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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y fi 泰 山 

(-) #eHRB 

Br Se bel PH AS Ue A oR, Ai SE Se ES YR A es 

IPRA BG DST A, WRAL FIR ME Hem FE SE SE AT ed CIE 5 长 1,120 公里 。 A 

AS UA Aa EASE EAE , ARABS 3,000 米 。 TELE A ERS ee SE-B AY, DA Ba IL, 

Br BY LL OS Ae wes s EAS A RL, bi eS ye, HP BS 

PGB 4,542 KEM LRT RRA, GR LAK ,到 青 客 里 的 

HEL , PIAA 3,600 KALA ATL Ze , BYALA Ae ey 3,200 K , IER Ee 

5 IBD 

GE Hh fl _ BY Ae Be] fh Be LL AE SSE PS 2 BE EEK, Ee 

FRSA SS) 7K Be St es ER TE LCA, 其 中 以 中 等 高 度 的 梯级 ， 被 河流 分 

割 得 最 剧烈 .是 得 谷 狭 沟 深 。 而 较 高 的 梯级 ,保存 着 切 得 不 次 的 宽 高 原 面 , 至 於 低 山 部 

分 。 亦 往往 有 完整 的 台地 状 的 梯级 。 分 水 千 上 的 主 妥 山大 , 司 夏 的 时 候 , 险 坡 四 地 囊 膛 

可 看 到 残片 的 积 雪 。 

(=) 阿 责 泰 山 的 地 质 榴 造 及 其 在 地 形 上 的 特征 

阿 三 泰山 山 且 在 权 造 上 是 属 放 一 个 活动 的 地 醒 区 域 ， 它 和 山 前 较 竹 定 的 准 噶 稍 地 
志 所 表现 的 地 形 的 特 徽 有 基本 上 不 同 的 差别 。 | 

Fa ea A FT Ao, BO Fe 
Ly i 6 a MO SS WI RE A , aL A) — AR RA 
COCO LE AAO, EERE, HRB 
LES ee ee io ee eo ec) eu aes 
SOTA LAK OM, 现时 高 峻 山 版 的 地 形 , BUTE a= eA pS 
入 时 期 形成 的 。 而 主要 的 梯 狗 地 形 , 亦 是 在 过 个 时 期 治 着 断 慎 未 -隆起 的 糙 果 。 至 区 
山 前 地 区 断绝 发 生 较 新 ,位 移 不 大 :更 前 端 淮 噶 街 地 块 部 分 ,地 形 很 少 几 动 , 膛 保 持 坦 洲 
的 地 形 面目 。 追 湖 阿 衔 泰山 版 的 发 展 习 史 , 当 同 磊 到 前 塞 武 纪 时 期 ,在 过 刘 的 活动 帮 上 



2 e$hRtere et BRR 

SAS HOMME AY, GORE A AI A, BY DUM GE BRT AC 
HFA, PAE PL RTL 

奥 陶 筷 ,是 过 带 活动 最 惫 烈 的 时 期 , WALA EA AY NS, AS HLA 
条件, 堆积 了 巨 厚 的 砂岩 和 页 岩 。 

. 到 中 古生代 网 尔 泰 特 符 剧烈 的 隆起 带 ， 东 有 早期 花岗岩 的 活动 ， 破 起 了 地 樟 的 体 
MW, ARACHIS, RET ee, FIN CRRA, Wie A 
非常 发 育 ,同时 发 生 大 规模 的 晚期 海 西宁 花岗岩 侵 大 体 。 和 从 此 ,阿尔 泰山 系 的 基本 构造 
METER. 

Age ES 9 TO A LE, LE, I LCR = AL 
色 地 层 。 

Hi =A ALK, GAS ATS AY AR, 又 重新 断裂 , 成 需 许 多 断 块 。 他 们 
ZH) ig RATA AVE OL, MR WR LR, 芷 且 成 需 阶 梯 状 的 地 形 , ILE ETE 
在 新 构造 到 动 发 展 浊 程 中 , 山 问 和 山 前 都 产生 新 断 异 带 ; 山 问 构造 盆地 大 部 从 西北 左 向 
东南 , 而 山 前 平原 断裂 带 则 自 东 南 借 向 西北 。 因此 水 道 的 发 育 , 深 受 过 二 种 新 的 造 的 
控制 ,很 多 河流 往往 从 西北 流下 , 能 折 成 一 大 鸭 曲 而 向 西北 流 。 从 过 种 现象 来 看 , 亦 题 
示 出 山地 在 最 近 时 期 的 构造 活动 , 逮 是 西北 上 升 而 向 东南 侧 倾 ,前 山地 区 相反 地 东南 上 
开 而 向 西北 下 降 。 过 种 山 有 版 发 育 和 出 前 地 旺 陷 落 的 情况 , 可 有 现时 芝 烈 的 地 震 表 现 
出 来 。 

(=) 阿 机 素 山 的 外 力作 用 对 地 形 发 育 的 影响 

阿 宋 泰山 岳 地 形 的 生成 释 化 ， 是 和 在 隆起 地 块 上 所 和 进行 着 各 种 强度 的 侵 怨 、 币 
便 、 半 错 和 泥 流 等 作用 不 可 分 割 的 。 同 时 阿 条 泰山 且 的 排列 和 隆起 的 高 度 ， RENESAS 
SR RAL ABE, TSR EI AE 5B EF A. 

15} A 99 AL A, GE Ba He I HPT IG We A I SEH LT By 
PLT MACH AEE LIE, MAE Ein EASA Fe ii, PARMAR 
METRE 4 Un is 9 SHE OE a AT 5k Ze, ICD A i Se Ae RA ZH ER RR 
Ce ea Ne ee ee Cis eee ha bee ee Teele yo 
As Jot AA 99 ASAE EG PD NE SRE Hl, EL OR RHE 
Ul) ESRAS He BE AO Be Tay Re OTHE IM A AT Be A ABE A, WL USHER AE, 
(if fA Ae LOA RK MA, 反映 出 从 西北 向 东南 外 营 力 的 不 同 。 过 种 不 同 
的 外 皮 力 ,作用 於 活动 的 构造 山 脾 上 , 便 产 生 了 不 同 的 地 形 特 葵 。 

分 析 山 地 区 的 外 营 力作 用 ,首先 涉及 到 发 生 阿 泵 泰 最 高 部 分 的 古 冰川 , 因 需 它 是 改 
静 地 形 的 一 种 重要 作用 ,而 且 是 代表 当时 地 理 吾 卉 的 性 质 ,， 阿尔 泰 在 2,400 米 以 上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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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常见 古 冰川 巾 刻 的 痕 味 ,如 玖 留 的 冰 斗 .U 形 冰川 槽 谷 和 保留 在 谷 壁 上 的 三 角 面 、 堆 
积 在 谷 内 冰川 相 的 沉积 , 以 及 乾 枯 或 未 乾 枯 的 冰 便 湖泊 和 不 少 突起 的 角 源 等 。 山地 古 
冰川 的 发 生 ;, 主要 由 於 冰期 气候 的 释 化 。 新 构造 的 上 升 运 动 只 是 袍 托 在 粮 的 气候 因子 

所 构成 的 背景 上 , 才 产 生 影 嘲 的 。 

从 上 新 世 到 第 四 绝 初 期 时 间 内 ， 阿 页 泰和 急剧 上 升 。 西部 隆起 最 高 , 突出 在 雪线 以 
上 ,可 能 发 生 最 早期 的 冰川 ; 中 部 和 东南 部 隆起 量 较 弱 , 而 降雨 增多 ,水文 欧 活 蹈 , 山 前 
RAMS HARSH, 在 第 四 犯 初期 气候 环境 相当 当 泣 。 第 四 纪 冰 期 的 发 生 

是 由 亦 整 个 地 球 炉 的 气候 人 条件 的 父 化 ,大 气 环 流 加 剧 ; 因 而 从 西北 进 大 到 此 上 处 的 气旋 活 
动 变 殊 ,温度 降低 、 阿 尔 泰 的 高 处 都 发 生 了 山地 冰川 。 第 四 匈 中 期 的 新 构造 活动 , 促进 

了 冰川 的 活动 ;更 重要 的 是 冰期 以 前 的 地 形 , 影 响 到 古 冰川 的 性 质 和 作用 。 
西北 部 阿 秤 泰 高 山 的 古 冰川 ,是 属於 高 原 冰 董 的 性 质 , 过 种 冰 芋 的 发 育 是 由 冰期 以 

前 隆起 的 准 平 原 面 ,以 及 移 立 於 准 平 原 面 上 的 残 丘 地 形 所 决定 的 。 汪 圳 的 淮 平 原 ,在 新 

第 三 筷 的 上 升 过 程 中 , 其 上 升 量 的 速度 下 非 侵 鲁 作用 所 能 追 及 , 所 以 在 2600 米 以 上 地 
区 的 平坦 面 保存 得 相当 完整 。 在 冰期 于 ， 就 产生 规模 很 大 的 冰凌 。 由 帮 地 面 绥 坦 , dk 
川 便 侧 作用 的 薄弱 , 谷 壁 低 平 , 裸 露 的 地 表 很 少 ,因而 妆 裂 风化 的 物质 来 源 也 很 少 ,所 以 
冰 奢 不 多 。 和 后 期 的 冰川 才 出 现 一 些 闭 坦 的 冰 丛 和 冰川 谷 ;只 有 冰川 末端 、 沿 冰期 前 深谷 

Ye PAGER, ARUSHA RASTA, HES RAGA A, BRR 
东南 部 古 冰 川 那 种 移动 和 退缩 的 现象 5 BY BE AA DU SMR , SAY SRE RAT IS 
伙 动 ,只 有 冰 芋 逐步 的 退缩 ,而 非 一 时 完全 消失 。 

东南 部 分 ( 青 格 里 ) 气候 乾 爆 程度 和 偏 南 的 位 置 , 促使 十 冰川 作用 的 规模 ， 叙 得 较 
小 ;但 是 过 台 2,400 米 以 上 的 准 平原 ,在 冰川 发 生前 受到 河流 的 分 割 ,到 冰期 时 3,000 米 
以 上 的 由 宣 , 承 受 积 雪 ;冰川 从 高 山坡 面 流 到 高 谷底 部 , 形成 长 过 数 十 公里 的 冰川 。 由 
OMG SERA TT (PHBE AS, UK PEPE RE DH oR, AEH BK, ARH 
LANL , ABER WF SEI OEE. eae OS oe ay LR FEE 
ASVEAC HID Ji, SR SBE IY De AL BB PDR EBD Ok SSE EE, HE 
AIK), SHH RR SH PA = 

2B ys Al PI AR LL FB BE CBS $B) ,在 2;400 米 的 中 高 山地 区 AS FLAG Ok J SEER HOTZ 
被 分 割 得 比较 破碎 ,平坦 面 保存 得 不 佳 ,只 有 等 案 面 表征 过 去 准 平 原 的 存在 。 富 茂县 北 
的 孔 规 易 特等 2600 米 以 上 的 山地 , 始 导 冰 人 鲁 的 地 形 ; 有 袖 长 的 冰川 模 谷 和 许多 斑 立 的 

角 罕 ,其 最 观 和 前 述 二 区 有 很 大 的 差别 。 SESE HOD, 在 於 节 理发 育 的 花岗岩, 在 冰 

期 气候 环 赴 下 ,已 彼 切 成 锅 郊 状 的 宰 林 。 至 认 冰 期 的 雪线 要 比 西北 部 和 东南 部 都 高 , 似 
乎 违反 气候 向 东南 叙 乾 的 规律 , 是 否 中 段 富 茜 地 区 ,冰期 后 的 上 升 , 比较 西北 和 东南 都 
来 得 剧烈 , 因 坊 过 是 阿尔 泰 震中 区 域 , 到 今天 还 有 强烈 的 地 震 发 生 。 由 此 可 见 , 古 冰川 



4 FRR eS HR HE 

PEPE BY SRC RE, SSS ARH EWE BE 4 SE Oy BE A. 
Pa ae AY 5 WL UAB oy STE sa Ma, ML A 

THA DA FREE Fa EE AEA RTE, SE - A LA A 
件 下 发 展 起 来 的 。 

阿 稍 秦 的 原始 准 平原 面 , 在 新 第 三 杞 隆起 以 后, SERS REE SE AEE ETF, 
序 将 部 分 山 太 平原 掀 高 ,逐一 参与 到 前 山 带 的 租 成 中 去 。 靠 近 主 要 高 山 带 部 分 ,隆起 最 、 
高 ;成 壳 中 山 带 ; 所 各 部 分 隆起 较 低 , 称 乱 低 山 带 ; 又 在 中 山 玫 的 前 称 或 低 山 带 内 ;产生 
平行 的 陷落 地 区 。 靠 近 山 前 带 , 亦 产生 新 的 断裂 陷 落 带 , 改 辟 了 水 流 的 方向 。 

在 新 构造 到 动 中 ,隆起 的 梯级 地 形 上 , 冰川 前 入 的 雪 创 作用 ， FB Le Ae 
中 ,促进 了 出 创 面 的 构 化 。 而 过 种 雪 亿 作用 ,至 冰期 后 ,一 直 芭 现在 膛 答 和 绩 下 来 。 
-高 山 带 受 古 冰川 便 创 以 后 的 坡 面 上 ,或 未 受 冰 侧 的 剖面 上 ,往往 固 生 由 雪人 煞 作 用 发 
RAMA. 音 多 罕 坑 联接 起 来 ,成 起 一 -种 改 世 坡 面 地 形 的 巨大 作用 。 坡 面 上 

MUL Cte sea et Mice Ct eae Me Te 
He ie ER. SE BHA 7 TN LIE RE EY , “AR a 
SA STA, Ba AE , UE, AVS, (SR EH EAS 
BAGEL. TENE ASM DCIS SE Fe AAA , STC TEL A Ae , FF SAS Tt 
HOR RAWNR BS MIE. ERITERR AACS FS OK NIELS US, FE 
LLY R96 A BES hea AS SL ARE TE we OY Sa, PS Hh OI 
MEDEA Ay EZ TATE SA a lk BRE RA A , A Se SR SAP RY 
REF, RR SIRE SERA EAB Sy Me BH YN Ey A Uy, A 
MAES RITES, HREM, EO Ue, 过 种 落雪 作 
Fh AE Ea FC A Se RIE, iT LYN Oh, MI 
i (BL AH 

(5 LYRE EFAS IA, HI, Ym LD Se RGA + IAS (A 
SB MMT he RL, Le RRR eB A A Se, See 
FL WG RA, 5 Fy RL , TH I PAA 2 SIE Eh EF 
(Wi UAE DRE, We DEAK A HA SG Hy TIE RCE OT ALE AY FARR 
SRG ACB Te, AE T_T TEE , I HTC A Ha, SA ea PHY 
2S TR IEA OPER PB RATE, 在 青 格 里 附近 ,拔河 床 的 宝 谷 之 加 的 丘陵 , 被 麻 
前 得 里 断 时 线 , 分 水 喘 的 界限 很 不 明显 。 

此 外 冰期 以 后, 山区 气候 趋向 旱 燥 , 因而 机 械 风 化 作用 和 重力 现象 对 地 形 的 破 拥 ， 

亦 戎 重要 。 雹 其 阿 全 泰 的 东南 部 分 ,山坡 慎 被 校 少 、 LA aca ee ee 
方 。 中 出 带 的 山顶 , 常 出 现行 _- 行 次 险 的 梳 状 疗 罕 , 雨 侧 的 下 面 形成 …… 定 高 度 的 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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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M SUSIE, Wk HERS MET REE 
中 段 在 柯 柯 托 海 CAE RR) — AE MECHSE , SEPRURE PR Se SES 

Jes, AGF SED BEAT OR RSE AE AS Se, FAS Ge DS LAS, BARE BK 
伐 的 中 山 带 ,出 现 大 规模 的 倒 石 堆 。 

阿 宋 素 山 的 西北 段 ,雨水 仙 富 ,植物 密 茂 I SE, 
路 林 界 以 上 的 籽 色 片 岩 容易 发 生 鳞 闽 , 顶 部 乱 梳 状 的 山 疹 ,下 坡 则 有 极 厚 的 泥 流 性 质 的 
堆积 物 。 

阿 策 泰 而 区 囊 , 另 有 -种 峰 帘 状 特殊 风化 作用 ,和 和 氟 候 很 有 关 傈 , TERRE 
度 的 指标 。 青 格 时 附近 前 低 耳 带 内 , 仿 曲 花岗岩 、 花 岗 兰 或 砂岩 上 , 发 生 巨大 而 密集 的 
WX. AMES RA , 带 望 猎 如 峰 写 。 汪 种 风化 形态 , 芷 非 完 至 由 帮 机 械 风化 作用 
或 风力 作用 形成 的 精 果 ,和 生物 作用 也 须 傈 。 最 初 在 花岗岩 陡 壁 的 风化 面 上 ,生长 兰 
SCM, 当地 衣 死 去 的 时 候 ， 和 被 根 腐 创 的 岩 面 普 士 , 经 风雨 冲 古 , ERA 
FL SYST OBE, 比 其 他 部 分 厚 一 些 , 容易 保存 水 气 , 由 於 此 带 空气 特别 乾燥 ， 
岩 孔 内 毛 秋 管 作用 析出 旧 分 ， 蓝 分 的 扩张 , 促 合 矿物 营 解 ,篇 风 的 吹 蚀 作用 创造 了 有 利 
休 件 ,如 此 反覆 进行 , BUCA ARIA AOE, ILE ROH ,很 容易 
PR, BERBERA. 过 种 晴 岩 支持 不 久 , 朗 告 消减 。 因此 蜂 窟 状 的 风化 作 

JA, SPEER OT ERE ee 
青 格 里 中 山 带 的 花岗岩 上 ; REBSRERRARLASHE AL. SIERO 

AZ, WH Ie SS CE AR) OT SE EA, BS 
切 的 关 傈 。 

(四 )， 阿 苗 泰山 各 段 地 形 的 成 屠 性 和 各 层 的 地 形 特征 

地 形 的 成 层 性 篇 阿 入 泰 南 坡 最 突出 的 特 签 。 过 年 隘 梯 地 形 的 区 划 , HS BE RK 

ais De FRA EH As AS TBE, 而 觉得 意义 更 加 重要 。 了 解 阿 尔 泰 的 地 形 生成 

作用 以 后 ,有 必要 进一步 来 伐 述 阿尔 泰 各 段 的 梯级 地 形 特征 和 生成 及 发 展 温 程 。 

1 .阿尔 泰 的 东南 段 : 

包括 青 格 里 县 境内 所 辖 山 区 和 印 围 。 本 段 可 以 划分 三 级 主要 的 梯 阶 地 形 : 

C1) 高 山 准 平原 带 ”分 佑 在 大 小 青河 及 察 罕 河上 游 地 区 , 由 元 古代 的 爸 质 兰 系 和 

下 古生代 的 沉积 兰 所 和 组成 的 高 山 带 。 上 部 有 十 淮 平 原 面 的 存在 ,一般 高 度 在 2500 一 

2,700 KZA EGR AB RR, FET ATOKA Bi SE ET AS APS, 复 经 第 四 息 冰 川 塑 造 而 

BOWE MEZRIR DA EGE TORS FE fied PAB AS By LL Ee , EAS A ee I RE BRS 

HAY 42 TR , (AURA EP | HE REGIE, Si a PE POU Pate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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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亦 不 显 磋 峨 凤 拔 的 地 势 。 但 过 些 山 源 海拔 都 在 3,000 米 以 上 , 写 个 在 冰期 时 候 , 承 
受 大 量 永久 积 雪 , 冰川 流 到 莉 近 准 平原 的 高 谷 走 , 进行 雕刻 作用 ,今日 地 面 留 下 冰 州 及 
寅 长 的 冰 创 精 谷 和 湖泊 。 根 据 冰 矿 的 分 售 , 我 把 它 定 坊 三 期 冰川 。 so 
SMB ISELTTARIN, TEI BIR A FLASK , BSCE AD , Ok BE 

iS AHH WEEE RHE HE 3,215 9K) FP TE AAT 43,511 米 ) 二 座高 山 。 互 大 的 
ae See Se ca) Le ee DRGs Tot as 
(5 5 BAA Hi SUE HT PAE AS sks, EA PA ee, 都 是 互 大 的 花 网 
eee Leth Me Cet ea eee ee On yes | 
2 , REWARD AT NK AL A SIH, HP BA 
ike 

第 二 期 冰川 篇 大 海子 期 。 冰川 的 规模 较 前 期 需 小 。 冰川 只 流 到 大 海子 的 前 端 坊 
止 , 散 矿 封闭 了 大 海子 的 谷口 , 高 过 80 2K, ILA 600 米 ， 上 部 无 突 不 平 的 目地 衷 积 水 成 
小 水 潭 ,大 海子 上 游 的 流水 ,篇 胸 厂 所 阻 , 不 易 宣 波形 成 大 海子 湖泊 。 

第 三 期 儿 扁 埋 库 勤 期 。 冰川 的 势力 更 紧 , 证 是 一 些 冰 斗 永川。 ERK Se 
在 多 什 台 的 东欧 ,其 中 有 一 小 部 堆积 在 大 海子 湖 积 层 之 上 。 

三 海 之 中 , 以 大 海子 海拔 最 高 (2.640-2.660 米 ) ME REIS =I OK IM OK JIT adele 
区 内 ,湖沼 的 生成 较 中 海子 和 扯 海 子 篇 带 。 由 於 冰期 以 后, 气候 趋 认 乾燥 ,长 , 寅 的 大 海 
子 给 小 网 成 雨 个 小 湖 ,中间 洪 积 平原 上 有 曲折 的 河道 ,把 它 倍 串 贯 起 来 , 灰白 色 的 粘土 
湖 相 沉积 ,高 出 湖面 狗 6 OK, 不 含 泥炭 ,其 间 分 裂 成 许多 不 规划 的 闭塞 小 湖 。 大 海子 受 
到 高 空 西风 的 吹 导 , WA HT ARNE, 而 成 许多 三 角 面 , 泥 质 落 丰 湖 办 ， 水 色 
混 泥 , 风 止 后 姑 淅 澄 微 , 湖 中 及 湖岸 植物 生 其 很 少 , 因此 沉积 物 中 缺少 泥炭 。 是 否 由 亦 
湖泊 年 获 较 幼 , 以 及 湖水 时 常 波动 和 刘 渴 的 原因 ， 使 植物 不 能 繁 范 。 Ze 
Teo 

中 海子 在 冰期 时 ， 售 篇 一 互 大 的 冰 窗 。 以 其 位 置 较 大 海子 篇 低 (2358 米 ), 因 而 成 
湖 的 时 间 较 早 。 湖底 沉积 互 大 的 漂 碟 。 冰期 以 后 , 逐 潮 洪 塞 ,河流 的 三 角 洲 向 北 推移 ， 
使 湖面 逢 小 到 现在 的 位 置 。 湖 坦 老 湖 床 沉积 的 剖面 ,上 部 怖 带 有 锈 班 的 仿 色 怪 二 , 下 部 
Pat Wa Peed sd Pe ERR Ceca To 
Wak SRE J , TG SRE AE AE, BACH EK Ae A PR wa RE HS, WCE 
类 的 沉积 。 

渤海 子 位 於 中 海子 的 北面 ,地 势 最 低 (2,200 米 ), DRIER A MCA ab a VL A Ok 
川 瞄 集 的 冰 盆 ,冰期 后 形成 湖泊 最 早 , 其 中 满 赃 泥 类, 站 分 隔 成 天 多 小 水 需 , 新 生 河道 蚁 
延 流行 在 泥 央 层 之 上 。, 北 部 残存 的 毛 海 亦 快 接近 於 湖泊 的 死亡 阶段 。 
未 受 冰川 波及 的 地 区 ， WRLC FS PST ARI A ACO t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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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套 、 莫 库 劳 沙 拉 等 花岗岩 地 区 , Pe” BS BOLE 
Hk EEE, BARAT RE". BARAT, HOR AEE 
多 梳 状 小 价 ,其间 烃 雪 鲁 而 成 组 坦 集 水 盆 , RGIS SMT RS ON, SoA 
带 相 接 的 一 面 , 坡 积 特 厚 。 沿 节理 骨 落 的 岩 块 ,大 可 荡 丈 ;有 时 下 矶 维 在 山 蓝 前 端 , 秋 小 

Py is SIU TS MVM BK, HS AUS RE, RE ERAT, | 
上 坡 风化 的 碟 石 , 从 雪 面 上 滑 下 来 , 堆 在 山 前 ,等 到 坡 面积 雪 洲 化 ,和 小 物质 随 雪 水 沉积 
套 和 后 , 故 有 此 种 特殊 的 沉积 规律 。 

(2) 中 山 带 “过 是 第 二 级 阶梯 地 形 。 高 度 在 2,000 一 2;,400 米 之 间 ASHE 
WB, BES BE ACM RB TCE REGIE, 亦 有 早期 海 西 花岗岩 的 侵 太 
ai BAS (ETE EEA RE ACHE, EE OREMRA BAMA, BLE He 
妖 窟 状 的 孔 实 。 过 中 山 带 隆起 量 很 大 , DUR DAN IEE HEH BRIS 
及 察 罕 河 等 , 通过 各 一 段 出 地 的 时 候 , 都 切割 得 很 深 , 谷 壁 露出 沿 伙 质 岩 节理 分 割 开 来 
的 罕 林 状 的 岩 壁 ,但 从 支 谷 上 淹 到 上 源 接近 闽 便 面 的 时 候 ,河床 剖面 又 伙 得 很 平 级 。 山 
山 罕 顶 合 经 一 度 削 平 ,后 来 受到 不 断 的 风化 侵 创 , 出 现 波 状 起 优 的 闽 鲁 面 , 山顶 杭 状 的 
室 符 特别 发 至 ,限制 着 涝 四 的 高 原 面 。 此 外 更 有 较 低 的 局 部 吏 平 面 的 分 售 ; 如 小 他 拉 脱 
奥 大 他 拉 脱 之 间 , 有 一 高 狗 2,000 米 左 右 波状 起 伏 的 平面 ,其 上 生长 分 散 成 片 状 的 落 革 
松林 ,围绕 此 平坦 面 的 三 面 地 盆 都 高 ,只 能 向 察 罕 河 一 面 稍 形 低落 。 过 是 莅 时 山 蓄 平原 
内 的 局 部 从 地 ,隆起 以 后 ,成 坊 遗 传 性 的 章 鲁 面 。 

此 外 先 近 低 册 部 分 ,还 有 河流 荣 集 的 山 间 答 地 ,其 间 丘 陵 星 做 ; 芷 多 积 水 沼泽 , 像 青 

格 里 盆地 和 其 东南 的 察 罕 果 勤 盆 地 都 是 宣 於 发 展 农 牧 业 的 地 区 。 
(3) 低 了 出 带 “过 是 最 低 一 和 级 前 山 带 ， 海 拔 在 1,600—1,800 米 之 间 ， 相 闭 高 度 有 

350 一 500 米 ,主要 是 由 震 旦 纪 片 麻 岩 及 释 质 砂岩, 以 及 泥 贫 泥 的 火山 岩 堆 积 层 ; 和 石灰 
岩 及 页 崇 等 组 成 ,其 中 亦 有 小 面积 的 花岗岩 侵入 体 。 山 顶 两 平面 上 玖 丘 如 波涛 起 伏 ,只 
有 少数 岛 山 豆 立 在 上 面 。 过 一 带 在 夏秋 特别 乾燥 ,但 冬 春 积 雪 进行 微弱 的 雪 融 作用 ,四 
地 于 积 有 饼 片 状 的 下 积 ,来 有 黄色 猩 泥 。 地 形 上 最 重要 的 还 是 断 志 山 和 地 上 电 的 出 现 ,过 
些 都 是 前 册 隆 起 以 后 新 构造 运动 的 表现 ,部 分 泥 盆 纪 地 层 彼 西 北 走向 断层 所 切割 ,局 部 
陷落 而 成 地 韦 。 青 河 下 游 就 流行 到 过 地 于 囊 ,形成 冲积 平原 。 青 格 里 城南 20 公里 的 阿 
拉 哈 什 , 朗 和 地 卜 北 端 较 狂 部分。 全 彼 夷 平 的 花岗岩 和 石英 岩片 麻 岩 受 断层 影响 而 下 
降 ,青河 从 东西 流 来 , 穿 过 北 侧 的 断层 线 , 便 惫 转 顺 着 地 申 方 向 向 东南 流 , 东 下 切 在 底 岩 
B, 支流 美 康 河 从 北 来 到 阿拉 哈 什 , 匿 大 主流 。 美 康 河 昔日 需 一 条 沿 岩 层 走 向 发 育 的 
大 河 , 河 谷 寅 间 ;, 阶 地 整 者 ,但 今日 流水 普 弱 ,和 河谷 和 不 相称 , 足 伍 此 低 山 带 冰期 以 后 
的 气候 ;, 乾 燥 化 极 篱 迅速 。 大 河沿 岸 , 除 有 阶地 分 做 外 ,高 坡 价 有 不 规则 的 雪 馆 阶 台 , 亦 
SUE LAS B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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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 部 分 的 气候 环境 特殊 , PAT AE UE. IE AE EI Pak 

1h , WRINE T ARK AA, 有 些 落 革 栓 根 的 上 部 牧 别 粗大 , (ee ee 
的 精 果 。 我 们 了 解 了 阿 页 泰 在 这 一 段 襄 地 形 发 展 的 方向 ,应 立即 停 砍 森林 ,以 驶 促进 森 

林 牧 场 的 破 壤 。 另 一 方面 境 体 迷 动 产生 大 重 的 坡 积 , 谷 地 亦 沉 积 很 厚 的 石 声 ,河水 力量 
不 狗 把 全 部 物 凌 带 出 ,山区 雪 水 溶解 很 慢 . 涂 大 石 矶 中 , 阻 清 地 下 水 的 流出 , 故 能 轻 常 供 
痊 下 游 河流 的 水 和 量 使 河水 常 到 ， 对 山 前 区 的 水 利 是 有 利 的 。 

2\ 富 昔 、 中 段 困 尔 泰 。 本 段 可 以 则 分 篱 四 航 阶梯 地 形 
C1) 高 山 带 ”和 炉 互 亦 富 藉 县 北 的 国境 上 ,海拔 在 3,000 米 以 上 ,个 别 高 周 过 到 3,722 

米 。 地 质 主 要 是 志 留 奥 陶 和 的 砂岩 页 兰 及 泥 贫 弓 的 灰 岩 页 岩 等 , 其 中 夹 有 早期 海 西宁 

花岗岩 的 途 大 朵 ,本 带 以 大 断层 与 下 一 级 中 高 山 带 区 别 开 来 。 山 项 准 平 原 面 广泛 分 做 ， 
TATE ASKER ASHE, AGRI 3,355 KAUR, — BRE 
ORE, FL EW SE AS RF A SHE A, ee Miecmanilmbeidemiahiidiitiier = 
SCH. 

(2) PARA BLD A — AF SAS ACR, EDL E 2,600 米 左 右 , 大 部 由 晚期 

PEG SAE WALT, Hea E Sle RE PA ee BI ah a RT Fe He A , 把 原来 的 

PB i) BBE AK AS 9 MBE CP Sy LA ee 

Coes ty ete dha poe a 0 ee oA eae i ak 
过 圳 林 界 以 上 的 山 窜 ,由 於 受到 长 期 机 械 风 化 作用 和 雪 水 流动 现象 ,把 花岗岩 分 解 

成 黄白 色 的 石英 和 基石 的 移 粒 ,累积 在 下 坡 ， 是 一 种 局 放 泥 流 性 质 的 产物 ,如果 守 坡 有 
森林 技 覆 , 则 在 山 蓝 堆 积 带 有 腐殖质 层 的 坡 积 , TRE Ee a TV A 
坦 的 U 形 谷 。 由 於 示 带 比 较 瀑 润 ,谷地 地 下 水 面相 当 高 , EERO) I, 

EME OAR ERIN, WORT UIE, 两 侧 谷 坡 很 急 注 下 风化 的 巨石 ， 形 成 “ 署 流 ”， 
流水 穿行 石 耻 宁 激 游 砍 志 。 运 种 海流 一 直下 降 到 生 基 森 林 的 平家 谷底 真 才 重 复 霹 由 地 
面 。 攻 种 陆 便 的 河谷 剖面 ,表示 过 滤 到 下 一 陵 梯 地 形 的 特 做 。 

(3) 中 山 带 ”过 是 前 一 带 西南 侧 的 山地 ,高度 在 2,000—2,400 米 之 间 , 由 元 吉 代 的 

柑 贸 岩 系 及 一 部 分 晚期 海 西宁 花岗岩 侵入 伍 所 组 成 ， 注 有 巨大 的 停 品 花岗岩 脾 ; 一 般 
Ly ik TES, ae AG Mek AO IS, 使 项 和 杰 得 狂 锥 而 破碎 , 和 雷 格 里 段 具有 平 组 
山 项 的 中 山 带 来 比较 ,在 地 形 特 惩 上 有 很 大 的 差别 。 

让 一 带 气 温 稍 高 ,降水 量 他 富 ,因此 落 菜 松 林 生 其 良好 ,尤其 深谷 除 玻 特别 溃 审 ,从 

谷底 到 由 顶 都 有 森林 披 复 , PS A TR, Pa SEE I. SS 
贰 沈 程 和 生物 光 程 的 土壤 化 作用 ， 而 成 前 面 完好 的 土 层 , 坡 面 土 层 受 到 植 个 的 保护 ,很 
少 发 生 岩 崩 现 象 , 就 是 森林 较 少 的 赐 坡 , 因 有 很 多 灌木 和 草本 , RDN A (Me 

bE WE, 只 有 森林 破 砍 伐 以 后 的 陡坡 上 ,发生 了 一 些 新 的 倒 石 堆 。 我 们 宙 察 所 律 的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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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 是 “如 果 册 坡 林 界 以 上 的 裸 岩 面积 很 大 ,由於 高 山上 辣 殊 风化 作用 可 以 产生 岩 崩 现 

象 ,破坏 森林 上 限 的 森林 ,站 还 新 搞 大 其 影响 及 於 森林 的 下 部 。 如 果 森 林 披 覆 了 整个 坡 

i, BY DA ES AREAS, ASTI RAR PK, BE ODE TE BERS Bh EE EA” 
ps PAS 5 FE SE Hy 69 SAN UR PE, OY Ty AA HS HS, OA SE 4 Tay BET 

AHEAD Bi, LVEDD RARE CURE RAE) BERR BS Ly HOARE IT Pe, OPA BE, OEY 
BBE, 山坡 和 与 谷底 相 接 处 长 生 了 坡 折 ， 换 言 之 ， 就 是 箱 形 谷 代替 了 中 高 山 的 

形 谷 。 流 水 搬运 作用 较 上 游 剧烈 ,但 一 到 柯 威 河 的 下 游 , 竹 剖面 改变 得 很 快 ,河流 下 切 得 
(BYE, 形成 深 逐 的 V 形 谷 。 坡 降 很 大 ,流水 溃 惫 , 谷 坡 上 留 有 6 OR A EH, TE 

得 很 玖 破 ,过 种 强烈 的 河流 切割 作用 , 足以 悦 明 本 带 新 的 上 升 球 动 非常 委 烈 ; 同时 也 可 
AR, URS SEAT ET WE He EAS I I EER. 

