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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料
”

灌木林的建造
、

经营和管理

刘向东 施立民 郭忠升 胡建祖 王春燕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固原县试验站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重点地区— 宁夏固原地区
,

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

该地区气候干早
,

风沙
、

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
,

农村
“ 三料

”
俱缺

,

特别是燃料奇缺
,

迫使农民铲草皮
、

挖草根
、

烧畜粪
,

加剧了水土流失和肥料短缺
,

造成农业生产中的恶性循环
。

因此
,

建设
“
三 料

”
林基

地
,

有效地解决烧柴间题
,

成为加快发展本区农牧业生产的重要环节
。

为了搞清全区现有人工灌

木林资源
、

类型和生产潜力
,

并根据其自然和社会条件
,

明确发展方向
,

进行合理配置
,

综合发

挥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我们在 1 9 8 0年调查的基础上
, 1 9 8 5年再次进行了补充调查研究

。

一
、

自然概况

固原地区处于黄土高原西部
,

总土地面积 1
.

67 万平方公里
,

其中耕地面积约 5 3
.

3万公顷
,

天然

林 3
.

88 万公顷
,

人工林 3
.

2万公顷
,

天然草场主1 0
.

6万公顷
。

土地资源丰富
,

每人平均有耕地约 0
.

4公

顷
,

林地 0
.

05 公顷
。

森林覆盖率2
.

4%
,

植被覆盖率 36
.

5%
。

全区地貌以丘陵为主
,

在河流两岸有河谷

平原 (阶地和台源地 ) , 南部为六盘 山地
,

一般海拔一
, 5 0 0一 2 , 0 00米

,

六盘 山区达 2 , 0 0 0一 2 ,
5 0 0

米
。

土壤类型多样
,

主要有黑沪土
、

湘黄土
、

灰钙土
、

山地草甸土
、

山地灰褐土等
。

植被具有明

显的地带性
,

由南而北分别为森林
、

森林草原
、

干草原
、

半荒漠草原等
,

在高山还有草甸植被
。

全区气候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

年平均气温 4
。

一 8 ℃ ,

有东暖西凉
、

北暖南凉的特 点
。

1月 平

均气温 一 7
。

一 一 1 1℃ , 7 月平均气温 1 1
。

一 2 2 ℃ ,

》 o ℃的积温 2 , 0 0 0一 3 , s 00 0C
,

持续 2 0 0一 2 6 0

天 , 异 2 0℃的积温 1 ,
5 0 0一 3 , 0 0 0℃ ,

持续 1 0 0一 1 6 0天
。

年降水量 2 5 0一 52 0毫米
,

南多北少
,

其中

4 / 5 的地区在 5 00 毫米以下
。

降水分配不均
:
春季占全年降水量的 1 5

.

9一 1 7
.

4%
,

夏季 占5 2
.

7一
5 6

.

8%
,

秋季占2 5
.

0一 28
.

2%
。

7 一 9 月为雨季
,

降雨量 占全年降水量的59 一 66 %
。

总起来说
,

气候千早
,

水热资源不足
,

干早
、

风沙
、

霜冻
、

冰雹
、

千热风等自然灾害频繁
,

其中尤以干早为

甚
,

其频率达 81 %
,

严重影响农牧业生产
。

二
、

人工灌木林资源

(一 ) 资源数盘
。

1 9 8 0年以前
,

全区林业生产中普遍存在重用材林轻防护林
,

重乔木轻灌木

的思想
,

人工灌木林数量很少
。

如海源县有灌木林 1 ,

22 1
.

5公顷
,

占同期人工林总面积的 9
.

8% ;

固原和彭阳两县合计仅 3 12
.

5公顷
,

占总面积的 2
.

2 %
。

19 8 0年以后
,

随着农业生产建设方针的改变
,

各地根据 自然条件
,

因地制宜开始大力营造灌

木林
,

特别是 19 8 2一 1 9 8 5年发展较快
,

规模较大
,

全区共种植人工灌木林 3
.

9万公顷
,

占同 期 人

工造林总面积的 3 9
.

7%
,

其 中海源县 占7 3
.

1%
,

固原县 占64 %
,

西吉县占15 %
,

彭阳县占7
.

4%
,

力几



上 8 1 92年以前的保存面积
,

约有 4
.

3万公顷
。

树种有柠条
、

山桃
、

沙柳
、

沙棘
、

毛条
、

二色胡 枝
-

子
、

文冠果
、

火炬树等
,

以柠条为主
,

其次为山桃
。

根据部分县的资料统计
,

柠条林 占 72 % 以

上
,

山桃林约占20 %左右
。

(二 ) 资源特点

1
、

幼林多
,

成林少
。

因全区人工灌木林绝大部分为 1 9 8 0年以后营造的
,

其中 1 9 8 3年以后营

造的占90
.

