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八个植被区域与农业发展
’

侯 学 媛

一 从植被的意为
、

敲到影响我国植被分布的气候因素
什么是植被 简言之 , 植被就是履盖地表的植物群落的总称

。

所稍植物群落是指占据一

定地段的植物的总体
,

如森林
、

灌丛
、

草丛
、

果园
、

水稻田等 ,

在植物群落中 , 最基本的特

点是植物与环境之简以及植物本身之简具有一定的相互关系
。

一棵树木
、

一株草和一株水稻

和小麦等都是植物的概念 , 而不是植被的概念
。

我们从毛主席在矛盾湍中把
一

“

只晃树木 ,

不

冤森林
”

来比喻 “ 只晃局部 ,
不晃全体

” , 就可以理解到
,

单看晃树木还是片面的 , 必须也

同时看到森林才是全面的观点
。

森林不仅是指生长在一起的同种或不同种的具有相互影响的

一群树木 , 还包括林下的进木
、

草类和土壤中的微生物等 , 动物也是森林的粗成部分 , 它们

的存在是与林木层有密切联系的 , 而且森林和外界的气候
、

土坡和地形等也有一定的相互影

响 , 并有 自己的小气候特点
。

我们在北京公园里 ,

可以看到栽培的少数几株云杉和冷杉 , 但

由于气侯的限制 ,

没有云杉林和冷杉林的分布 , 而且它仍生长也不好
,

没有规济意义 , 这类

森林耍在更北或海拔校高的山地寒温气候条件下才能找到
。

同样
,

研究水稻可以在温室里或

者在盆栽条件下进行 , 但是要使研究桔果具有更大的生产意义 , 必须要在大田条件下
,

研究

水稻群落中水稻与气候
、

土壤以及水稻本身之简
、

水稻和微生物之简的相互关系才有可能
。

可晃从植被的观点出发研究森林
、

草原
、

果园
、

水稻田和小麦地等对 于 促 进 农
、

林
、

牧
、

副
、

撇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我国的面积钓 万平方公里 , 东西相距
,

公里 , 跨径度
。 ,

太阳从最东端升起

的时刻比最西端早 个多小时 , 也就是挽 , 当东北扁苏里江上已是金色阳光的早晨
,

西边岸

裔 山下的喀什还在漆黑的深夜
。

南北樟度相差
,

相距豹 , 公里
,

当黑龙江省北部还是

冰天雪天的季节
,

·

海南岛的早稻已翘插秧了 “

北国正冰封
,

南天春意浓
”

正是反映我俩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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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疆土的辽阴
。

这样 , 我国从东到西
,

由南到北
,

气候变化很大
。

就樟度相差不 大 的 青 岛

海边 和吐唇番 内陆 月的天气比一比
,

就可以看出我国东西气候的差异
,

从生活挪

魏上特别容易党察出来
,

月份在吐鲁番
, 人们感到非常 口 渴 ,

每天不停地喝 ,
每次 立升

水还不够 竞好的一瓶木十分干的五香黄豆
,

开着瓶盖
, 一周以后就 自然变成硬脆的酥豆

行李箱的衣物
,

几个月不管也不发霉
。

但是在青岛 , 月简 , 皮鞋抵要一天不擦
, 就发霉 没

有盖好的鲜干
,

几小时后就吸满了水分不脆了 在那里人仍很少感到口 渴
。

从雨 里 妃 录 来

看
, 吐鲁番 了月份社有 毫米 ,

、

修 日天气明朗 , 有雷声不晃雨 而青岛 月份雨量有

毫米 ,

每天上午大都被云雾所能翠
,

常有障雨
。

东西湿度差别这样明显
,

主要由于距海远近

的关系
。

东部靠临海洋
,

特别是夏季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 , 降雨且多 , 东北部近海地区年雨

最在 毫米以上
, 东南部超过 ,

毫米 , 空气湿度大 ,

因而温度变化的幅度校小
,

这就是

湿澜森林地区
。

西部位于大陆中心 , 受到海洋影响极小 , 雨里少 , 包括内蒙西部以西
、

新疆

全部和青藏高原西北部 ,

年雨量都在 毫米以下
, 有些地方更少 ,

空气湿度小 , 温度的变

幅大
,

郎干旱荒漠地区
。

在两者之简为半干旱草原地区 ,
年雨 在 一 毫米之简

。

南北气候上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
,

’

