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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陕北丘陵沟壑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植被分布状况, 将该区植被建设划分为北部毛乌素沙地沿

线丘陵沟壑区,东北部黄土丘陵及黄河谷地区,西北部白于山及横山山区, 东部黄土丘陵及黄河谷地区和

南部黄龙山、崂山沿线次生林区等 5 个区域,并阐述了每个区域的植被类型、建设任务、经营方向、经营模

式和不同立地条件适宜的植被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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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 ics and vegetat ion distribution in the loess hilly-gully re-

gion of northern Shaanxi Pro vince, ther e have 5 areas for vegetat ion econst ruct ion been demarcated. T hese

are the g ully r eg ion along M aow usu desert , the region of loess hills and Yellow River valley, the region of

Baiyushan and Heng shan m ountains in the no rthw est , the reg ion of loess hills and Yel low River v al ley in the

east and the reg ion of seco ndary forest along Huang long and Laoshan m ountains in the south. Regionally

suitable v eg etat ion species, directions of developm ent , reconst ruct ion tasks, reconst ruct ion methods for ev -

er y r eg io n and trees and grasses suitability for plant ing or sow ing are considered.

Keywords: loess hilly region division of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regional division of vegetation recon-

struction;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species suitability

　　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介于北纬 36°03′—39°

35′, 东经 107°28′—111°15′之间, 北接长城沿线风沙

区, 南与黄龙山、子午岭、崂山林区相连, 土地面积

47 931 km
2
, 地貌以丘陵、沟壑为主,为洛河、延河、无

定河等河流的发源地, 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为严重

的区域[ 1]。20世纪 50年代以来该地区开展了大规模

的人工植被建设,但是由于植被种类的选择、布局不

够合理,苗木成活率低, 保存率低, 草地退化现象严

重[ 2— 3]。

近年来随着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形成了新

一轮的植被建设高潮, 但一提起造林种草,就是栽刺

槐, 种苜蓿, 如同“50 年代的山杏热, 60年代的刺槐

热, 70年代的杨树热”。针对目前的情况,在前人的研

究基础上[ 4—29] ,特对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植

被建设进行区划。

1　区划的原则与依据

1. 1　自然条件与经济条件相结合, 注重自然条件的

相对一致性

植被是自然环境的产物, 植被的产生与发展、更

新与演替等过程均与其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植被集中

地反映了自然地理因素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人工植被

的建立、发展与更新亦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自然环境

是决定植被建设的首要因素,社会经济对植被建设有

一定的影响,植被建设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应

与当地社会经济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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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面向治理,治理与开发相结合, 治理对象、内容

