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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暖温带干旱区植被地理及大农业发展的方针

本区在天文位置上属暖温带范围
,

包括新疆天 山分水岭以南灼南疆塔里木盆地
、

东疆
的哈顺戈壁

、

青海柴达木盆地和 内蒙古阿拉善高平原
。

长期以来
,

不少作者把本区的阿

拉善高平原
、

柴达木盆地都归属于温带
。

著者认为这两地区属于暖温带较妥
。

除了天

文纬度位置原 因外
,

在天然和栽培植被成分 中
一

也表现有暖温带的特点
。

阿拉善高原的合

头草
、

璋茅
、

狗牙根都是暖温带植物
,

尤其是在 山地垂直带植被 中的油松林
,

是温带所

不 能正常生长的
。

农业植被的成分方面
,

在 海拔 。一 米地带有暖温带的落叶果树
如枣

、

梨
、

苹果
,

不需埋土就可越冬
。

还有少量桃
、

杏
、

白兰瓜
、

构祀等
,

这些都是温

带所 不见的
。

柴达木盆地虽然海拔为 一 米
,

比河西走廊只高出 多米
,

但盆地

北侧有海拔理 。一 米呈 弧形弯曲附阿尔 金山和祁连山
,

这些高山是北来的寒潮的屏

障
。

加 以全年的 日照时间为全国最高地区之一
,

这就抵消了大气平均气温的不足 尤其

在植物生长的旺盛季节
,

日温差大
,

结合 日照长
、

强辐射
,

有利 于作物的生长发育
,

其

天然荒漠植被基本上 与阿拉善高原和南疆相似
。

尤其是在栽培果树方面
,

红元帅苹果 虽

幼树早期需埋土越冬
,

但三
、

四年后即能直立越冬
,

而且果大
、

品质优 良
,

引种的暖温

带的拘记也生长正常
,

品质优 良
。

植物是气候的标志
,

所 以著者将上述两地区也
‘

一并归

入暖温带荒漠四范 围 内讨论
。

本 区 因受蒙古高压反气旋的强烈影响
,

气候较温带的准噶尔盆地更为干旱
,

除东部

外
,

大部分属极端干旱区
、

夏季在一 定程度上可承受东南海洋季风的余波影响
,

具有夏

季降雨集中的特点
。

冬春雨雪极少
,

缺乏春雨性短期生植物
,

而夏雨型一年生荒漠草本

植物比较发育
。

植被特点是普遍具有灌木
、

半灌木荒漠和矮半灌木荒漠
,

可分 为 半 荒

漠
、

荒漠带和荒漠
、

裸露荒漠带
。

一
、

半荒漠
、

荒漠带

本带包括鄂尔多斯高原西部
、

阿拉善高原东部以及河西走廊一带
,

绿洲
、

黄河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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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套
,

行政区划上包括 子夏 回族 自治区
、

内蒙古 自治 区 西 部以 及甘肃省西北部
。

大部

分地区海拔 。一 。。米 异 ℃年积温 。一 。
‘ ,

无霜期 一 。天
,

年 均 温

一 ℃ , 东南部降水鱿可达 毫米
,

向西北递减到 一 叨毫米
,

降水最 集

中在 一 月三 个月
。

本带的植被特点 在联东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分布有含矮半灌木
尸

只短花针茅 从
、

沙生针茅
、

戈壁针茅 勿 艺 勺草原化荒漠
,

在 阿 拉 善高原

东部洪积扇上有该地区特有 舫
’

三瓣蔷薇 包大宁
、

沙冬青
、

四 合木沙砾漠和川青 锦鸡

儿 玄
、

驼绒菊 艺 乙 炸 沙砾漠
,

都含 有沙 生 针茅 、成

分
,

反映着草原化的特征
。

巴丹吉林
、

腾格里一带沙丘则主为 白沙篙 哪公 ’

川穿。 印儿 之
、

沙拐枣 , 王 邢 沙漠和小片洲梭校柴沙 漠
,

沙 丘 ’

