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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西北部干旱区的彼被

地理分布及大农业的发展方针
俱学扭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西北部的大农业发展方针与植被地理分布规律性有密切关来
,

研究这‘谋葱 ,

在国民经济上
、

政治上
、

国际贸易上以及国防战略地位上都占有其童要性 从发展国民

经济说 , 我国西北部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矿产 , ‘

工业的前途是可观的
,

如果农亚跟不上

去 , 工业发展必然受到影响
。

该地区不仅有许多特有的矢然药材 , 动物等生物资旅
,

而

且在种植业方面
,

出产优质的棉花
、

葡萄
、

哈密瓜
、

西瓜
、

糖甜粱等都是东部地区所不

及的
。

当地兄弟民族多年来在生产实践中也培育 了大豆的作物
、

林木犷园艺畜禽等优良

品种
。

但从 启年以后
,

农
、

林
、

牧
、

副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掠夺式经营
,

致使许多自

然资源衰退 , 盲 目毁林
、

毁草开荒
,

使土地大片沙澳化 , 加以天建平原水 库
,

重 灌 轻

排
,

使土壤次生盐债化越来越严重 , 由于不合理利用水资源
,

春恩影响种植亚等 所以
为了今后发展该地区的 国民经济

,

必须研究植被地理分布规律性及矢农业羞展的方针
从政治上说

,

我国西北是许多兄弟民族聚居的场所
,

长期以来 ,
’

他们有鲤营畜牧业

的丰富的经验
,

今后如何对畜收业
、

种植业
、

林业
、

瓜果业等全面发展
,

’

使他们逐渐富

裕起来
,

关系到加强团结兄弟民族的重要方针
。

从国际贸易和国防战略地位论
,

西北地区与蒙古
、

苏联
、

阿富汗
、

巴基斯坦等国相

邻 , 所 以把该地区的国民经济搞上去
,

不仅是团结兄弟民族的重要措施
,

也是为他们保

卫祖国边疆提供物质基础
,

而且也便于打开邻国的外贸市场
。

中国西北部干旱区约位于北纬 以北到 ‘。 ,

东经 到
。

该区荒漠的 形成是与

地理位置和漫长的 自然历史地理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

从地理位置说
,

它位于欧亚大陆的 中心
,

距离四周海洋一般在 。。。公里 左 右 或以

上
。

东南太平洋季风被海拔高达 公入米左右的南北走向的太行山
、

吴梁山
、

六盘山
、

贺

兰山等山脉层层所 阻
,

西南印度洋季风被整个海拔 一 米的青藏大高原所阻 ,

尤

其高山上还有海拔 一 。。 米不等的东西走向甘喜马拉雅山
、

阁底斯山一念青唐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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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唐古拉山
、