从生活粗毅上来敲 , 夏天在黑龙江 , 阴夭就要穿棉

衣
,

而在两广南部阴天就与晴天同样炎热 , 汗流不止
。

所以在东半部从北到南 ,

可分为寒温

带
、

温带
、

亚热带和热带的气候
, 相应地在植被分布上就有寒温带卦叶林区域

、

温带落叶阴

叶林区域
、

亚热带常徐阴叶林区域和热带雨林
、

季雨林区域等四个区域
。

各温度带或各植被

区域的农业耕作制度
、

作物种类
、

森林类型
、

握济林木
、

果树和木本油粮植物等都有明显不

同 , 有些区域有相同的种类
,

但产量和品质也有所不同
。

南北之简气候上的变化 , 主要是由

于不同牌度 日照角度的大小及其四季变化的情况所决定的 ,

南部低樟地区 ,

太阳常年直射 ,

北部高樟地区 ,

太阳常年斜射 , 这样
,

太阳幅射 的多少及其时简的分配就完全不同了
。

地形的变化常常导致局部气候的变化 , 使得植被更加复杂
。

一般挽南方气候比北方暖
,

但是地形的变化常打乱了这种明显的规律性 , 特别是在西半部高原地区最 为 明 显
。

西 南 地

区 ,

夏天海拔 一 米的四川盆地非常炎热 ,
,

往南走到青州高原海拔 一
,

米处 ,

气

候凉爽
,

可是到了西北部海拔
,

米地区 , 雨天气温急剧下降 ,

要穿棉衣才成
。

在西北地

区
,

地形的变化对气候的影响更为明显
,

月在吐鲁番极为酷热 , 但向北穿过天山的时候
,

就非穿棉衣不可
。

至于 山地从山麓到 山顶气候的变化就更是显著了
。

由于我国西半部地形起

伏变化大 ,

特别西南有青藏高原突起 ,

一般在
,

米以上
,

所以从北往南气候和植被的变

化 ,

和上述东半部变化的情况就睬然不同
。

北部为温带草原区域 , 而往南却为高寒草甸
、

草

原区域 西北部为温带荒漠区域
,

其南 为高寒荒漠区域
。

我国山地 占总面积 以上
,

因

此在考虑农林牧副涣业的发展时
,

对于 山地所 引起局部气候的变化 , 必填拾予足够的注意 ,

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
, 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



