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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荒漠
、

裸露荒漠带

本带是 我国极端干旱地 区 , 年降水旦一股低于
厂 。一 毫米 , 包括塔 旦 万 护

、

地
、

东

疆和 柴达木盆地
。

塔里 木盆地和东疆海找二 一 米 , 属暖温带气 汉
。

扮 一二犯积温

为 一二 公℃夕 年均温约为 一竺 ℃ 一月 均温为 一 到
一 一

℃ 绝对最低为
一

勺℃

月均温为 一扮 ℃
,

绝对最高为迄 ℃ 无霜期 幻一 月天
。

全境有不 少而 积为毛植被

灼流动沙丘和裸露砾漠
。

在塔里木盆地超旱生
、

‘

灌木荒漠袱为突出 , 在 山前洪 了定上有

极稀疏的膜果麻黄
、

木坝王
、

泡泡刺
、

沙拐枣砾漠 , 盆地 中 间有极稀疏三 怪柳沙漠
。

低

山上有超旱生矮半灌木
一

右
一

头草
、

戈壁菊岩 , 此外
, 地下水较高处有盐爪爪 艺盯“橄

王 亡 二
、

盐稿木 不 云 不
、

去改节木 ” 二“ ,、 乞 “沉

盐漠和 怪柳灌丛
。

沿河两岸有大而积走廊式胡杨林
。

柴达木盆地海拔 。。。一 。之公米
,

气

候特点是 夏凉冬寒 , 多 ℃年积温为不足 ℃ , 年均温约 一 ℃ , 匕月均温儿一

℃ , 一月均温为 一 公到 一 ℃ , 无霜期仅 一 功天 , 年 日照刘
一

效 为 一三叨 小

时 , 年降水量 自东向西减少 东部 一 毫米 , 西部只有 一劝毫米
。

主贾特点有少

面 积韵 裸露盐壳 夕 山前有膜果麻黄
、

梭梭柴砾漠
,

盆地中有稀疏枉柳沙漠和 细叶盐爪爪

盐漠 ,
一

也有小片胡杨林
。

一 戈盛滩上的滋木和矮半灌木砾漠
卜

膜果麻黄
、

喀什木坝王
、

包花包克‘ 、

沙拐枣 玄 。。。 王玄 砾漠 这

类砾漠广泛分布于北 山
、

南疆 山前 的洪积平原上
。

地表以砾石
、

粗沙为主
。

植被复盖度

到
,

还有不到 的
。

土壤表层 多积聚碳酸钙和石膏
,

中下层有盐债化现象或

坚硬的盐盘
。

膜果麻黄往往生长在靠近山前坡度较大而有地表通流的冲沟旁
。

它是无叶

的常绿灌木
,

以绿枝进行光合作用
,

一般高度 厘米左右
,

有的可达 厘米
。

它 的主

根和水平侧根都很发达
,

也多须根
,

极耐干旱 其抗热性很强
,

可经受 一沁 ℃ 的 高

温
,

因而能抵御戈壁滩上 日中的酷热而生长
。

植株有密集的分枝
,

可挡风滞沙
,

常形成

高 一 厘米
、

直径 一 米的小沙丘 所 以它是戈壁滩上的主要固沙植物之一
。

枝茎含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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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黄素
,

为 良好的发汗药
,

可治支气管 炎和痢疾
,

还可提取烤胶
。

在疏松沙砾质戈壁上的 山前砾石 冲积带和干河床边缘的沙地上
, ‘

常常稀疏地 分布着

一 米高的疾落科灌木一木坝王 双娜 瓜加 如助 和喀什坝王 瓦刃

爪 加 吨 ’二 ,

也有阻沙作用
,

枝供燃料
,

’

叶作饲料
。

木坝王 的灰分
、 、

含

量都较麻黄为高
。

此外
,

在洪积扇下部沙质生境上或流水沟旁
,

常混生有劳氏沙拐枣 时 “ 。

曲 欢行 ,

多雨年份或在有流水的冲沟旁常生 长着灰 分和 含量很高为一 年生盐

生草
。

砾质戈壁滩上还常见合头草
、

戈壁获
、

喀什琵琶 柴
、

裸果木和无叶假木贼 。乙

儿夕不不 等
。

。

膜果麻黄
、

篙叶猪毛莱 乙 加 曲 叭 ’
、

驼绒菊砾漠 这类砾漠 分布在

柴达木盆地 昆仑山前洪积平原比 沙砾质戈壁滩上
。

膜果麻黄高不过 米
,

植被复盖度约

一
,

常形成直径约 米左右的小沙包
,

伴生有柴旦沙拐枣 盯石 玄 二

哪 ”
、

密花怪柳
、

西伯利亚 白刺
、

梭梭柴等
,

而没有南疆一带喜暖的泡泡刺
、

喀什木

坝王等
。

短叶假木贼砾柴 这类砾漠广泛分布于气候极端干旱的诺 明戈壁
、

北山等地的 山

麓洪积扇和 山 间砾质平原上
,

也见 于干旱石 山的 山坡上
,

土壤为石膏灰棕荒漠土
。

群落

复盖度仅 一
。

短叶假木贼生长稀疏而矮小
,

高约 一巧厘米
,

也是超旱生盐生植

物
,

含
,

含 的一 。 伴生植物是一些极少量的真旱生灌木或矮半灌

木
,

有琵琶柴
、

膜果麻黄
、

戈壁蔡
、

驼绒蔡
、

木坝王
、

木本猪毛菜等
。

没有 短 期 生 植

物
,

也极少一年生草本植物
。

廷
。

琵琶柴砾漠 琵琶柴砾漠 主要分布在北 山
、

塔里木盆地的砾质戈壁上
,

柴达木盆

地内也有分布
,

土壤为棕色荒漠土
。

琵琶柴是一种极端耐旱耐盐的矮灌木
,

它在极千旱和

强盐化的戈壁滩上呈枯黄色
,

生长状况不 良
,

高度仅 厘米左右
,

呈低矮
、

稀疏而单调的

景色
。

它的枝条被沙埋后能长出不定芽
,

植株基部常 因流沙阻 留而形成 一 厘米高的

小沙堆
,

即使根部因风蚀而外露
,

也仍能正常生长
。

伴生植物种类极少
,

只有展枝假木

贼 儿曲 ‘ 限配
、

合头草等几种植物
,

住往是单一的瓷琶柴群落
。

其总 盖度多

不足
,

有时仅 一 石
。

它的外貌特点是 在黑色砾石背景上呈现着均匀的灰绿色矮

丛
,

有时甚至完全淹没在黑色砾石背景中
。

它给人的印象低矮
、

稀疏而单调
。

琵琶柴是一种聚硫的旱生盐生植物
,

根据十数个标本的分析结果
,

它的干物质 中含

达 一
,

含 一
,

含 一
。

琵琶柴砾漠常用做骆驼

的夏秋牧场和羊的冬春牧场
。

琵琶柴的根部寄生有一种名贵药材 —
锁阳 九。爪 爪 ,

托比拼

在塔里木盆地南部 昆仑山山前洪积扇上生长着植株较高 拍一 厘米 的长叶琵琶

柴 邵蒯 公 和喀什琵琶柴 水 北 ,

它们也多以纯群出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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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低山上矮半灌木岩澳 合头草
、

