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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中游绿洲农田防护林发展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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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兰 州

摘 要 农 田是绿洲的主体和 主要表现形式
,

是绿洲社会人们重要的生产对象和生产活动空间
,

是绿洲 的

载体和基础
。

农 田 占黑河中游绿洲面积的
,

搞好农田防护林建设
,

可利用渠
、

路
、

田间地埂等边际土

地做到林农复合经营
,

最大限度地扩大绿洲的森林覆盖率
,

丰富绿洲单一 的农 田景观
,

创造 良好的绿洲环

境
。

只有以农田为基础
,

通过林渠
、

林路
、

林田结合
,

发展农田防护林
,

才能有效提高森林夜盖率
,

改善黑河

中游绿洲的生态环境
。

充分重视农 田防护林的作用和意义
,

营造多树种混交林
,

加强林带更新
,

积极探索适

合农田林网特征的节水技术是实现农田 防护林进一步发展和绿洲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现实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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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中游是指 以黑河流域河 川径流为主要灌溉

水源
,

位于其干流出山 口莺落峡 以下至正义峡 以上之

间的地区
,

是河西走廊干旱荒漠区绿洲化程度较高的

地区
,

分布着河西走廊 目前最为繁荣富庶和连片集中

的几大块绿洲
,

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

黑河 中游总面

积约
‘ ,

其 中绿洲面积
,

只 ,

行政区划上包括张掖地区的肃南县
、

民乐县
、

山丹县
、

张掖市
、

临泽县
、

高台县
。

农 田是荒漠绿洲的载体和基础
,

是绿洲人们主要

的生产劳动对象和活动空间
。

以农 田为基础
,

林渠
、

林

田
、

林路结合建立起来的农 田防护林体系构成 了绿洲

的保护屏障
。

农 田防护林是绿洲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

部分川
,

农 田防护林的进一步发展是西部大开发中加

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 内容
。

农田防护林的地位和作用

提高森林祖盖率
,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在黑河 中游荒漠绿洲地区
,

基本没有天然森林存

在
,

只在河流下游 的湖盆地带有小片的天然梭梭林
、

胡杨林
。

绿洲 内部土地资源十分紧缺
,

要利用大片良

田造林是不现实的
。

利用水渠
、

道路田间地埂等边际

土地
,

植树造林
,

实现林渠
、

林路
、

林 田结合
,

建立起农

田防护林体系
,

有效地提高了绿洲 的森林覆盖率
,

改

善了生态环境
。

由于大力营造农 田防护林
,

特别是
“

三

北
”

防护林工程建设 以后
,

黑河 中游地 区绿洲 的森林

覆盖率达到 了
,

基本实现了平 原绿化

达标
。

森林覆盖率的提高
,

显著改善了绿洲生态环境
,

高台
、

临泽等地的沙尘天气比解放前有了明显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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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解决 了风蚀
、

沙埋等对农 田的破坏现象 表
。

通过对单个农 田林 网的风速
、

蒸发
、

土壤含水量

等与对照旷野农 田的对 比观测表明川
,

农 田小气候改

善
,

风速减弱
,

相对湿度提高
,

蒸发

降低
,

土壤含水量提高
,

有效抵御和减轻干

热风的危害
,

粮食作物增产 表
。

表 农 田防护林体 系区域性防风效应

地 点 观测 时段
农 田防护林

覆被率

年均风速
· 一

风害 日数

大风 年均大风 沙尘暴 年均沙尘暴

张掖市
了

工

比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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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面积

艺

注 气象资料来源 于 张掖地区 气象局

表 农 田林网防风保水效益统计

离林带的距离

相对风速

相对蒸发

土壤 含水量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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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为林带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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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和改薯绿洲景观