二 我国入个植被区域的特征与自然条件的关系

大兴安岭北部塞沮针叶林 寨加林 区城

这一区域包括我国内蒙古 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北部
。

这里气候寒 冷 , 无 箱 期 钓

一 天
,

全年积通 日均温等于或大于 的总和 , 下 同 此 为
,

一
, “ , 年

均温在零度以下
,
最冷月平均气温为一

一
一 , 最 热 月 均 温 一 ℃ ,

年 降 水

最 一 奄米
。

适应这样气温低
、

生长季短的气候
, 植被表现为以冬季落叶的兴安落叶松

林为主 , 并有耐寒的厚层革质的常释纤叶的樟子松林 , 还有次生的山杨
、

白禅林
。

本区域是

我国重要的森林基地之一
。

在平坦山谷中
,

栽培植被只有一年一熟的喜凉作物 , 如属铃薯
、

甘兰
、

春大麦等 ,

生长特别良好 , 而小麦
、

高粱
、

玉米和黄豆等只长茎叶 ,

不能正常开花枯

实
。

果树有李
、

山杏
、

山荆子等以及野生小果品 —牙疙疽等
。

东北
、

华北落叶目叶林区城

这个区域包括东北东部
、

华北平原及山东
、

辽东半岛 由于在前一区域的南面
,

无箱期为

一 天
,

余年积温
,

一
, ,

平均气温全年为 一 , 最冷月为一

—
一 ” ,

最热月为 , 年降水是豹为 一 毫米 , 东部沿海可达
,

毫米
。

这一区域由于具

有严塞的冬季和炎热湿渊的夏季 , 所以就产生了夏季枝叶茂盛
、

冬季落叶的落叶褚叶林 落

叶阔叶树还具有很厚的树皮和坚实的芽鳞 , 以适应冬季的严寒和防止水分蒸脸作用的过强
。

沈阳以北 , 包括东北东部山地和小兴安岭 , 位于本区域的北部 含断叶成分的落叶朗叶林

地带 , 冬季严寒时简较长
,

全年无霜期 一 天 ,
年积温

,

一
,

这里的植被

有落叶的蒙古摊林和含榆
、

械
、

毅
、

棒等的落叶阴叶杂木林 还有卦叶 一落叶阴叶混交林
, 林内

针叶树种有杠松和奥冷杉
、

焦鳞云杉等 农作物只能一年一熟
,

以喜凉的春小麦
、

禹铃薯
、

甜菜
、

亚麻等为主 , 其次有早熟品种的大豆
、

玉米
、

高粱和粳稻
。

果树只有耐寒的小苹果
、

秋子梨
、

李
、

杏等 , 而大苹果
、

桃
、

葡萄等如无防寒措施
,

就不能越冬
。

沈阳以南
、

淮河以北的大平原及辽东
、

山东丘陵 ,
,

太行
、

燕山山地位于本区域南部 落

叶阴叶林地带 , 冬季严寒时简校短
, 热量较丰富

,

全年无霜期 一 天 ,

年积温 ,

一
, “ ,

这里的落叶阴叶林有多种裸树林
,
如辽东裸

、 一

蒙古裸
、

懈裸
、

圆齿裸
、

栓皮裸
、

麻

裸等等以及含极
、

枚
、

槐
、

械
、

朴
、

样等的落叶阴叶杂木林 还有油松林
、

赤松林
、

侧柏林

等温带断叶林
。

这一区域由于年积温较北部为高 , 冬季严寒期较短
, 春秋季温度 日较差大

,

有利于水果的糖分积累和果实着色
,

所以这一带是我国主要落叶果树区
,

栽培有多种优良品

种的苹果
、

梨
、

桃
、

葡萄
、

枣等
,

还 出产柿
、

山植
、

樱桃
、

核桃
、

板栗等
。

一般农作制度是



以冬小麦为主的两年三熟或三年四熟 , 在水肥充足的适宜土壤上还有以小麦为主一年两熟旱

作制度
。

主要作物有冬小麦
、

棉花
、

花生
、

白薯 , 以及玉米
、

高粱
、

谷子等杂粮
,

水稻品种

以中熟或晚熟的粳稻为主
,

冬小麦多为中熟品种
。

华中
、

西南常林两叶林区城

本区域包括从淮河以南到南岭山地附近的北间归挑之简的亚热带地区
。

这里的气候
, 除

山地以外
,

无霜期 一 天
,

年积温 ,

一
, ,

平均温度全年 一
“ ,

最冷月

为 一
“ , 最热月 一 ,

年雨量大部分为
,

一
,

毫米
。

在这温暖湿溜气候条

件下
,

就出现了具有光泽
、

革质的大形叶子而冬季不落叶的常释阴叶林和常释阴叶的竹林
,

在土坡较干燥的石灰岩山地或冬季校冷的一定高度的 山 地
, 还 出现落叶阴叶 一常释阴叶混交

林 , 此外还有各种亚热带斜叶林 , 等等
。

本区域的东部受太平洋季风影响 , 西部云南高原受印度洋季风影响
,

东部干季和湿季不

如西部明显 , 表现在植被上也有所不同
。

可分为东
、

西部两亚区域
。

东部亚区域的北部 含常释乔木和灌木的落叶阔叶林地带 , 包括秦岭
、

大巴山以及长江中

下游北岸 , 除高 山外 , 无箱期 一 天
,

年积通 , 一 , , 是落叶麟叶林区域到常释

阴叶林区域的过渡带
。

这里有亚热带性落叶阴叶林 林下有常释灌木 以及落叶阴叶 一常释阴叶

混交林 , 竹林只有耐寒的刚竹林 , 亚热带卦叶林有混有落叶树种的禹尾松林
、

华山松林和杉木

林
,
还有外来的黑松林

,

生长良好
。

常棘的橘树能在局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栽培
,

但产量和品

质较差
,

皮厚味酸 ,

而袖子和广柑 不能栽培
,

批把生长良好
。

茶树以这一带为北界
,

常释的

观茸树木如桂花
、

棕摺
、

夹竹桃
、

南天竺
、

女真
、

黄揭么及石榴
、

无花果
、

葡萄等果树都能

露天越冬
。