盐土上有盐爪爪
、

白刺盐漠 石 二为合头草岩漠
。

河西走廊和阿拉善一带的洪积扇上

或含石膏的岩山上则分布着珍珠猪毛菜
、

琵琵柴砾漠或岩漠
。

不同的生境上植物 类型分

述如下

一 戈壁滩上灌木沙砾澳和矮半灌木砾澳

青锦鸡儿 妞 亡葱 云 、

驼绒草 不 沙砾漠
。

这类灌木荒漠只分布在阿拉善东部降水量稍高的草原到荒漠的过渡地带
,

见于 宁夏

贺兰山山麓的洪积扇平原上
,

具有草原化荒漠的特征
。

除建群植物为川青锦鸡儿和驼绒

攀外
,

伴生一 些早生灌木和半灌木
,

如木坝 王
、

小叶锦鸡儿 叭。 ‘ 对不
、

狭叶锦鸡儿 炸 夕乙乙
、

沙冬青
、

珍珠猪毛菜
、

猫头刺 夕

林
、

唐古特 白刺等
,

它们对风沙堆积都有一 定沟适应性
。

在沙质表土地段
,

驼绒

草常 占优势
,

这里的地下水位 虽在 米 以 万
,

但因山前地带地表逗流丰富
,

在沙质表土地

段
,

所 以植被复盖度可达 一 。 ,

还生
一

长一些草原植物如沙生针茅 不
、

白草 公 了乙 。
、

无芒 隐子草 乙艺 云 以 及一 些一 年 生

草本植物
。

在平缓的 坡 脚 常见有高大
一

灌木一蒙古扁桃 “ , 哪 。柞 。“ 所 形成

的特殊景观
。

三瓣筒薇 拄 林公 。 玲 不
、

沙冬青 爪爪 瓦 机 此 乙
、

四合木 公 玲 不 沙砾漠
。

’

这类灌木沙砾漠分布在鄂尔多斯以 西
、 ‘

贺兰 山 以北 、
一

, 山前洪积扇旧砾质戈壁上
。

这

里最有代表性的植物是阿拉善特有的三瓣蔷薇
、

沙冬青
、

四合木 油柴 和珍珠猪毛菜

等
。

三瓣蔷薇高 约 一 厘米
,

为落叶灌木 沙冬青高约 一 米
,

为常绿 灌 木 四

合木是高约 厘米的矮灌木 珍珠猪毛菜是高 一 厘米的 肉质叶矮半灌木
。

此外还伴

生有几种高达 米左右的灌木一小叶锦鸡 儿
、

川青锦鸡儿
、

木坝王
、

泡泡刺等 以及矮淮

木琵琶柴
。

珍珠猪毛菜 王 工 泣摊
、

琵琶柴 姗爪 砾漠
。

珍珠猪毛菜
、

琵琶柴砾漠分布在阿拉善东部和河西走廊一带的砾 质 戈 壁滩上
,

土

壤是 含石 膏的砾质灰棕漠土
。

珍珠猪毛菜是浅根性矮半灌木
,

高约 一 厘米
,

最大

根量分布在地下 一 厘米处
。

它也 是聚硫的旱生盐生植物 含 沉一
。

它 是 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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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的主要饲料之一
,

