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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豫北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植被现状进行调研，根据生境及植被特征，应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

提出了 该 区６大 植 被 恢 复 模 式，即 水 土 保 持 林 模 式，生 态 经 济 模 式，封 山 育 林 模 式，公 路 两 旁 植 被 恢 复 模

式，自然保护区模式，防火林带模式。从地带性植物群落、防火减灾、景观生态、最优分布位置等角度，研究

了豫北太行山低山丘陵区的植被恢复模式，研 究 结 果 对 豫 北 太 行 山 乃 至 整 个 太 行 山 区 的 植 被 恢 复 具 有 一

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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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山丘陵区是重要的国土资源之一。豫北太行

山低山丘陵区由山地、丘陵、山间盆地和平原构成，土
壤以棕壤、褐土为主，植被、气候、土壤、水资源丰富，
立地类型复杂多样，对豫北冲积平原、华北平原和京

津地区起着重要的生态调节作用。但是，由于人们掠

夺式利用资源，如坡地垦荒、过牧、樵采、采石和不合

理的种植模式，该区天然植被结构、功能及其土壤肥

力状况不断退化，局部出现母质或岩石裸露地段［１］。
植被恢复是一个地区整体生态环境条件改善的基本

标志，前人对太行山植被恢复进行过研究［２－６］，但对豫

北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植被恢复构建模式的研究较少，
没有系统地提出植被恢复构建模式。本文根据豫北

太行山低山丘陵区不同的生境特征和植被特点，研究

植被恢复与重建的生态学机理，提出植被恢复构建模

式，为发挥低山丘陵区生态屏障作用，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１．１　自然条件

豫北太行山区地处黄河以北，河南安阳、新乡、焦
作、鹤壁、济源境内，为晋豫两省的自然境界，其地理位

置为东经１１２°０２′—１４°４５′，北 纬３４°４８′—３６°２２′，属 于

黄河、海河流域，西邻黄土高原，北接中条山和燕山山

脉，南连华北大平原。山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季风

气候，地带性植物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年均气温

１２．７℃ ，极 端 最 低 气 温－２３．６℃ ，极 端 最 高 气 温



４３．４℃ 。年均降水 量６０６．４ｍｍ，无 霜 期２００ｄ左

右。豫北太行山具有比西太行、北太行较好的植物生

长条件，研究豫北太行山低山丘陵区的植被恢复对整

个太行山低山丘陵区的植被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１．２　植被状况

据考证，太 行 山 曾 为 原 始 森 林 所 覆 盖，唐、宋 时

期，森林覆盖 率 为５０％，“横 松 疆 柏，状 如 飞 龙 恕 虬，
叶皆四衍，处处绿水青山”。该区地处中原腹地，人为

活动频繁，历史破坏久远。由于人口急骤增加，工农

业的发展和连年爆发的战争，原始森林破坏殆尽，造

成该区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
严重威胁着华北平原和京津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生态