农业方面为夏季以水稻或棉花
,

冬季以小麦或油菜为主的一年水旱两熟制度
。

亚热带南部 常释阴叶林地带 包括四川盆地
、

贵州高原
、

江西
、

湖 南 以 及 广西
、

广

东
、

福建的非部 , 这一带在酸性黄坡和杠壤山地上保持校好的森林以常徐裸类 青刚裸或拷

枯类 常徐阴叶林为代表 ,
更南部以樟科树种为主

。

常释阴叶林破坏后
,

栽有杉木林
、

毛竹

林 , 但在一般杠壤丘陵上 以含灌木的 白裸
。

映山杠
、

南烛等和铁芒箕占优势地被物的焉尾

松林分布最广
。

还栽有茶和小果油茶林
。

在石灰岩山地 出现有好钙性榆科树种 的 落 叶 阴

叶 一常椽阴叶混交林
,

及其次生或栽培的柏木疏林和慈竹等
。

这 地带的耕作制度有水 旱 一

年两熟和双季稻 , 在一年两季旱作地区 , 还可套作或加上一季短期秋作
,

这便是 两 年 五 熟

了 水稻品种以轴稻为主 , 早
、

中
、

晚品种都有 , 冬小麦为中熟和晚熟品种
。

这里是我国常

释果树的主要产地 , 有广柑
、

杠桔
、

抽子
、

金桔
、

批把
、

杨梅等
, 也有落叶果树如核桃

、

板

栗
、

柿等
。

而梨
、

苹果
、

葡萄等的品质不如落叶阴叶林区械的好
。

漆
、

油茶
、

三年桐
、

扁枕
、

香株等栽植也校普温
。

这一区的最南部
,

双季稻和甘蔗可大面积栽培
·

果树仍以 柑 橘 类 为

‘



主 , 局部隐蔽处有龙眼
、

芭蕉
、

番木瓜
、

菠辘
、

杨桃等热带果树
, 还有中果油茶和千年桐

。

西部常释阴叶林亚区域包括云南省中北部
、

四川西南和黔西一部分地区
。

地形为高原
、

山地
,

气候受印度洋季风影响校显著 业热带斜叶林主要有云南松林
、

华山松林 , 常释陷叶

林和竹林的树种也与东部不同
,

沿谷地有肉质有刺灌丛 , 北部高 山上有硬叶常徐阴叶林 高

山裸林 在水肥充足
、

气候适宜处有一年两熟制
,

但一疽无双季稻 有 夹 竹 桃
、

棕 摺
、

茶
、

摔椒等
,

但桔
、

广柑
、

抽子
、

油茶只能在南部山谷中正常生长 发 育 , 而 苹 果
、

梨
、

核

桃
、

板栗等落叶果树的品质
、

产量良好
。

万 华南
、

西南热带雨林攀雨林区城

这一区城包括北间归袋以南的云南
、

两广和台渭的南部以及南海褚岛
,

是我国大气热里

最为充足的地区 ,

全年积温 ,

一 , 以上
,

年平均气温 一
“ ,

最冷月平均温

一 ,

平均艳对最低温一般在
‘

以上 ,

年雨量卜 一
,

毫米
。

在这样常年高温
、

没有显著冬季的湿周气候条件下
,
在森林保存校好的地方就晃到树干高大

、

种类繁多
、

密密

层层的常释阴叶雨林 , 林内树木有板状根和树茎生花现象 , 并有大量藤本植物和附生植物
。

在潮水涨退的海游内 , 分布着常徐灌木或小养木所粗成的以杠树为主的征树林 , 这种杠树林

在亚热带和温带海边同样土坡上是浪有分布的
。

本区城的北部 雨林性常徐朋叶林地带
,

年积温
,

一
, , 最冷月均 温 一

,

每年简或有一
、

二次 握 藉 , 在局部森林保存校好处的砖缸壤性土上 ,
有热带树种的

雨林性常释摘叶林 ,

其板状根
、

茎花现象
、

藤本植物
、

附生植物等不如雨林显著
。

一般丘陵

山地广泛分布粉稀疏篇尾松林 , 林下灌木有挑金娘
、

油甘子
、

野牡丹
、

阔松
、

山芝麻等 ,
是

亚热带少晃或不晃的 , 而亚热带常晃的 白裸
、

映山缸
、

南烛剧不冕
。

地被物除与亚热带相同

的肤芒箕外 , 有较多的东方扁毛旅
、

踊地嫂松等
。

石灰岩 山地上有含蜕木
、

金拣季
、

肥牛树

等的落叶阴叶司常释阴叶混交季雨林
。

海边杠树林稀疏矮小
、

呈 灌 木状 , 由三
、

‘

五种粗成
。

竹林的种类有粉单竹
、

刺竹
、

梁山慈竹等
,

显然与亚热带不同 这一带不需选择局部地形 ,

可在大气候环境下栽培热带常徐果树如荔枝
、

龙眼
、

忙果
、

橄枕
、

番石榴
、

番荔枝
、

蒲桃
、

洋桃
、

番木瓜
、

木菠粗
、

菠稚
、

芭蕉
、

香蕉 西贡蕉 等
, 袖子品质良好

,

柑桔
、

批把也有

栽培 但杉木
、

毛竹
、

桂花
、

棕涸不如亚热带的生长良好
。

理济植物有大果
、

中果油茶
、

剑

麻
、

木棉
、

八角
、

肉桂等
,

橡胶树易受寒害
,

只在南部局部适宜小地形上才能正常生长
。

耕

作制度方面 , 在水肥条件充足处
,

双季稻比重较亚热带为大
。

双季稻收获后的冬季还可种一

季释肥 , 冬季可种征落 , 一般不须防寒措施 ,
禾苗可越冬 , 农作物中的木薯

、

甘蔗可全年生

长 , 冬季小麦不多 ,
,

龙鹿
、

辣椒
、

棉花可长成多年生灌木或小乔木
。

’

本区城的南部肠常释阴叶雨林地带 ,

年积温
,

一
,

的
。

以上 ,

平 均艳对最低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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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 , 这里有典型的常椽阔叶雨林

