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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陕蒙接壤区林业发展方略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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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晋陕蒙接壤区既是生态环境脆弱带
,

又是煤炭资源富集区
。

煤炭资源开发与环境脆弱

性之间矛盾
3

已引起社会各界和我国政府极大关注和重视
3

本文在分析了这一地区的自然
、

生

态
、

环境等特征后指出
3

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势在必行
,

而 发展林业
3

建造植被是环

境整治的根本措施
。

并把全区林业发展划分 为
3

北部西北部护林体系
,

中部防风 固沙水土保持

林体系和南部水土保持林体系
。

提出更新改造现有低产林
、

适当发展商品型经济林设想
。

关链词 晋陕蒙接壤区 林业发展战略 生态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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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章得到神木试 区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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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陕蒙接壤区林业发展方略初探

晋陕蒙接壤区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特殊区域
。

一方面煤炭资源藏量丰富
,

有东胜
、

神府
3

准

格尔
,

河东等煤田
3

储量达 8 Θ Ρ Ρ 亿 7
。

另一方面
,

生态环境非常脆弱
,

水蚀和风蚀交错侵害是ΨΑ
Ξ

地 区生态环境的
一

个 显著特征
。

近年来
3

煤炭资源的大量开发
,

带动了本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
,

同

时带来的环境效应也十分严重 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和重视
。

本文根据晋陕蒙接壤区的生

态特点和 自然条件
,

对该地区发展林业
、

建造植被的方向略谈一些看法
。

 晋陕蒙接壤区的自然概况和生态特点

晋陕蒙接壤区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
、

库布齐沙漠的交错地带
。

它包括山西省的河曲
、

保德
、

偏关
、

兴县
,

陕西省的榆林
、

神木
、

府谷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伊金霍洛
、

东胜
、

准格尔和达拉特
。

共计 Ε 个县 6市旗 9
。

总土地面积 ∀
3

∴∴ 万 ΖΔ
, 。

全区海拔  Ρ ΡΡ 一  ∀ ΡΡ Δ
3

其主要地貌为黄土丘

陵
、

高平原和沙地
。

根据资料
3

黄土丘陵和高平原
、

平地占总土面积的 Θ8 ]
3

沙地占 8 Τ]
,

土石山

地占 8 ]
,

水面 ]
。

根据立地类型
3

全区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

即南部黄土丘陵区
,

这一区域为

主农业区
,

由于地形破碎而不规整
,

且植被稀少
,

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Ω
中部黄土与沙地交错 区

,

地

形破碎但较平缓
,

片沙的 出现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特征
Ω北部风沙区

,

地形开阔
,

夭然草场面积较

大
,

山间广布干沟和谷地
。

该区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
。

年降水量 ΡΡ 一 ΤΡ 2 Δ Δ
,

由东南至西北依次

减少
,

最大蒸发量  ∴ΡΡ 一 8 Τ Ρ )Δ Δ
3

年均气温 Τ
3

Τ一 ∴
3

∴ ∋
,

9  Ρ ∋ 的活动积温 8 Θ ΡΡ 一 ∀ ΡΡ ∋
,

无霜期  ⊥Ρ 一  ∴Ρ 夭
,

大风 日数年均 ⊥一 Ρ 天
,

最大风速可达 8Ρ Δ Ο Β 以上
。

该 区生态特点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7

一是气候恶化
,

干旱
、

暴雨
、

大风频繁发生
。

据陕西

省榆林地 区气象资料统计  !Τ  一  ! Θ 8 年 88 年中
,

干旱持续  ΡΡ 天以上的有 ! 年
3

持续 ⊥Ρ 天以

上有  Τ 年
,

持续 Ρ 天以上的有 8 年
。

二是植被稀少
,

晋陕蒙接壤 区除部分区域有天然次生林

外
,

大多数为人工林
,

森林覆盖率不到 Τ ]
,

而且
,

人工林长势不 良
3

,

防护效益较差
。

三是土壤侵蚀

严重
,

由于本 区位于黄土 Α 陵与沙地的交接地带
,

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

风蚀与水蚀共同

存在
,

侵蚀模数达 8Ρ 2 ΡΡ
<
ΟΖ Δ

7
3

> 以上
,

其中风蚀模数可达 Θ Τ ΡΡ 一  Τ 2 2 2 <
ΟΖ Δ _

3

> 。

严重的风蚀
3

使现有土地不断沙化
。

全区现有沙化土地面积 8
3

Θ⊥ 万 Ζ Δ
7 ,

占总土地面积的 ΤΘ ]
。

其中
3

重度沙

化面积 占沙化面积约 Ο
3

中度沙化面积占 Ο∀
。

此外
3

尚有潜在沙化面积  
3

Τ 万 Ζ Δ
_ ,

沙化面积

潜在沙化面积 已占到总土地面积 ∴Θ ]
。

近年来
,

区内煤炭资源的大量开发
,

一方面给本区经济振兴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

另一方面
