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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总书记在北方早地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 “ 西北许多地方的大地

,

现在很贫乏
,

缺乏有机质
,

它喂不起我们了
。

这就要求我们
, 一定不要再搞那种掠夺式

经营
,

一定要来一个思想大转变
、

大解放
,

转到在一定条件下
`
先予之

、

后取之 , ,

狠

抓种草种树
。

没有这样一个转变
,

良性循环是 实现不了的
。 ” 陕北杏子河流域就是这样

一个典型的地方
。

为了当地实现 良性循环
,

我们认真研究和编制了这个流域的林草建设

方案
。

这个方案分 以下六部分
。

一
、

植被类型

杏子河流域在植被区划位置上位于陕北森林草原区的南部
,

南和西南为陕北落叶阔

叶林区
,

仅西北角毗连陕北灌丛草原 区
,

所以这里森林草原区的植被特征应该是比较显

著的
。

据调查
,

落叶阔叶林
,

喜温针叶林
,

落叶阔叶和小 叶灌丛
,

喜温和喜暖温草原
,

中生和湿中生草甸等森林草原区的主要植被型现在都还有残留
,

但以草原植被为主
,

在

流域内占居绝对优势地位
,

成 为一种草原化森林草原景观
。

据访问考证
,

这里下游四五

十年前
一

,

中上游在三四十年前
,

森林和灌丛植被仍然比较茂密
,

具有典型的森林草原景

观 ; 目前在流域南和西南部局部地区
,

亦还残存丘陵 阳坡为草原
、

阴坡为森林或灌丛的

森林草原景观
。

据调查
,

这里的落叶阔叶林主要有山杨林
、

小叶杨林
、

杜梨杂木林
、

枫树 ( A ce r

S p
.

) 林以及人工 的洋槐林
、

柳树林
、

苹果林
,

核桃林
、

桑树林等
。

喜温针叶林仅有侧

柏林
,

人工油松林目前还处于幼林阶段
。

落叶阔叶和小叶灌丛群系比较多
,

有酸刺
、

柠条
、

黄蔷薇
、

矮锦 鸡 儿
、

杠 柳
、

山

杏
、

扁核木
、

文冠果
、

山桃
、

丁香
、

三娅绣线 菊
、

河朔莞花
、

木本铁线莲
、

小 叶 锦 鸡

儿
、

白友梢
、

柔毛绣线菊
、

小 叶鼠李
、

虎棒子
、

灰构子
、

狼牙刺
、 ,

荆条等
,

还有人工种

植的紫穗槐
、

连翘
、

祀柳等灌丛
, 干草原和草甸草原有长芒草

、

支篙
、

铁杆篙
、

兴安胡

枝子
、

白羊草
、

阿尔泰紫莞
、

百里香
、

冷篙
、

砂珍棘豆
、

无茎委陵莱
、

星毛委陵菜
、

草

木梆状紫云英
、

香茅草
、

油篙
、

茵陈篙
、

厚穗箕草
、

大羽茅
、

楷根早熟禾
、

黄花篙
、

牛

尾篙等
,

人工种植的有紫花首楷
、

草木杯
、

沙打旺等草甸草原地
; 草甸主要 有 披 针 苔

草
、

细叶苔草
、

蛇葛
、

野菊花
、

冬花
、

芦苇等
。

从 以上可 以看 出
,

流域内草原和灌丛类型 比较多样
。

这表明
,

随着植被的破坏 日益



加剧与减少
,

加之森林草原区平干早气候的干燥化程度加大和土壤畏蚀加剧
,

比森林更

能忍受干早和痔薄的草原和灌丛得 以保存和扩大
。

二
、

植被分布

(一 ) 森林

在森林草原区
,

森林一般是沿着河谷
、

沟道从东南向西北延伸的
,

同时在丘陵沟壑地
.