戈壁蔡岩淇

甘肃西部北山和新疆天山 南麓一带和 柴达木盆地的岩石低山都有分布
,

所在地气

候极端 干旱
,

风蚀强烈
,

表而呈破碎的黑 色岩块
。

在千沟 内稀疏地生长着合头草和戈壁

菊以及驼绒荻 哪 和短叶假木贼 柞 该 不玄 等
。

植被总 盖度不

到
。

合头草是高约 一 厘米的典型超旱生盐生矮半灌木
,

是骆驼的催肥饲料
,

干

鲜均可饲用
,

但马
、

牛
、

羊不喜吃
。

合头草含
,

含
,

含
。

戈壁葬是高约 一 厘米的矮半灌木
,

含
,

含
, ,

含
,

骆

驼只食用其干枯植株
。

在千沟 内生长着可提取麻黄素的 中麻黄 ’
、

木贼麻黄 九 萝 鉴 以 及喀什木坝王 夕乙艺机 丸 瓦 玄“ ,
、

分枝

雅葱 九 艺
、

喀什琵琶柴 “ , 丸
、

尖叶 盐 爪 爪

成记依爪 以“ 、

裸果木等
。

在吐鲁番盆地和南疆一带还可见到 喜 暖的 多年

生草本植物叮瓜儿菜 白花菜 叩
,

它的种子 富含优 良的食用 油
,

是

一种聚 硫植物
,

叶子含氮
,

含硫
,

含 达
。

三 半流动沙丘上的稀疏灌木沙丘一樱柳沙漠

在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沙丘 的丘 顶和丘坡的 沙陇 仁
,

稀疏地生长着高大的怪

柳
。

在丘 间低地的盐溃化沙地上生长有耐盐的 芦苇
、

罗布麻
、

骆驼刺 九 “ 。卜

九 、 、

胖姑娘 工 等草本植物
。

在南疆
、

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的绿洲 或河
、

湖附近地下水位 一 米的地段
,

往

往出现生长着怪柳 的 固定小沙丘
,

即 “ 红柳包 ” 。

这 里怪柳的种类 繁多
,

有短穗 怪柳

爪 大 、

红柳 ’ 加 阴
、

毛红柳 加加
、

长穗

怪柳 散 戈
、

密花怪柳 ”, 戈 以
、

多花怪柳 爪

人 。。 丸 ‘
、

细穗红柳 法￡ 卫 亡 云 等
。

它们 的一般高度为 一 米
, ‘

最

高可达 米以 上
,

叶子能泌盐
,

都是耐沙埋的盐生植物
。

由于生长在盐渍化草甸土或盐

土上的怪柳
,

在挡风阻沙的过程中不断被沙埋
,

不断向 上生长
,

而逐渐形成 了 “ 红呀柳

包 ” ,

一般高约 一 米
,

最高可达 米以上
,

它们多分布在 流动沙丘 区的 边缘地带
。

怪柳的木材可供建筑
,

制作农具用
,

也是 当地的 民用燃料和药材
,

其嫩枝叶利尿
、

治癣毒
、

皮可发 汗
,

花序能促发小儿麻疹
。

“ 红柳包 ” 上常伴生着耐沙埋的 其他灌木一菊科的唐古特 白刺和茄科的黑刺 苏构

祀 。灿。 川加瓜 水 ,

黑刺是高约 一 厘米的矮灌木 根系发达
,

可深达

米以下
,

根的幅度 比地上部分的冠幅可大几倍到 倍 叶小肉质
,

枝茎灰 白色 这些特

征都与减少蒸腾作用 和抗旱能力有关
。

这种植物 因具有产生不定芽而进行营养繁殖的能

力
,

所 以也是挡风阻沙的优 良固沙植物
,

它的果实和根皮都是滋补强壮剂
。

四 河岸
、

湖边或低湿处的盐生草甸
、

灌丛和 多汁半灌木盐澳

柴达木盆地因气温较低
,

盐生草甸和盐漠上的植物种类与阿拉善高原上 的 大 致相

似
。

而塔里 木盆 地 内的这 些类型的 植物组 成除与阿拉善高原上相 同的外
,

在豆科植

物中有多种甘草如胀果甘草 妙 ’了乙以
、

光 甘草 艺加
、

骆 驼 刺
‘

执 “农 认铭匀
、

‘伍 ,

此外还有多种怪柳灌丛
,

其中有 多枝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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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橄 从
、

粗毛怪柳 琳 万‘厉
、

疏 花 怪 相了 ’ 沉

功却
、

长 怪 柳 招 等
。

它们在轻度盐渍化土壤上 伴
一

生有铃档刺

不 不 玲

随着土壤盐渍 化口
‘ 一

增强
,

岸生谊物就有盐爪爪 火 成 石 盯 以翔们
、

尖升盐爪爪
‘琳 了口 “ 。 、

盐 万、 摊 乙 “机
、

盐穗木 夭 工 亡

孔 不
、

琵琶柴 凡
,二 雌 等

。

它泊突出特点 含 有多 不件黎科

矮半灌木
,

如里海盐爪爪 ‘ “ 、

盐穗木
、

盐节木
、

囊果碱蓬 “

抑 。川
、

小叶碱蓬 ‘ 刃勿 等
,

这是 东部阿拉善 干 旱 区 所 禾见

白勺
。

五 河岸走廊林

胡杨 二 几 一
工。 疏林 在南疆 塔 里木河 河 谷沿岸

轻度盐渍化草甸上和在河道两岸分布着大面积的走廊式的大面积胡杨疏林
。

胡杨是速生阳
‘

生乔木
,

一般 高十数米
,

主 根迎常深不过 米
,

但侧根很发达
,

在土

表下 厘米左右处可向四周水平 伸展 米远
,

所 以在地下水位 一 米
、

土壤适当湿润而

轻度盐渍化的土壤生境生
一

长发育 良好
,

树高可达加一 米
,

树龄可达 年以 上
。

在地下水位约 ‘一 洲之
、

土壤轻度盐渍化 清况 下
,

胡杨生
一

长旺盛
,

树 干挺直
,

寿

命可达 一 刃年
,

且林下幼苗幼材更新 良好
。

林下门草本层密生着芦苇
、

并有较 多的

假 苇拂子茅 艺 云 几
、

胀果甘草 夕 夕 作

牛皮消 夕” 瓦环 ,二 “ 、

苦豆子
、

罗布麻 印 夕 。 几 ” 云 等
,

而 灌木

层 以 铃挡刺为主
。

在地下水位低到
几

。一 。米
、

土壤盐分增高处
,

胡杨生长中等
,

林下

灌木有 多枝怪和 丁 义 、 ,
、

黑束 。 “ 孔。 “ 。 等
,

草本层有骆

驼刺 胖姑娘
、

岌茂草等
。

当言苇
、

甘草全汗死亡
,

而罗布产大部死亡
,

并出 现盐称木

盯。对
,

加勿 印 ’ 仁任,

胡杨就生长稀疏 叶色黄绿
,

植株 发生枯获
、

枯枝 现

象
。

在地表长满盐爪爪和盐节草 水 二 对 ’厉 “ 地方
,

土壤盐 分 过重

或地下水位降到 米 以下时
,

胡杨便大片死亡
。

柴达木盆地 内也有胡杨林
,

但面积不

大
,

也缺乏伴生一些喜暖 盐生植物
。

灰杨 ‘ 琳“ 尸阵 疏林 灰杨疏林只在南疆塔里木河上游冲积平 原上有

小片分布
,

而在中游往往与胡杨形成混交林
。、

灰杨比胡杨需水多些
,

而耐盐能力弱些
,

多生长在极轻度的盐化草甸土土
。

林下 灌木除有耐轻度盐分的铃挡刺外
,

最突出的就

是出现非盐生灌木一沙棘 酸刺 印 摊 记 ,

草本层有一些耐轻度盐

分的胀果甘草 ‘落 九玄 不
、

假苇拂 子茅 不琳 云矛 哪 人 琳泣 ’
、

密生芦苇
、

牛皮筋 瓦姗 乙 琳
、

罗布麻
、

苦豆子
,

还有胡杨林下所未见

的节节草 “ ￡ 姗 机 玄 机
。

胡杨和灰杨是荒漠地 区不怕沙埋为 良好防风
、

固沙和护岸的树种
,

木材质量 中等
,

能耐水湿
,

是荒漠建筑用材
,

一

也可做农具和家具 林地能作为四季牧场
,

树叶为牲畜重

要约冬饲料
,

特别能肥育羊群
。

胡杨树杆分泌出来灼硷 胡杨泪
,

是 当地主要为食用

硷
,

也是一种工业原料
。

勺‘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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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枣疏林 在 胡杨疏林外围 灼河岸泛滥地的 冲积性沙质或沙壤质土上
,

地下水位

较高处和土壤盐分 含量极轻价生境下
,

往往出现小片沙枣疏林
,

其中有大叶沙枣和小叶

沙枣 工 九“ 附 仃行
。

沙枣一般高 米
,

最高可达 一 米
,

也有 十 数 米

的
。

林下常有耐轻度盐分的铃挡刺 石机掀己陀‘ 成。 胡
、

苦豆 子
、

滨草和

甘草 妙 从 娜己 公。 等
。

沙枣果实酸甜可食
,

也可酿酒
,

群众称 “
桂香 酒 ” ,

种子可榨油
。

叶子可作骆驼
、

羊的饲料
,

秋季促使上膘
。

沙枣花浓香
,

是一种 良好的密

源植物 木材坚硬
,

纹理美观
,

做家具经久耐用
。

六 山地的垂直带植被

天 山南坡 天山南坡 由于处在北来湿气的背风坡
,

加 以直接受到塔里木盆地的干

热气候的影响
,

所 以南坡比北坡干旱
,

兹以 占北纬约
。 、

东经约
。

的 阿克苏为例
,

从

山麓到山顶刃 植被垂直分布如下

海拔 。。 一 。。 米为矮半灌木荒漠
、

灌木半灌木荒漠带 山前积洪

扇上为膜果麻黄
、

木坝王
、

泡泡刺
、

沙拐枣砾漠和 琵琶柴砾漠
,

低山 上有合头草岩漠
,

荒漠 已上升到海拔 米
。

海拔 。一 米为山地丛生禾草草原带
, 以针茅草原为主

。

海拔 返 一 米为亚高 草原带
, 以 紫花针茅 云 “

、

狐 茅

草原为主
。

在这一垂直带邢 阴坡山谷 中
,

出现有林相稀疏的零星块状雪岭云杉林
,

但不

呈带 分布
。

阴 坡上还有蔷薇
、

忍冬等落叶灌丛和 园柏针叶灌丛
。

海拔 。一尽 米为高山篙草草甸带
。

海拔 三 一 米为高山流石滩
、

稀疏垫状植被带
。

海拔 。米以上为冰雪带
。

。

昆仑山北坡 昆仑山北坡 沟东部是 全国最干旱均地区
,

山地植被垂直分布如下

海拔 续 一 米为矮半灌木荒丛带
。 迁 一 米 为裸露砾漠

,

一

米为喀什琵琶柴 及 。环 瓦 耘 泣 砾漠
,

一 为合头草 。

乙 岩
,

一 米为篙属 帆 厂 , 壤漠
。

海拔 一 功叫是为丛生矮禾草
、

矮 华灌木草原带
,

即沙生针茅
、

篙属
、

草

原等组成的荒漠化草原
。

海拔 一 米为稀疏垫状植被带
。

但是
,

昆仑山西部 因直接受到西来湿气的影 响
,

降水较多
,

在山地荒漠带以上出现

丛生禾草草原带
,

而且同天山南坡一样在草原带的阴坡山谷中也零星分布有块状的稀疏

雪岭云杉林
。

归纳上述两 山山地植被垂直带的 特点
,

既有共同点 也有一些差别
,

它们的 特 点如

下

基带的荒漠带可沿山坡上升到 一 米
,

不 象天山北坡一般只在海拨 一

米以 下 基带下部山前有广大面积润裸露砾漠和稀疏膜果麻黄砾漠
,

也是极端干旱区的

特点
。

还有
,

亚高山带出现有草原带
,

仅在上带局部阴湿的生境下才出现稀疏的块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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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林
,

