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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黄土高原林草植被及盖度的前景
汪有科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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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部学科利国水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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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通过分析黄土高原古代 自然植被景观和现代植被带的划分及目前人工林草生长情况
,

认

为大于 55 0 m m 降雨量地带易成林
,

乔木生长较好
,

可划为人工乔木带 ; 在 4 00 一 5 50 m m 降

雨量地带乔木明显矮化
,

可划为矮化乔木
、

灌木带
。

黄土高原绝大部分地区可建立 良好的植

被
。

笔者根据目前保护较好的天然植被及已推广的人工植被盖度
,

并结合 日人筑后 ( C hi 胶u g 。 )

的方法和实地调查资料得出的回归方程推算
,

提出在 自然条件下 (无 人 为 破坏 ) 黄土高原

森林地带植被盖度可达 9 0%一 10 0%
,

森林草原地带 ( 4 0 0~ 50 0m m )可达 8 0% 以上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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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植被作为水土保持的有效措施
, 近年来受到普遍的重视

,
人们对不同植被状况下的水土

保持效益研究也更加深入
、

`

广泛
。

植被具有强大的水土保持功能
,
这一事实 已逐渐被更多的人所

接受
。

但仍有一些人对黄土高原能否建立较好的林草植被表示怀疑
,

还有一些人认为黄土高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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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 自然条件就是建立起植被
,
其覆盖度也很低

,
达不到保持水土的有效盖度 (有人认为有效盖

度为 65 % ,
而有人认为是 75 % )

, 因而
,

即使建立起植被
,
能否起到 良好的水土保持效能? 这也

是多年来有争议的问题
。

本文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

谈谈看法
。

一
、

森林植被带的确定

古代黄土高原的自然景观及现代黄土高原的 自然植被带划分
,
是植被恢复的依据

。

对于古代

黄土高原是什么样的 自然景观
,

学术界看法不一
。

但是凡到实地迸行过调查研究的人都认为
,
远

·

古时期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方被森林和森林草原所孤盖
。

如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 1 929

年到晋西
、

陕北考察时
,

根据耳闻目睹的实地考察资料断定
,

当地原为森林地区
。

1 9 5 5年中国科

学院黄河 中游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在考察报告中也指出
: “

从残存的原生植被来看 … … ,

本区在

农耕以前
, 原始植被是属于森林和森林草原

” 〔”
。

黄长春
.

( 1 9 86年 ) 通过黄土抱粒分 析
,
认为

晚更新世后期兰州黄河阶地曾出现过针叶森林植被
〔 2 ’ 。

据史念海教授考证
,
黄土高原的 森林覆

盖率
,
秦至南北朝在 40 % 以上

,

唐至宋约 33 % ,
明至清 15 %左右

。

根据目前黄土高原残存的植被现状
,
朱志诚认为清涧

、

安塞
、

志丹
、

吴旗以北至长城为森林
.

