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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乌素沙地的高等植物共有 1 106 种,分属于 98 科 420 属。主要的科有菊科、禾本科、豆科、蔷薇

科、藜科。主要的属有蒿属、黄芪属、葱属、柳属、杨属, 主要的种有沙蒿、沙竹、牛心朴子、沙柳、乌柳。植物

群落类型有草原植被、草原和荒漠灌丛、沙生植被、草甸植被、盐生植被、沼泽和沼泽性植被、水生植被, 其

中沙生植被占主导地位,其次为草甸植被。植物群落主要有沙蒿群落、沙蒿 ) 柠条群落和沙柳、乌柳、沙棘

组成的/ 柳湾0。简述了毛乌素沙地的植被分布特征,提出该区植被建设应以灌木为主, 采取灌、乔、草相结

合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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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re are 1 106 species of high vegetat ion in Maowusu sandy land and they belong to 98 families and 420

genuses. T he main families are Compositae, G ramineae, L eguminosae, Rosaceae, Chenopodiaceae; the main

genuses are Ar temisia, Ast ragalus , A ll ium , Sal ix , Populus; and the main species are A rtemisa ordosica,

Psammochloa vi llosa, Pycnostelma later if lor um , Sal ix cheilophila, Salix microstachya. There are 7 types of

vegetat ion communit ies in this region. They are g rassland vegetation, grassland and desert shrubbery , sandy vege-

tat ion, meadow vegetation, halophyte vegetation, marsh and swamp vegetation. Among these vegetat ions, sandy

vegetat ion is the dominant vegetat ion; meadow vegetation is the second vegetat ion. The main communit ies are

Form. Ar tem isia ordosica, Form. A rtemisia or dosica+ Caragana kor shinskii , Form. Salix m icrostachya, Form.

Salix cheilophila + S . microstachya, Form. H ippophae r hamnoides + Sal ix cheilophila. The vegetat ion dis-

tribut ing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briefly stated. Shrubberies should be the chief vegetat ion for vegetat ion const ruc-

t ion in Maowusu sandy land, shrubberies, arbores and grasses should be combined w ith other measurements.

Keywords: Maowusu sandy land; vegetation resource; community type; distributing characteristics; protection

