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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地区

提高
“

三料
”

灌木林生产力的技术措施
,

吴钦孝 关秀琦 刘向东 郭忠升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位于黄土高原西部水土流失严重的宁南山区
,

地势高亢
,

气候干燥
、

寒冷
,

自然灾害频繁
,

农业生产低而不稳
,

广大人民处于
“ 三料

”
俱缺的困境

。

长期以来
,

为了改变该区自然面貌
,

开

展了群众性的植树造林
,

但由于违背自然规律
,

片面强调乔木生产
,

忽视灌木建设
,

收效不大
。

据 1 9 8 0年宁夏固原县农业自然资源调查
,

解放后 30 多年
,

全县 (含今彭阳县 )累计造林总面积 7
.

54

万公顷
,

保存 1
.

43 万公顷
,

保存率 19
.

0%
,

其中灌木仅 31 2
.

5公顷
,

占保存面积的 2
.

1%
。

在综合

考察中
,

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

明确提出了
“
草灌先行

” 的方针
,

灌木林的生产才有了迅速的

发展
。

据统计
,

自1 9 8 2年至 1 9 8 5年 4 年中
,

该县 (不含彭阳县 ) 仅乡
、

村和个人就营造各种灌木

林总面积 1
.

5万公顷
,

相当于综合考察前的48 倍
,

其中 6 00 公顷以上的有 3 片
。

但是
,

这些灌木林

目前普遍生产力不高
,

那些种植时间较长
、

生长较好的林分一般产量也只有 7幼一 i ,
5 00 公 斤 /公

顷
。

为了尽快提高林分的生产力
,

以便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

本文根据 1 9 8 3一 19 8 5年的

试验初步结果
,

提出一些技术措施和意见
。

一
、

试验区自然概况

试验 区设置在固原县河川乡黄河村花麻咀
,

地貌属黄土丘陵
,

海拔 1 ,

60 0一 1 ,

80 0米
,

土壤主

要为湘黄土
,

山麓平台处为淡黑坊土
,

坡度 20
。

一 30
“ 。

植被为草原化森林草原
,

主要植物 种有

长芒草
、

艾篙
、

百里香
、

其草等
。

据历年气象资料
,

年平均气温 7
.

0℃ ,

) 10 ℃活动积温 2 ,

5 00 ℃ ,

早霜 9 月下旬
,

晚霜 5 月上旬
,

无霜期 140 天 ;
年平均降水量 4 70 毫米

,

但分配不 匀
,

多 集 中在

7 一 9 三个月
,

约 占年降水量的60 %
。

全地区的主要 自然灾害为干早
、

霜冻和冰雹
,

常给植物生

长造成严重危害
。

二
、

提高灌木林生产力的技术措施

1
、

选引优良灌木种
。

选择适于不同地区造林的乡土树种
,

确定高产的植物品种
,

以及 引 入

生态和经济效益高的优 良灌木种
,

是提高林分生产力的基础
。

据此
,

我们采取选择和引种相结合

的办法
,

先后在试验 区内播种和栽植了柠条
、

二色胡枝子
、

刺槐
、

山桃
、

毛条
、

沙棘
、

山杏
、

紫

穗槐
、

连翘
、

火炬树
、

怪柳
、

扁核木等 10 余个优良灌木种
。

从 目前生长情况看
,

以刺槐
、

二色胡

枝子和沙棘表现最好
, 2 年生平均每公顷产量达到 3 , 7 35

、

2 ,

69 3和 2 , 6 85 公斤 , 柠条虽适应性强
,

但产量较低
,

每公顷仅 3 15 公斤
,

分别相当于前三者的 8
.

4%
、

1 1
.

7%和 1 1
.

