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卷第 6期
2001年 12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 of Soil and Wa ter Conserva tion

Vol. 21, No. 6
Dec. , 2001

　

综
合
治
理

黄土高原风沙区综合治理关键措施组合模式

刘 斌 , 赵光耀 , 杜守君 , 宋静 , 李欣
(黄河水利委员会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 陕西 西安 710043)

　　　　摘　要: 通过对黄土高原风沙区已治理典型小流域水土保持治理措施的总结 ,选择基础资料比较详实的典

型区 ,从土壤侵蚀、治理目标、关键措施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等方面进行典型调查分析比较和效益评估 ,探讨

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关键措施与组合方案。目前 ,在西部大开发中 ,风沙区的生态环境势必要优先考虑 ,统

筹安排。否则不仅西部大开发难以顺利进行 ,也将会直接影响到东部地区经济的持续 、稳定发展和人民生

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研究风沙区综合治理对实施以减沙治沙、恢复重建生态环境为目的的水土保持生态

环境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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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Pattern of Key Countermeasures of Comprehensive

Control in Wind-sandy Area of Loess Plateau

LIU Bin, ZHAO Guang-yao, DU Shou-jun, SON G Jing , LI Xin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the M iddle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X i 'an 710043, Shaanx i Province, P RC )

Abstract: Based on summaries of soil and water loss control measures in som e typical cont rolled watershed in

w ind-sandy area of loess plateau, sev eral typical w atersheds wi th abounded basic inform ation in control methods,

g eography, social system, etc. are selected. Through exam ples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of fac-

tors such as soil erosion intensi ty, designed management goal and key control methods, and those factors ' combi-

nation, and also analysis on benefit estimation, the key m easures and its com binations on soil and w ater com pre-

hensive control are discussed. At present , the western region is on priority ag enda to be invested to rebuild i ts en-

vironment. Therefore, wind-sandy area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precedence and also planed as a whole in practi-

ce. Otherwise, the w estern region could no t be developed smoothly w hich will af fect the eastern region 's econom y

to be sustainable and steady developing. Researches on com prehensive control of soil and wa ter loss could benefi t

on reducing soil and water loss and resuming vegeta tions in the region.

Keywor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omprehensive control; wind-sandy area; loess plateau; key counter-

measures; combination pattern

　　黄土高原风沙区处于黄土高原地区的北部 ,面积

为 6. 50× 10
4

km
2
。该区自然条件恶劣 ,植被稀疏 ,生

态环境非常脆弱 ,突出的表现为沙漠迁移、农耕地沙

化和砾质化 ,灌木及草地沙漠化以至沙地活化等。该

区是内蒙古乃至华北地区沙尘暴的重要沙源区 ,风沙

常常埋压道路 ,中断交通 ,许多村落因土地沙化而被

迫迁移 ,不仅影响和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而且也成为区域河流泥沙的重要

补给源 ,使大量的泥沙输入黄河 ,对东部地区的自然

环境和防洪安全也构成了较大的威胁。

1　黄土高原风沙区概况

黄河流域受风沙危害的地区主要分布于白于山

以北、阴山以南、贺兰山以东 ,朔县—右玉—呼和浩特

一线以西的区域内 ,包括风沙区、干旱草原区和黄土

丘陵第Ⅴ副区与第Ⅰ副区的一部分。该区以鄂尔多斯

干旱剥蚀草原为主体 ,包括北部的黄河河套冲积平

原、西部的卫宁平原 ,西南部的宁夏南部山间盆地及

东南部盖沙黄土丘陵的广大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属山

西、陕西、宁夏、内蒙古 4个省 (区 ) , 面积为 2. 0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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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2
。沿黄河干流 ,西起宁夏中卫县 ,东到山西河曲