安全。地带性植被落叶阔叶林仅有零星分布，其中以

天然次生栎林为主。海拔１　５００ｍ以上为棕色森林

土，植被是以华山松＋槲栎为代表的针阔混交林；海

拔１　５００ｍ以下为褐土，植被是以槲栎、栓皮栎、檀子

栎、黄 连 木、化 香 树 等 为 代 表 的 山 地 阔 叶 林。海 拔

８００ｍ以下的低山丘陵区大部分植 被 退 化 为 稀 疏 低

矮灌草丛［７－８］。群落结构以荆条＋白羊草群丛和酸枣

＋白羊草为主，此外为刺槐＋荆条、侧柏＋黄栌、臭椿

＋酸枣、栓皮栎＋荆条、栓皮栎＋胡枝子、野皂荚＋绣

线菊、野皂荚＋荆条等。有的地方已退化为裸露石质

山地［９］。

２　研究方法

查阅《河 南 植 物 志》、《河 南 省 志》、《太 行 山 植 物

志》等书籍与期刊资料，并对安阳、焦作等豫北太行低

山丘陵区典型地段进行实地调研，现场踏勘，收集多

年的植被恢 复 资 料，采 用 生 态 学 和 恢 复 生 态 学 的 方

法，借鉴生态工程技术原理，提出植被恢复和重建的

关键技术。

３　结果与分析

根据豫北太行山低山丘陵区的生境特征及植被

特点，本文提出了６种不同的植被恢复构建模式（如

表１所示）。

表１　豫北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植被恢复构建模式

植被恢复模式　　 分布位置　　　　　 作用与功能　　　　　
水土保持林模式　 低山丘陵区的中上部 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改善生态环境

生态经济模式　　 低山丘陵区下部 立足植物恢复，兼顾经济效益

封山育林模式　　
符合封山育林条 件 且 人 工 造 林 困 难 的 山 地、
陡坡及岩石裸露地

以水土保持 为 主，提 高 植 被 覆 盖 率，加 速 植 物 群
落向顶级群落发展

公路两旁植被恢复模式

　　　　　　
低山丘陵区公路两旁

从景观水平研究植被恢 复，建 设 有 特 色 的 太 行 山
生态公路

自然保护区模式
有代表性的自然生 态 系 统、珍 稀 濒 危 野 生 动
植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

保护珍稀物种与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

防火林带模式　　 山脊、林缘地带 防火减灾

３．１　水土保持林模式

该模式是太行山低 山 丘 陵 区 的 主 要 植 被 恢 复 模

式，主要集中 在 丘 陵 区 的 中 上 部。选 择 树 种 应 考 虑

耐旱性、水土保 持 功 能，主 要 选 择 地 带 性 树 种、乡 土

树种［９］及水 土 保 持 树 种［１０］，此 模 式 拟 选 择 的 树 种 如

表２所示。

表２　水土保持林模式拟选择的树种

模式
水土保持树种

石灰岩区 花岗片麻岩区

植被恢复树种

阳 坡 阴 坡

选

择

树

种

刺 槐、五 角 枫、火 炬

树、臭 椿、侧 柏、山

桃、黄 栌、山 桃、野 皂

荚、黄 刺 玫、荆 条、君

迁子、花 椒、黄 连 木、
酸枣等

紫穗槐、
刺槐等

乔

木

槲栎、槲树、水 色 木、山 槐、山 杏、栓 皮

栎、黄连木、毛白杨、野山楂等

槲 栎、槲 树、水 色 木、椴 树、鹅 耳

栎、山 槐、栓 皮 栎、水 色 木、檀 子

栎、栾树、山杏、黄连木、化香树等

灌

木

野皂荚、胡 枝 子、酸 枣、扁 担 杆 子、杠

柳、连翘、照山 白、荆 条、多 种 胡 枝 子、
本氏本蓝、鼠李等

野皂 荚、胡 枝 子、绣 线 菊、连 翘、
黄 栌、六 道 木、千 金 榆、荆 条、绣

线菊、连翘等等

草

本

黄背草、野燕 麦、紫 菀、大 火 草、桔 梗、
北柴胡、防 风、剪 刀 股、紫 花 地 丁、远

志、白羊草、翻白草、多花米口袋等

羊 胡 子 草、黄 背 草、唐 松 草、款

花、地榆、白 羊 草、蒿 类、白 茅、茅

苍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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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植被时要考虑各物种的生态 学 特 性 及 生 态

位，中上部立地条件好的地方，建 议 使 用 水 土 保 持 树

种＋地带性乡土树 种，形 成 乔、灌、草 复 层 群 落；在 中

上部立地条件不好，暂时不适 合 乔 木 生 长 的 地 方，先

构建地带性灌草丛植物群落，同 时 加 强 人 为 管 护，待

立地改善后再种植地带性乔木树种，使其向乔、灌、草
复层地带性群落发展。但每个 树 种 纯 林 面 积 不 应 超

过２ｈｍ２，最好先 用４个 以 上 树 种 斑 块 状 栽 植，形 成

稳定性强 的 斑 块 镶 嵌 体 结 构，增 加 景 观 与 生 物 多 样

性，避免大面积病虫害的发生。

３．２　生态经济模式

３．２．１　经济林模式　对豫北低山丘陵区下部土层较

厚的立地类型，主要栽植优良经济树种，在保护生态、
控制水土流失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每种