We SRE ARS oe Sas WEAN i Fee Se I Sk FBS Ly AS Sg AS HE BY HA PY SB 
三 个 联 珠 状 的 构造 盆地 。 ALS SH, HR OR SPE oh, Jes OLR 

地 。 康 斯 套 爸 地 以 北 , 柯 成 谷口 的 大 栖 附 近 , 有 BSR TPF FAA 最 高 一 
级 高 出 谷底 狗 50 OK, HBL ERAS EHNA FE RAE, SEE DE 

层 和 黄土 层 , 代 表 二 期 的 冰 水 沉积 物质 , SAH EG UA EAE, Ue ET EE 
河床 、 沿 着 断层 线 下 切 ,造成 以 下 各 段 阶地 。 和 后 来 东 侧 相 悉 发 生 断 层 ,因而 形成 三 角形 

的 盆地 , 原 向 南 波 的 库 雪 克 秋 库 硝 特 河 折 北 隆 丰 喀 半 泵 特 河 。 二 种 改道 需 期 似 不 甚 束 ， 
大 小 着 斯 套 河 的 下 游 ， 嵌 是 流行 在 从 地 中 心 的 浴 积 平原 上 ， 然 后 在 喀 革 页 特 进 不 山口 

处 币 不 主流。 过 一 段 河道 很 新 ,没有 隧 地 发 育 , 足 以 说 明 写 们 流行 在 新 形成 的 汽 积 平原 
AiR, ESS Zech Fe OP) LE PH ADR, AS TE ny PSB HA LSA 
HOHE A DURE 7K Ha DL AL A I eh, 仅 降 雨 和 深 雪 的 时 候 ， 有 少量 的 
HE, BESS ALES BC BE, HA OR ET ESE, BB Al, AR On py EE Gee 

HOA AHO AERIS , REO. IM BR OE 当 西 便 
断层 产生 的 时 候 ， 地 般 和 急速 下 降 ， 和 致使 喀 革 秤 特 河 利用 大 康 斯 套 河 的 出 口 ， 抢 太 丛 地 

里。 放 素 了 下 游 河道 , Oh ey EVES Fw BE PAE AE A TB ， 
使 湖面 扩展 很 大 , 由 艾 新 构造 运动 加 强 , 过 个 盆地 陷落 得 很 深 , 湖 积 层 堆 积 得 很 厚 , 湖 水 
是 由 位 在 断 谋 上 的 原来 额 尔 洲 斯 的 峡 口 泄 出 去 ， 成 篇 喀 喇 额 页 喀 斯 河 的 主 源 。 由 於 冰 

期 的 气候 侈 乾 ， 使 湖面 有 水 渐 纵 小 ， 根 据 峡 口 的 色 井 记录 ， 河 面 以 下 40 米 没有 遇 到 底 
岩 , 襄 明 到 是 侵 创 很 久 的 河道 ,而 非 新 近 李 硅 的 水 口 。 盆 地 西 侧 的 断层 嵌 辟 立 如 将 ,在 由 

口 南 花 岗 岩 的 坡 面 上 , 出 现 很 多 断层 擦 痕 , 向 东南 作 50° 的 倾角 , 足 全 盆 地 是 东南 陷落 
的 。1931 年 富 藉 发 生 大 地 震 , 治 盆地 西 侧 断 层 线 上 堆积 的 岩 锥 面 上 ,产生 很 多 平行 的 允 
KE, 断 绪 相 接 不 下 数 十 公里 ， 峡 口 附 近 娠 锥 的 断 距 ， 可 过 3 一 4 Ok, 足以 说 明 新 构造 运 
动 肖 在 猛烈 进行 之 中 , UG EW ERE, 净 钉 惯 考 虑 地 震 的 烈度 , 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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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BANE. 
WO 2) SIE RE eS FI: AR AH IN, OAT, ES PE 

者 海拔 1,420 KR, 后 者 海拔 1417 米 , PIRSA, OM, 
它 的 化 河道 浴 积 层 入 西 侧 坡 积 所 膝 履 , 不 可 得 见 , 但 分 水 贮 以 北 的 雨 侧 沟谷 , 2 
BARE, A ERR, CONES, BO EAST LE 
BE, HERERLEL, BEA OM REE IRIE AY TPO AR IE AG, | 1931 年 的 天 
He WE SFSU Ze MEME EAU EB, TE SLE PD ese BT LH) 60 一 70 厘米 , TEE RA 

BFE TEE ATE a EL i ey HM gE INK GS. , a 

DARE Sie Hh LAS I SES Jet, 其 上 生长 一片 好 草 , TE AE EAR, 
FREESE LR. RAE RT SUS eH De AC AIT, ER, 
TAC, UM 4 A, OH FR AR Ty WE HES Disk, PSL SEP 

ASE IE , WAH DUK , PAIR, FAN SE BE BI HY SB - 
C3) 低 山 带 BRAY AG Ly HET Ay HE HES FE EA CAA TL A 

PEACRAR i WEAR 1,000 REAL, DHE LOM, LTS IE KYLE 1,500—1,700 > 
间 。 主要 由 元 古代 的 释 质 岩 , 古 生 代 的 花岗岩 及 部 分 志 留 和 的 砂岩 页 岩 所 组 成 。 田 顶 
BARA I, 分 制程 度 不 太 淹 烈 , 足 苯 隆 起 时 期 不 太 久 下 ,平坦 面 上 常 贞 由 
近代 冰雪 所 侵 全 的 罕 地 ,冬季 山顶 积 雪 ,被 吹 是 在 阳 蔽 的 低 卡 ,过 刘 的 雪 堆 积 得 独 厚 ,有 
时 阴 塞 经 岛 恰 沟 通 往 富 箱 的 公路 交通 , 垣 口 路 旁 策 有 能 栏 、 以 防雪 出。 

低 山 带 的 山 获 断 居 活动 狂 新 , 库 额 泵 斯 出 山口 的 右岸 ,起 片 庶 岩 辉 长 兰 蛇 入 兰 和 闻 
的 地 层 , 倾 匀 向 东北 , 因 山 前 断裂 而 下 陷 , 和 左岸 同样 的 岩层 比较 , 错 动 很 大 。 堪 岸 耳 昔 
堆积 超 汉 12° 的 崖 锥 ,而 右岸 的 崖 锥 不 可 得 见 , 已 相反 有 很 多 基 央 突 露 , 可 能 前 端的 坡 
积 , 已 潭 和 后 到 冲积 平原 训 去 了 。 大 断层 前 端的 地 块 , 是 西北 降 起 而 向 东南 倾 台 的 ; 驴 库 
客 泵 济 斯 山口 篇 倾 动 地 志 陷 落 的 顶点 ,西部 的 巴 降 塔 什 钙 降 起 最 高 (1,517 米 ), 可 作答 

山 前 隆起 丘陵 地 的 一 部 分 。 
3 .西北 阿勒泰 段 。 本 段 可 以 分 需 四 级 阶梯 地 形 。 

(1) 高 山 带 “” 阿 勤 泰 北部 、 路 国 坟 分 佑 的 高 山 , 大 部 都 在 3,000 KELL, IERIE, 
RAC TEAS, 大 部 由 元 古代 释 质 岩 及 古生代 沉积 岩 所 组 成 ， 像 匀 未 页 巴 
干 , 克 雷 乌 拉 、 舒 姆 特 利根 等 , 都 是 阿尔 泰山 隆起 得 最 高 部 分 ， 上 有 古 冰 斗 . 古 冰 川 醒 谷 、 
以 及 冰 他 的 小 湖 , 第 四 和 冰川 最 强 许 的 阵 候 , 似 需 广 大 面积 的 冰 著 所 披 材 。 考 察 除 到 此 
高 山 封 雪 , 未 能 移 登 高 党 研究 古 冰 川 地 形 。 

(2) 中 高 山 带 ”位於 高 四 带 下 部 的 广大 淮 平 原 面 , 主 由 晚期 海 西宁 花岗岩 所 和 粗 成 。 
一 般 高 度 在 2,600 一 2,800 KM, ARTE 2,400 米 以 上 即 发 现 古 冰川 现象 ,着 是 一 种 高 

WOK ME SCAN OKI, 从 原 有 的 准 平原 地 形 的 基础 上 玫 展 而 来 , 冰 流 从 高 原 面 上 注入 温 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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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谷地 圳 ,形成 吾 大 的 "雪原 盆地 , 像 饲 奇 里 克 塔 饲 山 区 圳 的 泰 开 苗 士 和 忆 克 拉 际 士 都 

是 典型 的 例子 。 冰 川 的 退缩 , 醒 谷 两 倒 的 侵 鲁 减弱 ,形成 寅 广 的 冰 附 地 , 到 冰川 的 末端 

没有 尾 奢 阻塞 的 现象 。 和 裕 流 水 侵蚀 的 峡谷 ,切割 得 很 深 , 谷 侧 的 山 奉 往往 发 育 锅 疮 状 的 

DE EARS RA, 退 明 冰川 因 重 力 加 速 的 影响 , AREA BERRA. BRIAR 

A SE Bk EE ASS i, ThA OK aE AT 2 HH RAY Sr, 形状 如 柱 或 尖塔 ,可 想 

见 过 类 残 丘 ,昔日 售 总 峙 於 冰 海 之 上 , 猎 如 孤 电 。 OKA, ARETE a tek 

其 体积 。 

运 征 高 原 式 的 冰川 ,在 平坦 面 上 ,覆盖 着 很 厚 的 冰 层 ,具有 掩蔽 底 岩 的 作用 , Bese 

出 的 裸 岩 很 少 , TRAC ET VAR se -, 因此 缺少 作乱 处 川 进 行 侵 便 作 用 的 工具 。 

所 以 在 过 一 带 很 克 见 到 像 青 格 里 山区 所 沉积 深厚 的 水 矿区 有 少量 的 冰 厂 ,一 部 分 在 冰 

We PORATED) TUF ABS, 还 有 极 少 的 一 部 分 ,在 冰川 槽 谷 的 下 部 , BR A 

EA RHE REAR, OKITA ESBS ZR, 谷底 露 册 花岗岩 面 , 经 冰期 后 风化 所 和 遗 的 残 

积 , 往 往 是 沿 节 理 腊 出 的 , 巨 大 花岗岩 块 因 多 地 衣 的 闽 急 ,已 扰 有 擦 痕 的 存在 。 

G) Pe 分 伤 在 阿 勤 太 的 西北 部 及 东南 部 。 过 驯 是 属於 元 古代 的 云母 片 岩 、 

千 枚 兰 大 理 岩 及 花岗岩 的 区 域 ,出 守 平缓 略 向 西南 低 倾 , 像 著 立 克 太 须 和 阿 斯 倍 山 筑 高 

处 ,都 保持 着 极 清晰 的 平坦 面 , RE ST ee, SIA, sR UP EBS, — 

部 分 山坡 坊 风 化 的 岩 导 所 掩埋 ， 因此 坡 面 显得 漆 圆 , 但 一 般 浅 谷 都 下 切 得 很 深 , 例 如 克 

木 玄 河 上 游 支流 克拉 王 依 沟 的 中 段 , 部 使 和 岩层 走向 平行 段 , 还 出 现 陡 内 的 峡谷 ,但 到 

上 游 加 斯 克拉 嗓 释 剖面 稍 形 平 缓 , 沟谷 亦 较 开 展 , 膛 保存 着 五 级 阶地 , 其 中 有 三 级 堆积 

冰 水 沉积 物质 ， 河 谷 上 部 膛 簿 留 隆起 山 间 盆地 的 现 鲁 面 。 过 种 阶地 在 克拉 天 依 的 峡谷 

段 囊 ， 已 彼 侵 鲁 得 很 玖 破 ,不 易 辩 记 、 属 明 中 山 带 在 冰期 和 冰期 以 后 , 都 有 剧烈 的 上 升 

cL 

A) RIL LTR DATA HEE, TE ae A Fee YB eh Ba La 

SPAT LL Ee, AS TOTS ASAE A BSR PE AE Bg SR AE fi 8 PT 

组 成 。 一 般 高 度 在 1,700 米 以 下 ,相对 高 度 在 600 一 700 KZ, ROBERN 

一 部 分 , PERE LASS FI SETS AS Oh SA fe HE RE RES FE I 

I BR FE HOMEY , ED Be BAG BABY AF HBT, MEL Ta SS 9 Ty A LS FB DEE TAD ELE, 7 AE 

94 (A— EAE MEAS MER RR OR T SS, REA, TSMR, Bee 

PEL, BTHERAS ARAN EER AS FETE TE ED AO IMT URE ET BT LL AS UR, Be SHE CHE 

Py A eA RETO], 便 一 度 直 接 穿 过 前 山 带 而 流出 山地 , GRRE eS IT Ly He a ae 

沿 着 西南 走向 的 断层 线 流动 , BERK A, BEY BETS, 形成 今日 前 山 的 谷地 分 水 

$a A), | 

库 尔 特 的 构造 盆地 , 属 花岗岩 地 区 , 贫 地 露出 底 岩 , 周 乡 乱 坡 积 所 履 鞭 ,由於 上 升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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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河谷 代 切 在 底 岩 内 ,谷中 堆积 冲积 恒 , 库 页 特 河 在 上 面 发 展 曲 流 、 贫 地 中 没有 像 克 拉 

焉 依 所 上 见 的 冰 水 沉 生 物 ,原因 是 上 流 短 ,不 熏 吉 冰川 区 相通 。 i 

PARE a A, CE SEMA eT CR 

河 妨 前 山南 侧 另 有 天 柴 泵 巧 克 丘 陵 地 ,海拔 1,700 米 ,是 一 座 向 东南 颁 动 的 模 状 地 块 5 目 

面 保 持 分 割 极 微 的 平面 ,由 帮 降 起 的 性 质 和 组 ,所 以 阿拉 加 殉 河 和 布 生津 河 都 穿 过 过 个 

地 块 ;而 成 先行 性 的 峡谷 , 中 然 过 是 一 个 较 小 上 升 的 出 前 地 块 , ME PE a 

. 蕉 前 山区 的 范 围 。 I 

(3H) WRB ES Fash aE 

PA SE 1 1) PME AY AS BE Ba VE RCA PT PAL I AE TI a A SE, RE AE 

岗 岩 及 沿 深 断层 喷 出 的 火山 岩 , SEL aS Hh MA — BR, 和 后 经 准 平原 化 而 便 平 ,到 阿 

簿 和 卑 斯 期 重新 活动 。 由 於 山地 的 上 升 使 山 前 活动 带 受 到 次 踢 泵 芭 硬 地 块 的 限制 ;因而 

产生 若干 西北 东南 走向 的 新 断 绚 带 , 因而 大 大 地 收 释 了 河 系 及 起 伏 的 面貌 。 BZ AS 

SBN WR eS BE TE AES A Sth Sk, ba RT OS A OAH ARPS SBM, 由 前 区 的 

活动 带 以 东南 部 隆起 最 高 , 渐 向 西北 降低 ,和 山地 隆起 情况 相反 ， ss- 

古河 与 宦 秤 洲 斯 河 都 向 西北 流 。 tem 

RC Hg BA Pl PT Ae AAS LAS LR, AS TRE PA BE EA — ARABI, 基 基 央 主 篇 

VERN TAA ANE A. 表 部 现 出 广大 的 则 人 蚀 面 。 面 上 露出 若干 至 部 或 部 分 秆 章 蚀 

的 花岗岩 残 丘 , 彼 则 落 的 和 风化 的 残 积 散 做 在 平原 上 。 过 圳 的 山 蓝 带 雨 量 寡 少 ,河流 侵 

触 无 力 , 但 春季 融雪 了 时, 雪 水 退 流 进行 了 条 蚀 作 用 , 造成 了 今日 徽 有 起 伏 的 岛 由 剑 蚀 平 

原 ， 和 从 高 级 平原 下 降 到 低级 平原 , 通过 宽 长 的 谷地 ,两 侧 有 雪 水 刷 蚀 的 崖 坡 ; 是 诊 谷 怠 

ARENAS, RE WRT LAE, 形成 峡谷 的 形式 , HH OAS AS aS I 

ALA APC FO AC A LR, PH Tn a FRE A, 埋藏 在 地 层 

‘PAY BIR? (CAC AMR SE AS, ABSIT RAY ACSA ee do he A, 2 

Wik YY AAS Ae BH RS 1 SRR Sa TG A APE ih LY i A Se Be 

HH , BRE ALS = 825 RK, a 0G Fi 

地 或 劣 地 。 将 军 戈 健 就 是 保存 较 好 未 轻 分 割 的 部 分 。 

从 最 高 一 级 花岗岩 岛 山 剑 蚀 平 原 ， 向 西北 地 势 逐 新 降低 , 将近 二 右 SAU TT Se EOP AS 

平 , 因 篇 有 乌 偷 古河 流出 山口 ,水 量 较 大 , ERAS TR, AE CE ee We ,而 使 二 侧 

台地 分 制 加 贿 , 二 人 友 以 北 一 直到 哈 鲜 通 法 平原 , 醛 有 刚 风 性 的 沟谷 ,从 阿 条 泰 的 前 山 带 

流出 ,形成 小 型 洪 积 局 ,其 前 端 仍 坊 剑 蚀 和 平原, APY A AY LB MER, 平原 上 到 上 处 堆积 风 

化 的 残 积 。 

哈 尔 通 涛 以 西 出 现 山 前 地 师 带 ,天 泵 诸 斯 河流 行 在 地 上 蜂 中 ,北面 到 阿尔 秦山 蕊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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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隆起 的 平原 , 治 山 有 很 多 巨大 的 洪 积 局 , 前 问 亦 有 不 少 花岗岩 的 残 丘 ， 靠近 克朗 河 很 

SEHD A TBAB, EA BTL, RK AREA. 

克朗 河 以 西 篇 石英 岩 、 片 麻 岩 及 花岗岩 所 和 组成 的 侵 鲁 平 原 ， 露 出 石 面 上 部 很 少 沉 

Ri, PURPA TIA AOE Hh, 积 有 圆 碟 和 黄 棕 色 砂 层 和 泥 层 , ACE AAS 

流出 阿 宽 泰山 口 以 后 ,一 部 分 水 佛 分 向 南 澄 , 流 轻 阿 山 飞 机 场 。 沿 途 泪 有 潜流 刷 鲁 的 遗 

Bik, SES TE 5 SIDR, 由 认 冰 期 后 的 气候 释 乾 ,沙里 喀 梅 斯 湖 积 水 的 面积 逢 小 ,形成 现时 

的 草 湖 ,但 日 湖 床 如 阿 魏 潍 已 引 渠 灌 汤 、 关 成 耕地 , 南部 的 草 湖 , 有 蓝 分 的 聚积 , 满 水 时 

从 西南 的 出 口 流出 ,水 里 甚 劣 。 

AHS IZA SE MRS, LAE AS OMe, 

A AT we A a Ha AR, RSLS (AT SH Pe HR, ,过 

种 平整 桌 地 分 割 得 比较 破碎 。 

高 从 十 湖 盆地 和 布尔 津 竺 地 部 届 新 情 造 冲动 陷落 的 部 分 ， AU BIRLA, 所 有 

水 系 都 虑 聚 在 过 里 , 盆地 周 罗 都 有 湖 鲁 或 湖 积 的 阶地 , 气候 变 乾 和 后、 盆地 裹 出 现 日 釜 增 

其 的 三 角 洲 和 僵 洪 积 局 , 芷 多 吹 不 起 来 的 沙丘 。 

(7S) 山 前 水 和 柔 缀 迁 的 压 史 

当 第 四 绝 初 期 前 山区 地 痪 比较 各 定 、 气 候 站 较 浊 油 、 阿 泵 泰 中 段 河 流 ,都 直接 南 流 ， 
JERS HIRE UU REE LL BS = CH LE, SES PE 
ED at, SH a AY HA, Ly TS EAS AT, TP SL EH HE 
Te) SRL, CREA A a PAS OSE, HEIR ag ME OS eH A, 
Me SM GALA, WHR ASU ON ST MDE, BRT ROE 
bara ie FASE, PANS} MS a I, RT RP ST A, 
WT AE EL Be FE HST A A ASL, PE AE TAS, BS ae aT 
5) (PS HE HEAL ae 

Wi FD PO ID HOT BATS A SF HEB ES AY, (RID PS 
FERRE APL EE a PS HE PE EUS , FESR Sek Aer 
FSH A FE BSE, AO Fa Aa PY Sea. TA AREY oe 

U5 BEAT PR A, AUR AER, AER AED OE PER ICIP RINE, 河水 
彼 截 以 后 ,谷地 中 公 存 沾 满 的 泉水 了 。 

领 泵 齐 斯 河 以 南 ， 还 保留 位 置 较 高 的 喀 哮 额 页 讲 斯 河 二 河床， 两 侧 还 存在 三 狗 阶 
地 。 古 河床 已 受到 流水 的 分 割 ,过 是 北部 地 下 陷 的 结果 。 

白 泵 诸 斯 河 的 支流 克 戎 河 \ 原 生 经 锡伯 滤 流 和 高 偷 古 湖 (此 今日 面积 天 数 倍 )。 地 

四 发 生 以 乒 , 额 坪 诸 斯 河 转 入 新 河 醒 Tid FE BS EVE AGE ;有 还 保 存 克 朗 河 的 上 蔓 河道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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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河床 网 60K, DEST FRE ME RT ray AL eA ys HPAI 2 AL DAS, TE 
FSRE Ae Ls FE RS A A th, MEAL AS ASE A He, PE 
GED PS SRB IME , SBE AB TTR AN RE DRIP Be aya I PN SA a 
新 近 陷 落 的 宗 地 。 E RT ART  ITT FaH ay E Sh, AR S ESE RM, Ok 
期 后 气 候 悉 乾 ,沼泽 面积 缩小 , RH AE ARS 、 上 部 是 组 沙 , Fa 
奉 。 库 库 莓 的 北部 第 一 级 奥 第 二 级 陆地 之 问 、 发 展 和 阶地 平行 的 碱 湖 和 世 湖 ; 倍 戏 承 “ 
受 少量 的 逐 流 ,而 无 能 力 突 出 以 下 的 阶地 、 湖 内 积 了 厚 层 的 碱 生 , 亦 是 年 扼 候 释 乾 的 
明 走 。 互 大 的 布尔 津 河 口 的 洪 积 马 , 以 及 阿拉 加 克 河 的 三 角 洲 向 南 推进 ,把 沼泽 区 和 缩 到 
南 迁 去 ,过 衷 除 克 朗 河 的 水 注入 外 , 额 尔 诸 斯 河 洪水 期 亦 有 倒灌 和 内 。 沼 泽 旁 的 沉积 三 
BD, BRM DIG RH A. 

(七 ) 己 偷 古 湖 与 额 责 讲 斯 河 在 历史 上 的 关 傈 问题 

乌 偷 古 湖 和 额 泵 者 斯 河 的 天 傈 问题 ， 售 引起 许多 学 者 的 健 验 。1873 SERRE 
KARE CRNA MMI EER, LI AA, HR EMI: 
BALD BR, MAGMA AML ABS. BK Ae SEE A SS CA a a aT 
勾 通 , EH Cl FERS EE 9 GB, 地 形 组 此 次 到 福海 考察 ,特别 注意 此 湖 的 生成 和 发 展 
的 历史 。 

馈 偷 古 湖 在 箱 海 县 城 ( 布 偷 托 海 ) 之 西 。 由 二 个 湖 合 成 :大 裔 在 北 ; 小 湖 在 南 s 其 中 
有 水 道 相 通 。 郡 是 内 陵 湖 ,由 扇 偷 古河 水 集聚 而 成 。 大 湖 的 东北 角 奥 额 泵 谢 斯 河 相距 
配 雨 公里 趾 。 湖 的 北岸 ;有 石山 一 列 , 傈 由 中 石 瞎 筷 砂岩、 页 岩 所 组 成 , 称 喀 拉 泰山 。 西 
部 海拔 过 842 米 , 向 东 低 倾 ,在 “七 十 三 公里 ”"( 地 名 ) 附 近 没 落 在 第 三 志 地 层 之 下 。 雯 山 
中 湖 傈 一 斯 崖 ,石炭 和 地 层 逆 掩 於 新 第 三 杞 泥岩 之 上 , 天 是 上 新 世 示 期 的 构造 逐 动 所 产 
SE BER SES Me HI JAE, HG LT A AL PE BO MAL AE eB, PY, 
RANTS, FLAG — iti , AG ATER TRANS) , ABA 
AAI, JEP TEMS MEAT TRACOM, C1 SR RU Ee ERD 
含有 石 高 层 的 灰色 泥岩 ,其 白色 砂岩 ;和 夹 有 洲 层 砂岩 的 泥岩 。 大 部 属於 新 第 三 杞 的 沉 
得 ， 在 地 形 上 所 表现 的 是 高 出 湖面 不 到 50 米 的 桌 状 地 。 其 上 部 有 广泛 碟 石 层 的 分 
ffi, 利 种 碟 石 及 沉积 特 厚 部 分 能 保 体 台地 面 不 受 分 割 。 其 已 受 分 割 的 部 分 (如 在 需 海 
哺 北 的 竖 池 附近 及 大 湖 东 北角 七 十 三 公里 的 附近 ) 者 出现 了 大 小 不 等 的 方 山 地 形 ,大 湖 
东 岸 的 茧 池 , 霞 一 被 砂 丘 阻塞 的 乾 注 湖 ,由於 积 水 的 蒸发 而 皮包 池 。 咯 油 以 南 的 地 势 逐 
渐 降 低 到 而 海 县 城 一 带 而 成 吉 岛 偷 古河 的 冲积 平原 。 扇 偷 古 河沿 着 南面 的 第 三 各 地 层 
和 组成 的 平台 向 西 流 注 人 大湖 形 成 相当 褒 大 的 三 角 冲 ， 和 在 上 世相 的 未 期 由 论 肯 民 引水 潍 

新 的 影响 , 泥 砂 阻 塞 河口 , 砂 丘 蛮 堆 ,因而 人 迫 使 饥 偷 古河 辅 向 南 流 而 入 小 湖 。 今 日 三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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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AT REL AO RD ASRS AE OTA, RAT HE POURED AGS, 局 偷 十 河 在 小 湖 的 
SADIE, USES NAHE RE, FT LARA, 小 湖 熏 大 湖 相 连贯 的 水 道 寅 
不 允 30 米 , VERE 4.5 OK, 当 傈 由 於 南北 湖岸 风 砂 及 三 FH UMA TG PB 
WE, 

BENS CRMSAEWE-BABRMBERS, IER e 
fir WKF EB AO STAR ABUT, EDR EA OL, 此 种 沉积 在 克 
APE (1) 0 EH ET, SRR, 7E-E = A SB EA SE 
FS OES ee LM Ls I, TZ ST EE 
BEAR AYER AEWA ATTE BE, Ha (LS IE SM, BLURAY BBE 
BERD BE ICRLG DOS HCOHRS Lb, IE RAH CBR 
SA APE Bh, SEAT ASIA A BES Fe AE AT HE A EE ES Be 
PST AOA a Pe AI he SS aE BT 
—, HPSS MAEM REIR LRA EERE ANE, ROE 
一 般 在 2 KAA PEA AG TD Be RAR, BA EH TE BE ,湖沼 
PEED Ae ER, TENET OES RE RD LB He RB 
6 5 Ta SEPALS, SSN FEZ BLA 5 $F eH pL RAR HER A 
$A HME Py, SEE lc Ae TaD OK A, FEO) ASS TR POT DK, 在 布尔 
RRS S, Aah RAO, 今日 饲 偷 古 湖 办 
有 四 种 所 和 略 宵 亚 斯 河 所 共有 ,自从 两 水 系 分 因 以 后 OP LT SS 
所 无 ,由 此 可 促 明 两 个 水 系 在 第 四 纪 中 期 以 前 是 合 的 ,和 后 来 才 分 内 开 来 。 克 兰 河 与 布尔 
津 河 上 游 强大 冰 水 挟 来 大 量 石 ,后 者 一 出 山口 组 成 瑟 大 扇形 地 阻 梗 谷 道 ,而 前 者 洪流 
形成 可 可 帮 和 布尔 津 之 间 的 湖沼 。 湖南 岸 有 两 级 阶地 上 铺 以 石英 需 主 的 薄 层 矶 石 ( 基 
岩 风 化 物 ) , 包 偷 十 湖 亦 有 高 级 浪 鲁 阶 地 的 产生 ;而 且 在 湖 东 上 岸 分 做 面 积 很 广 ,上 面 亦 铺 
着 一 层 薄 碟 。 和 合 来 湖 的 北岸 铂 续 发 生 断 烈 下陷, 增加 了 馈 偷 古 湖 的 深度 。 同时 喀 拉 泰 
山地 一 沿 北 扯 的 断层 借 动 上 升 ,因此 拔 秤 讲 斯 河南 岸 的 古 湖 阶地 分 伤 位 置 伺 高 ,反之 布 
泵 津 湖沼 的 陷落 , 使 古 额 泵 蛮 斯 河 的 阶地 位 置 降落 得 较 低 。 SESE LRT 
把 化 程度 都 有 很 大 的 差别 。 

处 期 以 后 ,气候 逐 源 释 乾 ,湖水 的 面积 缩小 。 册 前进 积 日 釜 增 大 , RAS iM 

陷 区 还 保持 着 大 湖 状 驴 。 布 尔 津 和 可 可 砍 之 间 的 湖沼 大 部 释 乾 而 成 草地 。 圣 新 世 的 早 
期 ,湖泊 沉积 是 一 种 粉 砂 和 黄土 质 的 坏 土 。 湖沼 秋 乾 以 人 后 ,产生 草原 土 类 , Ae 
高 出 未 期 冰川 的 冰 水 增加 河流 的 水 量 , 其 沉积 公 搞 有 和 克 确 的 粗 沙 及 中 沙 ,因而 下 部 生 草 
土产 生 埋 藏 剖面 。 上 层 的 物质 材料 主要 是 由 洪水 沉积 物 中 得 来 的 。 第 三 期 冰川 规模 最 
小 ;大 部 粗大 的 冰 水 沉积 , 都 堆积 在 河流 的 上 流 , 网 小 的 物质 运 积 讼 下游 的 低地 。 淮 然 



ee 

JEP IAS — ARETE IRA, EE A Pete — 4 Wee, ROL AY 
Sy SIM, — ABA HOA ARES PORE Ae, oT LLY OPES AB TE RR 
FE, LAT — ABD AEE a BEE A TT ee FA DD Bo ASR EAE, PT 

ee, bee OL SL EAL ded CLEA Ae eee LE Roan) col cot 
米 ， 其 上 也 发 展 大 规模 的 砂 丘 SRD AE 69957 FU CU EE TA CEE CR 
的 ,过 一 些 风 积 都 属於 近代 的 沉积 物质 。 
饲 偷 古 河 互 大 水 体 的 利用 问题 ,在 国民 经 济 中 具有 重要 的 意 闵 。 NOI 

BAAS, RM APIA Ti See = 25” a IO 4.5 OR, SC Fe 
湖面 水 位 高 提花 屋 法 引出 。“ 七 十 三 公里 "不 的 河 湖 之 间 相 距 只 有 2.5 公 里 ,而且 都 是 第 
三 和 翅 状 软 地 层 , 开 吉 运 河 ,把 额 重 蛮 斯 河 的 水 注入 馈 偷 古 湖 ,工程 上 兹 不 困 准 。 但 如 何 帮 
出 湖水 用 论 灌 浙 或 增进 航运 的 利 丛 , 实 需 值 得 考 虚 的 问题 。 湖 河 接近 地 区 ,湖面 以 上 的 
吾 地 ,高 速 23 米 ,河面 以 上 台地 高 13 米 。 台 地 向 北 倾 匀 ,在 2.5 公里 之 间 , 降 低 子 本 5 来 。 
如 果 把 河水 引 到 湖 衰 ,可 以 减 除 克 兰 河 下 游 沼泽 地 所 受 宁 尔 客 斯 河 洪水 倒灌 的 威 春 , 因 
而 可 和 获得 搞 展 梨 植 的 面积 。 假 如 能 在 小 湖 ( 巴 嗓 讲 泵 ) 的 西南 端 找 得 出 口 ， 可 把 大 量 的 
湖水 引 到 淮 噶 三 盆地 的 揭 悉 ,用 来 广泛 种 植 牧 草 AE TA SS 

se 

过 是 位 於 宽 泵 齐 斯 河 缺 口 以 南 的 一 列 山地 , 走向 东西 i EE, 大 
部 是 属 芯 中 下 古生代 的 沉积 岩 和 火成岩 的 福 铁 带 , 海 西 运 助 造成 的 山 有 版 , 售 轰 一 度 淮 平 
原 化 , 由於 新 期 的 断 虱 作用 隆起 而 成 需 不 高 的 断 块 山 版 ,顶部 是 平 级 的 山坡 向 北 颁 儿 的 
高 原 ， 南 便 都 是 旺 岩 息 辟 注水 到 全 荒 模 性 的 谷地 误 。 一 般 山顶 淮 平原 面 的 高 度 葛 在 
2,400 米 左右 ， 所 以 没有 移 年 积 雪 的 现象 , EAT AVRIL FEY SEAS Ve Se HE REA 
钵 所 租 成 ,高 迷 3,085 米 常年 积 雪 , 坡 面 是 示 有 第 四 和 冰川 使 亿 的 冰 斗 。 

昔 乌 页 山 的 走向 差不多 和 西 来 的 混 油 风向 平行 ,而 且 山 势 很 低 , 不 能 从 空气 上 层 多 
得 很 多 水 分 ;因此 山地 显得 乾燥 , 不 像 西北 部 阿 销 泰山 那样 多 雨 , 因此 山 芳和 谷地 上 将 
散 的 沉积 物质 堆积 很 厚 , 不 能 逐 出 。 