3

由

于开矿
、

城镇建设及人口的念
3

剧增加
3

又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
。

突出危现在
7
6 9 地面塌陷和水资

源破坏
3

68 9河道堵塞
、

滑坡泥石流急剧增加
3

69 林草植被直接或间接破坏严重
。

由于某些不合理

的宇,会经济活动造成的不 良后果在开发第一
、

二期工程已表现出来
3

加之本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和

自我恢复能力较差
3

已直接影响到煤炭资源的开发和能源基地建设
。

因而
,

晋陕蒙接壤区的环境

整治势在必行
。

8 发展林业
、

建造植被是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整治的根本措施

面对晋陕蒙接壤 区特殊的生态环境
,

如何开发建设这块土地
,

已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极

为关注的问题
。

因为环境间题的发展既是渐进的
,

又是隐蔽和积 累的
3

环境危机是一种发展危机
。

如果对 目前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没有清醒的认识一旦环境支持系统彻底崩溃
3

再加治

理
3

就为时晚矣
。

因此
3

必须把合理使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包括在区域发展目标之内
,

要从追求

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传统 战略转向以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生存战略
。

笔者认为
3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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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陕蒙接壤区的环境整治
,

根本出路还在于发展林业
,

在于建造植被
,

依靠植被治理沙化
,

依靠植

被防止水土流失
,

依靠植被创造出有利于人类活动的绿色生态系统
。

关于植被的保持水土功能 已

由大量的野外径流小 区
,

集水区试验和人工降雨模拟试验所证实
。

但防止土地沙化
,

除加强建造

植被外
,

需要大量的林业建设投入
。

根据土地沙化风蚀速度公式
Γ 一 [ 6Γ 一 Γ< 9

’

Ο=
,

式中
7 Γ 7

风蚀

速度
,

Ζ
7

一定条件下常数
, “ 、

Γ<
7

分别为近地表风速
、

临界风速
, = 7

地表土壤湿度
。

因此
,

要减少和

防止风蚀
,

就必须 6 9 使地表免受风的直接作用
,

689 降低近地表风速 69 提高临界风速
, 3

6∀ 9增加

土壤湿度
。

许多研究已证实
,

以高大乔木为主的防护林体系具备这些功能
。

为此
,

发展林业在指

导想思上要克服过去单纯追求防护效益的片面性
,

把森林的生态效益 以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融为一体
,

发挥多功能作用
。

同时
,

应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实行带网片
、

乔灌草结合
,

多林种
、

多树

种结合
,

发展生态经济型林业
。

实践证明
7

晋陕蒙接壤 区发展生态经济型林业是符合这一地区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
。

如位

于晋陕蒙接壤 区南缘的陕西省榆林地区
,

 ! ∀ ! 年前还是
“

一片黄沙草不生
”

的荒凉景象
,

森林覆

孟率只有 ]
。

解放后
,

特别是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建设以后
,

榆林人民坚持治沙造林种草
,

现已建

成百万亩的网片带
、

乔灌草结合的大型防护林带 条
。

Ρ 多万亩农田得到林网保护
,

目前沙区林

木蓄积量 已达  ΘΘ 万 Δ
, 。

每年林副产品收入  ΤΡ Ρ 万元
。

由于林草植被的增加
,

生态环境也有了

明显的改善
。

昔 日
“

遍地黄沙
”

成为今日
“

塞上绿洲
” 。

晋陕蒙接壤区发展林业之战略
3

 战略设想

坚持以生态经济学现实指导林业建设
,

在宏观上
,

协调生态经济系统结构
。

建立宏观的生态

经济动态平衡
。

在微观上
,

做到多层次物质循环和综 合利用
,

提高能量转换与物质循环效率
,

建立

微观的生态经济平衡
。

最终达到既能为在社会提供数量大
、

品种多
、

质量高的林副产品
,

又能起到

改善生态环境
,

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

为此
,

必须明确以下二者关系
7
69 开发与治理

的关系
。

开发为治理提供经济基础
,

而治理 为开发创造良好生产环境
,

二者相辅相成
。

只能二者

结合起来
,

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整治互为反馈而相得益彰
。

689 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关系
。

林

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生态工程
,

周期长
,

见效慢
。

因此
,

必须有短期效益作为支撑
,

而短期效益主

要来自农牧业
。

发展林业就必须树立以林为主
,

多种经营
。

实行林粮
、

林果
、

林草间作
,

以经营促

建设
。

3

8 发展林业的技术措施

根据晋陕蒙接壤区的 自然条件和生态特点可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
,

即北部风沙区中部风蚀

水蚀交错区和南部水土流失区
。

接照不同立地类型
,

根据其生态位
、

生物种群共生和物质循环再

生的原理
,

选择和建造不同树种和林种
。

在中部水土流失区建立林农复合系统和林草复合系统
。

以耕代抚
,

以短养长
Ω
在陡坡地

,

实行乔灌草结合
,

按照
“

稀乔密灌甸旬草
”

