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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县抗旱造林技术措施试验研究

刘克俭 丁汉福

(宁夏 固原县 科委 )

提 要

作者通过对固原县东部黄土丘陵区抗早造林技术措施的试验研 究
,

初步总结 出以下抗旱

造林技术措施
: 1

.

选择抗旱树种
;

2
.

提前整地 ; 3
.

地膜造林 ; 4
.

截干造林 ; 5
.

浸

水蘸浆
; 6

.

保根保湿 ; 7
.

秋季造林等
,

从而为 宁南干旱
、

半干 早黄土丘陵区提高造林成

活率提供了科学 依据
。

关键词
:

杭旱造林技术 成活率

地球陆地约有 66 % 属干早
、

半干旱或水分不足的地区
。

我国约有一半国土处于干旱 和半 千旱

气候区
,

宁夏回族 自治 区固原县地处半干早向干旱过渡的地带
,

旱灾对农林牧业生产危害严 重
。

1 9 8 6年至 1 9 8 7年固原地区在持续干早 10 个月的情况下
,

造林成活率很低
,

沙棘为 2 0
.

8%
,

胡枝子

为 42 %
,

分别为 1 9 8 5年的 2 5% 和 50 %
,

甚至有些生长多年的乔木也被早死
。

因此
,

我们在固原县

东部黄土丘陵区进行了以抗旱为中心的造林技术措施 的试验观测
,

以期为林业生产提 供 科 学 依

据
。

一
、

抗旱造林的必要性

固原县水资源相当缺乏
,

年降水量 30 Om m 一 50 o m m
,

且分布很不均衡
。

降水 主要 集中在 7 一

。 月三个月
,

占全年降水量的 60 % 以上
,

而 2 月~ 4 月降水量仅为 5 %左右
,

这对 以春季为主要

造林季节的地区是相 当不利的
。

根据本区多年的造林实践证明
,

平均成 活 率 在 40 % 一 60 %
。

因

此
,

采取 以抗早为中心的造林技术措施具有非常重要实际意义
。

二
、

抗旱造林技术措施

( 一 ) 选择抗旱树种 选择造林树种 时应选择乡土树种 和引进树种相结合
。

在引进柠条
,

二色

胡枝子
、

刺槐
、

山桃
、

沙棘
、

毛条
、

紫穗槐
、

连翘
、

火炬树
、

怪柳
、

山杳
、

沙柳等十几个树种的

试验 中
,

表现较好的有刺槐
,

柠条
、

沙棘
、

二色胡枝子和山桃等
,

它们 的成活率均在 76 % 以上
,

生长二年后地上生物量一般均在 2 6 9 0 k g / h
a (干重 ) 以上

,

是优 良的抗旱速生树种
。

(二 ) 提前整地 造林前整地
,

可以改善土壤结构
.

拦截径流
,

蓄水保墒
,

消除杂草
,

为苗木

生长创造 良好的土壤环境
。

由试验结果表明 (表 1 )
,

前一年夏季整地的土壤水分 和成活率比当

年春季整地造林成活率高
。

刺槐造林地 (前一年夏季整地 ) 土壤含水量 ( o 一 l o oc m ) 较当年春

季整地高 3
.

6 %
,

成活率提高 1 0
.

6 % ; 胡枝子造林地前者较后者土壤含水量高 .1 8%
,

造林成活率

提高 1 3
.

9%
。

因此
,

提前整地是提高造林成活率的重要环节
。

另外
,

合理的整地方法也是蓄水保墒和提高造林成活率的重要措施
。

观测表 明
:

反 坡 带 子

田 (带宽 一m
,

反坡 2 0
0

)
,

反坡鱼鳞坑 ( s o e m x s o e m
,

反坡 2 0
0

)
、

大穴 ( s o e m 又 s o e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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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整地时间对造林成活率和土壤含水l 的影响

树 种{ 整地时间 成活率 (% ) 土壤含水量 (% ) 备 汪

刹一…

1 987年夏

1 98 8年春

胡 枝 子

1 7 8 9年夏

1 98 8年春

表中数字均为各试验小区的

总平均数
。

表示差异极显著

表示 差异显著

小穴 (、 o cm x40 cm ) 四种不同整地方法
,

以反坡带子田最好
,

土壤含水量 ( 0 一 l o oc m )较大穴

整地高 4 %
,

柠 条成活率提高 12 %
,

胡枝子成活率提高 6 %
。

其次为 反坡鱼鳞坑
。

(三 ) 地膜造林 造林地覆膜后
,

土壤蒸发减小
,

且抑制了杂草的生长
,

使植物蒸腾量也相应

减少
,

从而控制了林地土壤水分的无效消耗
,

改善了水分状况
,

促进养分分解
,

有利于幼苗成活

和生 长
。

观测结果表明
:

覆膜区较对照区的土壤含水量 ( 0 一 5 0C m ) 高 1
.

6%
, 5 0C m 一 1 0 0 c m

高 3
.