冬
、

春
、

秋季带叶果的嫩枝饲用价值最高
,

尤林 是催肥作用显著
,

夏

季质量较差
。

山羊
、

绵羊也甚喜吃它
。

这类荒漠在含多量砾石为沙壤土上
,

珍珠猪毛菜和琵琶柴都 占优势
,

还混生有盐生

草和 泡泡刺
。

在地形较低
、

地表砾石较少的地段
,

很少有珍珠猪毛菜
,

而以琵琶柴
、

刺

紫苑 作均王翔 拈
、

中亚木紫苑 乙一

娜

为主
, 以 及木坝王

、

短叶假木贼 玲 玄 ,

并混生有戈壁针茅 。云

公
、

华隐子草 艺。 云 邦己咋
、

蒙古葱 乙乙位仍 , , , 性 乙 琳 等
。

膜果麻黄 瓦己 ,

酮 艺 ’ 梭梭柴砾漠
。

膜果麻黄
、

梭梭柴砾漠分布在阿拉善西北部的砾壁滩上 , 那里降水量极少
,

一般不

到 。毫米
。

它们 的生境为山麓洪积扇有地表径流补充的沟谷边缘
。

梭梭柴株高多不过

米
,

比生长在沙地上的矮小
。

群落总盖度较稀疏
,

一般为 一
,

有 沟仅 一
。

常伴生着木坝王
、

沙拐枣
、

合头草
、

木本猪毛菜
、

短叶假木贼等
。

二 低 山上的矮半灌木岩漠
、

合头草岩漠

在河西走廊和阿拉善为极端干旱气候条件下
,

石质低 山长期经受强烈风蚀作用
,

土层

也几乎被剥蚀殆尽
,

在干沟 内稀疏地生长着 合头草
,

而没有戈壁菊
,

伴生有珍珠猪毛菜

和刺旋花 切不 艺“ 孔 瓦 葱
、

中亚木紫莞 认 叭 艺一

以

改
、

木本猪毛菜 不 乙 艺
、

盐生草 艺 艺
、

以 及木

坝王
、

分枝雅葱
、

琵琶柴等
。

三 沙丘上的半灌木
、

灌木沙淇

油篙 黑沙篙 。, 、

白沙篙 瓦 。冰
、

猫头刺沙漠 这类沙漠分布于阿拉善东部
、

鄂尔多斯西部的半荒漠地区
,

包括腾格里沙

漠
、

库布齐沙 漠
、

乌兰布和沙漠
、

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沙摸和宁夏黄河东西岸沙漠等处
。

在这一带的 固定和 半固定沙丘上广泛生长着半灌木油篙
。

油高含挥发油
,

在生长季节内

牲畜不吃
,

破坏较 少
,

复盖度一般为
。

在沙层较厚处
,

伴生有豆科的灌 木 有 猫 头

刺
、

小叶锦鸡儿 琳 不
、

柠条锦鸡儿 免 艺
,

寥科

的木寥 万 介 ” 和蔷薇科儿寸沙冬青等
。

油篙是高约 一 。厘米的菊科半灌木
,

主根发达
,

侧根也密集
,

根系多集中在干沙

层和湿沙层的交界处
。

其种子萌发力强
,

易于进行营养繁殖
,

是 良好的 固沙植物
。

它 的

枝条可割取作沙障
,

枯枝叶可饲喂牲畜
。

豆科灌木几乎都是骆驼的好饲料
。

在地下水位较高灼沙地上
,

油篙伴生有茨菊科灌木一唐古特 白刺或劳氏白刺
。

它们

为根系庞大
,

主
、

侧根都发达
,

四周伸展达 米 以上 地上部分枝较多
,

在复沙内能生

长不 定根和萌发不定芽而继续向上生长
,

所 以 固沙力很强
,

常形成 一 米高的固定沙

包
。

白束的叶是骆驼的饲料
,

果可酿酒制醋
、

喂猪
,

种子可榨油
。

在流动沙丘或新月形沙丘上有一些耐沙埋
、

抗风蚀的植物
,

其中半灌木以 白沙篙最

为突出
,

灌木有豆科的花棒 细叶岩黄者 “二 爪机
、

蒙古花 棒 蒙古

岩花省 喊 呱琳 机伽四行 训甩 、

寥科的沙拐枣 南绝伽“琳 柳此时云哪种 等
、

以及多年生根茎禾本植物有沙竹 名创朴的陌配 仍。此 考纭
。

在丘 间低地常 见 二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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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花科草本植物 门 沙芥 玄, 依。 。。
。