与途径相一致

植被建设是防止水土流失, 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

手段。植被资源的开发可加速治理或破坏生态环境。

根据“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的原则, 对不同的生态环

境、灾害类型、灾害程度等, 在区划时应注重防治措

施、治理途径与开发模式相一致。

1. 3　保持区域的连片性和植被建设方向、布局与主

要措施的相对一致性

植被区划应根据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连续性,保

证区域的连片性; 在注重植被分布地带性的基础上考

虑植被分布的非地带性。在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治理

任务与开发途径的基础上,保证林草植被建设方向、

布局与主要措施的相对一致性。

2　植被建设区划及林草布局

根据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

济、植被建设方向等,将其划分为 5个区,即北部毛乌

素沙地沿线丘陵沟壑区,东北部黄土丘陵、黄河谷地

区,西北部白于山、横山山区, 东部黄土丘陵、黄河谷

地区和南部黄龙山、崂山沿线次生林区。

2. 1　北部毛乌素沙地沿线丘陵沟壑区

该区地处毛乌素沙地与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接壤

地带,包括榆阳区的中南部、府谷县的西北部和定边、

靖边、神木等县的南半部和横山县的北部, 海拔 1000

～1 400 m, 为生态脆弱区域的风蚀、水蚀交错地带,

年均气温 7. 6℃～8. 6℃,≥10℃的活动积温 2 900℃

～ 3300℃, 无霜期 150～ 170 d, 年降水量 3 00～

4 70m m, 多风沙, ≥8 级的大风及沙尘暴日数为 8～

20 d。该区属中温带半干旱典型草原区域,以草原植

被为主,建群种有长芒草、针茅、拂子茅、铁杆蒿、茵陈

蒿、茭蒿、白草,胡枝子、棘豆、冰草、羊草、冷蒿、百里

香、甘草、星毛委陵菜、阿尔泰狗娃花、草木樨状黄芪

等; 沙生植被有沙蒿、沙米、沙竹、苦参等;落叶乔木有

旱柳、白榆、小叶杨、河北杨、杜梨、山杏、臭椿、苹果、

梨、杏、枣、海红果等;落叶灌木有山桃、紫穗槐、柠条、

沙棘、扁核木等; 常绿树种有臭柏、杜松、油松、侧柏、

樟子松等;沙生灌木有柽柳、沙柳、乌柳、沙枣、沙芥、

踏郎、花棒等。

该区植被建设任务是立足于水土保持和防风固

沙, 建立稀树草灌和草灌为主的防治风蚀、水蚀的生

态防护型植被(图 1) ,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林。不同

立地条件植被种类及经营方向:沙丘地建立草灌固沙

植被, 以沙枣、柽柳、沙柳、乌柳、柠条、羊柴、花棒、踏

郎、沙蒿、芨芨草等为主;盖沙地建立灌木、乔木和乔

灌固沙林,乔木以樟子松、油松、杜松、山杏为主, 灌木

以沙棘、柠条、山桃、沙枣、柽柳、乌柳、臭柏等为主,乔

灌固沙林以樟子松、油松为主,沙棘为伴生树种; 梁峁

阴坡以油松、河北杨、小叶杨、柠条、沙棘为主,建立乔

木、乔灌防护林; 梁峁阳坡稀植侧柏、臭柏、柠条、山

桃、山杏、沙柳等,进行封育, 建立灌草植被; 黄土梁峁

乔木以散生树种如小叶杨、白榆、杜梨、臭椿等为主,

灌木以沙棘、柠条、山桃、臭柏、柽柳、沙柳、乌柳等为

主, 草本以针茅、白草、胡枝子等为主, 建立稀树草灌、

灌草植被, 人工草地以紫花苜蓿、草木樨、沙打旺、红

豆草、野碗豆等为主,对于封育的草地,可人工补种优

良牧草, 进行改良; 黄土沟坡以侧柏、山杏、刺槐、臭

椿、沙柳、柠条、沙棘等为主; 构建乔灌混交林;石砾河

滩地、河滩盐碱地以新疆杨、沙枣、柽柳、紫穗槐、旱柳

等, 构建乔灌混交林;四旁绿化以旱柳、新疆杨、小叶

杨、臭椿、海红果为主;缓坡农地及黄土滩地、阶地以

海红果为主,搭配葡萄、杏等经济林树种。

图 1　毛乌素沙地沿线丘陵沟壑区植被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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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西北部白于山、横山山区