5%
,

故目前大多处在幼苗阶段
,

尚需 3 一 5 年才能成林
,

而进入稳定产柴期的时间则

更长
。

2
、

树种比较单一
。

在全区灌木林中
,

72 %以上为柠条
。

柠条初期生长缓慢
,

郁闭成林至少

需 3 一 5 年
,

达到稳定生产的时间则需 8一 10 年
,

不可能在近期提供农村急需的
“ 三料

” , 而生

长迅速
,

能在 3 一 5 年内提供大量
“ 三料

” 的树种
,

如胡枝子
、

沙棘
、

刺槐等很少
。

3
、

经营水平低
。

除个别灌木在全区有较长的种植历史 (如海源的沙柳
、

彭 阳的怪柳 ) 外
,

其余树种种植时间较短
,

群众缺乏造林
、

抚育和经营技术
。

如一些地方的柠条造林密度过大
,

有的

则过稀
,

并缺少抚育管护
,

保存率低
。

除国营林场外
,

社 队造林保存率只有30 一 50 %
,

且久不平

茬
,

任其自然生长
,

有的已衰老
。

如海源县牌路山的山桃
、

酸刺
,

彭阳县王洼乡庙儿山的柠条等

都是
。

因此
,

本区灌木林年生产力很低
,

社 队的灌木林每公顷一般为 18 7
.

5一 67 5公斤 /年
,

国 营

林场为 9 0 0一 1 , 9 5 0公斤 /年
。

三
、

主要灌木及生产力

本区人工灌木林按树种分类主要有柠条
、

山桃
、

沙柳
、

毛条
、

沙棘
、

二色胡枝子
、

刺槐
、

怪

柳
、

紫穗槐等
。

1
、

柠条林
。

柠条是本区主要造林树种
,

除径源
、

隆德两县外
.

其他各县大量种植
,

分 布 于

阳坡
、

阴坡的各个部位
。

由于造林方式不同
,

形成片状和带状结构两种类型
。

片状结构起源于撒

播
、

穴播
、

鱼鳞坑造林
,

覆盖度 40 一 70 %
,

主要分布在梁赤顶部
、

向阳陡坡以及不宜作带子田的宜林

坡地
,

密度 4 , 9 50 丛 /公顷
。

年产量 52 5一 1 , 5 00 公斤 /公顷 (干重 )
,

最高可产 2 , 2 5 0公斤 , 带状结

构林分分布在 15
。

以下的缓坡
,

通常带距 2 一 4 米
,

丛距 0
.

5一 1
.

0米
,

年产量 4 50 一 1 , 6 5 0公 斤 /

公顷 ( 干重 )
,

最高可产 2 , 6 2 5公斤
。

柠条枝和叶为优质饲料
,

牛羊喜食
,

年产草 5 2 5一 750 公斤 /

公顷
。

柠条初期生长缓慢
, 3 年生株高 30 一 40 厘米

,

地径 0
.

4一 0
.

8厘米
。

平茬 以后
,

生长较快
,

1

年生 60 一 80 厘米
,

地径 0
.

5厘米
; 4 一 5 年生株高 1 19 一 1 22 厘米

,

地径 0
.

8一 1
.

0厘米
。

柠条枝条具刺
,

分枝力强
,

除作饲料外
,

还可用作薪柴
。

但因本区很少平茬利用
,

尚未确定

一个适宜的平茬周期
。

2
、

山桃林
。

山桃为本区重要造林树种
,

全区除径源县外
,

均有人工种植
。

固原
、

西吉
、

海

源较多
,

分布在 阳坡中上部和梁 命顶部
,

片状结构
,

覆盖度 4 0一 70 %
。

年产量 6 75 一 1 9 5 0公斤 /公

顷
,

最高每公顷可产干柴 4 , 5 00 公斤
。

山桃初期生长很慢
,

3 年生平均高 61 厘米
,

地径 1
.

13 厘米
。

平茬以后
,

萌生枝生长较快
,

1

年生 高80 一 14 0厘米
,

地径 0
.

6一 0
.

9厘米
。

山桃枝条坚硬
,

分枝力强
,

是很好 的薪炭柴
,

但 1 年生枝条分枝少
。

彭阳县白岔村群众用来

编织筐
、

笼
、

糖等
,

每公顷产值 i , 35 0一 z , 5 0 0元
。

现有山桃林
,

一般不平茬
,

用来生产种子
。



3
、

沙柳林
。

沙柳于 1 9 7 8年从陕西定靖地区引入
,

沂年西吉等县又有种植
,

全区均有保存
。

其中海源县保存面积较大
,

生长较好
,

主要分布在阴缓坡和川台撂荒地
,

覆盖度 6 0一 8 0%
,

年产

干柴 1 , 5 00 一 3 ,

00 0公斤 /公顷
,

最大每公顷可产 5
,

25 0公斤
。

沙柳生长迅速
, 1 年生萌生枝高 18 7一 2 16 厘米

,

地径 0
.