陈 乌 硼 山 北 能 有 寅 广 的 平台 ,主要 是 由 平 束 的 第 三 杞 地 居所 组 成 ,顶部 铺 上 一 层 汪 
碟 , 有 时 低 禾 花 岗 岩 丘 积 地 凸 出 在 平台 之 上 , 平台 接近 山地 处 另 一 级 习 高 的 山大 高 原 ， 
由 绿色 砂 页 兰 所 租 成 ,主要 是 由 於 隐 时 性 的 山洪 而 形成 的 。 陈 乌 铺 山 的 车 部 ,山形 习 入 
分 散 ,而 且 都 属 低 山 性 质 , 山 好 寅 谷 伸 向 车 面 , 谷 底 第 三 翅 杠 色 系 与 老 地 习作 断层 接 融 ， 
平原 上 种 有 物 碟 , 谷地 有 时 突起 基 性 火山 岩 粗 成 的 残 丘 分 隔 着 高 平原 , 合 者 破 一 些 现代 
低谷 所 穿 货 ， 过 种 河床 面 和 平原 面 丰 乎 是 一 致 的 。 越过 较 高 的 基 性 火山 岩 租 成 的 鼻 筷 
低 山 , 到 迷 更 需 寅 广 的 募 里 木 台 山 并 平原 , 山 蓄 高 原 共 分割 成 含 “ 雪 丘 ”或 入 “ 波 状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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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LRHZ ORL, PRE, BOE ORK, ORS 
CAVE RAV OUSE , SE BK DOH, HA SS a, 
HBB ERE EERE AHR LCM SARS, HS 
(a ETA , PEGA OE AR eT UL HL BB A HT ES 

pie 4a Je , SHE SALE DS A DH SE, 
2 1] AS BABE LL), PARSE LS LE, HERB, & Hh, PORE 

fee, 3a Boa Hh SEER TE AGS 7k Dy BIE we, CAPR ERE REY HE, ABH 
WRC SE METERS, BUSHES (BRA), SER 

雪 , 雪 内 下 有 广大 的 平坦 面 ,海拔 2,400 米 左右 ,出 坡 上 很 多 由 雪 水 冲刷 而 成 的 槽 形 谷中 
_ 有 冰 矿 堆积 物 , 其 上 生长 一 些 落 革 松 ,河流 分 割 的 沟谷 , 切 得 相当 深 ; 出 口 以 后 水 都 温 流 ， 
形成 下 夫 的 洪 积 局 , 碟 石 散 做 在 霍 布 克 谷 地 襄 , 念 南 沉积 物 念 趋 角 小, 上 且 和 霍 布 克 河 的 
冲积 平原 刘 合 起 来 ， 平 原 之 南 由 一 烈火 成 内 所 组 成 的 阿 第 耕 克 丘陵 分 隔 开 了 更 南 的 堆 
布 克 平原 。 霍 布 克 赛 锁 城 位 亦 北 部 平原 惠 , 一 部 分 聚落 建筑 在 第 三 和 地 层 儿 分 割 的 洲 
乓 上 ,有 的 部 分 上 面 法 保 存 有 第 四 乞 的 大 石 层 。 城 市 附近 有 积 水 的 沼泽 和 注 地 ,受到 和 从 
北部 潜 积 局 冰 下 泉源 的 供 欠 。 阿 第 泵 克 丘 隘 和 哈 泵 登 低 册 之 间 亦 篇 第 三 彼 地 层 所 组 成 
的 平原 上 面 铺 着 第 四 和 和 现代 的 沉积 物 ， 霍 布 克 河流 在 平原 上 , 水 量 极 小 ; 哈 鲜 登 佐 山 
AO HY OR ESSE, EL EOP Rl PF RS HERE GH, ESE ETE 
毯 流 水 切 成 坦 丘 , AOR AO RY, ACT THO i, 南部 的 谷地 下 陷 比 北部 
REA OS HSE LAL BAS GEA , 登 南 由 要 降低 ,形成 散 亿 的 丘 陆地, 将近 和 什 托 列 鞭 有 -… 
列 蕉 述 压 成 狭 带 状 的 侏 罗 和 地 层 , 演 些 砂 页 岩 的 互 层 都 都 成 了 90。 的 角度 , 上 面 有 平整 
地 履 鞭 一 层 首 色 的 粗 粒 砂岩, 其 中 荡 含 有 较 大 的 石英 粒 和 小 孵 石 , 厚 狗 一 米 ; 似 乱 第 四 
CDK AUC AS, DE TS BSE EE EB ACA ER bi, ABUL 
积 掩 覆 的 地 方 , (EAH EBS AY LAE ORE, EE AE, Foe 
Je BES BS , i A RAY ES ES VEE, HAPS RE ACHE LS AES I BS AES 
层 构造 , 形成 低 坦 的 丘陵 。 更 南 旭 属 起 伏 更 和 组 第 三 纪 地 层 租 成 的 平台 和 姥 丘 顶部 恬 
AS MS AME AT I, HOSES AH, MEAT EES tt 
三 级 地 形 , ec AOE SE CO VLE A SS HY AEH be, BE 
SR EAHE SLAY FLEE ERIE SS AOS A Hh 

EES FE Ac HAL Be, PE EVE OH, EHO AE ES a POS = ae AY 1 ES pA AY 
冰川 气候 环境 下 , TEAS PICEA URE BR, 随 着 地 形 发 展 , 高 地 的 冲刷 面 水 
SHLAA, TMT AIR, RUE, AE 
WET OE HLS AAT PERO He, HAMS AE BE, po Aa a BE a 
3 Hs FE HB AS , ea PS Td> Ha A WS BEG a AS SALSA, FAT TE REE Ba 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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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形 , 在 不 同 梯级 上 风 和 水 形成 各 种 奇特 的 形态 , 有 了 时 状 妇 巨 大 的 城堡 有 时 状 如 亭 台 

楼 关 , 有 了 时 状 如 尖塔 或 蒙古 包 , 不 一 其 致 , AIL FA AR, 没有 稚 分 制 

部 分 的 平原 是 平坦 的 磺 石 戈壁 , 面 上 非常 乾 旱 ,植物 标 稀 ,地 下 水 的 硕 望 很 少 , 锁 井 到 自 

垩 和 地 层 衷 亦 只 有 少量 的 络 化 很 重 的 苦水 ,但 过 一 带 的 地 下 却 茂 着 蔓 富 的 石油 喜 产 。 

三 . ”天 山北 蓄 到 攻 斯 地 区 的 地 形 

(—) MBH BA he & 

$y Fe A SB A SAW A HS AS EH A RE, APART 

Fe) SH FZ ep PHO BSE AA FS Se HS AS SE AY, 

GE AG AIG PS ES AE SE 9 Ae ER A RAY BAR SK LR , FESR AR 

FRAA GH WOR RSMO b, PARA RS. He A Ree 

具有 地 层 樟 型 沉积 条件 的 沉积 区 。 ERE ELT FS SERA BR, 倾角 都 在 60° 

以 上 ,其 时 冰 有 岩 桨 活动 ,在 奎屯 河山 口 的 西南 ,分 做 一 片 杠 色 花岗岩 的 侵 太 体 ;古生代 

地 层 的 伺 质 坊 造 山 有 运动 及 岩 装 活动 的 结果 。 地 质 情 驶 反映 在 地 形 上 是 峻 拔 的 出 势 。 三 

登 友 未 期 天 山 隆 起 遭受 到 外 力 的 册 侧 ,而 在 北部 发 生 按 称 凹 陷 HEE TR 

Ris De ha. pe 

TESS BARGE ,在 北 坡 只 堆积 了 较 洲 的 红色 系 地 层 。 

当中 新 世 时 ,天山 前 称 凹 陷 中 沉积 了 各 种 色泽 鲜 同 的 泥岩 、 砂 岂 、 礁 岩 及 少数 石灰 

SEF, 上 新 糙 的 地 层 在 地 楂 凹陷 区 内 厚度 最 大 ,篇 次 以 色 砂 质 粘 土 层 , 冰 夹 有 磁 兰 

EP, 上 新 统 的 最 上 部 , 地 层 是 摩 层 蜡 灰色 的 碟 石 沉积 , 过 些 都 属於 山 前 " 莫 拉 斯 "这 

积 , 写 们 的 露头 往往 成 篇 正 地 形 , 如 争 址 似 的 围绕 着 前 山 带 上 。 

和 现代 地 形 生 甚 成 有 关 的 大 地 构造 有 运 动 ,发 生 在 第 三 友和 第 四 元, 和 从 海 西 禄 典 基 础 

上 和 发展 起 来 的 山 哈 剧烈 上 升 ， 才 具 有 令 天 的 地 形 面 魏 和 规模 , 山地 的 走向 , 受 断 层 影 澳 | 

的 深 制 ， 北 部 前 入 凹陷 中 的 厚 恒 中生代 新 生 代 地 恒 发 生 大 玖 和 块 状 山 地 平行 的 袍 六 撞 

曲 ， 反 映 在 山 前 区 的 地 形 上 不 对 称 的 山 闪 ， 它 的 倾斜 坡度 大 致 等 於 稿 的 两 蜗 岩 层 的 倾 

角 。 上 新 炉 未 期 的 福 航 构造 形成 了 前 山地 形 的 基本 形态 。 

前 山 福 并 带 内 产生 了 三 排 构造 : 

紧 半 南部 高 山 带 的 第 一 排 构造 : ”如 森 泥 泉 和 石 场 赣 的 “ 玛 灿 斯 隆起 ” fava saan 

CDAD FEI Ea BR” AS ela as A AR RE SS HU) Ae AS PE I ,致使 后 者 受到 强烈 

BAYA , OE TIT HH TG be tt A Pe 

第 二 排 构造 : RT A A ARE ES, EMER 

DE AS SU Me BG IS 1 BR, A RN A TE aR , FE FP DE Sa, A SL 

Wi Fhe MGR AG Ba, BL PL ES AG BA, SRE BS) — A in a FS AG MB TE ke es ae 1) p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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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 RAEI. 

SAAC AI 11) BEAD Ee BET AE , RASA AAS DL See BDAY CE LOHR ae IS 
(RIS SPO RU ARE, FE SS RAKE UH He BE LD FA A Se 
Hb L, Fea PRE FE SS oe SS I PE PK, SS EY Ie EME SS 

WRB SURE , MTT UC RS BS a ae LL ee ,前 山 
REHM UMTS, 因此 形成 切 穿 构造 基底 的 河谷 系 翘 。 过 种 作用 花 一 直 
泊 乱 到 现在 。 在 科 沟 煤 蹇 玛 秋 斯 谷地 所 见 侏 吹 乞 砂 岩 页 兰 区 内 有 玛 秽 斯 河 侵 创 而 成 的 
阶地 ,由 阶地 面 下 切 的 谷中 峡谷 ,深邃 120 米 , 此 寅 广 阶地 面 以 上 ,还 有 第 四 乞 初 期 所 沉 
积 的 矶 石和 黄土 性 物质 ,由 此 可 推断 第 四 纪 中 期 以 来 ,山地 的 隆起 量 是 十 分 互 大 的 。 双 

“在 西部 的 奎 惠 河 出 天 山 山 口 处 ， 河 流 从 冰 水 沉积 面 -一直 深切 在 底 岩 以 下 ， 深 度 也 超 肖 
100 米 。 分 做 冰 水 沉积 的 最 高 三 级 阶地 , 在 距 山口 不 带 序 合 伴 成 篇 一 ， 由 此 说 明 新 期 
HRERO SE AAO SS A, CoN ICD mM Eo eR. BIT 
地 区 各 夫 河 所 有 阶地 的 特征 ,可 用 来 说 明 最 新 构造 运动 的 间 睦 性 。 

当 新 构造 运动 进行 阶段 ;前 排 各 背 斜 层 可 以 看 出 局 部 隆起 作用 ,如 安 集 海 背 糙 层 的 
MELD LAT AM ERE RWS: IL RM AROS MMA, e 
SA TAVLE LEV BM Tae, BRM EERE AEM, 重新 
RHE LARGE, F ERIE, 

Ane FEA FBS ITS SUA AL LH, HERO RR PES AER AT DH 
PPO ORB E, BRIA, 当 二 河谷 发 育 到 第 二 级 阶地 时 , 背 科 中 心 
HO, 使 阶地 在 两 恤 部 分 发 生 倾 料 。 第 三 级 和 第 四 执 阶地 的 发 展 阶段 , RAE 
i) BALIN, 第 五 级 以 下 ,活动 较 超 剧烈 , 受 背 糙 中 心 拱 起 的 智 果 , 阶地 向 北 
倾 圣 迷 五 度 之 多 ,向 南 倾 糙 在 二 度 左右 。 | 

SMCS AMAA, HIE 300K, HAO OMe, SES 
LSPA PS BAER AREA Th th, TELE RS Et A a aS SBE 
ps a WSSU WF AY , TE HY IU ES, 

BG PTA He LAL LAS , 在 发 展 到 第 六 级 阶地 的 时 候 , EAD TDG AB , ii A 
i ESE A Fy PS WB AS ay 7h WE ng ME ay PASE RY BSE 
东 移 动 的 结果 。 

根据 温 去 探测 资料 所 得 , MEAS BEC OHO, 倚 有 隐没 在 山 前 的 地 下 构造 ， 

JCM PA OLE ACSA, MERE ATA FBS, 古生代 以 上 地 层 向 东 不 断 便 科 ， 
深度 过 3,000 米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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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形 带 的 区 划 

根据 起 伏 状 妨 和 发 生 原 因 可 以 划分 以 下 四 带 : “i 
1, (5p aS 8 IO Ay th 
SARS BOR a FE AO BE HRT AL 9 SLL, WF 0a 

is ABA GE SF SS I AS Be il FS ee 
SSA RAE (ie, MeL AG ELE 2,100—3,500 KI, SAE RET Ae a 

FY , ESS = FELL BMT , ELE BS I A, , 066 AS ik Arse LL PIN Be SL A FS 
(0h, , PLP 3 i EP HM A, FAR AT PR AER LL PS Be ME A SO, 

SS OAR DK NTE) BB He LT A RB TE, 山上 显示 冰 斗 和 
于 峙 的 角 崇 ;以 现在 的 气候 条件 来 设 , 不 能 遵 致 流动 冰川 的 产生 , 但 受到 西 来 气流 影响 
的 山坡 ,降水 量 逮 较 多 ,同时 险 坡 积 雪 长 年 不 消 , 故 半 允 风 化 作用 相当 综 烈 ,因此 全 仓 奥 : 
环 侵 倚 在 发 展 中 ， 山 地 峡谷 切 谷 坡 直 沪 落 到 谷底 ， 公 部 形 妨 显示 阿尔 和 卑 斯 型 的 地 形 特 

微 。 
2. 猪 背 崖 式 的 山 符 业 
过 一 带 位 共 前 一 带 的 北面 ,是 一列 由 中 生 代 和 第 三 元 地 居所 租 成 的 山峰 ,地 形 特 微 

篇 一 种 直 乏 型 的 山 价 突出 成 句 疮 状 的 乱 窜 , 各 毯 宣 之 问 ,局 限 着 切割 很 漆 的 谷地 ; 或 高 
位 的 目地 ,过 是 典型 的 猪 背 崖 最 岗 ,由於 岩 性 及 隆起 程度 的 不 同 , 过 一 带 内 又 可 分 成 二 

个 亚 带 :中 山 奉 带 和 低 山 奉 带 。 
Om Ms =o pL eS Tom el ao) 

VERE BT He GS, FT EAE HE AE TG LA ME Oe PEER 

$2 UTES I AS BRR AR AEE SBE HEHE, RR AE I, 
SAAS IE MG REAR LR AE — EBD REHEAT "EO HEAR ME AE 2,000 米 左 右 ， 这 可 算是 
oe VLR TiC ER eds TAR EY HG A tc LP TA SY SN, 

降落 。 
A SURE EF AY MUIR GP WR ARAL LA ,由 侏 加 入 灰色 硬 砂岩 及 四 层 夹 有 煤层 

的 确 岩 所 组成 , 走向 东南 , SELMER AL BL AGE 65", 由 软 硬 岩 层 相 间 造 成 让 一带 内 最 高 的 

罕 奉 ,海拔 高 度 锡 1,800 米 左 右 。 EAE DIAG AS DR ES, DR RR OS HY FITTERS 
AY EAE, WEIL HIZE 1,500—1,600 2K , ICME BME AH 

ACA $83 5 A Sy Aa Se SD HE AE: , RHE AS A FR ES BR 
fee fy AFR AEB AR, PS RT iP, BE AR A I, 
We LAS A RAS BFS BR “ETAT EWA 1 9 Ho 2 Yo i A 

SE ASE DIT LAST FLAY e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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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B DIAL ERC JB, KEE 45° 左右 , POLO RR, 发 生 很 多 不 
DP SOE: ELL 2k EL HSU ee DBE, AR SY Ee HAE BE 
ELSA WIZE REE PE LLP A IE, 

Her Lp-PR NS a) RE FS BG AINE Ht, PRR A we a TAL 45° Zee SEE 
SE ELC DBS SAS ABZ AIR AIA EO RV, LL PRE PRET ET ER 
FEAR, HOS Ls HOSA ER, 横贯 山 春 的 玛 秽 斯 峡谷 下 切 很 深 , 上 部 遗留 有 宽 天 的 阶 
地 ,两 侧 的 支 谷 ,水 量 较 弱 , 逮 来 不 及 把 过 宽大 的 阶地 分 隔 开 来 。 

玛 策 斯 河 宅 过 高 山 春 带 而 向 北 流 , EBS A ER, 折 向 东 流 ,而 成 一 小 段 的 
MOGs ,过 裹 也 就 是 中 山 符 可 的 北 界 。 

而 春 带 的 西端 , 止 於 霍 尔 果 斯 河谷 地 的 东 岸 以 西 到 巴 香 沟 口 ,缺少 猪 背 岩 式 的 地 形 ; 
吉 生 代 释 质 岩 硼 成 的 高 山 直 接 与 大 片 第 四 乞 冰 水 沉积 平原 相 接 触 , 称 坊 努 策 唐 果 平原 ， 
可 能 在 第 四 和气 以 前 过 种 山 存 已 彼 流 水 闽 创 二 中 , 彼 埋 亦 冲 积 层 的 下 部 。 

巴 昔 澡 河 口 的 雨 岸 , 侏 采 绝 夹 煤 地 层 所 形成 的 中 山地 形 又 复出 现 , 但 形状 上 是 得 不 
很 峻 拔 了 。 

(2) 低 山 山 春 带 。 属於 南部 静 纳 斯 隆起 的 低 山 千 带 , 紧 降 着 南边 的 中 山 符 带 , 东 起 
到 条 斯 河 , 西 至 宁 家 沟 河 ,过 吉 有 三 休 平 行 的 单 匀 长 存 ， 海拔 高 度 在 1,200 米 左右 ,直接 
和 中 山 春 带 接 久 部 分 是 和 色 砂岩 和 页 兰 的 互 层 及 紫色 砂 页 岩 , 质 地 较 闫 ,下 有 和 给 走 向 断 
层 , 因 此 构成 一 条 平行 的 止 地, 凹 地 的 北 便 乱 同样 向 北 倾斜 的 棕 紫 色 的 矶 岩层 ， EEE RE 
硬 , BEN CAE, 从 紫 泥 泉 到 玛 秽 斯 河谷 有 一 大 段 公路 是 沿 着 磋 岩 将 南 近 的 波 谷 建筑 的 ， 
(REHAB AL B15 BER DR CSE EE A EF eR, ML 
AE, DR RV IAL RAS HA A DES A 8, BB ETE, PRE 
HR EG BE SAEED EY ALL CY FEBS, FERS , 
BAGS CEM EA ELE I REE, SURO SAE 
yi | REESE LAV OURO ABEL EO, DLA Pe ESR, HE 

系 , AR ECE REEL, ABLOBEREI, O(a we BERN FEBS , BERN da EAE Ro 
Ro HERVE LRG ER , HS SMES, HOT ABER, Gare = Fl 
BAPE, FS L ERR IE Bt LL RE HOR el DL RB, 

3. iy 11 PF Bie Ha ly PADS LA 
过 一 带 主要 是 第 三 乞 地 层 所 组 成 的 背 斜 构造 ,受到 侵 刍 后 形成 长 烈 的 丘陵 地 , 背 圭 

层 之 间 需 一 些 向 匀 构 造 , 补 第 四 绝 以 来 的 沉积 物 所 十 满 ,而 成 袖 大 的 由 间 冲 积 平原 。 
前 山 背 斜 可 造作 惟 行 式 的 排列 ,因而 丘陵 地 亦 因 背 圣 的 排列 分 成 州 多 丘陵 组 合 ,其 

中 当 推 到 和 灿 斯 丘陵 地 最 需 重 要 。 
属於 静 秽 斯 丘 叶 地 的 原生 构造 是 南 翼 帮 而 北 恤 陡 的 不 对 称 的 背 笠 ， 由 认 受 到 释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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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Fa AS: 9 AM = LF SIG ASD eg BS SE , He 

SAE RES I REBUN A EH AEE 1,250 REP ACRE 

PEW SSA PF ERE FUME AOR LS RY YE, 9S = 2) a Pa PR 

色 岩 系 所 粗 成 ,过 部 分 受到 新 构造 速 动 的 影响 最 大 , PL Re i Ae 

层 与 砍 色 兰 系 接触 ,因此 北 层 的 山坡 题 得 比较 陡 创 ,前 端的 杂 色 兰 系 被 侵蚀 成 篇 一 行 深 

DBA) $95) GF , 候 伏 在 丘陵 之 蓝 成 仍 第 四 列 沉 在 的 残余 园 息 。 

nt PER Ce IEE il LL cee a. 

地 。 

RAF BAO, He 4c. ROE FES Pas, aa 1,200 88 ME a 

RGR 66°, 因此 坡度 亦 显得 很 陡 创 , ICRA RAR, LEASH MBSR 

组 成 的 丘陵 , LEE, 顶部 平 绥 , 六 有 第 四 多 初期 的 碟 石 与 黄土 , 平整 地 覆盖 在 上 面 。 

背 圣 中 心 部 分 露出 老 第 三 志 的 下 篆 色 岩 系 和 和 才 色 岩 系 背 斜 屋顶 部 破 效 稚 便 合成 答 谷 

地 。 北 层 以 正 断 层 和 与 亲 色 岩 系 及 蔡 棕 色 系 接 镭 , 吉 些 岩 层 痢 被 分 割 得 比较 低 矮 污 所 TE 

北 虱 前 称 屏 立 着 第 四 各 古谷 碟 石 层 所 和 组成 的 丘陵 ,高 出 山 间 平原 狗 百 饼 米 , 因 确 层 较 能 

抗拒 侵 鲁 作 用 ,所 以 题 得 悉 崇 突起 。 

安 集 海 丘 陵 地 是 一 个 比较 新 近 隆 起 的 搁 曲 裤 造 ， 高 出 地 面部 分 由 芒 棕 色 系 及 矶 岩 

系 的 下 部 所 构成 , 南 圳 倾斜 只 有 9°, 北 丑 较 和 急 , 因 而 丘陵 者 现 得 非常 平 绥 , 除 大 河 切 穿 部 

PVA Te BH ZARA, 其 余 大 部 向 保 持 完 整 的 拱 形体 。 中 心 部 分 还 现 出 方 

山地 形 。 

安 集 海 之 西 坊 独 山子 丘陵 地 ,构造 上 是 由 秩 色 岩 系 所 和 组 成 的 平缓 背 余 层 , 独 山子 背 

斜 导 篇 奎屯 河 及 一 放 秦 的 老 河道 所 切断 , 因此 形成 了 三 段 丘陵 ,东西 南 段 最 低 ; 甚至 一 

部 分 彼 埋 在 第 四 构 沉 积 复 , 只 在 地 平 烷 上 了 略 见 得 一 些 起 伏 , 惟 中 段 隆起 最 高 , 独 山 子 因 

ii OR ES Hy BRE a Fe ae it TY, PE 750 ORI ID EYE DR, BR BSR 

Fs Bie ak 6 Be AR > eR AS Li) BG , PE) A ESET, 时 十 特意 时 ,洪流 也 

A ie A OME, , FA Tt AE AT BE A Be 

Hy PROTA, HIE He RAIA, Lt EE 1," E ea Redd ee DER, tL 

AB ARF CHS HEN , 1 BEATZ 5 OK , WAT WS CLE BY RA A 05 5 Re , (SEE AAS 

大 的 火山 口 , 目前 已 停止 喷 出 , TAGES FETE MEAS ey OA, AT ee, TE 

山 是 沿 着 背 作 顶部 的 断裂 喷发 的 地 层 及 深 上 处 的 物质 , 者 和 有 崇 油 构造 有 直接 央 保 。 

独 山 子 以 南 , 由 第 三 杞 地 层 租 成 的 丘陵 地 , PC WR ELT PA fh, te 

留 一 些 赎 从 而 不 大 高 的 起 伏 。 

从 背 儿 构造 分 解 出 来 的 丘陵 地 之 间 , 穿 播 着 大 片 的 冲积 平原 ,在 构造 A 

ey (a) Seb > , FES AT SAG RABE AY F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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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亦 新 构造 到 动 的 影响 ,平原 面 不 断 地 隆起 ,大 河 深切 在 冲积 层 下 部 的 基 崇 圳 。 目 

前 平原 面 上 不 再 承受 大 河 带 来 的 物质 ， 只 堆积 一些 就 近 从 丘陵 促 冲 刷 下 来 的 石 确 和 泥 
沙 ; 履 盖 在 古 沉 和 芒 层 的 上 面 。 一 般 沉 积 物 摘 都 较 粗 大 ,地 而 是 得 很 乾燥 。 趴 然 过 带 的 十 

量 少 ,但 在 大 河 两 岸 ,开始 有 深 没 的 发 育 , 它 和 山 前 四 冲 积 平 原来 比 志 , 冰 局 於 高 平原 的 

类 型 。 
一 部 分 发 源 於 天 山北 坡 不 很 长 的 河道 ,水 量 很 少 , 没有 能 贯穿 下 部 的 底 岩 ;, 但 常 在 

山口 坡度 狂 换 点 上 HARE, 有 的 也 切 在 黄土 和 碟 石 的 沉积 物 吉 , 造成 各 级 黄土 和 

确 石 阶地 , 像 宁 家 河 十 侧 就 有 过 一 类 阶地 的 分 侯 。 

过 些 平原 上 也 有 彼 费 春 中 断 的 十 河道 的 遗 踊 ， 上 面 覆盖 黄土 性 琅 土 或 近代 的 沉积 

iy AME SS SHES ,都 是 从 前 老 河道 流出 的 谷口 。 

4. 山 前 凹陷 堆积 平原 可 

本 带 在 构造 上 是 凹陷 地 区 ， 上 部 堆积 着 第 四 克 和 现代 的 疏 将 物质 。 ERTS 
AES PEL — RR, 都 不 见 有 原生 兰 的 露头 ,形成 一 片 广大 的 坦 落 平原 EE 

南 到 北 , 可 以 分 成 以 下 三 个 类 型 。 
(1) 联合 洪 积 局 形 地 ”丘陵 地 前 糙 分 做 许多 大 小 不 等 的 洪 积 局 互相 联接 而 成 山 蕊 

洪 策 平 原 ,一 般 坡 度 在 1 一 3" SH, LRBRBML, PARE RAM, Bee 

的 地 方 , 可 斋 於 耕种, 其它 都 是 生长 乾 旱 植物 的 荒地 。 

Pi LE BEBOALSE, CAE, TLE RRA ARE, 容易 受到 机 械 风化 作 

FA, BULA ARB Fis HERE Te EE, BS A BY 15°, 坡 面 较 洪 积 局 万 

ISROIR, ESA ERE THEE oi Hu ie Se EE ES Be 2 
Tk, RAE BUEHE UMAT , SEW EAR, LP Re PA 

i HERE UB AS Lit EKO RE EM AOA BRUCE HY Pk 
(2) 古老 洪 积 平原 “从 由 前 冲积 局 形 地 中 ， 渗 出 许多 泉眼 ， 联 接 各 些 泉 腿 而 成 泉 

入 , 此 者 以 北 积 水 很 多 ,产生 很 多 沼泽 ， 甚 中 满 生 芒 昔 及 其 他 水 生 植 物 。 下 水 面 较 高 的 
地 方 大 部 开 成 耕地 。 过 圳 已 是 冲积 局 的 最 外 图 部 分 ,只 有 和 细小 的 粘土 和 砂 颗 粒 ,才能 沉 
MDB, KOBE, 在 三 道 河 子 北面 东 游 所 见 剖 面 , RAS 

一 米黄 土 状 的 灰 黄 色 粘 士 , 呈 鲜 片 状 构造 ,下 部 篇 灰 棕 色 的 粉 砂 ,其 中 夹 有 锈 斑 ;, 然 疑 适 
守 是 昔日 浸水 的 地 区 ， 就 是 乾 河 床上 也 沉积 着 竹 小 粒 的 砂子 ， 惟 有 最 微弱 的 间 鞭 性 流 

水 ,才能 玫 动 过 种 细小 的 物质 。 
BAL SERRE AB BLAME RAE, RBM K, CUE 

pir tH ARAB OR BEE Hai I Re Le, HER ee, 
WSR FE BY BE ALS i ZEB A SE A BS 

G3) BAA FED By a GD a, 3 ak >,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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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d £5 ER SE PD A, 150 毫米 ,地 面 海拔 在 1:15 —216 9 I), eS Sy 

A>, ARG LAW ERTE . PAHs ME AY EA ada, CESARE BI, RAS HHT AEE Ze 

WAC AD Ae TE EB TE, EPA BEES PB DA EY 

风 方 的 分 加 作用 , 停 积 粒 级 较 高 的 物质 ,形成 长 休 状 的 砂 丘 或 形成 散在 的 砂 丘 。 

更 策 斯 河 的 东 岸 ,是 长 列 状 的 马 足 砂 丘 , 状 如 波浪 起 伏 , 一 般 走 向 需 S20" W See 

面向 WwWN， 倾 科 22°, 陡坡 一 面 网 40°, 砂 丘 高 出 河面 32 米 ， 和 从 分 佑 的 形式 来 看 , 除 

去 主要 的 风向 以 外 ,有 水 有 其 它 不 同方 向 的 风 , 写 和 主要 的 风向 形成 一 定 的 角 庆 。 砂 乓 上 

有 明显 的 砂 奉 , 较 组 的 一 面 , 往 往 朝 向 主要 风向 的 一 面 。 

到 和 斯 河 以 西 , 分 侯 着 长 休 的 砂 丘 , 高 度 移 10 米 左右 ， 砂 丘 物质 很 竹 , 铀 河 床 沉积 

物 有 关 ,活动 方 向 需 SWW, 过 类 砂 丘 的 发 生 ， 以 由 区 物 质 供 答 来 源 贫乏 有 关 , 砂 丘 闻 的 
平原 ,有 一 部 分 已 引水 灌 浙 ,天成 耕地 。 

水 量 特大 的 静 秋 斯 河 穿 双 过 个 砂 丘 带 , 形成 宽广 的 泊 积 平原 , 过 一 段 河道 两 侧 保 

存 三 到 四 般 阶 地 ,上 留 湖沼 释 乾 后 的 产物 。 最 低 阶 地 只 有 4 ORC PALE) ,河中 沉积 ， 

含有 黑色 的 物 砂 ,河道 曲 流 十 分 发 连 , 常见 很 多 广 秦 的 牛 琶 湖 , Io Ae RAS 

大 胡 桐 林 , Fe RRB Tay LAUER 

(=) 第 四 组 以 来 的 地 形 发 展 过 程 

1. 天 山 前 入 止 陷 中 的 互 厚 沉积 , 绝 过 第 三 筷 上 痢 炉 剧烈 的 往 敏 以 后 ,流水 进行 任 侧 

作用 ,到 第 四 想 初 期 ,前 山 带 中 产生 大 规模 的 冰 水 沉积 , AB A HT ER 

上 .凹陷 的 向 斜 部 分 以 及 宽 坦 的 谷地 真 。 

在 黄土 状 的 粘土 层 赴 舍 有 介 形 部 上 贝 赤 , 表 示 第 四 构 期 的 气候 是 油 泣 的 。 

2. 第 四 纪 中 期 造山 活动 校 趋 强烈, 天 山 降 起 ,使 前 由 地 区 相对 地 上升， 因而 顺 向 符 

下 切 很 深 , 一 直 贰 穿 到 原生 的 构造 的 底 岩 圳 ,其 隆起 量 可 由 各 大 河 的 下 游 竹 横 剖 面 中 桂 

察 出 一 部 分 。 隧 着 顺 向 河 的 下 切 , 沿 软弱 的 地 层 产 生 放 多 次 成 谷 , 浪 而 发 和 后 了 顺 向 和 遭 

问 的 法 谷 ， 屋 成 一 幅 格 状 水 系 的 图 式 。 山 前 地 区 开展 广大 的 洪 积 局 ,而且 逐 当 联 接 起 

来 ,但 由 故 山 口 以 内 的 地 区 不 断 隆 起 , 谷地 下 切 很 深 , 相反 地 使 山 间 平原 内 部 的 老 洪 积 

局 停止 增长 ， 而 老 洪 积 届 内 的 地 下 水 量 , 亦 因此 沽 少 , 山 前 的 平原 区 因 冰 期 以 后 山 前 纪 

积 增 厚 水 源 城 少 ， 湖 沼 范 围 逐 淘 熔 小 ,而 现代 洪 积 和 范 围 反 而 搞 大 起 来 。 集 水 面积 较 小 

的 河道 ,显著 地 和 缩短 ,在 今日 荒 法 上 残存 的 乾 河 道 , 膛 保持 着 货 日 河水 佬 蚀 的 形态 。 

河水 基 减 少 , 使 地 下 水 位 降低 (由 上 野地 饮 探 资料 上 看 来 , HP AS Ay BE AY 

上 层 以 下 16 米 ) 由 套 平 原 继 梯 ， 洪 积 型 的 沉积 深 洒 篱 风 积 型 的 沉积 物 所 代替 ,而 且 搞 张 

砂 乒 面 积 , 鹏 明 第 四 丰 以 来 地 质 作 用 的 营 力 已 有 很 大 畏 几 

(地 形 相克 员 ; 周 女 从 、 徐 近 之 、 央 信人 . 陈 治平 , 朱 长 交 、 慎 福 请; 状 舌 人 : 出 站 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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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疆 的 自然 地 理 人 条件 

(—) 北 疆 的 自然 地 理 位 置 

ALSE OLS HERE 82—91°, ALE 44—49° 之 间 , MAMAN 30 余 万 平 方 公里 。 估 据 

欧 亚 大 陆 的 中 心 , 赵 亚 寒 温带 的 大 陆 性 区 域 。 在 水 平地 理 带 上 ，, EAD SP Be eS 

长 而 塞 沦 的 冬天 ,年 平均 温度 3 一 10”C Zi, 年 降水 量 150 一 200 EK, 主要 土壤 类 型 

BIKE AHL, FAREED. Reaumuria Soongarica (BEX) BEN NEAT. 