昆仑山一阿尔金山一祁连山层层阻挡南来的湿气
,

西面大西洋气流 泣礼

帕米尔高原
、

准噶尔西部山地
、

天山等所阻
,

北面的北冰洋气流又被海拔 。。 到 哪掀、

阿气气的东南西北走向的阿尔泰山峨阻
。

所 以本区的塔里木盆地
、

准噶尔盆地
、

柴达木盆地
、

拉喜高原
、

诺敏戈壁和哈顺戈壁等盆地和高原的四周都被高山环绕 , 地形闭塞
,

海洋

流难以达到
,

所能达奢些的只是强弩之末 , 我国西北地区就形成了干旱和极端 干 旱

候
, 不少部分是世界土最午罕中心之一

。

从 自然历史地理说 , 本区在老第三纪时 , 仍是准平原
,

一度曾只有湿润气候
,

但 自

从新 第三纪开始
,

上述亚洲中部许多山脉发生强烈的新构造运动而隆起 , 同时邻近甘 古

地中海也远远向西退去
,

使欧亚大陆的大气环流形势发生了变化 , 这一地区就趋向于干

燥
,

海洋季风难以到达
。

就逐渐形成了荒澳景观
。

在第四纪初期的几次冰期中
, 山地上

靓为冰川复盖
, 间冰期则将大量山地风化物带到邻近的盆地中沉积起来

。

盆地表面就成

为广阔深厚的老洪积层或新冲积层的平原
。

盆地外围山地向盆地中央呈同心圆式的环带

状分布
, 即山前倾斜洪积平原 戈壁

、

古老和现代冲积平原和稗积平原豹沙漠
。

自第四纪冰期以后
,

早化趋势增强
,

现代的荒漠景观 已基本形成
。

这就是 自然历史

地理条件决定了本区植被组成的植物旱生
、

种类贫乏的原因
。

正是由于上述 自然历史地理和地理位置又处于温带和暖温带范围 ,

所 以本区 荒漠

景观与北半球的美洲 中南部亚热带
、

热带的 以高大仙人掌科
、

百合科 ⋯ ⋯等为主能高大常

绿 肉质植物的荒澳有显著的不同
。

而本区因冬季严寒
,

荒漠植物除少数残遗种如麻黄
、

沙

冬青为常绿的外 , 其余都是冬季落叶或落枝的
。

西北干早区的气候 , 从温度说可分为温带和暖温带
,

从降水量或大气湿度说可分为

干早区和极端干旱区
。

西北部荒澳的土壤基质主要是戈壁滩上姚砾质洪积物 沙丘上的沙质风积物和裸露

岩山上的风化残积物
,

局部为黄土沉积物
、

河流冲积物和湖相沉积物
。

除黄土外
,

其余

基质多含有一层原生的或次生的石禽层或盐盘
。

它们所形成的土壤
,

在温带干旱气侯下为

灰棕澳土
、

灰棕漠土型风沙土和灰钙土
,

在暖温带极端干旱气候下为棕漠土和棕漠土型

风沙土
。

上述各类土壤 灰钙土除外 的剖面特征如下 机械成分中细粒较少
,

含

砾石和沙粒较多 , 表土有机质成分极少 , 全剖面特别是表土都含高量的石

灰 碳酸钙
,

且极少有下移现象 , 表层或剖面 中含有石膏 硫酸钙
,

有沂稍

有下移现象 含有一定量的盐分
,

多为硫酸钠和氯化钠 , 全剖面呈 中碱性

到强碱性反应 值
。

一
。

除上述各类土壤外
,

湖边
、

河旁和洼地还常有盐土
。

盐土的表层往往有盐结皮
,

全

剖面含盐量大大高于东部沿海的盐土
。

表层 一 厘米的含盐量可达 一
, 以氯化

钠和硫酸钩为主 底层盛分渐减
。

石灰和石膏有向下层聚积尔 现象
。

全剖面呈 中碱性至

强碱性反应
。

在上述气候干旱和土壤含有高量石灰
、

盐分和一定量石膏的条件下
,

温带荒漠植被不

仅外貌非常稀疏
,

而且所生长的植物相应地表现出适应这种生境既 特殊生物学和生态学

的特征
。

例如有些植物冬季落枝
, 以适应严寒气候 , 叶子退化为无叶

、

鳞片状
、

有毛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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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刺 等 以减少蒸腾作用 , 根系庞大
,

便于向水平和垂直方向充分吸收有限的水份 多 植

物多汁
,

具有极高渗透压
,

便于在高浓度的盐土上吸收水分
。

此外有些植物有特殊营养

繁殖能力
,

如枝条不断生长出不定芽
, 以适应风沙的淹埋等等特点

。

这些都是适应干旱

荒漠生境的表现
。

我国西北部荒澳植物种类非常贫乏
,

种类组成以葬科的属
、

种 最 多 , 此 外
,

疾龚

科
、

怪柳科
、

菊科
、

豆科
、

麻黄科
、

寥科
、

禾本科等也占相当比重 本区由于白至纪 、

第三纪位于古地中海范围
。

有些建群植物和优势植物大都属 于自至纪
、

老第三纪孑遗的

特有植物
, 其中著名的有羡 葬 科 的 木 坝 王 勿 冲不协摊 幼 加抑

、

饱 饱 刺
, 。 加

、

唐古特 白刺 , 称 “拍 叭的
、

劳 民 白 瓤
, 北‘

、

四合木 时 拼 件 忿‘
、

麻 黄 科 的膜 果 麻黄 九

落 ,

葬科的细叶盐爪爪 若 云“琳 犯 、

合 头 草 娜洲
王

、

戈壁葬 几声东 哪 忿
、

珍 珠 猪 毛菜 吕醉扣忿 、

梭

梭柴 扔二夕功玲 、。。血炸 、

怪 柳 科的琵琶 柴 改哪份脚勿 扣叭 交 怪

柳
,

石 竹 科的裸果木 ‘沙卿摊 那 少多酬甲口不脚
, 蔷薇科的三瓣 赘 薇 讨碘讯抽

爪 召。不 ,

豆科的沙冬青 二附 叭 胁 琳。鹅时油
、

矮 冬青 琳 , 亩

川如 肋膝 等
。

其中麻黄
、

沙冬青
、

矮冬青为常绿灌木
。

这类常绿灌木的出 现 显然

是地质历史因素的反映
,

而不是现代生境的产物
。

这里要特别指出 我国干旱地 区高山因天空冷空气移动变慢
,

形成降雨条件 , 因此

从山麓到山顶
,

气温渐降
, 雨量渐增

,

气侯为半干旱
、

半湿润直到湿润 , 天山和阿尔泰

山的上中部年雨量可达 。一幼 。 因此高山上也出现草原
、

森林土和高寒 草甸
。

这

些植被则与荒漠是 完全不同的 ,

植物种类也非常丰富而复杂
。

本文共分如下两部分论述

温带干旱区植被地理及大农业发展的方针

温带荒漠区户 范围以北疆的 准噶尔盆地为主
,

还包括盆地以外雨量较多的西部塔城

谷地和伊犁谷地以及盆地东部较为干旱的诺明戈壁
。

准噶尔盆地最低处海拔 一 米
,

东北海拔高 一 米
。

向西南倾斜的盆地因

受北大西洋西风带控制
,

降水季节分配均 匀
,

尤其冬春降水较多
。

其北部和东北部为阿

尔泰山
,

西北为准噶尔西部山地
,

南面为天山山系
,

山顶的冰川积雪是盆地中 自然植被和

农业绿洲的泉源
。

盆地内均气候特点是 妻 ℃年积温在 。一 ℃,

北部在 ℃以

下 , 年均温南 一 ℃,

北部为 一 ℃
,

年变幅为 ℃ , 无霜期约 一 天
,

北部

为 天
。

年 日照时数 一 。。小时
。

降水主要来 自西风带的湿气
,

北大西 洋 和北冰

洋湿气到达盆地虽然是强弩之末
,

但或多或少受到一定影响
,

盆地内年 降 水一般在

一 毫米
, 四季比较均匀

,

冬
、

春降水约占
,

所 以在某种程度中具有中亚 北 部一

哈萨克斯坦荒漠的气候特征
。

北疆西部塔城谷地和伊犁谷地
,

由于迎向西来的湿气
,

海

拔 。米的谷地年降水量约在 毫米左右 , 明显地四季分配均匀 , 。

显然具有中亚气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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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塔城谷地年均 一 ℃
,