县 ,长约 1 000 km,区间受风沙危害的主要有无定河、

秃尾河、窟野河、皇甫川、浑河、西柳河等大小 17条入

黄支流。在此范围内 ,主要分布有毛乌素、库布齐、乌

兰布和、河东等沙漠及零星片块状沙丘。

本文按照《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规划》 ( 1985年 )中

的水土保持分区标准 ,黄河流域黄土高原风沙区 (以

下文中简称“风沙区” )它主要涉及陕西省以及内蒙古

自治区的 6个地 (市 ) , 19个县 (旗 ) ,其面积大约为 6. 50

× 104
km

2。

该区沙害最严重的是从伊克昭盟到陕北榆林市

的毛乌素沙漠 ,为我国的 12大沙漠之一。整个沙地属

半干旱气候 ,是亚洲中部的干旱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过

渡区。另一个较大的沙漠是库布齐沙漠 ,位于伊盟北

部黄河流域 ,分布在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 ,三

面为黄河环绕。由于沙漠不断南侵 ,库布齐沙漠与毛

乌素沙漠从 20世纪 50年代初期相距 75 km,到目前已

基本衔接。此外 ,巴彦淖尔盟东北部的乌兰布和沙漠

对农田、交通威胁也较大 ,该区内各旗 (县 )还分布有

零星的各自独立的小片沙漠。

该区沙漠、沙地广布 ,以风沙地貌为主体。地势坦

阔 ,起伏平缓 ,一般海拔在 1 200～ 1 400 m左右 ,沙丘

密布 ,间有滩地。水系网稀疏 ,部分为闭流区。沟壑密

度 2～ 3 km /km
2 ,地面坡度小于 5°的地区占 90%左右。

地面组成物质多为中生代砂页岩和新生代河湖相沉

积物 ,结构疏松 ,极易吹蚀沙化 ,是沙地形成的物质基

础。在以风力为主的干旱剥蚀和堆积作用下 ,形成沙

丘连绵、湖盆滩地、河谷阶地和海子相间分布的风沙

草滩地貌 ,风沙危害严重。风沙区主要分布有风沙土 ,

滩地上分布有盐碱土。降水入渗条件好 ,地面径流小 ,

降雨多以地下潜水形式蓄滞地下缓慢补给河流。

风沙区地处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向干旱气候的过

渡地带 ,其自然环境特点主要表现在地带的过渡性、

生态的脆弱性和环境的严酷性 ,这一特点对该区的工

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很大。据统计 ,风沙区主要

涉及陕、蒙 2省区的 6个地、市 (盟 ) ,计 19个县 (旗 ) , 131

个乡 (镇 )。

该区总体上以农牧业生产为主 ,工业落后 ,历史

上遗留下来的封闭性、自给性与粗放性生产方式未能

得到改造 ,商品经济不发达 ,生产水平低 ,产业结构失

调 ,人口增长过快 ,而且文化教育水平落后 ,科学技术

水平低 ,使得该区经济基础薄弱 ,人民生活贫困 ,库布

齐沙漠和毛乌素沙漠的农牧民温饱问题尚未彻底解

决 (见表 1— 3)。

总之 ,经济、人口和生态系统严重失调 ,是该区经

济落后 ,人民生活贫困的症结所在。严峻的自然生态

环境是导致人民生活贫困的客观原因 ;位置偏僻、交

通闭塞和信息不灵是导致封闭性经济长期延续的区

位因素 ;数百年来人为破坏植被 ,土地不合理利用以

及粗放性生产方式是生态失调的历史原因 ;人口过快

增长是恶性循环加剧的人为因素。但风沙区土地资源

广阔 ,地下资源丰富 ,是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表 1　风沙区社会经济情况统计

年份
人口 /104人

总人口 农业

劳力 /

104个

人口密度 /(人 km- 2 )