(=) Abn R AEH EAMES E 

Ak SE BE DE US fh HAS A>, BEAL AS Bs LR PAL AS ES LW A, 

(ia) BE 28 SE VE Ta) Se ES, LA SEY He De BC SR BY AS Pd AS SF LL 

[iy EES Fy FE Ly Mt Se AB eS LL Tee FR Re es LL Le PES aH, | Ha 

A He lee FE ie |, AR LL, Aa LAER, 形成 了 不 同 的 自然 景观 和 不 同 的 垂 丰 

景 而 带 结构 ,所 以 相应 地 也 就 能 把 它们 划分 乱 阿 琐 泰 凸 、 准 噶 策 界 山 、 天山 .和 和 准 嘴 簿 等 

四 个 自然 地 理 区 。 | 

oe dé St -b oe He it 

(一 ) 北 疆 的 土壤 地 理 规 律 

Ae Sia 0 PRs RRR) , HOTZ EME , 土壤 作 入 一 个 地 理 体 来 悦 , EE ARTE RS BUC 

Ei) Fy SS SI SLATE, SRS AY 1 Sis SB AL SAE FES HU AS A SP 

i — 77 Tl 

Ta AE AEE ee AS +, FER TA AY 1/100 BRAY “Ab Sees fal” 上 就 可 清楚 地 

7B BI) , ko HE BEALE Hii AB AA sl C5 Fi] A a, ESE ATS TRI REE 

iim BE ,到 天 山地 区 ,地 形 双 重新 开始 上 升 ABE th Bias Ak — (1h ST is He 2 ds RA 

水 平地 理 带 来 进行 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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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 sha 7S ES 

SEA ; DAP AT AR 1 AS A I RE, PS RE 
US 5 EF) EIA AR TE Dae FA PA A Ls Usk AE AC I DCA RA AO A RTE 
Fa RTE TOME , ZEA  - FF  2 FB Y e  W —S E 
重要 的 经 济 意 闵 ,以 下 我 们 要 讨论 的 。 

一 -一 一 -一 - - 一 

« 
1000 «= (1200) Gio) Oe (i100) 

一 一 下 oo (700) © 

‘Mia ory WH em 
D ML POR A PG KB Sil se KM 
@ Pols Pres HG Ls HN te 4 © live Vi ps 

Det AG AC 0 TL I 4 Dili Ne Pe WA Me ae at 

Pilih Rie 4H DAT Khas 

D2 aap A Oe Ls PO A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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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是 关 放 下 让 带鱼 构 的 规律 问题 ， 也 是 非常 重要 的 , 它 不 但 反映 了 当地 水 平地 
玫 的 特点 ;而 且 鳞 山区 特点 有 很 大 的 关 傈 , 如 阿尔 泰 地 区 偏 北 , Bok LS 
的 大 陆 性 垂直 带 和 结构 类 型 ， 需 高 山 和 亚 高 山 草 多 带 的 高 山 和 亚 高 山 草 旬 土 -一 森林 草 
原 的 灰色 森林 士 一 - 灌 林 草原 的 目地 了 对 钙 士 一 荡 江 草原 的 棕色 荒 汉 草原 土 的 垂直 带 
系列 ;相反 ,在 天 山 , 由 於 地 位 偏 南 , 就 成 需 温 带 大 陆 性 的 垂直 带 竺 构 , EB 
一 一 山地 森林 生 草 腐殖质 黑 棕色 土 ( 暂 定 ) 一 一 出 地 药 钙 土 土 的 垂直 带 和 结构 系 烈 ; BH 
面 ,在 节 饥 尔 , 距 然 地 位 偏 北 , 但 由 於是 一 个 孤立 的 块 状 出 , AES BER 
成 了 由 山地 票 钙 寺 一 一 山地 黑土 直接 向 亚 高 山 草 甸 填 的 过 渡 。 Alb, 过 显然 是 三 个 不 
同 垂直 带 的 烙 构 类 型 ,过 也 就 是 我 们 将 汪 三 个 山区 划分 需 三 个 不 同 土 区 的 根据 ,过 三 
[UGE SARE Ait NRE, FORMA RE, OLR 
完全 反映 了 不 同 的 自然 地 理 休 件 。 

(=) 北 缀 的 土 桔 分 大 

我 们 的 分 类 主要 依据 下 列 原 旭 : 
1. 土 芒 所 处 的 自然 景观 的 特 人 向 

因 篱 土壤 作 篇 一 个 自然 历史 体 ,必定 是 一 定 自然 景 疯 的 产物 。 
2 .成 十 过 程 的 特征 

不 同 成 十 条 件 表 现 需 不 同 的 土壤 形成 过 程 中 ,如 生 草 过 程 ,泥炭 化 过 程 , 灰 化 过 程 ， 
草原 过 程 ,荒漠 过 程 等 等 。 生 些 不 同 的 成 士 过 程 必然 会 形成 一 些 不 同类 型 的 ;各自 稳定 
的 土 廊 剖面 形态 , 一定 的 理化 性 状 和 自然 肥力 。 

3 .经 济 利 用 的 不 同方 式 
因 和 需 在 分 类 中 也 要 反映 出 不 同 的 利用 方式 , 如 森林 土壤 ,草原 土壤 , PEA Ay 

壤 应 各 探 取 不 同 的 利用 方式 ,这 是 急 容 置疑 的 ,就 是 在 同一 垂直 带 内 ,不 同 土 类 ,以 至 训 
亚 类 在 利用 上 也 是 不 一 样 的 。 
根据 过 种 思想 ,我 们 将 阿 簿 泰 - 蛇 馈 簿 山区 的 土壤 初步 地 手 定 了 一 个 分 类 (到 i 

=. — bry At as Wy Ma AY ce RR 

(一 ) URSEL Bt Ee eee 

1. Pr FS eS EL AS AE 

HA BEAR AR BAD] Bl eI ee PP PS Ye ES HERE 87 一 92" ALE 46 一 
49° Zit, SR, A Pa = POR i ie LY Sea AB, MEWS PA re ek FIR ee oe 3 
种 地 理 位 置 就 决定 了 写 的 极端 乾 旱 性 和 大 陆 性 ; BHR AEM UAE, WAR, AT 
以 亡 束 全 面 地 完整 地 反映 了 商 正 的 亚 寒 温带 大 陆 性 的 垂 丰 带 千 构 。 可 以 参考 下 图 : 



自然 最 观 带 

, SRPSPPLBSCBM-ER 

BBSFTHRSAHSRE 

SRE TF HBRR 

Rl SRSBARARUEtRHAR 

ck mY | - 种 | 分 伟 地 点 PROS ， 
* * 

。 | Rai, FO AS, AL 
Awe | Kms, ee 

Hi SY LAR, BOM 

Ca eee et ae 

TAME MRS | ALA AR OR 

山地 灰 化 土 | 生 草 灰 化 的 a5 RAE Sal MR PUB aga SL mst 

2 AR fo De 
| 林 更 新 和 人 工 造林 。 

aereRIRUC, eA moe 
育 工 作 

山地 灰色 森 
林 土 

上 地 黑土 

HET OR Me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布 希望 的 冬季 牧场 。 

a FEE MR A PE 

Uy Set FES ot 

AP AL TS SLIME, me 

REPU RIE CT ME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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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U FORE ay 
; f Hae ee 

1. EAR EE 1 
2. 灰色 森林 十 | 

ts 95 3, PARSE (Hk) 

石 在 亦 棕 色 山地 棕色 荒漠 草原 土 
荒漠 士 

fi] 3 阿尔泰 西南 坡 垂 直 带 千 树 图 式 

过 种 竺 构 的 垂直 分 带 性 在 地 貌 景观 上 , 植 破 上 ,土壤 上 以 及 元 素 的 地 球 化 学 行动 系 
烈 上 都 得 和 到 了 综合 ,至 面 的 反映 。 只 有 我 们 深入 地 研究 过 些 景观 因素 及 其 相互 关 傈 , 才 

能 使 阿 簿 泰 得 到 合理 的 利用 。 
’ 2. MMR BREA ARH BLE 

PA Bl A Ae SAP ALS EO, PT PS TAT HSE A oe 

南 坡 上 的 分 配 是 不 均匀 的 ,由 西北 往 东 南 逐 渐变 得 更 加 乾 旱 。 EPA 
成 篇“ 近水楼台”, 且 访 段 山 版 的 南北 走向 利 认 地形 雨 的 产生 , 因 之 地 形 十 丰富 , 所 以 

在 卡拉 斯 山区 分 傈 有 特殊 的 红 松 (Pinus cembria) \ 瀹 杉 (42ies) 等 树 种 组 成 的 泰 加 林 型 ， 

相应 地 也 发 青 着 能 度 灰 化 的 生 草 亦 化 士 。 它 的 垂直 带 和 结构 是 高 山 草 名 -山地 森林 

一 一 森林 草原 一 一 灌木 草原 一 一 荒漠 草原 。 
相反 ,东部 , 在 小 清河 一 带 , 大 西洋 -北冰洋 水 汽 到 此 已 需 “ 强 反之 未 ”了 ， WBE 

MARS See Fe BE FUME WS FS SE SB, PAS LL aS EY 
PRE AS Le fe] —— te Ly ta SR ——_#eh-S . —EARCS JR—— ASE 
FR, 

PR ESI PG ATS RATHER SR, CEPR ACAD Sat RP 9 EAS HS A SS LL 
甸 一 一 STAM ABV KA, 

(=) WHEW RTLREE SHA at 

1. 高 山 \ 亚 高 山 草 多 和 草 旬 草原 带 

(1) 纺 的 特征 

一 般 均 在 2,300 米 以 上 ,向 东 合 形 升 高 。 过 庄 是 一 个 在 第 三 纪 中 期 开始 上 升 所 造成 

的 古老 效 平 原 , 相 对 高 差 不 大 ,由於 上 升 的 差 以 和 内 性 的 不 同 而 形成 一 些 波状 起 伏 的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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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 和 个 别 高 山 。 在 高 山地 带 有 明显 的 冰川 办 型 地 形 ,在 亚 高 山地 区 ,只 然 也 去 冰 
川 所 留 下 的 冰川 谷 、 冰 矿 湖 等 地 形 ,但 由 艾 高 处 的 物理 出 解 , 融 雪 时 的 块 体 移动 ,地 形 在 
很 大 的 程度 上 不 断 地 狼 现 平 , 衍 佛 成 吉 一 个 广 关 的 高 原 。 a 
SREY IB EU, 冬季 积 雪 在 8 个 月 以 上 , LAIR IK, 7K EKS MR 

情况 下 以 固体 的 状态 存在 ,所 以 流水 侵蚀 网 发 育 得 非常 弱 。 
者 一 地 带 中 最 主要 的 和 分 优 最 广 的 是 亚 高 山 草 旬 土 ， can 

$2,800 米 以 上 的 高 山区 。 亚 高 山 草 名 草原 士 只 是 在 最 东 进 的 清河 县 山区 有 小 志 的 分 
做。 此 外 ,在 山 间 止 地 和 宽 谷 庄 有 山地 沼泽 土 ,以 下 分 钱 之 s 

(2) 主要 土壤 类 型 的 描述 
(A) 腐殖质 高 山 草 名 土 , 它 主 要 分 佑 在 2,600 BY 2,800 米 以 上 的 高 山区 ,其 植 秘 组 

成 都 是 一 些 高 山 种 属 ， 如 局 先 芳 属 (Pedicullaris), 漏斗 菜 (Aguslegia glandulosa), i it 
HZ (Phleum alpirum), 西伯 利 亚 火 线 草 (Leontobpodiruma sibiricum) SAE 

般 在 40% Acti. ABMS HH AR, WIL, PBI 2, 800 DA fbf Be 
BPM (Festuca) WRAP , TER MAHER, TG 1, A AE, SIs 

拉 斯 山区 可 以 降 到 2,350 2K, TH MEA (Betula rotundifolia) {5 Fl I MES, MBH 
AUER ABE. | 

高 山 草 甸 土 的 主要 特点 是 ， 
第 一 : HRN DK Ua, 形成 大 片 的 “ 石 海 ", 所 以 成 二 过程 不 稳定 , 且 在 春季 

融雪 了 时 往往 容易 发 生 土 层 的 块 体 移动 ,所 以 往往 有 埋藏 层 出 现 。 
第 二 : 由於 氧 候 寒冷 ,微生物 活动 很 弱 , CORTE LE, A KE, 因 之 

在 土壤 表层 进行 弱 度 的 泥炭 化 过 程 , 呈 较 强 的 酸性 反应 ，pH 值 一 般 在 5 以 下 。 BR 
BUTE. 

SPS: Hea AE LOK PAR RANI A, FEZ Be RY SAA A a Eh PE 

土壤 剖面 一 般 都 表现 有 鲜明 的 棕色 。 
石 质 蒲 层 的 高 山 草 甸 土 我 们 就 不 群 和 讨 险 了 ， 现 在 就 将 一 弱 度 泥炭 化 的 高 山 草 名 

土 的 具体 剖面 配 多 列 於 下 面 以 供 参 考 。 

剖面 号 :Ar 

剖面 地 点 :青河 县 大 海子 坡 唱 W 40 S, 海拔 3,050 米 。 
PTFE HE : 

0 一 2cm; Hit Z BUF; 

2 一 12 cm; PAI), ARK, HIRE RH LR A OT ZA, AGE, BR, 

pH = 5.30 

12—27 cm; 温习 ,鲜明 的 棕色 , BRD ZOE, RRR, PRIS, RR, PIZERUERY 

ee EA, pH =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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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6 cm: HRI, Pte, SRE, AIK, BA PRS A HE, PH=4.65, 

Ay AER EX ‘ 

68—87 cm: FRE —BR Ft, BAI, ARS, ASAE 10 BADE: pPH=5.27 

(B) ARR SWS ee ERMA Ute BRA, Ee 

api FE 2,300 —2,600 米 之 间 的 亚 高 山 的 古老 准 平 原 地 区 。 植 被 组 成 中 禾 本 科 的 比重 增 

大 ;以 狐 荡 -小 粮草 篱 多 。 在 东部 比较 乾 旱 的 生 河 地 区 甚至 在 高 山地 区 有 蓄 属 出 现 , & 

(ra) Pej A AR UES , 间 革 的 羽衣 草 就 合 估 优 玲 , 在 阿山 县 的 亚 高 四 地 区 形成 羽衣 草 - 委 陵 某 - 狐 

FBS, US, tk LARA RIAA 

亚 高 山 草 甸 十 区 别 亦 高 出 草 旬 主 主 要 是 在 4 一 8 SKE RHE wes Pe 

BAMA EMER, ERAS RAR, 故 未 染 成 褐色 或 瞄 灰 棕色 。pH 值 一 

般 均 在 65 左右。 土屋 厚薄 不 一 ;多 在 30 一 50 厘米 之 间 。 伍 往 东 草原 化 过 程 涿 渐 释 得 明 

是 起 来 。 
以 下 列 剖 面 乱 代 表 

剖面 号 :F4 

剖面 地 点 : 富 区 友 索 责 斯 拜 的 一 个 古老 准 平原 的 低 山 , 坡 向 正 南 ,坡度 12", YH 2,500 米 。 

ARES 

0 一 3 cm: EX—F Ae, RUFMMUKESRA SRM, RE, ERB 

ilies He BEE , ME PER IIE, PH=6. 36 

3 一 12 cm; FAIS, Ae, MAR, MAS, e, BRE, MIR RE, pH= 

5.97 [n) Pie ea AN AAR, : 

12—50 cm; 温润 , 棕 , 碟 质 轻 壤 ,在 26 BORD HU, SEE, RZ, SIL EB RR 
Hifi, PETER LE, IAF ES Sh EYE, PH=5. 85 

50—81 cm; VAI, RE, BRS Zw, REE, RABE 20 BKUELZA ree 

A SiR, PH=5.92 

8icm 以 下 : 需 片 麻 岩 风化 而 来 之 粗 砂 ，pH 王 5.96 

(C) 亚 高 山 草 甸 草 原 土 ” 它 主 要 只 是 分 做 在 阿 锁 泰 东 部 的 亚 高 山地 区 ,由 於 气候 

Pi PHAR SS RCL, 蒿 植物 出 现 , HE eS IS LS ey A A LB 

高 山 草 旬 士 的 最 根本 区 别 在 於 草原 过 程 得 到 充分 的 发 展 。 在 阳 坡 它 直 接 奥 山 地 栗 钙 土 

UE, LRA RRM SRE ZAR, 生 草 层 中 腐殖质 含量 不 高 ,有 团 

粒 和 结构 。 此 外 , 根 下 层 有 碳酸 钙 的 聚积 也 是 它 的 重要 特点 之 一 。 pH iS PE, 具 

体 可 参考 下 烈 的 土壤 剖面 记 凶 : 

剖面 号 :Bio 

剖面 地 点 :清河 县 岂 德 山谷 之 一 小 山 , 坡 向 南 52。, 坡 度 23° 个 ,海拔 2;550 米 。 
剖面 形态 : 

0 一 2cm; ALS ht, FAR, BAK, FE4P BS EZ Re RM; PH=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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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 23 cm; A fit: FOUR, RPh, OME— HEE, MH, BS, RS, Ae RA, 

SF WATE, MMAR, PH=5.99 

23 一 45 cm: By Fit, HBURW , tx, QZ a — AF) BRS METER IZ 

Ha, PH=6.34 

45—60 cm; Bz fit, PEAR ER, DIP BUC ZH Ba: MPRA RRM, ee Pa 

PA ETH IM, HOPE AL HG ZY, pH 一 6.80 . ¢ 

60—90 cm; C fit, FAURE, HRB AVR Bb, Ha-Ha 

ft, TOPE AE ZN, PH=7.00 i 

(D) 山地 沼泽 土 ” 由 於 阿尔 泰 的 亚 高 山地 区 的 淮 平 原 地 形 ， ER | 

因 之 普 逼 的 在 山 闻 凹 地 形成 斑 块 状 的 草 甸 襄 译 , 也 就 是 低位 妆 泽 的 一 种 类 型 ,中 然 个 别 

的 冰 水 湖 ( 如 中 海子 ) 有 很 深厚 的 泥炭 ,但 其 上 仍 篇 苦 属 等 水 生 植物 生长 , 范 未 发 展 向 过 

滤 沼 涅 。 所 以 我 们 把 它 攻 名 於 腐殖质 沼泽 土 一 个 亚 类 。 根 据 左 . UL. 格拉 西 莫 夫 院士 的 ， 

意见 ,可 按 泥 炭 层 欢 的 厚度 来 划分 篇 土 种 。 Je 

Le! 

(4) v6 RN HR AB + 

W i W: By 

UT BA = ET RR 83 Uk RAT BATT AA, HER 2, 322K, su eMC. 

剖面 形态 : 

0 一 11 cm; 混 漳 , 黄 , 壤 荡 草根 装 所 形成 之 草 塔 ， 

11—22 cm; 浊 潮 , 蜡 灰 发 黑 , 篇 沙 草 植物 残存 之 根系 ,但 大 部 已 进 到 了 嫌 气 性 腐 解 , 信 部 

分 还 以 完整 的 根系 保存 下 来 。 

22 一 30 cm; 滁 滥 , 黄 , 含 附 解 度 很 小 之 泥炭 ,如 黄色 箔 此 一 样 。 

30 一 82 cm; 光 刘 , 黄 棕 ,一 切 同 上 ,只 是 颜色 稍 深 一 点 。 

82—100 cm 以 下 : SACU AVE RR, JEM RE 

(B) 4 ft @ HE ve RN BA AM + 

剖面 就 :Fs 

et) ial Sa A: ARR eB IT PRAY Ls PS St PH 2,480 米 。 if) 

剖面 形态 : 

0 一 9 cm: 草 旬 后 , 刘 油 , 深 棕 ,主要 篇 莎 草 科 的 根系 , PBL AT NEE, ME UTE I, 

RUF With PE, pH=5.22 

9 一 28 crn; if -YE RAE, WOU, PRP, 中 壤 ， RAR, ER AT Te 

H DRS BHR ATOR, PH=4.93 

28 一 43.cm: 泥炭 化 导 ,潮湿 ， 蜡 棕 , 其 中 还 保 有 个 别 黑 色 或 灰色 的 植物 残片 ,与 下 慎 

Wi, PH=5.12 

43 一 53 cm: VED EAR, WA — A, EI, RF A PE, 

pH=5.60 

53 一 100 cm: FPS Ji GRU, Ha BAKE TRAE 6% , SC AE, a — a, 

pH=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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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 高 山 森 林 和 和 森林 草原 带 

(1) 狗 的 特征 

森林 和 森林 草原 带 的 最 观 就 大 乱 不 同 了 ,首先 是 在 地 形 就 开始 了 一 定 的 水 角 制 急 ， 
iP, BD BR WCE He HU ES fi » BT) DC ASAE Fs PRR KA 条 

林 一 般 多 发 育 在 队 坡 ;而 阳 坡 篱 灌木 草 旬 草 原 , 故 队 阳 坡 差别 极 乱 明 显 。 

”过 一带 狗 的 来 说 应 当 以 森林 草原 乱 主 , 温 点 还 不 只 是 说 写 在 表面 上 :人 险 坡 是 森林 ， 

阳 坡 是 草 旬 草 原 ”,， 就 来 决定 它 是 森林 草原 景观 ; LEE HOH A LAY 

内 部 和 结构， 人 

的 特点 的 讨论 中 可 以 充分 看 出 。 

但 过 一 带 生 高山 , 亚 高 山 草 甸 和 草 旬 草原 带 一 样 ， 自 西 而 东 有 明显 的 释 化 ,同样 在 

西部 的 卡拉 期 山区 由 套 瀑 油 , 而 形成 泰 加 型 的 森林 , FA, GH RR eS I 

以 落 革 松 篱 主 的 森林 草原 ,所 以 我 们 才 称 之 篇 亚 高 山 森 林 和 和 森林 草原 带 "。 

另 一 方面 过 个 带 也 不 是 自 上 而 下 都 是 一 样 ,往往 向 上 熏 亚 高 山 草 名 草原 逐 新 过渡 ， 

而 形成 森林 草 旬 的 形式 , 癌 下 和 与 灌木 草原 逐渐 允 滤 ,使 灌木 成 分 在 森林 中 加 大 。 过 样 在 

土壤 中 就 表现 向 上 是 腐殖质 加 大 , PRAT. 所 以 土壤 是 很 清楚 地 反 

映 了 滞 种 天 傈 。 

在 过 种 森林 草原 篇 主 的 地 区 篱 灰色 森林 土 类 型 。 在 泰 加 林 下 乱 生 草 灰 化 土 类 型 。 

(2) 主要 土壤 类 的 描述 

(A) 山地 灰 化 士 ” 主 要 分 售 於 阿尔 泰西 部 的 卡拉 斯 山区 ,其 植被 类 型 篇 西 伯 利 _ 
亚 落 革 松 (Larix wiica) 十 西伯 利 亚 弛 松 (Pirus cembra var. sibirica)—B i (Va- 

ccinium)—YKR (Agropyron)— mee, MAB AMBRE + HATE 

(Abies  sibirica) + 324% (Picea obovata)—72.& (Lonicera)—%4eB# , CEPA CE 70 % 

以 上 ; 题 然 它 是 一 个 泰 加 林 型 。 

但 过 种 土壤 在 灰 化 上 站 不 十 分 明显 ,内 然 过 样 好 的 森林 覆盖 , (EER AIRY Ag 

层 , 相 反 的 是 林 中 昔 太 特别 发 过 ,所 以 我 们 认 息 这 种 “ 生 草 ” 尝 程 也 是 特别 的 。 但 生 草 层 

是 明显 的 。 

藉 化 程度 在 不 同 母 质 上 表现 强度 六 不 一 样 ， 一 般 在 比较 粘 重 的 母 质 上 表现 较 和 起 清 

楚 。 现 将 个 较 乱 粘 重 母 质 上 的 生 草 灰 化 土 的 剖面 描述 如 下 : 

剖面 号 : 布 18 

al HBA > 布尔 建 县 卡拉 斯 山区 ,嘉定 山谷 南面 的 山上 ， 队 坡 , 海 拔 1,750 2K, HEE 20°. 
剖面 形态 : 

0 一 10 cm: An —B ee: ERBARIO. 
10 一 16 cm: AoA; ARIE], BEER, heir AZAR ARERR AT HK FO RFA 

AL, ABAD RG , a) Fee BT AAA, pH 一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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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 cm: Al Fit, WRU, Bie, HME, J} AL RR, ESA ACHES, [DF i ea, |» 

pH=5.17 

38 一 72 cm: Az Fit: AU, be AK, MEME, HATE BH A FAS F e203 PARR, PH=5.20 

72 一 ?90 cm: By Ai, PAU, brit AAT ER, TE, SRK, PH=5. 62 

90—100 DF, Bz it, FANG, eh ML, PEK, KA. PH=5.84 

Ay DAY 2 A Re] A AO RO AAA, RO eR, A Ae 

PERERA ATRAINA IS DAS MRA 1 SiR ss AO 

过 样 的 特点 。 

(B) 山地 灰色 森林 土 ” 它 是 阿尔 泰 最 有 代表 性 的 森林 土壤 ， EME AEE 
是 具有 一 系列 的 特点 的 : 

第 一 : 放 的 植 秆 在 阿 泵 泰 是 以 落 革 松 坊 主 而 形成 的 森林 草原 ;由於 落 革 松 是 一 种 淡 

针 革 林 ,所 以 林 相 稀 朴 , 林 下 灌木 ;草本 植物 非常 发 违 , 因 之 它 决 不 同 撩 泰 加 森林 RDA 

它 熏 阿 泵 泰西 部 的 卡拉 斯 山区 的 泰 加 森林 成 鲜明 的 对 比 。 过 种 植 秘 往 往 也 代表 一 定 的 

乾 旱 情况 。 

SEAS PR ARE ILIEAY Ago 层 或 Ao 层 , 而 是 由 灌木 ,草本 ,特别 是 柬 草 (Car- 

ez) 类 的 植物 与 落 革 松 的 残 落 物质 相 混 而 形成 的 Ao 一 草 旬 层 , 或 篇 Ao 一 草 旬 层 5 

= EAS Ai 层 非常 厚 , 常 在 20 厘米 以 上 ,而 且 由 於 含 有 大 量 的 胡 敏 酸 ; 因 此 颜色 

较 黑 而 有 大 团 粒 结 构 。 

第 四 : A, 层 非 常 不 朋 题 ;或 者 是 以 AJ/A,, 或 者 是 以 Ax/Bi 的 过 渡 形式 存在 , 且 仍 

SBR , 2 TG HE 2.9 SIO. MAGE ARIE, MEMRAM. 

第 四 ; B 层 一 般 不 太 容易 看 出 。 TAG EL CECE FAA BAH BHR, 只 

在 淡 灰 色 森 林 士 中 可 以 看 到 有 微微 的 减 积 现象 。 

第 五 :整个 剖面 近 中 性 反应 ， 而 且 在 森林 带 下 部 奥 灌木 草原 过 渡 的 地 沽 5 土壤 母 质 ， 

HR AS RAR IEE. 

第 夫 :; EE MRL bs RIYA A Ce eI OT — SIRS 

(a) 在 森林 带 上 部 与 亚 高 山 草 甸 草原 过 滤 的 地 带 是 一 种 森林 草 名 的 形式 , ORT 

全 篇 葛 草 和 改 衣 草 等 矮 生 草 本 植物 需 主 , 林 下 未 有 灌木 ,或 者 很 少 。 如 公园 草地 一 样 ， 

林 相 稀 疏 ,土壤 表层 腐殖质 含量 很 大 ;, 灰 化 不 明显 ,但 我 们 览 得 蕊 不 应 兢 起 “ 研 灰 色 森 林 5 

土 ", 因 篇 我 们 理解 的 蜡 灰 色 森 林 土 是 一 般 与 草原 类 型 的 黑土 过 滤 的 ,而 在 阿 泵 泰 , 是 

奥 亚 高 山 草 甸 草 原 土 过 渡 ; 所 以 我 们 暂 称 之 篇 “ 亚 高 出 草 甸 化 灰色 森林 士 "。 

(b) 在 森林 带 的 下 部 , 它 奥 灌木 草原 过 滤 , 林 下 的 早生 灌木 成 分 加 多 , de RE ORR 
是 一 例 , 相应 的 在 土壤 母 质 中 有 明显 的 CaCO, 积聚 ,过 种 类 型 ,我 们 就 称 之 篇 “山地 草 

原 化 灰色 森林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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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 他 的 亚 类 ，, 我 们 就 是 微 灰 化 灰色 森林 土 和 普通 灰色 森林 土 。 EPMA HS 
森林 草原 带 的 中 部 , 但 地 形 在 其 中 起 很 大 的 作用 、 如 峡谷 割 切 较 深 的 地 区 ， PEPE 

好 , 则 形成 亦 色 森林 土 ,有 一 定 弱 度 灰 化 的 形态 ,如 富 藏 就 是 一 个 明显 的 例 悟 , 我 们 就 稀 
ZAMIR MR ER. (AMIE DARA IE, AK, REE. 
如 我 倍 所 到 的 阿山 , 青河 一 带 都 是 如 此 。 | BU RATA RAINE, 以 供 参 

考 : 

(a) 亚 高 山 草 名 化 灰色 森林 人 土 

剖面 号 :阿勒泰 22 HR: 
剖面 地 点 : 阿 勤 泰 县 阿 区 拜 北 面 的 山上 ， 坡 向 北 30° 西 ,坡度 22°, 海拔 2,080 Ko 
HES: | 

0 一 3 cm: Ay— 2 fa] RF, DIGERL, WAAL ASAE, HOSA TA TERR RTE BSE 
潮湿 , 蜡 棕 。 

3 一 17 cm; Ay Jit, WAU, REAR, HE, REE, BRR, 
17 一 45 cm: Ai/Az Fe, URE, PERE, BEES TBUE, HSE, BERR Ae, ASSIS NG 

a1, HARE HEA. 
45—61 cm: Beet HRI, FE, BE, BABY 10cm DLE AVE BA, FES I, 
61—80 cm; B/C fF, FS, AK, SHS PM, HH BS OF eR, 
整个 剖面 无 泡 泊 反应 。 

(>) 微 灰 化 的 灰色 和 森林 土 

剖面 号 :F9% 

剖面 地 同 : 富 夭 县 库 义 波 上 游 , 披 向 北 30? HL, HEHE 18°, HEHE 1,680 米 
剖面 形态 : 

0 一 4 cm: Ag —F AF, FRR, BOR MEA DI ke, BORE, 

4 一 14 cm; Ao Fit, RIE), FRZK, FED ARREARS eB 

BB, BAS, CADRE EA, PH=6.47 

14—24 cm: Ay 层 , RUA, FeAK, BE he) ERE, K HE HE, HK, PH= 6.38 

24—46 cm: Az , 稍 瀑 酒 , 灰 , 微 改 棕 , 碟 质 砂 壤 , 微 成 片 状 烙 权 , BR, PH=6 32 

46 一 65 cm; Ai/B2 Jit, FAURE, ARERR, EE, Hr, BAAR ACHR iii, 

pH=6.51, [Ay FEE 5 

65—100 cm; B, By FF: FRI, ZH, ARR, SHAS ZS h- BBE, HH 

lt, BRA, pH=6.49, fy Pie HE, 

100—140 cm; Bs FURIE, AER, 中- 重 坏 ， MERE, MELAS, pH 一 6.81 SAF a 
EAR EFF. 

140 cm DIP, $37 Witte RU LMARZ RY, 2K PH=6.78, 

(c) 普通 灰色 森林 土 

Hi) 面 He: A 66 

Pil) aT FU BA Bal SR A EH IAAL 20°W, HEBE 18°, 海拔 1,810 米 。 



36 eke eH RR 

WR: 

0 一 6cm; Ao— ii fi APA, 5 ED Ak ELD Bes AB VER ED IR PP EEK 

6 一 20 cm; Al 混 润 , 深 棕 灰色 , 轻 壤 ， 中 有 小 碎片 ,有 很 好 的 大 团 粒 竺 构 ， 45 FS EI BE 

GM, BAIL, RRSAAB, PH=6.27 

20—43 cm; A, FRAKES, WME, AE CAE, ae, 

ARE LAF, PH=6,36 . 

43—70 cm: B, FRURMAR IR, HM, BAH RLS SKM, PH=6 33 + 

70—93 cm; B/C FAvai), AH ZAR BL, HE PA, RA, PH 6.42 

93—110 cm; C fa] k {UAH PARR, PH=6,75 

(1) RRA RAE 

剖面 号 :B， 

剖面 地 点 :青河 县 厂区 南 , 坡 向 北 30° PG, DEBE 20°, 海拔 1,825 米 。 

FATE RE : 

0 一 2 cm; Ano— At fa) iF , 82, tfc 

2 一 10 cm; Ao AF, HUA, RAE, FSS ERNE TERA BRE AD ER CNTR ZAR 

RYO , RR, 7A HE. PH= 

10—29 cm: Ay iF, FRU, Ft, REAP, HE, FL, RAR S , METER ML, 
pH=6,33 

29 一 82 cm; A2B, FRR, 棕 , 含 碟 轻 壤 , JSR — BARI, MERRIE, PH= 6,49 

82 一 90 cm: By ft, FA, TR, REAP, SPREE, MARIS, MEER, PH=7,18 

90 一 108 cm: Be Jit, PAUL, HER REDCED , 合 碟 轻 壤 ,无 桔 构 , ARLE RARE, MORE 
LMM, PH=7 25 ‘ 

108—120 cm : C AE, HRN, MK, RACE, (CML H EIR, AA CaCOs HE, PH 一 7.22 

《C) ISHARES i EE AR BPR PRCA 5 AL a WS eit 
侵蚀 , 因 之 腐殖质 层 一 般 很 沙 ,腐殖质 含量 很 少 : 

在 阿 寅 秦 的 山地 黑土 有 三 种 情况 ， 一 种 是 分 做 在 卡拉 斯 山区 的 森林 带 中 上 部 的 定 ， 
阳 坡 地 区 ,由於 秦 加 森林 的 人 乱 破 境 而 形成 一 种 潮 浊 的 森林 草 名, 其 植物 组 成 都 是 一 种 
RLS (Dactylis glomerata)、 防 风 (Heracleum dislectum) 等 形成 林 间 高 草地 。 甚至 和 缚 合 

有 泉水 露头 ,土壤 很 混 润 ,强烈 腐殖质 积聚 ,甚至 发 生 泥 类 化 过 程 ,在 刘 种 植 彼 形 成 需 淋 
洲 山 地 黑土 。 

FAB TE RARER CCAP FRAO TPE, ce AA 
PRM RAK TO IE ACI tay HE TN Ha AH, ER CE, 如 其 
WAS WMC, ARMA ARITA IR DT DISERA A. SMA TAT HAR (Contoneas- 

ter), BA (Lonealeac) i PRR (Spiraca), Ti MACH Hy A LUISE. I, AE, 

GI (Achillia) 等 等 。 TEM MAL PE LORIE REY Le, ST Ee, = 

Pah Foe . bica ee ett ed eh oe ecole tee 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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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地 黑 士 。 现 将 三 个 类 型 的 剖面 记 甸 指 下 : 

(a) WR wy Bt 

剖面 号 : 布 15 号 

剖面 地 点 : 布尔 建 县 卡拉 斯 山区 , 坡 向 南 45? 西 ,坡度 15°, 海拔 2,175 米 。 

剖面 形态 3 

0 一 14 cm: YAY, 蜡 符 , HE, LAR, ERS RMKE ZR, 

14—58 cm; YRIEI—ANR , Rei, HE, BLAME, ARBITER AR A, LIEB. 

58—70 cm: TRIEJ—ASUR rAK, HEL, AS, 坡 积 岩 块 很 多 。 

(>) ARE wy th Rt 

4) TH be: A 4g 

FAD ABBA : BRS RSS EAL SEES AT ATT ZS PL, HEH 1,450 2K, 

剖面 形态: 

0— 6cm: 生 草草 旬 层 , 瀑 尘 , 棕 黑 , 需 腐 解 很 好 之 腐殖质 层 。 

6 一 40 cm; Al 层 , FARIS, PR ERAK, a PRE, ARAN BEES, A 

rhs BES [EEA AR tL RZ , RK, MEER IIE, PH=7 51, 

40—58 cm; A, /#, FARIS, 眶 棕 ,质地 同上 , RA) — Bh, i A) ar hae, 

. YERERAS, MIRE, PH=7.05, 

58—70 cm; Bl ff ,— Welk, REBAR, H—iR, PH=7.57, 

70—118 cm; Bp ft, FARIA, tek, Able] +, BEEK, Be REDE, Td 

RICKER, PH=7.70. 

118—188 cm; B3 i}, URI), Beene, MAA REEE, AAR EBS, PH=7.72, 

188 cm 以 下 : C i, VRE), Beer, MADRE RE, Fe e- BUCEER AZ Aa, fA RA 

FAIRE BS AST AE BS , a PDE MARL, PH=7 .60, 

() () dh * BB+ 

Hl 面 号 :阿勒泰 25 号 

FATED HERA : BY ERR SS SS oe FS BS IA So 7k Aa, SETAE, HELI, 4002K, HEHE 6°, 

剖面 形态 : 

0 一 10 cm; ZR YE], BRERA , HORDE EE , Js DACRE HS, RK, 无 泡 泊 反 败 。 

10—30 cm; YRIE] AKER, MY AD RSE , SRS, MEPLTR ZR, 

30—48 cm; FAURE), BAER, REBECA HIT GREE, IR TLPR ZL HE. 
48—65 cm; 干 ,灰白 , AYRE, F CaCO; 的 积聚 层 , 向 下 逐渐 通 滤 。 

65—80 cm 下 , 需 大 量 的 石灰 积聚 ,而 且 主 要 积 在 片 麻 岩 上 岩 块 的 四 通 。 

3 . 低 山 灌木 草原 带 

"EERE EMG LU Halse ,在 过 个 地 带 圳 就 开始 是 出 了 乾 早 草原 的 景观 ,植被 的 覆 黄 度 

开始 减 小 ;岩石 的 喜 旱 物理 崩 解 开始 出 现 , 而 且 开 始 了 明 题 的 富 合 风化 过 程 。 

由 检 过 种 乾 旱 的 生物 氛 候 ,过 种 低 山 地 形 就 不 能 重大 地 影响 水 热 休 件 , 因 此 队 阳 坡 



38 eRe HR RE 

的 差别 重新 又 开始 释 小 , EBA LB, VSR ISAE AA, TERA a Pe 
Ese G5, 

3 BML We EW ok — iE FT RE I 
sy Sis BP EAS — A Sh eT FFE A, ASE ASE De RAE salanaion 

ZR ARATE AY ERR BUR. 