孙 ℃积 温 为 一 ℃
,

伊犁谷 地 年 均 温 一

℃
,

积温 ℃
。

准噶尔东部价诺明戈壁一带 比较盆地雨量更少
,

比较干旱
,

年降水

量约 一 毫米
,

夏季占全年的
,

冬季仍有一定竺 降水
。

准噶尔盆地内天山北部由于承受西来湿气
,

山地降水量总的趋向随海拔高度上升而

增加
。

如海拔 米的 山麓乌鲁木齐年降水量为 毫米
,

海拔 。米的中山带小渠子为

礼毫米
,

海拔 一 米范围内降水可达 一 毫米
,

而海拔 米了高山 带 云

雾站则又降到 毫米
。

山
代

地气温则随海拔升高而降低
,

但天山北坡冬季有 逆 温现象
,

其上限约为海拔 一 米
,

下限为 一 米
。

在海拔 米的天 池
,

一月 份均

温 比海拔 米灼乌鲁木齐约高 一 ℃
。

本区由于土壤基质
、

地形
、

地理位置的变化
,

植被地理分布也很复杂
。

准噶尔盆地

内北部有草原化矮木灌木荒模
,

即含有沙生针茅 , 部 的盐生假木 贼

曲韶‘ 不
、

小蓬 叭 入夕 玲 “ 砾漠
。

中部有大面积半乔木沙漠
,

即在

半固定沙垄上分布有白校梭沙漠 , 在沙丘下部和沙丘 间洼地有梭梭柴沙漠
。

二者常有规

律地构成复合群落存在着
,

它们多少混生有短期生植物
。

在天山北麓 以及伊犁
、

塔城谷

地还有篙类
,

春季短期生草类壤漠
。

以上显示着与中亚北部荒漠的 联系性
。

但盆地 内还

有一定面积的膜果麻黄
、

棱梭柴砾漠的 分布
,

这说明它也是
一

与亚洲中部荒漠的共同点
。

山地植被垂直带组 特点是没有
一

落叶阔叶林带
,

阴坡有亚高山雪岭云 衫 肠
九 林带 天山 或亚高山西伯利亚落叶松 矛二 林带 阿尔泰山

。

阳坡

则为 地草原带
, 山顶有高寒篙草 草甸

。

一
、

沙丘上的半界木沙澳和半灌木沙澳

在准噶尔盆地 内半固尼和 固定沙丘上分布着 白梭梭和梭梭柴半乔木沙漠
,

而在流动

或半流动丘陵上则 分布着沙拐枣 沙漠
。

一 白梭梭和 梭梭柴沙漠
、

日梭梭沙漠多分布在准噶尔盆地内半固定和 固定沙丘 一 上部
,

间或出现在半流

动的沙丘上
。

沙丘 一股高达拍一 米
,

最 衍可达
一

米
。

地下水距沙面乡 。一 米 不荞
,

植物生活所需的水分来源依靠大气降水
。

白梭梭叶片退化
、

根系强大 , 可深达 米 以上
,

常超过地上往分一
、

二倍
,

具有一

种特殊阴 锚状根
,

能耐风蚀
。

地上部分一股高 一 米
,

最高可达 米
。

它在沙丘上往

往形成均匀分布门 层片
,

一

卜
‘

层经常有灌木
、

矮半灌木礼少 录 ‘春季短期生草木粉物等
。

在风蚀 比较严重
厂

半固定沙丘上
,

群落复盖度约 一 口 。

常伴生有灌木 二。自杆沙拐枣

落乙 , , 工 乙生“雌 ,

矮半灌木
、

沙 高
‘

二 二 、

香篙 老 , , 汇 ‘

不 和多年生草本植物羽毛三芒
一

草 , 和一年生口勺对
一

古草 月 ,

沁石 讯 等
。

在固定沙丘上
,

特别在局部接受较多降雪量灼沙丘上
,

植被复盖度可达 一
,

伴生植物种类也较多
,

还有矮灌木 为双穗麻黄 儿配 九 ,

矮半灌木配

白篙 。一

以 及春季短期生草本植物 ,
一‘

囊果苔草 二 瓦夕 匕 不

准噶尔太阳花 脚 川 等
。

白梭梭木材坚脆
,

易燃而热量高
,

有 “ 荒漠活煤 ” 之称
,

是优 良的 民用燃料
。

同时



侯学坦 中国西北部干草区的植被地理分布及大农业的发展方针

白梭梭也是良好的饲料
, 骆驼