也不呈带状
,

但在极端干旱的 昆仑山东部只有荒漠化草原带
,

块状云杉林也没有

出现
。

此外
,

高山带在天 山顶部由于受到北疆湿气的影 响有大片篙草草甸带
,

而在极端

干 旱的 昆仑山东部就没有篙草草甸
,

甚至荒漠带几乎直接与稀疏垫状植被带相连
。

七 绿洲内的农业植被及大农业发展的方针

在干旱暖温带的南疆
、

东疆农作物和果树只有在有灌溉条件的地方才能栽培 , 主要

粮食作物是冬小麦和部分春小麦
。

冬小麦是晚熟的 品种
,

具有强冬性和耐旱
、

抗旱的特

性
。

此外
,

晚熟品种玉米和耐旱
、

耐盐的喜温作物高梁也有一定比重
,

局部 有 水 稻 栽

培
。

经济作物中最主要的是棉花
,

特别是南疆和吐鲁番盆地 作为发展细 绒棉的基地的潜

力很大
。

还有胡麻
、

红花
、

花生
、

向 日葵
、

芝麻等油料作物也适宜栽培
。

这一类型所在地由于在植物生
一

长期间
,

白天 日照强
、

温度高
,

光合作用进行 强烈 ,

有利于塘分的积累
,

夜晚温度降低
,

呼 吸作用 减弱
,

植物体 内糖分消耗减少
。

所 以瓜果

的 品质特别优 良
。

如吐鲁番的无核 白葡萄和 哈密瓜
,

味甜如蜜 库尔勒的香梨
、

库车的

白杏
、

喀什的 甜樱桃
、

阿图什的无花果
、

都善的 甜瓜
、

库尔勒的无籽西瓜等等
,

都是 闻

名全国灼特产
。

有些产品如葡萄干
、

杏干
、

桃皮
、

核桃等在国际市场上也 占一定地位
。

桑叶除用 于养蚕外
,

也是牛
、

羊雨好饲料
。

桑桩作水果食用
,

也能酿酒
。

兹将本带几个小 区发展大农业的方针分述如下

塔里木盆地小 区 本小区是我国极端干区
,

年降水量 一 毫米
,

基本上是一个

被四周 围高山所包 围的封闭盆地
,

海拔高度 虽在 。一 米之 间
,

西高东低
,

东端最低

处罗布 泊海拔 米
,

现 已无水
。

盆地 中心几乎全年无雨
,

是浩瀚无际
、

无植被的裸露

的塔克拉玛干高大流动沙漠
,

只有沙丘边缘冲积平原和大河下游才形成绿洲
,

光热 资源

丰富
,

异 ℃积温为 一 ℃ ,

但 冬季气温低
,

月均温为 一 ℃
,

日 温 差 达

℃
。

在 山麓砾石或沙砾洪积 扇带上
,

有光裸戈壁和生长稀疏的泡抱刺
、

膜果麻黄
、

木

霸王
、

合头草
、

戈壁葵等灌木和半灌木砾漠
。

洪积扇下缘的河流冲积平原上有宽窄不一

的盐生草甸
、

盐漠和 胡杨林
。

大河下游的三角洲或冲积锥上是舌老灌溉绿洲
,

即灌溉农

业 区
。

东部的罗布泊低地
,

是复盖有盐壳的坦荡光裸盐漠
,

由于上游断流
,

现在基本上没

有水源 了
。

东疆盆地包括吐鲁番
、

哈密盆地和 哈顺戈劈
。

吐鲁番盆地最低处的艾丁湖海拔以 下

米
,

但盆地一般海拔为 。米
, 即与海平面相等

。

哈密盆地海拔 一 米
,

都 非 常

干旱
,

年降水量不过十数毫米上下
。

本 区内绿洲 出产小麦
、

玉米
、

水稻
、

高梁等粮食 作物
,

目前产量不高
,

原 因是多方

面 的
。

南疆水稻 田内有的地方稗 子竞 占一半
。

所 以选择纯种
,

消灭杂草是十分重要的
。

有的地方种稻是撒播而不是插秧
,

耕作方法粗放落后
,

加 以 忽视用地养地的耕作制度
,

以 致造成 单产很低
。

除上述原 因外
,

应注意下列 问题

防治土壤盐渍化 干旱地区土壤一般都会发生不 同程度的盐渍化
,

南疆耕地

约有三分之二 的面积土壤次生盐渍化
。

防治措施应从多方面着手 ①灌溉农田不能采用

大水漫灌
、

串灌
, 以免引起地下水位不断上升

,

达到临界深度
,

使底土盐分随毛细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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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

②在杏利工程方面
,

灌水沟与排水沟应分开
,

排水沟的深度约 “一 米
,

使得璧
土壤盐分不能随土壤的毛细管作用而达到地表

。

③农 田 四周水沟 内营造防护林网
,

起到

生物排水白
‘

作用
。

④在农业措施上种植水稻因大水淹灌
,

使下 行水流 占优势
,

致使土壤

脱盐
,

但在空 间上必须连片种稻
,

不能插花种旱作
。

由于水源有限制
,

在时间上还不能连

年种水稻
,

要与小麦和 玉米轮作
,

与耐盐的紫花首蓓轮作
,

因首信枝叶繁茂
,

能减少地

面蒸发
,

抑制返盐
,

又能提高土壤肥力
。

⑤由于千旱区平原含有盐分
,

修建平 原 水 库

后
,

必然会引起水库周 围及沟渠附近土壤次生盐溃化
。

应有计划
、

有步骤地废除一些 危

害严重的平原水库
,

才是 防治塔里木盆地农田土壤盐渍化的根本措施
。

增施并合理施肥 著者 年 月 间在南疆和吐鲁番盆地调查时
, 正值玉米

和高梁孕穗期
,

到处看到玉米和高梁缺氮的生理性饥饿病
,

即植株下部老叶先黄
,

每一

叶片发黄从叶尖先黄开始
,

顺序沿叶缘到叶脉
。

在喀什看到两块邻 田 ,

一块生长正常的
,

另一块发黄 为
,

由于只用城墙土作基肥
,

即 “ 黄土搬家 ” ,

又未施追肥
,

因此在其孕穗

期植物只 能分解本身叶绿素
,

提 供生育的物质
。

植株上叶子 的叶绿素被分解了 ,

就显出

黄色素来
。

此外
,

农 田 多采用 漫灌和 串灌
,

施用化肥后就灌水
,

化肥随水 冲 走 了
。

此

外
,

增加 土壤肥力
,

应采取有机肥与化肥并用的方针
。

压缩春播作物
,

实行草 田轮作制 干旱区绿洲无灌溉即无农业
,

而水的来源

主要靠夏季山上的 冰雪融水供给
,

春季天寒
,

冰雪 尚未融化
,

所 以 除了 四季有水的坎 儿

井地 区以外
,

要压缩春播的小麦和 玉米的播种面积
,

实行草田轮作制 妻季改种一些寮

水较少的 绿肥如紫花首若等
,

可解决春季粮食 比重过高的矛盾
。

大力发展经济作物

塔里木盆地和东疆盆地是我 国极端干旱 区
,

光
、

热最为丰富
,

在作物生长季内白天

温度高
,

日照 强而时 间长
,

有利于作物的同化作用
,

而黑夜时间短
,

气温低
,

植物呼吸

作用缓慢
,

所以作物生长期内 “ 消耗少
,

积累多 ” 。

如水
、

肥
、

土的条件适宜
,

适宜发

展棉花
、

瓜果等经济作物
。

棉花的 发展 南疆和 东疆盆地 内
,

生 长期间 日照时数长
,

阳光充足
,

昼夜温

差大
,

雨量稀少
,

空气干燥
,

棉 田水分全靠 人工引采灌溉
。

在这样气候条件下
,

棉花纤

维品质十分优 良
,

棉花又是喜温作物
,

温度对其生长发育有利
,

所 以世界上棉花多出产

在亚热带干旱地 区
,

但如温度过高对棉花反而有害无益
,

例吐鲁番盆地夏季经常出现

一 ℃的高温时
,

造成棉植株下部蕾铃大量脱落
,

对棉花的产量和品质造成不 良后果
。

不 同品种的棉花
,

自开花到裂铃时间的长短差异很大
。

塔 里木盆地西南部和东北棉

田 多分布在海拔
,

一
,

米左右
,

无霜期 日左右
,

孙 ℃的积温 一 ℃
,

中熟陆地棉品种表现较好
,

而 中晚熟的长绒棉品种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成熟晚
、

产量低
、

霜后花多
,

所 以不适宜在那里发展
。

而盆地北部和东部棉 田分布在 海拔 一
,

米左

右
,

无霜期 一 天
。

这一带只适宜早中熟的陆地棉
。

霜后花不超过
。

南疆一般

不适宜长绒棉的推广
,

长绒棉在那 里生长的长度既不够
,

拉力也不符 合要求
,

生长前期

还好
,

气温下降
,

霜后花多
。

吐鲁番盆地海拔 米以下地带
,

无霜期 天 , ℃的

积温
,

℃
,

在棉花生长期的
、 、

三个月 中平均气温高出我国东部所有的 棉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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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熟陆地棉品种和中晚熟长绒棉品种 , 在这种气侯条件下牛长发育条件迅速 , 生育期