草原带
, 以南为落叶阔叶林带

〔” ’ 。

赵松乔把 400 m m等雨线 以南的地区划为半湿润区 ; 2 0 0~ 4 0 0

妞m 区间的地带划为半干旱区
。

以此划分
,
他认为草原和森林草原的界线

,
是长城至海原向西南

至会宁
、

临挑
。

周光裕认为从佳县
、

安塞向西南经甘肃的华池
、

宁夏的固原
、

甘肃的榆中
、

青海的

伺仁县为落叶林区域北界
〔 ` ’ 。

邹厚远也有类似的观点
t “ ’ 。

《中国植被》 一书中的落叶阔叶林区

域位于北纬 3 0
0

3 0产一 4 2
0

3 0
产

之间
,
东经 1 0 3

0

3 0产一 1 2 4
“

1 0 /的范围内
,
在黄土高原的北线是通过 山

西恒山北坡到兴县
,

过黄河进入陕西省吴堡
、

清涧
、

安塞
、

志丹等地
,
沿子午岭西坡到甘肃的天

水
。 “ 七五

”
期间的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对植被带的划分也与上述观点一致

。

北京林业大学 ( 1 98 1一 1 98 3年 ) 组织西北七省 (区 )省级林业科研单位进行的
“
黄土高原丘陵

地条件类型划分和适地适树研究
”
中

,

通过进行地带性水
、

热条件
, 即生物气候条件与相应的地

带性植被和地带性 土壤的研究
,

把黄土高原区划为落叶阔叶林地带
,

森林草原等 5个带
。

其中落

叶阔叶林带的北界与 《中国植被 》 中的界线一致
。

森林草原地带的北界 由偏关沿长城
、

神木
、

华

池
、

环县
、

隆德
、

静宁
、

华家岭
、

临眺一线
。

上述森林植物带的划分
,
分岐主要是在森林草原带

内
,
如周光裕把这个带作为森林带

。

但可 以看出
,
大家都承认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被森林和森

林草原带孤盖
。

二
、

人工建造植被的地带性

上述自然植被带的划分是人工建造植被的理论基础
,

但还是不能解决人工建造植被的地带界

线
。

过去林学界曾有我国西北地区绝大部分能造林的说法
〔 “ ’ 。

1 98 7年出版的 《中国林业 区 划 》

首次提 出以多年平均 4 00 m m年降水线为乔木生长线
,

按此界线黄土高原绝大部分的土 地 均可生

长乔木
。

近年来
,

也有人根据黄土高原现有人工种植的乔木生长状况
,

认为乔木应主要在 550 m m

降水量 以上的地 区营造
,

低于 55 0 m m降水量的地 区应 以灌木为主
,

这两种说法表面上 不 一致
,

实质上又不矛盾
,

4 00 m m 降水线是指能生长乔木
,

.

而 55 om m 降水线则指乔木能正常生长
。

所以

这里有个乔木生长的标准问题
。

侯庆春同志等近年来对黄土高原小老树分布研究表明
, ,

小老树主

要分布在年降水量 4 00 ~ 500 m m 的地带
,

也基本上是上述的森林草原带
。

这说明乔木在 400 ~ 500

饥m 降水量的地带能生长
,

但表现出乔木 的矮化现象
。

在这个地带应该营造 乔 木
,

还是 营 造灌

木 ? 这又是一个问题
。

不能说乔木在这里生长矮小就排斥乔木
,

而灌木本来生长矮小就应以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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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