、

山羊
、

绵羊都喜采吃
。

下层的草类如苔草等是牲畜的好

饲料
。

白篙和香篙都是 良好的芳香油原料
。

、

梭梭柴沙漠 梭梭柴沙漠分布的生境多是沙漠边缘或沙漠 内湖盆边缘的半固定

沙丘
、

河旁的低缓固定沙丘及丘间低地上
。

梭梭柴一般高 一 米
,

最高 的 可 达

米
,

群落复盖度约 一
。

梭梭柴沙澳在不同地区的伴生植物不同
。

在准噶尔盆地内校梭柴林下往往有盐生植

物如二色补血草 枷佩山舰 忿 。

高碱蓬 孔必 忿 峨 异茎滨菊 公 忿“

哪 哪比
、

盐生草 勿 琳 扔琳。 ￡“ 以及一些春季短期生植物如准 噶 尔太阳

花
、

裂舌草 凡 翻 ”“ 、

抱茎独行菜 玩不 沁哪 乙 协、 四棱芥

恻执 价‘ 姚
。

葫芦 巴 ‘勿 和已九

枷
一 “二 等

。

梭梭柴沙漠在柴达

木盆地也有分布
,

但没准噶尔盆地所见的伴生植物
。

褐杆沙拐枣 不忿 九“桃 “摊
、

白 杆沙拐枣 忿不 “牌 忿哪 不 牌

沙漠
。

这类沙漠分布在准噶尔盆地内高约 一 米的流动沙丘约 向风坡和背风坡下部
,

形

成高约 米左右的灌丛
。

褐杆沙拐枣根系强大 , 多以直径 一 米 抢灌丛 出 现
。

常伴

生有耐沙埋
、

抗风力强的沙芦苇 秘 不 时 和羽毛三芒草 ’ 邵加

等多年生禾草
,

群落总盖度不过
。

在沙 丘趋于半固定和 固定状态后
,

就出现高约

一 厘米的 白杆沙拐枣矮灌木层片 , 伴生有粗状木质根
’

勺沙篙 ’
、

香

篙 公纵 ’ 。打
、

白篙等矮半灌木层片
,

并有常绿 勺矮半灌木双穗麻黄

叨 口 钻蓄 和半乔木的 白梭梭
、

类短期生草类灼囊果苔
一

草 。血
、

准噶

尔太阳花 “ 即 “摊 等
,

群落总盖度约 一 。 。

二
、

戈些滩上的斌半滋木砾漪和滋木砾浪

一 盐生假木贼 曲 乙
、

小蓬砾漠

这类砾漠广泛分布于准噶尔盆地北部的戈壁滩和天 山北麓 山前洪积扇下部的灰棕荒

漠土上
。

植被复盖度 一
,

最多达
。

其上稀疏而均匀地分布着盐生假木贼
,

它

是旱生盐生的矮半灌木
,

植株高度不超过 一 匣米
,

呈褐绿 色
、

叶片退化为鳞片状
,

含高量的钠 。一 和氯
,

它是秋冬季节骆驼喜食的 饲 料
。

伴生

植物的小蓬居多
,

琵琶柴
、

双穗麻黄 石 等也常见
、

开 黄 花的金 钮扣

’迈 是这类荒漠春季景观的特 色
。

还有一些一年生灼草本黎 科植物

如角果葵 公“ 、

柔毛盐蓬 乙邢。。肋 之乙 粗糙叉毛

蓬 等
。

有的地段还有一些春季短期生 植物 如 东 方早 麦 草

机 “沉 拼 工
、

抱茎独行 菜 , 泣 “ 竹 己 乙艺 “雌
、

四 棱芥 爪

妙 摊 、

鳞茎早熟禾 等
。

二 梭梭柴
、

膜果麻黄砾漠 这类砾漠分布于盆地西部
,

由于受到西部山地雨

影和焚风的影响
,

气候十分干早 , 尤其在风 口的地段基质受强烈风独而强度石质化
。

分

布有稀疏低矮的琐琐柴
、

膜果麻黄为主
,

还有稀疏的戈壁菜
、

盐生假木 贼
、

短 叶 假 木

绒
、

琵琶柴
。

这一类型也见于盆地东部较干早的戈壁滩上
,

还有合头 草
、

蒙 古 沙 拐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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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三
、

