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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通过宁夏南部黄土 丘陵区野外调查和试验研究
,

提出不 同灌木树种的合理利用与布

局
,

并对大力发展和合理经营灌木林
,

充分发挥灌木林的多种生态经济效益提供科学依据
。

并根据该区立地条件和生产方式提出主要灌木树种适宜性分区
。

( 1 ) 南部半湿润沙棘
、

二

色胡枝子适宜区 , ( 2 ) 中部半干早柠条
、

山桃
、

刺槐适宜 区 , ( 3 ) 北部干 早 沙 柳
、

怪

柳
、

毛条适宜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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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自然概况

(一 ) 概况 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区总面积 1
.

68 万 k m
Z ,

人 口 1 4 3
.

4万
, 该区气候干 早

、

水热

资源不足
, 土壤痔薄

、

植被稀少
、

三料俱缺
、

自然灾害频繁
,
农业生产低而不稳

,
是我国亚待综

合治理的少数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
。

(二 ) 灌木在黄土丘陵 区的作用和地位 灌木适应性强
,
在乔木难以生长的地方

, 许多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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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正常生长
。

灌木大都植株丛生
,
根系发达

、

拦截雨水能力强
、

保护土壤免受风蚀
、

水蚀作用

大
,
具有很高的蓄水保土能力

。

故在干早
、

半千早宁南黄土丘陵区的造林中占有极重要地位
。

灌

木具有生产生物量大
,
耐平茬

,
耐牧等特点

,
许多灌木燃烧热值高

,

枝叶营养丰富
,
是 良好的生

物能源
、

饲料和肥料
。

因此
,
大力发展灌木

,
在干早

、

半干旱的宁南山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长期以来
, 由于片面强调营造乔木

, 忽视灌木
,
结果收效不大

。

如固原县 30 年来
,
全 县 累

积造林面积 1 1 3
.

1万亩 (含彭 阳县 )
,
现仅保存 21

.

5万亩 ,
保存率为 1 9

.

。% ,
其中灌木 0

.

5万亩
,

只占保存面积的 2
.

1%
。

该地区燃料
、

饲料
、

肥料三料俱缺
,
特别是燃料短缺

,
乔木生长 较 慢

,

不解燃眉之急
, 为解决烧柴农民被迫铲草皮

、

挖草根
、

烧畜粪
, 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

,
使物质

能量循环失去了纽带
, 严重破坏 了生态平衡

,
引起农业生产中的恶性循环

。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恶

性循环的局面
,
本区林业发展方向应以水土保持林

,
薪炭林为主

, 促进农牧业发展
,
恢复生态平

衡
。

(三 ) 人工滋木林现状及存在问题 ( 1 ) 现状
。

宁夏南部从 1 9 8。年开始重视灌 木 林 的 营

造 , 1 9 8 2年后
,

全区人工灌木林发展较快
, 1 9 8 3~ 1 9 8 5年全区共种 植灌木林 5 8

.

8万亩
,
占同期人

工造林总面积的 3 9
.

7% (表 1 )
,
加上 1 9 8 2年以前保存的 6万多亩

, 共有灌木林 65 万亩
。

其中柠

条面积最多
,
占 72 %

,
其次是山桃

,
占 20 %

。

表 1 固原地区各县 19 83一 1 98 5年滋木造林情况

总总造林面积积 灌木林面积积
(((万亩 ))) (万亩 )))

19 8 4年

总造林面亩 !灌木林面积

(万亩 ) } (万亩 )

合 计

总 造林
1

灌木林 灌木林占总
面 积

.

面 积
`

造 林 面 积
(万亩 )

’

(万亩 ) 一 ( % )

西吉

海原

固原

彭 阳

总 计

2 0
.

03 62 97 2 3 2 3
。

92 0 7 3
。

56 04 13
。

8 1 0 1 J l
。
1 2 6 9 57

。

7 67 8
。

6 596

7
。

7 8 79 8 8 1 9 1 6
。

8 1 1 7 1 1
。

8 9 39 5
。

168 1 } 2
。

98 91

1 5

7 3
。

1

1 2
。

20 00 20 0 0 1 4
。

47 7 9 1 1
。
1 4 5 1 1 5

。

6 87 6
’

7
。

7 7 0 9

2 9
.

7 67 7 2 1
。

76 49

}

4 2
。

3 65 5 2 7
。

1 1 60

6
。

7 2 6 1 1 0 8 3 1 0
。

8 98 0
.