measurements

  毛乌素沙地位于北纬 37b30c) 39b20c, 东经 107b

20c) 111b30c,面积 4. 00 @ 104 km2, 包括内蒙古伊克

昭盟, 陕西榆林市北部和宁夏盐池县的东北部, 处于

三面被黄沙环绕的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向陕北黄土高

原的过渡地区。

毛乌素沙地是一个多层次的生态过渡带,气候上

处于干旱、半干旱区向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 植被处

于典型草原向西部荒漠、荒漠草原和向东部森林草原

的过渡地带; 土壤处于棕钙土向栗钙土、黑钙土的过

渡地带; 地质地貌上是戈壁、沙区向黄土区的过渡地

带。毛乌素沙地与我国其它沙漠相比, 降水量偏多,

地下水资源丰富, 20世纪 60年代中国科学院及一些

单位曾对毛乌素沙地的植被进行过调查[ 1) 6]。

近年来随着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环境的建设, 毛

乌素沙地的植被已开始恢复。为了加快荒漠化治理,

合理利用植物资源, 2002 ) 2005年, 开展了毛乌素沙

地植被调查,现对毛乌素沙地植被特征作简要描述,

并对植被建设提出相关建议。



1  毛乌素沙地的植物资源

根据初步调查分析和资料记载[ 1 ) 15] , 毛乌素沙

地的高等植物共有 1 106 种, 其中双子叶植物有 71

科319属 879种, 单子叶植物有 16科 84属 202 种,

裸子植物有3科 7属12种,蕨类植物有 8科10属 13

种。毛乌素沙地的植被资源比较丰富, 与内蒙古自治

区植被和中国全境植物相比,科、属占的比例较大, 种

类相对较少(表 1)。毛乌素沙地植被的主要科与内

蒙古自治区的植被基本相近,主要有菊科、禾本科、豆

科、蔷薇科、藜科,占植物总数的 33. 09% (表 2)。毛

乌素沙地植被的主要属有蒿属、黄芪属、葱属、柳属、

杨属, 5个属的植物种类为 83种,占全区植物总数的

7. 51% (表 3)。

表 1  毛乌素沙地植物区系组成统计

植物类别
毛乌素沙地

种 属 科

内蒙古自治区

种 属 科

中国全境

种 属 科

种
子
植
物

被子 双子叶植物 879 319 71 1 676 506 93 20 300 2 342 241

植物 单子叶植物 202 84 16 523 158 19 4 130 609 49

裸子植物    12 7 3 22 7 3 190 34 10

共 计     1 093 410 90 2 223 672 115 24 620 2 985 300

   蕨类植物 13 10 8 50 20 13 ) ) )

   总 计  1 106 420 98 2 271 691 128 ) ) )

表 2  毛乌素沙地主要科的数量统计

科名

毛乌素沙地

属数

野生

属

栽培

属
合计

占全

区/ %

种数

野生

种

栽培

种
合计

占全

区/ %

内蒙古自治区

属数

野生

属

栽培

属
合计

占全

区/ %

种数

野生

种

栽培

种
合计

占全

区/ %

全区植物 348 72 420 100 973 133 1 106 100 655 37 691 100 2 187 84 2 271 100

1 菊科 39 7 45 10. 71 97 8 105 9. 49 76 1 77 11. 1 248 3 251 11. 1

2 禾本科 57 9 66 15. 71 91 13 104 9. 40 63 14 77 11. 1 205 20 225 9. 9

3 豆科 17 12 29 6. 90 57 17 74 6. 69 26 3 29 4. 2 144 6 150 6. 6

4 蔷薇科 6 5 11 2. 62 30 15 45 4. 07 22 22 3. 2 106 7 113 5. 0 )

5 藜科 15 2 17 4. 05 35 3 38 3. 44 20 2 22 3. 2 80 2 82 3. 6

6 莎草科 10 ) 10 2. 38 31 1 32 2. 89 12 ) 12 1. 7 113 ) 113 5. 0

7 十字花科 14 4 18 4. 29 19 13 32 2. 89 35 ) 35 5. 1 80 ) 80 3. 5

8 杨柳科 1 1 2 0. 48 12 14 26 2. 35 3 ) 3 0. 4 44 8 52 2. 3

9 百合科 3 2 5 1. 19 17 7 24 2. 17 21 3 24 3. 5 71 6 77 3. 4

10 唇形科 14 ) 14 3. 33 24 ) 24 2. 17 25 1 26 3. 8 66 2 68 3. 0

表 3  毛乌素沙地主要属的种数统计

毛乌素沙地

属  名
种  数

野生 栽培 合计

内蒙古自治区

属  名
种  数

野生 栽培 合计

1 蒿属 27 ) 27 1 苔草属 73 ) 73

2 黄芪属 16 ) 16 2 蒿属 51 ) 51

3 葱属 10 4 14 3 柳属 36 2 38

4 柳属 11 2 13 4 蓼属 37 ) 37

5 杨属 1 12 13 5 黄芪属 31 ) 31

6 眼子菜属 11 ) 11 6 委陵菜属 27 ) 27

7 李属 5 6 11 7 早熟禾属 27 ) 27

8 芸薹属 ) 10 10 8 葱属 25 4 29

9 白前属 10 ) 10 9 棘豆属 24 ) 24

10 藜属 9 ) 9 10 风毛菊属 23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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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以建群种或优势种出现的有菊科的蒿属