7%
。



衰 1不阅滋木种生长和产 , 比较

株 行 距

(米 x 米 ) 造林方式
平均株高

(厘米 )

平均地径

(毫米 )

产 量

(公斤 /公顷 )

千干干播播截截截直直刺 槐

二色胡枝子

沙 J棘

柠 条

毛 条

1 X l

1义 1

1 K l

0
。
5 X Z

0
一
5 X Z

1? 9
。
7

1 1 1
。
1

8 3
。
8

3 8
。

7

3 6
。
6

1 5
。
3

9
。

4

1 0
。

3

4
。

1

3
。

2

3
,
7 3 5

。
0

2
,
6 9 2

。
5

2
,
6 8 5

。

0

3 1 5
。
0

试验证明
,

各树种生长和产量不同
,

还与造林方式有一定关系
。

诚然
,

直播刺槐
、

二色胡枝

子和沙棘等在当地条件下初期生长亦很缓慢
,

甚至可能不及柠条
,

如 2 年生直播二色 胡 枝 子 高

24
.

3厘米
,

地径 3
.

4 毫米
,

但柠条和毛条
,

即使采取植苗
,

也达不到前者的生产力
,

何况这里还

有一个常用的适宜造林方法问题
。

2
、

适当增加造林密度
。

适宜的造林密度对灌木林的产量有较大的影响
。

密度太小 ( 这是当前

生产中常常可以见到的 )
,

不仅土地利用率不高
,

而且由于长期不能郁闭
,

不利于水土保持
,

单

位面积产量也低
,

特别是对于一些初期生长缓慢的树种 (如柠条 )尤其如此
。

据观测
,

当株距在 0
.

5

米时
, 3年生前

,

其生长与株距 1
.

0米以上的植株无明显差异 , 3 年后开始分化
, 4 一 5 年生时

,

前者平均单株产量较后者低 2 8
.

6%
,

但总产仍比稀植为高
,

且这时柠条亦该平茬复壮
。

刺槐和二

色胡枝子虽生长较快
,

幼时亦以适当密植产量为高
, 2 年生不 同密度林分的生长和产量如下

:

裹 2 刺挽
、

二色胡技子不同密度林分生长和产 , 比较

平均株高

(厘米 )

平均地径

(毫米 )

1 2 9
。

7

1 2 9
。
0

1 5
。
3

1 4
。

5

二色胡枝子

1 0 1
。
0

1 1 1
。

1

9
。

7

9
。
4

平均冠幅

(厘米 x 厘米 )

1 0 1
。
8 又 9 8

。
4

1 0 2
。

0 又 9 6
。
8

6 4
。
3 又 5 2

。
l

8 7
。

3 又 8 0
。
9

产 量

(公斤 /公顷 )

3
,
7 3 5

。
0

2
,
2 2 0

。

0

种一匕年一槐

3
,
2 6 2

。
5

2
,
6 9 2

。
5

距的一.5一丘米一1.1一11行x一xxlxx长米一11一.51株臼一一叭

由表可见
,

在上述密度条件下
,

密植稀植相比
,

生长无显著差别
,

产量刺槐高6 8
.

2%
,

二色

胡枝子高 2 1
.

2%
。

在坡地修建反坡梯 田或水平阶时
,

行距常受地形限制
,

这时在梯田上种植双行灌木
,

也能起

到增加产量的作用
。

如花麻咀 3年生柠条
,

单行种植平均每公顷产 4 2 7
.

5 公斤
,

加种一行二色胡

枝子 (直播 )
,

平均每公顷产 6 01 公斤 (其中柠条 4 17 公斤
,

二色胡枝子 18 4 公斤 )
,

提高产量

4 0
。

5%
。

3
、

严格整地质皿
。

整地方式和质量的好坏
,

对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促进幼苗生长具有重 要 的

作用
。

根据 3 年实践
,

该地区采用反坡梯 田或水平阶营造的林分
,

其生长一般均比鱼鳞坑好
。

以

3 年生柠条为例
,

前者平均高 6 4
.

0厘米
,

地径 7
.

。毫米
,

单株生物量 5 8
.

5克 , 后者平均 高 3 4
.

6 厘

米
,

地径 3
.

