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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黄土高原生态植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提出了应遵循自然规律#
发掘生态功能强的植物种类#创建良好的混交植被结构#强化投入-管理和生态教育等相应对

策.提出应变/以经济效益为主0为/突出生态效益#进行经济效益时空补偿0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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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的

恶化不仅影响着本区生态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

且对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以往黄土高原生态建设工作成效巨大#但仍达不到

治理的要求.国家及时启动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正

在全面展开#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通过对黄土

高原多数类型区的实地考察#对存在的问题及其相

关原因作了详细分析#并提出解决的相应对策#为黄

土高原植被恢复和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 植被恢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5&5 林草成活率-保存率低

黄土高原植树造林-种草工作开展历时已久#但
由 于 各 种 原 因#林 草 成 活 率-保 存 率 均 很 低.据 调

查6"7#该 区 造 林 多 年 保 存 率 只 有 "38左 右#水 土 保

持重点小流域为 8(8左右."***年清涧县耗资 "3
万元栽植 6(多万株油松%9qlc{ea:cdashgkmq{+#成
活的仅 "((多株6$7#该县无定河流域累计直播柠条

%zakajalamqbkg;tfdda+$&$万 *H$#实际保存的为

$77’*H$#保存率仅为 "$8687.调查表明#除在水分

条件较好的山腰部和沟谷河滩等局部地域树木生长

良 好 之 外#大 部 分 荒 山 地 或 退 耕 后 的 陡 坡 地-梁 峁

地#造林成活率一般都较低#保存率更低#不少地段

甚至没有保存.
5&< 林草质量差#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低

黄土高原现存植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残疏林-
低产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均较低.据报道687#黄土

丘陵沟壑区郁闭度小于 (&6的稀疏林分占总林分的

338#总体蓄积量为低下或极低下的占 2(8.榆林

地区/小老树0有7&’万*H$#幼林每公顷蓄积量(&’

H8#中龄林 ’&7H8.据原榆林县林业调查队调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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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年生以上杨树蓄积量仅 #$%"&’()&*+林草措

施在减少黄河泥沙的比重只占 %$*,-.#/+内蒙古乌

兰布和沙漠边缘某林场."/曾投资 "%万元建了*,01

)&*果园2至今没挂果+可见2黄土高原人工植被质

量差2效益不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304 重林轻草2重经济林5轻生态林2重栽轻管

黄土高原目前普遍存在6三重三轻7现象+一是

重林轻草+长期以来2由于各方面原因2黄土高原天

然草原5人工草场均未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2致使草

原6三化7严重26四料7缺乏+据有关资料.,/2甘肃省

8%-以上的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2重度6三化7草地

面积达""’万)&*2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2且仍

以每年 ’万 )&*的速度扩展+重林轻草现象也普遍

存在于当前退耕还林还草中+根据权威部门在退耕

还林还草试点县的调查2还草比例很小2许多地区几

乎没有种草措施+二是重经济林5草2轻生态林5草+
在黄土高原2过去人们习惯种植刺槐9:;<=>=?@ABCD
E;?F?F=?G5油松5山杨9H;@CICAE?J=E=?>?G5紫花苜

蓿9KBE=F?L;A?M=J?G5沙 打 旺9NAMO?L?ICA?EACOD
LB>AG等林草+调查中发现2近年农民最热衷的还是

经济林2并没有多少人会关注生态效益+三是重建设

轻管理+实践中往往只种不管或少管2现存的林草缺

乏必要的抚育+六盘山林区.1/2四周林缘线已后退 P
Q*%R&2森林面积减少约 #万 )&*2*%世纪 P%Q8%
年代2晋陕豫交界区因开矿破坏植被 #0P*万 )&*2
陕西省 !8P%Q!88%年因修路毁掉植被 P%%%)&*+
青海省 #%多万.P/农牧民 8%-以上的生活用能靠生

物能源2其中每年缺柴 ’Q"个月2必然要砍树挖草+
自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施以来2这些现象虽然已经

被极大地遏制2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2若不进行强

化管理2还有再度发生的可能+
30S 工程5生物和农艺措施没有很好地结合

黄 土 高 原 生 态 治 理 中 先 后 经 历 了 生 物 措 施 为

主2工程措施为主2到生物5工程措施相结合 ’个阶

段+就目前的总体情况看2两者结合的还不够紧密+
一些地方将精力集中投入到工程措施上2生物措施

的配套赶不上2缺乏合理规划2结果出现不少盲目工

程和6水毁工程72致使工程措施的效益不能充分发

挥+有些地方2盲目退耕还林5种树种草2缺乏必要的

整地措施和坝系工程的配套2使生物措施的效益难

以得到发挥2种树种草的效果并不理想+在坡耕地2
农艺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2但近年有被忽视的倾向+
就大范围而言2单一采取某项措施2或重此轻彼2都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植被恢复的问题+

