面积
,

而酸刺种源丰富
,

未被充分利用
。

实行草
、

灌间播
,

种 源 丰 富

了
,

可扩大飞播面积
。

例如有飞播 1万亩的沙打旺种子
,

实行草
、

灌带状混 交
,

飞播面

积就可扩大 1倍
,

而且获得比单播沙打旺更长远的效果
。

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森

林草原区
,

酸刺发展后
,

在适宜地段还可为营造青杨
、

油松等乔木林创造 良好条件
,

使

草
、

灌
、

乔有机结合起来
。

据 1 9 8 3年 10 月调查
,

吴旗县飞播试验区 6 一 8 年生酸刺已开始
:

向衰败的沙打旺草地

中串根
,

生出大量根雍苗 (表 4 )
。

调查表明
,

酸刺自三四年开始根雍繁殖
,

酸刺密度

越小
,

产生根葵苗越早
、

越多
,

这也与土壤水分有关
。

臭旗飞播区 5 一 7 年生酸刺根深



亦达 4
。

5一 5米
,

使根系所达土层的水分降至 4 一 6 %
。

另外
,

酸刺还有水平根
,

多分布

在 10 一 60 厘米土层中
,

当酸刺密度过大时
,

上层土壤水分条件较差
,

不利于根集苗的产

生和生长
。

同样
,

在沙打旺没有完全衰败的情况下
,

周围的酸刺很少向其中串根
,

产生

根萦苗
。

沙打旺一旦衰败
,

根很快腐烂
,

上层土壤水分得到较好的补偿
,

酸刺根桑苗即

可大量产生
。

实行酸刺
、

沙打旺带状混交
,

沙打旺衰败后
,

在酸刺不断进行根孽繁殖过

程中
,

衰败沙打旺带的土壤水分逐渐得到补偿
,

为酸刺的根孽繁殖和逐渐发展的酸刺林

提供较好的水分条件
。

裹 4 酸刺向衰败沙打旺地串根情况 ( 1 9 8 3年 1 0月调查 )

…酸刺申根面积
样 地 酸刺生长年限

沙打旺衰

败 年 限

酸刺根菜

苗 数
备 注

(平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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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语

吴旗飞播试验证明
,

飞播沙打旺草地连续生长 8 一 9 年
,

有效地利用了降雨和土层

中储水
,

大幅度提高了绿色生物量
,

而且最后还促进了天然草类生长
,

其土壤水分也不

会影响以后的土地利用
,

并使土壤更加肥沃
。

酸刺
、

沙打旺带状混交是较单纯飞播沙打

旺更优越的飞播植被类型
,

它使大面积飞播沙打旺有了更加稳定和广阔的前途
。

根据吴旗飞播效果
,

在年降雨量 38 。毫米 以上的黄土 区飞播沙打旺
、

酸刺
、

柠条
,

一

般可获得较好效果
,

应实行草
、

灌带状混交
。

在更广大 的黄土区
,

退化草原
、

沙化草原

区
,

还可实行柠条
、

沙打旺带状混交
。

目前
,

黄土高原森林草原区的大部分地区植被稀少
,

水土流失严重
,

直接飞播乔木

树种效果不好
,

见效慢
,
而飞播草

、

灌不仅易获成功
,

且见效快
。

在黄土高原灌丛草原

和部分草原区
,

沙打旺
、

酸刺
、

柠条更是适宜飞播 的主要草树种
。

为加速黄土 高原种草造林
,

我们认为
,

自然条件适宜
,

人 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 50 人
_

以下的地区
,

只要固定一定比例的农地 ( 20 % 以下 )
,

即可全面的大面积飞播草灌
。

在飞播实行沙打旺
、

酸刺 (或柠条 ) 带状间播 时
,

各地可根据立地条件和飞播的主

要 目的确定适当的草
、

灌比例
,

如一带草
、

一带灌或两带草
、

一带灌等
。

飞播作业时
,

两架飞机比较方便
,

一架播沙打旺
,

一架播酸刺 (或柠条 )
; 如果一架飞机作业

,

则应
.

按酸刺
、
沙打旺

、

柠条的顺序播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