2 0 02 1 7
。

6 24 1 7
。

4

4 0
。

0 2 41 0 5 4 2 6 1
。

93 6 4 2 7
。

7 07 7 4 5
。

5 6 38

}

…
0

…
’ 2

。
0 8 7 1 1 4 7

。
5 24 3

1
。

30 85

5 8
。

8 4 9 39
。

7

.

…
Od八nOCOù

,1

、
.

.

es
wees
.

1
.

eses

……

注
:
因海原县和隆德县人工灌木林面积很小

,

故表中未统计
。

( 2 ) 存在问题
。 ①灌木林多处于未成林阶段

。

本地 区人工灌木 林
, 1 9 8 3 年 后 营 造 的 占

9 0
.

5%
,

目前大多处于幼林阶段
, 需要 2一 4 年才能成林

,
进入稳定产柴期的时间则要更长

。

②

灌木林树种比较单一
。

在本区人工灌木林中
,
柠条占 72 % , 山桃 占 20 %

。

柠条和山桃初期生长较

慢
,

郁闭成林需要 3 ~ 5 年
,

达到稳定产柴期需要 7 ~ 9 年
夕 农村急需的三料不可能 在 近 期 解

决
,
而二色胡枝子

、

沙棘
、

刺槐这些能在 3 一 5 年提供大量三料的树种较少
。

目前在树种的选择

和配置上用途不明
。

③经营管理水平较低
。

本地区种植灌木的历史较短
,
群众缺乏造林和经营技

术
,
表现在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低

,

一般不到 50 % ,
不仅土地得不到充分利用

,

而且长期不能郁

闭 ,
不利于水土保持

,
单位面积产量也低

。

根据灌木树种的生长特点需及时平茬
,
方能发挥理想

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但现实是群众造林久不平茬
,
任其自然生长

,
致使分枝少

,
生长势逐年

减弱
。

另外
,
管护粗放

,
不少地方对人工灌木林没有抚育管理技术和制度

,
多数灌木林被牲畜啃

食
,
人为破坏严重

。

生产力低下
,

一般群众的灌木林生产 量仅为 1 2
.

5~ 45 k g (/ 亩
·

a) , 国营林

场为 6 0一 1 3 0 k g / (亩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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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主要灌木树种的合理布局与利用

宁南黄土丘陵区
,

由于气候干早
,

水资源贫乏
,
水土流失严重

,

三料俱缺
,

极大的影响了农

业生产的发展和人 民生活的改善
。

因此 ,
合理的经营和利用灌木树种

,
增加地面植被覆盖

夕
是本

区治理水土流失的重大战略措施和改善农业生产的现实方法
。

按照自然条件
、

地形
、

地貌和树种

的生物生态学特性等因素来合理布局灌木林树种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宁南黄土丘陵区
,

北临干草原
夕 六盘山纵居区中

,

夏秋受东南季风影响
,
冬春受西北寒流侵

袭
。

除六盘山区宜营造乔木林外
,
在广大黄土丘陵区营造乔木林易形成

“ 小老树
” 。

因此
,

必须

重视按照 自然和经济条件
,
合理布局优 良灌木树种

,
以解决三料和改善黄土丘陵区农业生产条件

为主要方向
。

根据本区的自然条件
,

地形地貌和生产方式
, 可划分为三个类型区

。

(一 ) 南部半湿润沙棘
、

二色胡枝子适宜区 包括径源县全部
,
隆德县大部分 及 西 吉

、

海

原
, 固原等县的部分

、

六盘山地区
。

年平均气湿 5 ~ 6 ℃ ,
年降雨量在 5 00 m m 以上

, 千燥度 l ~

1
.

4 ,
) 10 ℃积温 1 9 0 0 ℃ , 生长季 18 0天左右

, 全年 日照约 2 Z o o h
。

天然植被有 森 林
、

山 地 草

甸
、

草甸草原及灌丛等类型
。

本区适宜营造灌木林的树种主要有
: 沙棘 ( H艺尹p 口尹h a e 从 e阴 on i d e s )

、

二色胡枝子

( e e s 夕e d e : a b艺。 0 10 :
) 等

。

1
.