， Ga) HF Ll Ht 

剖面 号 : Fig 

剖面 地 点 : 富 符 库 闵 入 , 才 向 正 南 ,坡度 17? ,海拔 1,670 米 。 

EI ME : 

O—14 cm: 称 混 调 ,了 旱 棕 灰 , 轻 壤 , 小 回 粒 车 构 。 

14—36 cm: 蓝 , 灰 棕 , 轻 壤 , 有 小 碟 片 侵入 , ES, FAK BL, AY PS EA, 

36—56 cm: 蓝 , 棕 , 轻 壤 , 含 碟 较 上 导 少 , 块 状 车 构 , 稳 坚实 ,根系 已 很 少 。 

56—90 cm: 下 , 稍 温 测 , 棕 黄 , 主 要 受 片 麻 岩 母 质 的 影响 ,无 千 构 , 全 剖面 无 泡 泊 反 应 

(>) 2 i 1 th 

WW w: Bs 

SAUTE HA : PFT RR, RR TALE ASA SE_L , Sk IA] N 5° W, 坡度 25°, 海拔 1,350 HK, 

0 一 Gem; Al 7, RE, SRC, ARI RM RIES, hase 

IDEA,» HE PLP BZ HE SLT Fe id EA 

6 一 35 cm; Az PCA, MEM, TAPER IRE LTS, i AK, RRM, 24 KD 

FAG AACR EZ, 30 BOK FS PS A RR 

舌 状 和 波状 过 滤 。 

35 一 65 cm; By, 02, KM ELE, BR MET HERE NE, FRET, SSR BU, 石头 背 

面 的 碳酸 僵 可 厚 过 2 一 3 毫米 。 

65 一 120 cm; B2, 北 , 滞 白 黄色 ,其 他 性 状 同 上 层 。 

(C) 草 名 山地 茧 钙 土 ”主要 是 在 乾 河 谷 的 阶地 上 ， 由 亦 地 下 水 的 浸润 而 生 其 着 基 

BH, TISAI tay EA HM We, 与 其 他 亚 类 不 同 的 地 方 就 是 有 ia ME AIM 

DEAD ETS A — Be, SU FA iil Bk FP 

PTET SA = ETA SES ET HG Sh, HEIN 1,500 2K, 

剖面 形 确 : 

0 一 13 cm; 92, FEAR, AUDA, ARLE, TS OURS AE, Fi EA, 
ETL ZH. 

13 一 40 cn: §E, HEAR ES, WOT WE ME, MERA, ARACEAE 4S Hii, 从 20cm RPE FSR 

Fim RH. 

40—87 cm: 0-H, HE, PO, ME eh, Pe, ah, 

87—112cem; i, hee Mh C, WEE, MER, FZ,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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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 山 和 帆 太 的 荡 漠 草原 带 

EAI ZE 1,300 米 ( 个 别 开 关 之 处 可 以 到 1,500 米 ) 以 下 , WARM, 过 一 带 是 

RIE EME, 到 阿山 就 下 降 到 1,100 米 附近 。 At, Eee HE, IRE 

由 西向 东 水 渐 升 高 的 规律 。 
过 一 个 垂直 带 , 按照 水 平地 理 带 来 看 , CLBMERAM RE ARALHE,A 

篱 在 过 样 秆 荡 漠 气候 休 件 之 下 ， 过 种 高 度 很 小 的 山区 地 形 人 条 件 已 经 不 能 引起 水 热 休 件 
AE, 所 以 它 应 当 反 映 水 平地 理 带 的 特点 而 篇 一 个 什 幕 漠 的 棕色 荒漠 草原 士 区 。 但 

地 形 因素 是 起 了 另 一 方向 的 人 释 化 , 就 是 不 同 的 地 形 人 条 件 ; 给 奥 了 不 同 的 母 里 来 产 , 发 生 

_ 了 不 同 的 水 敬 平 衡 , 从 二 下 层 来 影响 土壤 的 发 育 。' HEM PME ABER EER 
土 的 各 个 亚 类 : 

”棕色 荒漠 草原 士 作 需 一 个 独立 土 类 ,有 以 下 兹 个 特点 : 

第 一 : 它 是 亚 寒 温 带 的 牛 荡 漠 气候 人 条件 下 的 产物 ,其 植被 是 一 种 蒿 属 一 SEE 
ee PE BIBRA, ERE KH Se hE EER, TE 
DE BEA LA RSE (F phdra) 和 Echirops gmelini Jurcz 等 乾 旱 的 小 灌木 和 守 灌 木 参 
加 , 狗 的 覆盖 度 不 超过 20%。 件 藻 漠 性 表现 得 非常 明显 。 

第 二 :土壤 剖面 的 形态 特点 : 

(a) ”最 表层 有 一 层 “ 荡 漠 活动 层 “, 它 是 由 於 夏季 的 乾 旱 和 春季 的 大 风 使 士 壤 结构 
破 壤 而 形成 的 。 其 厚度 一 般 只 3 一 5 厘米 , 且 无 泡沫 反应 。 机 械 组 成 很 粗 , 往 往 舍 矶 。 

(b) A 层 一 般 厚度 需 20 厘米 左右 , 腐 殖 含量 很 少 . 汞 且 表 现 出 不 太 明 是 的 片 状 结 
HARI, BREN BRE A EMR RRS. 但 泡 泊 反 应 是 开始 认 
A 属 的 下 部 。 而 且 颜 色 发 棕 。 

(ec) B 层 开 始 石灰 质 的 积聚 ,依据 积聚 的 形态 可 以 划分 出 Bi CIBER), B (BEB) 
及 Ba (APH). SEB B BECERRA OR ae 

(d) C 层 间 开 始 石膏 的 积聚 。 

但 注意 , 过 种 情况 只 有 在 普通 棕色 莞 漠 草 原 土 中 才 表 现 得 最 明显。 它 一 般 发 青 在 
前 山 玖 积 物 以 及 山 蔚 殿 积 局 上 。 在 残 积 的 母 质 上 ,一 般 土 层 很 薄 ,但 过 关 面 规律 也 可 看 
出 ,不 过 看 到 石膏 在 下 层 积聚 的 薄 不 多 。 

We fay EES SEY JE BARES SES EE SE SS IS 
不 明显 。 TB ea PSHE PF Ae AOE, 就 更 礁 看 出 , (EVADE A 层 的 规律 性 
还 是 可 以 看 到 的 。 现 在 我 们 可 以 用 这 个 剖面 忆 杀 下 加 以 症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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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mt B+ 

剖面 号 :A4 ith 

HAS = BTR HE MRL 5 公里 ,第 二 级 阶地 ,海拔 875 米 ,坡度 4°. 
Pe : 

O— 2 cm: FF, PERAK, FEM ISM PEM, MEMIPE MM, PH=6, 88 
2— Sem: Al HF, GC, FRA, schecammbilbibtaiebiainmsiciitepte sk: 人 
明显 ,无 泡沫 反应 ，pPH 一 6.99 ce aC 

5 一 28 cm: Az fit, 82, PERREA, WE, J RIM, REE, FR, BA 
过 流明 显 , pH 一 7.12 = id 

28 一 55 cm: By 司 , 乾 , 棕 灰 白 , 含 碟 轻 一 中 壤 , SSRN, RRC, RRR RD ARS 
均 分 配 在 土 粒 中 间 , pPH 王 7.10 

55 一 76 cm: By Ft, 8, PEACE, ROME, ARORA OE, RAR A AHR ORE 
pH=6.86 iZ 

76—97 cm: B3C it, #2, RICA, SrRILRD, AERA, MB, HOR LOM, He, PH=6,95 — 

97—110 cm: C2 导 , 稍 混 泣 ,浅黄 发 灰 ， Wi 
出 现 , 泡沫 反 星 十 , PH 一 6.82 

110 一 -124 cm: C3 层 , 稍 温润 ,颜色 同上 , 需 片 廊 岩 之 风化 物 ,石膏 灶 品 已 小 。pH=6.78 
下 

bic HHA 

(6) & @ BH wR 

剖面 号 :No.z 

剖面 地 点 :青河 甩 城 北 0.5 公里 ,家 格 里 河 的 第 二 圾 阶地 ， . 
剖面 形态 : | (Ra A 

"一 4m: FANE, A, ROME, AMT RAE, BE, MPR, 

4 一 12 cm: 稍 混 , 棕 灰 , 砂 壤 , 不 明显 的 汽 状 车 构 ， fe A S$ 

PRIZ HE, 
12 一 56 cm; UAW, eK, WA, ES, RAB MS, HI 

56 一 140 cons PAWS, IC VC HAM , 2K ES ME, ZE 76 BOK OUT BT he RK, 

BES, 32 ER IM. 

pq. mah wi mA Ht eR 

AY RS Fa oH PA AS eT aH SR LL , Tt PY ,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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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 指 塔 泵 巴 哈 台 山 有 版 的 东 端 , MAE PME 46"10, 一 48*0， 东经 85°—87°, 本 山区 西 
北部 分 位 基 苏 联 卉 内 。 

萨 饥 尔 山区 的 土壤 -生物 气候 带 属於 乾 温带 的 大 陆 性 区 域 的 结构 类 型 ， 山 地 草 
原 景 岗 楚 乎 直接 鳞 雪 粮 相 衔接 , 没有 山地 森林 及 森林 草原 带 。 SERBS eT 
阿 泵 泰山 ,天 山 的 显著 差 刁 是 奥 它 具体 的 成 士 条 件 的 特点 分 不 开 的 。 

(—) ”成 土 休 件 综 述 和 土壤 垂直 带 的 一 般 千 构 

影响 茧 高 泵 山 景 岗 垂 直 带 千 构 的 主要 因素 有 四 :(1) 地 理 位 置 及 气候 条 件 ;(2) 地 瑶 
He: (SOKA, JAS, 新 构造 还 动 所 引起 的 地 壳 上 升 。 四 者 综合 的 和 相互 制 狗 
地 起 着 作用 。 

萨 馈 泵 山 卡 基 欧 亚 大 陆 腹地 的 个 荒漠 地 带 中 。 山 地 的 北面 是 额 泵 蛮 斯 河谷 地 和 刘 
SR Heth (MES PY) , 需 北 冰 洋 气流 进 大 准噶尔 盆地 的 主要 孔道 。 因 此 , 际 饲 泵 山 北 坡 直 
接 承 受 着 北冰洋 气流 的 影响 。 但 是 , 由 於 萨 岛 尔 山 下 不 如 阿 泵 泰山 和 天 山 那 样 深厚 高 
驳 , 不 能 娼 截 和 吸收 来 自 北 冰 洋 的 冷 混 气流 , 且 又 相对 地 受到 周围 全 蓝 漠 气候 的 影响 很 

” 深 。 过 是 它 的 景 砚 垂 直 带 业 构 不 同 芯 阿 泵 泰和 天 山 的 地 理 的 和 气候 前 原因。 
蓝 饲 尔 山 南 坡 所 受 北 冰 洋 气流 的 影响 极 小 , 且 生 更 需 乾 早 类 热 的 内 陆 低地 ( 淮 噶 笨 

从 地 和 哈萨克 斯 坦 丘陵 地 东 端 ) 相 接 , 故而 站 荡 江 景观 可 以 一 直 伸展 到 海拔 1.500 米 的 
地 方 ;造成 草包 泵 山 南北 十 坡 的 垂直 带 烙 构 在 海拔 高 度 上 的 互 大 差 黑 。 

本 区 气象 资料 亲 乎 完 公 缺乏 ， 根 据 向 当地 收 民 访问 所 得 ， 可 赂 知 本 区 气候 的 特点 
是 :即使 在 海拔 2,000 米 以 上 的 山地 彭 ,降水 量 也 是 不 多 的 , 且 多 降落 於 春季 ,而 夏季 上 比 
志 乾 燥 。 有 限 的 降水 和 生长 季节 比较 乾 旱 , 使 得 森林 的 生长 受到 限制 ,而 有 利 亦 草 原 的 
发 展 。 

第 二 , 萨 岛 山区 地 貌 的 特征 对 景 砚 带 结构 的 形成 也 有 着 密切 的 关 傈 。 
苹 饲 泵 山 的 一 般 高 度 多 在 海拔 1,500—2,500 KAR, HG 3,500 BRK, BE 

区 可 明显 地 划分 出 主 山 带 和 前 吊带 来 。 BTL ARAN, 埠 烈 状 的 石 质 山 黎 和 其 间 的 寅 
谷 平原 平行 地 相间 排 烈 , 走向 大 致 伍 主 山 带 一 致 (东西 向 )。 PR, BAPE LR, 
一 由 郎 见 一 平原 , 走 完 平 原 双 一 石山 。 袖 谷 平原 需 2 一 3 级 阶地 和 乾 沟 所 构成 ;其 中 计 卉 
着 很 厚 的 第 三 志 地 层 。 第 三 和 地 层 之 上 双 覆 蕾 有 不 厚 的 第 四 绝 沉 积 物 ,厚度 一 般 不 超 
3B 8 一 10 米 , 需 碟 石 组 成 的 洪 积 物 。 

侨 列 评 平 原 之 间 的 石 质 山 巅 由於 长 期 的 吏 平 作用 而 相对 高 度 仅 100 一 200 米 。 GE 
种 石 质 低 出 多 篇 花岗岩 和 砂岩 组 成 , 物理 风化 很 研 , BEREAN eT PL 
植物 生长 较 坊 稀疏。 

上 线 石 质 低 山 和 平原 相间 排 烈 的 地 形 特 徽 使 得 海拔 800 一 1,600 米 的 高 程 内 景 岗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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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 RA RIL FRA I, AH EEA AAR i 

由 海拔 1,500 米 很 快 地 上 升 到 3,500 ok ,造成 垂直 带 的 迅速 分 化 ,出 现 了 黑土 草原 ;相片 

落 革 松 林 , 亚 高 山 草 名和 分 水 山 部 分 的 积 雪 和 冰川 带 。 次 

主 山 带 窗 狭 陡 直 ,篇 第 三 筷 造 山 有 运动 时 期 的 断 列 上 升 所 形成 的 块 状 山 峰 , 篇 海 西宁 

期 花岗岩 组 成 。 由 旗 山 地 上 升 后 ,气候 乾 爆 而 流水 割 切 不 媒 , 故 在 海拔 2,000 米 以 主 的 

山地 仍 保持 着 原来 的 准 平 原 地 形 , 起 伏 低 组 。 分 水 周 倚 保存 有 小 型 的 现代 冰川 ,其 下 有 

U 形 谷 数 人 条, 和 需 现 代 的 主要 水 系 , 融 冰雪 水 始 能 保持 经 常 的 水 流 。 支 流 及 其 他 水 流 均 

短促 稀少 , 割 切 不 深 , 且 篱 季节 性 流水 。 因 此 , 主 山 带 地 形 的 特点 是 : 由 故 流 水 地 形 不 发 

W ,在 海拔 2,000 米 以 上 仍 坊 开关 平坦 的 准 平原 地 形 ， 海 披 2,000 KU LDA MM 

谷 。 显 然 ,在 乾 温 带 大 陆 性 区 域 刘 的 地 形 特点 也 是 森林 不 能 得 以 充分 发 展 的 地 形 人 条 件 3 

LL 

加 4 ee ee 

1. ELH; 3,400 一 1,700 (1,600) ie PR iL 90 6a, phy See BX fey A De RE OW, he Le fe, 上 ,山地 黑土 。 
Ur Se gt; 

7- BULB: 1,700 (1,600) —950 Ac iL se He AI , LL GS em TEE a ee; 
3. 山 前 河谷 区 :; 950 一 450 Ace DMC IL FE I, eA HE MCI t= , BO 8 SL: , aa 

: 

bee St BA 07 A Ly Ht A SHEE eT PR 此 外 ， 

FERAB PCA TP I ME, BATE Lh AR MERE Fk AS Meee TPR Bt 

STATE GEL, DAZB TEACH BREED ee RSE BR PR 

PbS: re SALE we SRD RIE UE Tre ele e  t tobi avaed 4 

DBR BH. 

在 海拔 3,000 米 以 上 的 主 斧 上 仍 保存 有 小 型 的 现代 的 山 羔 冰川, ABs Ok NP aR 

留 下 的 站 路 (冰川 地 形 和 冰 矿 物 ) 到 海拔 2,500 KIM MY AD, 现代 的 小 型 冰川 和 肖 去 

Ok PF BB Hit A AU FE He PEAT BRAC KN A EDK RR AOR RR, SY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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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5 4% SESS GES Pa LL RAS 19 EE Re EE, PSS Ye A Rk 

JN EIS 5BR FAAS AE ER I IT ASE TE SSL BS Sh FE REEL, 

i Pad AUS An eR, ARE: ee $$ AE RE 

h—> ye eS ee A RS, PER i 
最 后 PPE DAE BU A Te eee EE, 

PARR BAKES ATL PFA UTES AEE BKK) a 8 一 12 米 高 

APES, SERA TIME LAO ASRS A, WUSHACRR LAG 

明显 的 2 一 3 AM, PHC RAO COM MM eR OMS 40K, Soe 

DAZE SER SESE _E FPS Bh OB UR AR EER A HT BRETT SURE SHEL, CR RE 

Pre RET Be IE EE AEP, SER ASE ER 

SBE, SHARAN Ae eth MDs, 

So UREA A tt RO, UF RR 
A — HSE - 

BS SERRA 

RS AK): (3 ,500—3 ,000 Je) 
TRE BA D8 —— oi ALA PEAY ES 1 A... (3,000 一 2,800 米 ) 
亚 高 出 低 草 草地 一 7 1 es | fa. 
黑 二 草原 和 小 片 落 革 松林 一 一 山地 黑土. 卫 地 灰色 森林 士 . 
RAP BA SC a ——§ Deeg. 

mep gp 葛 属 草原 一 ec DEED «(DS EBAY, oS ESE BS Ok—_—$ 7 RAL) 
S.A Sic Wee lat File We — Te be Bre A: A Wh EEL. 
h. RAL —_AF ki hw. 

(iE: MERGE HRT BEE HY HE DUR) 

(=) REBWEEStRRVoR 

1 水 雪 积 极 活 动 带 : 薄 层 的 粗 骨 质 的 亚 高 山 草 旬 土 (海拔 3;000 一 2,800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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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3,000 KIA EAI ATK ME PE MY Ht EG UK EE, AS. 在 积 雪 
PDK AAS PHT, 一 年 内 有 7 、8 A AORN RED ORO RE, 在 过 一 地 区 ;花岗岩 的 
Ay YA ABR AS Bh PP AS BL ty Hae Bh YS ak VAS OR ae Wa 
HE Bg SES J a WR GSM FE We SHE ARE A FE HAE RTE EY, FERRY 
HE A ERS He 9 AE EY AR, A SE OR EH 

SH, BEF RL ADA FE ALTE OE ABATE Be SHE IE Hs I BE PA, 1B 
J a Pah Se hh Sy WBF 7 I AS, He Te 

不 稳定 的 条 件 下 Bite AY EEE: BP oe BE — RY, imap 

PAS Hy ATE AAI HE i Se AACE AR 

ATE AES AS SE) «BPR THE, ATR SB 20 厘米 。 sigan 

PETE AE AY CME EADIE PE DK LL I, PARC OS A RE, ERTS EB 2 
BE J , SEB TIME > LB — 2 PEI 2S Ok SEE EEE OS , 故 主体 中 轻 党 
PREP PEVATD IRIE, LRA A EE TT RR 
HDA MAL ASAE, SL AE COR, a SEE, A SC eae i 

然 : 

0 一 3 cm. 蜡 棕 色 混 调 的 草 台 导 ,以 新 鲜 的 和 个 窗 解 的 莎 草 科 根 和 也 最 多 ,下 极 有 逆 性 。 

3 一 12 cm 灰 黑 色 的 谷 殖 质 居 ,向 下 渐 浇 和 发 棕 , 滑润 , 彬 粒状 和 结构 , 多 植物 须根 。 

12 以 下 棕 黄 色 或 亦 色 的 花岗岩 碎 屏 

? .黑土 型 亚 高 山 草 甸 士 ( 海 投 28,00 < 3350 ME ) 和 泥炭 沼 漂 士 。 
在 海拔 2,800 —2,300 米 〈 阳 坡 需 2,800—2,550 米 ) 的 高 程 内 ,古老 的 淮 平 原 地 形 显 

得 十 分 流 关 开朗 , 谷 寅 坡 绥 ,起伏 不 大 ,篇 一 片 低 草草 地 ,是 牧民 们 优美 的 夏季 收场 。 

在 此 高 程 内 , 由於 冰 川 退 出 较 早 和 冰雪 作用 减 弱 , 土 壤 的 发 育 是 在 比较 稳定 的 条件 

下 迁 行 的 。 植 被 以 莎 草 科 草 甸 型 植物 篇 主 , 覆 度 韦 90% ,主要 植物 有 东 草 科 的 串 草 (Co- 
bresia sp.) , WEEMS (Festuca Socata) 和 苦 克 , 此 外 有 少数 薄 雪 草 和 蔓 科 : 虎 耳 草 科 植物 。 

土壤 裂 导 有 3 一 8 LORIE A RRR, ASE RAI A, 有 了 时 已 泥炭 化 。 
由 苓 富 含 未 分 解 和 个 分 解 的 下 体 , 故 呈 深 棕色 。 其 下 的 生 草 层 篇 炭 黑 色 或 旺 初 色 , 往 下 
CME, AA 20 一 30 厘米 ,腐殖质 含量 很 高 TR, SE RE eK 
Re, 但 偶尔 可 以 在 母 质 层 下 部 的 岩石 缮 中 侦察 到 一 些 碳酸 敬 的 病 路 。 有 机 肋 体 在 剖面 
中 也 有 淋 落 泪 积 现象 , 溅 积 深 度 不 定 。 PHI 值 偏 基 弱 酸性 和 酸性 ,在 5.6 一 6.3 之 天。 与 
阿 硼 泰山 的 亚 高 山 草 名 土 相 惊 , 其 主要 区 别 在 於 草根 层 以 下 需 灰 黑色 而 非 棕色 , 且 富 含 
腐殖质 。 和 是 导 ' 写 的 特殊 的 水 热 休 件 和 有 机 质 进 大 及 分 解 类 型 上 的 不 同 有 关 的 。 因 乱 
它 有 短 的 ,比较 范 燥 温暖 的 夏天 。 

HEME 4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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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G 15, 海拔 2,700 HK, RSBABR BRAN Ae HEE AI HT EP , HS 4° PAR 

be ARTS 7E RAS DE AE 
0 一 4cm. BEARS SHAR RA, 2R BD LAL, GA BEES 

4—15cm. A ke A BARA, BRS RAB, BORE AD ROIK RAS, DIES, I. 

15—25 cm. BPRS, A FMM, RD, HE, BASE, ASE BR 
ARB IK, CL A. 

25—40 cm. CARRE, BARMERA 

随 着 海拔 高 度 的 减低 , EPH TT LER AS AIRE RS 
加 序 和 生 草 过 程 的 增强 ,其 次 是 通体 都 显得 比较 乾燥 ,尤其 在 下 部 棕 黄 色 花 岗 兰 碎 志 届 
更 加 乾燥 紧 实 。 最 后 ,有 机 采 体 的 现代 淋 深 过 程 不 明显 ,而 在 底 土 中 的 小 石 块 背 面 却 有 

着 深 去 溅 积 的 有 机 腰 膜 的 痕 中 。 
显然 ,在 此 高 程 内 , 冰川 是 在 相 党 长 的 上 时间 圳 还 渐 退 却 的 , 过 就 造成 不 同 海拔 高 度 

的 土壤 的 元 对 年 齿 的 差 以 。 此 外 , 距 现 代 雪 粽 念 下 ,冰雪 作用 您 丛 减 弱 , SRE LL 
温和 和 乾燥 。 因 此 , 随 着 发 育 过 程 的 增长 和 水 热 人 条件 的 添 渐 改 伙 而 使 得 草 甸 过 程 减 弱 ， 
生 草 过 程 增强 ,逐渐 向 山地 黑土 的 万 向 过 渡 。 

CE DKA HEE, 生长 着 省 密 的 和 成 闭 的 水草 科 植 物 , 其 中 夹 有 少数 薄 雪 草 , 委 
MRMAAH, RSE 100%, RMA EHO WRB, BE 
PTETERB ADE, HER BUERIGE, E RH EKKO HE Le ep eA 
WEP, BROKE ES , 故 有 喜 水 性 草 名 类 植物 生长 ,而 它 又 起 着 阻 留 冰 水 中 
条 的 十 粒 的 作用 。 年 复 一 年 , 在 冰 水 谷中 的 石 块 堆 上 有 着 厚 迷 一 米 左 右 的 其 中 夹 有 消 
诈 土 粒 的 泥炭 层 , 黑 色 或 黑 棕色 ,中 含有 大 量 水 分 , 手 控 之 ,可 出 水 。 由 藕 二 年 中 薄 大 部 

分 时 间 鼓 泥炭 层 震 冰 水 所 浸润 ,有 机 质 不 易 唱 受 分 解 , 故 泥 炭 层 中 有 完整 的 东 草 科 植 物 

的 有 机 残 体 。 

这 种 泥炭 沼泽 治 冰 水 谷 可 下 过 到 海拔 1,800 米 的 地 方 。 
3. se + Als DRE ARAL ( ERE 273080 9°50 oe 】 
在 海拔 2,300 2K (HE 2,550) 3S 2,000 KATE BEA A, PEM Hat 
山地 黑土 ,此 外 ,海拔 2,000 —1,600 RAM INE HUTS AY RE LAS ASE AN RR 

的 分 估 。 
暴 灰 色 森 林 士 在 际 饲 泵 山区 的 分 做 是 十 分 有 限 的 , 仅 分 做 在 海拔 2;000 米 以 下 切割 

RE DEE REE NIE oe _L, 也 就 是 改 只 有 在 由 於 地 形 人 条 件 所 造成 的 , EASIER AEE 
才 有 灰色 森林 士 的 发 育 。 显 然 在 萨 岛 泵 山区 过 种 地 形 条 件 是 极其 缺乏 的 。 

克 林 草原 景观 下 发 至 的 灰色 森林 士 是 森林 土壤 和 草原 土壤 之 间 的 过 滤 类 型 。 际 饥 
坪山 区 的 很 多 现象 使 我 倍 费 察 到 , 随 着 冰川 的 后 退 和 相应 的 气候 释 得 比较 乾燥 温和 ;而 
草原 的 光 程 涿 渐 代 替 了 森林 和 森林 草原 的 肖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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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地 形 人 条 件 有 利 於 森 林 生 长 的 情况 下 , 落 革 松 林 生 长 尚好 。 FERED IARC AD 
除 坡 上 , YE RES UA ARE bh 在 托 本 兆 我 们 也 信 见 到 小 块 险 坡 上 有 一 株 和 堆 株 

葡 存 的 矮小 的 水 革 松 生 长 ,其 下 内 有 一 些 林 下 的 植 破 ,但 已 阻 搞 不 住 草原 植物 零落 的 途 
入。 特别 合 人 蔷 味 的 是 在 过 种 植物 至 落下 的 土 雯 剖面 形态 克 平 完全 接近 亦 黑 土 , 范 且 
普 逼 地 存在 着 由 於 坡 积 作用 所 引起 的 干 援 和 埋藏 现象 。 显然 , TEBE Lee 
逐渐 减弱 和 后 地 表 逐 流 的 加 强 有 了 关 。 

森林 草原 逐渐 在 缩小 ， 和 草原 的 逐步 发 展 的 重要 原因 是 冰川 的 后 退 和 气候 的 相应 
释 得 比较 乾燥 和 温和 。 和 坟 什么 森林 上 限 不 随 着 冰川 的 缩小 而 上 升 到 更 高 的 海 氢 ( 如 海 
拔 2,000 米 以 上 ) 呢 ? 显然 在 海拔 2,000 米 以 上 , 开 上 平 组 的 地 形 所 造成 的 气候 特点 不 
利 均 森 林 的 生长 , RISA, 因此 在 海拔 2,000 ATL 
黑土 分 佑 反面 未 见 有 灰色 森林 土 。 ， 

由 地 黑土 的 主要 植 彼 是 : ASH (Festuca) 和 涉 草 科 植 物 ， 其 他 有 滑 籽 昔 (Antacolepis 

sp-) SR (Helictorichon xhellianum), Brachanthemum (Sj Ft), BRAS (Potentilla sp.) 

FD Rt +. BA, RES 85%, RAHAT 1h 00% 左右 。 Mees 

ily St Re A ALAA eR A ET 
AIR WIR , iid WEE, BAKE, AT, A+ B BRR) 50 厘米 左右 , 故 腐 殖 质 层 较 

注 乃 山地 黑土 的 特点 之 一 。 碳酸 路 在 50 JR OK I AYA EEE AGA, 60 JK IR Op 
集聚 ,在 石 顽 背面 往往 形成 钙 乳 状 新 生体 。 碳酸 钙 溅 积 层 篇 中 性 到 微 碱 性 (pH 二 730 二 
7.4) , i TUBE HE AS G5 BR: (pH = 6.1—6.8)., ‘hae 

山地 黑土 代表 剖面 的 描述 如 下 : e. . Soap ket 

0 一 7 cm, BARA E& AVC ER MAS AT IE BRI 9 F599 at 
7 一 33 cm. A MACRO MELT, PRIME, AER, RAG aL a ON 

i SRG PAH A, TF Fh HE 
33—S0cm.B RARER STE, ee 

HAUL) REM, 7575 TUR, REOPEN, ROT ER SAE 
50—80 cm. B/C PUA MC SRN MME, HORAN, ET ARRILAREN 

CaCO, 新 生体 。 Hy 

80 MOK DIF My 3 SATII, DUE NS ES 

上 般 剖 面 需 海 披 1,800 米 处 峡谷 险 坡 上 的 山地 黑土 ,在 2,000 米 以 上 的 山地 黑土 剖 

面 显得 更 加 乾燥 ,腐殖质 以 少 , 需 晤 灰 棕 色 , 精 构 亦 较 差 。 
山地 眶 灰色 森林 土 的 主要 植被 是 : YEE MS (Larix Sibirica), Q@U\ KER) 70% , PM 

AA HFA. (Cotoniaster sp.) MRR (Spiraca sp.) , WAH MAS AA AI MO, ELAN 
EE, HIS MES , UTD EH) 98 % 

SAF FH Bi) RES 15 ab BA 1,720 A BB PEG AC Ae, 0 a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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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KE : 

0 一 8cm. Ap BEER , 42 BS ERR Ee RR, PRI. 

8—19 cm. A, RERRRAK A HE, NE, RAMA, ARF AS ARAAA KR 

19—30 cm. Az PRAKGR, BLE BE, MRE, BASE, UAE, bik . AERTS 

30—71 cm. B, REE, ME, ASE, EW, A) RR 

_71 一 83 cm. By FReR A, APRA EI, BSE, BABE, HAE, Gia Te, 有 的 

ARE EBA RK, LARA 

83—110 cm. B/C RARE, HABE, KARUMES BAGWBEEABRRE, pt, A 

WAS HA =SitONBIR. 

it LeeHl GF) ABD) ASS Be ah PK A A HS Fy 50 

厘米 ,将 Az URE KE. FE 70 BROPHY bd se SORA RRR, 

TEE Vi RARER PT SR A A A SA CGR BR AE PK 
唱 坡 篇 海拔 2 200 一 950 米 

+ SBOE (eee aor 1°600-950 ae 
| LRG SHELA RR ERR NEEM, “Et 

SS ASB AG BEAD 1,200 米 (海拔 2,200—950 米 )。 在 海拔 1,600 ALA EASE a 
Hi PBS, KUSH ALBA, 海拔 1,600 REL PARE BR LR 359 
HERES , BME 950 KL FRAT HL 
Si HEE TIE SHAR AOR SRR BES 

的 冬季 收场 。 BHSEDRME, 附近 车 干 县 份 的 许多 竹 畜 均 超 至 此 处 越冬 。 A 
此 , 夺 萨 饲 泵 山区 票 钙 土 的 调查 和 防止 自然 肥力 训 退 的 研究 具有 十 分 重要 的 实际 意 
a 

Ge OAD Ls wa BAC RE SUT, ) ela ASE SEH Se LL 
ELMS SHURA, 仅 分 做 在 海拔 2,200—1,500 米 的 阳 坡 上 ,， 1,500 米 以 下 的 前 
而 地 带 则 篱 莞 漠 草 原 的 棕色 荒漠 草原 土 和 石膏 棕色 荡 漠 草原 士 所 估 据 。 

出 地 票 钙 士 在 主 山 带 和 前 山 带 的 石 质 山 灌区 均 发 育 在 山坡 的 坡 积 物 上 , 士 层 清 。 
在 寅 谷 平原 地 区 则 篱 多 礁石 的 洪 积 物 或 洪 积 冲 积 物 。 
.山地 栗 钙 土 的 主要 植 彼 是 :长 艺 羽 菠 (Stipa Capillato) , WMH (Festuca) , 3% )B(Arte- 

misia) 和 地 衣 (Lichen) , 此 外 有 少数 的 伏地 广 〈Kociie) 和 委 陵 菜 (Potentilla Fruticola) 

在 海拔 1,500 KU LOMB, URS, LAWS HE, 海拔 1.500 米 以 
PUAFBS UFR , 地 面 上 有 很 多 地 表 ，, AACE MH BAKE 
(Spirea) , HRM EERE 40-60%, 

田鼠 的 积极 活动 和 地 面 上 密 做 田鼠 洞穴 也 是 蔷 钙 土 区 中 景观 特征 之 一 。 当 我 们 
天 着 起 通过 运 一 片 草原 时 可 以 很 清楚 地 看 到 地 面 上 星 区 棋 做 的 田鼠 洞穴 ， 洞 突 的 旁 逻 
Sei — HEAL (AB 15—20 厘米 ) 有 的 十 分 新 鲜 ; 有 的 已 被 雨水 或 融雪 水 尖 旨 和 后 下 



48 ,ee eS RR ES 
— 

BRB DORM DARA bb, STC RRA RE hse T Hb ay 50% YA 

上 (一 般 在 平原 上 上 比 山上 要 多 得 多 )。 ARR, HAA 5 Oh) MRM TS AE 

AA, TE APE YS a Fit, CEE PF ASSAY AS) be Ph Re, 

EF De Hab BS BRD TES HE AB BE AE AE APE FH. 