我们认为应以造什么林种为准
,

生长小老树的地带
,

只能说明该地带不能大面积营造用材

林
。

而营造其它林种如水土保持林
、

薪炭林等
,

就要以水保效益
、

生物量等为标准选择树种
。

实践

证明
,

很多乔木树种尽管不可能在该地带长成高大的乔木
,

但有很好的水保和薪材价值
。

因此
,

目前仍有很多乔木树种是这一地带的主要树种
。

故该地带可成为矮
’ 」

化 乔 木 + 灌 木 带
,

75 Om m

I·、尹
,

l

降水量可为乔木带
。

再者
,

400 ~ 50 0m m

降水量地带不论是 以乔木为主
,

还是以灌

木为主都说明这个地带能建造森林植被
。

建国以来
,

全国各省区先后涌现 出许多植

树造林先进社
、

队和国营林场及以县
、

以

流域为单位的植树造林先进典型
。

事实证

明
,

在黄土高原植树造林是可 以成功的
。

据新近出版的 《黄土高原气候 》 一书

中 4 0 0m m 降水线计算
,

参照杨勤业 等 提

出的黄土高原范围
〔” ,

黄土高原大于 400

m m 降水量的地域约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3 0%
。

也就是说
,

按黄土高原 自然条件有

8 0 %的面积能建造森林植被 (如图 1 示 )
。

、 闷二_二公

图 1 黄土高原植被建设分带图

三
、

恢复黄土高原森林植被盖度的前景

有人认为
,

黄土高原虽然绝大部分地区能建造恢复植被
,

但要起到有效的水土保持作用
,

植

被必须达到有效盖度 (有人称临界盖度 )
,

有人认为植被覆盖率在60 %为有效盖度
;
也有人认为

是 75 %
。

而黄土高原的植被达到有效盖度是不可能的
。

黄土高原 目前的植被产量和盖度确实很低

(表 1 )
,

起不到很好的水土保持效能
,

这也是当前水土流失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
。

但是应该认识

到这是历史上多次遭受人为破坏
,

所形成的 自然景观
。

按生态学原理
,

当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后
,

还存在逆转性
,

然而这种逆转是困难的
,

而且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

根据黄土高原的 自然条件
、

包

括地形地貌
、

气候及植被 ( 天然和人工植被 ) 情况
。

我们认为
,

如果不制止人为破坏植被的活动
,

要恢复植被
,

使植被达到有效盖度是不可能 的
。

而且植被还将会减少
,

盖度也 将下降
。

但如果能

坚决制止人为破坏活动
,

注意保护和逐渐恢复黄土高原植被
,

提高植被盖度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

首先
,

就森林植被而言
,

其覆盖度达到 90 %一 1 00 %是没有什么怀疑的
,

目前黄土高原 >5 5Om m 降

水地区
,

人为破坏活动较轻的地区
,

植被覆盖度达 9 0% ~ 100 % 的状况是很多的
。

植被盖 度 较低

和难以提高的地 区仍是 4 00 一 500 m m 降水量地 区 (森林草原带 ) 这是森林向草原过渡的地带
,

生

态环境十分脆弱
,

在这种条件下植被一旦破坏
,

它的逆转性较差
,

如前所述人工乔木林生长不 良

呈小老树
,

但是这一带种植灌木和草本植物均生长正常
。

小老树一般指乔木成林不成材
,

林学上把

郁闭度 > 30 %的林地称为有林地
,

小老树能成林说明其覆盖度 > 30 %
,

如实行乔灌草结合
,

再加上

已有天然草其植被总盖度达 80 %是可能的
。

宁夏西吉县多年平均降雨量 400 m m
,

在人 为 破坏较

轻的小老树林地
,

植被总盖度仍达 80 %
。

又如沙棘在 400 ~ 500 m m 降水量地带均有天然分布
,

人

工造林也易成林
,

有沙棘的地方均能形成郁闭
,

纯沙棘林盖度能达到 90 %
。

人工种植沙打旺
、

草

木裤
、

小冠花
、

首楷等草种的覆盖度都可达 80 % ~ 100 %
。

天然草地没有实行封育的地段
,

一般覆盖

度是 30 %~ 60 %
。

在一些大的坟营 (如西吉回族的坟地 ) 不遭受人为破坏
,

其植被也能达 75 % 以

上
。

天然草经人工封禁也可迅速提高盖度
,

甘肃榆中县北 山韦营
、

孙家岔流域
,

降水量 390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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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黄土高原地区草地类型的产量及盖度

覆 盖 度 ( %) 产 量 (干重 ) (t / ha )

草 地 类 型

最 大 最 小 一 般 i最 高 最 低

4 01515
,

1010151590 3060503830606090

207040

草甸草原

典型草原

荒摸草原

草原化荒漠

荒 摸

灌丛草原

沙 禽 类

低潮地草甸

草本沼泽

芦苇沼泽

高山苔原

亚高山草甸

草甸草原

灌丛中山

疏林低山

9 5

1 0 0

50 ~ 70

3 0 ~ 4 0

25 ~ 3 5

15 ee 2 5

15 ~ 3 0

30 ~ 4 0

25 ~ 3 0

70 ~ 8 0

8 0~ 9 0

6 0~ 8 0

7 0 ~ 80

90 ~ 10 0

75 ~ 80

5 0~ 7 0

3 0~ 4 0

3
。

1 0

1
。

7 1

0
。

9 2

1
。

2 4

0
。

9 8

2
。

4 0

1
。

0 1

2
。

9 9

1
。

46

1
。

75

1 7
。

5

3
。

70

4
。

7 3

4
。

2 7

1
。

10

0
。

54

0
。

3 6

0
。

2 4

0
。

1 2

0
。

7 0

0
。

42

0
。

6 4

1
。

0 5

12
。

5

0
。

2 0

0
。

6 9

1
。

55

0
。

9

1
。

5 ~ 2
。

0
.