沙棘 沙棘落叶阔叶灌木或小乔木
,
在固原

、

径源
、

海原和彭 阳等县均有栽植
。

根 系 发

达
,
根栗力强

,
抗寒

、

较耐水湿
,
是水土保持和薪炭林的优 良树种

。

多生于河滩
、

阳坡山地及林

下
。

沙棘种植后 l ~ 2 年生长较缓慢
, 3 年后开始迅速生长

, 4 ~ 5年即可郁闭成林
。

沙棘种植

后 10 年左右开始衰退
, 应及时平茬复壮

, 平茬后一年根粟萌生条生长迅速
, (见表 2 )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沙棘生长迅速

,
枝叶繁茂

,
产量高

, 可提供薪柴
。

每年有大量的枯枝落叶增加土壤有

机质
,
根部寄生根瘤菌能固定游离氮素

,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

因此
,

具有改 良土壤
、

提 高肥 力

的作用
。

沙棘 自繁力强
。

如在海原县的成片沙棘林
,
每年呈同心圆向外扩展 1一 l

.

s m
。

因此
,

在

宁南半湿润区或整个黄土高原水分条件较好的地域发展潜力较大
。

根据沙棘适应性强的特点
,

本

区可在森林
、

草甸及沟沿线以下水分条件较好的坡地广为种植
。

表 2 不同林龄沙棘的生长情况

二…
造林方 ·

林 龄

一

一一一
一

生
一

兰垄一)竺
- 一一一

一 {
平 均 高 } 平均地径 } 、 ;、 汕 }

/ 乃 ~ 、 1 / 八 ~ 、 1 习 立 `猛 乡了 }
\ 。 1 , : z

{
` 、 1一 ’

l !

生物量 ( k g / 亩 )

(年 ) 枝 干 重 叶 鲜 重

彭阳孟垠

固原石砚子

固原黄娜 山

海 原

移根苗

撒 播

天然生

移根苗

2 3 5

155

2
。

3

59

2 67

1
。

4

2
。

5

旺盛

旺盛

弱

旺盛

1 88 0
。

0

1 0 35
。

0

4 27
。

5

1 91 2
。

5

2 022
。

5

1 12 5
。

5

2 84
。
0

2 052
。
5

月任558

2
.

二色胡枝子 二色胡枝子又名胡枝子
, 1 9 8 3年从辽宁省引入宁南种植

。

一年萌生条 株 高

1
.

5 m
,

长势 良好
,

适应性强
。

直播造林 2 年生株高 3 o
.

c6 m , 截干造林第 2 年大多数植株可开花

结实
。

直播与同龄截干苗相 比
, 差异很大

,

截干造林的胡枝子高是同龄直播胡枝子的 2~ 2
.

3倍
。

二色胡枝子分布广
,
对低温和冰雹的抗御性强

,
喜湿润

, 它的生长量和生物量随水分和热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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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变化
,

见表 3 。

表 3 二色胡枝子一年生截千苗在不同生态区 的生长情况

平均气温 平均降水量 l 生长季 ) 10 ℃积温 平均地径 {单株生物量
地 点 类 型

)一

…0
g(一173395

、 .2

00nU℃255075
了f、

O曰22

( ,C ) ( m m )

彭 阳

温凉 区

温凉区

温暖区

5
。

8

7
.

0

7
。

8

(天 )

1 30

1 4 0

1 5 0

平均高

( e IIT ) ( m m )

2 5
。

0

6 1
。

3

8 4
。

3

nn“nU一ó门1r144
1勺原原固固

6
。

7

二色胡枝子是优 良的三料植物
,

枝条可编织
,

种子可榨油
,

根系发达
、

枝叶繁茂
, 是保持水

土的优 良灌木
,

宜大力推广种植
。

在宁南干旱和半干早 区也能生长
,

但生长缓慢
,

效益低
,

不宜

大力种植
。

(二 ) 中部半干旱柠条
、

山桃
、

刺愧适宜区 本 区包括海原
、

固原
、

西吉县的大 部 分
,
隆

德
、

[司心
、

盐池等县的部分地区
,
该区年平均气温 5

.

3一 7
.

0℃ 夕

年降水量 30 0一 45 o m m
,

> 10 ℃

积温 2 0 0 0一 2 4 0 0 ℃ ,

干燥度 1一 2 , 生长期一8 0一 2 0 0天
,

全年日照 2 4 0 0一 3 o o o h
,

天 然 植

被以干草原为主体
,
南部也有部分草甸

一

草原群落
。

本区适宜营造灌木林 的 主 要 树 种 有
:

柠 条

( C a : a g a n a 无。 : s h艺n s 无艺艺)
、

山桃 印 : u n u s d a v云d艺a n a )
、

刺槐 ( R o b艺n艺a 尹s e u d a c a e艺a )
、

沙柳

( S a l艺x 夕s a m m o尹h艺l a
)

, 毛条
、

紫穗槐 ( A叨
o
叩 h a

f
, u t艺e o s a

) 等
。

1
.