5毫米
,

单株生物量 3 7
.

5克
,

差异是很明显的
。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反坡梯田或水平阶
,



土壤深翻疏松
,

蓄水保墒好 , 而鱼鳞坑则常被山洪夹带的泥沙淤平
,

使种子深埋
,

土壤板结
,

影

响出苗和生长
。

因此
,

凡地形条件许可
,

应大力提倡修建反坡梯田
,

即使条件有限
,

也要保证鱼

鳞坑的规格和质量
。

4
、

实行草灌混交
。

实行以灌为主
,

草灌混交
,

以短养长
,

长短结合
,

可以克服因林木 生 长

周期长而见效慢的不足
,

充分发挥土地生产潜力
,

满足群众对
“ 三料

” 的近期需要
。

目前
,

已布设的主要配置类型有
:

柠条 + 草木择
、

二色胡枝子 + 沙打旺
、

二色胡枝子 + 红豆

草
、

二色胡枝子 + 草木梅
、

刺槐 + 沙打旺
、

刺槐 十 红豆草
、

刺槐 十 草木择等
。

各配置馨型中尚有

不同密度处理
。

据调查测定
,

株行距为 1 X Z米的柠条林内播种草木择后
,

第一年因 出 苗 时 间

晚
,

每公顷产草 1 80 公斤 , 第二年每公顷产草 3 ,

12 0公斤
,

柠条生长与对照相比未受影响
。

二色胡

枝子和刺槐与沙打旺
、

红豆草
、

草木挥等 3 种牧草混交试验表明
,

一年生灌木产量每公顷分别为

35 2
。

5公斤和 4 2 7
.

5公斤
,

牧草产量每公顷为 8 7 7
.

5公斤
, 9 9 7

.

5公斤和 75 0公斤
。

根据树草种 的 生

长特性
,

第二年产量还要成倍翻番
,

但其中除草木裤为二年生外
,

其 余 二 种牧草 为多年生
,

它

们大量吸收土壤水分和营养物 质
,

将会对与其混交的灌木生长和存活 带来什 么 影 响
,

尚 待查

胡
。

5
、

适时平茬复壮
。

适时平茬
,

是经营灌木林的一项重要技术
。

当地一些群众
,

由于不 了 解

灌木的这种生物学特性
,

对此存有疑虑
,

结果耽误了利用
,

浪费了地力
。

平茬之所 以能 复壮 增

产
,

主要在它可 以促进萌孽
。

据调查
,

没有平茬的二色胡枝子林
,

平均每个植株仅有 2
.

2个 分 枝

和 2
.

2个不定芽 , 而平过茬的林分
,

每个植株有 6
.

0个分枝
,

各枝根颈处有 16 个不定芽
。

平茬的周

期是根据最大效益确定的
,

不同的灌木种
,

经营目的不同
,

平茬的周期不同
。

对于
“ 三料

”
林来

说
,

应以获得最大的生物量作为确定平茬周期的主要依据
。

如生长缓慢的柠条
,

一般 3一 5 年平

茬一次 ; 对于根孽繁殖的二色胡枝子
,

1年平茬一次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见表 3 )
。

衰 3 平茬对二色胡枝子生长和产且的影晌

造林时间 平茬时间 一年
株行距

(平方厘米 )

株 高

(厘米 )

地 径

(毫米 )

冠 幅

(平方厘米 )

产 量

(公斤 /公顷 )

剔恻一口门引
1 9 8 3年 1 1月

1 9 8 3年 1 1月

1 9 8 3年 1 1月

1 9 8 4年 1 1月

1 9 8 4年 4 月

未平茬

2 5 X 1 00 8 8
。
1 5 6

。
9 x 4 0

。
6 5

,

0 0 2
。
5

3 0 X 1 0 0 1 0 2
。

9 7 3
。
8 x 4 4

。

7 5
,
4 67

, 尸

5 0 X 1 0 0 10 1
。
0 6 4

。
3 x 5 2

。
3

,
2 6艺

。

由表可见
,

平茬加密植
,

使二色胡枝子的年产量比对照高 2
.