。

在干湿季比校显著的环境 下 , 有落叶阴叶 一常释阴

叶混交季雨林
。

斜叶林有南亚松林 , 而无焉尾松林
。

在海边的杠树林呈小乔木状 , 粗成种类

十数种之多
。

果树种类除与北部相同的外 , 海边有椰子 , 木菠推一年能两次 桔 果 , 无 柑 桔

类
、

批把和落叶果树等
。

此外 , 北部所没有或生长不好的橡胶
、

咖啡
、

胡椒
、

可可
、

腰果
、

油棕等
,

在一定条件下可正常生长发育
。

在耕作制度方面
, 如果水

、

肥
、

劳力充足 , 大气热

量可以满足一年三季水稻 , 在南部甘薯可一年四熟
。

北方品种的小麦
、

油菜等 , 由于冬季不

冷
,

不能通过春化阶段 , 难以桔实
。

内象
、

东北通带草原区城

这一区域包括东北平原
、

内蒙高原
、

黄土高原等地 , 因距海校远
,

受海洋季 风 影 响 校

弱 , 年雨量钓 一 毫米 , 属温带半干旱气候 这里的植被是以能耐旱的多年 生 生 草 禾

本科植物所粗成的草原为主
。

适应这种半干旱气候 , 植物表现在叶子狄而卷 曲
,

或 具 有 深

根 ,

或枝茎有茸毛和刺等的特征上
。

这里是我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 , 出产棉羊
、

禹
、

牛等

牲畜 , 还有野生的黄羊
、

羚羊
、

草兔等
。

东南半部称为森林草原地带
。

其北部即东北平原和内蒙东北部 , 在黑钙土和暗栗钙土上

分布着含有丰富杂类草的禾草草甸草原 , 出产羊草
、

针茅
、

豆科
、

百合科等优良 牧 草 和 黄

奢
、

防风
、

柴胡
、

知母
、

苦参
、

桔梗
、

龙胆
、

远志
、

大黄
、

地榆等野生药用植物 以 及 岌 岌

草
、

禹蔺等纤推植物 沙质土保水分条件校好 , 分布有樟子松疏林和榆树疏林 , 丘陵上有稀

疏蒙古裸林
。

其南部即黄土高原东部的黑护土上分布着旱中生的灌丛草原 ,
‘

山地灰褐土上有

辽东裸林
、

油松林和侧柏林
。

这一带的耕作制度在北部是一年一熟
,

南部可 以 三 年 四熟 ,

无灌溉条件也可以旱作 , 许多地方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 “ 仓库
” 。

作物种类北部有大豆
、

玉米
、

高粱
、

春小麦
、

亚麻
、

甜荣等 , 南部有粟
、

糜
、

冬小麦
、

荞麦等
。

南部的沟谷中还有

梨
、

杏
、

胡桃
、

枣
、

柿等果树栽培
。

西北半部为草原地带 , 栗钙土上长有以斜茅为主的典型禾草草原 , 含有旱生半灌木
、

矮

灌木
,

而杂类草成分校少 ,
是良好的牧草产地 除有断茅

、

豆科滋木
、

篙类是良 好 的 牧 草

外 , 还 出产大最甘草
、

麻黄等药用植物 , 杀虫农药有苦豆子
、

狼毒等 , 百里香和某些高类可

提取芳香油
。

沙地上无森林
,

一般以半灌木的篙类和沙竹
、

灌木等粗成的灌丛为主
。

农业南

部校北部发达 ,

耕作制度一年一熟 , 很多情况下需要灌溉才能有旱作
。

作物种类有荞麦
、

谷

矛
、

春小麦
、

禹铃薯
、

甜荣等
。

南部沟谷中有桃
、

梨
、

杏
、

葡萄等落叶果树
。

丽 断
、

旅
、

育沮带荒澳区城

本区域包括宁夏
、

内蒙和甘肃西部
、

青海柴达木盆地以及新疆全区 , 因地处内陆 , 受海



洋季风影响微弱 , 除高山外
,

年降水量不足 毫米 ,
不少地区只有 毫米或数十毫米以

下 , 甚至全年无雨 , 肠温带干旱气候 在这样干旱的气候集件下
,

分布着其旱生的稀疏灌木

和半灌木荒漠
, 植物适应干旱气候 ,

表现在叶片据小
、

或变成翩刺
、

或叶子 退 化
、

或 变 为

肉质积蓄水分 , 有些植物具有强大的根系 , 便于利用较深的翅犷 水 天然旱中生疏林只分布

在地下水位校高的地方 , 树种肠于耐旱的小叶树如锡树和榆树等
。

只有靠灌溉才有农业和行

道树栽培
。

夏季白天 日照强
、

温度高 ,

植物光合作用进行强烈 , 有利于糖分的制造和积累

夜晚温度降低 ,

呼吸作用减弱 , 植物体内糖分的消耗减低
, 所以这一地区西部的葡萄

、

哈密

瓜
、

西瓜等瓜果特别味甜 , 是森林和草原地区所不及的
。

本区域东部的宁夏
、

河套一带为半荒漠地带 , 其西为荒漠地带
。

本区域的山前戈壁滩上有半灌木的 白玻玻
、

玻填和灌木的鹿黄
、

泡泡刺
、

墉王以及小半

灌木的假木陇
、

琵琶柴
、

珍珠等砾漠
,

在沙丘地区分别有白玻玻
、

捏柳
、

高类等沙漠
,

在低

山上有合头草石漠 , 盐漠土上分布着盐爪抓
、

盐穗木
、

盐玻玻的肉质小半灌木盐漠 ,
在地下

水位较高的盐化草甸土上分布着中旱生的胡揭疏林和多种攫柳灌丛
。

以上薛多荒漠植物是路

舵
、

粗毛羊的良好侗料 , 还有麻黄
、

构祀
、

甘草
、

茬蓉
、

镜阳等药用植物和 岌 岌 草
、

摧 布

麻
、

芦茸等良好的纤推植物
。

在荒漠区域的操洲中耕作制度一年‘熟 ,

作物有水稻
、

小麦
、

玉米
、

荞麦
、

谷子
、

属铃

薯