0
.

8 ~ 1
。

0

0
。

5~ 0
。

7

0
。

4~ 0
。

5

0
。

3~ 0
。

4

0
。

7~ 0
。

8

0
。

7

1
。

0~ 1
。

5

1
。

2~ 1
。

5

13 ~ 1 5

0
。

7 ee o
。

8

2
。

1~ 3
。

0

2
。

5 ee 3
.

0
一 `

2
.

0 ee 2
.

5

1
。

7

注
:

表中数据系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资料
。

封禁后植被盖度由13 %提高到67
.

6%
。

宁夏固原县封育两年的草地与对照比较
,

覆盖度提高60 %

一 90 %
,

邹厚远在陕北茶坊点试验
,

原覆盖度 35 %~ 40 %
,

封禁 3 ~ 4 年后 即可提高到 80 %
,

有

些可恢复到 g0 %
,

天然草地严重退化后
,

经人工改 良
,

补种沙打旺
,

盖度高的可达 90 %
,

补种红

豆草盖度可达 8 5%
,

补种草木择盖度可达 g5 % (程积 民等
,

西北植物学报
,

1 99 1年 )
。

现将部分

管护较好的植被盖度列表 (见表 2 )

根据日人筑后 ( C hi k u g o) 的方法
,

姜恕
、

侯庆春推算
,

森林草原地带地上生物产量为 2
.

6~

3
.

0 t / h a
。

这一数据与本区草地现有一般产量仍有相当差距
。

说明提高植被生长还有很大潜力
。

1 9 9 1年 10 月
,

刘保元
、

刘国彬等考察美国中部大平草原实验区 ( C P R )
,

在海 拔 1 6 50 m
,

年平均降雨 3 32 m m 的实验站 (尸 a w ne
。 )

,

看到多年封禁区及中度放牧地段植被盖 度 达 80 %
。

最近我们在陕北宜川县调查了草层高在 10 ~ 4 0c m 的天然草产量及盖度
,

草种多为 白羊草
,

羊胡子草
,

黄营草
,

篙类等
。

通过近百个样方的统计分析
,

天然草的盖度与产量之间存在较好的

线性关系 (相关系数为 0
.

98)
,

在亩产鲜草 5 00 k g 以下时
,

可用下列方程表示
:

c = 8
。

1 36 + 0
。

1 82叨

式 中
:

C 为盖度 ( % ) ; w 为鲜草量 ( k g )
。

可 以看出在草层高不大于 4 0 c m 时
,

亩产鲜草量高于 500 k g
,

植被盖度便达到 l (即 完
_

全 覆

盖 )
。

要知道黄土高原植被潜在的盖度
,

首先需知道黄土高原的植被潜在的产量
。

关于这方面的研

究报道较少
,

一般认为 目前的产草量经封禁卫~ 3 年后可提高产量 3 ~ 5倍
。

邹厚远经多年研究认

为
,

森林草原区的鲜草产量经恢复可达 4 00 ~ 500 k g /亩
〔 7 · “ ’ 。

照此产量计算植被援盖度可达 80 %

~ 99 %
。

这再次证明黄土高原森林草原地带的植被盖度达 80 %是可以实现的
。

植被盖度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包括活被盖度和死被枯落物两部分
,

而我们指的是活被盖度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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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黄土高原林草植被及盖度的前景

表 2

地 点
降水量

( m m)植物类型

.