形条件下
,

森林一般生长在阴坡
、

半阴坡
。

据调查
,

山杨林
、

小叶杨林
、

杜梨杂木林
、

枫树林等主要生长于杏子河及其支流
、

支沟的谷坡
、

沟坡
,

全流域皆如此 , 在梁赤部位也
-

主要是生长于阴坡
、

半阴坡及半阳坡下部
。

但在张渠公社二里湾至五里湾公社新庄一线

以上上游部分
,

森林仅能生长于河谷
、

沟道
,

而不能分布到梁命之上
。

山杨林
、

小叶杨林
、

柳树林等在全流域均有分布
,

杜梨杂木林
、

洋槐林分布于中下

游
,

枫树林仅限于分布在下游局部地方
,

而苹果林
、

核桃林
、

桑树林
、

侧柏林
、

油松林
则普遍分布于下游

。

(二 ) 滋丛

灌丛分布于全流域的河谷
、

沟道及各种梁赤部位
。

分布最普遍的是柠条
、

酸刺
、

黄蔷薇
、

矮锦鸡儿
、

杠柳
、

丁香
、

文冠果
、

山杏等灌

丛 , 分布于中下游的主要有酸刺
、

虎棒子
、

三极绣线菊
、

小 叶锦鸡儿
、

柔毛绣线菊
、

小
叶 鼠李等灌丛 , 分布于下游的主要有狼牙刺

、

荆条
、

灰拘子
、

山桃
、

紫穗槐
、

连翘等灌
-

丛
。

(三 ) 草原

草原是全流域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植被
,

分布极为广泛
。

分布最普遍和稳定的草原群 系主要有葵篙
、

铁杆篙
、

长芒草
、

兴安胡枝子
、

白羊草
、

百里香
、

冷篙
。

菱篙草原分布于全流域
,

占居第一位 , 铁杆篙
、

长芒草
、

兴安胡枝 子草
-

原在 中下游占居重要地位 , 白羊草草原在下游占居重要地位 , 百里香草原在上游占居重

要地位 ; 冷篙草原主要分布于梁筛边缘一种特殊的生境部位
,

在全流域尤其上中游有它

的一定位置
。

香茅草
、

油篙
、

白草
、

茵陈篙
、

厚穗其草
、

黄花篙等群落都是一些先锋草

原群落类型
,

主要占居新弃耕的农地
,

它们极不稳定
,
很易被其它草原群落所演替

。

上
、

中
、

下游草原植被的组 合特征是不同的
。

在上游 以艾筒
、

百里香
、

香茅草草原

为主
,

还有砂珍棘豆草原 , 中游 以菱篙
、

长茅草
、

铁杆篙
、

兴安胡枝子草原 为主
,

先锋

草原群落 以茵陈篙
、

厚穗翼草为主
. 下游 以菱篙

、

铁杆篙
、

长芒草
、

兴安胡枝子
、

白羊

草草原为 主
。

(四 ) 草甸

披针苔草
、

野菊花系生长于林下 的中生草本植物
,

现在的群落系森林被破坏 以后
,

它们找到比较适宜的环境条件而残存下来 的
。

细叶苔草
、

蛇萄
、

冬花
、

芦苇等草甸是分
-

布于沟道
、

下湿地方 的群落
。



三
、

植被分区和分布

(一 ) 分区

全流域在植被区划上属于温带草原地区
,

分属 于陕北森林草原区 和陕北灌丛草原区

的一部分
,

可 以划分为三个植被小区 (如下 图所示 )
。

I

— 滋丛草原区

I— 上游百 里香
、

香茅草
、

酸利
、

柠条灌丛草原 小 区
。

本区属于陕北白于山一长

城沿线灌丛草原区的一部分
,

处于灌丛草原区西端的南部
,

在流域内以靖边县五里湾公

社新庄至志丹县张渠公社二里湾一线为界
,

为杏子河上游
。

梁弗
.