此外
,

在沙丘上
‘

常有一 年 生 的沙
米 诬 儿贝乙“ , 玄饥 和 多种 虫实 毗机

。

这里生长的沙竹
,

其地上茎能随着沙埋而增长
,

可伸展 一 米以上
,

地
‘ 一

卜走茎非

常发达
,

盘根交错
,

水平伸延达 米以 上
,

最长有达 米的
。

它是优 良的 固沙植物
,

也

是羊
、

牛
、

马
、

骆驼喜吃的优 良牧草
,

它的叶子可制绳索
,

茎可供编织
。

沙芥的茎叶有

辣味
,

可作蔬菜食用
,

也是优 良牧草
,

种 子可榨油或作调味料 它的果实长而有翅
,

中间

有刺状附属物
,

成熟后散落到流沙上即插入沙层不易被风吹走
,

因此适于生长 在 流 沙

上
。

沙米和虫实的种子都可食用
。

白沙篙
、

沙拐枣沙漠
。

这类沙漠分布在阿拉善西部巴丹吉林沙模内
,

这里多复合型沙 山
,

沙 山 。弓相对高度

达 一 米
,

沙山的迎风坡和背风坡 落沙坡 的 下部及背风坡上部有植物生长 , 大

约沙山 的三分之一面积上复有植被
,

植被盖度约 一
,

个别可达
,

流动沙丘上

的主要植物是 白沙篙和沙拐枣
。

白沙篙是流动沙丘的先锋植物
,

喜生长于干燥沙地
,

最

适应于落沙坡的下部
,

特别在易于沙埋的部位
,

生长更好 当其植株的五分之四被沙埋

后
,

仍能正常生 长
。

它的年龄一般不超过 年
,

一 年生植株的地上部位高达 一

厘米
,

主根可深达 一 厘米
,

侧根集中在地表下 一 厘米 间
,

水平延 伸 达 一

厘米
。

在地下水位深
、

土壤干燥 的环境下
,

主根祖而长
,

侧根少而细短 在 地 下水

位较高处
,

则主根短
,

侧根较发达
,

但地下水过高处可发生根腐现象
。

白沙篙具有很强

的营养繁殖和种子繁殖 的能力
,

耐沙埋
、

抗风
、

是固定流沙最优 良的天然植物
。

它的枝

条可割取作人工沙障
,

也是牲畜过冬的饲料
。

沙拐枣是 一 厘米高的寥科灌木
,

单株 成丛生长
,

分布稀疏
。

它阴叶退化 为 鳞

片状
,

根系的水平侧根发达
,

可延伸 一 米甚至 米远
,

环抱整个沙丘
,

以 吸收水分
。

它的嫩果是骆驼
、

黄羊
、

山羊
、

绵羊的好饲料
。

这类沙漠除伴生有前类沙漠所不见的极耐旱的膜果麻黄和木坝王外
,

同时还有前类

型所常见的木寥 九 了 忿 、

花 棒 不 机
、

沙 竹

等
, 以及一年生 、

,

勺沙米和小虫实 挑 艺不‘ 等
。

梭梭柴沙漠 在阿拉善巴丹吉林一带梭梭柴沙漠常与蒙古沙拐枣
、

泡 泡 刺
、

白

刺
、

唐古特 白刺混生
,

林下有金匙叶草 黄色补血草 幼机 机 阳
、

麻落粒

王眯 艺
、

胖姑娘
、

琵琶柴
、

盐爪爪
、

细叶盐爪爪等
。

这类梭梭柴多 分 布

在古湖相沉积的沙壤质盐渍化土壤上
。

四 湖边
、

低洼地的盐生草甸
、

灌丛和盐澳
在湖边

、

河岸或局部低洼处的地下水位较高处
,

有大片
一

的盐债化草甸 上 和 草甸盐

土
。

其 上分布着耐盐或适盐程度不同的 中生草本植物所组成的草甸
。

这些草类主要属于

禾本科
、

豆科
、

菊科
、

蔡科
、

莎草科等及其他科植物
,

并或多或少地混生一些盐生半灌

木或灌木
。

在积水处还有多汁一年生植物
。

禾本 科植物主要有璋茅 不 行 。

忿’
、

友岌草 几 琳 乙 一

’ 哪
、

滨 草 赖 草

彻“ 蕊 该爪 ’ 夕
、

芦苇 。公 “托 狗牙 根 伴 根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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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作。 乙
、

