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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武源区沟坡开发中的植被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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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地处黄土高原南部的黄土源区
,

气候温暖
,

雨量适中
,

自然条件较为优越
,

平坦的源面历来

是陕甘两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

但占该区土地总面积 50 % ~ 70 %的沟壑地带如何增加产值
,

提

高效益
,

长期以来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

为此
,

根据黄土源区沟壑内不同地形部位自然资源的特

点提出
:

1
.

充分利用梁坡与沟坡上已平整的梯田
,

大力发展以苹果为主的园林果业
, 2

.

扩大经济

林与用材林的比重
,

改变林
、

树种单一的现状 ; 3
.

用皆伐萌萦更新技术将低产的刺槐防护林更新

为速生丰产林 ; 4
.

适当发展饲料林
、

合理利用林下饲草资源
,

解决好林牧矛盾
。

黄土源区的沟坡

开发若按上述建议实施
,

必将获得生态
、

经济
、

社会
“

三大效益
”

的成倍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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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源区位于黄土高原的南部
,

暖温带半湿润的气候条件
,

深厚的黄土层和类型多样的地貌

(源
、

梁
、

赤
、

沟
、

滩 )
,

为该区的区域治理和植被建设提供了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
。

历史上平坦完整的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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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面在自然及人为因素双重作用下
,

不断地侵蚀切割
,

使现今的黄土源
,

沟壑纵横
,

梁赤相间
,

源面

支离破碎
,

面积日趋缩小
,

仅占土地总面积的30 % ~ 50 %
。

80 一 1 80 m 的深度切割和 1 ~ 3k m /k m
’

的

沟壑密度
,

反映了黄土源区地形地貌的复杂性和生态条件的多样性
,

并 由此确立 了沟坡植被建设的

多重性
。

这就是因地制宜
,

按沟坡不同部位的不同生态条件
,

根据生态经济学的原则
,

选择配置适宜

的植物种
,

使沟坡开发由生态优先型转入效益优先型
。

下面结合长武王东沟试验区的治理模式
,

就黄土源区沟坡治理和开发过程中应注意的若干植

被建设问题
,

谈谈我们的认识
。

一
、

在缓坡大力发展以苹果为主的园林果业

黄土源区由于梁赤的发育
,

加上多年来会战式的农田基建
,

使得这一地区源面以下经过人工平

整的捻 地
、

山金地和台坪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

以王东试 区为例
,

< 2 50 的缓坡占试 区总面积 的

34
.

1 %
,

其中已修成梯田的占79 %
。

这类农田过去由于交通不便
,

投入少
、

产值低而不为当地农民所

重视
。

1 9 8 6年试区建立初期
,

大量坡耕地被弃耕 (9 7 4亩 )
,

占农田总面积的 23
.

8 %
。

如何提高沟坡土

地资源中条件最好的这部分土地的生产潜力
,

直接关系到沟坡开发的方向和前景
。 “

七五
”

期间的调

查分析表明
,

长武县的生态条件符合我国苹果最适栽培区的要求
,

其中沟坡地带的光热资源优于源

面
,

更适合苹果的栽培
。

采用规范化栽培技术的王东沟杜家坪果园
,

在省内已小有名气
,

参观者络绎

不绝
,

今年为定植后的第6年
,

1 3 4
.

5亩果园
,

平均亩产苹果 1 6 0 7
.

sk g ,

总产2 1 6 z 4 9 kg
,

产值3 6
.

7万

元
,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

目前试区已有沟坡果园7 34 亩
,

占沟坡农 田总面积的 46
.