的原则使之逐渐形成三

层结构
。

但乔木树种应选择一些耐干旱
、

抗风蚀的树种
,

如撑子松
、

油松等灌木以沙棘
、

柠条
、

沙

柳
、

花棒等为主
。

使其从北到南形成多功能防护林体系
。

北部一西北部护牧林体系
。

在晋陕蒙接壤区
7

才7 区域地势较高
、

地形破碎
。

土被以披沙石土

为主
3

土层较薄
。

按土地利用方式
,

主要以放牧为主
,

农 田较少
。

是鄂尔多斯高原农牧交错区
。

因

此
,

发展林业应以护牧林为主
,

同时营造水土保持林
。

象东胜
、

准格尔等盆地的农业区也可发展林

网农业
。

护牧林
、

水土保持林要以灌木为主
,

可供选择的树种有沙棘
、

柠条
、

怪柳
、

花棒等
。

农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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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陕蒙接壤区林业发展方略 初探

网树种选择以窄冠型高大乔木为主
。

如箭杨
、

小叶杨等
。

需要指出的是
,

沙棘是这一地区乡土树

种
,

其医用的主要功效和发展前景愈来愈被 人们所认识
。 “

披砂岩沙棘造林
”

的成功经验
,

为这一

地区大规模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板
。

应充分发挥沙棘在建立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中的作

用
。

中部防风固沙
、

水土保持林体系
。

这一类型区既广布固定和半固定沙丘
,

又有大面积的黄土

丘陵和风积沙
。

风蚀
、

水蚀交错进行是这一类型区土壤侵蚀
、

水蚀交错进行是这一类型区土壤侵

蚀的主要特征
,

也是晋陕蒙接壤区重点综合治理 区
。

神府煤田
、

东胜煤田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
,

人

为社会经济活动较为频繁
。

因此
,

防风固沙
,

水土保持及矿区绿化是这一类型区主要发展林中
。

防

风固沙和水土保持林应选择灌木类树种为主
,

营造乔灌草结合的防护体系
。

在沟坡
、

沙梁流沙活

动较为严重的地段先设置沙障
、

再植以灌木
Ω
肥 力较低的阳坡山地应以散生的柠条锦鸡儿灌丛

,

结合一些散生的樟子松组成防护体系
。

在土层较厚的阴坡和平坦沙质耕地也可营造油松
、

樟子松

片林
。

矿区绿化包括道路
、

庭院 绿化和弃碴复垦等
。

南部水土保持林体系
。

本区域地形较为破碎
,

水土流失严重
。

在一些背风坡
,

常有片沙出现
,

存在着土地沙化的威胁
。

本区域发展林业应以典型小流域为主
,

营造以保持水土为目标的水土保

持林体系
。

在流域内
,

梁弗顶部营造灌草结合的放牧林
Ω坡面较完整的缓坡地段通过整修梯田

,

营

造果园经济林和乔灌混交林
Ω
沟谷

、

沟底营造以速生乔木为主的防冲林和 防蚀林
。

此外
,

这一地区

村庄四旁都有一定面积的空闲地
,

而且农民也有房前屋后植树的习惯
,

加强这方面的引导和宣

传
,

制定相应的林权政策
,

发展四旁林将十分有意义
。

山西省吕梁地区拍卖
“

四荒
”

地的经验和模

式
3

在这一地区也可以试点推行
。

一个
“

卖
”