农 田防护林的建立
,

使黑河 中游绿洲大面积农 田

林 网化
,

形成农林复合经营格局
,

到处有林木遮蔽
,

绿

树掩映
。

丰富了绿洲的景观要素
,

使景观多样性提高

了 写
。

改变 了绿洲农 田景观的单一化
、

平面化
,

形

成多层次的立体复合景观
,

进一步加深了黑河 中游绿

洲
“

林 茂粮 丰
”
的总体形象

,

是黑河 中游绿洲 繁 荣 兴

旺
、

社会稳定
、

经济发展
、

文明进步的景观象征
。

满足绿洲社会的木材需求

黑河 中游是干旱少林地 区
,

木材供应匾乏
,

随着

祁连山 自然保护 区 的成立和 国家对祁连 山水源涵养

林的保护
,

用材几乎失去 了来源
,

木材供需矛盾 十分

突 出
。

进人 世纪 年代
,

随着农 田防护林的成熟

和采伐利用
,

为当地社会提供 了大量 的薪材和用材
,

基本满足了经济发展对木材的需求
,

缓解 了对祁连山

水源涵养林的压力
,

使其免遭大量盗伐破坏
。

截止 目

前
,

黑河 中游绿洲农 田 防护林总木材蓄积量 又

,

累计提供木材 又 ,

薪材 又

,

折合经济价值 。“
元

。

加强农田防护林建设的重要性

随着西部大开发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构造黑河

中游经济带的需要
,

如何进一步改善黑河 中游的生态

环境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

进一步改善绿洲的生态环

境
,

大面积造林
,

提高森林覆盖率
,

面临着水资源紧缺

和 土地资源 紧缺的制约川
。

干旱荒漠地 区水资源有

限
,

利用荒漠化土地重新开垦
,

植树造林
,

要受到水资

源 的极大制约 而在绿洲 内部
,

利用大 片 良田来营造

林分
,

同样受到土地资源紧缺的制约
。

农 田是绿洲的

主体
,

黑河 中游农 田面积 占绿洲面积的 环二’「 ,

在

这种情况下
,

只有加强农 田防护林建设
,

因地制宜
,

充

分利用绿洲 内部的水渠
、

道路
、

田间地埂等边际土地
,

通过林农复合经 营
,

提高土地利用率
,

这是提高森林

覆盖率和改善绿洲生态环境的现实途径
。

农田防护林建设存在的问题

树种组成单一

黑河 中游地区农 田 防护林的主要树种为杨树
,

占

以上
。

杨树 中又以二 白杨为主
,

约 占杨树总量的
,

其次是新疆杨
,

约 占杨树总量的
。

造成农

田 防护林树种过于单一 的主要 原 因有如下 方面

于旱荒漠地带 自然条件的严酷性使得该地 区适

生树种减少
。

杨树具有适应性强
、

速生等特点
,

并且易

于成林
,

因而可 以早期发挥 防护效益
,

具有其它树种

无 法替代的作用 指导思想上没有重视 多树种

的引种与造林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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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过于单纯
,

