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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植被的技术和途径

侯喜禄 邹厚远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为了加速恢复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残留的天然植被
,

改变恶化了的生态环境
,

实 现 良 性 循

环
, 1 9 7 5年以来

,

我们在安塞县水土保持实验区开展了植被演替规律
、

封山加补种恢复天然植被

和建立人工复层植被试验
,

为较快地恢复天然植被和建立人工植被提供技术与途径
。

一
、

自然概况和植被概况

(一 ) 自然概况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
,

在植被区划上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和森林草原地带
。

这些植被地

带的自然概况
: 1

、

延安 以南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
,

年平均气温 9
。

一 10 ℃ ,

极端 最 高 气 温

3 9℃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2 2 ℃
。

) 2 0 ℃的积温 3
, 0 0 0

“

一 3 , 4 0 0℃
,

无霜期 1 6 0一 1 8 0天
。

年降水量 5 0。

一 6 00 毫米
,

年蒸发量 1 ,

60 。一 2 , 0 00 毫米
。

土壤为褐土
、

灰褐土和粘黑坊土
。

水土流失较 严 重
,

年侵蚀模数 1 , 0 00 一 2 , 。00 吨 /平方公里 , 2
、

延安以北属暖温带森林草原地带的 陕北 森 林 草 原

区
,

海拔高度 1 ,

01 3一 1 ,

43 0米
,

年平均气温 7 。

一 10 ℃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22 ℃ ,

极端最高气温 37 ℃
。

)

1 0 ,C 的积温 2 , 9 0 0
。

一 3 , 4 0 0℃ ,

无霜期 1 6 0天
。

年降水量 4 5 0一 5 0 0毫米
,

年蒸发量 1 , 7 04
.

4一 2
,

3 8 7
.

9

毫米
。

土壤为典型黑坊土
。

水土流失严重
,

年侵蚀模数 1 5 , 0 0 0一 2。 , 0 0 。吨 /平方公 里
; 3

、

陕 北

灌丛草原区
,

海拔高度 1
, 2 50 一 1 , 8 95 米

,

年平均气温 7
“

一 8 ℃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22
.

9℃ ,

极端最

高气温 3 5
.

9 ℃ ,

) 1 0℃ ,

积温 2 ,
9 0 0

。

一 s , 2 0 0 ,C
。

无霜期 2 4 0一 2 5 0天
。

年降水量 3 2 2一刁 0 0毫米
,

年蒸

发量 2 , 0 0 0一 2 ,
5 0 0毫米

。

水土流失严重
。

(二 ) 植被概况

实验区 4 0年前曾广泛分布着次生梢林
,

由于土地的不合理利用 (毁林开 荒
、

倒 山 轮 种
、

滥

牧滥樵 )
,

至今森林已经绝迹
,

灌木 已是零星分布
,

且数量很少
,

形成了以干早草本群落占绝对

优势的植被现状
。

覆盖度一般 35 一 50 %
,

少数阴坡 60 一 70 %
,

植被面积越 来 越 小
。

据 1 9 8 1年 调

查
,

天然植被面积 占总土地面积的 31
.

4%
,

而且 日趋退化
。

绝大部分荒坡植株生长矮小
,

特别是

优 良饲草植物
,

如胡枝子
、

白羊草
、

狼牙刺等
,

多不能正常生长发育
、

结实繁衍
。

因此饲料植物

越来越少
,

而牲畜不 吃的非饲料植物及有毒植物比例愈益增加
,

而且占了优势
。

如羊不爱吃的菊

科植物菱篙
、

铁杆篙等数量最多
,

生长亦好 , 过度放牧的阳坡
、

半阳坡的缓坡上出现了羊不吃的

河朔凳花
,

目前篙草已成为砍挖薪柴的主要植物
。

这种现状
,

导致载畜量 日趋减少
。

实验区牧荒

坡载畜量为 15 亩养羊一只
,

延川县 1 3
.

4亩牧荒坡可养一只羊
。

实验区现存的主要植被群落为
:

阳坡 半阳坡
: ;