9%
,

尤其在幼苗成活需水的临界期 ( 4 月一 5 月 ) 土壤含水量 ( o 一 1 0 o c
m ) 较 对 照 高

2
.

5 %左右
〔 ,

胡枝子成活率较对照提高 2 2
.

1%
,

山桃提高 7 %
,

刺槐提高 3
.

3 %
,

油松提高 31 %
。

覆膜不仅能提高造林成活率
,

而且还可促进灌木迅速生长
,

提高单位面积的生物量
。

如臭椿覆膜

新稍增长 58
c m

,

对照为36
.

7c m
,

比对照显著增长
,

越冬后覆膜干稍长 3 1
.

c9 m
,

对照 4 4
.

c9 m
,

比对照明显干稍少
。

胡枝子
,

刺槐 和山桃生长量 与生物量结果如表 2
。

各树种扭膜生长和产且与对照比较

丛 高

和一…
( e m )

较刘照 高

( % )

地 径 较对照高

( m m ) ( % )

产 量

( k g / h a )

较对照 高

( % )

胡 枝 于

7合0
。

4 0 0
。

覆覆 膜膜膜 5
。
555

对对 照照照 4
。
333

覆覆 膜膜

对对 照照

…
覆 膜

一
一

…
对 ·

4 9
。

4

3 2
。
2

(四 ) 截干造林 植株地 上部分留 1 0c m 左右
,

其余全部剪掉
,

这样可 以减少地上部分 水分 和

营养物质的消耗
,

减轻根系吸水吸肥的负担
,

有利促进根系的生长发育
,

提高造林成 活 率
。

如

1 9 8 8年春季山桃截干造林的成活率 比未截干提高 42 %
,

胡枝子截干造林的成活率 比未截 干 提 高

3 0
.

8 %
。

( 五 ) 浸水蔑浆 浸水是造林前将苗木在水里浸泡 24 一 48 h
。

蘸浆是栽植前将根蘸上泥 浆
,

其

作用是使苗木 自身失水得到补充
,

缩短缓苗期
,

促使苗木提
一

早生根
,

有利于成活和生长
。

观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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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
:

胡枝子苗木浸水 和蘸浆后造林成活率分别比对照提高 8 % 和 9
.

5 %
,

刺 槐 提 高 3
.

8 % 和

6
。

5%
。

(六 ) 保根保湿 根是吸取水分和营养物质的重要器官
。

苗木有较好的根系
,

对提高造林成活

率是非常必要的
,

如果对苗根保护不好
,

水分过度消耗
,

对成活不利
。

试验表明 (表 3 )
,

胡枝

子苗木 (截干
,

地上留茬 10 c m ) 体内含水量 ( x ) 与造林成活率 ( y ) 呈极显著的幂函数相关
,

回归方程为 y 二 0
.

3 0 7 5 x ” 疾 。 “ ,

相关系数
r 二 0

.

9 3 1 9 (r
。 . 。 , = 0

.

9 1 7 2 )
,

表 明苗木失水越多
,

造

林成活率越低
,

当苗木含水量 由7 6
.

5 %减少到 2 1
.

3%时
,

造林成活率 由9 0
.

8 %降至 1 5
.

8%
。

刺槐

苗木试验结果与胡枝子苗木结果基本相似
。

因此
,

从起苗木到造林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严防苗木体

内水分的损失
。

以随起
、

随运
、

随造效果最好
。

运输过程中要喷水增湿并用草帘包捆
,

起后不能

及时运 出或运至造林地后不能马上栽植
,

都要及时假植
。

表 3 胡枝子苗木含水最与造林成活率的关系

阳光 下 自然风干 时数 ( h )

含水量 ( % )

含水量差值 ( % )

成活率 ( % )

成活率差值 ( % )

00000 一 一一

{{{{{ 8
··

777 6
。

555 …… 2 9
。

666

00000 2 2
·

5 1 3 0
·
0 一 4 2

·

999 4 6
。
999

999 0
。

888 5 2
.

9 6 6
.

3 1 5 5
.

111 5 0
。
444

00000 2 4
·

5 一一 4 0
。
777

(七 ) 秋季造林 秋季是该地区降水集中的季节
,

土壤含水量达到全年最高值
。

在苗木地上部

停止生长后进行栽植
,

此时根系尚未停止活动
,

植后可 以得到恢复生长
,

有利成活
。

但秋季造林

必须做到截干和覆土防寒
。

多年来
,

我们 在秋季造林
,

胡枝子成活率比春季高 10 % ~ 13 %
,

刺槐

高 8 % ~ 12 %
。

除上述措施外
,

城镇街道
,

农区村屯及庭院进行绿化大苗移栽时
,

可采取带 土 移 栽
,

坐 水

栽植
,

深栽实踩等措施
。

总之
,

在水源缺 乏
,

无灌溉条件的干旱
、

半干旱地区造林
,

应 以蓄积拦

截天然降水为 中心
,

因地 因时因树
,

采取 切实可行的抗早措施
,

方能达到较好的造林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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