黄土的多茸翅半灌木
、

姐期生草类址蕊和举班木半界木址 ,

一 多茸矮半灌木一短期生草类址澳 准噶尔盆地以西的塔城盆地和伊犁盆地
,

年降水量约 毫米
,

四季分配均匀
,

使得黄土母质所发育的棕钙土上的多茸篇 类 族懊

中的短期生和类短期生植物层片得到良好的发育
,

复盖度较大
,

约 一
。

蓄类几全

由中亚成分组成
,

包括喀什篙 细从 七 耘即 , 纪
、

博乐禽 人 比 记 加帅公公

眺 ’
、

白篙 绷 ‘一成翻肥 亚列兴篙 霍曰 ” , 证 忿 讯 哀 比 等
。

矮半灌

木下多年生短期生草本植物有鳞茎早熟禾 切如 加现旧翻 相 , 侧
口 、

粗 栓 苔 草
、

己公 。。柳群哪 等
,

一年生短期草本植物有中亚葫芦巴 介云的解落枷 衍明她
、

线叶

扁果芥 胡 鸽 忿瓜 忿瓜幻
、

四棱芥 时内犯脚“ 沙叼 介璐加
、

抱茎独行莱 肠 角附

忿 “ 、 等
。

此外
,

还有多裂阿魏 凡网如 介吕即细
、

托 里阿魏 凡路翔 冷招口勿

肋 等
一

。

博乐篙和 白篙可提取芳香油
,

阿魏既含芳香油
,

又是名贵药材
。

二 琵琶柴
、

梭梭柴壤漠 , 这类壤漠大片分布于新盔天山北麓与库尔班通古特沙

漠南缘之间的古老冲积平原上
。

所在地土壤是黄土状母质所形成的荒漠灰钙土 ,

含 一

的碳酸钙
,

通常有相 当程度的盐债化
, 而盐分和石膏多积累在土壤剖面的中层

。

这里的琵琶柴的株高通常为 一 厘米
,

最高可达 厘米
,

较砾漠上 的 琵琶柴为

高
。

群落中常散生着梭梭柴
、

西伯利亚 白刺 ’ 伪 , 草本层 不 发 达
,

主

要有一年生黎科植物如刺毛碱蓬 切树 “二
、

高碱蓬
、

柔毛碱 蓬 落俪

彻舰 ’ ’彻
、

新疆角果黎 外 “ 及 姚 邝 和一些春季短期 生 植 物如

四棱芥
、

鳞茎早熟禾和细叶车前 王 摊 才 等
。

四
、

湖边
、

河岸或低洼地的盐生草甸
、

灌丛
、

胡杨林和盆滋

在盆地内湖边或水边发育有芦苇沼泽
,

在一般盐溃化草甸土上
,

分布有岌岌草
“ , 乙。 盐生草句和怪柳 二 ,

灌丛以及小片胡 杨 心姗
,
·

, 艺 尸
、

少 乙’ 林
。

在土壤盐分更高处还有由盐节木 艺 “二 忿 了

爪
、

盐穗木
、

枷艺 夕 蛇
、

有叶盐爪爪 艺 瓜舰 不 “机 等

多汁矮半灌木所组成的盐漠
。

五
、

山地的垂直带植被

本区因受北大西洋气流 , 影响
,

愈向高山
,

湿度愈增
,

山地
卜

西部也 比 东 部 较湿

润
,

山地 以草原和针叶林为主
。

兹以天山北坡和阿尔泰山为代表
,

简述如下
。

一 天 山
一

化坡 由西 向东
,

大气湿度渐减
,

山地植被垂直带谱结构东西不同
,

特

以天山中郎 占北纬
。 、

东径 的玛纳斯为例
,

从山麓 到 山 顶 说明植被垂直带情况如

下
。

、

海拔 。。一了叨 。。 米为矮半灌木壤漠和篙类一短期生草类壤漠带 下段为

梭梭柴
、

琵琶柴壤漠
,

卜段为含有短期生植物的篙类壤漠
,

主由博乐篙
、

喀 什 篙 等组

成
。

海拔 优一 。。米山地丛生矮禾草
、

矮半灌木草原和丛生禾草草原带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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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为棱狐茅 翻不
、

针茅 口 矛渗如。 多 根 葱 绍。 沼, 即 行

“附
、

篙草 时 解 ,

等
。

而高处 一 米为棱狐茅
、

针茅草原
。

、

海拔 。。一 。米为亚高山常绿叶林
、

丛生禾草 草 原 带 , 阴 坡 为 雪岭云杉

麟 叭 林
,

阴坡为早熟禾
、

棱狐茅杂类草草原
。

、

海拔 一 米为高 草甸带
、

分布着篙草 了的护 草甸
。

、

海拔 一 米为高山垫状植被带
,

稀疏分布着 蚤 级 ,

枷
, 用“ 玄 护‘

协
、

雪莲花 体而吕脚 如 认 如 勿 等
。

二 阿尔泰山西南坡‘ 阿尔泰山自西北向东南因大气湿度不同
,

山地植被垂直带

谱各有不 同
, 兹以中部占北纬约

,

东经约 “的富蕴一带为例
,

说明山地植 被垂直分

布如下
、

海拔 一 米为矮半灌木
、

矮禾草荒漠 草原化荒漠 带
。

山前洪积扇为含

沙生针茅的盐生假木贼
、

小蓬砾漠
。

昌
、

海拔 一 。。米为山地丛生矮针茅
、

矮半灌木草原和丛生禾草草 原 带
。

海拔
。一 。。米为沙生针茅

、

多根葱
、

小黄菊 沁记 加言蜘不 草 原
, 海 拔 一

米为棱狐茅
、

针茅草原
。

、

海拔 。。一 米为亚高山落叶针叶林
、

小叶林
、

禾草杂类草草原带 阴坡为

西伯利亚落叶松林 , 破坏后次生为究桦 刀‘“勿 ”邝 和欧洲山 杨 。四落“

阴‘拓 林
。

阳坡为早熟禾
、

狐茅杂记草草原
。

、

海拔 。。一 米为高山草甸灌丛带
,

下段阳坡为早熟 禾
、

杂 类 草
、

苔草草

甸 , 阴坡为圆柏 场劝俪 灌丛
,

金露梅 甜订勿 了瓜时 , ‘ 加
等灌丛

。

上段为篇草草甸
。

、
。米以上为高山流石滩稀疏植被带

。

以上所述两例的山地植被垂直分布情况不能代表各该山整个山脉的全貌
。

天 山西部

的伊犁一带气候 比较东部湿润而温和
,

雨量 比较丰富
,

因而在垂直带谱结构中亚高山针

叶林带下段出现落叶阔叶林 野苹果 成 玄 , 而且篙类
、

春季短期生 草类壤

漠也较为突出
。

阿尔泰山西北部较东北部为冷湿
,

因而在针叶林带内出现西伯利亚冷杉

论 对 林和西伯利亚云杉 纪 加 林
,

而且 山顶还出现一小片的 圆

叶柳 乙劣 耽 落勿
、

牙疙疽 劝 讯 “机 , 亡 眺 苔醉苔原

上述两山地植被垂直带的特点除天 山西部山地局部有野苹果林带外
,

整个山地缺乏

落叶阔叶林带
。

亚高山针叶林带
,

在天山只有雪岭云杉 ’ 跳 林
,

而 阿

尔泰山以西伯利亚落叶松林 石 为主
,

只在西北角混有小面积 灼 云 杉
、

冷杉林
。

山地阴
、

阳坡植被明显差别
,

阴坡为针叶林
, 阳坡为草原

。

此外
,

亚高山和高

山草甸植被 占有相 当大的比重
。

六
、

像洲内农业植被及本区大农业发展的方针

本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是一年一制的春小麦和糜子
。

还 有筱麦
、

谷 子
、

奔 麦
、

豆类

等
。

经济作物主要有糖甜菜
、

油用的胡麻
、

纤维用的大麻和少量瓜类
。

在灌溉条件较好

的地方也有相当面积的极早熟品种的梗稻栽培
,

春小麦也较多
。

而在灌溉条件较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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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则以耐旱
、