、

菱篙
+
长芒草群丛 ; 2

、

白羊草 (或白羊草 十 荚篙 ) 群丛
, 3

、

白羊草



十 兴安胡枝子群丛 , 4
、

狼牙刺一白羊草群丛 , 5
、

长芒草 十 兴安胡枝子 十 翻白草群丛
。

此外
,

还有阳向崖畔的文冠果群聚
、

撂荒地的兴安胡枝子 + 紫云英状草木择群聚
、

阳向沟坡基岩裸露处

的荆条 十 (酸枣 ) 一白羊草群聚等
。

阴坡
、

半阴坡
: 1

、

荚篙 十 铁杆篙群丛
; 2

、

长芒草 十 菱篙群丛
; 3

、

虎棒子群丛 多 4
、

酸

刺群丛
。

此外
,

还有丁香群聚
、

山杨群聚
、

沟坡下部还常常分布着黄刺玫
、

柔毛 绣 线 菊
、

灰 拘
一

子
、

丁香
、

小叶锦鸡儿等散生灌木
。

在 山上和沟坡上还散生着杜梨
、

山杏
,

在沟头
、

崖畔
、

坡脚常有臭 椿
、

山 榆
、

架 树
、

文 冠

果
、

扁核木
、

杠柳
、

白友梢
、

拘祀等乔灌木
。

二
、

植被演替方向

根据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植被地带的划分
,

延安 以南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
,

植物群落的

演替
,

一般从草本植物开始
,

逐渐发展到灌丛
,

然后从灌丛进一步发展到森林
: 顶极群落为松栋

林
。

在延安以北
,

长城以南的暖温带森林草原地带分属的陕北森林草原区和灌丛草原区
,

森林
、

灌丛
、

草甸
、

草原都可成为顶极群落
,

而森林主要限于河谷
、

沟道和阴坡
。

植被的演替方向
,

一

般说来首先占领撂荒地或裸地的为先锋草本植物群落
,

它们既可发展到长芒草
、

白羊草
、

菱篙
、

铁杆篙等草原
,

也可发展到狼牙刺
、

酸刺
、

黄刺玫
、

丁香
、

虎棒子等灌丛
,

局部地方可 以进一步

发展为山杨林
、

侧柏林等
。

就是说
,

这一地区植被的演替方向可能有三个
:
草原

、

灌丛和森林
,

故草原
、

灌丛和森林为稳定地带性植被
。

三
、

封育加补种
,

加速恢复天然植被

采取封山育林育草和封育加补种改良天然牧荒坡
,

是加速恢复天然植被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

(一 ) 封山育林育草
,

恢复天然植被

对 目前残存的一些小片及零星的天然灌丛
,

如酸刺
、

山杨
、

虎棒子
、

狼牙刺等根孽和萌芽力

强的灌木树种
,

应加以封禁和保护
,

使其繁衍发展
,

并促进主要草原植物群落的演进
。

1
、

封育恢复发展酸刺林
。

酸刺又叫沙棘
,

是一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

成林后它的郁闭度大
,

保

持水土作用强
,

枝干可提供燃料
,

叶和梢头是优 良饲料
,

果实的营养价值很高
,

可 以酿酒
、

制药
、

制

醋及制作高级饮料
。

它的根系发达
,

根桑性强
。

据调查
,

播种造林第三年开始串根繁殖
,

串根能

伸展 5 米多
。

利用酸刺的这个生物学特性
,

对 目前残存的小片或零星酸刺进行封育繁殖
,

3 一 5

年就可发展为小片酸刺林
。

寺嘎幌林场兔掌沟阴坡的天然小片酸刺
, 1 9 8 0年开始封育

,

5 年后 由

6 平方米发展到 1
.

3亩
,

郁闭度达 95 %酸刺林
,

每亩产柴量 1 , 3 00 一 1 , 5 00 斤
。

老林塌和对面 圾 的

酸刺
,

都是 1 9 7 4年建立大 队林场时进行封育的
,

当时为零星分布
,

n 年封禁繁殖为小片林
,

而且

生长很好
,

部分长成小乔木
,

高 6 一 7 米
,

形成复层林冠
,

郁闭度 90 % 以上
,

产柴量每亩达 i
,

。00

一 2
,

00 0斤
,

为柠条薪炭林 2 倍左右
。

采取封育加补种的发展速度更快
。

据调查
,

周贬村原残留的一片酸刺
, 1 9 7。年封禁并就地采

种播种 (撒播后羊踩 )
,

三年就形成一片几十亩的酸刺林
,

覆盖度达 90 % 以上
,

酸刺高1
.

5一 1
.

7

米
。

2
、

封育发展 山杨 (群众叫白杨 )
。

山杨系喜光的阳性树种
,

也是一种根孽繁殖力极强的树

种
。

封禁后利用它根孽力极强的特性
,

能较快的恢复发展残留的山杨植被
。

如坊塌行政村的庙塌
,

现有山杨林 1
.