总人口 农业

耕地面积 /

hm2

粮田面积 /

hm2

粮食总产 /

104 t

人均粮食 /

kg

1980 95. 1 76. 5 31. 8 14. 60 11. 74 253 020 170 600 18. 1 473

1985 102. 7 81. 7 35. 0 15. 77 12. 54 233 870 175 133 25. 3 619

1999 130. 2 104. 0 49. 6 19. 95 15. 93 455 349 383 177 63. 9 1 230

　　注: 1980年及 1985年的资料来自参考文献 [5 ]。

表 2　风沙区土地利用结构 %

年份 农地 林地 草地 果园 水域 非生产用地 其 它 合 计

1980 3. 88 8. 43 7. 58 0. 04 0. 97 23. 34 55. 76 100. 00

1985 3. 44 13. 44 8. 27 0. 07 0. 97 23. 36 50. 46 100. 00

1999 6. 97 14. 68 43. 91 0. 21 1. 54 3. 43 29. 25 100. 00

　　注: 1980年及 1985年的资料来自参考文献 [5 ]。

表 3　风沙区农业经济结构 %

年份 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其它 合计

1980 44. 3 16. 8 31. 7 7. 2 0. 1 100. 0

1985 39. 1 26. 1 27. 8 6. 9 0. 1 100. 0

1999 43. 1 4. 3 35. 9 16. 1 0. 7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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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2. 1　治理现状

　　目前 ,黄土高原风沙区农业用地 4. 55× 10
5

hm
2
,

占总土地面积的 7% ;林业用地 9. 58× 105
hm

2 ,占总

土地面积的 14. 9% ;草地 2. 87× 106
hm

2 ,占总土地面

积的 43. 9% ;其它用地 2. 23× 10
6

hm
2
,占总土地面积

的 34. 2%。已利用土地多数质量差 ,生产水平不高。建

国以来 ,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 ,广大干部群众的

艰苦努力 ,风沙区的水土保持工作从点发展到面 ,从

单项措施的分散治理发展到分期、分批 ,按流域综合、

集中连续治理。采用植物措施与水利工程相结合 ,集

中抓好造林种草 ,进一步扩大以水浇地引水拉沙造

田、引洪漫地为主的基本农田 ,变沙漠为良田和绿洲。

表 4为风沙区 3个不同时期的治理措施面积分布统计

情况。截止 1999年底 ,全区共修梯田 6. 30× 105
hm

2 ,

造林 9. 10× 105 hm2 ,人工种草 2. 10× 105 hm2 ,引水拉

沙造田及新增水浇地 9. 05× 10
4

hm
2
。治理面积达到

了 1. 24× 106
hm

2 ,占到土地总面积的 18. 9% ,占该区

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33. 3% ,农牧业及林草建设得到了

相应的发展 ,初步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条件。

　　黄土高原风沙区今后的治理仍然很艰巨 ,除了保

护好已经取得的治理成果以外 ,还有相当数量的荒

沙、荒坡及沙化草场需要治理。沙化土地的治理要以

发展防风固沙林为重点 ,先易后难 ,采取“带、片、网”

结合 ,“乔、灌、草”结合的方法 ,加速沙漠化的治理 ,使

黄土高原风沙区土地达到合理的利用 ,实现生态环境

良性循环。

表 4　风沙区治理措施面积

年份
面积 /km2

总面积 流失面积

各项治理措施面积 /hm2

梯 田 水地坝地 造 林 果 园 人工种草

治理面积 /

hm2

治理度 /%

占总面积 占流失面积

1980 65 144 36 987 1 333. 3 71 600. 0 426 266. 7 2 400. 0 92 266. 7 593 866. 7 9. 12 16. 06

1985 65 144 36 987 1 600. 0 75 466. 7 752 466. 7 4 266. 7 137 266. 7 971 066. 7 14. 91 26. 25

1999 65 283 37 172 6 309. 2 90 462. 5 912 812. 4 11 616. 8 215 095. 9 1 236 296. 8 18. 94 33. 26

　　注: ① 1980年及 1985年的资料来自参考文献 [5 ]; ②由各县调查统计的风沙区总面积及水土流失面积与参考文献 [5 ]的统计面积略有出入 ,

在分析时未进行平差计算。

2. 2　风沙区水土保持治理的关键措施

根据风沙区的自然条件和其“以风蚀为主 ,水蚀

风蚀并存”的特点 ,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应抓住该

区干旱多风沙的具体情况进行措施配置。多年实践证

明 ,有效的“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增加植被” ,是该区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关键措施。即采用植物措施与水