Uy Sth EG eA — A ep R - 

(1) A 层 厚 鸥 17 厘 米 , B RY 13 TOK, co —- ARB Ui Hh lee AY Ge SM, BOA 

层 反 而 比 B 层 要 厚 。 

(2) AMBRE, BERRA BAKE KEM EAM, HRA RS 

1K BBE , Be SE, CEP A EP 

(3) A,B ASHE AR CRD RE, LAT BSR A 5H Hl i PR, 

(4) PORE —AREE 20 厘米 左右 开始 , FETE TAR EDS A, 一 般 均 成 粉 未 状 

玲 积 ,有 少数 眼 状 石灰 斑 , 石 灰 背 面 可 成 钾 乳 状 聚 积 。 

以 下 引用 Gis SERA DRL, SATS RR MR, 山 间 平原 的 oe 2 eH 

FE AB SE ABBAS ASC IS 5 

a 2 cm. Ay Sebi tai He CORON, AAD eh . 

2 一 13 cm. A, 棕色 , 稍 浊 笠 , 禾 本 科 须 根 很 多 , 碟 质 轻 壤 ,有 少数 小 石 块 , 坑 相 粒状 唇 构 。 “ 

13 一 26 cm. B PBA ERE, PAU, ARS) ARR, AR, Oe, 

泡沫 反应 强烈 , SY TS 1 RE iS 

26—-Sd0cm.C BRAEMAR, AIRES, 

EAS Di) PAR HG IE FU HBT BB 8 Pa it EAR 22 47 HS A eB, 

BA ASL AAA AC CEE TU, AE 3 OR Hh Be CHE HEA , AS CBR I AE FS HUT CREE 34 厘米 以 下 

APA ies, CAM REAR 1,500 KIA FATE ) , AS ,颜色 亦 较 深 。 

5 Bie Fre DE Mi eH WB ke 35 AS HERR 950 —800 2K) | 

ie My OE AL Ak Se ERR 950 米 以 下 的 洪 积 冲积 平原 地 区 和 前 由 地带 平 原 间 的 列 玫 山 

洞 普 台地 分 做 着 棕色 荡 漠 草原 土 ,海拔 在 800 OKLA SED AS Re fe EE, 

AY BE KA FASS EEE AE BAR, 狐 荡 只 是 雳 星 的 存在 。 Deh AR 

SAGER (Eurotia) , $4 HA (Ceratocorpus) , MERI WS 30 一 35% , 是 牧民 们 春季 和 

秋季 的 牧场 。 

棕色 荒 度 草原 土 的 母 质 的 特点 是 山 前 和 山 间 的 洪 积 和 堆积 性 物质 ， 主 要 乱 砂 质 粗 

BK RD As ee 

ESM TSE BE RE BIE «DK EUR EE A, 腐殖质 含量 很 低 , Pe A Sa SS 

FEM, CRRA LE 30 MOK LAT AP A RIE, CE EAT 5, 显然 , 5 ep ng 

PANE RPSA, PATH G > WER PEI AR Be. EAR TS Re Oa 1 ee i L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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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物 上 、 微 域 地 形 平坦 , 稍 向 中 部 倾斜 。 

0 一 10 cm. 淡 棕 灰色 ，, RRP: , BORAGE BE ARLE IZ HED 

10—40 cm. BEARPAE, BRD L, HORTA Be A te fe, BT RELA IZM, A: PA To 

40—79 cm. BE ERAR ER BE RS , RBS HYRD Ae, POI SK ELIE SA, 泡沫 反 峰 强烈 , 旦 有 了 眼 状 石灰 

HE 

79 cm 以 下 . BRE Raw, BRA]. 

fe, HELA FAA TS A SE Ske EA, Be ZI AE 
EMRE BB hi, HBS SBS MB 

$5565, He A RR AEE | OMT EE AE 
物 )。 

6. 藉 棕色 荒漠 土 

Ge SAE LL AYE, PER 800 米 以 下 的 平原 地 区 ,和 埠 灰 棕色 荒漠 草原 土 与 石 喜 灰 棕 色 荡 

涝 土 钥 成 的 复 域 。 南 坡 可 分 倚 到 海拔 1,500—1,050 米 之 间 。 

IRAE FE: AE Fi HIER OLA BO Be HEE AL, RE HY BE 
BE A= HS bi AO VERY, SL BTL LR oh 

Week AUR ALT Hh LSS A 
Hy PS Ewe 4 FA ee HES J EES , HK) 10% 左右 ,主要 植被 是 

RE AB BEE AS RAGS RRR ASE (Nanophyton eriraceum), 

土壤 的 主要 特征 是 : GRE IR AIRE, 多 量 的 六 孔隙 ,， BBS RAR AI 
黄 棕色 ,没有 和 结构 , RIEU AT TR RR, 33 厘米 以 下 大 量 泪 积 ,到 60 ORLA LKB 

WD , LAEGER AAT OTR IIR, MH PRR A, DIP LG, BEB, 

Fi FS RA ie Hs FA PY) 20 公里 RPL AREA PARA LB A MAH, 

0 一 oem. ARE SRA PRU A, DASE RNS ILA, 植物 根 很 少 ， 
泡沫 反应 强烈 

-18'cm. 灰 棕 色 售 碟 的 砂 二 ,少数 小 石 块 , 羽 松 稍 误 泣 ,没有 糙 权 植物 根 比 上 层 多 ,在 石 

块 背面 有 菏 的 碳酸 合 结 皮 土 中 泡沫 反 星 不 均匀 。 

18 一 33 cm. Riri, 合 碟 较 多 的 相 砂 , HRS RE, ARE, Be BRS eT 

根 , 泡沫 反应 强烈 , BBY AE EE. 

33 一 52 cm $A, SRIRAM HW ARES YT , RRR, ee. BO A 

TSAR Os eA BK 

52 一 76 cm. [Al_b , (AA ESE RETA HEA ik, TARA OSE, -E HL 

沫 反 蜂 也 不 强 。 

76 cm 以 下 ， 同 上 层 , 但 石膏 更 多 了 ,无 泡 示 反应， 

(DL OTB EA) a ASS ER CLR, fd ESS ATS EB, 

43 ARAVA PG ESB Bo Fe RE AD RSS AY PE Se, FECA BE AB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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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中 均 有 相近 似 的 反映 。 ‘ i; 
7 FARE DR SEW: 
FREE IG ALLE BES ME LL ATMS TPES, BE 1,500--1,000 米 之 间 它 与 普通 棕 

个 土 粗 成 复 域 ,在 海拔 1,050 米 以 下 写 却 估 据 稳 对 优势 的 地 位 , 一 直 向 南 和 东南 伸展 到 

eG AA by AY, EE SH SEE HE, 
CE BB TA WL i AS, A A TP a 

PAR FETE, Hd, ERY DA AER Ht thi Fad 1,500 米 的 栗 钙 土 带 和 棕色 荡 漠 草原 土 带 。 

BEE GHEE AES BE LE ER FU A, 
aby Fah (SE PASE GH =A MEE HA, EL BP SA, Bea TG 
He Hid Re FE I, AE, AS O05 He 
Ai, SERN ORAL . BET, CE CRM AIL ML EE, A, FE Ud 
1,500 SKS AYE BE BEEPS: LAH ASE, SE AA aA, he 
AHA, POL ROE) 2ST EA A RR 1 

Fi RAE HE EH EE a 9 Se 2 wcunae 
Aiud HEE DAS PE 1 PEL, a 3) 

iB DR As C8, HEA TE PH ABE sR RS FL 
Ve Gee Patt iced co Coe ee ee Tot g Be Lose SO 
在 表层 出 现 )。 SAHe ATIAR A SHE WL eT I EL 但 是 在 山地 时 

” 钙 土 区 中 的 释 质 石 高 棕 钙 土 的 性 状 却 起 了 以 下 的 生化 。 
首先 是 表层 的 层 片 状 或 海 粮 状 结 构 唱 到 破坏 ,土壤 的 团聚 性 加 强 了 。 其 大 ,表层 10 

厘米 以 内 (或 更 多 些 ) 的 碳酸 唱和 补 淋 溶 。 由 於 有 碟 面 的 保护 和 多 碟 的 砂 性 土质 使 得 每 年 
淋 的 碳酸 鲜 不 能 向 上 移动 。 此 外 ,又 由 亦 降 水 渗入 土 中 的 深度 有 限 , 使 石膏 仍然 在 比较 
高 的 部 位 上 保存 下 来 。 和 与 此 相应 的 是 在 过 种 釉质 石 襄 棕 钙 士 上 的 植 破 早已 不 是 芝 漠 草 
原 性 的 而 是 乾 草 原 性 的 了 。 因 此 ,从 剖面 特征 和 植 彼 上 来 看 ; 栗 钙 士 和 微量 碳酸 虽 灰 钙 
土 区 的 爸 质 石 襄 灰 棕色 芝 漠 土 已 经 在 改 机 着 写 原 来 的 面 鹏 , 故 命 之 篇 " 盘 质 ”石膏 藉 棕 
(6 Ht ith. 
以 下 引用 Gs SERN ITE ASC Re, EAS 75 ISAAC AY 10 公里 , Zi 8 — AR 

be, Pest EL ae 1 OL, Pa EE HY 

0 一 6em. FERRARIS DORAN 1, OCU AR, A DR, 28 A Pe  E 

45 — ERE A A RT). 

6 一 20 cm。 KEK, A 49 TR) Gh, A, eS , RRR AA ROR 7) 

ROFL). OR rey , Hae Se a 

21 一 39 cm, PBR, AA ty —,, SEG IR SAY +, HUI, RS, PE A 

ER AE RA EAR th 8 2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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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0 以 下 需 奶 油 黄色 的 石膏 导 , 石 育成 粉 状 与 土 粒 相 混 , 石 块 背 面 仍 成 粹 礁 状 千 曲 ， 

但 不 如 上 层 好 ,本 层 仍 需 卵 石 很 多 的 碟 质 中 砂 。 

假使 我 们 能 考虑 到 栗 钙 士 和 棕色 荡 漠 草原 土 带 中 释 质 石膏 灰 棕 色 荡 漠 士 所 分 作 的 
地 瑶 部 位 ;以 及 前 山 带 新 构造 运动 的 特点 时 就 更 能 诈 实 上 述 思想 。 j 

ERG KARA RL HSE AERA, ER Ome eA 
fF, ee A ee EOS PT AB 2 A LL 
Dat AEBS , 75/5 A SS = ACH J AL AR EAL He ah PE SE TA 
BANA BERGE RAMA BER, LMG, TESS AAR TUS A PS, RE 
LLB a ERE EFT, OTE ER REED SER AO EA LET ES 
BAO ie, HRS EY SR DE AOL AS MSS Td I BE A A I A, 
取得 新 的 平衡 (EU ST EHDA ATE CS), FADE ERIE NE Ta AO PE Tin BEB HO 
SE FLD) , METER EASE NEIL, HCE FD HE I EEF LP AB, *E 
主要 是 反映 了 它 所 不 地 带 的 特 徽 。 因此 ; Ber tE SSAA AE Jb A ee ag PH 
上 所 见 的 乱 典 型 山地 票 钙 士 ,而 在 古老 阶地 上 则 篇 伙 质 石 襄 灰 棕色 荡 漠 土 , 地 貌 的 界限 
亦 朗 二 者 的 界限 。 

fe 74 Wy 

第 三 纪 地 层 She HARE 

Pid GW Rey BAS WLS AG Se ty A BAY Be AE HB HT Da, 

JAE fi BLS ecules PL eS A EEA A, EPI 

SEARS ASR, SEU AS Pa ek pc Be He BG TS ee iy 70 

ERD ANE 

Rh. CR WA hm tk 

ERS FE ie SDE TERED 4°, CURE) 8° 的 广大 面积 ,因此 在 整个 盆地 喜 的 自然 地 
理 人 条 件 不 会 是 千篇一律 的 ,而 是 有 着 规律 的 绝 化 。 盆地 周转 组 山 , (aa RAY LSA, 



$2 eke ee ne 

大 西洋 和 北冰洋 的 气流 得 以 进 大 , 最 后 需 天 山 所 阻截 。 故地 理 人 条 件 的 煽 的 趋势 是 态 往 
东南 总 趋 乾燥 。 但 是 , 对 谷地 的 由 然 景 秽 的 形成 具有 更 加 直接 和 显著 影响 的 因素 是 地 
面 粗 成 物 袖 的 不 同和 不 同 的 自然 历史 发 展 肖 程 。 a A A TS 
BAU - 

QC IS tes ht een Belinda LG ae 
(2) Ab SB FOIE BR ASR BE ee, 
(3) PARADE; —— BE I DL, 
DLR IA PS PE AS RS RE A IE, Be 

HE ASR RE ORF FG UII, We ROE, 以 下 
PREZ... 

(—) sbaRFobaReeR a ee 

Fi EE RE A AE YH A LL LR, Re AE, PR 
MES ACH ly le ES A a, 成 西北 MH, AS 

HE di , = AHO, OCLC 
Seine AY ZS ay HB EL Ei, Je PR A, 
eS BEL FRR PS A ee, ee RE a Be ITB aa 9 TT 
床 沉积 物 最 需 广 证 ,一般 均 造成 雨 级 台地 ,是 阿尔 泰山 山 前 平原 的 主要 构成 部 分 。 在 将 
军 戈 台 一 带 也 有 着 大 面积 的 乾 泪 的 河床 和 古老 的 阶地 。 除了 冲积 物 以 外 , BEBE FEE AE 
物 要 算 分 做 得 比较 普 逼 的 了 。 守 都 分 佑 在 准 平 原 化 的 石山 的 周围 ,由 二 台 至 青河 ,和 个 
到 饥 条 林 的 一 路 上 均 可 见 到 。 此 外 , 淮 平原 型 的 石 丑 低 山 和 残 丘 上 的 残 积 物 和 布 偷 托 
海 周 围 的 湖 阶地 上 的 湖 相 沉积 物 亦 需 左 质 戈 台 的 粗 成 部 分 。 所 有 这些 沉积 物 的 共同 特 
徽 是 组 成 物质 以 左 石 (或 卵石 ) 篇 主 , 风蚀 的 精 果 造 成 了 地 表 的 左面 ,左面 下 的 土 层 不 
厚 , 质 地 较 粗 , 且 多 卵石 。 租 成 物质 的 遭 种 特点 所 造成 的 特 珠 水 熟 休 件 是 形成 本 区 左 里 
BOP FM DEAR A KE, 

CE HPA eH AE IST EI A, ROME A OH, AL 
aL ht Fev i ep R13 eS LE BY SF 

第 一 , ERA i FE TP te LL a A Se aa 
PR FD NE DN IE AN hy GSE, Sh 2 A CE 1 a, 

第 二 , MRA aE 15 AE A eB RT CAPACI AS ES) LB, A hy 覆盖 
IY PGI A, J Beto HER, 

= AP, 30—50 JK AP (EAA, SETA AR RL 

更 加 发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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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0G , EMEHY FEN E AOHEY H E C  AR, PEET P RAT 
第 五 , ORB ORG BRE WEEE HP IE ELE 
A i BEARS LAY =< PPL, IC ERLE 

Be ERP. 
1, RUT EAR 
S70 ERS ETE ELM RS RS, ESL TA La 

Ji DK SASH , Ae FG MAS, FEAT A EAS, ERED OMT LE SR 
SR PLR abe aU] 0, DRT ERD A 1s Ly At a SE a TE A LER 
0 (EF A — AS Fs Uh, RELL CEN 
BEER ORES) , FRE MERU LR RALPH, SELES EERE IR REA 
fr) SE A SARS ER AH AER UE PS 
SIRES 

剖面 A93 LUCTUS. ERA 
斯 河 的 第 三 级 阶地 上 , 地 面 平坦 销 满 了 不 大 的 卵石 ， 主 要 植被 是 分 双 假 森 贼 CAnabasis 
sp.) 生长 得 稀 朴 矮小 ,此 外 有 短 叉 假 木 由 ,十 字 假 木 贼 ,在 稍 低 的 地 方 有 毛 项 (Artemisia — 
sp.) PABA AHA BEEBE (Reaumuria Soongarica) Fi$k32 & (Artemisia sp.)。 

HMR INA HR AE 

反应 强烈 。 

11 一 30 cm: 汉 棕 色 砂 壤 , 赣 爆 稍 察 实 , 仅 上 部 有 层 片 状 糙 构 , DLP LPR ES. 
30 一 46 cm: 红 棕 色 轻 壤 . 北 爆 稍 紧 实 ,无 结构 ,没有 泡沫 轻 反 蜂 。 

46—70cm: TERE, HE PSPR, SERED, BORESEEE RE, 62—73 厘米 闻 根 系 较 多 , 然 泡沫 

反 麻 , 石 块 背面 有 稚 灯 状 石膏 结晶 。 
70 cm DP. RRARA, MHDEARAR RE MORE 

ER AA ETE 46 ORO PRGA, ABR RK, BRRAM BARI 

山 前 平原 一 带 的 典型 石膏 棕 钙 土 的 特点 。 ESRB AMA, WEBBER 

部 位 上 就 开始 了 泪 积 , 植 彼 的 组 成 也 是 属於 更 加 乾 旱 的 类 型 ， 以 下 可 以 引用 剖面 gx 作 

篇 代表 ,和 乌 纳 木 西 面 的 冲积 平原 地 面 十 分 平坦 , ieee, 有 时 在 大 片 的 面 

积 上 寸 草 不 生 , 偶 有 宽 滩 的 乾 浅 , 浅 中 大 理 理 (Holoxylon sp.) RA , MILB BER (Sol- 

sola sp.) Figg (Sueada sp.)。 

MOF SF A, A LAB 

O—llcm: Beate, SEN +, BARRA, SPR SRR as 

HRFL BA, HOPR RRE ZN 

11—31 cm: CAE By ESI AAD, ROO, RATHER TOR TST R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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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id, EBT CN AT 8S. 

31 一 46 em ERB HT MMAR, 7’ Fe AHEM AMER TOS AHR ts 

RIAA TE ABU ers CoA, LR EA, ERR 

现 了 , EWR TY PERE ASR REA FE ARAL BA, eA PT PK ey 

PERE i AME RAM BR 7x A PEC, CR EER RD, OE 

较 少 , 且 洪 积 物 不 厚 (1 一 4 米 ) PSB HH, MRA LA): 

地 胡 有 小 礁石 租 成 的 奉 面 ,比较 稀 政 ( 指 除 石 )。 * 
O—0.Scm: BERMAN YD BEER ERS HEU ATE 1 一 2 DK, ATOR EE 

| AIAN AhAG, HOE LMAR ZY, Ht} 
0.5 一 20 cm: 均 伪 小 石 块 胡 成 ， 石 块 闭 有 很 多 粒状 和 粉 状 的 石膏 与 土 粒 相 湿 ,在 石 块 背 面 

te EE ASTRA RE A 

ALTE SE — HEE AA HE SEALE, at 

(1) FERRET FO A, AH 2 厘米 左右 。 

(2) BRE REE KEN MER, & EA) BR, KURA A ae, set: 

FART IZ MIR ZU A 8 一 20 HK, ARES 12 厘米 。 ， : ee 

(3) Deets tS: , AR EAM, FcR eR, tL A 

LMM HT aR, EF RL, DLE AE, ALP IS RY 10—30 HK, 

(4) BRE, BARE SR, HOR A RLS PAA Ae, tee ROR 

厅 状 ,针尖 状 或 份 状 结晶 ， 

石膏 层 出 现 的 深度 依 玉 地 区 乾 旱 的 程度 而 定 。 

2. 碱 化 石膏 棕 辆 土 

碱 化 石 高 棕 钙 土 在 硬 海 的 湖 阶地 上 分 做 得 特别 腐 泛 ， 植物 的 租 成 十 尔 单 粮 , 主 要 是 

假 木 贼 (Anabasis sp.) , iii AAR AR POR ROR TR 5 SEN Ol or A SP 

MEPE SRT FH A A 

"一 Gem: BRE BP MRM. 2, ARR, ery He TL, BUILD, a 

沫 反应 强烈 。 

6 一 21 cm: WEASEL, ERE, ROM, FE IAHR, ev 
EAL. 

21 一 33 cm: FEWER, RD, PEI. PC RE RE ATI ee, A 

WD Me AA OE LI, 
33 一 43 cm: FPR EE RAYE, ACEC, SEALE NAAT EE 

43 一 75 cm: FEARS, AW Le ed, (eee KR, 

3 PERE 1 EET 94 4- 

TE BRAS HE E95 A i a, EE EE i 

i i, Se, ten ls ae), ie OP), AR Bye hr se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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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LST AS), 植物 春 壮 也 随 着 乾 旱 的 程度 不 同 而 不 同 , tobe GALES RA 
Ik ( Anabasis sp.) , IK (Artemisia sp.) , 7X (Nanophyton erinaceum) 2H , BING ES 

#% (Eurotia sp.), {RHBIS (Kochia) FIA (Festuca sp.) FE"R ARE AU BIRARE (Ana- 

basis sp.) WUIBAAYA, FES UNSC AIRES LL ERA (Holoxylon sp.) MEE 

4E(Reaumuria Soongarica) Bi, AANA Wi Fl (Nitraria), , REE (Solsola sp.), WB 

32 (Atraphexis sp.) 等。 土壤 的 主要 特征 是 石 宫 较 其 周 园 的 洪 积 或 冲积 物 上 的 石 襄 灰 棕 

色 匾 漠 土 的 出 现 要 深 一 些 , 量 且 少 。 碳 酸 钙 在 剖面 中 有 淋 溶 现象 ,表层 有 微弱 的 泡 泊 反 

应 , 往 下 和 逐渐 加 强 , FI AHS RAs SOB AIRE Uh, RISK 

层 片 状 车 构 和 海 物 状 孔 降 的 层次 有 时 不 明 题 。 以 下 引用 喀 拉 泰山 上 一 剖面 入 代表 ，, B 

准 平原 型 的 低 平 的 石 质 残 丘 。 E 

0 一 4 cm: ， 碟 面 和 殉 极 的 活动 层 , 需 灰色 砂 士 泡 诛 反 星 中 等 。 
4—16cm: BAER, BEET AD SL, HAURIEL, OR BE, OCHRE AE MERE TL OR, BYR > TORR 

‘REGRZY, | 

16 一 42 cm: #22, SADA, URIS. PR A eS, RRS (8, 
42 cm DIE $342 SUbRIH eS ERT, MERE, th 

DIESE PERE G5 LAO RE, ALB SR NI SE HEE BL 2B ae I PAD 
特点 。 

本 区 年 降水 量 一 般 在 200 毫米 以 上 , 燕 发 量 仅 大 於 降水 量 六 倍 左右 (南部 地 区 篱 
10 倍 )。 但 由 於 土质 粗 奖 透 水 性 极 强 ,地 下 水 位 又 很 深 ; 故 一 年 的 大 部 分 时 期 圳 土 体 中 
卡 在 极端 乾 旱 的 情况 下 , 植物 准 以 生长 。 生物 过 程 的 微弱 而 使 得 士 体 中 主要 反映 出 地 
BHAT MBE, | 

TAGS A) EA LE REA AAKE ABS ESA 
问题 CECE, ARS HOR TERR, (LDU HED HBR 
PE A EASA PH TEL ALL BS — PES 

EVAN EE LAU RE, Shh >, ISRO att 
地 表 和 地 下 水 流 比 较 发 过 的 时 期 驯 石 襄 的 积聚 有 天。 

石膏 层 出 现 的 深度 与 所 在 地 区 的 降水 状况 有 关 。 
E/E SE NH a SRS I a TT ec ST A HT | AC a 

SEC, A SEAT Mia Ue AY 7 EIB Bae CT), GS ek RAE 
YT) A RRCRE Az Be, HE Tap HE AHA VE BRS HE BREED HOS EEE SF HERE 
fas 5 AEs TTS WS FG, BN TT SA ET REE PTE EY =P DL aH Lr 
(VRE FGM EP A ee oy EEE ED FAD ERR. A, MA HE AL 
BEAL SEINE , BUA CARA Ey TM SSA TR] EE HE HL re FC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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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 AH AT ACEP , TRACHEA EAE, 在 过 训 发 

A MERA aA AGS EAE, HER EM ARE IR aE EAA 

襄 荒 漠 景 台中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因此 有 必要 加 以 说 明 。 

在 整个 三 角 训 上 水 文 休 件 的 人 释 化 也 是 很 大 的 ， 故而 形成 了 -系列 相互 关连 的 土 坟 

类 型 。 从 三 角 洲 的 顶部 往 下 的 顺序 是 :(1) 典 型 棕 铅 士 :(2) 草 旬 棕 钙 土 ;(3 ) 淡 色 棕 钙 土 

型 草 旬 士 ;(4) 膳 色 棕 钙 土 型 草 旬 士 ;(5) 浴 泥沼 泽 土 和 (6) 泥 炭 沼 泽 土 (可 瑚 看 图 7)。 

以 下 分 别 描 丛 之 : 

(1) 典型 棕 钙 十 

分 佑 在 三 角 洲 上 部 的 交 稼 部 分 ,是 整个 三 角 测 的 地 驱 最 高 的 地 五 ,一 般 现 在 都 很 少 

受 地 下 水 的 影响 , 主要 植被 是 : INS (Festuca sp.)、 假 木 贼 (Anabasis sp.), BF (Arte- 

misia sp.)¢ 

地 表 有 小 碟 石 的 碟 面 

0 一 12 cm: 灰色 砂 壤 乾燥 , HSS EL, RH KGS & TL, RAS BRS , PPK ZN. 
12 一 54 cm: ARE RE, SCRA, LEAT Kee UT RRS RE, Am 

PRES AVE ALES HS, HOR HE RG 

54—75 om: ERE NA RAR IRR HS, 

750m. 以 下 treet, KERR . 2A. 

(2) 草 旬 棕 钙 土 

BRE (Achnatherum splendena Ohwi) H*) 1.5 K,AREMRE RARE (Artemisia 

sp-), & AF (Thermopsis lanceolata.) , BRI (Clemetis sp.) SE, BREH 60% 左右 ， 

剖面 特征 如 下 : 

地 表 往 往 有 极 薄 的 一 层 亚 落 的 千 腐 解 的 有 机 物 层 或 是 被 风 刮 后 的 交 碟 以 ， 有 了 时 有 

BR or HK WB | 
O— 4cm: ARERR , SER , PA BUNT ALIS BS eS Ah is 

4 一 24 cm: #RAR EAA Ste Aa) RORE, SCRA, HACKS, RRARIRS, SR 

WS, HOR ESS , SA ETE. 

24—S7 om: 棕色 , PAPE PARE, AS ORE, | ER, ERRORS (RR 

LAPD , TLR CR RZ, 

57 一 78 cm? BR ES,» FRE, FATED , J RR, BR GAR MG PIR , AR 

FERS 

73 一 105 cm: Fea fe , BE, FERS, FARA, RAN) STE, RRA BUR aR ie 

中 等 。 

草 旬 棕 合 士 的 主要 特征 是 土 层 厚 轻 寺 质 ,表层 的 生 草 - 草 旬 讲 狗 25 JK B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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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EK POs HES), PEE TTS, 有 时 有 明显 的 钙 积 层 和 新 生体 出 现 ; 有 了 时 则 
不 明显 。 

(3) 棕 钙 土 型 草 甸 土 。 
分 仿 在 三 角 洲 的 中 下 部 , 地 面 平坦 , 地 下 水 位 一 般 在 2 一 4 米 之 间 。 在 春季 洪水 期 

个 有 了 时 部 分 彼 洪 水 淄 昌 ,和 组 成 物质 坊 黄 士 状 沉积 物 ,主要 植 彼 是 拂 子 菠 至 装 (Calamage- 
osis sp.)。 另外 有 少数 的 芒 曹 (Phragmitis sp.)、 冰 草 (Agropyrom sp.) Fly ME (Lac- 

tuca sp.) ( 菊 科 的 一 种 )。 剖 面 的 特 微 是 :岩层 需 灰 黑色 的 草 甸 层 厚 狗 12 一 30 JRA 
即 壹 黄 灰 色 洗 育 层 、 有 鳞片 状 一 核 状 咎 构 , 碳 酸 曲 有 淋 溶 ,具体 剖面 特 葵 描写 如 下 : 

0 一 30 cm: ” 灰 黑 色 的 砂 过 ,12 cm DF REBAR, AMARA M, BROS, 

E70 

30 一 44 cm:  FERAK AS, WOME, A 2 I, ARE PE, RR. 

44—72 cm: PBPK S , WOME, aI, A-BAT RE, 锈 班 很 多 ,在 so en DCF 

强烈 。 

72 一 100 cm: 同上 展 , 但 黄 的 色 翌 加 强 , HOPE ESS, 

100 cm DF. H+, BAHAR. 

ERE CRE ROG LU Aa, ES SANA LS RG LO A) 
土 ,地 下 水 位 较 深 , BET ARES BEM, HS HAY A FO 
SE A ay ER BT AHS RS a EAN ee LETTS TST SEO CBI, 
EAE BS ESRB sD AT. TT SR, ARS TPE FBS FEA ATR 
RAE TO ICA SEs A AAT HDI, 27 JAS BARE, 
EI UG A fa) LAR TAY SH, "ECO TAA) 9 HB PAE 40 

棕 钙 十 型 草 名 土 内 然 径 常 有 洪水 的 泡 洗 , TELL SHES REG , ZACH EE RAN, 
所 以 在 微 域 地形 稍 高 一 些 的 地 方 有 锯 化 草 甸 土 成 班 块 的 分 念 ， 有 时 在 芦 鞋 沼 温 的 外 转 
成 条 带 式 分 做 , 但 所 估 面 积 不 大 。 虽 化 草 旬 土 除 含 虽 较 多 外 ,剖面 性 状 相似 於 星 色 草包 
AMAR BENE RE. 

(4) wave 
WAVETS RAL TE = SG FING FARAH, FEDER ISS FT tk A Fe — Te 

WE POEM $388 90-96 , He TG AY PGI hy YS FH PH YY A PN, BR AS RIOR A, TD 
强烈 与 土 相 锡 形 成 污 泥 ,六 发 出 硫化 亿 的 臭 味 , 污 泥 下 即 需 洲 育 层 ,代表 剖面 描 狼 如 下 : 

"一 7em:A FIRE, AAT UA YEA, PER AT IR AEE ea RAPER, HS 

Bete. 

7 一 24 cm: AG. AREA DENT , A> EEE, PE, TR, A ET RR, A 

BA th 7y 11S BEBE FR. 

24—67 em: GO. FEMS ATT, + aE, FS, 67 OK ee PF oK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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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有 较 多 的 芒 鞍 粗 根 , 本 层 中 有 大 量 的 黄色 锈 斑 。 

(5) ABE, 

泥炭 沼泽 十 在 洪 泥沼 浑 王 分 伤 在 更 加 低 台 的 地 方 ， 一 年 内 有 大 部 时 间 是 浸泡 在 水 

下 ,生长 着 省 密 高 大 的 访 董 ,其 下 有 沼泽 蕨 (Thelypteris palustzr)、 苔 入 ,二天 剖面 的 主 

要 特征 是 有 30 厘米 左右 厚 的 腐殖质 泥炭 层 ;, 腐 解 度 较 低 , 以 下 即 需 洲 育 层 ;, 地 下 水 一 般 

在 50 厘米 左右 ,代表 剖面 描 { 八 如 下 : 

0 一 5cm: 坊 残 落 物 组 成 的 草 泥 层 ,咖啡 色 。 

5 一 32 cm: KBAR MAIER, 由 天 有 莫 华 的 落 美 和 根 的 牛 网 能 泥炭 ， MMi 

矶 下, 潮 瀑 没有 和 结构 , AT Saye. 

32 一 43 cm: A/G. #B 7K IEE, BAAR ARE, HE, BRR, BRR 

根 , 和 支 根 ,本 层 开 始 有 黄色 锈 斑 。 

43 一 95 cm: G. KRAMER, PAK RNR, 的 BAH, He, 

76 厘米 以 下 地 下 水 出 现 。 

泥 痰 沼泽 土 中 的 泥炭 层 厚 薄 不 一 ,有 的 可 过 1 米 , 有 的 与 砂 士 相间 成 层 。 

(=) 准 踢 贾 盆地 西 邵 和 南 邵 的 土壤 

淮 噶 寅 盆地 的 西南 部 分 也 就 是 天 山北 态 广 关 的 山 前 冲积 平原 。 西 起 艾 比 湖 盆地 ， 
REA AA —M, MK ACS aS eR, BOR 
长 地 区 。 

天 出 北 芝 的 山 前 平原 不 同 区 上 和 节 所 钱 的 阿尔 泰山 的 山 前 平原 。 FAL AE, 水 系 徐 
多 , 均 成 南北 向 在 盆地 中 穿 流 ,形成 极 厚 的 黄土 状 的 第 四 多 沉积 物 。 在 此 广 关 的 山 前 平 
原 上 ,除了 局 部 地 区 由 於 地 上 或 地 下 水 分 人 条件 较 好 而 进行 着 沼泽 和 草 旬 的 过 程 外 , 普 允 
地 分 做 着 世 污 化 和 碱 化 的 土壤 ,过 是 荧 漠 地 区 现代 的 和 古代 的 积 太 过 程 的 结果 。 
ABATE REE, 水 分 条 件 的 释 化 和 上 分 的 累积 起 着 极其 重要 的 作用 。 而 

水 分 条 件 的 伙 化 和 蓝 分 的 累积 是 直接 奥 过 个 地 区 地 貌 的 生成 相关 连 的 。 因 此 有 必要 简 
单 说 明 本 区 地 瑶 的 生成 和 水 文 地 质 的 特点 。 

天 山上 的 水 系 在 出 山 以 和 后 ,由於 地 形 且 然 变 得 平坦 开 旷 ,河水 往往 分 成 数 股 散 流 而 
下 ;在 山 前 低地 形成 无 数 大 大 小 小 的 沼泽 和 摆动 不 定 的 河道 ,堆积 了 很 厚 的 黄土 状 沉积 
物 和 湖沼 型 的 浴 泥 。 随 着 冰川 的 后 退 和 水 量 相应 的 减少 ,沼泽 还 渐 爸 得 乾 酒 ,河道 也 减 少 
和 适 短 。 如 在 莫 索 湾 、 沙 湾 、 下 野地 一 带 有 着 很 多 正在 和 被 卉 平 的 目地 和 乾 沟 ,也 有 现代 已 
经 乾 漂 的 沼泽 (如 莫 索 淤 的 “ 湖 必 ”和 下 野地 的 “ 饲 连 湖 ”) DES, LES Hy PRE 
带 的 低地 需 古 代 的 三 角 洲 和 沼泽 地 ,现在 已 水 渐 释 得 乾 泗 和 蓝 化 。 如 上 事实 ,不 脆 枚 柑 。 

水 流 和 沼泽 的 爸 逐 和 与 纵 小 以 及 相应 的 地 下 水 位 的 下 降 引 起 了 土壤 的 普 滨 晶 化 和 植 
彼 的 演 蔡 ,以 下 引用 两 个 相互 垂直 的 断面 图 (东西 向 的 和 南北 向 的 ) 来 表示 现代 的 水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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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FOR AE ARS, DWE — 2b RAS 1h AAR 

在 图 8 和 图 9 FRAY LEB Hb FE 7k OLE Cee fh Fe Ac fe) ECA, SREY 

fi) ANE RE eb BR, Bp Ze BE A a FIGS ey Ch PK 9% 2 一 5 DK) Tay A Re 

RRL) AOS TP 7k 34 TER RE EE , ABET BR A SS FE. Jct ak: 

1.CRME 2K 1. 4. . 