上的草原植被 以菱篙
、

百里香
、

香茅草为主
,

灌丛植被 以酸刺
、

柠条为主 , 河谷
、

沟道则有小 叶 杨一酸 刺复

层疏林
,

酸刺灌丛
,

黄蔷薇灌丛
,

还有零星残存的山杨林
。

该小区最富特征的植被为百

里香
、

香茅草草原和酸刺
、

柠条小叶灌丛相结合的灌丛草原景观
。

森林仅能生 长 于 河

谷
、

沟道
,

且为林冠郁闭度不大 (一般 0
.

6 以下 ) 的稀树灌丛林类型
。

I

— 森林草原区

I
:

— 中游长芒草
、

铁杆篙
、

虎捧子
、

山 杨
、

洋槐森林草原 小 区
。

本小区和下一小 区

属于陕北吴旗—
府谷森林草原区的一部分

,

处于森林草原区的南和西南部
。

在流域内

以志丹县候市公社阎家呱至安塞县王窑一线为界
,

为杏子河中游
。

梁赤阳坡
、

半阳坡的

草原植被 以菱篙
、

长芒草
、

铁杆篙
、

兴安胡枝子
、

白羊草
、

百里香
、

茵陈篙
、

厚穗莫草

等为主
,

阴坡
、

半阴坡及沟谷 以森林灌丛为主
,

主要有山杨林
、

小叶杨林
、

杜梨杂木林及

黄蔷薇
、

丁香
、

杠柳
、

虎棒子
、

酸刺等灌丛
,

人工 种植的主要有洋槐林及 山杏
、

柠 条

杏子河流城彼彼分区圈



灌 丛等
。

本小区最富特征的植被为长芒草
、

铁杆篙草原和山杨林
、

洋槐林
、

虎棒子灌丛

相结合的森林草原景观
。

l
:

—
下游白羊草

、

狠牙刺
、

枫树
、

苹果森林草原小 区
。

本小区为志丹县候 市 公

社阎家狐至安塞县王窑一线 以下部分
,

为杏子河下游
。

本小区的植被和前一小区明显不

同者
,

在于白羊草草原和狼牙刺灌丛的比重加大
,

且局部地方残存有枫树林和侧柏林
,

还出现有荆条
、

灰拘子
、

山桃等灌丛
,

人工种植的苹果
、

核桃
、

桑树林及紫穗槐灌丛比

较普遍
。

该小区最富特征的植被为白羊草草原和枫树林
、

苹果林
、

狼牙刺灌丛相结合的

森林草原景观
。

(二 ) 分布成因

1
、

气候
。

上述植被分区是在植被分布规律上
,

考虑最有特征意义的植被类型组合

而划分的
。

根话综考队气象组对气象资料的分析
,

上
、

中
、

下游三个植被小区的气候条

件
,

尤其水
、

热条件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

从资料可以看出
,

灌丛草原小区和两个森林草原小区在水热条件上存在很大差异
:

灌丛草原小区年均温在 8 ℃以下
,

) 10 ℃积温在 3 , 0 00 ℃以下
,

年降水量在 5 00 毫 米 以

下
,

而森林草原小区年均温在 8 ℃以上
, 》 10 ℃积温在 3 ,

00 0 ℃以上
,

年降水量在 5 00 毫

米以上
。

此外
,

森林草原小区 比灌丛草原小区的无霜期也多一个星期 以上
,

这与一般森

林分布和 5 00 毫米降水量等值线相符合的规律是一致的
。

在 50 。毫米 以下
、

4 50 毫米 降 水

量的灌丛草原小区
,

丘陵地形的梁赤显域生境上是无林的
,

这里仅能生长干草原和耐早

小叶灌丛
; 在河谷沟道隐域生境由于水分条件稍好

,

这里还能生长森林
,

但也仅能保目

林冠郁闭度不大的 ( 0
.