管 护较好的植被盖度 ( % )

盖度 ( % )

…
地形部位

… 资 料 出 处

2 50

0 0 3~ 40 0

3 7 1、

39 0

9 0 3

沙打旺

首 猎

沙打旺

天然草

沙打旺

天然草

天然草

人工林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集刊 19 86年
,

( 3 )
: 43一 5 2

调 查

西北水 土保持研究所集刊1 9 86年
,

( 3 ) : 5 3一 68

黄河流 域水土保持科研成果经验交流会资料选编 19 88

黄河 流域水土保持科研成果经验交流会资料选编 19 8 8

水土保持通报
,

1 989 年 ( 5)

宁夏西吉县农业区划报告汇编 19 8 2年

调 查

水土保持通报
,

19 9 0年 ( 4 )

水土保持通报
,

19 9 0年 ( 4 )

槐棘刺沙

心渭旗中原中吉吉塞塞塞通同吴榆榆固西西安安安

准格尔旗

准格尔旗

准格尔旗

准格尔旗

准格尔旗

40 0

40 0

54 9

5 49

5 49

4 00

4 00

4 0 0

4 0 0

40 0

80 0~ 4 50

3 00~ 4 50

3 00~ 4 50

52 0
’

4 50

天然草

沙打旺

沙打旺 + 冰草

羊柴 +
堆碱草

羊 柴

因陈筒 + 胡枝子

紫丁香

狼牙刺

沙 棘

天然草

柠 条

小冠花

刺槐 + 紫穗槐

刺 槐

白榆 + 紫穗槐

天然草

7 0

9 0

90

67

80 wt 9 0

60 ee 9 0

7 0~ 8 0

8 0 、

6 5 ee 80

80~ 90

80~ 90

74

60

8 5

80

7 0

8 0

6 0

8 0~ 9 0

7 2~ 8 3

7 0

80 ~ 9 0

7 0

8 0

6 5

7 5

缓坡

坡地

坡如

坡地

坡地

坡地

坡地

坡地

坡地

坡地

坡地

坡地

坡地

坡地

坡地

坡地

沟坡

赤坡

如坡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集刊
,

1 986 年 ( 3)

皇甫川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专题报告

皇甫川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专题报告

皇甫川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专题报告

皇甫川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专题报告

皇甫川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专题报告

水土保持试验研究成果汇编 (一 )

水土保持试验研究成果汇编 (一 )

水土保持试验研究成果汇编 (一 )

水土保持试验研究成果汇编 (一 )

县县县环环环

南小河

县德环绥

映北辛店 4 9 0 坡地

坡地

坡地

坡地

中国干早半干早农业科技资料选集 ( 1)

水土 保持试验研究成果汇编 (三 )

水土保持试验研究成果汇编 (二 )

水土保持试验研究成果汇编 (二 )

水土保持试验研究成果汇编 (二 )

水土保持试验研究成果汇编 (二 )

前研究较多的也是活被对水土流失的作用
,

实际上有很多资料证明森林死被物的水土保持作月还

大于活被物
。

森林具有强大的水土保持功能
,

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能提供森林枯落物
。

如果把死

被盖度也计算在总植物盖度中
,

那么图 l 中所示的乔木和灌木林带在自然状态 (无 人 为 干 扰破

坏 ) 其盖度都能达到 10 0%
,

而完全覆盖地面
。

四
、

结 论
(一 ) 根据前人对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研究及目前黄土高原植被带的划分

,

均说明黄土高原

大部分地区曾经被森林和森林草原所覆盖
。

这是当前建立人工植被的生态学基础和重要依据
。

(二 ) 黄土高原落叶阔叶林带的北界大致与55 Om m 降水线吻合
。

但建立人工林的界 线 更偏

北
。

从黄土高原现有人工林的生长分析看
,

400 ~ 550 m m 降水量 区域具有大面积的乔木林呈小老

树状
,

说明不宜在该区营造用材林
,

而建立矮化的乔木 + 灌木林是可行的
,

可发展水土保持林及

薪炭林等林种
,

故可认为 400 m m 降水线 以南的地区可成功的建立森林植被
。

此面积约 为 黄土高

原的 8 0%
。

(三 ) 植被盖度在水土保持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

分析 目前保护较好的天然植被及 已推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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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植被的盖度
,

并结合日人筑后的方法和实地调查得出的回归方程推算表明
,

森林地带盖度可达

匀 0% ~ 1 0 0%
,

森林草原地带的植被盖度可达 8 0%以上
。

参
`

考 文 献

〔 l 〕 张维邦
.