柠条 柠条又名锦鸡儿
,
是最喜光性

,
耐旱耐寒树种

,
在乔木林下生长不 良

,

因 此 ,
宜

营造纯林
。

柠条是半干早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和薪炭的优 良树种
,
在本区灌木造林中占 72 % ,

种

植方法多以撒播
、

穴播和鱼鳞坑造林为主
,
在阴坡

、

阳坡半阳坡的各个部位均可生长
,
易形成片

状结构
。

柠条在幼苗阶段生长缓慢
, 2 ~ 3 年后生长加快

, 3年生 株 高 30 一 4 c0 m ,
地 径 。

。
4~

o
.

s e m
,

平茬以后
,
生长较快

, i 年生高 6 0~ s o e m
,

地径 o
.

s e m ; 4一 5年生株高 1 1 5一 z 2 5 e m
,

地径 0
.

8一 1
.

oc m
。

寿命较长
夕 因此可长期生长不必更新 (见表 4 )

。

柠条枝叶茂密
,
根系交织如 网

,
具有保持水土

, 防风固沙的作用
。

根部大量的根瘤菌
,

具有

强大的固氮作用
, 可改良土壤

。

柠条的产柴量比较高
,
每亩产 量在 100 一 50 0 k g 之间 ,

柠 条 的燃

烧值较高
, 为 2 01 1

.

34 x 10
`
J / k g , 3 k g 柠条可顶 I k g 煤

。

生态和经济效益都比较高
, 可大力

推广种植
。

表 4 柠 条 生 物 且 生 长 情 况

林 龄 平均单丛生物量 } 生 物量连年生长量
( g )

34
。

7

8 8
。

1

生长率
( % )

100

85
。

9

6 1
。

0

4 2
。
0

2 6
。

0

)174237
Cóù工Jno八ORé月任

了、Odla7CC
工了

1上Od4

…
勺O阿̀nU户n4CO

1上Q白no

1上01
34
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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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山桃 山桃系晋薇科梅属落叶灌木
。

是本区重要的造林乡土树种
。

山桃人工林 的 种植
,

在固原
、

西吉
、

彭阳等县较多
。

山桃根系发达
、

耐干早
、

耐寒
、

适应性强
,
特别是在干早瘩薄岩

石裸露的阳坡地也能生长
。

在半干早的黄土丘陵 4 00 m m的降雨区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 例 如 固原

县的河川乡阳坡营造的山桃林
, s 年生株高 6 0~ 2 1 o e m

,
地径 0

.

5一 4
.

o e m
,

亩产 干 柴 4 5 0一 9 0 0

k g (见表 5 )
。

表 5 宁南山挑林生物 , 调查表

覆盖度

( % )

林高 地径

( m ) l( e m )

冠幅

( m )

分枝

(个 )

干重 ( k g /亩 )

枝 } 合 计

保
秘阳

度

、 .了

坡̀
幼曰

o70n
à
0ū̀1ú勺s

t了11A占Qú QU

2llC
ú匀0

nQ工卜JZ八0

,l一.1

1 7 0

3 85

山桃枝条木质坚硬
,
分枝力强

,
产柴量高

,
按正常密度

,
每亩可产 干柴 3 00 k g ,

燃 烧 值 为

1 9 7 8 X 1 0 弓 J/ k g 。

因此
,

山桃是解决本区薪材不足的主要灌木树种
。

由于根系发达
,

固结土壤能力

强
,
具有良好的保持水土效能

, 因而在本区可大力种植
。

注意合理的经营管理
, 可获得较高的生

态和经济效益
。

3
.