利措施结合 ,集中力量抓好造林种草 ,进一步扩大以

水浇地为主的基本农田 ,变沙漠为良田和绿洲。总体

要求是在防风固沙的基础上 ,着眼于沙区的开发利

用。治理的重点是流动沙丘 ,其次是半固定沙丘 ,固定

沙丘着重开展预防保护。

风沙区不同地貌单元治理的关键措施 ,一是迎着

沙丘移动的方向 ,营造防风固沙林带 ,制止沙漠南侵 ;

在已固定的沙丘上大量造林种草 ,发展林牧副业。二

是在滩地耕地四周营造农田防护林 ,在有条件的地方

引水拉沙造田、机械平沙造田 ,挖排水沟降低地下水

位 ,种草或客土改良土壤 ;修马槽井 ,自流灌溉 ,建设

小片水浇地 ,发展粮食生产。

不同地貌单元治理的具体措施有:沙障固沙、植

物防风固沙、丘间低地治理、机械平沙造田、引水拉沙

造田、低洼碱滩地改造、飞播造林等。营造防风固沙林

是在大范围内控制流沙、减轻风沙危害的战略措施。

由于流沙风蚀严重 ,造林难度大 ,应选择适生力强、固

沙作用大的沙蒿、沙柳和紫穗槐等 ,采用设置沙障固

沙造林和前高挡 ,后短拉 ,一固一放 ,顺风推进 ,撵沙

畔造林等方式。固定、半固定沙区 ,可以大面积种草植

树 ,加强封育管护 ,改良天然草场 ,围建草库仑。为了

加快治理 ,对流沙区、半固定沙区和盖沙黄土地可采

用飞播造林种草的方式。

由于库布齐沙漠对沿河农田和入黄泥沙形成主

要威胁 ,在治理布局上沿北缘营造长 100 km ,总面积

达 5 000 hm
2的锁边林带 ,在南部边缘大约长 5 km,面

积 500 hm
2的地段强制性实行封禁。东段降雨量稍高 ,

大面积飞播林草 ,年飞播 3 333 hm
2
左右。而毛乌素沙

漠因受大风的影响 ,沙丘不断增高扩大 ,丘间滩地缩

小 ,沼泽地盐碱化严重 ,主要治理措施是在风蚀严重

的地区 ,迎风面营造宽带林堵截风口 ,降低风速 ,增加

地面的糙度。在流沙带 ,大面积营造乔灌草结合阻沙

林带 ,阻止流沙前进 ,在堆积区 ,实施飞播 ,大面积营

造乔灌丛生林 ,围固沙丘。

总之 ,风沙区干旱 ,植被稀疏 ,治理主要途径是

“造林绿化 ,引洪入沙” ,只有林草措施和水利措施的

有机结合 ,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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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典型小流域关键措施组合模式分析

3. 1　典型小流域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 ,风沙区布设了部分小流域进行

综合治理 ,开始于 1980年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小流域

综合治理试点 ,有 6条小流域分布于风沙区 ,分别为内

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的黑炭沟、臭河沟、合同沟流域 ,

陕西省榆林市的郑家沟流域、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

的党家水和盐池县的八岔梁等流域。另外位于陕西省

榆林市境内毛乌素沙漠南缘的芹河小流域被列入无

定河流域国家重点治理项目。以上这些小流域 ,经过

几年重点治理和试点治理 ,生产条件明显改善 ,水土

流失基本得到控制 ,各项效益比较显著 ,促进了当地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为风沙区的治理探索了成

功的治理经验。

全面分析典型小流域的关键措施组合模式 ,使典

型小流域在区域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经济条件、水土

流失特点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同时具有一定的

治理基础 ,经过完善、巩固、提高 ,能够形成较完整的

防治措施体系 ,并适宜在风沙区治理中全面推广 ,我

们对风沙区已验收鉴定合格的试点小流域和重点小

流域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选取基础资料比较详实 ,

具有较好的生态、经济效果并且能代表风沙区自然、

社会经济条件和土壤侵蚀特点的芹河、东沟、臭河沟、

六道沟小流域进行典型分析 ,其中对芹河小流域作重

点分析。

3. 2　风沙区治理需要处理的几组关系

3. 2. 1　小流域治理与面上治理的关系　由于流域本

身具有的典型代表性 ,其治理措施的配置与组合与面

上的小流域治理有很大的一致性 ,通过对小流域治理

措施的分析与优化可以给面上的小流域提供成功的

治理模式。同时小流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经济

系统 ,它既是一个自然单元 ,又是一个社会经济单元 ,

对小流域进行治理 ,其治理效果往往比较突出 ,可以

以此为样板辐射、带动面上的治理工作。另一方面 ,面

上的治理工作应该以小流域为单元 ,进行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只有通过很多治理小流域的组合才能从根