显著缩短而早熟 , 纤维品质好 , 产量高
。

月下旬开始摘桃 , 摘桃一直可到 月份
。

目

前要提高南疆和吐鲁番的棉花产量 , 必须解决下列问题 ①品种退化
,
混杂不纯 ②春

早严重 , 用水不合理 , 过多或过少 ③肥料不足 , 尤其有机肥不够 ④土壤盐渍化的 防

治
。

葡萄的发展 本小 区葡萄是全国产量最高
、

唯一 能 够自然风干的地方 , 鲜果

含糖量高 , 其中以无核白葡萄干驰名中外
。

由于大气干燥少病害 , 基本不需用农药 , 所

以深受国际市场上欢迎
。

因此 , 进一步有计划地发展扩
一

大葡萄为 栽植面积并提高其产量

和质量 , 在发展西北国民经济中有重要意义
。

葡萄具有较强 抗风
、

抗旱和耐盐碱的生

物学特性 , 本小 区气候条件 因冬季严寒风大 , 虽仍需埋土越 冬 , 但在生
一

长发育 期 从 萌

芽
、

开花
、

结果成熟各期 的气温都适宜 , 日照充足 , 空气干燥 , 日夜温差大 , 所 以本小

区成为葡萄的著名产地
。

在土壤方面 , 葡萄的适应性很强 , 石 盐碱土或多石 门山坡
、

平

地
、

沿河滩地 , 都能生长 良好 , 尤其适宜排水 良好
、

通气性 强 沙壤土 , 便于根部明伸

展
。

不 同品种适宜不 同约具体生境
。

目前存在叮 问题如 下 ①水源与种植而积不平衡
,

即水源不够 ②分散产区有灼末搭架生
一

民 , 忽视管理 , 致产招 咚低 ③化肥和有机吧施

用都不足 , 特别是分散区把肥料都施到棉花 田 去了
。

哈密瓜 扩 发展 新疆的哈密瓜主要出产在本小 区 ,
’

言们在本 区品 质最好 , 味

甜如蜜
。

哈密瓜原产地气候干燥炎热 , 在生长期需要 月平均 布温在忍℃以 上 , 生长期有

效积温在
,

刃 ℃夕
晚熟品种要有万 ℃的有效积温

。

在澎度了够 ⋯
’

地方 虽能 栽培 , 但

品质不好 夕 所 以本小 区是哈密瓜的主要产 区
。

如气温适宜而 六 气 干燥度不够 夕 或大气干

燥而气温不 够刘 地方 夕 都不适栽培 , 即使栽培 , 得不到优 良却质而变种
。

在土壤方面
,

哈密瓜喜含有轻度盐分的土壤 , 品质优 良 , 例如南疆伽师县
’

哈密瓜最为著名 , 除气候

因素外 , 也与那里土壤含有盐分有关
。

当然肥料也非常重要 夕 尤 其施用 磷肥和腐熟羊粪

最好 , 有利提高产量和质量
。

发展果树 本小 区是西北著名的 “ 瓜果之乡 ” 夕 出产否
、

梨
、

桃
、

苹果
、

大樱桃
、

石榴
、

无花果
、

核桃
、

巴旦杏和 阿月浑 子等
。

由于大气干燥 , 果 树病虫害很少 , 因而基

本无污染
。

南疆的黄肉桃是理想的加工品种 , 一个 白杏约重 业 克 , 一个甜红六樱桃可重

克 夕 叶城石榴最大鲜、
一个可重 斤半 , 而且皮薄籽甜

。

核桃有纸皮核桃和 薄壳核桃 ,

出仁率高
。

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下 ①要先择本地 区优 良品种加 以推广 , 保护优 良的果树

种质 资源 夕 也要 因地制宜地引进外来优 良品种
。

②对有病虫害价 果树必要时需打药 , 并

注意修剪技术 ,

合理施肥
。

③除制杏干
、

杏脯外 , 叮因地制宜地 发展核桃
、

红枣
、

巴旦杏

等果树
。

发展畜牧业

塔里木盆地因气候温暖 , 天 山的南坡
、

昆仑山北坡和平 原属冬春
、

夏秋雨季轮转利

用 , 而塔里木盆地边缘草场则可全年放牧利用
。

平原草甸和盐生草甸上有许多植物可分

别为不 同的牲畜的牧草 , 河岸或地下水较高处 , 还有胡杨
、

灰杨
、

沙枣等树木的叶子也

是很好的饲料
。

再从牲畜品种说 , 和 田半粗毛羊是著名的地毯毛 , 它是长期生活在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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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炎热气候下 , 草场植被稀疏的生态环境下的产物 , 所以体小而轻 , 行动灵敏 , 蹄质

坚实 , 善于翻山越岭 , 羊毛单纤维强力大 , 抗弯度好
,

故弹性强
、

光泽 好
,

用它织地

毯
,

毛纤维挺直不易倒 伏
,

产品结实耐用
,

、

且 色泽鲜艳
,

羊毛油汗适中
,

是制造地毯和

提花毛毯
、

长毛绒的上好原科
。

塔什库尔干有大尾羊
,

塔里木盆地 内荒漠多出产耐旱的

骆驼
,

还有羔皮羊
,

塔里木河下游收场上 也有不少牛
、

马
,

焉省马最为著名
。

以 上说明

本小 区发展畜牧业
一

潜力很大
。

但是 由于乱 垦和破坏草场
、

虫鼠害严重 以及无计划盲 目

修建平原水库等原因
,

造成本 区畜牧业灼危机
,

单就喀什地 区而言
,

在 年调查时 ,

反而 年要从青海省进 口 羊肉 吨 , 猪忍 吨 因此发展本小 区的畜牧业除落实经济

政策外
,

要解决下列 问题

保护草场
,

合理安排农牧用地 应有计划 地严格控制开垦面积
,

不应继续开

垦草
,

勇
,

这是本小 区发展畜牧业位 战略性方针
。

塔里木河流域 由于地多水少 , 不 可能全

搞灌溉农业
,

一定要保留
、

恢复大部分天然牧场不开垦
,

已开垦灼也应有计划地退垦还

牧 国营枚场要规划一 定面积的放牧场
, 以满足牛羊业盯 需要

。

据 艺年调 查
,

览就喀

什地区而言
,

每年掠夺式挖甘草
,

吨
,

致使草场遭到严重破坏
。

应合理地挖 掘 , 不

能 “ 杀鸡取卵 ” 式采集
。

农 民 因缺燃料
,

把原来生长在盐碱土上 的红柳都砍光
,

著者在

调查 中看到南疆伽师县三公社农民
,

每天跑到沁公里以外砍红柳
,

所 以木小区应营造薪

炭林以解决燃料不足 问题
。

有计划地废除有害的平原水库 目前南疆草畜不平衡的主要原 因之一
,

年

以来
,

上游不断建筑平原水库
,

盲 目开垦建立新绿洲
,

砍伐原来生长茂密的胡杨林为农

田 ,

林下的红柳
、

芦苇
、

甘草
、

骆驼刺等牧草也就没有 了 ,
因为 游把水拦住

,

下游水

量枯地下水位下降
,

胡杨林及林下的牧草也逐渐枯死
,

天然
“

双层牧场
”

也就消灭了
。

平

原水库原来都是低洼坑塘
,

即是水草丰满的优 良高草牧场
,

自建水库 以后
,

这些优 良牧

场就被水淹没 了
,

特别严重的是
,

营造平原水库使地下水位上升
,

造成大面积农 田 和牧

场 次生盐渍化
,

甚至变成寸草不生的盐壳
。

著者 年在南疆调查时
,

看到羊群因缺牧

草饥饿得瘦弱可怜
。

为 了发展畜牧业
,

废除有危害的平原水库是 当务之急
。

防治虫鼠害 由于提倡施用毒农药
,

草原上大量的老鼠天敌因中毒致死
,

加

以外贸部门设站定额收购老鼠天敌
,

从而 鼠害越来越严重
。

由于过度放牧
,

形成大面积

退化草场
,

又适宜老 鼠活动
,

所 以造成草畜不平衡鱿恶性循环
。

南疆蝗虫危害也很严重 ,

博斯腾湖曾有 万亩的芦苇牧草被蝗虫吃光
。

在蝗虫危害严重的地方
,

每平方米草场面

积内
,

’

可找到蝗虫 头
。

原来能放牧一个月的草场
,

因受虫害
,

只能放牧 一 天
。

据 了解南疆蝗虫如此严重 的原因
,

主要是 由于长期使用剧毒农药
,

如 “ 六六六 ” 灭 虫
,

造成蝗虫抗药性增强
,

同时还使一些食蝗虫的天敌一鸟类中毒死亡
。

因此
,

防治草场虫

鼠害
,

特别要重视生物防治
,

保护虫
、

鼠的天敌才是根本的措施
。

同时还在于消除虫鼠

的生 长环境
,

既要教育群众
,

也要外贸部门停止收购老鼠的天敌
。

建设草场 逐步建立人工 草场和放牧场是十分重要的
。

实行农牧结合的草

田轮作制
,

是解决草场 资源不足的 基本措施
。

种植 一 亩 能耐盐的 “ 牧草之王 ” 的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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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首猎
,