6 以下 ) 稀疏灌丛林的生长
。

50 0一 55 0毫米降水量也仅能大体维
一

持森林发育所需要的水分
,

所以在丘陵地形条件下森林主要选择了阴坡
、

半阴坡及河谷

沟道的环境
,

而阳坡
、

半阳坡及梁赤顶部则主要由草原和灌丛所占据
。

在两个森林草原小区
,

由于下游降水量比中游多 50 毫米
,

温度条件也比 中游有利
,

所以下游比中游适宜生长更多一些较喜暖湿的植被类型
,

如白羊草
、

狼牙刺
、

荆条
、

枫

树
、

侧柏
、

连翘
、

苹果
、

核桃
、

桑树等群落
。

2
、

植物区系
。

任何地方的植被 皆是在当地一定的植物区系背景上发展起来的
,

同

样地
,

植物区系的成分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
。

据统计
,

流域内有植物 60 多科
, 2 00 多属

,

` 00 多种
。

该流域在植物分区上属华北区
。

在中下游草原成分比较多
,

如喜暖的亚 州 中

部草原成分的长芒草
,

属东亚成分 的如 白羊草
、

菱篙
、

铁杆篙
、

茵陈篙
、

兴安胡枝子
、

细叶胡枝子
、

中国委陵菜等一些喜干暖种类
,

属蒙古草原成分 的冷篙
、

大针茅
、

厚穗莫

草
、

糙隐子草
、

晚熟闭穗
、

两种蓓草
、

甘草
、

麻黄
、

矮锦鸡儿
、

冰草
、

百里香
、

二裸委

陵菜
、

无茎委陵菜等
;
但同时还含有不少华北成分

,

如山杨
、

臭椿
、

白 榆
、

杜 梨
、

油

松
、

扁核木
、

黄蔷薇
、

狼牙刺
、

丁香
、

酸枣
、

荆条
、

文冠果
、

草木择状紫 云 英
、

角 篙

等 , 在上游灌丛草原小区
,

在植物区系成分上 以百里香
、

冷篙
、

二裂委 陵菜
、

无茎委陵

菜等草原成分 比重加大为其特点
,

华北成分则减少
。

一个地方的栽培作物和树种同样决定 于该地的气候条件
,

反过来它们亦能反映该地

的气候条件
。

在上游灌丛草原小 区
,

作物主要有糜
、

谷
、

豆类
、

荞麦
,

还有春小麦
、

冬

小麦
、

胡麻等
,

树种在山地主要为酸刺
、

柠条
,

沟道 主要为小叶杨
、

酸 刺
、

柳树等
; 中



游森林草原小区
,

作物主要为谷
、

荞麦
、

糜
、

豆类
、

冬小麦
、

黄芥等
,

川地还种植玉米
、

谷
、

糜
、

豆类
,

树种主要有洋槐
、

小叶杨
、

山杏
、

柠条
、

酸刺等
; 下游森林草原小区

,

作物主要为谷
、

糜
、

荞麦
、

冬小麦
、

豆类
、

黄芥等
,

川地种玉米
、

谷
、

洋芋
、

豆类
、

冬

小麦等
,

树种主要有洋槐
、

小叶杨
、

油松
、

山杏
、

山桃
、

苹果
、

核桃
、

桑树
、

酸刺
、

柠

条
、

紫穗槐
、

连翘
、

文冠果等
。

(三 ) 各植被小区的农业发展方向

总的来说
,

从植被及所反映的气候条件看
,

全流域作到粮食 自给是 比较容易的
,

下

游还可建成安塞县的粮食基地
。

这是 一 个方面
。

另一方面
,

这里发展林牧业生产也是有条

件的
,