字
,

不仅使农民成了土地真正的主人
,

而且可以极大地

调动农民治理荒山荒坡的积极性
。

3 更新改造现有低产林

从晋陕蒙接壤 区现有林木的生产状况分析
,

除沟道
、

平坦沙质耕地上的林木生长状况较好

外
3

多数林木生长不 良
。

特别是乔木林
,

往往形成
“

小老树
” ,

灌木林也 由于粗放经营
,

过度放牧
,

林

相老化
,

生长势衰退
。

但是
3

这些林木在本地区的生态保护方面却起着重要作用
。

加强本地区低

产林的改造
、

更新和保护
,

同样是晋陕蒙地区发展林业的重要环节
。

其改造更新的主要途径
7

乔木

林可以根据其 生长状况进行人工施肥和用针叶树种改造
,

对生长特别低矮的林也可以平茬后施

肥
、

以培养灌状乔木林
3

增加林木郁闭度
,

提高其保持水土和固沙作用 灌木林可采取隔带平茬复

壮和补植
,

一般间隔带  Ρ 一巧Δ
3

平茬 Τ一  Ρ Δ 经过 一 Τ 年再平茬复壮一次
,

做到永续利用
。

据

考察
3

形成低 产林的树种
3

在全区范围内
,

基本上以小叶杨为主
3

其他如旱柳
,

白愉等也有分布
。

我

们在神木县西沟乡公草湾林场一片  Θ 年生的低产小叶杨林地进行施肥试验
,

采取平茬和不平茬

两种处理
,

所用肥料 为尿素
、

磷钙及这两种肥料按一定 比例配 合的混合肥
。

结果表明
,

施肥对小叶

杨的高
、

胸径生 长有 积极 的促进 作用
·

平茬 处理 后生物量较对照提高 了 ⊥  ]
。

郁闭度提高了

Ρ ]
,

需要指出的是
7

试验林地为风沙土
,

风沙土 特性 之一 就是对天然降水的接纳能力较黄土

强
,

施肥改善了林木生长所需的营养状况
,

也提高了林地土壤水分的利用效率
。

风沙土林地在本

地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

因而
,

试验结果对于同类林地的低产林改造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

3

∀ 适当发展商品型经济林

林业既是保护环境的主要措施
,

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
,

因此这一地区林业发展
,

必

须按生态经济型模式建设多功能的防护林体系
。

除开展中间利用外
,

因地制宜 地发展商品犁经

济林
,

也是大有前途的
。

根据对本地区的气候资源和生态条件分析
,

发展经济林应从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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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沙棘墓地 沙棘是这一地区的一个乡土树种
,

适生范围广
,

品种资源丰富
。

近年来
,

沙棘作为一种宝贵的中药材资源在医药
、

保健等方面的开展和研究
,

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
Ω同时

,

沙棘又 是一个优 良的水土保持树种
,

抗旱
、

抗寒
。

因此
,

引种推广优良品种
、

因地制宜地大面积营

造沙棘林
,

形成沙棘基地
,

必将对这一地区林业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

3

∀
3

8 葡萄墓地 在历史上
,

当地群众就有栽植葡萄的习惯
,

但是由于交通 闭塞
,

品种老

化
,

葡萄生产一直没有形成规模
。

这一地区热资源丰富
,

昼夜温差大
,

具有生产优质葡萄得天独厚

的条件
。

特别是在中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
,

应大 力推广优化改良品种
。

3

∀
3

杂 果类基地 杂果类包括苹果
、

梨
、

桃
、

杏
、

李
、

枣等
。

根据落叶果树适栽温度范围
,

晋

陕蒙接壤区是多种落叶果树适栽区应根据不同区域的 自然
、

地理
、

气候条件
,

适当地发展杂果类

生产
。

如黄河沿岸发展以大枣为主的经济林带
Ω
中部两北部平坦沙质地可栽植葡萄

Ω 土层较厚且

坡面较缓较完整的地段通过整修梯田
,

发展以苹果
、

桃
、

杏
、

梨及为主的果园经济林
。

这样
,

一方面

增加群众经济收入
,

兴林致富
,

另一方面
,

增加植被景观
,

保持水土
,

防风固沙
。

∀ 结 语

林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生态工程
,

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

特别是晋陕蒙接壤区
3

由于其地

理位置特殊 6跨三省 Ε 县 9
,

又是煤炭开发区
。

因此
,

发展林业
,

必须坚持统一规划
,

协调实施
。

在

指导思想上
3

以建设 生态经济型林业为方向
,

充分调动广大农民
“

造林
、

管林
、

护林
、

用林
”

积极性
Ω

在资金上
,

实行国家贷款
、

地方投资
、

个人自筹相结合的原则
Ω
在政策上

3

进一步贯彻谁治理
、

谁受

益
,

Ρ 年或 ΤΡ 年林权不变的政策
,

给农民吃定心丸
Ω在技术上

,

要求大专院 校和科研单位积极参

与
,

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生产力
。

这样
3

晋陕蒙接壤区的林业发展就大有希望
3

其环境整治也指 日

可待
。

本 文得到 吴钦 幸研究员
、

侯 庆森副研 究员审阅指正
3

在此一 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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