7一 1
.

0厘米
, 2 年生高 2 2

卜
2 40 厘

米
,

地径 1
.

0一 1
.

2厘米
。

它的萌孽力强
, 7 年生每丛平均有枝条 80 个

。

1一 2 年生沙柳枝条顺直柔软
,

工艺价值较高
,

是优良的编织用材
。

3一 4 年生高生长变化

不大
,

分枝增加
,

枝条变形
,

但产量增加
。

4
、

沙棘林
。

沙棘在 固原
、

海源
、

彭阳有人工种植
,

分布于阳坡
、

梁赤顶部
,

覆盖 度 90 %以

上
,

年产量 5 25 公斤 /公顷
,

最高可产 9 , 7 50 公斤 /公顷
。

沙棘根粟能力强
,

全年除冬季外均可从根部萌发新株
,

高30 一 80 厘米
。

当地常用撒播造林
、

分根造林
、

植苗造林
,

但以植苗造林效果好
, 1年生高达 1 00 厘米

。

沙棘材积连年生长量在 4 年

后下降
,

优势株材积连年生长量在 6 年 以后下降
。

5
、

毛条林
。

毛条 由灵武
、

内蒙引入
, 1 9 7 4年首先在西吉种植

,

19 8 3年引入固原
,

生长 良好
,

年产量 1 ,
5 00 公斤 /公顷

,

最高可产 3 , 0 00 公斤
。

毛条初期生长较慢
,

平茬以后生长较快
, 6 年平均高 1 5 8厘米

。

材积的连年生长量在 4 年以

后下降
。

毛条枝条坚韧
,

分枝力较柠条弱
,

除作饲料外
,

可用于编织
。

6
、

二色胡枝子林
。

二色胡枝子 由辽宁引入固原
, 1 9 8 3年在河川乡黄河村造林

,

表现 很好
,

1 年萌生株高 150 厘米
,

每公顷产鲜柴 5 , 4 6 7
.

5公斤
。

二色胡枝子为豆料落叶灌木
,

适应性强
,

全区除红胶泥土和盐渍土直播造林不易捉苗外
,

黑

坊土
、

湘黄土
、

灰褐土均适宜生长
,

其中尤以灰褐土生长最好
。

黄河村在退耕地带子田上截千造

林
,

成活率高达 85 % 以上 , 直播造林
,

生长也较好
,

2 年生高 3 0
.

6厘米
。

截干造林当年有少数植

株开花结实
,

种子已育出新苗
,

第 2 年绝大多数植株开花结实
。

7
、

刺挽林
。

除径源县外
,

全 区均有分布
。

刺槐原为乔木
,

固原县郭家湾建造的
“ 三料

”
灌

木林基地内
,

作矮林经营
,

栽植于阳坡下部
, 2 年生覆盖 度 50 一 80 %

,

每公顷产鲜 柴 3 ,
7 35 公

斤
。

8
、

搔柳林
。

怪柳在西吉
、

彭阳
、

海源等县有种植
,

以西吉县最多
,

分布于河滩
、

川台的 梯
、

田地埂等处
,

覆盖度可达 80 %
。

怪柳生长迅速
, 1 年生萌生株高 1 30 一 16 0厘米

,

地径 0
.

7 8一 1
.

27 厘米
,

每公顷产鲜柴 12
,
5 25

公斤
。

怪柳枝条坚韧耐磨
,

是编织的优良材料
,

经济价值较高
。

彭 阳县小河口村在地埂上栽植的

怪柳带
,

占地 0
.

01 公顷
,

年收入近 2 00 元
。

除以上几种外
,

本区还种植有少量紫穗槐
、

文冠果
、

火炬树等灌木林
。

四
、

发展和经营灌木林的几点建议和意见

农村
“ 三料

”
短缺

,

已成为制约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

因此
,

决解
“ 三料

”
间题

,

势

在必行
。

过去
,

在重用材林轻防护林
,

重乔木轻灌木的思想指导下
,

人工灌木林种植很少
,

如固

原县 (含彭阳县 ) 仅占人工林总面积的 2
.

2%
,

海源县占9
.

6%
。

1 9 8 0年以后
,

各地经过农业 自然

资源综合考察
,

特别是胡耀邦同志提出
“
种草种树

,

发展畜牧
,

改造山河
,

治穷致富
” 的方针以

后
,

全区普遍重视灌木林的建设
,

发展很快
。

但由于造林技术和经营管护水平较低
,

常是造林不

见林
,

林分生长缓慢
; 已成林的

,

如柠条
、

山桃等
,

多年不平茬
,

长势衰退
,

收效甚微
。

为了尽



发挥灌木林的综合生态经济效益
,

把林业生产搞上去
,

提出如下建议
:

1
、

作好发展灌木林的规划
,

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

广泛宣传和动员群众
,

坚持不懈地

努力
,

完成地委
、

行署制定的奋斗 目标
,

即农村每人平均 0
.