5 %
。

沟坡睑台地发展以苹果为主的果业经济
,

其开发导向是正确的
,

但还应注意解决好 以下两个

问题
。

一是市场销售问题
;
二是品种和树种问题

。

市场问题随着
“

七五
”

期间栽种苹果的陆续挂果
,

并

进入盛果期而显得愈来愈突出
。

应该增强广大果农的商品意识
,

组织好果品的销售
。

后者包含两个

内容
,

一是加速富士
、

新红星
、

北斗
、

乔纳金等苹果换代新品种的引进
,

逐步改变以秦冠为主的单一

品种结构
。

其次是适当发展枣
、

梨
、

桃
、

杏
、

柿
、

山植
、

葡萄等其它果树
,

按沟坡的不同部位进行合理配

置
,

促使产品多样化
。

二
、

解决好林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林种
、

树种单一问题

黄土源区的林业以往在防治水土流失为 目标的方针指导下
,

虽然绿化造林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

林种
、

树种单一的间题十分突出
。

防护林约占林地总面积的67 %
,

其中旬 邑
、

永寿
、

宁县
、

径川等县所

占的比例高达 85 %以上
。

防护林与用材林的比例大致为4
:
1

,

个别县甚至没有用材林
。

经济林的比例

与用材林相当
,

平均在 15 %左右
。

这种以防护林为主的林种结构
,

虽然为该地区的水土保持带来了

良好的生态效益
。

但较低的经济收益却为林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

特别是群众造林
、

营林的积极性带

来了不利的影响
。

黄土源区地处森林与森林草原的过渡地带
,

平均气温9℃以上
,

) 10 ℃的积温 3 0 00 ℃以上
,

年

平均降雨量54 0 m m 以上
,

为种类繁多的暖温带
、

温带树木的生长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条件
。

然而实际

上该地区的树木种类十分贫乏
,

尤其是人工营造的防护林
,

树种单一的现象更为突出
。

防护林中刺

槐林的面积平均在70 %以上
,

其中长武县高达92
.

7 %
。

为了改变黄土源区林种
,

树种单一的结构
,

增加林业的产值
,

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林和用材林
,

充分利用35
。

以下的沟坡
,

使二者的比重逐步增加到占林地总面积的 50 %左右
。

调查分析表 明
:

该地



第5期 陈一鹦
:

长武源区沟坡开发中的植被建设问题

区适宜发展的经济树种有核桃
、

银杏
、

杜仲
、

漆树
、

花椒
、

玫瑰
、

桑等
;
适宜栽种的用材树种有毛 白杨

、

新疆杨
、

油松
、

侧柏
、

华北落叶松
、

泡桐
、

槐树
、

揪树
、

白榆
、

臭椿
、

香椿
、

染树
、

水杉等
;
适宜引进的乔灌

防护林树种有刺槐
、

火炬树
、

文冠果
、

酸枣
、

沙棘
、

紫穗槐
、

祀柳
、

柠条
、

荆条等
。

三
、

更新改造低产值的刺槐人工林

刺槐的根系发达
,

具有适应性强
,

生长迅速
,

造林成活率高等特点
,

加上育苗成本低
. ,

自然逐渐

成为黄土源 区群众喜爱的主要造林树种
。

刺槐能在40
。

以上的陡坡正常生长
,

固土力强
,

确实不失为

水土保持的优良树种
。

刺槐的材质坚硬
,

适宜作矿柱和擦
、

椽等建筑材料
,

但若从经济效益分析
,

刺

槐的产值毕竟不高
,

生长12 年的刺槐平均胸径不过 7 ~ sc m
,

若全部采伐作椽用
,

亩产 1 20 根左右
,

每

根市价 3一 4元
,

每亩产值不过 42 0元
,

年均 35 元
。

若按方计算
,

产值则更低
。

更新改造低产值刺槐人工林的办法
,

一是将坡度较缓的刺槐林地伐倒平整后改造成经济林或

用材林
,

以降低防护林的比重
; 二是将部分刺槐防护林改作其它用途

,

如作为薪炭林或饲料林利用
;

三是通过皆伐萌粟更新的技术措施
,

实现刺槐林的更新复壮
。

皆伐萌萦更新技术是利用刺槐根系萌

粟力强的特点
,

选留壮苗
,

利用原树的庞大根 系
,

合理调整密度
,

实现速生丰产
。

表 1的资料表明
:

萌

粟苗的生长量明显高于实生苗
,

其中阴坡萌萦林的长势又 明显大于阳坡
。

在集体所有刺槐人工林

中
,

当地不少群众采用拔大毛式的间伐利用方式
,

致使相 当一部分林地林相残败
,

长势弱或生长不

良的林木占有较大比重
,

而 皆伐萌萦更新恰好是更新改造这类立地条件差的刺槐林分的有效措施
。

表 l 不同坡向
、

不同树龄皆伐萌粟刺槐林的生长量

坡坡 向向 树龄龄 树高 (m ))) 胸径 (e m ))) 单株材积 (m , )))

(((((年 ))))))))))))))))))))))))))))))))))))))))))))))))))))))))))) 平平平平均均 最高高 平均均 最高高 平均均 最高高

阳阳 坡坡 555 4
.

6 888 5
.

9 444 3
.

7 444 6
.

1 777 0
.

0 0 3 7 666 0
.

0 1 0 6 999

阴阴 坡坡 444 5
.

7 222 6
.

9 222 4
.

0 444 8
.

3 777 0
.

0 0 5 2 555 0
.

0 2 1 6 333

对对照照 666 3
.

4 444 5
.

0 888 2
.

7 888 4
.

5 222 0
.

0 0 1 5 666 0
.

0 0 5 1 888

四
、

充分利用沟坡的饲草

资源
,

发展部分饲料林
,

协调好林牧矛盾

黄土源区的天然植被历经数千年的人为活动
,

大都早已被破坏殆尽
。

解放以来在各级政府和广

大人 民群众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

人工植被的面积增长很快
,

森林覆盖率平均已达 19
.

8 %
,

其中洛川
、

旬 邑
、

合水等县的覆盖率高达47 %
。

随着林业生产的发展和放牧草场的缩减
,

林牧间的矛盾更加突

出
,

因为现有林地大多为国家或集体所有
,

而放牧家畜饲养则是农民个体经营
,

虽然各村大多制定

了乡规民约
,

并设立了护林员
,

但家畜侵入林地的事件仍时有发生
,

特别对刺槐幼林造成了严重危

害
。

协调林牧矛盾的措施
,

除了加强管理
,

制定一系列切宝可行的护林措施外
,

还应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广开饲料来源
,

为家畜饲养户解决实际困难
。

有关资彩介绍
,

10 年生以上的刺槐成林 (除陡坡

外 )在轻牧的条件下
,

对林木的生长影响不大
。

林下生长着以禾本科为主的大量优良牧草
,

每亩鲜草

产量 60 ~ s ok g ,

而秋冬季的落叶量又远远大于草木层的生物量(13 ~ 巧倍 )
。

为了扩大饲料来源
,

还

可以在立地条件较差
、

生长不 良的刺槐幼林地中选择几块作为饲料林
,

专供羊只放牧
,

管理承包到

户
。

选择刺槐幼林作饲料林是因为刺槐不但根系萌桑力强
,

叶与嫩梢的再生能力亦 不差
,

1 9 8 8 ~

1 9 8 9年所进行的摘叶试验如表2所示
。

在一年采摘 3次的条件下
,

刺槐幼林 (高 2 ~ 3 m )的产叶量是相

当可观的
,

生长季节 (5 ~ 10 月 )内每lh a
的载畜量达4一 8个羊单位

,

每个羊单位的日食量按 4
.

sk g

计
,

如加上 60 %的成林地放牧和利用 50 %的落叶
,

则仅刺槐幼
、

成林部分枝叶和林下饲草作饲料一

项
,

王东试区即可增加家畜饲养量 1 10 个羊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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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刺槐幼林
、

不同时期
、

不同强度的叶量

采采摘摘 采摘摘 鲜叶产量 (k g 八
a ))) 干叶产量 (k g / ha )))