潜力是很大的
,

从下游至上游逐渐加大牧业 比重
,

从上游至下游则应逐渐加大林

果业比重
。

在上游灌丛草原小区
,

牧草地可以占到土地面积 30 %
,

产值可以占到总产值

的 1 / 2
,

林地也可以占到土地面积 3 0% (包括 10 %灌丛在内 ) , 中游森林草原小 区
,

牧

草地可占到 20 %
,

产值可占到1/ 3
,

林地可占到 40 % (包括 15 %灌丛在内)
,

产值 可 占

到 1/ 6 , 下游森林草原小区
,

牧草地可 占到 15 %
,

产值可占到 1/ 4
,

林地可占到 45 % (包

括 10 %灌丛和 5%果园在内 )
,

产值可占到 1 / 4
。

四
、

植被资源和评价

(一 ) 植被资派

1
、

植被覆被率见表 1

衰 1 流城内各公杜的植彼和农林砚故率 ( % )

笔 慧
大路 “

张 渠 杏 河 王 窑
侯 市 { 招 安 沿河湾

.3.1一
1
.!
一̀、 l

!一植被援被率 2 2
.

3
{

、 ’

5 1
.

0 } 3 1
。
5

`

3 1
.

0 : 2 9
。

9
L

3 0
.

0

森林覆被率 1
.

8

五里湾

2 3
。

6

1
。

9
1

·
3

{
` · ` { 5

·

” 5
·
6 5

·
5

从表 1 可以看出
,

上游植被覆被率低于中游
,

也稍低于下游
。

由于下游 自招安公社杨咀沟流域及其毗连地区
,

沟谷 中基岩露头较多
,

植被生长极

差
,

统计中亦包括这类地方
,

且 占居相当比例
;
若除去这部分地区

,

则上游植被较下游稍

好
。 _

七游植被覆被率低于中游
,

但上游人口密度却低于中游
,

这表明上游开荒种地更甚

于中游
,

亦说 明上游由于自然条件比中游差
,

其粮食生产依赖广种薄收更强
。

2
.

森林覆被率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下游森林覆被率为 5%左右
,

上中游不到 2%
,

充

分说明该流域森林资源的贫乏
。

还要说明的是
,

统计 中的森林不少还是幼林
,

林冠郁闭

度不大 (多为 0
.

65 )
,

群落结构性差
,

缺少活地被层和死地被层
,

防护性能低
。

3
、

草原植被的覆盖度
、

产草量和分布特点
。

草原在该流域保存下来的次生植被中占

居绝对优势地位
。

由于放牧过度
,

加之农业生产始终沿用古老的轮荒耕作制
,

在丘陵沟

壑地形条件下
,

水土流失严重
,

地力衰退
,

所以草原植被的覆盖度 和产草量很低
。

上游
大路沟

、

五里湾公社草原覆盖度一般为 0
.

4 一 0
.

6
,

产草量 自12 5斤到 5 60 斤
,

一 般 2 00 一



4 00 斤 ; 中游张渠
、

杏河
、

王窑公社草原覆盖度一般为。
.

4 一 。
。
6 ,

也有 不 少 达到 0
.

7 ~

心
.

8的
,

产草量 自16 0 一 9 50 斤
,

一般 2 50 一 4 50 斤 ; 下游侯市
、

招安
、

沿河湾公社草原筱盖

度一般为 0
.

4一 0
.

7 (基岩露头处除外 )
,

不少可达 0
.

8一0
.