每年可养羊 一 只
,

相 当天然草场 一 亩
。

在地下水位较高处
,

可栽 耐

盐的草木挥
。

在沿河要保护和营造胡杨林的 “ 双层牧场 ” ,

也要在改 良盐碱地上营造沙

枣林的 “ 双层牧场 ” 。

农田防护林下栽种一些营养价值高而又耐盐的紫穗槐
,

解决饲料
‘

和燃料的来源
。

牲畜饮水要改善
,

南疆 山地降雪少
,

但天山南坡泉水较多
,

宜于掏泉用

水
,

一

可在泉水
、

洪水倒流户地段挖防旱井蓄水
。

而 昆仑山缺水
,

可利用洪水挖旱井
,

筑

涝坝
、

修谷坊蓄水
。

乞 合理利用和管理好草场 “ 骆驼吃百草 ” ,

为了充分利用荒漠草场
,

在南疆

应发展耐旱而饮水不 多的骆驼
。

羔皮羊也应适当发展
,

可充分利用那里干热气候而草质

较 差的条件
。

南疆芦苇草场和胡杨林的 “ 双层牧场 ” ,

目前因塔里木河上游水被拦 阻

枯死很多
,

如每年利用 洪水灌溉一次就可促进其恢复生长
。

此外
,

必须严格保持草畜平

衡
,

控制草场栽畜量
,

防止过 牧
。

幼畜可送到农 区育肥和饲养
, 以充分合理利用农 区的

农付产品
。

因地制宜地发展林业

在本地区林业 问题 上
,

必须首先树立乔木林和灌木林同等重要性的观点
。

南疆山区

森林只限于天 山北坡和喀刺昆仑山的亚高山阴坡
,

有块状小面积的雪岭云杉林
,

目前所

剩无几
,

应严格采取保护措施
。

南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

内部是大面积的流动沙丘
,

而

其边缘沙丘和沙地原被红柳和泡泡刺所固定
。

这些长有灌木的 “ 沙包 ” 是保护干旱区绿

洲 月 第 一道屏障
。

年在某些农场号召 “ 砍尽千年红柳包
,

使沉睡 舫大地苏醒 ” ,

把

绿洲 豹第一道屏障破坏
。

结果造成风沙危害
。

例如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皮山县
,

原有

固定沙包 万 亩
,

因红柳被砍掉
,

绝大部分 已变为流动沙丘
,

再如该县火箭公社七大队

第四生产队原有耕地
,

亩
,

因固定沙丘变为流沙
,

就有
,

阳亩耕地被沙埋没
, 以致

生产队的六户被迫搬家
。

由此可知保护沙丘上港木林就是保护农牧业的必要措施
。

同时

要有计划地营造耐旱耐盐的灌木林是十分重要的
。

南疆引洪营造红柳林的经验可收事半

功 倍之效
,

即利用洪水季节经过红柳滩
,

把红柳的种 了冲刷到下游
,

就会 自然 发 育 成

林
,

一之年即 自行 氏高 一 米
,

比营造沙枣林大为省工
。

南疆平原造林只能 限于河流两

岸 和有灌溉条件
·

路旁作行道树
,

采用 “ 狭林带
、

小网格 ” 营造农田 防护林
,

要象北疆

一样
,

实行 “ 林渠 穿一 ” 的办法
,

可解决林农争水灼矛盾
,

特别要在林下栽可 作饲料和

燃料 勺紫穗槐灌木林
,

又有利于 防护 沟作用
。

柴达木盆地小 区 本区是青海省海拔 一 米的内陆山 间盆地
,

周 围山地多

在 海拔 一 。。 米 以 上
。

盆地内降水量东部达 一 毫米
,

中部不过 毫米
,

西部

仅 毫米 年均温为 一 ℃
,

最热月 一 ℃
,

℃的积温
,

一 。℃
,

无 霜

期 一 天
。

由于作物在生长季节中太阳 辐射强
,

白天 日照时间长
,

无 日照的晚间短
,

特

别 日温差大
,

这 就补偿 了热量的不足
。

盆地地势 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

山麓为洪积的砾沙

石戈壁
,

向下为沙壤质粘土质的冲积
、

湖积平原
、

中心为盐湖
,

复盖着寸草 不 生 的盐

壳
。

盆地的天然植被
,

一般说在戈壁 滩分布着膜果麻黄
、

驼绒黎砾漠
,

在有流水处有篙

叶猪毛菜
、

合头草
、

琵琶柴砾漠
,

干燥处为裸露戈壁
。

在沙地沙丘上有合 头 草
、

沙拐



昌期 侯学煌 中国西北部干早区的植被地理分布及大农业的发展方针

枣
、

白刺为主的沙漠
,

还有 一定面积的怪柳
、

梭梭柴
、

白刺为主的固定沙丘
,

细土带有

芦苇
、

滨草为主的盐生草甸
。

东西 因雨量不 同
,

东部以 岌岌草和针茅为主的荒漠化草原 ,

山上阳坡有圆柏疏林
, 阴坡局部有青海云杉林

,

西部有裸露石 山 和 石露戈壁和沙漠
。

本小 区由于南有昆仑山
,

北有祁连山的冰雪融水
,

形成大河流 条
,

昆仑山前第四

纪松散砾石含水层厚达 米 以上
,

在砾石戈壁滩以 下
,

与盐壳带之间的细壤土带含有不

同程度的盐分
,

经过合理排灌后
,

即是柴达木盆地 内的绿洲
。

本小 区的大农业发展方针

如 下

绿洲 内国营农场应集 中人力
、

肥料
、

水源
,

提高粮食单产

长期 以来 由于广种薄收的恶 习
,

盆地 内多次盲 目扩大耕地面积
,

失败卜自经验应加 以

总结
。

木 区小面积春小麦亩产 五亩 最高的达
,

斤
,

占全国第一位
。

香月 德 农场

有个 。亩的大队
,

因精耕细作
,

平均单产达到 斤 但是 国营农场粮食平均亩产一

般不过 一 斤
,

甚至有不到 斤的
。

这说明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
,

但要 解决

下列 问题

①实现用地养地的耕作制度 年调查时
,

各农场小麦播种面积约 占耕种面积 的

以 上
,

很少栽培豆类
、

油菜
,

有的农场甚至在同一块 田连种小麦 年之久
。

如果小

麦与豌豆
、

蚕豆
、

青穆
、

油菜轮作
,

不仅可避免土壤肥力递减
、

杂草滋生
、

病虫灾害
,

还可调整人们生活所需的食物构成
,

尤其是可 以利用这些蜜源植物发展养蜂事业
,

豆类

作物的茎 压犷
一

可作饲料发展畜牧业
,

油菜籽就地加 工 ,

汕饼既是饲料又是肥料
。

②搞好农 田 灌溉 系统
,

平整好土壤 本小 区农场的灌水渠道和排水 渠道 都没 有
一

分

开
,

因而就会发生次生盐渍化
,

这是影 响柴达木盆地粮食增产的 关键性问题
。

例如德令

哈农场 灼戈壁分场
,

由于农 田少部分发生 次生盐债化
,

著者调查时看到许多撂荒地
。

此

外
,

许多农场对平整土地不够重视
,

在有不 同程度盐渍化土壤地 区
,

如果土 地 高 低不

平
,

微地形高处就会声生盐碱斑
,

从而就会发生缺苗现象或同一块小麦田 内生长情祝不

均匀
,

微地形低处好些
,

这也是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

适 当地发展蔬菜
、

果树和经济作物

本小 区 虽然海拔达 一
,

米
,

但全年 日照时 间大于
,

小时
,

是 全国最高地

区之一 , 尤其在作物生长旺盛的
、

月之 间
,

日温差大
,

结 合着 日照长
、

辐射强的条

件
,

对作物糖分的积累
,

起着决定性的有利作用
。

例如德令哈 年 月 日白天最高

气温 ℃ ,

而夜间最低气温 ℃ , 日夜温差达
‘

℃之大
,

加 以夏季作物生 长 旺盛

期白天有 廷小时 , 在高温下充分进行光合作用
,

而夜间仅 小时
,

在 低温下呼吸作用微

弱
。

因此
,

作物制造淀粉
、

蛋白
、

脂肪的时 间长
,

而消耗这些养分的 时间短
,

几乎达到停

止 活动的状态
。

在气温方面还有一个特点
,

白天 阳处和阴处差别很大
,

例如德令哈 一

月百叶箱 内气象记录平 均气温分 别为 ℃和 ℃ ,

而地面温度则分别为 ℃

和 ℃ ,
正是 由于长 日照和高气温相结合 , 有利于淀粉糖分的累积

,

所以柴达木盆地

内甘兰 包心菜 一个可重达 斤
,

萝 卜一个重达 斤