、

棉花
、

胡麻等
。

我国的荒澳地区有天山
、

祁建山以及部分的阿尔泰山
、

崖裔山
,

高山的雨量随高度而增

加 , 因而出现大面积的高山草原
、

草甸和部分的森林
。

山地草原为属
、

牛和韧毛羊的牧塌 , 是

我国西北重要的畜牧业基地
,

还 出产阿获
、

雪撞
、

员母等食重药材
。

山地森林提供了丰富的

用材 , 林内并出产野生皮毛兽
。

山顶有永久积雪 , 夏拳冰雪融化后万释洲灌溉提供了水源

青蔽离塞草甸
、

草颐区城

这一区域包括青藏高原中东部和南部 ,
高原面海拔

, 米左右
,

其上的山地多为
,

米以上 由于受海洋季风影响校小 ,

年雨最钓为 一 毫米 , 由于拔海高 , 冬寒夏凉 , 年

均温 一
,

最热月均温只有 一
, 最冷月均温为一 一 一 高原空气稀薄 ,

太阳幅射非常强烈 , 日夜温度常相差
” ,

甚至
“

之多
。

适应这样高寒半干旱气候
,

植

物大多为低场丛生
、

叶片铭小
、

依靠营养繁殖的多年生植物 有大面积的高寒草甸和高寒草

原
。

在
, 米以上的山地

,

适应强风严酷条件
,

有垫状植被 , 植物由垫状的旱生小灌木粗

成 , 紧紧密密地交徽在一起 高原上出产优良的牧草如禽草
、

苔草
、

禾草
、

薯等 , 都是当地

耐塞的耗牛
、

棉羊以及野生动物的好侗料 , 还 出产名食药材如具母和大黄等

本区域的东南部为高寒草甸遭丛地带
,

在排水良好的地段上为亚高 山草 甸 , 阴 坡 有 灌

七 ·



丛 ,

个别阴坡为寒温针叶林 , 山顶部分为高 山草甸和垫状植被
。

本带北部在海拔
,

米触

下
、

南部在海拔
,

米以下河谷地区 , 可种耐寒作物如青裸
、

元根
、

禹铃薯
、

燕麦
、

豌豆等
。

本区域的西部 , 却青藏高原中心地带 , 为高寒草原地带 , 分别以紫斜茅
、

白 草 等 为 代

表 , 高处有高寒草甸 ,

一般不出现寒温常糠断叶林

孤 蔽西离塞策澳区城

薄区域与芫塘高原的范四大致相当 , 海拔在
, 米以上

,

年降水量不足 毫米 , 有的

地方甚至少于 毫米 , 且集中降落在夏季 , 全年平均气温低于
” ,

夏季夜里甚至也可以

桔冰 , 而白天温度可能上升到
。

降雪是降水的主要形式
。

植被有高寒荒漠
、

高寒荒漠

草原和高寒垫状植被
。

有奋牧业
。

羌塘高原南部为高寒半荒漠地带
,

植被有斜茅
、

优若墓粗成的高寒荒漠草原
、

草原化荒

漠和高寒垫状植被
,

不晃高寒草甸和灌丛
。

羌塘高原北部 包括鼻斋山西部 为高寒荒漠地带 , 分布着由优若墓
、

艾菊
、

篙类粗成

的高寒荒漠和高寒垫状植被 , 无高寒草甸和灌丛
。

三 从植被学角度敲有关我国农业发展的儿个阴题

从植被与环境的关系角度出发
,

我国发展农业具有若干优越的 自然条件
。

我国东部邻近

太平洋
,

全国有很大面积受着海洋季风的影响
,

夏季高温条件与丰沛的雨量相桔合
, 对于植

物的生长起着很大有利作用
,

所以东部出产粮食和握济作物以及多种多样的 水 果
、

用 材 林

木
、

木本油粮和极工业原料等
。

南半部大气热量充足 , 耕作制度可以分别一年两熟到三熟
,

从增加复种指数来提高我国农业总产量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

这挽明在增产途径方面我国地理

位置的优越性
。

我国太阳幅射总量也是得天独厚的 ,
北方和青藏高原虽然大气总热量不及南方 ,

但夏季

日光幅射强度大
,

对于水稻
、

小麦等粮食作物的淀粉合成有利
。

北方的水稻单作产量不低于

南方
,

除其它因素外
,

是与生长季的太阳幅射总量较高有关的
。

冬小麦的上限在青藏高原能

够达到 ,
一

,

米的原因
,

也是与高原幅射强
、

温度升高分不开的
。

我国东半部具有大陆性气候的特征
,

表现在各地最热月均 温 一 般 是 一 ,
在 北

樟 度的黑龙江省
,

也能种植水稻

我国西北的高山
,

一方面与形成极端干旱气侯有关 ,

不利于农业 但另一方面高 山更带

来了若干优越性
。

由于这些高山的存在
,

使冷空气的移动速度变慢
,

冷空气被阻抬升后郎形

成降雨条件
,

所以高 山上降水时简延长
、

降水量增加 ,

加以气温低
,

形成了万年冰雪
,

从而

使山琪变成了天然储水康
。

因此
,

这种千旱地区虽然山下降水量很少
,

但每年高山冰雪在夏

‘



、

碗化后变为地面径流或山泉
,

天然地灌溉着戈壁滩 , 并抬高地下水位 , 使低洼 处 土 坡 湿

油 ,

从而使山前戈壁滩和低洼地上得以生长多种牧草和天然查源植物 , 有些地方还有大面积

材用的胡杨疏林
。

在这里 ,
利用山上冰雪融水

,

建筑灌概系扰 , 就把不毛之地变成葡萄园
、

瓜果田
、

水稻田
、

玉米 田等
。

由此 , 干旱地区的平原上就可分别成为牧爆
、

农塌 释洲 以

及林业和握工业原料基地
。

正因为这里全靠灌溉才有农业
,

人力可以擦制水源 ,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我国干旱地区反而很少发生旱灾的原因
。