紫稼槐 紫穗槐又名棉槐
,
在本区虽有种植

,
但数量不多

。

它既有耐早
、

耐寒
、

耐痔薄
、

抗风沙
、

又耐下湿盐碱等特性
,
对土壤要求不严

夕
在黄土

、

红土
、

沙荒
、

盐碱地均可种植
。

还可

用作公路
、

堤岸
、

渠道的绿化树种
。

紫穗槐可作乔灌混交林下的灌木树种
,
既可充分利用光热和

地力资源
, 又能改 良土壤

,
促进乔木生长

。

通常可与刺槐
、

柳
、

杨
、

油松
、

白榆 等乔木 树 种 混

交
,
林下枯枝落叶量大

,
能增加土壤有机质

,
改 良土壤理化性质

,
提高土壤渗透性和持水量

。

紫

穗槐又是豆科绿肥
,
肥效高

、

鲜茎叶含氮 1
.

33 %
、

磷 0
.

35 %
、

钾 0
.

80 % , 50 o k g 鲜茎叶中的氮素

肥效等于 3 0 k g 硫酸按
, 2 0 Ok g 人粪

。

紫槐穗枝条亩产可达 75 0~ 3 0 0 0 k g 。

是黄土丘 陵区农业生

产较好的肥源植物
。

紫槐穗在本区的彭阳
、

固原等县的部分地区种植
,
生长快

。

其叶可作绿肥及饲料
,
茎秆可编

织
,
生态经济效益高

。

可在本区的南部水热条件较好的地区大力种植
。

此外
夕
还有沙棘

、

刺槐
、

沙柳
、

毛条等优 良灌木
,

适应性强
,
耐寒

、

耐早
、

生长较快
,

也宜于在本

区生长
。

因此
,

在本区的灌木林建设中
,
水肥及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

,

可以刺槐
、

沙棘为主 ; 在

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可以毛条
、

沙柳为主
。

以充分发挥各树种的优势
,
提高生态

、

经济效益
。

(三 ) 北部干旱沙柳
、

搔柳
、

毛条为主适宜区 本区包括海原
、

固原等县的北部以及西吉县

的部分地 区
。

年平均气温 8 ~ 9 ℃ ,

年降水量 2 00 一 35 0m m , 干燥度 2
.

0~ 3
.

5 ,

》 10 ℃积温 2 60 0

一 3 1 00 ℃ 。

天然植被以荒漠草原为主
,

其次还分布有沙生植被
。

本区适宜营造灌木林的树种主要

有
:

沙柳
、

程柳
、

毛条
、

柠条等
。

1
。

毛条 毛条子称为白柠条 (锦鸡儿 )
,

是小叶锦鸡儿的变种
。 1 9 74 年从内蒙 等地 引入宁

南千早黄土丘陵区种植
。

适应性强
, 耐寒

、

耐早
、

生长快
、

宜于荒漠
、

半荒漠和干早地 区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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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南部主要灌木树种的合理利用与布局

根系发达
,
萌孽力强

。

在干早区土壤含水率极低的情况下仍能正常生长
。

从叶的结构特征来看
,

叶片狭小
,
表面密被多 白色绒毛

,
栅栏组织

,
维管束及叶内机械组织发达

,
表现出抗早性强的特

点
。

毛条根系发达
,
根扎较深

,
是黄土丘陵区优良的水土保持树种

。

毛条在年降水量 2 00 一 35 o m m 的地区
,
年产柴量

,
按正常密 度 计 算 可 达 2 00 k g /亩 (见 表

6 )
。

表 6 不同立地条件毛条生长情况

立地类·

…
·

平均每丛

分 枝 数

平均株高 平均地径

点 } 林 龄
( C m ) ( C m )

平均每丛生物量
( g )

-0工Jn曰nUn曰叮.11八J1110la八h八n左二一aOUO曰Q曰OQ自7ū了
úa4

70ó

梁赤阳坡

梁命下部阴坡

梁筛上部阳坡

平缓梁

梁中上部

梁赤顶部

固原

固原

西吉

西吉

海原

海原

l 7

1 8

1 0

1 1

7 2

7 0

55

60

0
。

9

0
.

6

1
.

1

1
。

0

0
.

5

0
。

4

毛条在本区幼苗期生长较慢
,
平茬后生 长加快

,
生物量在本区灌木树种是比较高的

,
是该区

水土保持
、

燃料和饲料的优 良灌木
,
可大力推广种植

, 同时也可以在其它乔灌木难以生长的荒坡

上种植
,
生态

、

经济效益均较高
。

2
.