假苇拂 子茅 昭 忿
榔己 几昭琳 等

。

豆科植物有

草木裤 落玄忍 乙哪
、

白香草木样 不不。公“ 艺加
、

苦豆子 卜
,

印
、

披针叶黄华 面人 民睛 孔 忿叭 艺
、

苦马豆 羊卵蛋

九 乙砒
、

甘草 乙夕 夕 “ 忍眺
,

菊科植物有羊角菜

林 不 下 夕七
、

盐地凤 毛 菊 “ 挑 不
、

苍 耳 玲 “琳

机
、

胖姑 娘 花 花柴 不 ’
、

蒲公英 尤 “机 卜

“ ,

菜科植物有盘果碱蓬 。 “勿
、

盐角菜 海蓬 子 忿 协
“ 、

等属
,

其它科河确海韭菜 洁不 九 机
、

格氏补

皿草 工艺作
一 才 艺

、

车前草 不
、

竹鞭草 尸。卜

’琳
、

罗布麻 夕 爪
、

宽叶独行菜 羊辣 辣
“爪 了忿公 工 机 等

。

在干早区盐生草甸 巾混生明灌木有劳氏白刺 绝 的。 欢
、

黑 刺

。 瓜 以 及 多 种 怪 柳
。

盐生草甸 中的禾草和豆科草多为营养 丰 富
、

质量

较好的牧草
,

羊
、

马
、

牛都喜采食
,

所 以盐生草甸是 良好的牧场
。

其中许多植物还有恃

殊的经济用途
,

如岌岌草旧茎
、

叶可制人造棉和高级造纸原料
,

茎可编制草帽
、

坐垫
,

根可做刷 子
。

芦苇也是优质人造棉布造纸的原料
,

芦根药用能解热
、

止渴
、

利尿
。

瘴茅

的旬甸茎可供编制草帽
。

豆科植物大多是优质牧草和绿肥
,

有些也有特殊用途
。

如甘草

的 根为镇咳祛痰药材
,

是最常用 「 中药之一
。

刺果甘草的茎皮纤维拉力较强
,

可织麻袋

或供编制
,

种子可榨油
。

草木裤全草入药
,

可抗疟疾
。

苦豆子的根可治喉疼
、

消炎
。

罗

布麻的纤维细长柔韧可做高级纺织原料和制耐用的绳索和渔纲
。

蒲公英全草入药
,

能治

上呼吸道感 染
、

胃炎
、

疖肿 等病
。

苍耳种子可榨油
,

做高级润滑油或供食用
,

还可作油

漆
、

油墨
、

肥皂等工业原料
,

果实入药可发汗
、

解热
、

镇痉
,

茎叶捣碎 可 治 疥癣
、

湿

疹
、

虫伤等
。

怪柳户
,

枝条细柔
一

叮编筐篓
,

枝叶可作羊和骆驼的饲料
,

嫩枝幼叶又可做药用 其根

上寄生民列 当 叭 孔 是名贵的 药材
。

在阿拉善东部的湖滨盐分较高的盐土 上
,

有盐爪爪 不落注“琳 工 “ ,玲 、

尖 叶

盐爪爪
、

细叶盐爪爪盐漠
,

常伴生有盐生灌木白刺 抓 和黑刺 苏 拘记

毛 。 等
。

在湿润盐土上有一 年生的盐角菜
、

角果碱 蓬
咋‘ 不

、 、

盘果碱 蓬 妙“
、

盐地碱蓬 ‘ 了 以及 胖姑娘

不 和生长不 良乞二岌岌草 九 亡 摊 艺跳 麟
。

五 山地的垂直带植被

宁夏贺兰山 贺兰山位于阿拉善高原东 部边缘
,

约占北纬
“ 、

东经
“ , 山麓海

拔 米
,

最高峰 米
,

西侧由下而上可划分为下列各山地植被垂直带

海拔 。一 米为矮半灌木
、

矮禾草荒漠带
,

即含有沙生针茅
、

无芒隐子

草 落该 。哪 “‘ 的珍珠猪毛菜
、

琵琶柴沙砾漠
。

海拔 一 。米为山地矮半灌木
、

丛生矮禾草草原
、

丛生禾草草原
、

灌丛

带
。

一 米的山麓倾斜平原为沙生针茅
、

冷篙 对 , 枯 了‘‘ 草 原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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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出现本氏针柔 移