在生态环境的建设上2林业5水利5水保5农牧部

门 常 常 各 司 其 职2各 行 其 道2但 同 时 暴 露 出 各 自 为

战5缺乏衔接5重复5浪费等现象2大大影响了治理的

整体效果+同时2不少地方栽树种草过程中2盲目比

规 模5比 速 度2甚 至 搞 形 式 主 义2形 象 工 程5路 边 工

程5领导工程等比比皆是2缺乏扎扎实实的工作+这

样的治理局面必然影响良好的林草植被和理想的治

理效果的实施+

* 问题产生的原因

T03 违背自然生态规律

黄土高原植被建设普遍存在6成活率低2保存率

低2效益低726种树不成林或成林不成材7的现象2发
挥不出应有的生态效益2更谈不上所期望的经济效

益2这其中不乏有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原由+黄土高

原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5半干旱气候区2降水量少而

蒸发强烈2自然条件差2有些地方经常出现河水季节

性断流2加之黄土高原地域范围大2小地形复杂2小

环境多变2并非普遍具有成林条件2有的地方甚至连

种草都要仔细选择2如果一味片面追求全面造林2是
不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当然2不可否认乔木具有比

灌木和草本类植物生态经济效益好的潜力2也不排

除在黄土高原进行植树造林2前提是必须尊重自然

生态规律2因地制宜2适地适树2适地适草+
T0T 植物种选择狭隘2缺乏有效防护结构

目前2黄土高原林草植被建设植物种选择主要

有 刺槐5油松5山杨5榆树9UIVCA@CV=I?G5柠条5紫

穗槐9NV;O@W?XOCM=F;A?G5沙 棘9Y=@@;@W?BOW?VD
>;=EBAG及紫花苜蓿5草木樨9KBI=I;MCAAC?JB;IB>AG5
红豆草9Z>;<O[FW=AJ=F=?BX;I=?G5沙打旺等几种豆科

牧 草2偶 有 披 碱 草9\I[VCAE?WCO=FCAG5无 芒 雀 麦

9]O;VCÂ>BOV=AG5冰草9NLO;@[O;>FO=AM?MCVG等禾

本科植物2具有很大的狭隘性+调查时发现2农民和

一些技术人员2大加赞赏和看好油松5柠条5紫穗槐5
紫花苜蓿5沙打旺等林5草2而对其它优良植物种却

一无所知+有些专家也只满足于现有的6良种72想借

以一应百应+这些都反映了在黄土高原植被恢复过

程中植物种类的单一性和选择的狭隘性+
黄土高原植被建设中缺乏有效的防护结构2主

要表现在 ’个方面_‘植被种类单一2而且多以条带

状5行列式简单成片种植2很少有像天然植被一样的

混合植被结构+因此2在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等生态

效益的发挥上远不如天然植被好+目前的研究也多

停留在对单一结构效益的试验上2而缺乏对新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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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类型的探究!"多数人工植被不具备良好的地面

覆盖物#没有形成森林土壤腐殖质层!根据研究$%&#
森 林 水 土 保 持 效 益 中#枯 枝 落 叶 层 的 作 用 可 占 到

’()*%()!+现存乔木植被#尤其是经济林木一般

比较稀疏#人们又没有在林间或林下种灌草的习惯#
多数达不到有效防护盖度#在注重经济林结构的同

时#并没有很好地弥补经济林在生态效益方面的欠

缺!
,-. 注重直接经济利益#忽视生态效益

黄土高原多数地区还处于相对较贫穷落后的状

态#长期以来受/三料0俱缺问题的困扰#在治理过程

中难免会趋向以经济效益为重!这种长期造就的注

重经济收益的惯性#致使在开发新项目时也基本上

以取得直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已经还林和即将

还林的地带均有向经济林1草2发展的倾向#这不利

于水土流失的治理!有关研究认为$3&#一些经济林的

水土保持效果不到生态林的 4()!黄土高原多数地

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把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孤立

起来的现象#过去往往轻视或忽视生态效益#这种缺

乏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不顾及长远利益的行为#极易

导致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损失!
,-5 投入不足#经营管理不力

一般情况下#栽树种草时整地措施很简单#也没

有必要的或充足的物质6能量投入#科技支撑环节比

较薄弱#如在苗木选择时随意性很强#通常有什么就

种什么#而且苗木的质量不能保证#大量的劣苗病株

被应用!7%%3年以前#国家在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方

面的投资 7-3万元89:;#加上地方投资也只有 4万

元左右!7%%<*7%%=年#投资总额虽已达到 <-’亿

元#但与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造林种草后不再

进行管理#导致死亡率较高!
,-> 社会心理原因

人类在最初时基本符合其动物属性$7(&#在行为

特征方面表现为顺从自然!当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

程度#人类的行为特征中就表现出脱离自然的一面#
甚至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资源进行无休止的#甚
至是盲目的掠夺式开发利用!只有当自然的报复反

过来威胁到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时候#人与自然

的平等关系才会逐渐得到认识#也只有在此时#人们

才会逐渐遵从自然规律办事!调查发现人们对当地

水土流失及其产生的后果有一定认知#但对整个生

态环境的连带性缺乏认识!农民乃至一些干部对退

耕还林还草的可行性6具体还什么林6还什么草等问

题持有很直观6也很简单的见解#认为开荒种地#多

从地里索取点本是天经地义!可见#人们在传统心理

上仍然抱有/唯人是尊0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这

有碍于黄土高原生态建设工作的开展及其效果的真

正发挥!