沙柳 沙柳系杨柳科柳属落叶灌木
, 19 7 8年由陕西靖边县引入 本 区 种 植

。

耐 寒
、

耐 痔

薄
、

耐沙压
,
枝条丛生茂密

,
生长迅速

,

根系发达
, 。 可在各种立地条件上生长 (见表 7 )

。

表 7 不同立地条件沙柳的生长情况

地 点 } 立 地 条 件 平均高 c( m m ) 平均地径 ( c m )

堆积黄土

山坡中部

山坡阴面

平 坦 地

2 6 5

1 1 5

1 4 5

1 60

0
。

62

0
。

7 5

0
。

90

原原原吉固海固西

沙柳成活率受立地条件影响较大
, 一般在梁赤顶部

、

中部荒坡和梯田地埂造林成活率较低
,

适宜在 山坡下部
、

阳缓坡
、
川台撂荒地及低山

夕 山麓和河滩等地种植
。

沙柳耐早
,
生长快

,
萌孽

力强
, 可作防风固沙林

。

枝条细长柔软
,

是编织的优 良材料
,
也是很好的薪材

,
年 产 干 柴 一般

1 0 0一 Z o o k g / 亩
,
高者可达 3 5 Ok g

,

燃烧值比较高
, 为 2 0 0 5

.

5 又 1 0 毛 J / k g
。

适宜于本区种植
夕

可根据沙柳的生物生态学特性
,
在适宜的立地条件下种植

。

3
.

怪柳 径柳在我国的西南
、

华南
、

华东
、

西北等地都有分布
,

而以西北地 区荒漠 半 荒漠

区居多
, 近几年来在宁南干旱黄土丘陵区普遍引入

,

生长较好
。

怪柳是泌盐植物
, 即它的叶子和

嫩枝可以将吸收于植物体内盐分排出
, 所以为强耐盐树种

。

怪柳为直根系
, 主根发达

。

据测定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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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怪柳根系入土深达 4
.

5~ s m ,
而根幅仅有 1一 2

.

5m
。

怪柳萌孽力强
,
容易繁殖

。

怪柳在本

区种植
,
较适宜

,
生长较快

,
产柴量高 (见表 8 )

。

表 8 不同林龄怪柳生长惰况

地 点 林 龄
( e m亨

每丛根数
(条 )

每丛产量
( k g )

50 ee 8 0 0
。
1 5

10 0ee 160

1上O口
原原海海

16 0~ 19 0

2 5

27

16 0~ 20 0

一óOU原原海海

三
、

对发展和经营灌木林的几点建议

宁南山区水土流失严重
, 三料俱缺 , 已成为限制本区农林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

但由于本区

灌木林资源贫乏
,
林业基础薄弱

,
经营管理粗放

,
常常造林不见林

,
收效不大

。

为了充分发挥灌

木林的多种生态经济效益
,
提出如下建议

:

1
.

搞好滋木林的发展规划
,
做到合理布局和林种

、

树种配里 适宜本区造林的主要 灌 木树

种有
:
柠条

、

山桃
、

沙柳
、
毛条

、
沙棘

、
二色胡枝子和紫穗槐等

。

各树种具有不 同的生物
、

生态

学特性
,
为充分发挥其生态和经济效益

,
合理布局各树种是很重要的

。

柠条
、

毛条
、

沙棘和山桃

适应性强
,

可种植在其它树种难以生长或生长不 良的梁赤顶部
、
阳陡坡和阳坡中上部

,

荒山和沟沿

线以下的地方
。

如种植在立地条件较好的地方 ,生物产量将更高
,
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

梁介顶部和陡

坡地采用鱼鳞坑造林
,
缓坡地采用带子田整地造林

。

沙柳 , 怪柳产量高
,
生态和经济效益显著

,

在立地条件较好的山坡下部
,
阴坡署川台撂荒地

、

河滩和地埂造林
,
可获得高产

。

二色胡枝子
一

可

在水热条件较好的灰褐上梦黑坊土上造林
。

紫穗槐可在低湿的地方造林
,
也可与油松

、

刺槐
、

白榆

和杨树等混交
。

2
.

本区各式梯田很多
,
应提倡梯田地坎

、
地拐营造握柳和紫称挽林 在梯田地坎

、

地 楞造

灌木林不仅能加固梯 田地坎
,
减少暴雨和径流的冲刷

,
而且还能提高土壤肥力

,
充分利用

一 ’ 一

峨
、

开辟三料来源
,
发展多种经营

,
增加经济收入

。

3
.