此外 ,
这些高 山由于从山麓到山顶气温逐渐

降低
、 、

湿度渐增
, 就依次出现了大片草原和部分森林 , 草原成了 当地铜养牛

、

属
、

羊的畜牧

业基地 森林成了林业基地 林内出产豁多名青药用植物食源 , 如员母
、

雪遵
、

黄精
、

党参

等以及一些动物查源如石貂
、

雪豹
、

旱捆
、

香鼠等 , 为副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

天山镇部还有

扑多天然湖 , 出产焦类
。

所以我国荒漠地区有了这些高山
,

天然生物查源丰富多采 , 就具备

了发展农
、 ‘

林
、

牧
、

副
、

涌业多种握营的 自然条件
。

我国东半部的大平原
,

地势平坦
、

土壤肥沃 ,
适宜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区域

。

东部山地因

南北稗度
、

高度和岩石的不同 , 分布着各种类型的森林 ,

这些森林是我国主要用材
、

樱工业

原料和野生动物查源的基地 , 为多种握营
、

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由于山地比平原容

易形成落雨条件
,

森林就成为天然的蓄水康
,

为形成山泉和兴建农 田水利提像了必要的条件
·

我国各气候带内的土壤不同 , 局舀植被区域内 , 由于地形屯地质的不同 ,

土 壤 十 分 复

杂
, 也就适宜不同作物栽培和农

、

林
、

牧
、

副业多种握营方向
。

我国四川盆地号称为 “ 天府

之国
” , 除与湿热的气候有关外 , 还 与那里分布有大面积含钙质和磷质的砂夏岩所风化的紫

色土有关
。

长江三角洲
、

珠江三角洲和南方湖滨
,

都是我国的粮食仓庸
,

也与各孩处分布着

水肥充足的新冲积的微石灰草甸土分不开
。

东北平原出产大豆在世界背名 , 是与截地的黑钙

土有关的
。

南方有很大面积的酸性黄壤和杠壤
, 所以盛产杉木

、

毛竹
、

禹尾松
、

油茶
、

茶等

林产以及一些喜酸土的握济作物 这类土壤只要合理灌溉和施肥
,

粮食增产潜力很大
。

我国的地理位置及其相联系的气候以及地形
、

土壤等条件对于农业固然带来 若 干 优 越

性 , 但同时也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方面
。

东半部由于季风气候的特点 ,

形成全年雨量分布不

均
,

在平原 , 特别在黄海淮平原 , 容易形成春旱
、

秋涝及其所联系的土壤盐清化现象
,

在东

半部山地易引起水土流失 , 南半部征壤
、

黄壤荒地及其所形成的 田
、

土 , 种植农作物产量还

不很高
。

我国西半部的草原和沙漠以及全国水面占有很大面积 , 还需要充分合理地发挥它仍

的作用
。

归钠起来有下列几方面的周题

一 森林区城山地的水土保持和合理利用固砚

我国东部山地
, 由于降水量多 , 而且集中在夏秋季

,

在森林被复的情况下 , 雨水通过树

冠
, 流入地被层

、

枯枝落叶层 , 援慢地渗入土中 , 形成山泉
。

如果山地森林 破 坏 , 开 垦 陡

坡
,
降水就会直接形成地表逻流 , 迅速流失

,

山泉无握常地下水补抬而极易干涸
,

以致有些



山下的灌溉
,

甚至钦水都会发生困难 另一方面 , 山坡表土也会被急流冲走 , 既不能再种序

稼
,

山下良 田又会被泥土掩埋
,

水津被淤积 , 造成严重的违皱反应
。

所以东部山地的合理利

用必须与水土保持的措施密切联系
。

在山地种植作物
,

除了必须建筑梯 田外 , 还应在山顶或

山坡上部保留或营造森林或灌丛
,

以含菩水源 对于道路
、

排水沟的建造
,

也应注意防止水

土流失
。

但最根本的措施是不应单钝握营一年生的农作物 , 而应充分发展多年 生 的 木 本油

粮
、

果树
、

用材林及其他握济林木
。

这些 山区的气候
、

土壤等 自然条件 , 由于所处樟度
、

海拔高度
、

局部地形和 岩 性 的 不

同
,

随处都有复杂变化
, 所以 山地利用必须特别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

。

二 南方故性缸该的利用和改造周皿

我国南方各地 ,

存在着大面积的强酸性杠壤
、

黄壤荒地
、

撩荒地及其低产 田
。

在一定的

气候条件下
,

这些土壤适宜种植喜酸或耐酸作物
, 如 油 茶

、

茶叶
、

烤烟
、

菠 榷
、

凉 薯 豆

薯
、

杠薯
、

木薯
、

芝麻
、

荞麦
、

小种花生
、

蓝靛等
。

我国南方的低产 田如冷浸 田
、

锈水 田
、

黄泥 田等
,

种旱作的低产土如死黄泥
、

火石沙
、

冷沙
、

牡狗泥
、

焉血泥
、

灰泡土等都是强酸性反应的土壤
。

为着改良这些低产田
、

土
,

除了

考虑施用释肥
、

农家有机肥
、

氮
、

磷
、

钾外
,

施用各种石灰肥料应是重要环节 根据作物种

类
、

土壤性质
,

确定其施用量
、

时期和方法等