论黄土 高原生态环境遭到彻底破坏的祸根
.

《 水土保持通报 》
,

一

19 89年
,

第 l 期

〔 2 〕 黄长春 : 兰 州晚更新世后期的植被与古气候
·

《 西北大学学报 》
,

19 86 年
,

第 4 期 、

〔 3 〕 朱志诚
。

陕北黄土高原上森林草原的范围
.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 》 ,
198 3年

,

第 2 期

( 4 〕 周光裕
.

试论中国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的边界
。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 》
,

198 1年
,
第 4 期

〔 5 ) 邹厚远
.

陕北黄土高原的植被概况及各植被区农林牧业的发展
.

《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 》
。

19 8 1

年
,

第 3 期
`

〔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林业 区划办公室
。

《 中国林业 区划 》
,

北京
:
中国林业 出版社

,
19 8 7年

〔 7 〕 邹厚远等
。

陕北杏子河流域森林草原区的植被特征
.

《 西北植物学报 》
,

199 1年
,

第 5 期
。

( 上接第14 页 )

年代减沙 的主要原因是降雨减少
,

同时
,

在这样的降雨条件下综合治理也有一定的作用
。

三
、

结论与讨论

(一 ) 降雨量和降雨强度减小是 80年代泥抄减少的主因
,
其对减沙的影响程度约为 70 %

,

同

时
,

在这样的降雨条件下
,

流域综合治理也有一定的减沙作用
,

其影响程 度 约 占 总 减 沙 量 的

3 0%
。

(二 ) 鉴于降雨影响是 80 年代水沙变化的主因
,

今后水沙变化将更趋于
“
两极化

” ,

即一般

降雨年份
,

水沙将进一步减少
,

如遇特大暴雨洪水年份
,

来水来沙有可能激增
。

这是因为
,

降雨

钓波动变化规律是客观存在
,

`

降雨减少不会永久持续下去
,

今后还会出现雨量丰沛时期
,

而且随

着治理工程的老化和人类活动破坏的加剧
,

有可能出现大水大沙年
。

(三 ) 河道冲淤变化对水沙变化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目前一些支流河 道 存在 着

` 小水淤
、

大水冲
” 的变化规律

,

在 80 年代小水情况下一些河道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淤积
,

但是这
·

些淤积总有一天要冲刷下排
,

1 9 8 8年皇甫川
、

窟野河等支流河道在暴雨洪水期均拉出深槽
,

这也

是 1 988年泥沙来量较多的一个原因
。

(四 ) 灌溉引水引沙是水沙来量减少的另一个原因
,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
,

小型水利工程发展

较快
,

如吴旗县近年来在川道中共修自流引灌渠道 16 条
,

引水 1
.

s m “
s/ ; 富县修建低坎短渠工程

1 96 处
,

灌溉面积发展到 l 万亩
。

又如工业用水也急剧增加
,

她处窟野河流域内的神府东胜 煤 田

一
、

二期工程年用水量 6 000 万 m
“ ,

远期可达 1 亿m
“ ,

这些都将对水沙变化带来影 响
。

(五 ) 由于影响水沙变化的因素复杂
,

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

例如气候变化与水利

水保措施蓄水拦沙的关系
、

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水沙变化的影响
、

自然和人为

破坏对水沙变化影响等
,

本次研究还不能够深入
,

有待今后继续深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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