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n 卷第 2 期
1 9 91年 4 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 lle t in o f 5 0 11 a n d W

a七e r C o n s e r v a ti o n

V o l
。

1 1N o .

2

A P r 。 ,

199 1

摘牛沟小流域林草配置模式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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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摘牛沟为例
,

论述了小流域综合治理中林草配置的主 导思想
。

在总体布局时应考

虑多种制约因子
,

根据不同树
、

草种的生态适应性
,

筛选出不同立地条件的适宜树
、

草种及

配置方式
。

并对半干早黄土丘陵区小流域综合治理中的林草配置作了初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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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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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流域综合治理中
,

林草布局合理与否
,

是其能否充分发挥应有效益的关键
,

但到 目前为

止
,

对林草合理配置
,

很少有从理论到实践系统的全面的探讨
。

笔者通过对摘牛沟小流域的综合

治理
,

作了初步探讨
。

一
、

概 况

摘牛沟位于陕北杳子河中游
,

属典型黄土丘陵沟壑区
,

植被区划为森林草原区
,

海拔 1 33 7 ~

1 50 4 m
,

年平均气温 7
.

8 ℃
,

降雨量 4 9 4
.

3 m m
。

小流域内大部分土地在志丹县张渠乡孟圾村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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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分属四儿台村和张渠村所有
,

总面积 3 k m “,

人 口 1 11 人
。

摘牛沟小流域以生物措施为主的综合治理 自1 9 8 5年开始
,

治理前农林 牧 比 例 为 2
.

4 : 2
.

6 :

5
.

0
。

通过 3 年的综合治理
,

将农林牧用地调整到 1
.

8 : 3 : 5
.

2
。

见表 1
。

3 年来共 造 林 3 07 亩
,

更新复壮改良原有林 1 50 亩
,

并对 3 00 多亩原有稀疏林作了补植 (以上造林成活率均为 85 % 以上)

建立人工草地 4 56 亩
,

合计面积 1 21 3亩
,

占小流域可利用总面积的28 %
,

占 林 草 地 总 面 积 的

6 3
.

1%
,

初步形成林草合理配置的格局
。

表 1 摘牛沟小流域治理前后各地类比较

农 地面积
年 度

牧荒地 面积

(亩)

林地面积

(亩 )

人工草地面积

(亩 )

封禁荒地面积

(亩 )

非生产川地 面积

(亩 )

1 98 4年

198 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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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前土壤侵蚀特点为主沟沟底均下切至基岩
,