( Ar temisia ) , 禾本科的针茅属 ( Stipa )、隐子草属

( Cleistogenes )、沙竹属 ( Psammochloa )、芨芨草属

( A chnatherum )、碱茅属 ( Puccinel lia )、拂子茅属

( Calamagrost is)、赖草属 ( A neurolep idium )、芦苇属

( Phr agm ites) ,豆科的锦鸡儿属( Caragana)、棘豆属

( Oxy trop i s)、沙冬青属 ( A mmop ip tanthus )、甘草属

( Glycy rrhiz a)、岩黄芪属( H edysarum ) , 藜科的碱蓬

属( Suaeda )、盐爪爪属( K al idium ) ,莎草科的苔草属

( Carex ) ,鸢尾科的鸢尾属( I ris )等。

菊科的沙蒿( Ar tem isa ordosica)、禾本科的沙竹

( Psammochloa v illosa)、萝摩科的牛心朴子( Pycnos-

telma later if lor um )这 3种植物在毛乌素沙地分布最

为集中,毛乌素沙地很可能是其原始分布中心。

2  毛乌素沙地的植物群落类型

2. 1  草原植被

草原植被可划分为典型草原群落和荒漠草原群

落。典型草原群落主要分布于少数梁地和局部高滩

地;荒漠草原群落主要在毛乌素沙地西部的梁地上有

成片分布。

2. 1. 1  典型草原群系

长芒草、兴安胡枝子群系( Form. St ipa bungeana

+ Lespez a dahurica) :毛乌素沙地典型草原代表性群

系,由真旱生植物组成植物成分主体。

百里香群系 (Form. Thymus mongolicus) : 真旱

生植物占最大比例, 其次为中旱生植物。

小白蒿群系(Form. A rtemisia f r igida) : 真旱生

植物组成植物成分的主体,其次为中旱生植物。

甘草群系(Form. Gly cyr rhiz a uralensi s) : 草原真

旱生植物为主要成分,有一定数量中生成分。

茭蒿群系(Form. A rtemisia gi raldi i ) : 小灌木和

小半灌木占很大比例。旱生植物占主导地位, 其次为

中生植物。

2. 1. 2  荒漠草原植被

戈壁针茅、小白蒿群系 (Form. St ipa gobica +

A rt im isia f r igida) : 真旱生、超旱生、中旱生占 90%

左右。

猫头刺群系 ( Form. Oxytrop is aciphyl la var.

gracil is ) :以枝条部分或全部木质化的植物和多年生

杂类草占主导地位, 出现大量的超旱生荒漠植物。

2. 2  草原和荒漠灌丛

毛乌素沙地的灌木有 24种, 其中形成群落的有

12种, 7种出现于梁地, 2种出现于沙地, 3种构成/柳

湾0 林。

2. 2. 1  典型草原区的草原灌丛

( 1) 黑格兰群系(Form. Rhamnus erythroxylon) : 木

本植物占一定比例,一年生植物较多。

( 2) 沙樱桃群系 (Form. Prunus mongol ica) : 多

年生杂类草为主。

( 3) 木 本 铁 线 莲 群 系 (Form. Clemat is

f r ut icosa )。

酸枣群系(Form . Zizyphus sp inosa)。

2. 2. 2  荒漠灌丛

( 1) 川青锦鸡儿群系( Form. Caragana tibeti ca) :

有大量超旱生荒漠植物。

( 2) 沙 冬 青、 红 砂、 猪 毛菜 群 系 (Form.

A mmop ip tanthus mongol ica + Reaumur ia soongar ica

+ R . kashgar ica + Salsolaarbuscula)。

2. 3  沙生植被

毛乌素沙地的沙生植被有4种先锋群聚, 11个重

要群系。

先锋群聚。按在流动沙地上出现的先后次序有沙

米群聚 ( Agg . Agriophyl lum ar enar ium )、沙地旋复

花群聚 ( Agg. I nula sal soloides)、牛心朴子群聚

( Agg. Py cnostelma later if lor um ) 和鸡爪芦苇群聚

( Agg. Phr agm ites communis) , 其特点是零散分布,

组成简单, 演替迅速。主要群系如下。

( 1) 沙竹群系( Form. Psammochloa vil losa) : 组

成种类较少,成分不大稳定。

( 2) 杠柳群系(Form. Perip loca sep ium ) : 多年生

杂类草和旱生植物是主要成分。

( 3) 杨柴群系(Form. Hedysar um mongolicum ) :

半灌木和小灌木的种类超过多年生杂类草。

( 4) 苦豆子群系( Form. Sophor a alopecuroides ) :

以多年生杂类草和旱生植物为主。

( 5) 籽 蒿 群 系 (Form. A rtemisia

sphaerocephala) : 除籽蒿 ( Ar tem isia sphaerocephala)