强强度度 时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 1111111 9 8 8年 1 9 8 9年年 1 9 8 8年 1 9 8 9年年

全全摘取取 5月下旬旬 4 3 2 7 2 2 7 000 1 1 1 9 8 5 222

77777月下旬旬 3 1 9 0 9 1 000 1 3 3 1 2 8222

99999月下旬旬 2 1 0 0 1 8555 1 2 0 7 6 666

合合合计计 9 6 1 7 3 3 9 555 3 7 7 7 1 2 0 000

摘摘取1/ 222 5月下旬旬 1 2 1 0 1 2 5 000 3 7 5 4 7 555

77777月下旬旬 1 4 0 0 5 8000 3 9 4 2 0 666

99999月下旬旬 1 3 3 0 1 5 000 6 6 4 5 111

合合合 计计 3 94 0 1 9 8 000 1 4 3 3 7 3 222

五
、

充分发挥灌木林在

植被建设中的作用

在三北防护林建设中灌木

林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

并发

挥了 巨大的生态效益
。

黄土源

区的自然条件虽然更适合乔木

林的生长
,

但沟坡地形地貌较

为复杂
,

一些部位栽种灌木有

可能发挥更大的效益
。

王东试区人工刺槐林的调查资料表明
:

在向阳陡坡上部
,

刺槐林的生长受水

分条件的限制
,

生长量明显低于中下部
,

已成为生长缓慢的小老树 (表3 )
。

而灌木由于密度大
、

耗水

量小
,

在沟坡上部栽种
,

能取得更

好的水土保持效益
。

灌木通过平

茬复壮还可以提供大量薪材
,

其

中柠条是 良好的饲 料林
,

紫穗槐

和祀柳是很好的编筐原料
,

沙棘

不但能改良土壤
,

其果实和种籽

亦可作饮料或提取沙棘油药用
。

表3 刺槐在不同地形部位上生长量的差异

地地形部位位 坡向向 越竺竺 树高(m ))) 胸径 (e m ))) 单株材积 (m , )))

总总总总总总总总生 平均均 总生 平均均 总生 平均均
吸吸吸吸牛 )))长量 生长量量 长量 生长量量 长量 生长量量

荒荒山上部部 西南坡
、

陡陡 1 444 6
.

2 0 0
.

4 444 5
.

1 1 0
.

3 777 0
.

0 0 6 8 0
.

0 0 0 555

荒荒山中部部 南坡
、

较陡陡 1 444 7
.

0 5 0
.

5 000 6
.

2 3 0
.

4 555 0
.

0 1 0 8 0
.

0 0 0 888

荒荒山下部部西南坡
、

陡陡 1 444 7
.

6 8 0
.

5 555 6
.

9 0 0
.

4 999 0
.

0 1 5 6 0
.

0 0 1 111

此外
,

还可利用 当地的野生灌木资源
,

如酸枣
、

荆条
、

山桃
、

杠柳
、

黄刺玫
、

悬钩子等
。

适宜布设灌木林

的地形部位还有沟缘
、

地坎
、

路坡
、

陡崖等
。

六
、

结 语

黄土源区的生态环境为沟坡多途径的植被建设提供了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
。

沟坡植被建设的

目标是实现高效益的生态及经济效益
,

措施是因地制宜
,

进一步挖掘各类土地的生产潜力
,

并按需

要和可能进行植被建设
。

本文集中讨论了在缓坡地应大力发展以苹果为主的果业问题
,

并在树种和

品种上应作适当调整
,

发展一定面积的饲料林
,

充分利用刺槐林下的落叶和饲草资源
,

协调好林牧

矛盾
。

在发展沟坡林业生产方面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 1

.

逐步解决林种
,

树种单一问题
,

加速发

展经济林和用材林
,

尽快改变以刺槐防护林为主的单一结构
; 2

.

用 皆伐萌粟等技术措施
,

更新改造

生长不 良的低产值刺槐林
; 3

.

重视发挥灌木林在植被建设中的功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