洲 草原
,

再上为灰榆 落哪 曲 甜 灌 丛
。

灌

丛在阳坡可 上升到海拔 米左右
。

海拔 一 米为亚高山常绿针叶林
、

灌丛带
,

在阴坡海拔 米以 匕出

现油松 蓄 加艺呵由拼 林
, 。一 米为青海云杉 纪 忿 林

,

而 阳坡 为灰榆 丁了机 不 疏林
、

灌丛和蒙古扁桃 桃 甚玄 灌

丛和圆柏灌丛
。

海拔 一 米为山顶灌丛
、

草甸带
。

主为高山柳 艺伙 肠 公 玄
、

金露梅 尸。 跳 不艺 比 众 。
、

鬼见愁 柞。 七 灌丛
,

在灌丛中 分 布有片

状的篙草草甸
。

甘肃祁连山

祁连山的张掖南山一带约 占北纬
。 、

东径
。 ,

高度在 米以上
,

最高峰达 。。

米
。

从山麓到山顶的植被垂直分布情况如下

海拔 。一 米矮半灌木荒漠带
,

以珍珠猪毛菜
、

琵琶柴砾漠为主
。

海拔 。。一 米为山地丛生矮禾草
、

矮半灌木草原
、

丛生禾草草原带
。

下

部为荒漠丛草原
,

上部为克氏针柔
、

冷篙草原和木氏针茅冷篙草原
。

海拔 一 米为亚高山常绿针叶林
、

丛生禾草草原带 阴坡下部有油松

林
,

上部为青海云杉 丈’ 林
,

云杉 尸 公 林常与山杨

外艺 对
、

红桦 现 , 工 一

’ 玄 形成混交林
。

阳 坡币有 混 生 方 香 柏

沉 ‘做 艺不 艺 的针茅草原
。

海拔 一 。米为亚高山灌丛
、

草甸带
。

阴坡为高山柳
、

金露梅
、

鬼见愁

灌丛
, 阳坡和 山顶为篙草草甸

。

一 米为流石滩带
。

稀疏地分布着云莲花 脚 艺 心 等

垫状植物
。

米以上为冰雪永冻带
。

上述两个山地植被垂直带谱结构的特点如下 山地没有落叶阔叶林带
, 一

厂段

有油松林
,

说明大气早化程度并不最严重
,

且反映暖温带的特征
。

基带的荒漠植被反映着草原化特点
。

山地阴
、

阳坡的植被差别很 明显
,

阴坡为森林
,

阳坡为草原或灌丛
。

而月 巾

山或亚高山 认针叶林是呈带状分布
。 ,

中山或亚高山只有耐旱的云杉林
,

而没有喜湿灼冷杉林
。

六 绿洲 内的农业植被及本带大农业发展方针

本带蚁绿洲农业主要集中在黄河前
、

后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平原
,

它们 分别是宁夏
、

内

蒙古和甘肃重要的粮食产区
,

一东一熟
。

后套平原是悠久的灌溉农业区 , 主要 有 春 小

麦
、

糜子
、

马铃薯等
,

有少量玉米
、

高粱
、

大豆
、

胡麻等
,

西瓜
、

香瓜较多
。

近年发展

糖甜菜和 向 日葵等经济作物面积很大
。

河西走廊一带有大麦
、

糜子
、

谷子
、

玉米等
, 以

早
、

中熟品种为宜
,

少量水稻
、

高粱和马铃薯等
。

油料作物有胡麻
,

金塔一带 种 有 棉

花
,

但产量较低
。

果树以 枣
、

梨
、

苹果为主
,

还育少量桃
、

香以 及 白兰瓜
、

西瓜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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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带大农业发展口
,