外, 有个别的沙生针茅 ( S tipa glareosa) 和沙米

( Agr iophy llum arenarium )。

( 6) 沙蒿群系 (Form. Ar tem isia or dosica) : 是毛

乌素沙地最重要的一个群系。出现在沙蒿群系的植物

总数接近 100种。

( 7) 沙蒿、柠条群系(Form. A r temisia or dosica +

Caragana korshinskii ) : 以多年生杂类草和真旱生植

物为主。

( 8) 柠条群系(Form. Car agana korshinskii ) : 以

多年生杂类草和真旱生植物构成群落主体。

( 9) 麻黄群系( Form. Ephedr a sinica) : 是沙地沙

生群落过渡到梁地地带性草原群落的一种过渡类型。

68                       水土保持通报                     第 25 卷



由 20 ~ 40种植物组成。以多年生杂类草和真旱生植

物构成群落主体。一年生植物较多。

(10) 臭柏群系 (Form. Sabina vulgar is) : 臭柏

( Sabina v ulgaris ) 为柏科常绿灌木,是毛乌素沙地唯

一天然生长的针叶木本植物。出现在该群系的植物种

数多在 70种以上。

(11) 中旱生杂灌木林: 由黑格兰 ( R hamnus

ery throxy lon)、小叶鼠李( Rhamnus parv if olius)、沙

樱桃 ( Prunus mongolica)、 蒙 古 莸 ( Caryop ter is

mongolica) 等几种中旱生灌木组成。

2. 4  草  甸
毛乌素沙地的草甸植被在面积上仅次于沙生植

被,居第 2位。毛乌素沙地的草甸植被多表现出旱生

化和盐生化特点,重要群系有以下几种。

(1) 寸草群系 (Form. Carex stenophy lla ) : 由 20

多种植物组成, 以中生和湿生植物为主。

(2) 碱茅群系(Form . Puccinel lia tenuif ol la) : 由

10多种植物组成。

(3) 芨 芨 草 群 系 (Form . Achnatherum

sp lendens) : 为毛乌素沙地滩地最重要的一个草甸群

系。组成种类为 60多种, 由旱生、中生、湿生、盐生及

其过渡类型组成。

(4) 马蔺群系(Form. Ir is ensata) : 由 40多种植

物组成,由旱生、中生、湿生、盐生及其过渡类型组成,

但真旱生和盐生植物较少。

(5) 假苇 拂子 茅群 系 ( Form. Calamagrost is

p seudophr agm ites) :由 30多种植物组成。

毛乌素沙地的植被群系还有赖草群系 (Form.

A neurolep idium dasystachys)、鸡爪芦苇群系 (草甸

型) (Form. Phragmites communis )、披针叶黄花群系

(Form. T hermopsis lanceolata)、莳萝蒿群系 (Form.

A rtemisia anethoides ) 等。

2. 5  盐生植被

毛乌素沙地的滩地上有草甸盐土和结皮盐土,有

盐土的滩地大多被盐生植被所占据。毛乌素沙地的盐

生群系有以下 5个。

(1) 碱蓬群系 (Form. S uaeda cor niculata, S .

heterop tera) : 种类组成简单, 约18种植物,其中12种

为盐生植物。

(2) 盐爪爪群系 (Form. Kal idium cusp idatum ,

K . f oliatum ) :多年生杂类草和小半灌木较多, 其中

一半为盐生植物。

(3) 白刺群系(Form. Nitrar ia sibir ica) :由 20多

种植物组成,以尖叶盐爪爪、黄花矶松和翅碱蓬为其

优势种。

此外, 盐生植物群系还有灰绿碱蓬群系 (Form.