BS WopTks ho BY Uk Case TS ERAS) ee 

ate mm ope 
: 8 - 

MRM LMO M+ Ss 

mo Mh mh ih me. 

1 A) 3s 9 EG HY SP Sa AI OS eS, eR 
RM TRRMBBR (COLA) Me Ak RD Fu AS, HP A EE 

Pe Fi UR AE DP > CE tS BR AEP Ae TE AY DAA 10 ate ee ae, 

ey ER HE PK Or Pe A Ee P, 8 A ER 7A FZ, 1 

PRE PARAS A I Ae Fads, ASAT ZK FUME FT IM fay, TTR AY thy eo 

增加 起 来 , EMIS PD UE, AE i A Eh (eID, FEE) Ge 

Spa EK eS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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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y SET AT eT Fe HP AR RE 

—w RK PR 
fl 10 河 疝 地 上 四 地 和 冲 讨 中 有 水 

一 -一 的 河流 冲 间 和 四 地 

Pai FNS BY HEE A AAR, 

a7 EERO ASS DRS EMS i BBE. 

XXXXX RRR RERER 

Fab, AHO DESL 5 | FE 
5, (RAHA EAR (ENE) 
AHH DANS PRR, 所 以 , 河 问 
地 区 的 土壤 往往 是 昌 化 土壤 (或 及 士 ) 与 碱 化 
EE BRL) BER 

戎 着 沼泽 和 水 系 的 乾 洒 以 及 地 下 水 位 相应 的 降低 ,土壤 演 悉 的 一 般 图 式 是 : 
Wet Bat BARS t— Bebe Re BREE 

msuaanssdt ise | 0.48 | 0.18 | 0.19 |0.055 
sesvsminty-tae | 0.01 | 0.02 | 0.06 | 0 = 

> 强 喜 化 或 碱 化 亦 钙 士 

与 此 相 峰 的 植被 演 替 的 图 式 是 : 

高 芒 草 一 > AAEM EE 一 BAK BI—> EB 

ote 

DA_ESEHA Y Secu RST BUTE Fl 1 A a Fe Fe FAA, ae BE 

RAPT BE SE tes SB Sth RAS Ts ER > ERE. FE RO Aa Pa eo i a ah 

AARP GA: iB FB SE BCR CORE FOIA] Fe) 成 带 状 分 伤 。 

EOI AE RICH Beis ROS Pi AS ws He fy A A a 

本 区 主要 土壤 类 型 有 : 

a & + O)RRCRME+, 

(2) Ree IETS +, 



62 *hek® HMR 

ABADI A. (1) RA LVI fay + (EDIE) 
(2) BEAR G5 A fag 

x SG 土 《1) 草 名 灰 钙 土 

(2) BEAR GE PEE, 14 HE A HSE EC Pe RE a a) 
(3) BRAG AR GBA) So WE BE , 149 HE FF Sak HE BY De RE a 29 8 =) 
(4) RAB, . 

(5) eer Bs, 
ie (1) BRA RE, 

(2) FACS EA 
(3) ee 

a (1) ae fEAR BE AA oe 

(2) 75 (SRR RE AE CAN fa) — I L-, 

1. ie 
| RBA EMER Pa RAS OS A IFT PUR, CE 

ASHER, BIE SEAS TIT ERE, AEE OAR JE AE BEAN HE EL FE RTO a BE AF 
看 泥炭 化 肖 程 , TEER TEAL, FE ES YAR, Hie TB 5 A 1) RE, AB 
时 间 均 露出 水 面 , 但 地 下 水 位 很 高 ,一 般 在 50 厘米 左右 。 ATURE EFT PUR 

解 ,而 没 泥 炭 的 轩 积 , 需 鞋 塘 浴 泥 沼泽 士 。 其 成 士 过 程 及 剖面 特 徽 均 相 似 亦 盆地 东北 部 

CrP REAVER EL AEE, FELLA DS ERK. 
2. 灰 钙 土 型 草 旬 土 

基 钙 士 型 草 甸 土 一 般 分 佑 在 河岸 低地 和 泉水 出 露 带 的 移入 部 分 ， 地 下 水 位 一 般 是 
在 2 米 左 右 , 是 沼泽 地 区 的 网 称 或 沼泽 逐渐 乾 泗 和 后 演 的 第 一 个 阶段 ,生长 着 不 高 的 该 

APRA BFS, ERE ia hi ped FP 

0 一 27 cm: BRAKES AYES FILA, HOMR, eh He TR, TE 6 OK DF RRS, RRR, 

27 一 55 cm: ARES, PON, FAVA TRA, HK OE: A, ES BES 

355 一 96 cm: 灰色 , PAB, AL, POCA SEL, 稍 紧 实 没 有 类 构 , 泡 洲 反 应 强烈 。 

英 钙 土 型 草 名 土 的 主要 特 微 是 表层 进行 看 草 甸 化 过 程 和 下 层 的 潘 青 化 过 程 。 因 
此 ,在 表层 有 很 厚 的 虐 色 腐殖质 层 而 没有 片 状 结 构 和 海 棉 状 孔 了 ( 乱 一 般 灰 钙 土 表层 的 
HH), TEAR TRAY AGA OAS BY CS DERE LHI, 过 和 与 地 下 水 位 的 下 降 和 季节 性 的 楼 支 有 关 。 
碳酸 电 没 有 明显 分 化 。 

直 蕉 它 所 滥 行 的 成 士 过 程 和 剖面 特 答 不同 於 灰 钙 土 , 也 不 同 於 沼泽 士 , 而 以 草 甸 过 
#21532, WEIS — SALE HH, 它 是 沼泽 土 和 灰 钙 土 之 间 的 过 滤 类 型 。 当地 下 水 位 
HASSE AEE, OU SRG AAs a) I, Be AS ty HU ARGH ER ARGH A. 

RGA PUI iy A) SH TBC BE , 255 IBEW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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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i fa FRESE 

Hh PKA TM, REBBRRERSEIRS, HRA BKWRARNGY. 

+, 披 龄 草 、 泡 泡 刺 等 中 生 植物 , BEE 0% AA, 土壤 剖面 分 化 良好 , 表层 有 机 质 多 

成 深 灰 色 围 粒 千 构 。 下 部 石灰 斑点 泪 积 , RPS RE RG AS EAR 

明 题 : 

0 一 6cm: 8%, RRPRAK, He HOP ROE, I ACHIK, Re, TPR 290 

6—21cm: $7, HEAR, ACRE, FR RRA PR, EE A RS, 2B, Me BER 

BES fifi TPR Bz RR 

21—42 cm: §&%—TARIS, FAR y HES IEE , 小 BA —MAKGE, BRALRER, AEP, 

HOR LEBER | 
42 一 63 cm: §C, PERAK, 轻 壤 一 中 塘 , 糊 粒状 TAR, IRS Bh, BS ARIK ARE, te 

沫 反 蜂 强 。 

63—97 cm: ”基本 上 同上 层 , 只 是 眼 状 石灰 斑 比 上 层 更 多 ,颜色 较 上 层 淡 。 

97 一 121 cm: 雍 , 和 白灰 , 夹 有 黄 棕 色 斑 块 ( 府 解 根 形成 ) 中 坊 , 无 千 构 , 罕 实 ,泡沫 反 星 极其 强烈 。 

121 一 144 cm: 9%, EBT, BE, eS, RA, 泡沫 反 星 强烈。 

| 草 徊 藉 钙 土 挟 灰 钙 土 型 章句 土 的 主要 区 别 在 庆 它 主要 是 进行 着 灰 钙 土 的 过 程 ， 故 
腐殖质 含量 较 低 ,腐殖质 量 的 厚度 较 大 。 其 次 , 土 层 下 部 无 潘 育 化 现象 , 而 有 碳酸 曲 的 

小 积 。 草 旬 灰 钙 土 开 允 后 肥力 很 高 ,但 分 伤 面积 过 不 如 灰 钙 土 型 草 旬 十 。 
4, Bt AR EGE : 

BBL ARGS EE iE Tay HO, A A PE, to LR, 
CEG RMR TRG MBL, Alb, RHR AD DASE SER He Pk ， 
ir PAIR) AOAR IA), i ER OR ARES, 在 本 区 (冲积 平原 ) 的 北部 , 尤其 西北 
部 分 车 排 子 一 带 地 双 较 需 低 凹 ,沼泽 退出 较 晚 ,生长 着 茂密 的 理 弄 档 林 一 般 均 篇 轻 度 鼎 
化 ,以 至 没有 芯 化 的 灰 钙 十。 但 是 在 很 多 地 方 ; 随 着 鉴 分 的 逐渐 累积 而 研 营 柴 生 落 水 渐 
A, BERRA EM haa EA, 在 地 倪 特 别 低 四 (但 地 下 水 位 仍 在 8 米 以 
BABI ABET A AOE Be hn BLES TT”) A FS BY TBE, ZEEE (LTH 
BBA, FEARS SR ASHE , HOSES , EES BE? PAB he AL A ES, 

Ba AES Bis Et, Fa aa BE BB A PRG An FP 
955 6 1 IK BT HY Hl BRAS SATA HS BK BEE AS PEARSE , FURR TT A 

0 一 5cm: 深 灰 色 , 轻 坊 , 乾 燥 , 层 状 到 块 状 车 构 , BERNA, GALA SFL, RR 

HE aR ZN, 

5—15cm: 深 灰 一 灰色 , 轻 壤 ,乾燥 ,有 很 好 的 薄片 结构 , HARA, 

15 一 24 cm: PEAR A, WORE, BC, AAA RAMA, BRS 

BE, 7 ERAN, 



o * Ree HRRHR 
a ee 

24 一 62 em: ” 泣 黄 灰色 轻 塘 , 稍 温 笛 , KA. BRAM, ARE REE EO Te? 

和 泥炭 化 的 根 皮 , RIN, 

62 一 96 cm: PRB ES, PEM, HMR. xh. BW. 

PvE Uap ee cee Ea. ace Cee ace eee ts ee | 
EAE HK) 20% 左右 , HORE A DO, AS} ee 
BiB Rs FOUBRE ADS , EPR 255 J AT BABAR TL BFR RRS DI AS i ae 
BFE , MAINO Hea Hae 2, SEP Meda a 

0 一 4cem: BEAR, MOOR, HERR, Heh, AIRE AYA RS Ae Lik, 4 2 BOKDCFED 

SRA Re, ad 

4 一 15 cm: AES HEME, MR, PARA AA REEMA Eee. 

15 一 37 cm: ARES, HM, OTR, CA) ae 2 

37 一 82 cm: fk ASR, CM, HEY, ATH RAM, BARA we. 

82 一 124 cm: $f, AK, OM Sw Bae, Be eRe, ; 

FL eA I ya I BA, RA LI, EMA] A 9 EA le 
4 PRBS A; , CE ABR AUS PETE 1S SLBA IR 1 PR BHAI , EE 2 AS 
AF, ESB SEH FA OA a eH FABER J A BF A FR 
PEAS RE Sb AO SOR TG A Ze, 7 RE AY LSE IS, hits 

代表 剖面 描 筱 如下: Ah NBS 

"一 Sem: BEDE HEM, ARRAN NE Ik — AC, SS ECHUCA St At Hi 
FLOR, MUP CRM a ZY, , jh 

3 一 10 cm; AENEAN, PRONE Ag BEBE. HL) NA, NARS 

10 一 36 cm: BEA HEME, ATA AN ERIE RU, ARES weiepeteion tsigecio ies 
>, MACHR 4 . HAP I Han 4 

36-—74 cm 5A 1B, a RP Al Rf 
EH, HG AS “IU” AE ES RAK, OM 

74 一 104 cm: 棕色 , IR, IO AF = EA, ET 1 OR A Hee 
(2 OBIE LH IE ME 

104 一 137 cm; ef, FN, APC (889 1 cm) OS eh AT te 
Fir REE TABU A I, 70 A 2, 

137-200 em: BA, AE, RRR, FE 180 cm pie thy egies: Bee, 

Pat tan 

PRA RAC AKI TA FEF HE A 7B) id AE AY > fh. 

5. ORE PSA 

FETE ACA Top TS HA La, BARE HHL TI A Be FES EL Pt Db A i 4 a 5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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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 化 的 灰 钙 于 也 是 分 伤 得 相当 广泛 的 一 种 二 六 类 型 ， 在 到 纳 斯 河 生 奎屯 河 之 间 的 

Tay RH ER BZ fi, TESS ASAT FE EAT i ABR EE BE BB AR AY Sh ZEB 

PRESALE Ee FOE GS PS FHS 10 米 ) ,在 刚刚 
WBE SHEVA TS FUR FEA A VERS bd Fl, 

BAC AR EGE ATH Oe BB 1 REG AY, , SESE Py PS TE LR (Reaumuria Soongaria) 4 

HEERZMARAA SMA EBS (Girgensohma oppositiflora Pengel) Fite xOwse (Bre- 

zia sp.) 此 欠 人 淋 有 少量 的 花 穗 草 (Matostachys Caspica) FUL) (Tamasix sp.), MGB 

#J 30—40%, 

Hii EAR ARR, REN 2 厘米 , HERAIRS HAIER RIK, HE 

APL EHRAR MR BAHAR ERS , RAGS PH, HER A ha 

RHE ee AN, AH, FEHR AIRS S A , FER IELTS, A PEE ERA 

RSH, BAR, Ue Fd TAREE AI, 

EY) Fes) Hs see Be Da ACR BG Ae Hs ae IB gE BF CE 

ERR BIKE , AE HARE BS FT RL, EY 5 一 8 厘米 , ESRASFLIR BEA 

FE PRU A, A RCI Ec He, A HEA SR, AR ZU LTR RE, SP i AL 

TE. 

第 二 层 是 碱 化 层 ,， ARE, MARI, Bae eRe, 坚实 粘 重 , (中 

Ye — HE) IR KERB A, WISER RARE, SLT AVE, 本 层 厚 狗 10 一 15 Jp 
2K, 

HBA EB RAE, ies, FA, RK, RAR, BH 

ABC Fes OR BE , HOTA JZ IRE aa 2, AS Ye ae 4B OS Be, FA, AS ot DH 20 

一 40 厘 米 。 

FERS LAT ESA DAD ies BE fi ET), AE 100 SOK he a FY Bea OK 

状 的 晶 徐 大 量 出 现 。 te 

DA _ EASE IC Ae AY SE AF oR AEG BY LLB, A a KR TB 

HU ASHABA. WLP al il AP. 

"一 Som: Bea Ea AACE 75 Jet Ar Ra ae AGS FBR LB, SR, FAR BL, ST Jer aE HAA, 

TLRS oR ZU, 
8 一 18 cm: BRS, HOA TAK A BSR, BORE, EAN AA SASK RG, SAL, PR 

RUBE DE , LAS a ZY, 

18-32 cm: REBT ADRAR 6S BES AB FT DU a Ht AN, A RSV) a RE , 75 ASG LH 

GH, ARF BF BRP, 泡 未 反 蜂 强烈 ， 

;2 一 77 em: 同上 层 但 色 较 次 均一 , 仍 有 南 多 的 芯 斑 ,下 部 开始 有 少量 铸 斑 出 现 ， 

77—150 cm: ARES BARA AD, (BABAK He Be Br 68K , 12 a A LAT 3 — ,, FE Bs 



66 Rh tk & 6 RR 省 

BRAN GOD Fak 8 BG, Lae PM Ble Aa UTA bp, A 
下 锈 班 生境 加 。 

“PERN 8 ASS BBR IRE. PRESALE AYR REAR A eye a 
BREED ik, SEEM GSO OR (ts DR 95 A A FA EBB, EA EA, 
Usb Fares CCE ZEYH, ae ISR AR AP Hi eG I BEA 
RS Awa a Sa, RASA I pa a 

Fy MC, SPS TG HE AR RET RG ALAS, A A PT AS, 
FEBt TS MACACA, 在 炮台 一 带 过 种 现象 十 分 明 题 。 现代 的 积 刀 过 程 破 壤 了 
原来 的 碱 化 层次 , 精 构 水 渐 地 组 得 不 明显 起 来 , 通 剖 面 有 了 课 班 , AR 
皮 和 其 下 的 疏 攀 层 。 过 些 都 发 明 原 来 的 碱 化 土壤 正 向 着 嘱 士 的 方向 发 展 。 

在 碱 化 灰 钙 土地 区 , 由 共 透 水 性 不 良 , 春 季 融 雪 水 在 稍 有 起 伏 的 微 域 地 形 上 往往 形 
成 地 表 逐 流 引 起 土壤 的 片 他 ,土壤 表层 被 合 蚀 和 后 ,地 平 购 得 灰白 光平 , 琵 亚 柴 根 外 露 。 又 
由 亦 融 雪 水 所 揣 带 的 物质 在 地 势 稍 低 的 宗 地 中 沉积 ,故而 有 埋藏 的 碱 化 土壤 。 此 外 ,在 
乾 沟 及 河 踪 两旁 也 可 看 到 和 粮 蚀 的 现象 。 

6. BBA: 
APLAR SEH FE RH ad 9 od TE AF, SO,” 和 与 CI- 的 比例 一般 是 7 : i, so, 

在 剖面 中 释 化 不 大 , 而 CI Aly FR, ARERR AHCI IT Ae AD 
聚积 区 。 ee 

ZA BLAM: BL Le UE A MAF ARR ICBO EMA LFS AA, “EHH RC 
976 + RAL MD, 

AG ABO = AY , so} DL ENR: ASI. 在 局 部 低 
叫 的 小 志 地 面 上 和 坊 黑 色 千 皮 的 毛 化 物 蚁 士 。 洗 青 性 旭 土 一 般 都 分 做 在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的 
低地 中 。 

(1) Re One BH {6 SUKHAIEAS SAN, TE NEE CO 
Dei SA SH it AE 3 一 5 厘米 之 间 , ACT, SH 
EME ASAE, UAL TTT RSE (Brezia sp.), “EWE (Suaeda op. aff suaeda glauca Bge-) 
ARAM I 

ASO) AIO HE - 
(1) Stitt 44 — FE £5 SG, SZ) en AR AE Ee ; 

(2)PERE ATES 1 COKER FEE FATT AR, PROFLE , TE HEAR (4 

(3) (ERA RE APAY TRIE ICH REE, tPA RA eR, ATR ETE, AGAR 

PH4—10 OK, ARIA BIG: 

(4) FER OTE DLE TE eb ng ik AA 2 RS TES RAE 2 ATR, AE RS 

60 一 80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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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LE Bb 5 

(6) se 1) Ta AS HR ZU BR FS 

AST i Si BEAD F : 

0 一 Lom: RARE RNAS BER AS He, OR, Ar Kea is Bis HK FL 

1 一 10 cm: BRERA EL ANAR UR foe ERNE AY ce A BR 7 BR 

10—34 cm: PRARAR EAR EL MPLS BEA Ry HLA HR ZU, 

34—44 cm: fee, CRA RARE, BPN Be, BB, RE 

强烈 。 

44 一 90 cm: 色 不 均匀 有 深 棕色 和 灰 褐 色 斑 块 ,中 壤 , 紧 实 没 有 精 构 , A EK RR 

ROR TRS. 

90—133 cm: 淡 黄 灰色 ， AHIR REE. HARARE NORAD AHS AUR, 所 以 质地 

也 不 均匀 ,没有 糙 构 , 跷 斑 较 上 层 少 得 多 ,泡沫 反 蜂 也 较 弱 。 
133 一 184 cm: 同上 ,但 是 有 一 层 红 棕色 粘 十 层 ， aa ae one ae 
184 cm DUP. fe AR AAD, 2B RE RR 

. (2) RARRH ALB SPREE BTA DSM, RS 

— Fee BG ASE BS , eS HAS “RBH” ARR Ste He SE BY 

性 芯 以 氢化 物 乱 主 , 具 体 剖面 描述 如 下 : 

0 一 4cm: BRAKE, SCR, FEA 0.2 TOR AEA ES BRS EL SL aE as HK 

; FLEA, AREA, ARS ABBE, 

4 一 7 cm: BRAKE, BOER, PRE, EB IRE HS, ee, 

7—20cm: 7K, re, THR, BE, AR OS SARS, BED FEA A 出 现 。 

20 一 41 cm: BEBEAK, MADE, FAURE UL BRT ARSE, 本 层 世 斑 显著 减少 ;有 锈 珠 出 现 

往 下 还 渐 增 加 。 
41 一 86 cm: PRA E, 咯 斑 较 上 沽 少 ,其 他 同上 层 。 

(3) BAER ERATE REAR A PARA WRB, He Pie He 

RR AY RB HE A PRE RISE, ER 10% 7, Aa Redo P 

0— 8 cm: PAIN A dale , Fae, BRE. 

8 一 30 cm: GREER EL» HSE, AACR ACHE , Bite Ba , ST Jas YE, 

30—63 cm: (AUR ER ES , BORE SUKI, Ae SABRE, HR SSE EAS Lh, 

63—76cm: (YA, BBE, Mets, AR dA (AR EBL HAA). 

7 . Hae 

Lead Meee cir eee cae te ee 本 区 主要 是 高 位 柱状 , 轻 度 
BS (CAY 5 Jt OBE: , HA RAS EE TEAR TE BE, UE EAS 40%, His LEA 

Wid, EA EAS HR BERS, ARIS 127 8 eA RHE, JLT LARS A th Bt 

特征 之 一 。 土 壤 剖 面 的 分 化 也 是 十 分 明 题 。 具 体 剖 面 描 汶 如 下 : 



68 WERE HEHE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0 一 8 em: EAC ELATAND, REM, RRL, ABU ARMS ROE HE AR TL, MPR AY, SEE 
Fae a BF A HT 

3 一 28 cm: 褐色, AAAS RETR REDE, he. 有 明显 的 棱柱 状 竺 构 , 高 构 12 OR 
长 网 5 BOK, 有 少量 酸 登 荣 支 根 , 泡 证 反应 微弱 ,但 不 均一 ,在 灰色 斑 雪 中 较 强 。 

28 一 45 cm: SSA RAR EIN HR, EE, OSE, OR L,I, 
(7A —, pages Sa Sei, BAF ae aE, 

45 一 84 cm: BEARAR ES FFD WH HEIN, HUME, FET SA, AER BER OH ADEE, 
RC HE AR ZU, 

34—153 cm: SRILA WBE CAS bie A, ORE, AEA RR ee 
Hae LRM aR ZU, 

158—180cm: |e] kit (8D aA ER. 

Hy eS) HE AST 5 RE KAT ARS ye a, Ah AE Bt RE, A BAS 

PARR ASRS AS AH, SE Sa Ree BP PR Bl A EA RE BE 

REARS ELAR AAA BG. 

8 .古老 灌 新 的 灰 钙 土 

在 二 百 余 年 以 前 , 瑶 纳 斯 河东 岸 莫 索 潍 一 带 , 城 钙 密 做 , 耳 陌 连 物 , 古 老 的 灌渠 水 道 

沿 爵 殿 可 见 , 但 现在 又 生长 着 一 片 高 大 的 理 玉 横 林 , 在 过 种 土壤 中 留 下 了 古代 灌 新 所 和 欠 

FAY RE RE , 如 明 题 的 耕作 层 和 由 於 江河 所 造成 的 泪 积 现象 , PTFE RA AR 

等 ,但 是 长 久 的 放荡 双 使 士 坟 在 一 定 程度 上 获得 了 某 些 地 带 性 土壤 ( 灰 钙 土 ) 所 具有 的 

某 些 特征 ,如 表层 的 灰色 , 层 片 状 烙 构 和 海 棉 状 孔 陈 等 。 
古老 灌 新 灰 钻 土 的 合 咏 量 一 般 都 很 低 ,剖面 中 未 见 有 哼 晶 和 曲 斑 ， ROBES 

WK FR BDAY Se, FEE POS RT) ERAS AY. 

4 Ss Be iG A Ty a EEE RSS OP A Bt IR, A VE ETE AES 

mR SAA, STI 5 | A EE FE PER iD Fe. 

bP > EE. 259 EOE, ko BA AAR HK — > BY Be, Se BE 

S96 05 Fi eT AR AAS Ay. ’ , 

FE SE GY TG TAT A BERR OL, AT ES 

iP hi RD A 层 或 A 层 的 一 部 分 。 

(=) PRDRH PRY RHEHtM 

A PCS fk de St Bs A A RE AY oe St De CS a Sa er PD Te) RP fh AR Pe a 

pe —— A AE, A EE SAS EE IS, CARE Sy I 5 7B 

SB FDA PD ee se ae SH Ll, ee PSM. 

FRAP IE BEARD Fr 9 154 25 EA A fr, AAS CR AL I Ae Se 

Ay toe) A SC), PD EP TERED FT PE AO AED, SCAT 



中 国 科学 院 新 疆 乏 合 考察 队 1956 年 土壤 考 察 报 告 69 

FROME RRS , MUR EMR , SR, FED HD AERO 
种 古老 的 沉积 物 往往 在 沙丘 之 问 成 小 块 地 出 露 。 

沙丘 地 区 的 土壤 不 同 於 上 伐 东 北部 分 和 西南 部 分 的 土壤 ， 过 是 与 沙丘 地 区 的 特殊 
水 热 休 件 以 及 其 所 引起 的 生物 生长 的 特点 有 关 的 。 

丛 地 中 部 沙丘 地 区 的 气候 特点 显然 不 同 於 山 蔚 一 带 ,在 近 山 莫 部 份 ,年 降水 量 较 高 

所 温度 比 轧 小 ,相反 地 合 往 盆地 中 心 , 则 大 陆 性 气候 的 特征 爸 得 意 加 明显 和 突出 。 
前 由 地带 和 山 前 洪 积 局 地 区 ,一片 蒿 属 和 秦 科 的 落 漠 草原 ,土壤 中 可 溶性 果 多 彼 淋 

Meo WATASHI HAVA, 生长 着 早生 耐 咯 的 获 科 植物 , 可 溶性 世 在 土 

斑 表 层 大 量 聚积 。 如 盘 逢 往 盆 地 中 心 部 份 ,在 沙丘 泪 和 多 及 沙丘 地 区 的 小 志 地 上 , 则 土壤 
Be PERE RZ SERA IE HE Ta A) Be ee HS OR ,在 光平 的 灰白 色 地 面 上 仅 有 少数 益 株 

Hy, BRN RRM RR. 
Le SIMARD AS, WAP RAMS RR ACT 

以 说 明 ,在 同一 年 中 , PB AL AE I EER, 但 在 沙丘 附近 地 区 的 寒暑 
SA URBANA, KRABI Ee. CME EAE, Bill 
FB 94-147 DK, 0 EE 21 一 40 厘米 左右 。 

在 沙丘 地 区 圳 主要 的 土壤 是 砂 质 荡 漠 藉 钙 土 ， 以 及 在 沙丘 间 古 老 沉积 物 上 发 译 的 

GWA KGL AEA. AES: 
L. WA TAKE 

FEV LAR BANE BIE IA , ON OY AE Dy, ES BEAR ERIE 
植物 ,过 是 与 沙丘 的 水 分 条 件 有 因 的 , 降水 很 快 滩 大 砂 乒 中 , (RS EEL FY 
水 份 不 能 完 至 彼 菩 发 ,以 供 植物 的 利用 。 此 外 , 沙 层 对 大 气 水 蒸气 的 凝结 作用 也 是 水 份 
来 源 之 一 ,所 以 我 们 搂 开 表面 的 砂 层 往往 发 现下 部 比 表 面 要 除 音 得 多 ,过 是 高 大 灌木 得 
以 生长 的 重要 人 条 件 。 

ARE ARSE, 地 面 上 有 残 落 物 绪 萃 ,但 由 蕉 风力 镍 劲 , 地 表 的 成 落 物 层 和 

土 表 层 容 易 和 被 括 走 , 故 一 般 没 有 明显 的 土壤 剖面 的 发 育 。 
2. fe ZY HE wes TR GHA 

se eS Fe RE He AR Hii fev Fede AER Be BS 1 BY ea) De BH A ne 

LE, , ABA HRS BE TEE (COP REAR OAD CEE IR EY YF 
的 沼泽 型 沉积 物 。 

AS TA Ge UY FE RHEE BG RR, HAR EEE OM, (A 
Hi , HE A _b 5 eS A AY a a A O0.7 厘米 左右 ,让 长 5 一 8 MOK, GS LAY 

(14 Be, Ss SER, TELESIS (L,I LAIR 

多 鼠 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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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塘 砷 面 的 主要 特 微 是 :剖面 厚度 不 大 ,在 不 深 的 地 方 就 显示 出 未 经 改 绝 的 沉积 物 
的 特 徽 。 表层 是 相当 坚实 的 鳃 烈 千 皮层 灰色 或 棕 灰 色 , 多 大 孔 ,一般 厚 乔 5 >, 以 下 
CREPE , 起 鲜 片 或 核 状 -粒状 结构 ,再 下 即 信 母 质 层 , 全 剖面 泡 泊 反 应 强烈 , 鳞 斑 在 6 公 
分 左右 处 即 虹 始 。 此 外 ,有 白色 嘱 班 和 石 高 烙 晶 ,具体 剖面 描 伐 如 下 : 

0 一 6 cm: 浅 灰 色 一 湾 棕 灰色 ,有 不 明显 拓片 状 烙 构 和 海 迷 状 孔 陋 ， FUME BATH | 
EPH), HERR , . 

6—42em: PERE RPE, A, ROMO, ABE, BEAR, 7a ARE 
RAR, ASR ABR RER SARK HAREM FAA. 

42—48 cm: MAA MRA, ARGH AMAR ILA 

48—112 cm: er ee eet ee ee 

SOY BE, BATE, (ii, HE ZU, BPR 

112 一 144 cm: BRMMKANUMEX, BARGRARS Bee, ye 

3. GALE 

EER Mite RP BD SAL, PPE BE PE TES RARER 
PIA UA EES , CAA RE OR ZU FE ARG ABA, 网际 省 全 

GALS PAA HYD, (Bia A AALS , FERRI LAS He AERA (2) 
HUE EM Re ALE, TTS ERK, & TBA A 
Bu Be HAE A OT PE EA PTL 22 ES ALR OM, 2 JT A AR 
SM, Gi Ze AIC AE 1 MOK, PEIR 3 一 4 at, Oe 过 种 土 

壤 的 地 表 十 分 床 硬 ,局 蹈 踏 上 锁 锁 成 声 , 有 柏油 路 之 威 。 
土壤 剖面 的 主要 特 微 是 : (1) PT PE Ss EY HEP A, AE 

次 分 化 ; 在 20 厘米 左右 邹 逐 渐 过 滤 到 母 质 , 通 剖 面 极 需 乾燥 和 译 实 。 (2) 由 大 高 等 杆 
物 极 少 故 剖 而 中 很 少 腐殖质 的 色 亚 ,偶而 发 现 个 别 的 植物 根系 。(3) 在 9 厘米 以 下 有 头 
量 锈 班 出 现 ,至 剖面 泡 泊 反 应 强烈 没有 溅 积 现 象 。 C4) AEB 具体 
FA a FEN F 

0 一 0.5 cm: AL—- ARSE CACAO IME RBI BRACE WPT ACL, ee 
0,5—2em: PRA A) F BE AR, TIE RE AAR TL Fg FF RE, 

2 一 40m: JL— FPP CANNES RE, I — , EE TG, JE AE aE, 

4 一 Dem: FRE, PATAR ED, DERM , AFR BOE ACEO EAP, SAF ER, 

9 一 25 cm: {PA URE ER RE, ir I ity & 

25 一 60 em: JO 1: , {Ay er 
60 一 135 em: AK, HAT Ee ME GEBEAT URE EE RAI RE 

(EWU: AEE, FICHE, PRO, RE, BU, ata, BAR, 
WMH. A, REM: HOA. FICK, H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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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区 内 的 自然 地 理 人 条 件 是 十 分 复杂 的 ; BAVA, 也 有 盆地 , HARK, 也 有 草 
原 ;, 有 戈壁 ,也 有 荡 漠 和 沼泽 。 山 区 气候 属 认 寒 温带 类 型 , 塞 冷 而 混 泣 ;盆地 气候 是 大 了 
性 的 , TORR, 夏季 炎热 , 冬季 寒 准 ,温度 日 较 差 和 年 较 差 都 很 大 。 士 壤 休 件 爸 化 多 
端 , 也 是 十 分 地 明显 。 因而 在 不 同 地 区 内 也 就 出 现 了 反映 当地 环境 条 件 的 不 同 的 植 入 
类 型 。 演 些 不 同 的 植 彼 类 型 不 仅 在 地 理 分 做 上 各 有 其 不 同 的 起 源 和 不 同 的 规律 性 ， 而 
BBA ERA IER, 需 了 化 述 方便 起 见 ,我 们 将 在 下 面 首先 提出 过 些 不 同 植 和 
类 型 的 基本 原始 资料 ,然后 将 诗 花 它们 的 分 伪 规 华 和 演 替 途径 ,最 后 再 提出 一 些 有 天地 
植物 学 方面 的 理论 上 的 和 生产 实践 上 的 问题 。 

一 .植被 类 型 概述 

我 们 把 考察 区 内 的 植 彼 划 篇 四 个 区 。 下 面 将 按照 阿尔 泰山 区 、 天 山区 、 障 馈 南 山区 

和 效 噶 尔 盆地 区 的 顺序 来 进行 稚 述 。 

(—) Bel ey 

AAS [its FY FAS) HEL FET AS (BAe SS Ta AST AS Tm) Ti BL WR A BR 

HE TF) LAS a A sR 2S SS BY TAS LT A eh LL DP BY SB 2 a 

1. 高 山 草 旬 带 

2. 亚 高 山 草原 草 旬 带 

3. 山地 对 革 林 带 

# 中国 科 学 院 新 疆 综 合 考察 际 地 植物 学 组 1956 年 7 一 10 月 调查 ,1957 年 工 月 写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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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E LU AEA IA AY 

5. BARE aH 

6. LL ESP AEAS ET Ae 

FR APY HE Ade bE PS GR ABS PS) SE HL hy I A 

1. 高 山 草 名 带 

本 带 处 亦 地 貌 学 上 的 中 高 山 带 ,其 下 称 的 海拔 由 西北 到 东南 顺 次 篇 2300 一 2;500 一 

2,600 米 。 本 带 的 西北 段 (布尔 津 县 北山 ) 出 现 高 山 灌 水 草 旬 型 的 植物 堆 落 ,中 段 和 东南 

段 则 出 现 高 山 草 旬 型 的 植物 替 落 。 

(1) 高 山 灌 木 草 甸 型 植物 等 落 TA A HP 2 — 1 

QDI HA AEP WH (Betula rotundifolia—Mosses Ass.) 7 EE PT WR A IS BRE 

HAG UA: HERA — PAAR A, RBA 10° 左右 ; ASE Na; SEG LL ty 
Ae, ERR A TAR , BORAT 12 TRE fa FE, EOS A ie A, 

深 可 过 60 厘米 。 wy 
RPA — He RATT FE HEA PS ALE LA SE) AOE AS Te , EEE 90%, 替 

PESACH SEM (Betula rotundifolia) MH, WHAT 1.5 米 , ATES (行走 困难 )， 
BE ATH DL, WERE NE AS 90%, ROAR Wa A Be ae WS EE 30% 的 高 山 早 sithche alpina) 
以 外 ,从 有 下 列 一 些 种 类 : 

禾 本 科 植 物 很 少 ， 只 有 : 高 山猫 尾 草 (PAleum alpinum), BSR (Helictotrichon 

tibeticum ) , 

5 Ly A a & , ERE AT BSE AE Aquilegia sp.) , MAA Gentiana decumbens) 

点 地 梅 ( Androsace filiformis), HOR (Sanguisorba officinelis) , SRB (Stellaria sp.), i 

WOMB (Cobresia sp.) RUB (Carex sp.) 二 种 。 

PF MERE AB RAE AY EE BY ME 30% ,而 且 有 少量 的 革 状 地 衣 (Foliose lichens), 

Pe Wh Lief eh 49 AY i AM (Salix glauca). 

