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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荷兰Ｇｒｏａｓｉｓ（水盒子）在民勤荒漠区保水节水造林的初步应用，为荒漠区困难立地条

件下进行大规模的节水造林和农业推广提供参考数据。［方法］选择了１１种荒漠植物造林树种，在民勤沙

区的退耕地、丘间地、引种圃３种类型的田间进行试验，测定成活率、土壤水分等。［结果］（１）１１种抗风沙

树种在退耕地的土壤含水率的高低顺序为：沙 拐 枣＞花 棒＞毛 条＞柽 柳＞沙 地 云 杉＞樟 子 松＞胡 杨＞蒙

古扁桃＞沙棘＞榆树＞沙枣。（２）各种抗风沙树种在典型的３种土壤类型中，利用水盒子栽培的土壤含水

率明显高于普通栽培的土壤，要高出２～５倍。（３）不同抗风沙树种和蔬菜利用水盒子在３种典型土壤类型

中成活率比对照不同程度提高２５％～７０％左右。［结论］利用水盒子可以有效地提高抗风沙树种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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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ｒｏａｓｉｓ（以下简称水盒子）保水节水技术是一种

由抗老化环保型高聚合物材料制成的集储水、自然水

收集与毛细渗灌供水系统及附属物一起应用于困难

立地条件下保水节水造林器及其技术。在盒子里生

长的植物，毛细根不会被破坏、侵蚀，土壤也不被吹走。
一旦种子发芽，并且根足够深，它就能生存并 存 活 下

去。该技术就是利用Ｇｒｏａｓｉｓ保水节水造林器造林后，
将其储存的水通过毛细渗灌系统给已播种的种子或幼

苗根系直接供给半年至一年的水份，促进幼苗根系扎

根土壤深处，确保在困难立地条件下成活，实现自然生

长。本文拟在民勤县３种典型土壤类型中，利用水盒

子节水造林，为荒漠区的农林发展提供新思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民勤县治沙站植物园不同立地沙区，
地理位置３８°５９′５４″Ｎ，１０２°３６′５５″Ｅ。立 地 条 件 为 砂

砾质、石质平地。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极干旱气候，具

有明显的沙漠气候特征，风大沙多，降水稀少，气候干

燥，光照充足，太阳辐射强烈，热量丰富，年平均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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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２　８３２．１ｈ；年均平均气温７．４℃，７月最热，平

均气温２２．４℃，１月最冷，平均气温－１０．３℃，大于

１０℃的积温３　２４８．８℃，无 霜 期１７８ｄ；空 气 相 对 湿

度年平均４７％；年平 均 降 水 量１１０ｍｍ，且 大 多 集 中

在７，８，９月，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７３％；年 平 均 蒸 发 量

２　６４４ｍｍ；年 平 均 风 速 ２．３ ｍ／ｓ，最 大 风 速 可 达

１６ｍ／ｓ，全年扬沙天５９ｄ，其中沙尘暴２７ｄ。境内自

然植被类型和人工植被类型并存，原生植被主要以旱

生、盐生的沙生灌木、半灌木和多年生草本为主。

１．２　研究材料

水盒子是一种由抗老化环保型高聚合物材料制

成的集储水、自然水收集与毛细渗灌供水系统及附属

物。该技术具有不受水源、电力、地域等限制，机动性

强，操作简便易行和管理成本低的特点；可连续使用

１０～１５ａ；利用Ｇｒｏａｓｉｓ保水节水造林器造林，其融储

水、集水、保水与节水于一体，可改善造林苗木周围的

微环境，确保水分微量下渗，供给主根生长。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月引进Ｇｒｏａｓｉｓ保 水 节 水 造 林 技 术 及 其 保

水节水造林器，在民勤沙区试验地进行１１个造林树

种苗木的选择与准备；分别栽种在退耕地（１１种抗风

沙树种）、丘间地（５种抗风沙树种）、引种圃（２种抗风

沙树种和３种 蔬 菜 苗 子）３种 类 型 的 田 间 进 行 试 验，
分别设置对照。因为这３种土壤是民勤较为典型的

土地类型。４月，在试验地开始正常的田间管理与观

测；每月中旬进行苗木生长状况与土壤水分测定，调

查成活率与保存率，分析节水效率。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和Ｅｘｃｅｌ软 件 进 行 分 析 比

较不同沙地对水盒子植物生长、成活率以及土壤含水

量的差异［１－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土壤类型上各种抗风沙树种的土壤含水率

土壤含水率的变化受降雨、蒸发、气温以及植物

生长等因素的综合影响［５－７］。由图１可以看出，１１种

抗风沙树种在退耕地的土壤含水率的高低顺序为：沙

拐枣（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花棒（Ｈｅｄｙｓａｒｕｍ
ｓｃｏｐａｒｉｕｍ）＞毛 条（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柽 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沙地云杉（Ｐｉｃｅ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樟 子 松（Ｐｉｎ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胡 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
ｒａｔｉｃａ）＞蒙 古 扁 桃（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沙 棘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榆树（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沙枣（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其中沙拐枣和花棒