Suaedca glauca)、海 蓬子群系 (Form. Salicornia

europaea)、盐生车前群系(Form. Plantago salsa)、碱

地蒲公英群系(Form . Taraxacum sinicum ) 等。

2. 6  沼泽和沼泽性植被

( 1) 沼针蔺群系(Form. Eleocharis palust ris ) : 由

10多种高等植物组成, 优势种为鸡爪芦苇和小花灯

心草。

( 2) 杉叶藻群系 (Form. H ippur is v ulgaris ) : 多

以纯植丛形式出现,伴生植物仅 34种。

( 3) 荆三棱、草群系(Form. Scirpus yagar a + S .

t riqueter ) :由 20多种高等植物组成,结构较零乱。

( 4) 香蒲群系 (Form. Typha angust if olia + T .

dav idiana) :群落郁闭,狭叶香蒲、达香蒲和芦苇居上

层,其它草类居下层。

( 5) 芦苇群系(Form. Phr agm ites communis ) : 多

为纯植丛或单种群落。

( 6) 乌柳群系(Form . Salix microstachya) : 有灌

木层、草本层和苔藓地被层,以多年生杂类草为主。

( 7) 沙柳、乌柳群系( Form. Sal ix cheilophila +

S . micr ostachya) : 由 40多种高等植物组成, 有灌木

层、草本层和苔藓地被层。

( 8) 沙棘、沙柳群系(Form. H ippophae rhamnoides

+ Salix cheilophila) :由 30多种高等植物组成,以多年

生杂类草为主,根茎禾草次之,灌木第 3。

2. 7  水生植被

在毛乌素沙地的内流湖泊中有龙须眼子菜

( Potamogeton p ectinatus )、浮叶眼子菜 ( P . natans )、

穿叶眼子菜( P. p erf ol iatus )、眼子菜( P. tepp eri )、狸

藻 ( Utricularis vulgaris )、水毛茛 ( Batrachium

trichophyllum )、轮藻( Char a sp . ) 等一种或数种组成

的群落。

在 外 流 的 淡 水 水 体 中 有 穗 状 狐 尾 藻

( My riop yllum sp icatum )、 轮 叶 狐 尾 藻 ( M .

ver ti cillatum )、金鱼藻 ( Ceratophyl lum demersum )、

菹草( Potamogeton crispus )、浮叶眼子菜、尖叶眼子菜

( P . oxyphyllus )、线叶眼子菜( P . pusil lus)、眼子菜、

穿叶眼子菜等组成的群落。

3  毛乌素沙地植被分布特征

毛乌素沙地的中部和东部属于典型草原 (干草

原) ,占毛乌素沙地面积的 90% ,西部属于荒漠化草

原,位于沙地西部的边缘部分, 面积不到 10%。

毛乌素沙地虽然位于草原地带,但由于地面广泛

覆沙, 绝大部分地面分布的是沙生植被、草甸植被、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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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植被和沼泽植被等隐域性植被。隐域性植被成了

毛乌素沙地的主体, 其中沙生植被构成毛乌素沙地植

被的主体。

沙生植被中以沙蒿群落和沙蒿 ) 柠条群落分布
最广,在固定沙丘、半固定沙丘上主要发育着这 2种

群落。在流动沙地的局部地方还出现沙米、沙竹、鸡

爪芦苇等群落, 在固定沙地的个别地方还会出现麻

黄、臭柏等群落。

在未覆沙的典型草原(干草原)梁地上广泛分布

着以长芒草、短花针茅、兴安胡枝子、阿尔泰紫菀、小

白蒿等真旱生为主的典型草原群落。在荒漠草原的

梁地上分布着戈壁针茅、沙生针茅和小白蒿, 其间还

出现颇多数量的超旱生的小灌木和半小灌木:如狭叶

锦鸡儿、猫头刺、拟芸香、兔唇花、伏地肤、骆驼绒等。

此外, 在梁地上还分布着一些旱生灌木群落, 其中典

型草原(干草原)梁地上主要有黑格兰群系,荒漠草原

梁地上有沙樱桃群系、川青锦鸡儿群系、川青锦鸡儿

) 骆驼绒群系、沙冬青群系。
除沙生植被外, 占面积最广的隐域植被是草甸植

被。草甸植被主要分布于滩地和部分河谷阶地,中生

和湿中生的草甸植物发育繁茂,形成大面积的寸草草

甸、碱茅草甸、马蔺草甸、芨芨草草甸和假苇拂子茅草

甸等各类草甸。

毛乌素沙地的内陆湖泊周围的盐渍土上分布着

多种碱蓬、盐爪爪、白刺、海蓬子等为主的盐生植被。

在局部水体边缘还出现许多沼泽植被。

毛乌素沙地无天然乔木林,但天然灌木林分布广

泛,而且具有防风固沙和药用等多种用途。毛乌素沙

地引进的树种较多, 主要为杨柳类和油松、樟子松。

4  植被建设与保护

毛乌素沙地的植被建设与保护,必须遵循沙区植

被演替规律,宜草则草, 宜灌则灌、宜乔则乔, 逐步建

成灌、乔、草相结合的多层次林分结构, 做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即使在同一类型的