方针如下

就木带宁夏的前套和 内蒙一后套而言
,

虽年雨量只有 毫米
,

由于黄河 上游 水源

丰富 , 不象西北其它荒模地区的绿洲
,

全靠高山有限的冰雪融水
,

如遇气温过低年份春

季融雪推迟
,

就会影响春季作物乙 灌溉
,

而且黄河从南到北的河面高差达 米 以 上 ,

便 于建筑水库和 自流灌溉
,

又能利用落差发 电
,

电力又能作提水灌溉 〕勺能源
。

尤其是荒

漠 内陆河流 土壤 中盐碱难 以 排洗
,

而木带只要搞好排水系统
,

土壤中的盐分就可以洗

掉
。

合理利用绿洲 内尔 沙地 盐破地
。

据调查
,

前套的银川以北 绿州 内 汀荒地
、

沙地和盐碱地 万亩
,

仍有不 同 程度

的盐债化耕地 多万亩
,

对丁沙地和盐债化土壤应合理 用
。

沙地的利用 沙地种 植大豆既省水肥
,

经济效益又高
。

大豆五月初播种
,

月成熟
,

既可躲过春旱
,

生
一

长旺盛季节正好充 分利用光
、

热
、

水 资源
。

大豆的秸秆和油

粕是 良好的饲料
,

有利于发展畜牧业
,

牲畜粪便又可促进粮食灼增产
。

沙地栽培西瓜
,

成熟期较华北平原要推迟 个月
,

可以 调节季节时供应
。

沙地栽培苹果
、

梨
、

桃
、

枣
、

葡萄等果树
,

需选好空气易排时坡地
,

不宜选在低洼地
,

还要营造小网格防护林
,

·

这就

可避免晚霜冻害
。

啤酒花在黄灌区沙地 上也适宜栽培
,

也须营造防风林
。

盐碱地的利用 重盐碱地
一

要保护好野生的 白茨和岌岌草等
,

作畜 牧 的 饲

料
。

在较轻度的盐债化土 上
一

可栽耐盐的构祀
、

向 日葵
、

糖甜菜等
。

构祀在含 一

盐分的土壤 仁仍能生长 结实
,

但在含盐 鼠。
,

一 的土壤上生长最好
,

种植三年后

即可结果
,

年后亩产最高
,

可达 斤
,

能生产 年之久
。

搪甜菜也是耐盐和 需 盐作

物
,

前
、

后套年雨量虽只 毫米
,

但 集 中在 一 月
,

正是它需水量最多时 期
,

特

别是引黄灌溉可保证其对水分灼 一
攀求

。

由于气候千燥
,

病虫害竣少
,

但种了一年糖甜菜

后
,

必须隔 四年再种
,

不能重茬
,

以 免消耗地力
,

发生病虫害
,

使含糖量减低
。

向 日葵

是耐寒耐盐 作物
,

在 犯壤含盐 以 下都能生 长良好
,

亩产可达 斤
,

但也要注意轮

作例茬
。

“ 白僵土 ” 浏利用 白僵土是一种含碳酸 氢钠和碳酸钠的碱土
,

目前多为光

板地
,

局部地点长有沙枣
、

红柳
、

白茨等
。

一般碱土层厚 一 厘米
,

利用途径是多方面

的发展岌岌草和 白茨
,

可作滩羊
、

骆驼价 饲料
。

也可挖塘养鱼
。

栽树要挖坑把碱土层打

通
,

选择耐盐碱的红柳和沙枣
,

不宜栽杨树
。

如作为农田需用秸秆还田掺沙以 改 良 土

壤
。

治理好土壤盐渍化
,

增产粮食
。

黄河前套的土壤母质原来含有盐分
,

地下水矿化度也很高
,

加 以灌区是半 封 闭 佳

地
,

排水力很差
。

特别有灌无排
,

造成地下水位不断提高
, 以 致土壤不断发生次生盐渍

化
。

治理措施如下 在工程措施方面
,

①灌区有淡水型地下水处
,

可采用竖井以

灌代排
,

但如地下水矿化度较高
,

就不能采用井灌井排
。

②由于灌区面积大
,

自然条件

复杂
,

必须因地制宜地分别采用明沟
、

暗管
、

井排等排水措施
,

大多需井渠结合
,

以渠

排为主
。

③改造不合理的高渠
、

长渠
、

边渠
,

特别要把漏水的渠道补砌起来
。

④田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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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
,

做好平整土地 , 便于管理
, 以免田 间土壤微地形较高处发生缺苗现象

。

生物措施 ①农田沟渠栽植防护林
,

既可通过由树木蒸腾作用排水
,

又可防

止干热风危害小麦
。

②多栽耐盐
、

需盐的草首借和紫花首着等牧草
,

可加强地面复盖 ,

抑制地面返盐
。

因上述植物根系发达
,

也可起生物排水作用
。

③栽培吸盐的向 日葵和糖

甜菜等经济作物
。

农业措施 ①合理用水和节省用水
,

杜绝大水漫灌和串灌
,

实行畦 灌 和 沟

灌
。

秋浇不能用水过多
,

时间也不能太长
, 以免冻前地下水位升高

,

保证次年小麦播种

前地下水位不致升高
。

②多施有机肥料
,

广种耐盐的绿肥
,

既培肥地力
,

又为发展畜牧

业提供饲料
。

③在盐债土 上种植作物要 “ 深种浅不种 ” ,

先种后浇水
,

把种子种沟 内
,

还

可采用移栽措施
,

以避免盐害
。

④水稻种植必须连片
,

不要插花种植
。

以 免水稻田邻近

旱地因地下水上升而发生盐渍化
。

孔 因地制宜地发展林业
。

保护和营造山地森林 本带 内贺兰山和大罗山都是弧立的石质 山地
,

山下气

候干旱多风
,

山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太平洋东南季风余波的影响
,

还残存着少量青海云

杉林
、

油松林
,

山麓有耐旱灌丛
。

这些天然林和灌丛具有涵养水源
、

改善气候
、

保护土

壤的作用
。

所 以 这两个山地森林和灌丛的存在 , 是 自然历史遗留下来 的 珍 贵 天 然 遗

产
。

但在著者 年考察时
,

看到贺兰山森林极稀疏
,

山地植被破坏很严重
。

目前应划

为重点 自然保护区
。

牲畜要限期限量进山放牧
,

要轮封轮牧
, 以 期植被有休养生息的机

会
。

保护山地植被尔作用
,

既可增加蓄水能力
,

以免山洪暴发时冲毁农 田 ,

又能保护该

山原有献 马鹿
、

黄羊
、

野狼等动物资源
。

要改变 目前在林 区 内盲 目发展山羊和骆驼 , 搞

了许多固定圈
,

实行常年放牧
,

以致山地植被受到严重破坏
。

当地群众说
, “ 羊 嘴 沟

铁
,

牛蹄鱿撅 ” , 山 中羊 圈 一 公里范 围 内已寸草不生
,

每遇暴雨就会发生严重的 泥

石流
,

所 以保护和营造本带户砂山地森林是发 展大农业 的关键措施
。

兴建水利 工程刃有生态系统勺 观点 干早区的河流很短
,

水源有限
,

因此 上

游修建水库和打井必须考虑下游的林 业和农业
。

年代以来
,

甘肃省 河 西 走廊的武威

地 区 了 石羊河中
,

上游层层兴建水库
,

对水库附近的农业生产虽起到一定作用
,

但石 羊

河下游 民勤县因上游来水减少
,

年代来地表水 日益不足
,

因而耕地就 荒 废 多 万

亩
,

粮食总产减少 多万斤
,

于是就先后打机井 。。多眼
,

每年提取地下水 亿吨
,

致

使浅层地下水位不断下降
,

每年下降 一 米
,

个别地方下降 米
,

甚至 一 米不

等
。

由于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
,

引起了农田灌溉困难
,

同时林业也受到严重影 响
,

例如

石 羊河机械农场 因大力投资提取地下水灌溉
,

来经营杨树
、

白榆等速生树种
,

由于地下

水下降
,

虽然杨
、

榆暂时生长 尚好
,

但附近河滩地因地下水位下降
,

导致原来栽培的沙

枣林都成片枯死
,

附近沙丘 上原来生长旺盛的梭校林也大量死亡
,

结果固定沙丘变成了

流沙
。

大力营造农 田防护林 黄灌区因水源丰富
,

营造农 田防护林不仅起到生物排

水作用
,

减少干热风对小麦的危害
,

而且 由于土壤深厚
,

水量充足
,

也可作荒漠区速生

林的基地
,

解决木材和薪炭困难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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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播造林 造林必须有种子和幼苗
、