耐盐的糜子较多
。

糖甜菜是能耐轻度盐演化土滚的作物
, 胡麻 是 深 根作

物
,

能抗风沙耐旱
,

种子榨油食用
,

油渣可充肥料
,

麻杆的纤维用于织布
、

造纸
。

盆地

南部的天山北麓能栽培喜温的早熟陆地棉
。

在盆地南部早中熟葡萄
、

苹果
、

桃
、

杏等
,

埋土可以越冬 , 特别在天山北麓低山带

的逆温层地段培植露地越冬的苹果 ,

个别地点有获得成功的例子
。

但还不能推广
, 必须

因地制宜进一步研究才能发展
。

平原中也有广阔的放牧场
,

如篙类壤漠为春秋牧场 , 梭梭柴
、

白梭梭沙漠为主要的

冬春牧场 , 但产草量不稳不高 , 常因过度放牧而退化
, 需要建立人工饲料基地

。

本带发展大农业的方针如下
、

重视 自然生物资源的保护
。

本区盆地和山地具有许多独特动植物资源
,

是森林区和草原区所没有的
。

就植物资

源来说
,

在盆地内有寄生在红柳
、

梭梭柴
、

碱蓬等根部的肉从蓉和寄生在白刺
、

琵琶柴根

上的锁阳 , 这些都是珍贵强壮滋补药物
。

除阿尔泰山有大面积木质坚硬耐久
、

优良的建

筑用材的落叶松林 , 天山有材质较松软
、

而千形通直饱满
、

易于加工的雪岭云杉林
,

伊

犁山地有小面积野苹果林和野核桃林
, 山地还有天山党参

、

大黄
、

雪莲
、

贝母和黄茂等

名贵药材
。

从动物资源说 , 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有貂熊
、

柴貂
、

旱獭
、

扫雪
、

膨鼠
、

猪荆
、

雪

鸡
、

松鸡等许多珍贵的动物 , 还有斑尾棒鸡是我国的特产
。

又在喀纳斯湖中
,

有名贵的

北冰洋水系鱼类
,

如哲罗娃
、

细鳞娃
、

江鱼雷等
,

还有各种野禽
, 如天鹅

、

黑颈鹤
、

鹊

鸭和沙秋鸭等
。

这些动物资源与植被是有密切联系的
。

但是 ,

长期以来
,

由于过度采伐落叶松林和云杉林
,

这些森林被砍伐后
,

在严酷的

生境下难 以恢复和天然更新
,

结果不仅造成森林资源匡乏
,

而且破 坏 了 山
、

水
、

林
、

草
、

土
、

动物资源等所构成的生态系统
,

形成了山地的水
、

土恶性循环 , 招致破坏性泥

石流的灾害
、

水源的枯竭
,

导致动
、

植物资源的 日趋减少
。

所以保护本区的 自然生物资

源 , 实质上就是保护资源再生能力的条件和环境
,

使这些可更的资源达到永续利用的 目

的
。

、

大力发展畜牧业
。

本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夭然草场面积很大
,

不仅高山有一定面积的夏季草场 , 山地前

缘和山前冲积扇也多春秋草场
,

特别是阿尔泰山
、

准噶尔界山
、

天 山北坡的低山带又有

大面积灼冬季草场
。

本区不仅草场条件优越
,

牲畜的品种资源也丰富
,

有新疆细毛羊
、

肉脂兼用炒哈萨克羊
、

阿勒泰大尾羊等
,

都能终年放牧
。

又有耐粗放而役力很强的伊犁

马以及具有抗病
、

抗寒
、

适应高山放牧和粗饲料且休质结实健壮
、

肌 肉丰满 的 新 疆褐

牛
。

此外
、

准噶尔盆地荒漠中还有个体大和产毛量多的骆驼
。

为了更好地发挥上述优越条件
,

应采取下列措施

严禁开垦
,

保护草原 伊犁原来出产著名的新疆细毛羊
、

伊犁马
、

新疆褐牛

等地方畜种
,

但解放以来 已开垦 万亩草场
,

其中山地开垦 万 亩
,

搞 “游农式 ” 的

撩荒耕作制
,

破坏了大量草场
。

又如著者 年在阿尔泰山阿勒泰县盐他公社 , 看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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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位于海拔 一 米的中山秋春草场
,