经济林面积不应太大，最好控制在２ｈｍ２ 以内，面积

太大，不利于病虫害的控制，也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生
态稳定性和景观多样性的发 挥。豫 北 低 山 丘 陵 区 可

种植枣、桃、苹果、石 榴、杏、板 栗 等 乡 土 经 济 树 种，同

时可配植具有较好水土保持作用和经济价值的花椒、
香椿、柿树等，发展生态经济型林果业；亦可通过人工

嫁接技术，将品质优良的大枣、桃、杏、柿树、板栗嫁接

到酸枣、野桃、山杏、君 迁 子 等 野 生 树 种 上，这 样 既 不

会扰动原有土层结构，也可使天然的次生灌木林转变

为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生态经济林。

３．２．２　农林复合经营模式　农林复合经营模式是指

同一土地上，在空间位置和时 间 顺 序 上，将 多 年 生 木

本植物与农作物、牧草复合种植而形成的土地利用系

统的集合。豫北低山丘陵区下部在进行植被恢复，控
制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农林牧应协调发展。
农林复合经营模式一般呈带 状 相 间 分 布，一 带 树 木，
一带药材、牧草、农作物，带宽３～３０ｍ，包括林农、林

药、林草、林果４种模 式。典 型 的 林 农 模 式 有 桐 粮 间

作、枣粮间作、林菌间作；林药模式有林木与药材如太

子参、半夏、白芨、细辛 等 间 作；林 草 模 式 有 林 木 与 牧

草如紫花苜蓿、红豆 草、百 脉 根、沙 打 旺 等 间 作；林 果

模式是林木与经济果木间作。农 林 复 合 经 营 模 式 可

改变因树种单一、作物单一而 过 分 消 耗 地 力 的 状 况，
是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 衡 的 有 效 措 施，是 发 展

生态农业的一项有效措施。由 于 豫 北 太 行 山 低 山 丘

陵区土地状况复杂多变，在复合经营过程中应注意各

物种的生态学特性，充分利用生态位原理进行合理的

复层经营。

３．３　封山育林模式

符合封山育林条件或难以进行人工造林的山地、
陡坡及岩石裸露地，宜采用封山育林的方法进行生态

环境的恢复和重建。封山育林方法成本低，只要严格

执行牲畜不能进入的规定，经封育可达到植被恢复的

效果。也可尝试飞播种植一些 地 带 性 树 种 后 再 进 行

封山育林，使其更快地向生态稳定的地带性顶级群落

方向发展。

３．４　公路两旁植被恢复模式

豫北太行山低山丘 陵 区 公 路 两 旁 的 植 被 恢 复 是

绿化、美化太行山的 重 要 内 容 之 一。目 前，人 们 对 高

等级的高速公路植被恢复研究不少，但对级别不高的

低山丘陵区公路研究较少，而从景观水平上进行植被

恢复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目前，豫北太行山低山丘

陵区公路绿化多采用行列式 种 植，且 绿 化 树 种 单 调，

季相、色彩变化较少。主要以乔木为主，对植被恢复、

景观效果 具 有 重 要 功 能 的 灌 木、草 本 及 藤 本 应 用 较

少。豫北太行山低山丘陵区在 植 被 恢 复 的 同 时 应 加

强景观生态建设，适当引种外 来 适 生 观 赏 树 种，增 加

景观异质性与物种多样性。因 此 对 豫 北 低 山 丘 陵 区

公路两旁植被恢复提出了水土保持树 种＋地 带 性 乡

土树种＋景观树种的乔、灌、草、藤复层植物群落植被

恢复模式，打造生态与景观并重的豫北太行山低山丘

陵区生态公路。

３．５　自然保护区模式

豫北太 行 山 现 有 景 观 植 物 达４００余 种，其 中 很

多 为 珍 稀 植 物，如 我 国 特 有 种 属 植 物 太 行 花

（Ｔａｉｈａｎｇｉ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Ｙｕ　ｔｅ　Ｌｉ）、太 行 菊（Ｏｐｉｓｔｈｏ－
ｐａｐｐｕｓ　ｔａｉ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Ｓｈｉｈ）、银杏（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红
豆杉（Ｔａｘ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国家２级保护植物有连香

