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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在半干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李 敏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

陕西 西安 71 00 2 1)

摘 要
:

沙棘通过为其他物种提供养分和栖息地
,

链接了生态链上的其他 (树草
、

禽兽
、

虫菌等 )物种
,

使种植区

域内消失的物种得以重现和发展
,

在半干早生态系统中的一定条件下
,

扮演了关键种的角色
,

发挥了关键环节的作

用
,

实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
.

除非在极端条件下
,

沙棘一般不会形成顶级群落 (纯林 )
,

而只形成
“

过渡性群落
” ,

为植

被演替提供条件
。

发展沙棘促进了农业发展
,

增加了农民收入
,

在更大范围
、

更深层次
、

更广概念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发展沙棘与推广其他树种 (柠条
、

杨
、

柳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存在显著的优势
,

沙棘在半

干早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今后应当在大力推广的同时
,

注重改良品种
,

营造混交林
,

继

续研究如何提高种植区农民对沙棘的利用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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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

20 世

纪中期以后
,

随着世界人 口的增加
,

经济的发展
,

造

成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
,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经威

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

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 21

世纪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点
。

1 9 92 年 6 月
,

在巴西

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环境与发展会议上
,

通过了

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
,

它标志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已

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
。

与此同时
,

我国也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

在加强大江大河中上

游水土流失治理的同时
,

提出了
“
以开发沙棘资源作

为加速黄土高原治理的一个突破口
”
的要求

。

近 20

年来
,

在我国黄河中游
、

海河上游
、

松辽河上游种植

了上千万亩 (6 6 万
、

hm , )的沙棘
,

治理和保护了这里

的生态环境
。

这些沙棘除了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外
,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本

文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

1 沙棘在生物学范畴的生物多样性

沙棘在生物学范畴也就是一般概念的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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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这里不仅包括植物
,

也包括动物
、

微生物
。

人工沙

棘林一般营造在生态条件严重恶化
,

生态环境退化
,

生物多样性遭受极大破坏的地方
,

有的甚至种植在

寸草不生的沙化
、

石化等生态条件严酷的土地上
。

因

此
,

这里首先从以下 4 个方面分析沙棘在生物学范

畴的生物多样性变化的作用
。

1
.

1 地上生态系统

沙棘林的地上生态系统是反映沙棘林生物多样

性最直接
、

最显著的部分
。

(1 )沙棘林改善了林地的生态环境
,

为其他植物

创造了生存条件
。

辽宁省建平县位于辽西半干旱地区
,

种植沙棘

后
,

沙棘林内的小气候和土壤条件产生了较大的改

善
,

林下草本植物生长茂盛
,

特别是在半干旱条件下

对水分条件要求高的耐阴植物得以生存繁衍
,

如茜

草
、

蒲棒草等
。

建平沙棘林下主要野生草本植物有隐

子草
、

百里香
、

兴安胡枝子
、

羊草
、

长芒草等
,

它们互

有组群和伴生作用
,

如常伴生有萎陵菜
、

鬼针草
、

狗

尾草
、

艾篙
、

黄篙
、

三芒草
、

鹅冠草
、

远志
、

柴胡
、

党参
、

沙参
、

苦参
、

胡黄连
、

知母
、

冰草等
,

在地表湿润的沙

滩
、

沟壑种植的 5 ~ 8 龄沙棘林下已有苔醉类低等植

物出现
,

呈现出复层的空间结构
,

异质性明显
,

生物

群落进化快
,

抗外界扰动能力强 lj[
。

另据山西省右玉县调查
,

人工沙棘林内滋生的

草本植物有禾本科
、

菊科
、

旋花科等 18 科 62 种

(表 1 )
。

. }缪笔臀缪镖导:}



18 沙 棘 H P[ P O P H A E 第 71 卷

表 1 沙棘园杂草发生情况调查 (右玉县 )

调查时间

(月
一

日 )

平均发生量

(株 / m Z )

最大发生量

(株 m Z
)

杂草盖度

(写 )

杂草最大高度

( e m )

杂草 组 成 ( % )

禾本科 阔叶类 其 他

0 5
一

1 5 ~ 0 5
一

20

0 7
一

2 0 ~ 0 7
一

2 5

3 24

4 2 6

5 5

10 0

2 1
.

5

1 2
.

0

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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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范仁俊等
.

沙棘园杂草发生规律及防治试验
.