三 治理黄海淮平原载翻
、

盐碱
、

风沙炎容周肠

黄海淮平原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农业地区
,

但 由于涝旱交错 , 盐碱
、

风沙灾害频繁
,

农业

生产还不稳定
。

治理这个地区的涝灾
,

在挖沟排涝的同时
,

应在沟渠两旁和低洼处栽植褐
、

柳等喜湿树木
,

利用树木排水
。

还应提倡栽培冬播夏收的避涝稳收作物如小麦
、

杠花等
,

只

及耐涝的冻高粱
、

旱稻
、

大豆
、

田著等
。

防旱途径除恢复浅井和发展机井灌溉外
,

可适当扩

大抗旱作物如谷子
、

高粱等的面积
。

治理盐碱灾害
,

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渠排
、

井排洗盐是必要的 , 对于群众有袒哦的修筑

沟恤台 田
、

冲沟播种
、

起碱
、

翻沙压盐等措施也应因地制宜地施行
。

同时在娜度盐碱地上可栽

耐盐的棉花
、

高 粱等
,

在盐分稍高处可种碱谷
、

黑豆
、

黍
、

樱和大麦等
,

在更严重的盐土上

可栽阂料菱草 小高 粱或牛草 和稗草
、

作蝙搬用的杠荆
、

食用的扫帚等
。

在排水良好的盐

土上可种蓖麻和向 日葵等油料作物
,

某些盐地上还可种翘济价值很高的杠花
。

此外
,

豆科释

肥和牧草如田著
、

草木裤等也可适当大力推广
。

平原的沙地一向为花生
、

大豆等油料作物基地 , 还 出产杠薯
、

西瓜等
。

为保征沙地农业

稳产
,

一方面应恢复这些喜沙的低程作物
,

更重要的是保护和扩大沙丘上原有的 森 林 和 灌

丛
, 同时在沙地上应有舒划

、

有步骤地营造防风林带和进行果树与粮食简作
。

为着提高沙地

肥力
,

可发展豆科木本释肥如紫穗槐等
。



四 合理利用和改耳各类草塌周短

我国干旱和半干旱区草塌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水情况 , 要充分利用这些缺水草塌 , 须分别

采用割草
、

冬季圈铜和开辟水源的措施
。

草群高的草塌 如内蒙东部的 可以大力进行夏
、

秋机械化割草 草群不高
、

冬有薄雪而风大的草塌可建立棚舍
,

进行冬季圈铜 有水源的则

须尽力采用打井
、

拦洪
、

开渠等措施
。

至于退化草塌 , 需一方面采用年度
、

季节蝙牧制
,

只

利草群更新 另一方面剧因时
、

因地进行松土
、

施肥
、

播种 当地牧草等改良措施的试验
,

一

有成效
,

即可推广
。

高 山
、

高原的草塌一般是夏塌利用不平衡
,

冬塌缺乏 要解决冬塌周题 , 须一方面在斡

塌牧道两旁留下足够的春
、

秋坍 , 另一方面在海拔校低的谷地大力发展割草爆和建立人工阂

料基地
。

我国亚热带和半热带山地森林及其砍伐后的次生灌丛草地都是很好的四季牧爆 在不妨

碍营造翘济林或森林的原则
一 , 这些草爆艳大部分适合黄牛和水牛的放牧

。

而石灰岩山地及

石灰性土壤上所长的一些草类和树叶 如构树
、

肥牛树等 又是猪的良好铜料
。

云南高原还

适宜棉羊和猪的放牧 畜牧业大可进一步发展
。

玉 西北沙澳的改造和利用固扭

固定流砂的方法是植物固沙
、

机械固沙和化学固沙 , 但是最为有效 ,
挫济而能耐久的是

植物固沙 同时沙漠改造的 目的还是为了利用 , 因此植物固沙更具有超济意义
。

当然 , 固沙

工作是比校复杂的
,

必须因地制宜地采用粽合措施
,

才能达到改造 与利用相桔合的目的
。

在我国西北干旱区的沙漠中
,

发展农业需要大量灌水
, 而水源有限 , 同时水的利用率很

低
,

所以在这里发展农业要根据水利条件而决定
。

沙漠地区的森林只限于分布在河流两岸
,

面积不大 在其它地方种树就需要灌溉 , 这又要受到水源不足的限制
。

所以林业发展不应作

为沙漠利用的主要方向
。

静多沙漠都是良好的草塌 , 虽然产草量不高 , 但是 能 作 冬
、

春 牧

塌 , 有利于解决邻近山区冬塌缺乏的简题
。

桔 语
“ 以粮为桐

,

多种袒营
,

全面发展
”

是党和毛主席关于农业发展的一宜指示
。

我国土地

面积构 亿亩 , 现有农 田社豹 亿亩 , 占全国总面积的 拓
, 其余是森林

、

草原
、

沙漠
、

杠壤荒地
、

石山
、

土山
、

河流
、

湖泊等
。

从植被学角度出发
,

我们不仅祖向田地要粮食 , 而

且要尽可能向一切 自然界索取财富 , 把一 切可以利用的 自然条件和查源全部合理利用起来
,

让它们为社会主义建投服务
。

人们虽然不能改变 自然规律
,

但贩要了解 自然规律
,

就可以割

造条件
, 利用和改造 自然

。

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
, 我侧完全能够做到人尽其才

,

地尽其

利
,

物尽其用
,

相信不久的将来
,
全 国即将出现一个农林牧副撇业全面高涨的新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