适宜的土壤
、

气温和水分等综合条件
,

本地带无论山 区和丘陵的生态条件
,

是十分复杂的
,

不同的树种或灌木所要求的外界生

态条件各有不 同
。

尤其播种后需有一定的水份条件才能出苗
。

在风力很大的本带
,

飞播后

种子落到沙丘上易被风吹走
,

如吹到落沙坡
,

因沙层复盖较厚
,

就不能出苗
。

在 人口 稀

少的本带
,

虽然缺乏劳力
,

从植物生物学和生态学观点出发
,

飞播的成效是不大的
。

保护和营造植被
、

固定沙丘的植被 本带要采取措施固定沙丘
,

十分重要
。

例如 年 月 日内蒙古 巴彦高韧附近铁路通往兰州的一列客车因沙埋而出轨
,

几乎

造成严重事故
。

以后就在公路 两 旁 建设一平方米的方格
,

方格 内播种 白沙篙就把流沙

固定起来
,

多年来就不再发生沙埋事故了
。

所 以 阿拉善沙漠湖盆很多
,

在沙丘沙质盐

渍化土壤 仁
,

分布着的梭梭柴和 白刺是多年形成的沙包
。

在保护这些灌木或半乔木的 同

时
,

要采取人工措施促进其繁殖
,

在流动沙丘上可播种 白沙篙和 油篙及其 他 当地沙土 卜

的乡土植物以 固定
。

发展畜牧业和渔业

发展畜牧业
,

首先要保护天然牧场
,

不应盲 目开垦
。

例如甘肃玉 门一带国营花海 子农

场
,

不经调查设计
,

就开垦盐渍化草甸草场两万亩
,

不到两年内就迁移场址 次之多
。

开垦后不仅破坏 了草场
,

连粮食种子都收不 回来
。

所 以保护本带天然草场是首要任务‘

在沙漠和戈壁滩上
,

应适当发展耐旱
、

耐粗饲料的骆驼
,

沙丘间的盐生草甸是优牧场

良
,

不仅不宜开垦
,

还要控制放牧
,

并可适当建立草木挥
、

紫花首偕的人工饲料基地
。

山地放牧 要防止过牧
, 以免引起水土流失

。

要特别提倡农区 灌区 发展畜牧业 因为农

区饲料来源丰富
,

除原有岌岌草
、

芦苇天然牧场
,

适宜大牲畜放牧外
,

还有糜糜草
、

玉米

茎叶
、

甜菜叶
、

向 日葵花盘
、

胡麻粕 以 及糖甜菜 制糖后的废丝等付产品
,

都是优 良

的饲料
,

粮田 内还可种草木挥
、

箭舌豌豆
、

毛叶苔子等牧草
,

都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

础
。

特别是农 区饲养条件好
,

牲畜饮水不成问题
,

有棚 圈能抗御自然灾害
,

农户饲养牲

畜数量不多
,

较易管理
。

此外农 区人 口 密集
,

可充分利用老少
、

妇女多余的劳动力
,

再

加上暖温带高原作物生长季节 以外的时期
,

耐寒的牧草可以正常生长
,

从而充分利用 当

地光
、

热
、

水的资源
。

牛
、

马
、

羊类都是优 良有机肥料
。

配合化肥施用可改 良土壤结构
,

有利于种植业的 增产
。

尤其本 区广大的半荒漠
、

荒漠草场在冬季饲料困难
,

许多荒漠中

的幼畜就可在冬季赶到农 区育肥
, 以补充冬场的不足

。

荒漠区绿洲 内有些积水的佳地也可提倡渔业
。

例如前套北部的前进 农 场 湖泊中养

鱼
,

目前才 亩产 斤左右
,

如果增加饲料
、

引黄灌水改良水质
,

增加鱼类品种
,

增产到

一 斤是不难达到的
。

据调查银川原来有七十二连湖
,

共有水面 万亩 , 自 年

后放 了水
,

开垦 万亩农 田 ,

剩下 万亩也都干涸了
,

但夏季仍有 万亩水面
,

可搞季

节性养鱼
。

其他洼地也可养鱼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