沙棘
,

1 9 9 6
,

9 ( 1 )
.

据陕西省调查
,

与沙棘伴生的灌木约有 40 余

种
,

常见者有棒子
、

虎棒子
、

胡枝子
、

杭子梢
、

三裂绣

线菊
、

胡颓子
、

黄蔷薇
、

扁核木
、

山杏
、

白刺花
、

紫丁

香
、

沙柳
、

毛乌柳
、

小叶锦鸡儿等
。

草本及半灌木 10 0

种以上
,

优势及常见者有毛蓑
、

东亚唐松草
、

地榆
、

萎

陵菜
、

野豌豆
、

马棘
、

柴胡
、

黄背草
、

白羊草
、

菱篙
、

铁

杆篙
、

拂子茅
、

蒙古获
、

冷篙
、

长芒草
、

寸草
、

苦豆子
、

沙米
、

沙蓬等
,

群落总盖度 3 0肠~ 2 0 0 % (表 2 ) [2〕 。

由于沙棘具有固氮
,

改良土壤的作用
,

促进了伴

生
、

混交树种的生长
,

提高了生态系统的稳定程度
,

稳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 (表 3
、

4
、

5)
。

表 2

群 落 生

陕西省中国沙棘群落概况表

境 灌 木 层 特 征
县名及

—样方号 地形特征
海拔

( m )

土壤

种类

土层厚

( e m )
主要伴生植物

灌木层

盖度 ( % )

沙棘盖度

( % )

灌木层高

( m )

沙棘

丛 数

样方

面积

( m Z )

靖边 0 2
沙丘

(红墩界 )
杨 树 7 0 0

.

5~ 1
.

5 1 4 5 X 8

靖边 04
流动沙丘

(沙石命 )
2oo 沙 柳 60 1~ 2

.

2 10 5 X 8

土土沙沙

靖边 09
山坡中部

(周河)
厚 柠条

、

蒙古获 80 0
.

5~ 1
.

0 1 8 5 X 8土土黄褐

耀县 01
梢林区

陡山坡
6 9 0 薄 连翅

、

黄蔷薇
、

胡颓子 95 6 0 1
.

0 ~ 1
.

8

翅县 02
梢林区

陡山坡
42 6 红胶土 薄

黄蔷薇
、

胡枝子
、

构子
、

杜梨
54 1

.

1~ 2
.

2 1 7 4 0

凤翔 0 2 土石山脊 1 580 褐土

褐土

褐土

胡颓子
、

狼牙刺
、

绣线

菊
、

羊胡子草
、

篙类
7 0 1

.

2~ 3
.

0 2 1 5 X 8

凤翔 0 3 土石山脊 1 56 0
黄蔷薇

、

胡枝子
、

胡颓

子
、

羊胡子草
、

篙类
7 0 1

.

2~ 2
.

5 1 3 5 X 8

凤翔 04 土石山脊 1 600
黄蔷薇

、

杭子梢
、

篙类
、

苔草
50 1

.

5~ 3
.

0 4 X 10

裹 3 沙棘与小叶杨混交生长比较 表 4 沙棘与旱柳混交生长比较

林 分 树 龄 (a) 平均高 ( m ) 平均胸径 (c m )

纯 林 1 1 3
.

8 4
.

5

乔灌株间混交 11 .6 3 n
·

8

林 分 年均高生长 ( m ) 年均胸径 (c m ) 枯梢率 (肠 )

纯 林 0
.

4 0 0
.

4 8 4 7
.

8林

混交林 0
.

5 7 0
.

6 4

资料来源
: 《治沙造林学》

,

中国林业出版社
.

资料来源
: 《治沙造林学 》

,

中国林业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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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沙棘与油松混交生长比较

不同林龄年高生长 (c m )

地 点 林 分
1

a 2 a 3 a 4 a
s

a

连年平均

( e m )

马家沟 纯 林 8
.

8 12
.

8 30
.

8

干柴沟 混交林 8
.

8 15
.

8 3 5
.

4

资料来源
:

马德彪等
.

营造沙棘油松混交林初探
.

沙棘
,

200 4
,

17 (3 )
.

3 1
。

9

4 3
.

7

3 4
。

8

4 3
.

6

2 3
.

7

2 9
.