缺乏对危险性病虫害具抗性的树

种
,

影响到林带的生物学稳定性
,

生物多样性处于较

低水平
,

无法形成较长的食物链
,

不能使各物种处于

相互制约的平衡稳定状态
,

害虫常暴发成灾
,

如杨蓝

叶甲
、

杨尺嫂等
,

特别是杨树毁灭性 害虫黄斑星天牛

已传播到黑河中游地区
,

因而农 田防护林存在着毁灭

性的潜在危险
。

体系结构不够完善

目前
,

在黑河中游地区
,

农田防护林还很不完善
,

许多能够用来植树造林的地段还没有利用起来
,

林带

很不整齐
,

缺株断行 的现象比较普遍
,

影响到林 网防

护效益的发挥
。

绿洲内部多为 行的单层通风结

构林带
,

乔灌结合的复层疏透结构林带较少
,

也影响

到林网的防护效益
。

水资源制约因素比较突 出

林木正常生长需要相对充足的水分条件
,

农 田防

护林正是利用 了灌溉农 田的比较充足 的水分条件才

有林木的茂盛生长
。

近年来
,

由于发展节水灌溉的需

要
,

许多渠道衬砌成为水泥渠
,

减少 了水分的渗漏损

失
,

但生长在渠边 的林带失去了原来的水分条件
,

生

长衰弱
,

濒临干枯
。

随着黑河流域今后节水灌溉的进

一步发展
,

这一现象还会进一步扩大
,

原来的大水漫

灌方式会逐渐淘汰
,

生长在道路
、

地埂上的林带随之

会失去原有的水分条件而生长衰弱
,

农 田防护林的发

展面临挑战
。

在节水灌溉条件下
,

农 田防护林如何进

一步发展
,

既能保证林木生长
,

又符合节水灌溉 的要

求
,

需要进行研究
。

思想上有所轻视

近年来
,

由于农 田防护林逐步成熟和采伐利用的

数量增加
,

黑河 中游地 区 的木材供应相对充足
,

木材

价格下跌
,

经济效益不再明显
,

各地干部群众对发展

农田防护林的热情下降
。

他们认为农 田防护林已 比较

完善
,

无多少工作可做
,

认为渠边地埂栽几棵树挣不

了几个钱
,

没有多少效益
,

缺乏兴趣和动力
。

正是这种

思想上的轻视
,

使得近年来农 田防护林的更新受到严

重影响
,

采伐过的地段
,

伐桩遍地都是
,

没有及时栽上

新的树苗
。

因而
,

林带缺株断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

长

期下去
,

必然会使绿洲的森林覆盖率下降
,

影响绿洲

生态环境的改善
。

农田防护林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思想上皿视
,

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植树造林

在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下
,

要充分认识农 田防护林

在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改善生态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
,

把农 田防护林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态防护林来建设
,

不

能仅仅以其经济效益来衡量农 田防护林的价值
。

坚持

谁造谁有 的政策
,

充分调动广大群众 的积极性
,

全社

会广泛动员
,

利用水渠
、

道路
、

地埂等一切可以利用的

边际土地和采伐过的地段植树造林
,

这样就可 以进一

步提高森林覆盖率
,

使绿洲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

建立起完善的农 田防护林体系
。

营建多树种混交林

加强树种的引种造林试验
,

丰富造林树种
。

特别

是 引进 刺槐
、

臭 椿
、

白蜡
、

国槐
、

皂 角 等高抗 天 牛树

种川
,

营造多树种混交农 田防护林
,

增强林分的稳定

性
,

提高林带的抗虫力
。

混交方 式可 以 采用株 间混 交
,

但 主要是带状混

交
。

引进紫穗槐
、

沙棘等优良饲料灌木
,

用株间混交方

式营造乔灌复层混交林
,

对灌木每隔 一 平茬抚

育
,

促其多发萌条
,

枝叶分布均匀
,

形成 良好的疏透结

构
。

紫穗槐
、

沙棘等优良灌木通过平茬即可生产薪材
,

又可作为优 良饲料
,

饲喂牲畜
。

林带的更新方式

林带采伐后如何更新
,

过去有人提 出保留伐桩上

的萌条 个
,

逐渐淘汰
,

最后保留 株较强苗木作

为更新苗
,

这种方法效果不够理想
,

主要是保 留苗木

在生长 后就出现生长衰弱现象
,

林带质量低劣
。

林带更新还是以植苗更新方式为好
。

加强伐桩腐朽技术研究
,

促进林带更新

林带采伐后
,

所 留伐桩 占地 占空间
,

影响更新苗

木的生长
。

要研究对伐桩具有较强寄生和分解能力的

腐生真菌的接种技术
,

加速伐桩的腐朽过程
,

为更新

苗木创造 良好的生长条件
。

符合节水要求

随着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
,

农 田防护林会逐渐失

去原来大水漫灌条件下的水分条件
,

这对农 田防护林

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

我们设想
,

在节水灌溉的形势下
,

用埋设滴灌管道的方式来发展农 田防护林
,

这样做无

疑会增加投资和成本
,

是否可行
,

还需进一步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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