, 马铃薯一个可重一斤

,

红元帅

苹果虽幼年期需埋土越冬
,

但三
、

四年后即可露天栽培
,

且果大
、

色美
、

味香甜
、

病虫

害少
,

无农药污染
,

出 口 外贸很受欢迎
。

诺木洪农场种苹果 亩
,

年收 一 万斤
。

另



西 北 植 物 学 报 卷

外从宁夏引种的拘记质量
、

含糖量反较宁夏为高
,

头三年产 一 斤
, 以 后每亩产量 即

达 斤
,

每斤收购价 元
,

每亩可收入 。。。元
。

含一 定程度的盐渍地还可 以利用种喜

盐分的 甜菜
,

亩产一般可达
,

一
,

斤
,

含糖量可达 一
, 一亩即 可 产糖

一 斤
,

经济效益大大高于亩产 一 斤的不耐盐的小麦
。

因此上述经济作物和

果树都可 以适当发履
。

此外
,

在有条件的地方养鹿也是致富的途径
,

香 日德农场 年

买进刊只鹿
,

到 年发展到 只 , 其 中雄的有 只 , 每头年产鹿茸 斤
,

值 肋元
。

年产 斤即值
,

元
。

因地制宜地搞好乔灌结合的农田防护林 柴达木盆地 内 , 由于风 大 夕 局部有

起 沙现象 , 为了改善农田小气候 , 必须营造农田 防护林
。

例如香 日德农场原受 风 沙 危

害 , 掩埋农 田 ,

压塌房子
。

该场 自 年开始大面积种树 , 年 已成活 ” 万 株 , 面

积近万亩
, 西貌大为改观 夕 基本上 巳防止了风沙的 危害 , 而且林业上也逐渐有 收益 , 同

时也解决了饲料和燃料问题
。

柴达木盆地的其它国营农场和公社 , 虽然大部 分无沙 害 ,

但水源和土壤都不如香 日德那样有利造林
,

只能利用 田边
、

水渠边营造防护林网 , 以 改

善小气候是完全必要盯 , 还可起着生物排水舫作用 , 以降低地下水位 , 防沦土壤次生盐

溃化
。

当然在西韶水源有限的地方 , 只能 因害设防 , 不能象香 日德那样大而积地造林 ,

以 免影响农 田水分灼供给 , 所 以要 因地制宜
。

畜牧业 胜 发展 盆地 内有大面积山地草原和灌丛 , 平原又有盐化草甸 , 但产

草量低 , 牧民为 了使用 牧场而经常发生 纠纷
。

著者 认为 , 国营农场也应发展畜牧业 , 但

农场应建立 仪工草场 , 种植耐盐的牧草如豆科的紫花首藉
、

草木裤等 以及禾 本 科 如羊

草
、

滨草等以 及其他绿肥 , 在解决燃料情况后 夕 可利用秸杆作饲料 , 在农场 范围 内发展

畜枚业 , 不要到草山去放牧 , 以免与地方上社队争草 山放牧而发生矛盾
。

马鬃山一诺敏戈壁 小区 本 区包括额济纳河以西
、

河西走廊以北居 近 海 西部盆

地
、

北山残丘
、

诺敏戈壁和将军戈壁
。

西南以东天 山的哈尔雷克山和 巴里坤北山为界 ,

北列 中蒙边界
。

海拔高度除高山外 , 多为海拔 一 米的准平原化的中山
、

低 山
、

残二戈壁滩和湖盆相 间的地貌
。

地表火成岩基岩裸露或满铺砾石 ,
砾石表面具黑褐色的

荒漠漆皮 , 沙
一

也很少
。

本小区是亚洲 中部荒漠干旱的中心 , 具有极端干旱的大陆性气候
。

在海拔 米 的

伊吾 为三塘湖 , 年降水量仅 毫米 , 平均气温约为 一 ℃ , 月均温为 乞一 ℃ , 年

大风约达 一 天
。

本小区的植被主要是灌木
、

半灌木砾漠
。

不见沙砾漠的建群种
,

有膜果 麻 黄
、

木霸

王
、

泡泡刺
、

裸果木 盯 石匀 以及各种假木贼等
。

本小 区的东天 山最东端的哈尔雷克山有
一

由山麓到 山顶顺序的山顶荒漠
、

荒 漠 化草

原
、

草原
、

西伯利亚落叶松林 , 海拔 一 米为线叶篙草高寒 草甸
。

本小 区地面大

部属 寸草不生的裸露戈壁 , 只是 山间盆地和凹地有小面积盐生草甸以及山地草场 , 适宜

放牧骆驼和羊群 , 但 由 于缺乏水源 , 冬季又无积雪
,

草场利用率不高 , 也没有种植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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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国西北干旱区植被地理分布的规律性及大农业发展的方针

一
、

西北干旱 区植被分布的规律性

一 西北千旱区植被水平分布 的规律

植被分布的径向变化

我 国温带和暖温带干旱区因位于 欧亚大陆的 中心
,

距离海洋较远
,

加 以 四周高山阻

碍海洋气流
,

所 以形成 了 干旱和极端千旱的气候
。

南半部属暖温带 自东面的阿拉善高原
、

河西走廊 到西面 了 塔里木盆地
,

受太平 洋季风余波的影响
,

年降水量集中 在夏 季
,

由

东部 一 沁 向西逐渐递减到 功一 以下
。

即由过渡荒漠带到典型荒漠带
。

东部阿拉善东部的 沙砾质棕漠土 匕 小片地分不着该地特有的三瓣蔷薇
、

沙冬青
、

四 合木沙砾漠和力青锦鸡儿
、

驼绒葵沙砾漠 向西 巴丹吉林
、

腾格里一 带雨量渐减
,

即

属典型荒漠地 区
。

沙丘上则主为 白沙篙
、

沙拐枣沙漠及小 片的梭梭柴沙漠
。

沙丘间盐土

上为盐爪爪
、

白刺盐漠
。

石山上为合头草低山岩漠
。

河西走廊和阿拉善的洪积扇 卜则为

珍珠猪毛菜
、

琶瑟柴砾漠
。

以上反映着亚洲 中部荒漠的特征
。

新疆东南部和塔里木盆地 因深入大陆腹地
,

距离海洋更远
,

加 以 四周高山阻挡湿润

气流浏 迸八
,

所 以形成了世界上极端干旱的地区之 一 ,

年降水量约 一功
,

或 全年

无雨
。

因此植被赖以生长的水分全靠夏季来源于高山冰雪的融水和地下水
。

在缺水的生

境下分布着大面 积无 植被的流动沙丘
、

裸露戈壁 和裸露岩漠
。

在 山前有径流经过 钓洪积

扇上 口 棕漠土 步沟旁
,

生
一

长着极稀疏
、

复盖度不及 的灌木砾漠
,

分 别长 有膜 果麻

黄
、

木坝王
、

泡泡刺
、

沙拐枣等
。

岩山的沟谷中也有极稀疏的矮半灌木低山岩漠
,

长有
一

合头草
、

戈壁藕等
。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内
,

除新月型流动丈沙丘外
,

在大河流边缘地下水位

较高处有极稀疏的怪柳灌木沙漠
。

塔里木河两岸沿着河道走廊式的生长着大片胡杨疏 林
,

在 古河道上还残存着枯死的 胡杨疏林
。

在低洼重盐土上有大片盐爪爪
、

盐穗木
、

盐节木

矮半灌木盐漠
。

这里没有各季雨量均匀分布条件下的 白梭梭半乔木沙漠
,

显然属于亚洲

中部荒漠的特征
。

植被分布 的纬向变化

中国最西部的新疆位于亚洲内陆腹地
,

在强烈的大陆性气候笼罩下
,

从北到南 出现

东西走向的几个巨大 山系
,

并有西藏高原的隆起
,

结 合着南北不 同的来源的海洋气流 以

及纬度所联系的太阳 辐射热量的变化
,

使得植被水平分布的纬向变化规律性趋于复杂
。

北半部有高 山峻岭
,

湿气不易进 入
。

来 自北大西 洋的水汽经过中亚变质以 后
,

剩下

稀少的水汽进入了准噶尔盆地
,

被横贯于 中部的天山所 阻
,

不能向南运行
。

同时天山又

阻挡了西北来的寒潮
,

使其不能直接侵入南疆
。

因而天 山山脉成了温带干旱半荒漠
、

荒

漠带和暖温带极端千旱荒漠
、

裸露荒漠带的天然分界线
。

南半部的西藏高原
,

虽天文位

置上属于亚热带范围
,

由于喀刺 昆仑山和 昆仑 山之 间的高原隆 起 米
,

那 里形 成了

极端干旱的高寒荒漠地带
。

所 以 植被的纬向方向的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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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带半荒漠
、