8

(2 )沙棘林为许多哺乳动物和禽类提供了食物

和栖息地
。

辽宁省建平县
,

过去光山秃岭
,

千沟万壑
,

人们

从未见到过野生动物
。

自从大规模营造沙棘林后
,

难

鸡
、

沙半鸡成群生活在林内
,

特别是山兔数量的增加

最快
。

据山西省生物研究所马志本等人研究
,

在黄土

高原已知存在的 3 60 余种鸟类中
,

有 51 种啄食沙棘

不同器官作为食物
,

82 种与沙棘有着觅食
、

繁殖
、

隐

蔽等关系
,

在冬季鸟类食物缺乏的情况下
,

沙棘果实

成为重要的食物
,

尤其是珍贵的褐马鸡
,

沙棘果实占

其冬天食物中的 35
.

4 %
,

赤颈鸦为 48
.

1 %
,

贺兰山

红尾鸥为 58
.

4 % ;在已知存在的 60 多种兽类中
,

有

2 9 种在沙棘林中活动
,

其中有 27 种以沙棘的叶
、

根
、

花絮和果实作为一种食物
,

狼
、

金钱豹
、

赤狐
、

豹

猫等肉食性动物常在沙棘灌丛中捕食
、

隐蔽阁
。

沙棘为其他动物提供了生存条件的同时
,

其他

动物也促进了沙棘的繁殖与生长
。

鸟类通过采食
、

排

泄沙棘果实
,

对沙棘灌丛迁移
、

形成及扩展起了重要

的促进作用
。

研究表明
,

与沙棘群落有关的鸟类有石

鸡
、

斑翅山鸽
、

难等 49 种
。

据调查
,

1 9 6 0 年前后靖边

县沙石弗林场仅在芦河南岸发现两株自生沙棘
,

此

后由于鸟类的不断传播
,

至 1 9 8 7 年沙棘灌丛面积已

扩展到 6“
.

7 h m Z以上
。

另外
,

近年来该场附近的群

众
,

还有在沙棘林附近的乔木树下
,

通过扫鸟粪收集

沙棘种子的习惯
。

(3 )沙棘林成为许多昆虫的生存繁殖地
。

在这方面研究较多的是影响沙棘生长的有害昆

虫
。

据研究
,

危害沙棘的昆虫有 50 多种
。

这类害虫

有杂食性的舞毒蛾
、

梨叶象虫
、

五月金龟子
、

褐条尺

镬蚕
、

芳香木蠢虫
、

豹纹木蠢蛾
,

还有专食沙棘的沙

棘卷叶蛾
、

沙棘瘦靖
、

沙棘绿蚜和沙棘木虱
。

危害沙

棘的昆虫也有着许多天敌
。

研究表明
,

其昆虫类天敌

有七星瓢虫
、

双七星瓢虫
、

金小蜂等 ;其禽类天敌有

环颈难
、

斑啄木鸟
、

喜鹊
、

山麻雀
、

岩鸽等
。

沙棘林虫

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生态系统退化
,

生物多样性受

到破坏
,

生物链缺环所造成
。

种植沙棘有助于害虫夭

敌的繁衍
,

有助于恢复这些缺失的生物链环节
,

达到

生物多样性保护
,

实现生态平衡
。

(4 )沙棘林成为许多菌类的滋生
、

寄生宿主
。

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沙棘病害方面
。

据

研究能引起沙棘感染病害的病原菌有 42 属 47 种
。

其中危害主干的有 8 属 9 种
,

危害枝条的有 17 属

21 种
。

危害叶片的有 7 属 7 种
,

危害实生苗和扦插

苗的有 4 属 4种
,

危害果实的有 6 属 6 种
。

1
.