被开垦的一万多亩
,

已撩荒了十多年
,

只长

些牲畜不 吃的扁 篙等
。

所以要保护草场
,

首先就要安排好农牧用地
,

有 计 划 地
、

严格

地控制开垦面积
,

对 已开垦的草场
,

还要有计划地实现退 农 还 牧
,

改建为人工饲料基

地
。

管理好草场 高山
、

亚高 山的夏场
,

由于集中放牧
,

被牲畜强度践踏
,

使生

草层 变紧实
,

草群发育受到抑制
,

如能十数天搬一 次圈
,

牧草就不致被过 度 啃 食和践

踏
,

可促进产生高禾草生 长
。

此外
,

在放牧制度上
,

冬季也要有计划地利用
,

避免过度

放牧
。

防治草场的虫鼠害 准噶尔盆地内沙丘上的 白梭梭受 鼠害很严重
,

据说有产

处地方叫做 白沙窝的
,

大沙 鼠洞竟 占草场面积的 ,

原来那里能放牧一个月的 ,

因鼠

害只能放牧 一 天
,

步行一公里即陷入 鼠洞十几次 , 特别春秋
、

冬场受害最严重
。

防

治措施应尽量少用或不用农药
,

要严禁捕捉老 鼠的天敌
。

建设草场 要充 分利用本地优 良牧草的种源
,

例如伊犁一带可搞一些春季短

期生的一年或多年生的牧草
。

阿尔泰 山的撩荒地年降水量有 一 毫米 , 不需要灌溉

即可种紫花苗蓓或黄花首蓓
。

本区山地春秋场缺水
,

可利用冬季积雪 以备春用
。

盆地内

沙 漠冬场上缺水
,

可利用浅层地下水挖渗旱井
,

供冬季人畜饮用
。

二 牧业要与农
、

林业相结合 在绿洲 内要实行种植 一 年生首借与粮食作物

轮 作的草田耕作制 , 以补充冬场的不足
,

又能增加农田土壤肥力
。

绿洲 内农 田防护林的

树叶可作饲料
。

山地草场首先要保护附近的森林
,

并因地制宜地在阴坡营造森林
。

春旱

时山地 草场上牧草枯死
,

而林内牧草却能生长 良好
, 且 山上有森林就会有泉水 , 树枝和

树下灌木又可作牧民的燃料
,

遇春季风雪大时
,

牲畜可到林内躲避风雪
,

从而就保护了

牲畜的健康
。

、

种好粮食和经济作物
。

增产粮食首先要强调用地养地的耕作制度
,

有些 田块连种小麦十数年不换茬
,

必然把肥力耗尽
,

要有计划地压缩小麦的种植面积
,

实行草田轮作制 , 这样不仅粮食不

会减少
,

反而会增产
,

例如伊宁县多浪农场三队在
“

文革
”

前作为播种面积为
,

亩 ,

粮食面积 占 。亩
,

总产量最高不过 万斤
,

自 年后开始实行草田轮 作
,

粮 食面

积减为 。亩
,

其余 亩改种首蓓
,

年种小麦 亩
,

玉米 亩
,

粮食总产反

而增高三分之一 ,

达 。万斤
。

原因是轮种首蓓既增进土壤肥力 , 春季又可少灌 或 不灌

水
,

把节省下来的水源供粮食作物灌溉
,

夏季洪水来时
,

利用多余的水灌溉首蓓
,

这就

可 以充分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此外
、

合理施用有机肥和化肥
、

消灭 田 间杂草
,

选择优良

品种
、

防治土壤盐渍化
、

停止北疆山地 卜勺 “ 闯 田 ” 制度都是粮食增产的重要措施
。

在经济作物方面 棉花是本区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
。

天山北麓的玛纳斯河流

域热量资源和无霜期都能适应特早熟陆地棉 品种
,

如种植一般早熟陆地棉品种
,

在气候

多雨的年份
,

其产量和霜后花就会受到影响
,

因为北疆春寒和秋霜都早
,

春季抓不住全

苗
,

秋季早霜来了
,

抓不住秋桃
,

即不易裂铃
。

目前提倡地膜 , 虽有一定效用 , 对幼苗

有保暖作用
,

但棉苗长到与地膜相接触
,

如遇寒潮反易发生寒害冻死 , 但地膜并不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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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月中旬早霜的危害
。