荒漠带 北疆准噶尔盆地海拨 一 米
, 因受到西风带和北

大西洋余波的影响
,

年降水量约 一
,

各季分布均 匀
,

冬雪
、

春雨较 多
。

由于

纬度高
,

又是寒潮通道
,

一月均温一般为 一 ℃到 一 ℃, 一

七月均温为 ℃ ,

一般年

均温 一 ℃ , 》 ℃的年积温约 一 ℃ ,

干燥度约 左右
。

在上述气侯条件下
,

这一带 均植被特点是 北部有草原化矮半灌木荒漠
,

即含有沙

生针茅的盐生假木贼
、

小蓬砾漠
。

中部有大面积半乔木荒漠
,

即在半固定沙垄上分布有

白梭梭沙漠
,

在 固定沙丘下部和丘 间洼地有梭梭柴沙漠
,

二者常有规律 地构 成复 合群

落 它们多少都混生有短期生植物
。

在天 山北麓以 及伊犁
、

塔城谷地还有篙属
、

春季 短

期生草类壤漠
。

以上特点显示着北疆荒漠与中亚北部的联系性
。

但 另一方面那里膜果麻

黄
、

梭梭柴荒漠的大面积分布也说 明与亚洲 中部荒漠的共 同点
。

那里农业植被全靠灌溉
,

一般 以春小麦
、

马铃薯
、

糖甜菜
、

春油菜等为主的一年一

熟制
,

水稻也有栽培
。

在 积雪很深的天 山北麓也有冬小麦栽培
。

苹果
、

桃
、

杏等果树需

埋土越冬
,

种植中熟陆地棉没有可靠的 收成
。

暖温带荒漠
、

裸露荒漠带 南疆塔里木盆地海拔 一 米
, 四周有高 山

屏障
,

年降水量约 一沁
,

多集中夏季
,

盆地 中心甚至全年无雨
,

是世界上极 端 千

旱地 区之一
。

由于纬度偏南
,

北来寒潮又被天山所 阻
,

所 以气温较高
。

本带在极端干旱

的严酷气候下
,

分布着大面积的无植被流动沙丘和裸露砾漠
。

超旱生的灌木荒漠最为突

出
,

在 山前洪积扇 上生长有极稀疏约膜果麻黄
、

木坝王
、

泡泡刺
、

沙拐枣砾漠
。

盆地 中心

有极稀疏的耗柳沙漠
。

此外
,

低山上有超旱生的矮半灌木的合头草
、

戈壁黎岩漠
,

地下

水位较高处有盐爪爪
、

盐穗木
、‘ 盐节木盐漠不怪柳灌丛

。

沿河两岸有大面积走廊式胡杨

林
。

农业植被全 靠灌溉
, 以冬 春 小麦

、

玉米
、

高梁等两年三熟制 或一年 二熟 制 为

主
。

局部 有水 稻
,

经济 作物有中晚熟陆地棉
、

花生
、

芝麻等
。

苹果
、

桃
、

杏
、

核桃等

果 树能 自然 越冬
。

盆地南部有些年份葡萄和石榴不埋土也可安全越冬
,

最南部还有无

花果
、

桑树的栽培
。

由于 日夜温差大
,

有利于瓜果糖分的积累
,

所 以那里瓜
、

果特别味

甜
,

是国内外名产
。

二 西北干旱 区山地植被垂直分布

荒漠区的山地垂直分布是服从于水平分布的规律
。

在受北大西洋气候余波影 响的干

旱北疆
、

阿尔泰山和天 」北部山顶都存在高寒篙草草甸带
。

阿尔泰山西北较东南湿润 ,

西部有亚高山西伯利亚云杉林
、

西伯利亚冷杉林和 西伯利亚落叶松林
,

东南部上部只 有

落叶松林
。

但是天山北坡只 有较耐旱的 雪岭云杉林
, 以上亚高山针叶林都呈带状分布

。

山地阴坡和 阳坡的植被有明显的差别
,

阴坡有针叶林
, 阳 坡为草原

。

荒漠带只 限于海拔

一 米 以下
。

到了极端干旱的南疆
,

在天 山南部和 昆仑山西部山地 阴坡只有局部块状的云杉林
。

且荒漠植被可升高达 一 米
。

但是荒漠 区东部的阿拉善东部贺兰 山的垂直带的特点是山地下部 出现草原化荒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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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和亚高山阴坡出现油松林带和青海云杉林带
,

阴坡有落叶灌丛 或草原
,

这都说明大

气旱化不如西部的南疆
。

三 土壤基质与荒漠植被分布的关系

在荒漠地 区
,

土壤基质对荒漠植被类型的影响十分明显
。

在温带干旱或极端干旱的

环境下 , 低山只有稀疏的矮半灌木岩漠 , 而灌木
、

半灌木砾漠 如膜果麻黄
、

泡泡刺
、

木坝王砾漠 只 分布在 有径流的 山前洪积扇或冲积平原上
,

而不见于低 山上
。

半乔木的

白梭梭沙漠只 分布在全年雨量分配均匀的北疆沙丘中上部
,

而不见于其他土壤基质上
。

盐生多汁矮半灌木盐漠 如盐爪爪
、

盐穗木
、

盐节木盐漠 只 分布在干旱区地下水位较

高的 重盐土上
,

而不见于沙丘或戈壁滩上
。

仁述种种现 象说 明植被分布的地理性规律
, 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水平地带性

、

纬度

地带性
、

径度地带性和 垂直地带性
,

而实际上则是太阳 辐射
,

大气热量
、

水气和土壤基

质 等生 态 因素综合起来影响植被分布的规律性
。

二
、

西北干旱区大农业发展的方针

我 国西北 干旱 区 除有高 山外
,

荒漠面积约 占全 国 曾面积自勺
,

相 当子全国现有耕

地面 积
。

首先正确认识这样广大面积内南疆有长 公 里
,

宽 公里的塔克 拉玛 干大

沙漠和东疆无水的大戈壁 , 又当如何充分发挥那些可 以 开发利用 的土地
,

是 当前 发展西

北 国民经济的 任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

干早
一

王疏林和树木只能生长在地下水位较高的河边或灌溉渠旁
,

而且属于耐旱 的小

叶树种如杨
、

偷等
。

绿洲 内无灌溉即无农业和林业
。

正 因为气候干 旱
,

土壤中多含有不

同程度的 盐分和石 膏
,

经 浅溉后如排水不 良
,

就易发生盐债化现 象
。

由于沙漠所 占面积

很大
,

如果随意破坏沙地上 的天然植被
,

流沙被风吹扬就易埋没附近农 田 和道路
,

这些

都是干旱地区发展农业的一些不利因素
。

但是
,

我国干旱地 区周 围有高山
。

高山的存在固然与干旱气候的形成有关
,

而另一

方而 也带米 一 定的优越性
。

高山使天空冷空气移动速度变慢
,

冷空气受阻后
,

即形成降

雨条件
。

从 山麓到 山顶
,

气温渐低
,

雨量渐增
,

依次就出现草原
、

森林和草甸
。

因而 山

地就形成 饲养牛
、

马
、

羊的 畜牧业基地和林业基地
。

相应地就出产许多名贵药材以 及一

些动物 资源等
,

为副 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

有些高山顶部还有天然湖
,

可出产鱼类
。

所 以

干旱 区 高山本身就具备 了发展林
、

牧
、

渔业和多种经营的 自然条件和 资源
。

特别值得提 出的是 , 我国干旱地 区周 围高山复盖着现代冰川和永久积雪 这些山顶

冰雪 , 由于季节性的降雨
、

降雪不断补给
,

成为巨大的用 之不竭的天然 “ 固体水库 ” 。

每年夏季山顶冰雪融化后
,

形成径流或山泉
,

灌溉着山下戈壁滩和盆地平原
,

拾高了地下

水位
,

使低洼处土壤湿润
,

所 以戈壁滩和低洼地
,

就分别生长多种天然资源植物 , 如药

用麻黄
、

白刺
、

甘草
、

拘祀
、

列当等
,

单宁用 的怪柳
,

固沙用的沙枣
、

沙篙梭梭等 ,

纤

维用的岌蔑草
、

罗布麻
、

芦苇等
, 以及饲料用的铃挡刺及其他牧草等

。

有些地方利用 山

上冰 雪 融水
,

建 筑了灌溉系统
,

把不毛之地变成 了葡萄园
、

瓜果园
、

水稻田或种植小

麦
、

玉米
、

杂粮等粮食作物和棉花
、

搪甜菜等
。

例如在年雨量仅十数毫米的吐鲁番居民
,

为了避免通流沿途蒸发
,

建筑 “ 坎儿井 ” ,

即建筑地下灌溉渠道 ,
把天山冰雪融水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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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盆地
。

因此在极端干旱地区就形成 了著名无核葡萄的产地
。

又如青海柴达木盆地
,

据该省水文地质队的调查 夕 这里可供开发利用 的地下水为

立方 秒 , 年动贮量为 亿立方米
。

山前含水的第四纪松散砾石层厚达 米
,

形成了世

界上千旱地又罕见的深层 “地下水库” 。

这里的地下水每年得到来自山地降水和冰雪融

水的不断补充
, 因而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

, 其他国家无高山的干旱地 区地 下水 多为
“ 古封存水 ” ,

开采完后就枯竭了
。

因为盆地内有丰富的地表水和地 下水
,

人工可以

控制灌溉
,

为农业和工业提供了水资源
。

我国干旱地 区盆地 内虽然水
、

光
、

热条件在作物生长季节十分优越
,

但多数地 区盐

债土是 限制农业发展约主要因素
。

柴达木盆地底部和东疆罗布泊大面积 寸草 不生 的盐

壳 ,

各盆地山前的砾石戈壁带和南疆塔克拉玛干流动大沙漠都不可能改造为农业用地
。

而位于盐壳带与砾石带之间为细土带都含有一定程度约盆分
,

必须经过灌水洗盐之后才

能耕种 种植后如不注意合理灌水和 排水
,

很容易发生次生盐溃化
。

靠近砾石带的沙土

肥力较差
,

普遍缺少有机质和磷
,

须加改 良才能农用
。

了解到我 国西北干早地 区发展种 吐业的不利 因素和有利条件后
,

才有可能进一步研

究如何变不利 因素为有利 因素
。

干旱地 区应有条件地
、

因地制宜地开垦土地
,

避免滥垦
,

在一定适宜气候条件下

宜分别发展瓜
、

果
、

红花
、

糖甜菜等经济作物
。

解放以来在西北开垦荒地
,

有许多经验

教训值得记取
。

例如青海柴达木盆地朵海子地 区过去有 “ 小江南 ” 之称
,

由于大面积挖

去红柳开荒造田 , 引起风沙严重
,

不得不大书分弃耕
。

新疆塔 里木盆地某些农垦单位号

召 “砍尽千年红柳包
,

使沉睡为大地苏醒 ” ,

大面积毁林开垦引起 了严重灼风沙和盐碱

灾害
。

一个地区开垦面积不宜过大
,

尤其是要节约用水
,

近年来南疆塔里木河两岸天然

胡杨林大片枯死
,

就是 由于上游过多地截引水源
,

低处得不到水源供 给
,

地 下水 位下

降
, 使生境旱化所致

。

在适宜开垦的地方
,

为 了提高单产
,

要采取下列经营措施

搞好农 田排灌系统
,

平整好土地
,

防止土壤次生盐溃化

建立用地养地的耕作制度

乔木和灌木结合
,

搞好农田 防护林网

在轻度盐渍地上发展耐盐的经济作物
。

发展牧业是干旱地区的主要方同
。

我 国干旱地 区的盐生草甸植物
、

胡杨林以 及各

种半灌木
、

灌木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及矿物养分
。

不需 另加食盐
,

就可利 用 它 们作 为骆

驼
、

羊群的优 良饲料
。

荒漠土地平坦利于牲畜活动
。

宁夏著名的滩羊以 及新疆等处适于

做地 毯的有弹性的粗毛羊就是与当地盐生草甸上的天然饲料有关
。

而且我国荒漠周围的

祁连山
、

阿尔泰山
、

天山都有大面积的山地草原
,

是 良好的夏秋牧场
,

牛
、

马
、

羊都可

饲放
,

如山下荒漠冬季放牧场有计划地与山地夏季牧场相 配合 , 所 以游牧方式是发展畜

牧业的必然手段
。

但有关畜牧业的发展也存在着下列一些问题 , 需要逐步解决
。

北疆准噶尔盆地 冬季经常有薄雪
,

可 供牲畜饮水
,

但缺乏气象预报 , 牧民不 知何年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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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雪
,