本上加快面上的治理进程 ;面上的治理加强了 ,小流

域的治理成果才有可能通过系统自身的调节得以进

一步的巩固和提高。

表 5　风沙区部分小流域综合治理基本情况

小流域

名　称
所在县

(市 )

流域面积 /

km2

沟壑密度 /

( km km- 2 )

人口密度 /

(人 km- 2 )

治理面积 /

km2

总投资 /

104元
试点期 类型区　

黑炭沟 伊 旗 35. 45 0. 42 27. 6 17. 92 77. 33 1983— 1987 风沙区

臭河沟 乌审旗 38. 50 1. 12 44. 3 21. 54 57. 34 1983— 1987 风沙区

合同沟 达 旗 62. 75 15. 5 27. 16 64. 81 1984— 1988 风沙区、黄丘Ⅰ

东　沟 乌审旗 16. 92 0. 60 50. 0 16. 00 1982— 1989 风沙区

母河沟 伊 旗 4. 50 1. 34 24. 0 4. 30 4 a 风沙区

花亥图 伊 旗 17. 37 0. 74 38. 0 4. 20 1 a 风沙区

郑家沟 佳 县 13. 66 82. 4 7. 98 45. 05 1988— 1992 风沙区

八岔梁 盐 池 37. 55 29. 2 16. 53 92. 64 1988— 1992 风沙区、黄丘Ⅴ

党家水 中 卫 14. 50 42. 5 5. 34 39. 25 1988— 1992 风沙区

芹　河 榆 林 205. 20 1. 20 35. 9 173. 52 354. 90 1983— 1990 风沙区

六道沟 神 木 6. 89 85. 9 风沙 (盖沙 )区

3. 2. 2　坝库和林草　水土保持坝库措施和林草措

施 ,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一方面 ,坝库是工程措

施 ,侧重于对径流、泥沙的控制和利用 ,林草是植物措

施 ,重点是对径流源地 (坡地、沟谷 )的治理 ,另一方

面 ,林草措施通过拦蓄径流泥沙 ,可以减轻坝库负担 ,

以延长坝库的运营期限 ,而坝库又可作为林草措施的

涵养水源 ,从而达到以工程养植物 ,以植物护工程的

功效。

3. 2. 3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关系　水土保持的生

态、经济、社会效益都是通过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水

土资源 ,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后所获得的效益。生

态效益主要是蓄水保土、防风固沙、增加地表植被、减

少风沙灾害、调解气候、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等。经济

效益主要是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增加的直接收入。社

会效益主要是对下游沟道河流的削峰减沙作用。另外

还有减少水库淤积 ,增加基本农田 ,促进退耕还林还

草 ,解决农民粮食自给和“三料”短缺问题等。

对于生态经济系统而言 ,其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是协调统一的。生态环境的改善 ,能够保证经济效益

的充分发挥 ,而经济效益的提高 ,又促进了生态环境

的治理。环境的改善 ,经济的增长 ,会促进社会的全面

进步。反之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换取的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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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只能是暂时的 ,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是灾难性的。

三大效益中生态效益是根本 ,经济效益是关键 ,社会

效益是归宿。

3. 2. 4　退耕还林还草的可能性及其关系　退耕还林

还草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发展规模

和粮食单产的提高程度及人均粮食的满足程度。而人

口的发展规模可通过政策予以引导 ,粮食单产的提高

主要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 ,将坡耕地建设成

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来实现。退耕面积 (a)可用下

式计算:

a = a1 - a2 = a1 - b. c /d

式中: a1 —— 现状耕地面积 (hm
2
) ; a2 —— 期末耕地

面积 ( hm
2
) ; b—— 期末人均粮食 ( kg /人 ) ; c——人

口数量 (人 ) ; d ——期末粮食单产 (kg /hm
2 )。

从上式可以看出 ,人均粮食占有量越大 ,人口密

度越大 ,粮食单产越低 ,退耕的可能性越小 ,反之 ,退

耕的可能性越大。在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过程中 ,当

坡耕地的减少面积大于基本农田的增加面积时 ,退耕

还林还草才有可能。从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实际情况分

析 ,基本农田的发展潜力和生产潜力很大 ,尽管在区

域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能够通过提高粮食单产

来保证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 ,因而退耕还林还草

潜力较大。

3. 3　风沙区综合治理模式

黄河上中游地区的风沙区受到风沙的强烈危害 ,

沙化面积逐年扩大 ,农田、草场面积缩小 ,农牧业生产

水平低下 ,人民极端贫困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要改变

这种现状 ,针对风沙运动规律 ,应进行综合治理。

由于黄土高原风沙区的范围较大 ,在其治理方略

上要考虑东南部与西北部的治理差异。东南部年降水

量较多 ,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 ,前面所述的治理关键

措施多易实施。但在该区的西部 ,其年降水量较少 ,地

下水资源贫乏 ,存在较多的流动沙丘 ,因此在治理中 ,

要以东部地区的综合治理为重点 ,逐步推进。在西部

则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采取设置沙障固沙、簇式造

林、块状密播等方法 ,以群体栽植增加对风蚀和其它

不利因素的抵抗力 ,从而起到固沙的作用。

根据该区遭受风沙危害的土地类型所处的具体

部位及其受害特点在治理的总体安排上 ,贯彻预防为

主 ,防治结合的原则 ,在预防上 ,保护复壮现有的植

被 ,禁止开荒 ,停止采伐树木 ,控制牲畜发展数量 ,实

行封闭育林育草 ,建设基本农田 ,大力开展造林种草 ,

固定流动及半流动沙地 ,改良草场 ,分区轮牧。

对地势平坦易遭受沙压的农田和草场布设以防

风、护田及护场为主要内容的农田防护林 ,牧场防护

林 ,以防风固沙改善农田、草场的水土条件为目的 ,提

高其质量及生物量。

在农业上要改变粗放耕作、广种薄收、乱垦乱荒

的陈规陋习 ,建设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 ,采用蓄水打

坝的方法 ,大力兴修水利灌溉工程 ,发展水浇地 ,调节

农田水分。对耕地采取保护措施 ,营造农田防护林 ,控

制耕作土壤风蚀 ,同时 ,采取合理的耕作制度 ,实行科

学种田。

在牧业方面 ,要改变牲畜超载、自由放牧和掠夺

式经营草牧场的习惯 ,对草场加以改良与合理利用。

由于水分是风沙区牧草生长的限制因素 ,也是草

场利用的限制因素 ,因此在风沙区根据水分分布状况

来划分季节性牧场 ,根据不同季节的气候、草原、水源

和牲畜的生理要求等不同特点对不同类型的牧场加

以利用。对沙化不太严重 ,植物没有完全枯死的地方

加以封育 ,促进自然更新 ,逐渐恢复植被。同时 ,围绕

家庭草库伦 ,发展生态型畜牧业 ,从根本上改变靠天

养畜 ,滥牧的习俗。这也是实行畜牧业集约化经营的

重要手段。

在风沙区的综合治理中 ,林业措施是从根本上改

变沙化的重要措施 ,应根据立地条件的差异 ,从风沙

区的具体情况出发 ,根据不同地区地下水位、沙丘高

度、沙丘密度、坡向等的具体情况 ,采用相应的造林营

林措施 ,选用好树种 ,适地适树。

在风沙的综合治理中 ,要搞好生物措施的不同配

置。根据风沙和运动的基本规律 ,用固、阻、输、导相结

合的方法 ,因地制宜地进行配置。在平缓的沙地 ,由于

其上沙层不厚 ,流动性较小 ,用林木增加地表的粗糙

度 ,使林带降低地面风速 ,减弱挟沙能力 ,达到固沙的

目的。中小型沙丘或沙丘链移动快 ,危害大 ,可采用前

挡后拉围攻的方法造林 ,前挡是在沙丘的迎风坡后的

丘间低地栽植乔灌木林带 ,以阻挡沙丘的前进 ;后拉

是在迎风坡的下部栽植灌木 ,造成不饱和气流 ,引起

风蚀 ,拉低沙丘。大型沙丘移动较慢 ,造林也困难 ,用