白于山、横山山区位于定边、靖边县的南部,横山

县的西部、子长县的西北部, 安塞县的北部, 吴旗、志

丹县的大部,海拔 1 200～1 800m ,年均气温 7. 6℃～

8. 6℃,≥10℃的活动积温 2 800℃～3200℃,无霜期

140～160d,年降水量300～470 mm。该区属暖温带、

中温带半干旱典型草原区域,植被与北部毛乌素沙地

沿线丘陵沟壑区大致相同, 但沙生植被少, 乔木、灌木

出现的几率比较高。

该区植被建设的任务是立足于水土保持,建立稀

树草灌和灌草植被,因地制宜地发展用材林和经济林

(见图 2)。不同的立地条件植被种类及经营方向:沟

谷、河滩地以用材林为主,建立乔灌混交林, 树种以油

松、小叶杨、新疆杨、河北杨、旱柳、刺槐、沙棘、柠条等

为主;梁峁阴坡以油松、樟子松、小叶杨、杜梨等乔木

与沙棘混栽,建立乔灌混交林; 梁峁阳坡植被同北部

毛乌素沙地沿线丘陵沟壑区; 黄土梁峁建立稀树草

灌、灌草植被和人工草地、封育草地,乔木以油松、杜

梨、臭椿、樟子松、山杏等为主, 其余同北部毛乌素沙

地沿线丘陵沟壑区; 沟坡地以油松、刺槐、臭椿、河北

杨、新疆杨、小叶杨、杜梨等为主, 建立用材林;四旁树

种以旱柳、新疆杨、小叶杨、臭椿、国槐等为主;缓坡农

地以山杏为主,搭配葡萄、海红果、海棠果、杏等树,建

立经济林。

图 2　白于山、横山山区和东北部黄土丘陵、黄河谷地防治水蚀的植被建设模式

2. 3　东北部黄土丘陵、黄河谷地区

该区位于窟野河、秃尾河的中下游,以及无定河

的中游,属半干旱季风气候, 包括府谷县、神木县、榆

阳区、横山县的东部、东南部,佳县、米脂县的全部,子

洲县的东北部, 海拔 8 00～1200m ,年均气温 8. 0℃

～10. 0℃, ≥10℃的活动积温 3 200℃～3800℃,无

霜期 155～200d,年降水量 390～450m m。该区属暖

温带、中温带半干旱典型草原区域,以草原植被为主,

建群种有长芒草、胡枝子、白羊草、野豌豆、早熟禾、白

草、厚穗宾草、披碱草、狗尾草、画眉草、虎尾草、针茅、

拂子茅、铁杆蒿、茵陈蒿、茭蒿、阿尔泰狗娃花、草木樨

状黄芪等;落叶乔木有旱柳、白榆、刺槐、青杨、山杨、

小叶杨、河北杨、杜梨、臭椿、国槐、苹果、梨、山杏、桃、

枣、海红果等;落叶灌木有荆条、狼牙刺、酸枣、山桃、

紫穗槐、柠条、沙棘、扁核木、柽柳、乌柳等;常绿树种

有侧柏、臭柏、杜松、油松、樟子松等。

　　该区植被建设任务是面向水土保持,建立稀树草

灌和草灌为主的防治水蚀为主的多功能植被(图 2) ,

大力发展红枣,因地制宜地发展用材林。不同立地条

件植被种类及经营方向:沟谷、河滩地以红枣、海红果

为主,建立经济林; 梁峁阴坡以油松、杜松、樟子松、臭

椿、杜梨等与沙棘混交, 建立混交水保林;梁峁阳坡人

工稀植侧柏、臭柏、臭椿、山桃、山杏、沙柳、柽柳、酸枣

等, 进行封育, 建立灌草植被; 黄土梁峁建立稀树草

灌、灌草植被和人工草地、封育草地,其树种、草种基

本同西北部的白于山、横山山区; 黄土沟坡以油松、刺

槐、臭椿、河北杨、新疆杨、小叶杨等乔木为主,建立用

材林。土石沟坡的阳坡以荆条、狼牙刺、酸枣等与白羊

草、铁杆蒿等混交建立灌草植被, 阴坡以油松为主,与

沙棘建立混交林;四旁以红枣、旱柳、新疆杨、小叶杨、

臭椿、国槐为主; 阳坡农地以海红果、红枣为主,搭配

葡萄、梨等,阴坡主要为山杏,建立经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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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东部黄土丘陵、黄河谷地区