3公顷草
、

0
.

2公顷林的任务
。

2
、

灌木林的造林树种有柠条
、

山桃
、

沙柳
、

毛条
、

沙棘
、

胡枝子
、

刺槐等
。

各树种有不同

的生物学特性
,

要因地制宜
,

合理配置
。

柠条
、

毛条宜种植在山坡中下部
,

缓坡地采用带子田整

地
,

带间距 1
.

5米
,

丛距 0
.

3一 0
.

5米 ; 陡坡地采用鱼鳞坑造林
,

鱼鳞坑底部改为向内倾斜
,

防止

淤泥埋没动苗
。

要扩大沙棘
、

山桃的造林面积
,

且置配在山坡中下部
。

沙柳
、

怪柳产量高
,

是优

良的编织用材
,

要在立地条件较好的阴坡下部
、

河滩
、

地埂造林
。

刺槐作矮林经营
,

在阳坡下部

和阴坡中下部造林
。

3
、

灌木种类较少
,

从外地引进优良灌木种
,

对丰富本区的灌木资源
,

发展灌木林生产有重

要意义
。

固原县从辽宁引进的二色胡枝子
,

经两年试种
,

产量高
,

平茬周期短
,

适于在山坡中下

部
、

退耕地
、

撂荒地生长
,

各县可继续引种
。

此外
,

六盘山野生灌木种较多
,

可选择生长快
、

产

量高的树种
,

进行栽培
,

变野生为家种
,

如与二色枝子同属的胡枝子等
。

4 、

实行草灌混交
。

许多灌木初期生长缓慢
,

短期内不能获得经济收益
,

而牧 草 生长 周 期

短
,

见效快
。

草灌混交能以短养长
,

缓和林牧矛盾
,

提高群众造林的积极性
。

与灌木混交的草种

有沙打旺
、

红豆草
、

草木择等
。

混交方式 以带状为宜
,

便于经营管理
。

5 、

对未成林的幼林
,

要加强抚育管理
,

防止人畜破坏
,

及时中耕除草
,

促进生长
,

加速成

林
。

要管好
、

用好林业建设 补助款
,

把造林
、

抚育与补助款挂勾
。

对已成林的林分
,

要及时平茬

更新
,

提高生产力
。

柠条
、

毛条
、

山桃
、

沙棘暂定 5一 7 年平茬一次
,

沙柳
、

怪柳暂定 1一 2 年

平茬一次
。

6
、

加强科学研究
。

灌木林的建设和生产
,

是一个新的课题
,

目前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营技

术
,

而这个间题又迫切需要解决
,

为此
,

拟开展下列问题的研究
:

( 1 ) 灌木林造林区划和规划 ;

( 2 ) 确定适宜的树种及最佳造林密度 ,

( 3 ) 研究不同树种平茬周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技术 ,

( 4 ) 研究提高灌木林产量的综合技术措施及经营利用特点
、

更新造林周期和技术 ,

( 5 ) 研究薪柴的综合利用技术及能量转换
。

护沪沪沪沪产产八八八八八八八产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产八八八八八六六 八八八八八入勺勺 V甲幼沪办八八入

(上接第 6 页 ) 有情况已不能反映水土流失的实际
。

如何遵照 自然规律有计划地进 行 综 合 治

理
,

做到心中有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间题
。

因此
,

省政府确定对全省的山丘区
、

平原风沙区进

行水土保持普查
,

以便摸清现状
,

制定规划
,

采取分区分期治理和防护措施
。

目前
,

首批普查的

4 3个县已拿出了 成果
,

第 二批 43 个山区县和平原风沙区的普查工作正在进行
。

但是
,

有的地方

抓的不紧
,

工 作开展不力
,

主 要是有些县的领导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普查
、

规划工

作进 展迟缓
,

有 的 至 今还 没 有 开展
。

希望这些单位要加强领导
,

组织力量
,

尽快把这项基础

工作开展起来
,

按照要求把 普 查 规划工作搞好
。

进行水土保持普查规划时
,

要注 意和农 业 区

划
、

土地利用规划和山区开发建 设 规划协调起来
,

以利于实施
,

发挥更大的综合效益
。

这次会议就要结束了
,

希望水土保持战线上的先进单位
、

先进个人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
,

在

新的 1 9 8 6年里
,

要继续认真贯彻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最近省委召开的全委会议精神
,

谦虚谨慎
,

戒骄戒躁
,

团结奋斗
,

再展宏图
,

把山东省的水土保持工作搞得更加扎实
,

更有成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