逐步造林或缓造林的方法 ,待周围绿化后再改固沙。

在新月型沙丘或沙丘链背风坡前方栽植沙柳及高杆

杨柳形成片林 ,阻止流沙前移 ,并在它的迎风面栽植

油蒿或沙柳 ,固定沙面。另外 ,在滩地等中低沙区 ,采

取乔灌草综合配置进行治理。

风沙区的面积在黄土高原地区占有一定的比重 ,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实施 ,治理投入的加大 ,风沙

区的林草植被将迅速增加 ,新的生态平衡将会减沙、

固沙 ,改善农牧业的生产条件 ,在风沙区以增加饲料

和农牧业产品为目标的脱贫致富理想必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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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示范广的新老品种产量和产值比较

作 物
产量 /( kg hm- 2 )

新品种 原品种 增产 /%

产值 /(元 hm- 1 )

新品种 原品种增收 /%

玉 米 7 422 4 732 56. 8 6 383 4 070 2 313

马铃薯 5 190 3 986 30. 2 10 380 7 972 2 408

大 豆 1 860 1 138 63. 4 4 092 2 504 1 588

2. 4　调整农作物种植比例

陕北 7— 9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70%左右 ,马

铃薯生长期为 6月下旬到 9月底 ,正好与陕北的降水量

集中期相吻合 ,因而马铃薯高产稳产性很好 ,水分利

用效率也比较高 ,在春季旱情特别严重、其它粮食作

物播种出苗非常困难或根本无法播种的情况下 ,马铃

薯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00年 ,我们压缩了谷子

种植比例 ,重点增加了马铃薯种植比例。马铃薯由于

其自身要求的播种期较晚的特点 ,在 2000年春季特旱

的情况下 ,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梯田单产较平水年

减产 9. 7% ,而玉米、谷子、大豆减产幅度分别为

14. 5% , 17. 2%和 28. 2% (表 4)。

表 4　不同粮食作物占种植面积、总产的比例 %

年份
玉　米

面积 总产

马铃薯

面积 总产

谷　子

面积 总产

大　豆

面积 总产

1999 14. 4 26. 7 35. 6 42. 8 39. 4 27. 3 10. 2 3. 2

2000 16. 2 28. 7 40. 3 31. 4 31. 4 20. 6 12. 1 5. 3

2. 5　全面推广大垄沟规范化种植

大垄沟种植是延安科技人员和当地农民经过多

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旱作农业耕作栽

培技术 ,它集集中施肥、抗旱播种与一体 ,通过沟垄相

间 ,有利于减少土壤侵蚀和养分流失 ,使雨水就地拦

蓄入渗 ,提高降水的利用效率和肥料利用率 ,增产效

果比较显著 [2 ]。但是由于当地农民贪图省工 ,大多数

没有严格按照大垄沟种植的规范化技术进行操作 ,对

该项技术的效果有所影响。2000年 ,我们把大垄沟种

植的规范化栽培技术进行强化推广 , 73. 6%的梯田采

取统一机开沟、统一施肥、统一播种的方法 ,保证了大

垄沟种植地规范化。据调查 ,推广大垄沟规范化种植

地较一般大垄沟种植地增产 26. 3%。

3　示范推广效果

在 2000年春旱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通过推广

抗旱保苗、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品种改良、增施肥料、

大垄沟种植等技术措施的示范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

在全年降水量较历年减少 36. 1%的大旱之年 ,燕沟流

域粮食单产仍有所提高 ,保证了粮食总产不减 ,人均

产粮达到了 525. 1 kg。燕沟流域特旱年粮食增产的实

践 ,为黄土高原中部丘陵区坡改梯后春旱年保障食物

安全生产提供了经验 ,对于该区域加快退耕还林还草

步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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