9 ,

产草量 自2 00 一 1 , 0 00 斤
,

一般 3 0 0一 6 0 0斤
。

4
、

分布特点
。

流域内占绝对优势的草原植被
,

一般集中成片分布的面积不大
,

大部

分与农田犬牙交错
,

多居 陡坡和沟壑生境严酷的地方
。

例如
: 大路 沟 公 社 面 积 5 00 一

1
,

00 0亩的只有 8 片 (大路沟公社缺少 1 / 10
, 0 00 的底图

,

只统计公社 23/ 土 地 )
, 1 , 0 00

一 z
,

5 0 0亩的只有 4 片
; 五里湾公社 5 0 0一 1

,

0 0 0亩 5 片
, z

,

0 0 0一 1
,

5 0 0亩 3片
;
张渠公社

5 0 0一 z
,

0 0 0亩 1 1片
, i

,

0 0 0一 l
,

5 0 0亩 3 片
, i

,

5 0 0一 2
,

0 0 0亩 2 片
, 2 , 0 0 0一 2 , 50 0 亩 1

片
, 2 , 5 0 0一 3 , 0 0 0亩 z 片

, 3
,

0 0 0一 3 , 5 0 0亩 i 片
;
杳河公社 5 0 0一 z

,

0 0 0亩 2 7 片
, i , 0 0 0

、

一 1
,

5 0 0亩 4片
, 1 ,

5 0 0一 2
,

0 0 0亩 1 片 , 王窑公社 5 0 0一 1 , 0 0 0亩 5 0片
, 一

,

0 0 0一 1 , 5 0 0亩 3

片
, i

,

5 0 0一 2
,

0 0 0亩 2 片
; 侯市公社 5 0 0一 1

,

0 0 0亩 1 7片
, 1 , 0 0 0一 z

,

5 0 0亩 3 2 片
, 1 , 5 0 0

一 2
,

0 0 0亩 2 片
; 招安公社 5 0 0一 1

,

0 0 0亩 s 片
, z

,

0 0 0一 z , 50 0亩 z 片
。

(二 ) 评价

该流域森林资源贫乏
。

草原在全流域虽占有一定的面积
,

但在人口 比较稀少的上游

还不足土地面积的 1 / 4
;
在中游张渠和杏河公社虽占到 40 一 50 %

,

但大部分分布于陡坡
、

沟壑和梁赤顶部
,

很不稳定
,

常受着轮荒耕作制的制约
,

又放牧过重
,

水上流失严重
,

_

地力衰退
,

草原覆盖度不大
,

产草量低
; 上下游亦如此

。

下游还有相当一部分草原分布在

基岩露头
、

生境恶劣
、

植被极差的地方
。

所以 总的说来
,

草原资源基本上不能满足该流

域农业现代化和广大农民发展牧业 日益增长的饲料需要
。

以上是植被资源的现实实际情况
。

但是另一方面
,

该流域大部分处于森林草原区
,

且位 于陕北森林草原 区的南和西南部
,

这里的气候条件不但能满足树木和果树生长的要
一

求
,

更适宜于灌木和牧草的生长
,

植被的恢复
、

改造或重建还是比较容易的
。

即使上游

部分也处于陕北灌丛草原区的西南部
,

不仅梁命部位适于种植灌木和牧草
,

沟壑部位还

能生长树木
,

植被恢复仍具备一定条件
。

基 于这一基本情况
,

根据我们多年来在黄土高

原不同类型 区的实践经验
,

只要列入重点治理
,

该流域只需 5 年的时间即能在粮食自给的

基础上初步改变植被稀少
、

童山秃岭
、

水土流失严重的面貌
,

推动林牧业的发展 , 10 年

钓时间即可取得较大的成效
; 20 年的时间则能从基本上解决间题

。

五
、

植物资源

该流域的植物资源是贫乏的
,

但仍有不少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可供利用
:

用材树种有小叶杨
、

柳树
、

臭椿
、

白榆
、

揪树
、

中国槐
、

枫树
、

杜梨
、

侧柏等
;

薪材乔灌木树种有洋槐
、

柠条
、

酸刺
、

杠柳
、

扁核木
、

木本铁线莲
、

白友梢
、

虎棒

子
、

三梗绣线菊
、

柔毛绣线菊
、

灰
,

旬子等
,

经济树种有山杏和山桃 (为两种果树兼药材 )
、

文冠果 (果树 )
、

杜梨和细弱海棠

(为两种果树砧木 )
、

扁核木和酸枣 (为两种药材 ) 等 ;