2 地表生态系统

地面以上 2 c0 m 左右是受沙棘影响较大的区

域
,

同时也是种植沙棘者最关注的区域
。

众所周知
,

我国种植沙棘主要目的是治理水土流失
。

地表 2 0c m

以内的近地微生态环境状况如何
,

直接关系水土流

失的程度
。

因此
,

本文特别提出此区域
,

以进一步论

述沙棘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
。

种植沙棘以后
,

这

里的温度
、

湿度等生态条件发生的变化显著
,

因此而

形成的近地表生态系统也发生显著的变化
。

山西省

调查
,

该省在黄土丘陵地区山坡
、

河谷及河滩种植的

人工沙棘林多与白羊草
、

针茅
、

篙类等混生
,

形成草

灌型沙棘灌丛4j[
。

据资料
,

7 年生沙棘林缘和林间空

地的草高 4 0一 1 0 0 。 m
,

每 6 6 7 m Z (亩 )产鲜草 2 5 0一

500 多 k g
。

同时
,

沙棘林下的枯落物层也为许多昆

虫
、

鸟类和小型兽类提供了生存和庇护场所
。

1 9 9 5 年黄委中游局实施沙棘柔性坝研究项目
,

探索以沙棘为材料治理砒砂岩支毛沟侵蚀的技术
。

沙棘与大量禾本科
、

菊科草本植物覆盖沟底部及沟

坡
,

在沟道中形成密集的植物群体
,

盖度达 40 %以

上
,

形成沙棘柔性坝
。

从 1 9 9 6 年~ 1 9 9 9 年
,

经过 4

年汛期洪水考验
,

沙棘柔性坝的拦沙固沟作用十分

显著
。

沟床不再下切
,

沟岸停止扩张
,

4 年的拦沙量

占同期流域产沙量的 88 %
,

拦沙总量 中粒径 )

0
.

05 ~ 的粗沙占 78 %
。

沟道已由冲刷形变为淤积

形
。

沙棘柔性坝的试验结果
,

为加速砒砂岩和黄土高

原的水土流失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开辟了新的

途径
。

1
.

3 地下土坡生态系统

对沙棘林地下土壤生态系统的研究多集中在与

.l 黝黯鳄瞿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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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共生的固氮细菌研究方面
。

在沙棘根部
,

放线

菌
、

细菌及分枝杆菌等菌类侵入根系后形成具有黄

白色珊瑚状的根瘤
,

根瘤形成物除了固定空气中的

氮分子外
,

还能把土壤矿质有机物质
、

难溶性无机化

合物与有机化合物转换成易吸收的物质
。

沙棘根瘤

的固氮能力比豆科作物还强
。

黄委会天水水保站调

查
,

沙棘林内土壤水稳性团粒占 85 %
,

林外对照为

53 %
,

相差 32 肠
,

对沙棘林内外土壤的细菌
、

真菌
、

放线菌
、

固氮菌进行测定的结果表明
,

沙棘林内的细

菌
、

真菌
、

放线菌高于农田
,

在土壤层中 。~ 1 0c m 土

层菌类总数比林外高 1
.

62 倍 (表 6)
。

沙棘固氮
,

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

使土壤的物理和

化学性质发生较大变化
,

从而使沙棘林下的生态系

统发生较大变化
。

据研究
,

沙棘林下土壤酶的种类和

活性均有显著变化
。

由于沙棘根系的生理活动
,

产生

大量的根际土壤酶
,

从而形成特有的土壤酶系统
。

各

种立地沙棘林地土壤酶活性随土深的变化很有规

律
。

有 7 种土壤酶活性的变化为
:

表层 > 中层 > 下

层
。

特别是沙棘根系比较密集的中层土壤 ( 10 ~

4 0c m )
,

其脉酶
、

转化酶活性相当于下层的 4
.

2 倍
。

土壤酶活性总体水平与土壤综合理化性状间有者极

密切的对应关系 s[]
。

土壤微生物和酶的变化反映了

土壤生态系统的变化
,

沙棘林土壤生态系统的变化

为地上生态系统的发育提供了物质基础
,

从而使沙

棘在半干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出显著的

作用
。

表 ` 沙棘林内外微生物测定

测定地点
土 层

( e m )

细 菌

(1 000 /g 干土 )

真 菌

(1 。oo 范干土 )

放线菌

( 100 0 / g 干土 )

固氮菌

(占土粒纬 )

沙棘林内
0 ~ 1 0

1 0 ~ 20

3 12

1 50

9 89 0

4 4 3 2

6 3 7

3 6 4

5 7

4 7

农 田
0 ~ 10

10~ 20

1 69

1 3 2

3 3 7 1

4 4 19

5 9 8

3 4 9

7 6

8 3

注
:

固氮菌用土粒计数法
,

真菌采用混菌法菌落计数
,

细菌和放线菌采用平板涂抹法计数
。

L 4 沙棘在半千早地区植被发生与发展中的

作用

经笔者 1 9 8 6~ 1 9 8 7 年调查
,

在黄河中游黄土高

原的森林
、

森林草原和草原地带
,

沙棘灌木林大都由

草本和半灌木演替而来
,

也有在乔木林群落破坏后

形成的
,

在环境条件较好的地方
,

可以较快的恢复为

森林群落
,

一般是发展为山杨
、

白桦或辽东栋为主的

阔叶混交林
。

在 1 9 8 9 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沙棘学术

交流会上
,

笔者对沙棘在黄土高原植被发生与发展

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论述
,

指出
“

由于沙棘特殊的习

性
,

使其在黄土高原地区植被的形成
、

恢复与演替中

作为先锋树种
,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在草原区
,

沙棘

群落多属于原生演替类型
,

由草本和半灌木群落演

替而来
,

以较为稳定的单优势群落存在
,

与沙柳
、

乌

柳等灌木群落固定沙地
。

在落叶阔叶林区
,

沙棘多为

次生林
,

它随着森林植被的破坏与恢复而呈动态分

布在林缘地带
,

除仍以单优势群落存在外
,

也常见伴

生于黄蔷薇
、

虎棒子等灌丛中
,

在受到保护的情况

下
,

它仍可向杨
、

桦
、

栋类林发展
。

,,s[
〕

据青海省调查
,

在该省互助县北山林场牛路沟

阳坡
,

40 多年前生长了一片 20 余 hm
含
的白桦与祁

连圆柏林
,

仅有零星分布的沙棘
,

后经火烧后
,

形成

沙棘灌木林
。

这个林场的石龙沟
、

浪土苞沟等河滩沙

棘灌木林由于过度砍伐
,

现已被白桦
、

小叶杨和冬瓜

杨所代替
,

林下残存沙棘已频于枯死
。

这就说明
,

森

林火灾和滥伐常是直接导致沙棘灌木林演替的主要

因素
。

另外
,

据大通县药草乡半沟村等地试验
,

在人

工沙棘灌木林地上
,

进行人工更新青海云杉
,

效果很

好
。

这说明土壤干旱的瘩薄山地
,

在长起沙棘后
,

土

壤理化性质得到了改善
,

为发展其他树种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
,

符合沙棘灌木林向乔木林发展的自然演

替规律
。

2 沙棘与广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即沙棘在人类经济社会范畴的生物多样性

间题
,

2
.

1 种植沙棘
,

促进粮食增收
、

经济增长
,

满足

人们对粮食的需求

每年的 10 月 16 日是世界粮食日
。

2 0 04 年世界

粮食日的主题是
“

生物多样性促进粮食安全
” ,

宣传

生物多样性在确保人民为积极
、

健康的生活持续获

得充足
、

优质食物方面发挥的作用
。

生物多样性是农

}镯摧掷翼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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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在半干早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业和粮食生产的基础
。

人们的生计依赖各种食物和

物品
。

然而
,

人类对物种及其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
。

结果
,

许多动植物面临危险
,

昆虫传粉和微生物改良

土壤等基本自然过程也面临危险
。

为了供养不断增

长的人口
,

农业必须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其他食物
。

同

样至关重要的将是通过保护具有独特性状的一系列

广泛的生命形式
,

例如保护耐早植物或能在恶劣条

件下繁殖的牲畜
,

加强农业的恢复能力
。

可持续农作

方法既能供养人类
,

又能保护海洋
、

森林
、

草原和延

续生物多样性的其他生态系统
。

因此
,

保护生物多样

性是人类不容忽视的责任
。

对一些最为贫困的农民

来说
,

生物多样性是他们避免饥荒的最佳保障
。

消费

者同样从多样性中受益
,

享用更有营养的膳食
。

我

国
,

特别是西部地区
,

仍然有上千万贫困人 口
,

而且

由于生态条件的变化
,

暂时脱贫的人 口也存在返贫

的威胁
。

近 20 年的实践证明
,

在生态恶化的贫困地

区种植沙棘
,

可以实现粮食增收
,

经济增长的目的
。

2
.

2 种植沙棘
,

增加饲用植物
,

促进畜牧业

发展

种植沙棘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不仅在于

使自然界的生物和生态得以恢复和发展
,

而且由于

沙棘是良好的饲用植物
,

因此种植沙棘对于发展畜

牧业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使牲畜种群获得发

展
。

山西省奇岚县利用现有 2
.

5 万 hm
Z
( 38 万亩 )沙

棘林
,

大力发展畜牧业
,

全县养羊 31 万只
,

年产羊毛

1 44
.