该区地处黄河谷地和无定河、清涧河、延河的中

下游, 海拔 1 000～1 300m , 包括绥德、吴堡、清涧、延

川、延长和子洲、子长、宝塔区的东部、东南部及安塞

县的中部,年均气温 9. 0℃～11. 0℃, ≥10℃的活动

积温 3 200℃～4 000℃,无霜期 160～210d, 年降水

量 470～560m m。

该区属暖温带半干旱森林草原带,草原植被的建

群种有铁杆蒿、茭蒿、长芒草、白羊草、胡枝子、针茅、

苔草、冰草、百里香、阿尔泰狗娃花、野豌豆、茵陈蒿、

鹅冠草、披碱草、草木樨状黄芪、早熟禾、白草、黄背

菅、黄芪、芦苇、狗尾草等; 落叶乔木有旱柳、白榆、泡

桐、刺槐、国槐、白腊、青杨、山杨、小叶杨、河北杨、杜

梨、山杏、臭椿、苹果、梨、山楂、桑、核桃、桃、枣、山定

子等;落叶灌木有河朔尧花、狼牙刺、荆条、文冠果、黄

刺玫、杠柳、虎榛子、沙棘、连翘、山桃、酸枣、紫穗槐、

火炬树、灰木旬子、野枸杞、茅莓等;常绿树种有侧柏、

油松、白皮松等。

植被建设任务是建立乔木和乔灌混交的水土保

持林,大力发展红枣、苹果、梨等, 因地制宜地发展用

材林(图 3)。不同立地条件植被种类及经营方向:沟

谷、河滩地以红枣、核桃、油松、刺槐、小叶杨为主,建

立经济林和用材林;梁峁阴坡以油松、杜松、樟子松等

与沙棘混栽,建立乔灌混交水保林和用材林; 梁峁阳

坡稀植侧柏、臭椿、狼牙刺等, 进行封育,建立灌乔植

被; 黄土梁峁以油松、杜梨、臭椿、刺槐、山杏、沙棘、柠

条、铁杆蒿、茭蒿、长芒草、白羊草、胡枝子、针茅等建

立稀树草灌、灌草植被; 黄土沟坡以油松、刺槐、臭椿、

河北杨、新疆杨、小叶杨等乔木为主建立用材林; 土石

沟坡阳坡以荆条、狼牙刺、酸枣等与白羊草、铁杆蒿等

建立灌草植被;阴坡以油松、沙棘建立乔灌混交林,土

层薄的阴坡以黄刺玫、沙棘、火炬树、灰木旬子、茅莓等

为主建立灌木林。四旁树处以红枣、核桃、旱柳、新疆

杨、小叶杨、臭椿、国槐为主。阳坡农地以红枣、苹果、

花椒为主,有灌溉条件的地块以梨为主,阴坡以山杏、

大扁杏为主,发展经济林。

图 3　东部黄土丘陵,黄河谷地防治水蚀与经济, 用材相结合的植被建设模式

2. 5　南部黄龙山、崂山沿线次生林区

该区位于志丹县、安塞县、宝塔区、延长县的南

部,甘泉县的北部等,海拔 1000～1 300 m, 年均气温

9. 0℃～ 11. 0℃, ≥ 10℃的活动积温 32 00℃～

4 000℃, 无霜期 160～ 210 d, 全年降水量 470～

560mm ,属半干旱半湿润气候。

该区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 有大面积的次生

林,优势树种有油松、侧柏、华山松、栎类。常见的乔木

有辽东栎、山杨、小叶杨、白桦、油松、华山松、旱柳、臭

椿、杜梨、刺槐、国槐、核桃、枣、山杏、山楂、桑、苹果、

梨、白腊, 三角枫等;常绿树种有侧柏、油松、白皮松、

华山松等;灌木有狼牙刺、柠条、木本铁线莲、酸枣,绣

线菊、虎榛子、荆条、文冠果、黄刺玫、杠柳、沙棘、连

翘、山桃、紫穗槐、灰木旬子、野枸杞、茅莓等; 草本有白

羊草、鹅冠草、披碱草、针茅、芦苇、冰草、铁杆蒿、苔

草、胡枝子、野大豆、野豌豆、茵陈蒿、铁杆蒿、艾蒿、草

木樨状黄芪、早熟禾、白草、黄背菅、黄芪、冰草、狗尾

草等。

该区森林资源丰富,水土流失较轻,植被建设任

务是保护好现有的森林资源, 开展水源涵养林、水保

林的建造, 建立速生用材林和经济林基地(图 4)。不

同立地条件植被种类及经营方向:沟谷、河滩、黄土梁

峁阴坡地以油松、华山松、辽东栎、小叶杨、新疆杨、河

北杨、旱柳、刺槐等乔木为主,建立水源涵养林与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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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梁峁阳坡人工稀植侧柏、臭椿、山杏、狼牙刺、连