因而许多草场尚不能充分利用
。

同时通往山地夏季牧场的过道
,

现多已开垦 ,

夏

季牲畜上 山沿途缺乏饲料
,

过道两旁 已开垦的土地应退耕为牧场
。

南疆塔里木盆

地的 盐生草甸和胡杨林是优 良的牧场
,

但近年来 因滥垦和滥伐
,

使胡杨林面积缩小
,

土

壤盐渍化增强
,

不利 于牧业的发展
。

因此
,

今后需合理采伐更新
,

有计划池 恢复原来 牧

场
。

阿拉善
、

河西走廊一带沙地放牧场灼草质优 良
,

冬季暖温
,

又无大风
,

适合

骆驼
、

羊群饲养
,

但 问题是冬季少雪或无雪
,

人畜用水都有 困难
,

应解决水源 问题
。

另

一 方面有些湖盆 内因过渡放牧使草群变稀
、

变低
,

适 口 性牧草种类减少
,

有毒及劣质杂

草增加
,

草场生产力下降而 使草场退化
。

此种情况
,

除采取轮牧制外
,

应部分地改为

草场
。

应 强调在 干旱地 区在灌溉条件下分别情况栽培草木裤
、

紫首借
、

苏丹草
、

饲料甜菜
、

无芒雀麦等人工牧草 建立人工饲料基地
,

也是当前在 干旱区发展畜牧业的

必要措施
。

这样才可解决干旱区 山地夏秋牧场而缺乏冬春饲料时 问题
。

干旱区 发展 和经营林业白 途径 我 国干旱地 区森林面积 虽小
,

但在盆地边缘的高

山

—
阿尔泰山

、

天 山
、

昆仑山 以及祁连山的 山腰环绕着的针叶林带
,

却是重要的森林

资源基地
。

在盆地的河谷中特别是塔里木河及其支流两岸有走廊状的 胡杨林
。

此外在绿

洲 内沟边劳动人 民还辛勤培植以各种杨树为主 的护 田林以及栽培有 各种果树林
。

由于 山

地森林的生存是靠大气降水
,

但盆地森林靠土壤水分而生存
。

所 以 分别论述其经营的途

径
。

山地森林
,

应在 保持生态平衡的指导思想下
,

首先要作为水源涵养
、

防护林

进行 经营
,

其次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合理阴采伐利用
。

同时也要分别 根据具体情况和树

种进行不 同措施
。

阿尔泰山的西伯利亚落叶松林应是主要的木材生产 基地 和水 源涵养

林
,

但在居 民点附近早 已遭到采伐和破坏
,

今后主要任务是森林的更新
。

落叶松对大陆

性气侯的适应性较强 ,

能在开旷迹地和生境严酷的石灰土壤上更新
。

目前应划出山地水

源涵养防护林带 , 只能进行适度的
、

经营性质的采伐
,

在过熟林内
,

可采用 小块状 皆伐

或窄带状 皆伐 , 伐后 促进天然更新或人工植苗更新
。

天 山北麓山地雪岭云杉林和祁连山

青海云杉林现 已成为过伐 林区 ,

今后 除对个别过熟林
、

病瘤木和枯立木进行经营性质的

零星采伐外
,

不 宜再进行强度的森工采伐
。

目前采伐迹地的森林更新状况还远为不足
,

以 致影响到 山地的严重水土流失
。

盆地 中河岸林特别塔里木盆地胡杨林
, 由于 河道改变和上游兴建规模巨大的

灌溉工程
,

大量的洪水和通流被拦蓄
,

使河岸两旁的 胡杨林减少或丧失了每年洪水泛滥

期的灌溉
,

降低了河床的地下水位
,

从而引起林木生
一

长衰退
,

濒 于枯萎
。

而在河道两旁

胡杨林则 已大片死亡
。

当前应设立 以胡 杨林为主的 林场
,

建立灌溉体 系
,

进 行林 业经

营
。

同时要严禁滥伐滥垦
。

在荒漠内造林必须认识到 除局部适宜地 区外
,

造林 目的应 以防风固沙
、

保障

农业生产为主 要掌握 “ 适树适地 ” 和 “ 适时播种 ” 的原则
。

特别是如何节约用水是关

键的 问题
。

年河西走廊一带动员一万名劳动力在盐沼土上造林 多天
,

所栽的树木

竞未成活一株
。

一 年在干旱地 区又 曾盲 目地飞机播种 万 亩
,

成活率也极低
。

在树种选择方面
,

农田防护林 应选在地下水较高的盐生草甸土上
, 以 红柳 和胡 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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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

在雨量全年较均匀的北疆沙丘上
,

因沙层中有水分可适当选择作薪炭林的 自梭梭
,

不 宜发展乔木林 , 而 白梭梭也不宜种在雨量较少并集中在夏季的 阿拉善沙漠
。

准噶尔盆

地 内冬季积雪 厘米时
,

春季沙丘上可进行播种白棱梭
,

而阿拉善沙丘上 宜在夏季有雨
一

时播种油篙
、

籽篙
。

塔 里木盆地雨量稀少
,

播种效果基本上是不会好的
。

干旱 区防护林

应根据 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的原则
, 以片林

、

块林和小型护田林带为好
,

错综构成
,

不必

贪大求全而搞所谓 “ 绿色长城 ” 。

铁路沿线 固沙也很重要
, 以在铁路两侧的迎风方向

,

铺设大面积的一 平方米

的方格沙障
,

再种上籽篙
,

就可长期固沙
,

保证 了行车安全
。

五 干旱地区的野生植物资源应加强保护 , 合理采用 , 研究变野生为栽培
。

我国干旱

地区特产许多野生资源植物
。

例如药用植物中沙漠内梭梭柴和盐渍土红柳的根上都寄生

有肉从蓉
,

沙漠内还长有锁阳
,

盐化草甸土上有甘草和构祀子等
,

山地的党参
、

黄茂都

是滋补强壮剂
,

戈壁滩上有麻黄
,

山地有贝母
,

盐渍土上有甘草
, 山 上有雪莲

、

大黄
、

独活
、

紫胡等分别都是名贵或常用的药材
。

以上这些药材有些如麻黄和 甘草分布很广
一

,

筑藏量相 当大
,

目前盲 目掠夺式挖掘
,

应加以制止
。

其 中许多植物根据其适宜生境建立

栽培基地非常必要
。

实际上
,

例如 宁夏的构祀
,

种植三年后即开始结果
,

在灌溉施肥管

理的条件下一可维持数十年
。

其他植物也可有计划地栽培
。

另 一些应合理采集 以 保其 自然

更新
。

夭山北麓壤土荒漠上的 某些篙类含有芳香油
,

可提取香料
,

应加以保护和 促进其

繁殖
。

千早地区‘ 盐生草甸土的岌岌草是造纸的优质原料 , 罗布麻是混纺的好纤维
,

干

旱区芦苇作为 人造棉原料比 湿润区质量好 这些优质纤维植物应加强保护
,

有计划地

促进其繁殖
。

杀虫用的 农药如无叶假木贼
、

苦豆子
、

苦马豆
、

苍耳等可进一步研究其化

学成分
,

进行提炼
。

在阿拉善及其东部沙漠内有一种沙芥
,

略带辣味
,

是 当地野生的蔬

菜
,

根据我们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其含钙达
,

是 良好的富钙蔬菜 ,

可在沙地栽培
,

变野生为家生
。

此外
,

在吐鲁番盆地和南疆一带荒漠土 上分布有一种瓜儿菜 白花菜
,

其种子 禽有高量食用油
,

可有计划地推广栽培
。

以上不过是一些干旱 区 资源 植物 的举

例
,

还有很多种类都可进一步调查研究
,

发挥其作用
。

例如近 年来 在 美国南部亚热带

荒漠区所发现的黄杨科一种植物名叫霍霍巴 ￡仇扭。柞 ‘ 比讯毗 艺 , 其种 子含 妓脑

油 以上
,

工业上有重要用途
,

用作钟表的润滑油
,

现 已大量推广栽培
,

但这种常绿

灌木在我国温带
、

暖温带冬季严寒的干旱 区不能越冬
。

我 国干旱地区植 物资 源蕴 藏丰

富 尚待进一步发现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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