4 t
、

羊绒 53 t
,

农民户均养羊 18 只
,

人均养羊
4

.

7
·

只
,

户均
、

人均养羊
、

羊绒产量均位居山西省之

首
。

1 99 5 年全县农民人均畜牧业纯收入 5 36 元
,

占

人均纯收入的 80 %
,

成为山西省
“

骑在羊背上的

县
” 。

全县靠养羊先后有 61 个村
、

35 00 户
、

1
.

5 8万特

困人口脱了贫
。

该县农民田白白自种沙棘 邵
.

7 h m
“

( 1 3 00 亩 )左右
,

养 500 多只羊
,

年收入 3 万元
,

现有

50 万元家产
。

内蒙古东胜市农民王维柱多年来种植

沙棘 6 6
.

7 h m
Z ( 1 0 0 0 多亩 )

,

养羊 7 0 多只
,

成为当

地种植沙棘发展畜牧的典型
。

辽宁省建平县自从大

规模营造沙棘林后
,

大面积的人工沙棘林成为野生

动物的繁殖场
,

难鸡
、

沙半鸡成群生活在林内
,

特别

是山兔数量的增加最快
。

全县每年可捕获山兔 5 万

k g ,

该县罗福沟乡曾经连续多年平均每年收购山兔

2
.

5 万只
。

2
.

3 种植沙棘
,

改善生态环境
,

实现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

种植沙棘不仅保护了造林地和改善了造林地的

生态环境
,

从而实现了一般概念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

而且由于种植沙棘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

减少了

耕种的土地
,

实行退耕还林
,

进一步扩大了植被覆盖

率
,

特别是以木本植物为主的森林植被覆盖率
,

使沙

棘林地以外的广大区域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

生物

多样性保护得以在更广泛
,

更广义的层次得到改善
。

甘肃省镇原县武沟乡地处干旱的陇东丘陵沟壑

区
,

过去农村能源极端缺乏
,

每年要烧掉大量的秸

杆
、

畜粪
,

甚至草根
,

不仅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

境
,

而且影响了农业生产
,

群众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

态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沙棘办

公室的资金扶持和西峰水土保持试验站的技术指导

下
,

开展了沙棘造林实验示范
。

种植沙棘4 0 00 h m , ,

全乡人均沙棘林超过 0
.

4 h耐
,

林地面积已占全乡

总面积的 27 %以上
,

基本上实现了荒山的绿化
,

使

水土流失得到控制
,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

实现了生物

多样性保护
。

大面积的沙棘林及林下生长的草类解

决了燃料和饲料缺乏问题
,

直接和间接地增加了肥

料
,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目前该乡种植沙棘
,

治

理环境
,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已在全县和甘肃

东部地区推广
。

据甘肃省林技推广总站调查
,

该省甘谷县西坪

乡冯寨村过去广种薄收
,

产量低而不稳
, “

三料
”
俱

缺
,

群众生活困难
。

1 9 6 9 年开始营造沙棘林
,
1 9 7 3 年

开始平茬取柴
,

不但解决了村民燃料问题
,

还用沙棘

烧瓦
,

开展多种经营
,

增加了收入
。

这个村改广种薄

收的习惯
,

逐步退耕还林
,

耕地比原来减少 16
.

3 %
,

粮田面积减少 20
.

2 %
,

而粮食单产和总产分别比原

来提高 5 1
.

6 %和 5 3
.

8 % [ ,〕
。

陕西省吴旗县结合无定河流域治理
,

在黄委沙

棘示范区建设的带动下
,

大力种植沙棘
,

成为黄河中

游沙棘面积近 6
.

7 万 h m “
( 10 0 万亩 )的典型县

。

在

该县的薛岔
、

白豹
、

王寨
、

铁边城等乡镇均种植了大

面积的沙棘示范林
,

沙棘造林成活率超过 90 写
,

在

当地的生态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该县五

谷城乡史漱沟村
,

曾经是
“
山秃岭光无林草

,

深沟烂

坡水土跑
,

人穷地薄受煎熬
,

茅庵庵里盼温饱
”

的穷

村
,

责任制初期
,

全村人均产粮不足 50 k g ,

人均收

入不足百元
,

通过沙棘示范区建设
,

到黄河沙棘示范

项目的一期工程结束时
,

该村有沙棘林 3 86
.