翘、山桃等,进行封育, 建立稀树灌草植被或灌木植

被;黄土梁峁以油松、华山松与辽东栎、山杨、白桦等

混交建立水源涵养林。黄土沟坡以油松、华山松、刺

槐、臭椿、河北杨、新疆杨、小叶杨等用材林主;四旁以

核桃、梨、旱柳、新疆杨、小叶杨、臭椿、国槐为主;阳坡

农地以苹果、核桃为主,阴坡以大扁杏、山杏为主发展

经济林。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从北向南,依次为典型草原

带、森林草原带和落叶阔叶林带, 植被建设方向依次

为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植被建设模式依次

为草灌、灌草、灌木、灌乔、乔灌、乔木。在陕北黄土丘

陵沟壑区植被建设过程中, 易出现“小老树”和“土壤

干层”现象, 因此提倡选用当地树种、草种, 建立 “稀

树灌草”或“稀树草灌”, 提倡“北种南移”, 促进植被

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

图 4　东南部黄龙山、崂山沿线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植被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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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5资料可以表明, 各地类土壤侵蚀量大小顺

序依次为:坡耕地> 裸地> 草地> 刺槐> 油松> 刺槐

×松> 沙棘> 虎榛子。此外,相同地类条件下,降雨量

越大侵蚀量也会越大(见表 6)。

表 6　不同地类径流小区在不同降雨下的侵蚀量　t / hm2

降雨量 19 mm 28 mm 38. 5 mm 53. 5 mm 77. 8 mm

坡耕地 42. 9 60. 5 69. 7 84. 6 90. 7

荒草地 15. 8 31. 2 40. 8 42. 5 58. 7

刺 槐 11. 3 11. 5 18. 4 21. 4 24. 5

虎榛子 14. 5 14. 8 15. 0 15. 2 18. 9

油 松 4. 8 6. 7 8. 9 9. 8 14. 5

时 间 -010714 -010805 -020807 -020723 -020910

　　1999年 8月 9日,降雨量 70. 4 mm, 坡耕地土壤

侵蚀量达到 2 000 t / km
2。分析可知, 坡耕地是坡面侵

蚀的主要产沙地类。同时随着坡度在一定范围内的增

大,侵蚀量也随之增大。而裸地侵蚀模数为 688. 10 t /

km
2
,疏林地侵蚀模数为 28. 09 t / km

2
。在相同的降雨

情况下,坡耕地的土壤侵蚀量最大,荒草地次之,油松

林地的土壤侵蚀量最小。此外,相同地类条件下,降雨

量越大侵蚀量也会越大(表 6)。

3　结　论

( 1) 从泥沙来源的地貌部位来看, 黄土区小流域

的泥沙主要来自沟谷地(沟头、沟道和沟坡) , 沟谷地

侵蚀量占流域总侵蚀量的 60 %以上,沟谷地侵蚀模

数是沟间地的 1. 28～2. 48倍; ( 2) 切沟是黄土区侵

蚀沟谷地的主要组成部分, 研究切沟的侵蚀产沙特

性,对于治理切沟侵蚀和产沙有重要意义; ( 3) 土地

利用不同侵蚀产沙特点也不同, 各地类土壤侵蚀量大

小顺序依次为:坡耕地> 裸地> 草地> 刺槐> 油松>

刺槐×松> 沙棘> 虎榛子,此外, 在相同地类条件下,

降雨量越大侵蚀量也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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