立地条件下,也应尽可能考虑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

组合。如灌、乔、草的组合方式等, 以发挥其综合的防

护效益及经济效益。在选择树种、草种时,必须遵守

生物适应性原则。

4. 1  灌、乔、草相结合,发挥灌木优势, 建立防护林体

系并加强管理

  毛乌素沙地植被的优势生活型是耐风沙与干旱

的灌木,而不是草原禾草或中生森林乔木。在毛乌素

沙地进行沙漠化治理与植被建设时,应该采用各种灌

木种类,采用带状、网状种植, 建立防护林体系。防风

固沙林以灌、乔混交林为主, 以充分发挥防风固沙林

的功能。毛乌素沙地适宜造林的地块主要为滩地和

沙丘地。

根据沙地类型以及丘间低地可利用的程度,可营

造多行多带式全面固沙林、多行单带式或多带式局部

固沙林和网格式防风固沙林。毛乌素沙地土地辽阔,

可进行飞播。适宜飞播的地块主要以新月形沙丘为

主的大片流动沙丘和沙地的迎风坡、小沙丘、缓沙地

和覆沙滩地。适宜流动沙丘上飞播的植物有籽蒿、踏

郎、花棒等;适宜覆沙滩地上飞播的牧草有草木樨、沙

打旺等。

毛乌素沙地的植被以灌木、半灌木为优势种, 但

灌木、半灌木生长多年后生长势变弱。为了维护灌

木、半灌木植被的正常生长,利用灌木、半灌木的强大

根系, 通过平茬更新, 使衰败、退化的植被得到恢复。

对于病虫危害严重的灌草丛,平茬可减少病源、虫口

数量, 防止病虫害的进一部发展与扩散。

4. 2  人工草地、半人工草地与封育相结合
毛乌素沙地地广人稀,建设人工草地、半人工草

地和封育草地的土地资源非常丰富, 如大面积的固

定、半固定沙地, 软梁地和软梁覆沙地等。在覆沙滩

地上可建立防护林保护下的集约化人工草地。在软

梁地的天然草地可带状补种柠条,建立灌 ) 草型半人

工草地。在大面积的覆沙软梁地可进行飞播羊柴、花

棒、沙打旺等,局部覆沙软梁地可水平带状扦插沙柳

等,建植半人工草地或封育草地。牧草种类的选择应

尽量在当地的野生牧草中选择优良的多年生牧草种

类,如河滩地、沙丘间低湿地可种植羊草、苜蓿; 沙质

草地可种植冰草与沙生冰草;沙地可种植沙竹; 盐碱

地可种植赖草、野大麦、芨芨草等;低湿地可种植无芒

雀麦、老芒草、西伯利亚冰草、看麦娘、草地早熟禾等;

薄层覆沙地可种植草木樨、沙打旺、踏郎、花棒等。冷

蒿、伏地肤、沙蒿、沙米等, 均可作为人工草地的适宜

种类。

4. 3  建立植物保护区

在一些珍贵、濒危和稀有的灌木种的分布范围划

定特殊的保护区,采取围栏、封育措施,建立相应的国

家或地方级的自然保护区。建议在毛乌素沙地西部,

即草原向荒漠过渡区建立沙冬青等荒漠灌丛的自然

保护区,在沙地的东南部固定沙区建立沙地柏保护

区。对集中分布的许多荒漠成分的灌木种,如狭叶锦

鸡儿、红沙、四合木、珍珠猪毛菜、霸王、沙木蓼、沙拐

枣、绵刺、柽柳、乌柳、沙柳、小黄柳、猫头刺、黑格兰、

鄂尔多斯小檗等灌木,建立保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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