溯源侵蚀基本停止
,

一级支沟沟底下切仍在

缓慢发展
,

沟头集水面积较小
,

沟头及沟岸崩塌
、

滑塌较为严重
。

在梁 赤坡及沟坡坡l可上发育的

支毛沟侵蚀活跃
,

同时还存在较严重的坡耕地面蚀和细沟侵蚀
,

及幼林地面蚀
、

细沟侵蚀
、

浅层

滑坡及荒地
、

幼林地鳞片状面蚀
。

经治理后
,

农地浅层滑坡 已基本停止
,

其它侵蚀均明显减轻
。

二
、

林草配置的指导思想与总体布局

摘牛沟小流域林草配置的指导思想是以土地合理利用为总体规划基础
,

以经济效益显著和水

土保持功能最佳为依据
。

设计中注重相对地集中连片与合理性相结合 ; 总体控制的不变性与局部

地块林草配置方式的可变性相结合; 近期效益与中
、

远期效益相结合
。

做到适地 适 树
、

适 地 适

草
、

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小流域内各林种
、

草地类型的总体布局
,

是根据每个地块离村庄远近
、

交通方便与否
、

地形

部位高低及不同林种
、

草地类型的本身特点 (如对管理措施的要求高低
、

经济效益大小等 ) 进行

规划
。

离村庄远或交通不便的地块划作放牧草地
、

封禁天然刘割草地
、

饲料林 (用作放牧 )
、

水

保林
、

用材林用地
。

离村庄近或交通方便的地块划作刘割草地
、

经济林
、

用材林
、

饲料林用地
。

根据地形部位高低划分
,

梁赤上部为放牧草地
、

刘割草地
、

薪炭林 ; 梁邵中部为刘割草地
、

经济

林
、

用材林
、

薪炭林
、

饲料林 ; 梁介下部为用材林
、

薪炭林
、

饲料林
。

在各林种
、

草地类型 占地

面积的控制计划中
,

首先应保证薪炭
、

农用木材及家畜饲料
,

其次考虑经济林
、

商品 ]f1 材林
、

放

牧草地
。

根 据以上原则
,

在摘牛沟小流域内实施了如下的总体布局
。

将五道赤梁赤坡暂时划归放牧草

地
,

沟坡划作封禁刘割草地
。

在毗邻靠近公路的房子湾梁如及大部分沟坡
_

L营造柠条饲料林 , 分

路峡睑一带梁如在公路两边
,

交通较为方便
,

在其梁赤顶建立沙打旺刘割草地及栽植沙棘营造薪

炭林
;
梁赤中部建立红豆草

、

紫花曹楷
、

沙打旺等刘 割草地
,

营造刺槐用材林
;
梁卯中下部营造

新疆杨
、

小叶杨
、

大关杨
、

杜梨等用材林 ; 梁筛下部阴湿地营造杨
、

柳速生丰产林
。

离村庄较近

的孟圾脑畔
、

后沟
、

马鞍山等地块建立红豆草
、

紫花首楷
、

沙打旺等XlJ 割草地
,

营 造 榆 树
、

杨

树
、

柳树
、

刺槐
、

椿树等用材林及刺槐
、

沙棘
、

柠条等薪炭林 , 在海堂湾
、

马鞍山的背风向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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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苹果
、

山植
、

山杏等经济林
; 在农地中间设置新疆杨

、

沙打旺
、

红豆草林草带
。

三
、

林草配置的具体方案

半干早黄土丘陵区影响植物生长的重要 因子是土壤水分和气温
,

其中土壤水分是主导因子
。

摘牛沟小流域地形复杂
,

水热微域分异较大
。

据我们 以前的土壤水分测定结果表明
,

各地类土壤

水分含量变化的规律为阴坡土壤含水量大于 阳坡
,

沟坡土壤含水量大于梁赤坡
,

梁 命顶土壤 含水

量相当于梁 命阳坡 (表
2
)

。

同坡向比较
,

坡位越低的地块土壤含水量越高
,

台地的土壤含 水 量

接近于西坡中部 (表
3
)

。

气温的分布规律为 阳坡高于阴坡
,

梁如坡高于梁赤顶及沟坡
,

沟 底 气

温最低
。

表 2 不同坡向梁饰坡
、

沟坡 Z m 土层土壤储水且比较

} 土 壤 储 水 量
: (m m )

坡 类
l

东 坡 南 坡 西 坡 北 坡

梁如坡

沟 坡

34 8

37 2

30 1

3 2 9

322
。

3 5 3
。

36 9
。

4

39 3
。

4

表 3 不同坡位 Z m 土层土坡储水皿比较

坡 位

土壤储水量 (m m )

梁如顶部 西坡上部 西坡中部

3 16
。

2 3 2 2
。

3 360
。

0

西坡下部

3 70
。

6

台 地

3 5 5
。

6

不同的树
、

草种有不同的生态适应性
。

相对比较
,

油松
、

华北落叶松
、

榆树
、

大叶胡枝子等

耐寒
,

但对土壤水分含量需求较高
;
刺槐

、

侧柏等抗寒性较差而对土壤水分要求不严 ; 山杏
、

杜

梨
、

柠条
、

沙棘等抗旱耐寒适应性最强
。

在草种中
,

红豆草
、

紫花首稽抗旱耐痔薄
,

但耐寒性较

差 ;
沙打旺

、

草木裤抗寒抗早耐疮薄
,

各种地类均适宜
。

根据不同立地类型的水热条件以及不 同树
、

草种的生态学特性
,

我们制汀了如下林草配置方

案并大部分 己在治理中实施
。

梁赤顶部沙打旺
、

草木棵
、

沙棘
、

柠条
、

山杏
; 梁命阴坡沙打旺

、

草木裤
、

无芒雀麦
、

老芒

麦
、

油松
、

华北落叶松
、

柠条
、

沙棘
;
梁赤阳坡红豆草

、

紫花首荷
、

披碱草
、

小冠花
、

侧柏
、

刺

槐
、

山杏
、

山桃
、

杜梨
; 沟坡阴坡油松

、

榆树
、

新疆杨
、

小叶杨
、

大关杨
、

华北落叶松
、

祀柳
、

椿树
、

大叶胡枝子
、

沙棘
、

柠条
; 沟坡阳坡侧柏

、

刺槐
、

椿树
、

杜梨
、

沙棘
、

柠条 ; 沟底及支毛

沟小叶杨
、

大关杨
、

新疆杨
、

榆树
;
背风 向阳湾地苹果

、

山植
、

核桃
、

梨
、

枣 ;
村庄道路小叶杨

、

大关杨
、

新疆杨
、

旱柳
、

榆树
、

梨
、

苹果
、

山碴
、

枣
、

葡萄
、

华北落叶松
、

油松
。

乔灌草结合配置的优点很多
。

第一能加速植被的 自然演替
,

使其迅速 向顶极 群 落 发 展
;
第

二能形成复层植被
,

具有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
,

能充分利用水热资源
,

从而提高生态 及 经 济 总

效益
;
第三能改 良土壤及改善近地面小气候

,

发挥林草的互益作用
;
第四能在近期利用牧草

,

中

期获得燃料
,

远期得到木材
,

使近
、

中
、

远 期收益相兼顾
。

其具体乔灌草配置方式如下
:

红豆草

(首楷 ) + 刺槐 ; 刺槐行距 15 ~ 20 m
,

形成草地防护林
,

在刺槐行 间采用水平沟条播红豆草 (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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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偕)
。

小叶杨 + 沙打旺 ; 在立地条件较好的地方采用此法
,

小叶杨行距 3 m
,

株距 Z m
,

水平

阶整地
,

在中间隔坡上种植沙打旺
。

山植 (l 11杏
、

侧柏
、

椿树 ) + 沙棘 ; 在原有的天然沙棘林 内

块状整地后栽植山植等树种
,

密度为 70 ~ 80 株/亩
。

小叶杨 (新疆杨 ) + 柠条
;
在原有柠条 林行

间整反坡梯田
,

栽植小叶杨 (新疆杨 )
,

行距 Z m
,

密度 n o株 /亩
。

柠条 + 沙打旺 ; 原有柠条林

行距为 3 ~ 4 m
,

在其行间撒播沙打旺
。

四
、

以水土保持为主要 目的的林草配置

以水土保持为主要 目的的林草配置宗旨为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现以摘牛沟小流域内的烂泥

湾及打儿子沟为例 (见附图)
。

(一) 防治沟头溯源俊蚀 将沟掌犬牙交错处全部划出
,
挖大鱼鳞坑栽植新疆杨 3 一 4 行

,

株行距为Z m x Zm
,

行间种植沙打旺
。

沟头径流汇集处修燕窝田及大鱼鳞坑
,
坑内栽植新疆杨

,

杨树行间栽植沙棘
。

(二) 防治面蚀及细沟傻蚀 农地除采用水平沟种植防止面蚀外
,
每隔 30 m 沿等高线设置林

草带
夕
林带 由 2 行新疆杨组成

,
宽约 Z m ,

林间种植沙打旺
。

划作草田轮作的农地
,

在该轮作种

草的先一年
, 即在农田套种沙打旺

、

红豆草等多年生牧草
。

幼林地行间套种红豆草
、

首蓓等优 良

牧草
,
窄带水平梯 田林地内套种低秆农作物

。

(三) 防治沟岸扩张及小股径流冲蚀 沟岸退耕 Z m ,
栽 1 ~ 2 行新疆杨或 2 ~ 3 行沙棘

,

行间套种沙打旺
。

沟坡崩塌地中下部栽植大关杨等速生树种
,
上部栽植沙棘

。

(四 ) 防治浅层滑坡 烂泥湾
、

打儿子沟坡角农地底层大多为红土
,

浅层滑坡现 象 极 为 严

重
,
有些地方每年平均滑掉 Z m 宽

。

防止浅层滑坡采用栽植 1 ~ 3 行早柳
,

插杆规格为10 ~ 15 c m

粗长约 1
.

5一 Z m ,
株行距为 2 m X Z m

,

行间种植沙打旺
、

红豆草
。

(五 ) 防治沟底下切 在黄绵土沟底较平缓处采用高插柳栅状造林
,

栅间距 15 ~ 20 m
,

每栅

由 3 ~ 4 行旱柳组成
,

株行距为 1 m x o
.

sm
,

并沿沟底 中心栽植 1 行柳树
,

两边栽 植 1 行 新疆

杨
。

五
、

讨 论

封禁夭然草刘创苹地

在小流域综合治理中
,

认为林草

系多年生
、

不耕翻
,

投入少
、

管理粗
,

可种植在远
、

陡
、

差地的看法显然是

片面的
。

同时
,

林草配置合理与否也

不仅仅与不 同林
、

草种的生态适宜性

相关
,

而且还与社会
、

经济
、

地形
、

交通
、

水土保持等因子相关联
,

受多

重制约
,

需加以综合考虑
。

因此
,

在

总结治理经验的基础上
,

应用系统工

程的原理
,

对林草的配置作定量化
、

模型化的分析
,

使其建立在更加科学

的基础之上
。

护
坡
林

林
草

间
作

笼
沟头防护林沟地防冲林沟坝地苗圈速生丰产林沟边防护林刘创草地

附图 烂泥湾 (横断面 ) 林草配置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