实行以草滋为主的带状混交和乔灌混交 实行草灌带状混交
,

可以取长补短
, 以短余 勺

许多灌木初期生长缓慢
,
而牧草生长周期短

、

见效快
,
草灌混交能克服灌木生长周期长而见效慢

的不足
,
缓和林牧矛盾

,
充分利用土地

。

如柠条与草木杯混交 (株行距为 l m x Zm )
,
第 1年草

木杯每亩产草 12 k g ,
第 2 年产草20 8 k g ,

柠条生长与对照相 比未受影响
。

与灌木混交的草种多为

沙打旺
, 红豆草和草木择等

。

乔灌混交
,
可提高林木生长量

,
发挥多种效益 , 从长远利益看

,
乔灌混交林比灌木纯本

、

心共

大
。

在缓坡条田内种乔
、

灌木可种植于边坡 , 土石山区灌木与针叶树组成乔灌混交林
,
灌木起护

坡作用 , 沟坡
、

河滩以灌为主
,
灌乔结合 , 路边沟内可种乔灌混交林

, 以充分发挥乔灌混交林的

多种生态经济效益
。

4
.

对未成林的滋木幼林
,
要加强抚育管理 首先应防止人畜破坏 , 特别是鼠害

。

在有条件的

地方要增施化肥
, 促进生长

,

提高产量
,
加速成林

。

对已成林灌木
,
适时平茬

,
促进萌孽

,
提高



生产力
。

柠条
、

毛条
、

山桃和沙棘可 3一 5年平茬一次
夕

沙柳
、

怪柳 1~ 2 年平茬一次
,
胡枝子

一年平茬一次
,

紫穗槐一年平茬 1 ~ 2 次
。

5
.

提高整地质 最和适当增加造林密度是保证造林成活率
、

促进幼苗生长和获得高产的关键

固原地区采用反坡梯田或水平 阶营造的灌木林
,

生长一般比鱼鳞坑好
, 原因是反坡梯田或水平阶

土壤蓄水保墒好
,

而鱼鳞坑面积小常被暴雨夹带的泥沙填平
,

使种子深埋
,

影响出苗和生 长
,

因此
,

应大力提倡修建反坡梯田
。

6
.

应大力提倡植苗造林 灌木植苗造林比直播造林成活率高
,

林地收益快
, 可节省 造 林经

费
。

因此建议宁南山区大面积发展灌木林之前首先要抓好育苗 (特别是中
、

小粒种子的育苗 ) ,

在培 育好苗木的基础上
,

采用植苗造林的方式
,

确保灌木造林一次成功
。

7
.

要加强宣传灌木在水土流失地区造林中解决
“ 三料

” ,

增加经济效益
,

改善造林立 地 条

件
,

保护土地等先锋作用和重要意义 种灌木不仅是为了解决燃料
,

还可解决部分饲料和肥料
。

在提高群众认识水平的基础上
,

鼓励社员私人承包造林
,
加快荒山绿化

。

还应加强对群众的技术

培训
,

普及林业基础知识
,

提高造林技术和造林成活率
。

《水土保持通报》 征稿简则

为 了在 1 9 9 1年进一步提高期刊质量
,

促使 《水土保持通报》 在内容和形式上 日趋完美
,

达到

较高水平
。

为此
,

本刊编样部热诚希望广大作者能予我们 密切合作
,

共同办好期刊
。

现提 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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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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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
; 土壤侵 蚀规律和治

理对策
; 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和措施

; 以 及水土保持工作方 面 的评价
、

综述和 问题讨论

等等
。

二
、

稿件必须用方格稿纸 书写清楚 (印别或复印稿件往往字迹不清
、

怒不受理 )
,

文章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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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多不超过 6 0 0 0字
。

三
、

每篇 文章必须有中
、

英文提要和 中英文关键词
,

如 作者写英文提要有困难者
,

请声明
,

由编辑部代写
。

四
、

文 中图 (照片 )
、

表要清晰
,

文表
、

文图一致
,

图应 用透明绘 图纸清绘 ; 表格一律采用

三线表格式
,

表头无料线 ; 文章中采用 的数学公 式要标准
,

符号要规 范
,

数字要准确无误
,

计量

单位一律按国家统一规定书写
。

五
、

文责自负
,

不能一稿 两投
。

半年内本刊未采用者
,

作者可 自行处理
,

原稿不退
。 以上 要

求
,

自 1 9 9 1
一

午 l 期实行
。

谢谢合作
。

《水土保持通报》 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