4亩
。

据调查
,

合作化前只有一株大树
,

合作化后串根繁殖的根孽苗 除 耕 地 犁 掉

外
,

还保留几十株
。

1 9 7 2年封育
,

到 1 9 8 0年有大树28 株
,

树高 8一 12 米
,

胸径 23 一 29 厘米 , 5一



6 年生小树 1 19 株
,

树高 3 一 5 米
,

胸径 2
。

5一 6 厘米 , 有幼苗 242 株
,

而且四周的农 耕 地 20 一 3任

米范围内有根孽苗分布
,

只要加 以保护
,

会迅速发展
。

3
、

封育对虎棒子灌丛的影响
。

虎棒子群丛
,

分布于人为活动影响较少的阴向沟坡陡坡
。

该

群丛在森林草原地带分布面积不大
,

但常可见到
。

由于虎棒子具有极强的串根繁殖能力
,

封育后

较短的时间就可形成以它为绝对优势的灌木群落
。

如方家河行政村的崖窑沟
,

封育前在阴向沟坡

分布几小片虎棒子群丛
。

由于人为的破坏 (砍柴
、

放牧 )
,

使虎棒子的生 长受到抑制
,

植株最高

仅 4 5厘米
,

平均高3 0厘米
,

_

总覆盖度 65 一70 %
。

1 9 8 1年封禁
,

三年后虎棒子生长很好
,

最高达 68

厘米
,

平均高 52 厘米
,

总覆盖度 8 5一 90 %
,

小片连成大片
,

最大的一片 8 亩
。

(二 ) 封育对草原植被的影晌

草原植被在该区保存下来的次生植被中占绝对优势
,

由于滥牧滥樵和倒 山轮种
,

使草原植被

不断退化
,

产草量很低
。

据杏子河流域综考资料和我们调查
,

在森林草原区南部
,

一般亩产鲜草

3 00 一 60 0斤
。

在北部的灌丛草原区
,

一般亩产鲜草20 0一40 0斤
。

如有计划的封育
,

天然次生植被

会按该区植被演替方向演进
。

封育可促进草原次生植被的恢复和演进
。

1
、

封育促进了白羊草 + 菱篙群丛的发育
,

并向狼

牙刺一白羊草群丛演进 , 2 、

封育促进了荚筒 + 长芒草群丛的发育
,

并向狼牙刺一荚筒 十 长芒草群

丛演进 , 3
、

封育促进了白羊草 十 兴安胡枝子群丛的发育演进
, 4 、

封育促进了长芒草 十 艾篙群

丛
、

(狼牙刺 ) 一白羊草群丛的恢复
。

封禁 3 一 4年后
,

群丛的植物种类增多
,

阳坡白羊草 十菱

篙群丛由 13 种增加到 18 种
,

阴向沟坡的荚篙 十铁杆篙 十 长芒草群丛由20 种增加到 22 种
,

植被覆盖

度由35 一 5 0%增加到 70 一 90 %
。

产草量提高
,

由封育前的每亩 2 00 一 50 0斤增加到 30 0一 8 00 斤
。

四
、

封山加补种加速草原植被恢复

根据植被的分布演替规律
,

结合封山育林育草
,

并辅以补播和补植优 良的草
、

灌
、

乔品种
,

可以加速草原植被的恢复
,

并能大幅度提高产草量和载畜量
。

目前
,

森林草原区 80 %左右的牧荒坡为荚篙 + 长芒草群丛的优势
。

这是黄土高原阳坡
、

半阳坡

最常见的
、

发育低级的早生草本群落
。

该群丛在阴坡
、

半阳坡也常有分布
。

这反映了该区植被退

化的严重程度
。

因此
,

该群丛覆盖度低
,

一般 30 一 5 0%
,

优质牧草少
,

保持水土的作用和放牧利

用价值都很低
,

应实行封育给合补种促进改 良
,

提高草地质量
。

根据实验
,

沙打旺生长快
,

与杂草竞争能力强
,

无论在退耕地或牧荒坡上种 植
,

均 生 长茂

密
,

种植后 2一 3 年后即可形成郁闭草地
,

抑制了其他喜光植物品种的正常生长发育
,

而且产草

量高达 5 ,

00 。一 1 0
, 0 0 0斤

。

柠条系喜光树种
,

在覆盖度 3。一 40 %的牧荒坡上采用带状整地 补 种
,

虽然幼年生长缓慢
,

但在这种弱郁闭度情况下尚能正长生长
。

3年后生长较好
,

与杂草的竞争能

力增强
,

并能与杂草共生
。

披碱草和老芒麦都是禾本科优良牧草
,

通过试验观测
,

在牧荒坡或沙打

旺草地种植
,
幼年生长较慢

,

竞争能力差
,

尤其经受不住其他植物的遮荫
。

在庇荫的环境条件下

不能正常生长发育
,

保存率逐年降低
,

直至死亡
。

引进的达乌里胡枝子
,

幼年表现一般
,

其生长

情况和竞争能力需进一步观察
。

根据试验
,

在采用封育加补种进行牧荒坡的草原植被改良中
,

补种沙打旺牧草最好
,

主要采

用撒播方式
,

在有条件地方可进行飞播种草