牧草有长芒草
、

白羊草
、

兴安胡枝子
、

细叶胡枝子
、

草木杯状紫云英
、

百里香
、

冷



篙
、

翻绿草
、

翻 白草
、

多花胡枝子等 ;

草本药材有甘草
、

细叶柴胡
、

细叶远志
、

蒲公英
、

茵陈
、

野菊花
、

茜草
、

列当等
,

水土保持植物有洋槐
、

酸刺
、

柠条
、

杠柳
、

虎棒子
、

厚穗其草
、

白草
、

白羊草等
。

该流域 20 多年来引种成功的经济植物有不少优良栽培乔
、

灌
、

草
,

如杨树
、

油松
、

紫穗槐
、

连翘
、

苹果
、

新疆核桃
、

草木挥
、

沙打旺
、

黄花菜等
。

六
、

林草建设方案

(一 ) 目的

为解决农村燃料
、

饲料
、
肥料

、

木料
,

尤其是为近期解决燃料和饲料而服务
,

同时

为在上中游建成牧业基地提供饲料
,

为在中游建成山杏 (杏仁 ) 基地
,

为在下游建成苹

果基地而服务
,

并为保护王窑水库和保持水土而服务
。

(二 ) 原则

1
、

科学性
,

就是要按植被分 区确定 一 个地远应该恢复成什么样的植被及其综合模

式
,

2
、

生产性
,

就是要考虑该地区在生产上的需要 ,

3
、

水土保持要求
,

就是要估计该地区水土保持对植被的一些特殊要求
。

(三 ) 方向

该流域在上游梁邹部位应恢复为灌丛和草地相结合的灌丛草地模式
,

沟壑部位应恢

复为稀树灌丛林相结合的疏林灌丛模式
; 中游应恢复为森林

、

灌丛和草地相结合的森林

灌丛草地模式
; 下游应恢复为森林

、

果园
、

灌丛和草地相结合的森林果园灌丛 草 地 模

式
。

王窑水库淤积体建成芦苇草地
。

(四 ) 途径

以人工造林和种草为主
,

结合进行封山育林和封坡育草 (并辅 以补播和补植 )
,

在

适宜地区还采用飞机播种造林种草
。

此外
,

科学研究部门应积极试验机械造林种草
。

(五 ) 技术

1
、

树种草种
。

上游主要选用柠条
、

酸刺
、

小叶杨
、

柳树
、

紫花首楷
、

沙打旺
、

草木

梆
,

中游增加洋槐
、

山杏
、

红豆草
、

披碱草
,

下游再增加优 良杨树栽培树种
、

油松
、

苹

果
、

新疆核桃
、

桑树
、

文冠果
、

连翘
、

紫穗槐等
。

2
、

育苗和草籽繁殖
。

树苗和草籽必须就地育苗繁殖
。

3
、

植被类型
。

上游沟壑采用小叶杨— 酸刺林 (林冠郁闭度 0
.

5 ,

灌木层 0
.

7 ,

保

留拈枝落叶 )
,

酸刺灌丛 ( 0
.

了左右 )
,

梁卯采用柠条
、

酸刺灌丛 ( 0
.

7 )
,

紫花首褶
、

沙打旺
、

草木挥草地 (0
.

8)
,

天然改良草地 (0
.

8)
,

还可采用与农田相间 的 隔 带 草

地
, 中游采用洋槐

、

小叶杨林 ( 0
.

7 )
、

山杏林 ( 0
.

6 )
,

柠条
、

酸刺
、

祀柳灌丛 (0
.

8 -

。
.

的
,

紫花有希
、

沙打旺
、

草木挥
、

红豆草
、

披碱草草地 ( 0
.

8一 0
.

9)
,

天然改 良草

地 ( 。
.

8一 0
.

9) ;
一

下游采用洋槐
、

小叶杨
、

油松— 酸刺或紫穗槐林 ( 0
.

8 》
、

柠条
、

酸刺
、

紫穗槐
、

连翘
、

把柳灌丛 ( 0
。

8一 0
.