树（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Ｓｉｅｂ．Ｅｔ　Ｚｕｃｃ）、山白

树（Ｓｉｎｏｗｉｌｓｏｎ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Ｈａｍｓｌ）、青 檀（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Ｍａｘｉｍ）、太行 花 等；国 家３级 保 护 植 物

有核桃楸（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Ｍａｘｉｍ）、紫 斑 牡 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ｖａｒ．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 （Ａｎｄｒ．）

Ｋｅｒｎｅｒ〕、矮 牡 丹（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ｖａｒ　ｓｐｏｎｔａ－
ｎｅａ　Ｒｅｈｄ）、猬实（Ｋｏｌｋｗｉｔｚｉａ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领春木（Ｅｕ－
ｐｔｅｌｅｎａ　ｐｌｅｉｏｓｐｅｒｍｎ）、刺 五 加（Ｒａｄｉｘ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
ｃｉｓ　Ｓｅｎｔｉｃｏｓｌ）、紫 茎 （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ｈｄ．ｅｔ
Ｗｉｌｓ）等；河 南 重 点 保 护 植 物 有 白 皮 松（Ｐｉｎｕｓ　ｂｕｎ－
ｇｅａｎａ）、青檀、金莲花（Ｔｒｏｌｌｉ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ｕｎｇｅ）、山
白树、矮牡 丹 等［１１］。因 此 在 豫 北 太 行 山 区 有 代 表 性

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

中分布区建立自然保护区，保 护 现 有 种 质 资 源，增 加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对豫北太行山区植被

恢复，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具 有 重 要

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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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防火林带模式

火灾对植物资源和 生 态 环 境 的 破 坏 是 植 被 的 主

要灾害之一。火灾不仅破坏植被，还严重威胁周边生

态系统的平衡和协调，因此，要 达 到 豫 北 太 行 山 低 山

丘陵区植被恢复的预期目的，对森林防火起重要作用

的生物防火林带构建是一项 重 要 任 务。豫 北 太 行 山

低山丘陵区的防火林带以山脊防火林带、林缘防火林

带及重点区域防火林带为主。防 火 树 种 主 要 有 小 叶

杨、胡桃、杜仲、板栗、黄连木、栓皮栎、麻栎、大果 榉、
白榆、刺槐、臭椿、五角枫、华北五角枫、栾树、君迁子、
柿树等。生物防火林带的建设 可 为 豫 北 太 行 山 低 山

丘陵区的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增加，涵养水源，保持

水土提供有力保障。

４　结 论

要想构建一个成功的植被恢复模式，必须对现存

的、已经建设的植被恢复模式进行长期跟踪调查与研

究，筛选较成功的植被恢复模 式，短 期 的 调 查 与 观 察

只能提出一些植被恢复构建 研 究 模 式。本 文 根 据 豫

北太行山低山丘陵区的生态特征及分 布 特 点 提 出 了

植被恢复的６大模式，希望对后续豫北太行山植被恢

复建设和科学研究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豫北太行山低山丘 陵 区 植 被 恢 复 是 太 行 山 植 被

恢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植被生态恢复过程中应

打破地域限制，从整个太行山植被恢复区域规划的高

度研究植被恢复。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太行山区的百姓较为贫困，其

对土地的依赖性很强。由于煤炭价格的上涨，当地居

民为取暖与炊事，对当地植被 的 破 坏 相 当 严 重，为 从

根本上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应 大 力 发 展 清 洁、环 保 替

代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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