7 h耐

( 5 5 0 0 亩 )
,

人均 5
.

5 h m
Z ( 8 0 亩 )

,

解决 T 牲畜饲草

和烧柴间题
,

全村饲养 25 头牛 ; 20 头驴
,

6 头骡子
,

18 3 只羊
,

户均养猪 3 头 以上
,

修起了 45 孔石窑
,

2 9 9 6年底人均产粮食 6 0 0 k g ,

人均收入 1 2 1 0元
。

. 演源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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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3
.

1 沙棘在半干旱生态系统中扮演关键种的

角色
,

发挥关键环节的作用
,

它链接了树草
、

禽兽
、

虫

菌等物种
,

通过伴生
、

共生
、

寄生
,

为其他物种提供养

分和栖息地
,

恢复和建立了生态系统生物链
,

实现了

生物多样性保护
,

使退化的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和

发展
。

3
.

2 沙棘作为一种灌木
,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均

处于发展状况
,

除非在极端条件下
,

沙棘一般不会形

成顶级群落 (纯林 )
,

而只形成
“

过渡性群落
” ,

为植被

演替提供物质基础
。

3
.

3 发展沙棘促进了农业发展
,

增加了农民收

入
,

在更大范围
、

更深层次
、

更广概念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3
.

4 发展沙棘与推广其他树种 (柠条
、

杨
、

柳 )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存在较大的比较优势
:

种植柠

条形成干旱植被景观
,

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作用甚

微 ;在半干旱地区种植杨树
、

柳树
、

刺槐等乔木树种

多形成
“
小老树

” ,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均较低
,

对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也微小 ;种植牧草
,

除产生一

定的经济效益外
,

几乎没有一般概念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作用
,

特别地
,

在一些地方种植的沙打旺退化

后
,

其种植地长期寸草不生
。

3
.

5 沙棘在半干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

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今后应当在大力推广的同时
,

注重改良品种
,

营造混交林
,

注意种植密度
,

并继续

研究如何提高种植区农民对沙棘的利用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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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北
”

地区生态环保建设
、

园林绿化及有经济收益

的特色树种等优质苗木
。

我所以国内外著名生态
、

环保
、

治沙
、

植物及优良树种
、

草种培育等相关领域的专家
、

学者的科研

成果为技术依托
,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建有包括中夕!优良沙棘品种品系定植区
、

国外沙棘引种实验观测区
、

中外沙棘杂交

实验区
、

多功能育种园等科研功能齐全的生态科技实验园区 20 h m Z

和种子繁育基地 66
.

6 h m 留。

现繁育有经济价值较高的

大果无刺沙棘和经济生态效益兼有的杂交品种
,

以及适合生态建设和园林绿化的其它苗木品种
。

我所沙棘育种中心对弓}进的众多沙棘品种品系通过栽培驯化
、

杂交及实生选优等多种方法
,

经过长期观察
,

从已结果

的树种中选出生态适应性强
,

生长旺盛
,

根系发达
,

萌萦力强
,

抗盐碱的品种株系进行了扩繁培育
,

其中表现突出的有我所

培育的杂交组合的优良后代和国内近年培育推广的沙棘新品种以及国外无刺大果沙棘阿列依
、

向阳
、

楚依
、

橙色
、

阿亚甘

卡
、

泽粱
、

红色火炬
、

金色瀑布
、

优胜
、

浑金
、

巨人
、

乌兰格木等共计 60 余种
。

内蒙古蒙奥生态环保科学研究所沙棘育种中心以诚信为本
,

质量第一
、

价格优惠
、

跟踪服务为宗旨
,

愿与广大客户建

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

欢迎各界同仁前来洽谈业务与合作事项
。

单 位
:

内蒙古蒙奥生态环保科研所沙棘育种中心 联 系 人
:

李秀英 巴 图

通信地址
: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1号院 53 号刁镂
、

邮 编
:

01 00 55

电 话
: 0 4 7 1一 6 26 583 9 1384 81 1910 6 13 9 4 7 10 6 6 9 8 传 真

: 0 4 7 1一 6 96 6 380

-E功川 l
:

me 叫笋O
mr

~ 承 ian
.

~
开 户 行

:

工行呼和浩特市内蒙政府后街分理处

户 名
:

内蒙古蒙奥生态环保科学研究所

账 号
:

0 602 0() 5 7 0 90 24 908 l 73

}!黝狱矍翼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