土壤含水率明显高于其他抗风沙树种的土壤含水率．
可能是不同的植物种类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程度

不同．进而造成土壤含水率的差异，所以前几种抗风

沙树种的土壤保水能力要强于后面的几种，比较适合

在荒漠区栽 培 种 植。但 是 在 不 同 土 壤 深 度 上，１１种

抗风沙树种的土壤含水率差异性不大。

图１　不同抗风沙树种在退耕地上的土壤含水率

由图２ａ可知，在退耕地上各种抗风 沙 树 种 用 水

盒子时土壤含水率与对照比较，利用水盒子时抗风沙

树种的土壤 含 水 率 明 显 高 于 对 照，最 明 显 的 是 沙 拐

枣，利用水盒子的土壤含水率是对照的５倍，柽柳和

胡杨等是对照的２倍左右，其他几种抗风沙树种的土

壤含水率都比对照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此可以看出

利用水盒子可以有效提高抗风沙树种对水资源的利

用，解决荒漠条件下造林成活率低、用水效率低的技

术问题。在丘间地图２ｂ各种抗风沙树种利用水盒子

的土壤含水率明显高于对照，是对照的２～３倍，所以

在丘间地利用水盒子也可以有效的提高抗风沙树种

的土壤含水率。

图２　退耕地、丘间地和引种苗圃上不同植物利用水盒子时的土壤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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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引种 圃 图２ｃ利 用 水 盒 子 栽 培 抗 风 沙 树 种 和

蔬菜，土壤含水率明显 高 于 普 通 栽 培，胡 杨 利 用 水 盒

子的土壤 含 水 率 最 高，其 次 是 栽 培 辣 椒 和 柽 柳 的 土

壤，栽培茄子和对照的土壤含 水 率 相 差 不 是 很 明 显，
而栽培西红柿的基本没什么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利用

水盒子可以有效的提高抗风沙树种和 蔬 菜 的 土 壤 含

水率，为发展荒漠区的新型林业和农业提供新技术新

思路。

２．２　在不同的土壤类型上各种抗风沙树种利用水盒

子时的成活率

从图３ａ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同抗风沙树种利用水

盒子在退耕地成活率的变化 情 况。不 同 的 抗 风 沙 树

种利用水盒子其成活率比对照明显提高，榆树的成活

率比对照高出７０％，沙拐枣成活率提高了５０％，而沙

棘和沙地云杉提高了将近６０％，沙枣提高了２０％，毛

条和柽 柳 成 活 率 成 活 率 提 高 了１０％～２０％，蒙 古 扁

桃、胡杨和花棒利用水盒子和 对 照 全 部 死 亡，这 个 跟

栽种的苗木季节有关，但是总体来说利用水盒子会明

显提高荒漠区抗风沙树种的成活率，有效解决在荒漠

区困难立地条件下的造林问题。
不同抗风沙树种利 用 水 盒 子 在 丘 间 地 的 成 活 率

的情况如图３ｂ，沙拐 枣、霸 王 成 活 率 提 高 了６０％，毛

条提高了２５％，柽柳也提高了１０％。在引种圃不 同

的抗风沙树种和蔬菜利用水盒子其成 活 率 比 对 照 也

明显提高图３ｃ，蔬菜都提高了４０％～６０％，抗风沙树

种柽 柳 提 高 了４０％，胡 杨 的 利 用 水 盒 子 和 对 比 都 成

活率都是零，这可能是栽种的苗木等会客观因素的原

因，综上所述，利用水盒子可以 明 显 提 高 荒 漠 区 抗 风

沙树种和蔬菜种植的成活率，对在荒漠区实现更有效

的造林和发展农业具有一定的意义。

图３　退耕地、丘间地和引种苗圃上不同植物利用水盒子时抗风沙树种的成活率

３　结 论

（１）１１种抗风沙树种在退耕地的土壤含水率的

高低顺序为：沙拐枣＞花棒＞毛条＞柽柳＞沙地云杉

＞樟子松＞胡杨＞蒙古扁桃＞沙棘＞榆树＞沙枣。
（２）在退耕 地、丘 间 地、引 种 圃３种 典 型 的 土 壤

类型中，利用水盒子的各种抗风沙树种和蔬菜的土壤

含水率明显高于普通栽培的，所以利用水盒子可以有

效的提高抗风沙树种和蔬菜对水资源的利用，在荒漠

条件下除 了 可 以 节 水 造 林，还 可 以 利 用 水 盒 子 种 蔬

菜，为发展荒漠区的农业提供新技术、新思路。
（３）在民勤荒漠区３种典型土壤类型中，利用水

盒子 抗 风 沙 树 种 和 蔬 菜 的 成 活 率 提 高 了４０％～
７０％，由此可见在荒漠区困难立地条件下利用水盒子

可以有效提高抗风沙树种和蔬菜的成活率，为实现大

规模造林和新型农业的推广提供一定的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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