。

灌木以补种柠条
、

酸刺为主
,

带状整地后采用直播

或撒播和飞播方式
。

待植被恢复后
,

应有计划地开放放牧
,

实行轮封轮牧
。



五
、

建立人工复层植被

为了加速该区植被的恢复和发展
,

建立新的生态平衡
,

在实行封山育林育草的同时
,

要大力

进行人工种树种草
,

建造人工植被
。

为了发挥更大的生态经济效益
,

必须建造混交复层植被
,

实行

乔
、

灌
、

草结合
。

从树种布局上
,

在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
,

由南向北
,

由东向西
,

应逐渐加大灌

木和草的比例
。

在试验的混交复层植被类型中
,

刺槐 (稀疏 ) 十 连翘
、

杨树 + 连翘
、

杨树 十 五角枫 + (酸刺 )
、

刺

槐 十紫穗槐
、

酸刺 + 杨树等混交类型
,

在幼龄
、

中龄林中的主要树种和伴生树种的生长发育表现

正常
,

有的伴生树种对主要树种起有利作用
。

而正常密度的刺槐林 十 五角枫棍交林
,

从刺槐为浅

根树种
、

五角枫为深根树种看
,

二者没有矛盾
,

但五角枫在 7年生刺槐郁闭的林冠下
,

就逐渐死

亡
。

其幼龄
、

中龄林混交成功的有
:

杨树与五 角枫混交
,

五角枫生长很好
,

原因是五 角 枫 是 阳

性树种
,

但较耐庇荫
,

而杨树的树冠较小
,

郁闭度 0
.

5一 0
.

6左右
,

五角枫在这样弱度庇荫下能正

常生长发育 ; 杨树与连翘混交
,

连翘能正常生长发育
,

同样是杨树树冠弱度郁闭的缘故
。

油松
、

洋槐和紫穗槐混交
,

紫穗槐能正常生长发育
,

原因是紫穗槐有耐荫的特性所致
。

值得重视的是
,

油

松和紫穗槐混交类型
,

据试验油松与紫穗槐混交
,

紫穗槐保护 了油松不受助 鼠 (瞎桧 ) 的危害
,

8 年生混交林油松保存很好
;
而油松纯林不到 5 年却全部被助鼠啃食根颈部而死亡

。

酸刺和杨树

或杨树与酸刺混交
,

是较好的棍交类型
,

因杨树和酸刺都喜湿润的生境条件
,

而且酸刺为浅根树

种
,

根有根瘤
,

能改良土壤
,

对杨树有利
; 而杨树郁闭度低

,

对酸刺影响不大
。

六
、

植被恢复技术与途径

1
、

封山育林育草
,

恢复残留的天然次生植被
。

对天然灌木群丛中残留的酸刺
、

山杨
、

虎棒子

等灌木树种
,

利用它们的根孽繁殖能力强的生物学特性
,

采取封育措施
,

恢复发展成灌丛或灌木

林
。

封禁还能促进草原植被中的白羊草 + 菱篙
、

菱篙 + 长芒草等植物群丛
,

按植被演 替 规 律 演

进
,

成为狼牙刺一白羊草
、

狼牙刺一荚篙 + 长芒草群丛
,

增加覆盖度
,

提高产草量和利用价值
。

2
、

封育加补种
,

以改良夭然草场
。

封育牧荒坡
,

并补种生长快
、

适应性强
、

竞争力旺盛的优

良牧草和灌木
,

以改造分布最广
、

发育低级
、

利用价值低的菱篙 + 长芒长群丛
,

大幅度提高覆盖

度和产草量
。

主要的植物种类和种植技术是撒播沙打旺
,

带状补种补植柠条
、

酸刺
、

狼牙刺等
。

引进的禾本科牧草披碱草和老芒麦
,

因幼苗生长慢
,

与杂草竞争力差
,

不易进行牧荒坡改 良
。

3
、

按小流域轮封轮牧
,

使牧荒坡改造与利用相结合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对牧荒坡进行封育
,

3 一 4年后待天然植被恢复后
,

可开放放牧或割柴利用
,

依次进行轮封轮牧
,

合理改造与利用牧

荒坡
。

4
、

发展人工混交复层植被
,

增大防护作用
,

提高经济效率
。

在本区进行大面积水土保持林和

薪炭林营造中
,

应提倡发展人工混交复层林
,

增大防护作用
,

提高经济效益
。

根据树种的生物学生

态学特性和树种的种间关系
,

拟发展下列人工混交复层植被
:

( 1 ) 油松 + 紫穗槐 , ( 2 ) 杨树
十 酸刺 ; ( 3 ) 油松 + 酸刺

;
( 4 ) 杨树 十连翘

;
( 5 ) 杨树 十 五角枫 , ( 6 ) 稀疏刺槐 十紫穗

槐或连翘等混交植被类型
。

这样既达到充分利用土地
,

促进生长
,

增加生物量和覆盖度
,

也可显

著提高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