9)
,

苹果园
、

核桃园
、

桑园 (辅 以 工 程 措

施
,

种植短期绿肥 )
,

紫花首蓓
、

沙打旺
、

草木挥
、

红豆草
、

披碱草草地 (0
.

9) 和 天



然改 良草地 ( 0
.

9 )
。

科学研究部门要积极试验豆科和禾本科混合草地
。

4
、

植被配置
:

( 1 ) 植被覆被率
。

上游稀树灌丛 20 %
,

灌丛 10 %
,

草地 30 %
,

合计 60 % , 中游森林二

25 %
,

灌丛 15 %
,

草地 20 %
,

合计 60 % ; 下游森林 30 %
,

果园 5 %
,

灌 丛 10 %
,

草 地
,

1 5%
,

合计 6 0 %
。

( 2 ) 按地形部位和小流域规划配置
。

要按地形部位 自上而下配置草地一灌丛一森
-

林
。

要按小流域配置植被
,

沟沿线 以下森林
,

沟沿线为灌丛带
,

沟沿线 以上为灌丛和草

地
。

5
、

造林种草时期
。

造林 以春
、

秋两季为主
。

种草以早春和雨季来临前为主
。

飞播

造林种草 以雨季初期为宜
。

6
、

造林种草方法
。

人工造林种草要注意整地质量
。

7
、

利用和经营
。

造林种草
、

恢复植被是为了利用
,

但利用必须合理
,

并要结合进
-

行草地
、

灌丛和森林的科学经营
,

以保持和提高植被的生产力
。

从造林种草之日起
,

就

应注意抚育管理
。

8
、

更新和稳定
。

一般森林
、

灌丛寿命较长
,

也较稳定
,

在半干早条件下一般可通
过营养繁殖进行更新

,

保持群落的稳定性
。

紫花首箱作为割草 和草 田轮作草地一般 6一
8 年也是可行的

。

草木挥作为一年生割草地
,

结籽容易
,

通过人工更新可以长久维持
。

红豆草
、

披碱草作为多年生割草
、

放牧草地种子和营养更新都不成问题
。

主要是沙打旺
.

作为多年生割草和放牧草地 由于结籽较难 (特别是上中游地区 )
,

利用时间不久
,

数年
-

后即 自行衰亡
,

今后除采用早熟品种以建成能天然更新的永久草地外
,

目前主要用作豁

草和草田轮作草地及天然改 良草地
。

9
、

经济和生态效益
。

用材树
、

经济树
、

果树的经济价值是较大的
,

今后对薪材植物
、

牧草的经济价值同

样要准确计算
。

对树林
、

灌丛
、

草地的生态效益既要计量
,

还要换算成经济价值
。

人工
-

草地主要用于割草或放牧
,

天然改良草地 以保持水土和割草为主
,

轻度放牧为辅
。

(六 ) 措施
:

1
、

建立管护制度
。

该流域自然条件对恢复植被是有利的
,

关键在于管护
,

必须建立
管护制度 ;

2
、

推行舍饲
。

逐步改放牧为舍饲
;

3
、

固定林地
、

草地使用权
。

把荒 山荒坡和退耕还林还草地按规定划给 社 员 群 众承

包
,

由社员群众负责使用和经营
;

4
、

发展饲料加工业
,

提 高饲料利用率和质量
;

5
、

改进和加强苹果贮藏工作
;

6
、

列入 国家水土保持重点
,

按有关规定拨出专款用于造林种草和水土保持工程
;

了
、

加强公路建设
,
以促进畜牧业

、

林果业及其它种植业
、

加工业的商品生产
。

(参加本项工作的还有侯喜禄
、

张玉军
,

安塞县林业局李海秀
、

王东
,

志丹县林业局罗万发
,

清

边县畜牧局张振荣
,

固原县综合试验站黄应福等同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