再从经济效益说 , 地膜成本每亩需 一书元
,

又费人工
,

加上

人工每 亩需花费 一 元成本
。

此外地膜对农 田污染也有影响
。

所以适宜特早熟陆地

棉
,

倘大量推广一般陆地棉是值得滇重考虑的 问题
。

糖甜菜在本区发展是具备优越条件的 ,
天 山北麓玛纳斯河流域和伊犁地 区最符合它

所需要的生态条件
,

那里平均亩产 。斤
,

最高可达 斤
,

含糖率一般高达 一
,

最高可达
。

从气候条件说
,

糖甜 菜是喜凉长 日照作物
,

在生长季节内气候干燥和

昼夜温差 大的本区 ,

对其积累糖分有利 , 而在北疆暖温带荒漠 区就不适宜推广
,

因为

气温较高
,

地上茎叶生长繁茂块根中糖分的积累不多
。

但气温过低的本区北部的 阿勒泰

一带
,

因生长季节短
,

大气热量不足
,

产量很低
,

含糖率 也 较 低
,

因而 也 不 适宜推

广
。

搪甜菜在各个生育期都要水分
,

在干旱区必须进行适量的灌溉
。

本区水源是依靠高

山融化的冰雪的补给
,

夏季水量供应不成问题
,

而天 山北麓各河流春季枯水期较短
,

一

般 一 个月即开始有水源
,

对糖甜菜春播所需水量是能满足的
。

糖甜菜具有需要一定

盐分的生物学特性
,

而干旱区平原土壤都含有不 同程度的盐分
, 其他作物 如 小 麦

、

玉

米
、

棉花等生长不 良的土壤上
,

而糖甜菜却适宜栽培
。

解决春季缺水的办法最好是缩减

一部分小麦播种面积
,

把种小麦节省下来的水源供糖甜菜灌溉
,

另外天山北麓还可减少

棉花播种面积
,

空出来的土地也可供发展糖甜菜之用
。

种糖甜菜必须实行与小麦或大豆

轮作
, 以达到用地养地的 目的

,

才能增加其产量质量
,

并可糖
、

粮
、

油三丰收
。

油料作物等 油菜耐旱力最强 ,

在本区北部严寒半湿润的富蕴地区 , 油菜能

够安全越冬
。

胡麻也是耐寒作物
,

抗寒性较强
,

能耐膺抗盐
。

向日葵也是抗旱
、

耐寒
、

耐盐作物
,

都可 以在本区大量发展
。

此外
,

啤酒花最适宜于天山北麓的生态条件
,

其产

量 占全国的
。

质量高于国际市场上的一级花标准
,

大可 因地制宜地发展
。

、

因地制宜地发展林业
。

本区地形复杂
,

有高山
、

沙漠
、

戈壁
、

河流
。

盆地内气候干燥
,

一般不适宜营造成

片的乔木林
,

但气候湿润的森林地带的亚高山
、

山坡上的水沟两旁和平原河岸
,

都可营

造片林
。

例如额尔齐斯河两岸的苦杨
、

白柳林
,

天 山北坡河谷的 白榆
、

密叶灰杨林
,

都

应加强保护
,

并应建立林场营造片林
。

可是 自 年以来
,

上述乔木林遭 到 砍 伐
。

此

外
,

准噶尔盆地 内沙丘上的 白梭梭林和梭梭柴林所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
。

为此
,

本区发

展林业的方针如下

保护并抢救山地森林和盆地的灌木林 本区亚高山的针叶林一般百年才能成

材
,

不仅提供了优 良建筑用材
,

而且都是水源涵养林
。

干旱区的降水主要降落在中山或

亚高山带
,

是千旱平原河川的主要径流的来源
,

所 以在干旱区 山地森林对涵养水源所起

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

例如发源于上游森林郁密的 阿尔泰 山的额尔齐斯河
,

目前河水清

碧
,

水源 比较丰富
,

就是 由于山上森林茂密的原因
。

但著者 年在阿尔泰山调查时
,

途中两小时内就看到 辆卡车运输 口径不大的落叶松和云杉木材下山
,

因此
,

林业部门

对禁伐山地幼林应加重视
。

准噶尔盆地原来广泛分布着以 白梭梭
、

梭梭柴为主的固定和半固定沙丘
。

梭梭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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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作骆驼灼饲料
,

而且起着防护附近农田的作用
。

年以来盆地建立了若干新绿

洲
, 目前农场附近 一 公里外围的梭梭林因被砍作薪炭

,

受到了严重破坏
,

导致固定

沙丘 已变成流动沙丘
,

结果不仅新建的绿洲农田
、

村庄被风沙淹没
,

而且春季大风常造成

轮场牲畜的大批死亡
。

为此
,

保护和恢复营造盆地 内沙丘上抗旱的 白梭梭和梭梭柴林也

是 当务之急
。

因地制宜地营造平原和农 田防护林

首先要指 出的 在干旱的戈壁滩上建立林场营造成片乔木林
,

不仅浪费可贵的水资

源
,

而且 收效很小
。

例如乌鲁木齐附近柴窝铺林场
,

从天山东部引水到林场 花了 万

元建 筑水沟
,

原盲 目规划造林 万亩
,

据 年著者调 查
,

约 只 剩下 一 亩稀

疏的 白榆
、

杨林
, 月大多趋于死亡现象

,

有些表现为半死半活的状况
,

其中生长 一

年的杨树只是些 “ 小老头 ” 。

因为那里降水量只有 毫米
,

加上风大蒸发 量 大
, 水渠

从远处山上引来
,

沿途渗漏蒸发很多 , 水的效益很低
,

且戈壁滩土壤大多盐 层和 石 膏

层
,

乔木生长困难
,

因此
,

在千旱区造林
,

首先要因地制宜
,

不能盲 目从事
。

平原造林除河流两岸外
,

应 以营造农 田防护林为主要方针
,

不仅 可 防 风 , 免遭沙

埋
,

又可 防高温
,

免小麦遭受干热风而减产
,

又起着生物排水作用 , 降低盐溃土地下水

位等生态效益 , 而且在经济效益方面 由于 田边立地条件好
,

土壤深厚肥沃
,

灌 溉 有 保

证
,

林木生长快
,

可作干旱区的速生用材林基地
,

还能解决烧柴的困难
,

又有利于种植业

和畜牧业的发展
。

但是造林规划方面要停止过去
“

宽林带
、

大网格 ” 的做法
, 因为宽林带

需要 大水灌溉 ,

一旦水源不足
,

树木生长就困难
。

北疆有的地方原来营造宽林带的杨树

已死掉不少
,

剩下的是些耐旱的榆树
。

目前国营农场正确地提倡 “狭林带
、

小网络 ” ,

即利用农 田 边的渠道两侧和农 田中渠道两旁各栽一行到三行树
,

形成 一 行网络林

这 些林带可利用 每年给农 田作物灌溉用水
,

就较好地解决了农林争水的问题
。

在绿洲营造防护林的 目的
,

主要为着种植业和牧业的发展
,

因此
,

在绿洲 内树木复

盖面积的大小必须因地制宜
,

因为树木是生物排水器
,

如果林木面积过大
,

消耗水份过

多
,

农 田就缺水而荒芜
。

所 以绿洲 内造林要全面统一规划农
、

林
、

牧用水的 比例
,

是非

常重要的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