4 对策探讨

.-? 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因地制宜

植被建设工作要有成效#首先必须了解当地的

自然生态条件#做出科学规划#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

效果!从自然地理要素角度划分#黄土高原自南向北

共有 4个不同的自然带#即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6森
林草原过渡带和温带典型草原带!从地形地貌因素

分析#即使在同一自然带的不同地形6坡位和坡向#
土壤持水也不尽相同!因此#进行植被建设前一定要

合理界定黄土高原立地条件#做出正确规划#杜绝不

切实际的瞎指挥和盲从行为!
.-, 大力发掘植物资源#创建良好的植被结构

黄 土 高 原 生 态 效 益 高 的 植 物 资 源 发 掘 潜 力 巨

大!据统计#具有保持水土和牧用价值的草本植物有

74((余种#远没有开发出来!退耕后树种6草种的

选择#不能以经济目标为前提#以免陷入植物种选择

的狭隘性中!若某地以生态效益为主要目的#则应该

首先选择那些具有优良生态性状的植物种类!依据

利用生物多样性原理和种间互补原理#应尽早开展

模拟天然混交植物群落结构的研究#建立多种良好

的生物复合型混交植被结构#改进目前单一或简单

复合的配置结构!同时#要保证林下有适宜的枯枝落

叶层和矮小植被#稀疏乔木林间或林下应增加种植

草灌植物#以提高植被的有效防护盖度#增强植被的

有效防护效果!
.-. 摆好生态与经济的位置#切实使两者紧密结合

目前#国家下很大力气治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
其目的是扭转当前已陷入的生态经济恶性循环#因

而#治理中首先必须体现出生态效益!在一些重点进

行生态建设的地方#经济利益可能暂时会受到一定

影响#这会通过逐步的产业结构调整逐渐恢复过来#
也会通过时空发展对其经济效益的损失进行适当补

偿!若把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治理好了#下游和全国

的生态环境就少受威胁#改善了的环境条件有利于

当地和下游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持久发展#从而实

现直接经济效益与间接经济效益的相互转化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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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

试验表明"制约核桃芽接成活率的影响因子很

多"主要包括气温#嫁接期$%接前放水%复叶保留数

和嫁接速度"各主要制约因子的作用虽不相同"但缺

一不可&
最适宜嫁接期的界定应依气温而定&当平均气

温上升到 ’()(*时即可施行嫁接"适宜温度为 ’()(
+’!)(*"最佳 嫁 接 温 度 为 ’’)(+’’),*"同 时 必

须保证接后有 !个月的生长期"否则难以越冬&核桃

嫁接最佳期为 -月 ’(日至 -月 !(日&
接前处理对嫁接成活的影响作用受核桃树体极

易产生的伤流特性程度所决定"不可忽视&试验表

明"采 取 放 水 处 理"可 减 轻 伤 流 的 影 响"以 接 前 ’.
放水效果最佳"同时保留 ’+!片复叶即可达到提高

芽接成活率的理想效果&

试验证明"正确%熟练的嫁接技术直接决定着嫁

接的成功与否"在 /012内完成芽接才能保证嫁接

有较高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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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增加投入"强化经营管理

增加必要的和充足的物能投入与科技投入是黄

土高原植被建设的客观要求&投资来源不应仅仅依

靠中央和当地地方政府"还要鼓励兄弟地区和群众

来投入&全国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发达地区"尤
其是下游地区应当对其治理承担一定的投入数额"
以确保增加黄土高原治理投入的需要&通过政策因

素进行操作和约束&选择合理的经营方向"适当发展

适生经济林草"增加农民收入"这也是黄土高原现阶

段林草业发展与稳定的一个基本保证&加强建后管

理"一是建后继续投入"二是严禁毁林毁草"防范复

垦&
=)? 强化生态意识教育

长期以来"由于贫穷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生
态意识淡薄成为黄土高原普遍存在的问题"乱垦滥

伐"广种薄收"已成了农民的生产习惯&只有通过大

力宣传"开展生态意识教育"使广大农民逐步认识到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要性"认识到生态与经济的

相辅相成关系"认识到退耕还林#草$对黄土高原%对
国家以及对农民自身的益处"退耕还林#草$工作才

能从根本上落到实处"黄土高原的植被恢复和山川

秀美才会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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