1一 2
.

4倍
,

达到最大年每公顷产

量 5
, 4 6 7

.

5公斤的水平
。

6
、

增施化肥
。

如 同作物一样
,

施肥能够提高产量
。

在林业生产中
,

目前国外施肥应用 已较

广泛
,

国内因经营集约度不高
,

使用尚不普遍
。

作为一项技术措施
,

我们开展这项试验
,

目的在

于了解它对不同灌木种产生的效应大小和施肥技术
。

据对 2 年生柠条和二色胡枝子进行的尿素追肥试验表明 (见表 4 )
: ( 1 ) 在当地土壤条件

下
,

追肥后树种的生长均比对照为快 ; ( 2 ) 树种不同
,

起源不同
,

追施尿素的效应也不相同
,

特别是地径的表现更为明显
,

二色胡枝子的增长率相当于柠条的 8
.

3倍
。

对 1 年生刺槐和二色胡枝子进行的深施磷酸二按基肥
,

因受植株本身质量和遗传 特 性 的 影

响
,

目前效果尚不明显
。



除上述主要技术措施外
,

为保护和促进林木生长
,

提高林分生产力
,

作为经营活动
,

应加强

抚育管护
,

防治酚鼠危害
。

同时
,

对该地区构成严重威胁的冰雹频繁袭击
,

除开展耐雹树种的选

择外
,

建议地方政府采取措施进行预防
。

表 4 尿交追肥对种条和二色胡枝子生长的形晌

柠 条 (直播 ) 二色胡枝子 (截千 )

处 理

滋添
一

…
1 2

.

1 { 6 0
.

5

9
·
8 { 4 3

·
4

一

￡::
·

…

平均地径 平 均 高

增长率
(% )

增长量
(厘米 )

增长率
( % )

尿素追肥

对 照

差 值

增 长 率

增长量
(毫米 )

1
。
1

1
。

0

0
.

1

1 0
.

0 %

36 7
。

3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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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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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易于入渗
,

因此上述现象每一变化阶段所需时间较短
,

当时未引起足够重视
。

由于黄土较 日

本关东庐姆土难于入渗
,

故所需时间较长
,

因而上述现象在黄土实验中较为明显
。

如何从物理意义上解释上述变化规律
,

亦即如何用测点周围水分场的分布变化来解释上述现

象
,

是一个巫待解决的课题
。

由于此次实验未测定土中含水量的变化
,

还难于解释此现象
。

7
、

当降雨强度超过 1 00 毫米 / 小时
,

容易引起坡面地表沟蚀
,

尤其是所使用的这种侧 喷 式

喷头
,

更容易造成沟蚀
。

沟蚀发生后
,

雨水则很快入渗到土层深部
。

四
、

结 论

根据以上分析
,

可得出如下结论
:

1
、

土层中各深度层
,

尽管起始含水量不同
,

但当各处的水分分布达到平衡状态时
,

各处的

含水量变得一致
。

2
、

水分分布平衡点在雨水入渗过程中
,

基本上 以等速从土壤表层 向深处移动
。

3
、

所得出的求土层中某一点达到水分分布平衡状态所需时间的两种方法是可行的
,

但还得

进一步验证
。

4
、

土层中的某一点在雨水入渗过程中
,

该点周 围水分场的变化过
l

程大致为
:

水分急剧增加阶段一” 水分缓慢增加阶段一` 水分急剧增加阶段一一达到平衡
,

不再增加
。

这次实验由于是首次利用四 电极法对黄土雨水入渗进行研究
,

因而实验中存在的一些现象是
没有料到的

,

例如雨水分段集聚的现象
。

式 ( 1 ) 和式 ( 2 ) 中各个系数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系

数的因素是哪些
,

其关系如何等
,

都需要今后通过大量实验进一步搞清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