(2) AG LHC tay SN | TI PY RS A AS AE 

(QVRIA— BK —HeR MEH ( Alhemilla vulgaris—Potentilla—Polytrichum ju- 

” niperinum Ass.) AREY ASSES PUB ME LEE Kes Td RY; He A A Ek Be AK 

形 ,地 形 坦 落 , 起 伏 平 组 ; PRE: BS aye, «| ERAT 3 Moke 

eC CAO Oy, I 30 VAAL OK , 7 FH] TAT BER HPP) fT $e ke A 

pH {fit #7 6。 

Bi PAR Hh ME ALP TSE RL AY A ANG: A EA IS — AR 

色 、 ES YT: ZEW F IZED AS 5 BRE Nae D9 ST AEE A, SR A, LA 

1) em ters SABO —- PP ee ois AC at Hh) h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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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 95 和 %。 

BEA MBUAKRE (Alchemilla wai1geaxz)， 次 优 玖 植物 乱 委 陵 某 (Potentilla 

sp.) JOM AARASE (Radical leaves) 的 铺 地 植物 ,而 且 都 是 多 年 生 的 草本 植物 。 玖 衣 

MERE 75% , KLE A Cop,, HAAR 3 厘米 高 ,幅度 可 过 20 厘米 ; BRA 
Be 15%, BRAEWRSA Cop,, 革 层 更 矮小 , 只 2 厘米 高 而 已 。 蛤 蜡 人 莓 (Polytrichum 

juniperinum) 相当 多 ,覆盖 度 可 过 10% , 常 形成 2 一 3 ORB WB. 

禾 本 科 植 物 也 相当 多 , 沟 甚 矮小 ,高 不 过 15 一 20 厘米 , PETER, BBR 5 厘米 

WE, BASE, 穗 呈 紫 色 或 紫 褐 色 。 它们 对 士 品 生 草 层 的 形成 起 着 一 定 的 作 
用 。 其 种 类 有 : 高 山猫 尾 草 (Phleum al1zzpzm)、 紫 狐 荡 (Festucz rubra 即 酥油 草 )\ 早熟 

FR (Poa alpina #1 P. pratensis) \ BW) BFE (Anthoxanthus odoratus), 

此 处 消 有 半 儿 而 捧 曲 的 岗 草 (Cobresia sp.), RARE AMAIAMSE Af (Arenarea sp.), 

AEA (Stellaria sp.) FM Scutellaria sp., 花色 鲜 黄 而 矮小 的 王公 英 (Taraxacum mon- 

golicum); Age PIAA GR HLAG (Juniperus pseudosabina J. sibirica) 和 舌 和 白菜 (Bergenia 

crassifolia) ; Hei Fs tH AHR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QAMA HEEB (Festuca rubra—Pedicularis sp. Ass.) FARA HRVE EG 

SEF FATS , HAAS = A PORTE HEA, HTB BD, HE BOK III 

侵 鲁 ; Be STE hi es. Ar ies; 05 WS WS a) se, HEE PETES ay JS , 1 SE 

MAI SUR IG ABBE € 25 BK, ASE, BM PUR, Thee ME pH 值 

# 5.5, 

BENS Bes EY ASRS RHO BEN BER: BEMBRES 

60—-70%, PER ESE SRE (Festuca rubra) WYER ES 40% ,高 过 40 一 50 Jp 

HK, FRAT, BEER 15 OK. REESMAWBISZES (Pedicularis sp.), 此 外 有 

{RD AARARE AB Dy du - HR FLFHE AE (Helictotrichon tibeticum), 

人 双子 革 草 本 植物 出 现 得 相当 多 ,但 数量 很 少 , 且 都 矮小 (5 一 15 JERE), BAH 

的 ,如 革 其 粗糙 的 糙 苏 层 (P41omis sp.) HEPEMPARES IZ BEE (Potentilla sp.) KAS 

(Artemisia sp.) , SR Hi FLH9 S48 WB (Stellaria sp.)、 香 青 属 (Anaphalis sp.) FRE 

(Leontopodium sp.) , 

FERED BY Ar Se SY I FE Se A HH BLA SS ALE fe a a - 

FER AGREE AT AT : FBSA (Aquilegia sp.) , 3) (Chrythanthemum) , WaT RB 

(Swertia), FEWEST ARENA : 紫苑 属 (Aster), AA RASEMTAPRE DAO: 革 

AR Ia} (Viola) , FEE AEB (Saxifraga) , FERRER (Pyrola media), YESMM AT HARARE (Polyeri- 

chum piliferum var. altaicum chen var. nov.) Fiji) @P) (Salix glauca), 

2, Be ey LL) Se Ji A a)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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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 TS SP mG LA, FE PE BRAS HR, 从 中 段 开 始 出 现 ; SCP Rae BE 

FP BDL Be PMA AS 2,100 —2,300 9, ALAR PS 15 68 A 11 AE AY te AY A > BE 

SPW ta) TA AA DE HE | 
(3) SER eH Re 3 AH A) LF ER 

R. i” 

QOS 1 IEA AKIN HE ( Anthoxanthum odoratum—Alchemilla. vulgaris Ass.) 7 

YEH UREA BB, EAS EERO EE SE IT BY, HEE BARA) , REARABE, tee ERY 10° 

左右 。 ABE SP HE MAO hE Pe, | RSC RAC 

$b SB SE A LA RN fa), ES ABR ES TT A RE te), 2 TS , 

$e BS PEE , FERRARI ME , pH 值 接近 6, aig cart) a 

MVE EAB — HR AE TT I 7) YS AL FE BB BER A Be BE AR BY 7 eH 

FM ET 95% , HEE EA 10 厘米 。 BPR 

山 黄花 草 (Anthoxanthum odoratum), WARE 60%, 高 只 30 HK, BR PR He HE 

SE 10 OK, BS eA, ARE (Alchemilla vulgaris) BRBRE 

势 , 革 绿色 而 较 大 些 , 高 度 仍 只 2 厘米 , 花序 可 过 7 厘米 高 。 ea 

估 , 估 有 相当 的 地 位 ,与 高 山 黄花 草 的 用 根 共同 形成 草 甸 层 。 

此 外 有 相当 多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 均 生长 得 较 篇 高大, HA: 穗 三 毛 草 Cai subs. 

picatum) , LIF (Festuca rubra), #A2= WS (Eestuca ovina), AA (Poa alpina Fi P. 

pratensis). 

高 山 草 甸 中 常见 的 植物 也 不 少 有 : 香 青 CAnaphalis sp.), FEAF (Stellaria sp.) , 

PARED 1 (Arenarea sp,)、 委 陵 荣 (Potentilla sp.)。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中 常见 的 植物 也 不 少 ,有 : ER (Galium zerum)、 著 (Achillea 

millefolia) FEIZA— MRD. ARENAS RBH (Juniperus sibirica J. pseudosabina), 

@QROA— MIR (Festuca rubra—Carex Ass.) RANA, OR 

He AE SHE NS EEF) LD 5 HAS er St 9 BA, A AS RAL a ES 

HIE, AYR SW Ee, A IE NS OR ot, Pe 

BM, APR WR LCA fy Ae, PR A A 0 fa SR RR, ATP AS TAT 

BES, PA Hi 5 RY A) HE RR EE, pH 值 5.0 一 6.5。 

EP PARIS — 1 FE REY WERE) ESE FRE, AY Sy a PAR 

ALTER. YE RP LSE (Festuca rubra) 估 优 热 ,高 20 OK, REMIT 

只 5 厘米 高 。 MM (Carex) HARES Hi, RMT HE Hh, AAT ATS, 高 不 通 15 厘 

K, MR 5 厘米 高 。 此 两 种 均 坊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 

在 平 绥 的 坡 上 常 出 现 尽 多 的 贴 地 生长 的 、 革 小 而 密集 於 基部 的 改 亦 草 ( Alchem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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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garis); 在 千 阳 坡 上 则 出 现 估 满 所 有 空隙 的 、 成 片 的 蛤 蜡 蓄 【(4ztlecomzzzzzzrz targidzemrz 

(Whbg.) Schwaegr.]), RAF WAE S AP Raf Se ; PAGE (Helictotrichon pubes- 

cens, H. Shellianum) . By AA (Poa alpina) Hi Ba 4E = (Anthoxanthum adéterem) he 

高 由 草 甸 中 常见 的 植物 也 有 ， 如 : 香 青 CAnaphalis), ME Af (Arenaria), “FEA 

(Stellaria) ,@BAB(Gentiana algzda)、 紫 范 (4ster)、 豆 科 植 物 一 种 、 毛 革 委 陆 荣 (Pozreztz11e)、 

WAH (Taraxacum mozgolicuzz)。 低 出 乾 旱 灌 木 草原 类 型 的 植物 也 不 少 , 有 : 大 花石 

ewe. 

OH PMA ABBAS (Poa pratensis—Artemisia Ass.) 本 落 私 出 现 认 本 带 东 南 

段 ,地 貌 仍 需 组 坦 的 准 平 原 ; 气 候 寒冷 而 稍 混 酒 。 过 一 落 琴 坊 除 坡 的 代表 性 寿 落 。 土 壤 
内 仍 属 亚 高 山 草原 草 甸 土 ; 而 草原 化 的 程度 要 强 些 。 土 壤 表 层 篇 3 厘米 厚 的 草根 层 , 人 至 

剖面 以 灰 棕 色 篇 主 , 坊 稍 混 泗 到 混 油 的 合 硝 轻 壤 寺 ,无 碳酸 路 反 应 ;pH 值 6.50。 

替 洲 季 相 篇 一 片 此 红色 的 草地 早熟 禾 的 穗 子 。 草 层 甚 需 密 集 , MUM ETT 80 一 
90% 。 优 侈 植物 篇 草地 早熟 禾 (Poa tpratensis) ,高 25 厘米 , 革 狭 窗 而 矮小 , 革 层 不 过 10 

厘米 高 ,篇 多 年 生 球 闵 植 物 。 次 优 驭 植物 篇 蔓 属 CArtemisia) 全 胸 小 ; 排 烈 於 植株 基部 ， 

BROKEME , Fai HAD , HER 3 厘米 高 。 

jee HS BA ey eA, eo. BREA (Potentilla). FEA Af (Stel- 

laria), /}BEAB (Gentiana decumbens) tk FB (Oxytropis) , EF 2232 (Papaver nudicaule), 

FER (Erigeron),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中 常见 的 植物 也 同时 出 现 ， 如: BRP (Galium verum), BE 

(Achillea millefolia) , £258 2 (Helictotrichon Shellianum), 

OS B—LAUSAX (Artemisia—Festuca rubra Ass.) BAW RS L—BY¥ Aa 

MAA, TS Ree +, RRM, BUS RR aah LR 

FEES a), 7 2 OK A ARS, ER HR ARI, 60 RKO TARR. 

FAY EAA AS — Hr DR ek ES He BS J AP He EBS Se Se ESE 5 HIE, BE Ap 

PR AERA 50%, SEAM (Artemisia) 革 小 而 排 烈 於 植株 基部 ;, 革 面 有 灰色 

TOE » BEN 5 厘米 高 ,篇 铺 地 植物 。 «RINSE (Festuca rubra) 已 退 篇 次 优 倪 ; 革 层 高 不 过 

10 厘米 。 

过 庄 己 出 现 较 多 的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中 常见 的 种 ， 如 : SEKI, Be 

(Galium verum), 4-50 48 (Geranium), 

高 山 草 甸 的 植物 也 有 一 些 , 如 : 马先蒿 (Pedicularis)  SHKHE (Silene sp.) AHEBEHE 
(Gentianella teze11a)。 报 春花 科 植 物 一 种 、 点 地 梅 (Androsace filiformis) .AA BIA HE 

物 一 种 。 

(4) 亚 高 山 草 甸 沼 泽 类 型 植物 和 琴 落 ， 过 一 类 型 植物 娠 落 多 分 作 於 2,400 米 左 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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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A PS AR A KS, ATLA PA aE SR BR. 

@* B—H AFM (Carex—Mosses Ass.) 本 起 落 生 卉 的 土壤 篇 亚 高 山 草 名 一 沼泽 

土 , 玫 层 有 具 弹 狗 性 的 草 名 层 ， CER EN Se 

45 SBE FURS , pH 1% 5.0 一 5.7。 

i — RYE BE Al BA EEK ART A A ER A AB I) , ARS BY I , TD 

eS ES, SF IM, 

IB (Carex) 甚 篇 矮小 ,高 不 过 25 厘米 , REMI Hh, A: AEM, EM 

IER. . | 
MET REL TK, VER WES. AW: Calliergon giganteum Kindb. var. altaicum- 

chen var. nov., Amblystegium varium (Hedw.) Lindb., Calliergon cordifolium Kindb.. 

Drepanocladus exannulatus (Graemb.) Warnst., Cratoneurum commutatum (Hedw.) Mo. 

enkem., Mnium vesicutum Besch. Drepanocladus sendtneri (Schpr.) Warnst. fo. vulgaris 

SAanio.s P 

FEW BE, ER, 159 HAAS — EL fe) A deo: RAM (Leontopo- 

dium) . SEHEIX (Saxifraga) ,/} HAR (Gentiana decumbens), 此 外 在 小 湖泊 中 还 可 以 见 到 

MAME (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 ) 

3. 山地 针 华 林带 

本 带 不 放 中 山 带 ,其 下 和 梦 的 氢 海 高 度 由 西北 到 东南 顺 砍 篇 1300 一 1450 一 1,700 米 。 

带 内 的 植物 而 落 类 型 由 西北 到 东南 也 有 所 不 同 ,西北 段 坟 西伯利亚 沙 全 松 、 西 伯 利 亚 沦 
杉 针 革 林 类 型 的 植物 办 落 ,中段 坊 西 伯 利 亚 落 革 松 \ 西 伯 利 亚 去 杉 针 全 林 类 型 的 植物 于 

WE, SU BS PS APRESS AHA, 最 后 过 一 类 型 植物 罪 落 也 出 现 

WARS PT BARS 100 米 高 度 差 的 和 范 围 内 。 

(S) 西伯 利 亚 落 革 松 、 西 伯 利 亚 痊 杉 针 革 林 壮 型 的 植物 草 落 “本 类 型 植物 零落 所 

处 生境 的 气候 条件 是 寒冷 而 彰 润 ,在 本 带 内 是 最 坑 冷 彰 的 。 共有 下 烈 五 个 植物 春装 和 

雨 个 植物 罕 聚 。 

(OF 16 FY BBE HEA — AME A — ME IE (Larix sibirica—Spiraca chamaidryfolia 

一 Caorexr pedisformis Ass.) ALARYE A> th We WY) VE , HH BRR Tal HF AE. BOR 

PY , HELA Se TS IMR 5 HT FE Fp ATS Se A TP OR A HR, HE A EB 

ATE RR, TYE ASE A A EE 1 HR ER A , PTT Ao REA AIA tay HE, Ay FA 

PSE RE A Sk, A OAR RYE, B 层 坑 块 状 结 构 东 具有 褐色 小 斑 的 重 

才 土 以 至 黏土 。 

等 落 外 骆 篇 一 片 以 系 色 的 西伯 利 亚 落 全 松林 和 冠 中 点 以 块 状 的 梨 黄 色 的 白 梭 树 拓 和 

AL LAD LAE, 色彩 鲜明 ,宛如 梭 够 ; 林 下 在 块 状 的 黄 绿 色 的 灌木 情 下 鲁 以 油 缘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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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草本 层 , 东 有 很 多 落 半 松 的 枯 倒 林 和 一 些 已 死 未 倒 的 枯 立 木 。 林内 常 有 小 块 的 林 间 

际 地 的 出 现 。 

林木 层 中 以 浇 根 性 的 西伯 利 亚 落 华 松 (Larix sibirica) {hfs 郁 闭 度 0.3 一 0.5， 最 

好 梯 区 办 植株 密度 入 25 株 /100 平方 米 , 一 般 胸 高 直径 20 一 35 厘米 ,高 20 米 , 最 大 的 胸 

#8 HY 3% 120 厘米 ,高 31 米 。 阳 坡 的 则 生 甚 不良; 主干 尖 鲁 ;有 枯 顶 现象 ,而 且 生 长 矮小 。 

在 人 条件 好 的 地 方 更 新 层 和 良好 , Sst 25 平方 米 中 可 过 127 栋 ,一般 40 年 生 的 高 5 米 , 胸 

径 5 厘米。 西伯 利 亚 云 杉 (Picea opovata) 不 多 ,每 100 平方 米内 不 过 1 一 2 株 ， 胸 径 20 

厘米 , 高 20 Ke HALAS BA SRE (Betula verrucosa), 100 平方 米内 有 1—2 KR, 最 

多 不 过 4 BR, 胸径 9 一 15 厘米 ,高 10-—152K, (ls (Populus tremula) WAH, WEE 

少 ;此 外 也 偶而 见 到 一 两 株 花 橄 (Sortpus)。 

灌木 层 纺 履 盖 度 50% ,以 大 全 精 各 菊 (Spiraca chamaidryfolia) {hPEH , ¥4 Kee 25 

#2/25 平方 米 , 高 120 厘米 ; 由 於 阳光 不 太 充 足 , 题 出 华 大 质 清 色 淡 烁 的 现象 。 此 外 何 

AAS BRN: KHZ (Rosa spinosissima var. altaica) , 4 8R4E (Lonicera coerulea), 

SEREF (Ribes rubrum) , PVR (Salix). USB Clematis alpina), BABCMBSE 

80% , ALR (Carex) (it WBA, Bs 20 OK HER, DRE, Ho a-EBRR 

AURA, SET BH RS, kn: ERE GS. (Vicia baicalensis) BF KER (Trifolium lupinaster), 

唐 松 草 (Thalictrum) FSR (Aconitum) (U28tA (Bnpleurum sp.) FER (Polemonium co- 

eruleum) 75%. SH HEIR AF (Rubus elatior), 

喜 瀑 油 的 植物 有 “FES (Dactylis gl1omzeratz)、 杜氏 草 (Deyeuxia macilanta) , 

PREGAME, BMRA AHA: VRE (Pleurozium sohrebert Mitt.), RE 

(Rhytiliadelphus triquetris). ' 

层 外 植物 有 :人 条 状 地 衣 〈Bwerniae prunastri) ,SetRHEAK GE HE) (Usnea florida), Hai 

疼 软 死 履 盖 厚 过 12 厘米 。 

@ 轿 西伯 利 亚 闪 杉 一 金银花 一 营 草 一 苔 太 兴 六 (Abies sibirica—Lonicera coert1ez- 一 

Carex pediformis—Ptilium crista—Castrensis. Ass.) 本 验 落 只 出 现 认 前 一 笃 落 所 不 地 形 

ESB , 常 成 片 地 出 现 ， ATES EIAS AS ERR, 王 壤 仍 乱 山 地 灰色 森林 土 , 愉 地表 有 

10 JAK SHAS HME PTIE AE GE, HRSA BREE, KMAHBEB. 

RYE ITS — RR EAA EE, BRAS FEE SR RS BB a NY 

fk LHBER , TEAR BIR , DEAT ERE, 

PARAS | REIS 4 BE 0.7 —0.8 , AREAL PERT PHA AUER YGAZ (Abies sidirica) 1h AER, 

fils 14] BE AS AEA FA) BS AY 60-—-80 % , 38 EAS 10 一 19 BE/100 平方 米 ;, 一 般 胸 径 15 一 30 厘米 ， 

i 25 KYA Pies 1 米 左 右 , 自 然 整枝 作用 强烈 ;最 大 的 胸径 有 41 厘米 ,高 30 米 。 自 

然 稀 环 作用 很 剧烈 , 枯 倒 木 胸 径 5 一 20 厘米 ,密度 可 过 8 株 /100 BAR, 更 新 良好 ,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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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AE 82 一 123 株 /100 平方 米 , 高 0.5 一 3 米 。 RAMA FARA Pee ee, 

但 是 数量 不 多 ,密度 3 一 4 株 /100 平方 米 , 胸 径 25 一 35 厘米 ,高 25 一 30 HK, Me 

林 下 灌木 很 多 ,金银花 (Lonicera coerulea) {hE , UIE 20% ;高 15 米 。 此 

外 有 少量 的 : 枸 子 属 (Cotoneaster) 红果 县 勾 子 (Rubus), GARR DARED (Carex) fit 

(AOR RAS, 高 15 厘米 , 根 董 繁殖 。 此 外 有 少量 喜 队 混 的 植物 如 : 石竹 科 

植物 一 种 (Steziaric)、 伏 地 古色 子 (Ruzprws) 、 盾 革 菊 (Lactuca), 

禾 本 科 植 物 很 少 , 只 有 早熟 禾 (Poa compressa), 3% (Milium effusum), 均 显 得 和 

Fz, tk i HMR, 

SRG RR, MR 100% , SEA HME (Prilium crista—Castrensis) 估 95%. 

SMG RCA RE 50% ASE EABRM (Pratic) FI= Fh A AS 

物 : Pyrola minor, "AE PERE RE (Moneses ugiflora), Pyrola incarnata 玉 凰 花 植 物 (Habe- 

naria sp.) IMP DRE % , Te BADE ASA RR EE BAR LASHER ME (Usnea florida), TR 

A LASS AFH K, 

(D5 18 Fi a HS — ALS 5 1 EY OE EGE (Pinus sibirica—Vaccinium, vitis-idaea- 

Dicranum spurium Hedw. Ass.) AAR HEH HLH 1,900—2,300 米 的 地 段 内 。 Hh 

PE Hh, RU FEATS ARS RAS, SE Rf, 土壤 Au PR RED, 

厚 过 6 厘米 ,有 灰色 含 碟 砂 培 的 A, Hib, B aS SU Bee RL, 
本 落 本 在 地 形 平 组 处 篇 西伯 利 亚 松 和 西伯 利 亚 落 革 松 刘 生 的 林子 ; 随 海 拔 的 增加 ， 

西伯 利 亚 落 革 松 逐 河 减 少 , 夫 平 成 篇 纯 西 伯 利 亚 松 林 。 沙 茸 外貌 篇 深 和 绿色 的 西伯 利 亚 

松 的 林 冠 中 有 着 少量 的 以 系 色 的 西伯 利 亚 落 革 松 的 树冠 ; 林 下 险 混 ,无 高 的 灌木 层 ; 地 

ii & HM. 

宁 木 层 中 以 西伯 利 亚 松 (Pinus sidirica) {ihe , BME 0.5—0.6, 西伯 利 亚 松 

的 密度 篇 21 株 /100 平方 米 〈 好 的 样 区 ), 胸径 一 般 15 一 25 类 型 ,高 18 一 20 米 ， 最 高 过 

30 米 , 活 枝 下 高 1.4 KAP HK) 100 年 。 西 伯 利 亚 落 药 松 (Larix sidirica) 密度 5 BR/ 100 

平方 米 , 一 般 胸 径 25 厘米 ,高 22 米 。 

灌木 居中 主要 是 矮小 的 红果 馈 饭 横 (Vaccinium vitis-idaca), BEIT a>, MARE 12 

厘米 。 此 外 有 少量 的 : 黑 果 馈 倾 横 (Faccimzum myrtilis) 红果 枸 子 (Cotomeaster)o 

ALAR IL AGG 10% , 其 中 有 : 酮 草 (PAalaris arundinacea)、 早 熟 禾 (Pou com- 

pressa), HAW y—th. 

HME (Dicranum spurium Hedw.) HERG AIR AT 25%. WEP TAT REARS XK (Foliose 

lichen) SEM (Mushroom), HAP WAT HAE HAR EAS (Usnea florida), HERR 

指出 , sk Cet ren Oe Soe ne Me Se one Sel Ul) Ce tae 

tk — (oP FS E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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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1 Fil te A — FH AEA (Picea obovata—Brachythecium albicans Ass.) RAYS 

BURNT AREER AI ERTS EAS — aR RE AER Re A 

CEE Au 层 篇 千 腐 解 的 棕色 有 机 质 层 ,以 下 有 20 JOKE ASE Se ee mee Be VE Nt 

HPaKEMYwe At, 2th RAUB. 

Sa — AE ET RB RK Td AE it Sk BA 1 Fe PE AE 

-成 片 状 的 去 杉林 只 可 以 由 坡 脚 上 升 相 对 高 度 50 米 左 右 ; 在 有 利 的 地 形 下 , As 

利 亚 落 革 松 林内 的 西伯 利 亚 云 杉 可 以 上 升 到 拔 海 高 度 1800 米 。 AEOLIAN 

HEF ASA EEA Be hk ses, isis Asians BK PR 5 — rr RA 

HERE ARAS AEE 

PAS 5 HH 18 FB SE 4S (Picea obovata) ‘lib, ASH BE 0.7， 窗 度 平 均 16 #k/ 100.28 

AAR, — Wee ey LE 20 一 35 厘米 ,高 30 一 35 米 , 最 大 的 胸径 60 厘米 ， 枝 下 高 1K, 更 

新 良好 ,每 平方 米 有 27 PROD, 22 年 生 的 高 过 90 厘米 。 地 仅 较 高 不 则 在 林内 出 现 一 

两 株 胸径 20 厘米 高 18 米 的 西伯 利 亚 落 革 松 。 

林 下 植物 很 少 ， 植 株 基 部 有 一 米 直 径 的 厚 过 10 厘米 的 死 覆盖 ， 是 由 西伯 利 亚 云 

棚 的 落 革 形 成 的 。 ATTRA RCH ZMH LA SA. Basle PAULA 

(Brachythecium albicans (Neck.) Br. ) #622, "EME RES 75%, BS BK: HRB 

BAK HE (Drepanocladus vernicosus (Lindb.) Warnst.), 4ee@RAMWES- BIER RE 

(Moneses uniflora), 24E KE ti HX (Ramichia secunda), <52B AR (Vaccinium vitis 

idaca), FESE UCR ASHE TS HU BLA RRAE (Dicranum sp.) xa 38K) FH 1A Fle eH LARA 

良 5 Sa PT 15 RAO LIC RTE 
林 间 空地 上 或 - 般 除 坡 脚 林内 的 地 面 旭 常常 见 有 : ABBE (Rosa spinosissima var. al- 

taica) , tej (Cotoneaster) , RRA)-F (Rubus) 伏地 县 色 子 (Rubus sp 时 火球 (Trifolium 

lupinaster ), HA XE ti ( Asperula) KE. EMT. (Lathyrus), 

(3B RE EAS (Betula verrucosa—Rosa Spinosissima var. altaica-——Carex 

Pediformis Ass.) RABY A ThA iit i BPP BEL, 土壤 是 山地 黑土 。 土壤 

表层 有 5 厘米 厚 的 草 旬 层 ,向 下 有 25 JOKE AE SE 65, BS: E80 厘 

米 处 已 有 弦 烈 的 碳酸 中 反 应 。 

天 落 外 貌 篇 一 片 淡 黄 色 的 (已 经 霜 雪 ) , 白 梭 林 冠 下 排列 着 乳白 色 的 光滑 稳 干 , 树 下 

篇 黄色 的 灌木 六 和 系 色 的 草本 层 。 

BRAS) FP EAS BE (Betula verrucosa) slip, FSU IE 0.4， 密度 可 过 25 株 /100 BH 

米 ， 胸 径 15—20 厘米 , 高 20 米 ， 活 枝 下 高 10 米 。 PKA ER A — eR ee 

松 , 胸 径 35 厘米 , 高 25 米 ， 生长 不 良 ; 落 革 松 枯 倒 木 相当 多 ， 东 有 已 枯 未 倒 的 林立 木 。 

BRAD AREA MCRAE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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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SE PBR (Rosa spinosissima var. altaica) hE, % 1 OK, LAL RD YE 

RW (Spiraea chamaidryfolia) , 5B YSALAL ALE RAK PG AAR, MAS: 

HE (Lonicera) , Hi (Cotoneaster), AL HEP LAMM (Carex pediformis), Tite PES, 
高 20 WALK , Ph AY AER (Polemonium coeruleum ) Jat Hy 9E (Thalictrum), SF KERCT rifoliam 

lupinaster), RAR (Vicia), 2 9KA (Poa compressa), 

* , # * 

BS _b sik BS aL hy a CE PT) Ye HS I A BN) HR a 

聚 : 

(a) SRR—M ARK (Rosa spinosissima var. altaica—Carex pediformis) 主要 基 荐 

4% (Rosa spinosissima var. altaica), 也 有 We (Spiraea ea ee, aa 

4H BE ( Helictotrichon ea 

(b) KIMRRB—MAWK (Spiraea chamaidryfolia—Carex pedijopmis) 流 本 居中 主 

BEL SF SERRA (Spiraea chamaidryfolia) , WAS PUA HK (Rosa spinosissima var. altaica) 

Alfa (Cotoneaster), 草本 层 中 仍 以 昔 草 估 优 势 ， 其 余 则 有 一 些 较 喜 混 泣 的 植物 如 : 

饥 郑 (Aconitum) , Hue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 PIRA (Epilobium angustifolium), — 

(6) 西伯 利 亚 洲 全 松 、 西 伯 利 亚 云 杉 针 人 革 林 类 型 的 植物 替 落 ”本 类 型 植物 下 落 的 

ESE RAE TEI. ATLA Ps EAE HE, ' 

(DH 16 FU SE Yee HE + BG 16 Fi) 82 IEA — SEAR RE (Larix Sibirica+ Picea obovata—Poa 

compressa Ass.) AS MB Ye Hi FA yD AE 1,500 米 以 上 的 队 坡 或 峡谷 的 除 阳 坡 。 | SS 

山地 灰色 森林 土 。 土壤 Ag APIS BY fe 8, A, OT RE AA, AD PS Be AK 

CEA PR AC BR IT 7S a Re, FS a) It: RA, ZAR 

A) FSA. 

PBI AR — Hr eh G8 8 AEA) RS i EPO I Re 1 EA 

AE, WA WKAR a AO A Ae, AE, HE AS 

A) EME (Polytrichum juniperinum Willd. %§) hi, 厚 迷 2 MK, Mh PHEKIRG , MAH 

LARS , FEA ER ES eR PH EAR AE A 

PARSE 0.8 , 稀 环 的 地 方 只 有 0.4, PRIAFITS EIS (Larix sidirica) 密度 35 

株 / 100 AB AK, ATA 150 一 200 年 ,胸径 30 一 40 厘米 ,高 20 一 30 ok, HR FB 15— 

20 米 ， 常 3 一 人 RMA, 西伯 利 亚 才 杉 (Picea obovata) 随 相对 高 度 的 增加 而 逐 澡 

减少 ,篇 次 优势 树种 或 件 生 栅 种 ,密度 18 株 /100 平方 米 , 胸径 20 一 30 厘米 ,高 20 一 30 

米 , 活 枝 下 高 不 到 1 米 , 党 和 与 落 革 松 性 生 一 起 。 过 一 现象 机 明 西 伯 利 亚 堵 杉 在 西伯 利 邢 

落 业 松 的 陛 芍 下 才能 很 好 生长 起 来 的 事 寅 。 河 谷底 部 的 西伯 利 亚 云 杉 生 长 高 大 ,胸径 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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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 厘米 ,高 可 过 35 米 。 沿 着 河谷 两 岸 均 有 西伯 利 亚 云 杉 生 长 , 它 可 沿 河谷 下 降 到 

海拔 1150 米 。 

林 下 地 秆 物 稀 环 , 粮 覆盖 度 不 超过 30%。 

灌木 层 中 植物 很 少 , 只 有 少量 的 : 金银花 CLonicera), REF (Ribes) HEHE (Juni- 

perus sibirica), 

草本 层 中 以 早熟 禾 (Poa compressa) to, fa SY Se 20% , ERA REE , EE 40 厘 

K, SHUR, BH (Carex) CRD, BBR 10%p ,高 只 7 厘米 。 此 外 有 一 些 喜 险 浊 

的 植物 ;如 : 林 下 黄花 菊 、 野 牡丹 (Paconia sp.), HAE BERR (Moneses uniflora), ZEKE 
踊 草 (Pyrola incarnata) FRE (Delphinium), | 

林内 更 新 层 人 向 算 良 好 ; 在 山坡 的 下 部 只 见 有 西伯 利 亚 云 杉 的 幼苗 ,而 在 坡 的 上 部 才 

见 有 西伯 利 亚 落 全 松 的 幼苗 ,在 林木 过 密 处 ,西伯 利 亚 落 革 松 幼苗 有 秋 曲 枯死 的 现象。 
展 外 植物 则 有 树枝 上 附 生 的 松 藉 (Usnea florida), hii fa AAR AK, 

Ow AFI eR BRAS (Larix sibirica—Carex pediformis Ass.) 本 村落 出 更 

REP Hb wICPE, HES 50—200 米 ; 坡 度 不 超过 20, BBR 

RUPER, SRoOHRERAHHA, CBRE Tits LRA REAR 

FL Hh AR BRK AE BN BS FE RAC AS LHe KR RR PE, Bile HE A BAC YY LHR TR BRE 

层 有 17 HORA SS, FERARRAUZRItBLR, 只 在 B 层 中 可 以 见 到 有 下 移 的 FezOs 

所 形成 的 膝 膜 ,通体 无 碳酸 路 反应 ,分 水 状况 息 稍 混 润 。 弱 度 灰 化 的 山地 灰色 森林 土 表 

层 有 44 厘米 厚 的 生 草 层 , A; 层 筷 带 有 白 砂 的 灰 化 不 明显 的 轻 壤土 , B 层 入 棕色 有 黏 化 

RRMA PA BB+, 全 剖面 无 碳酸 是 反应 , 水 分 状况 由 稍 误 浦和 到 浊 润 。 林 相 最 

差 , 林 本 稀 环 而 生长 不 良 的 出 现 於 前 一 土壤 上 ，, RARE, 林木 稀 环 而 高 大 的 出 现 认 和 后 

ee 

BAN Re HGR Al meee, oA PHEOCMBS HE. KES 

PREMERA, KATHE AE. 

林木 层 生 长 较 好 的 多 3 一 4 株 闵 生 一 起 ,密度 10 株 /100 BAK, ANPAEE 0.4—0.5, 

Phin 20 年 左右 ,胸径 35 厘米 ;高 25 米 , 最 大 的 胸径 过 120 厘米 ,被 下 高 3 米 。 FR 

量 而 生长 不 良 的 郁 于 度 则 篇 0.4， 密度 得 8 一 9 株 /100 BAK, HE 20 一 35 厘米 ,高度 

只 有 20 米 左 右 。 前 一 状况 下 的 更 新 层 膛 算 良 好 ,， 幼 树 密 度 16 株 /25 BAK, 高 7 一 8 

米 。 林 内 遭 牲 音 足 踏 ,有 林木 周围 成 不 毛 之 地 而 使 根部 露出 ,促使 老 榭 枯 倒 的 现象 。 後 

一 状况 下 的 林木 生长 不 良 , 主 干 尖 刨 。 

宁 下 灌木 很 少 ,只 雾 星 地 出 现 一 些 生 其 禾 小 的 耐 旱 的 滤 林 ,如 : FREE (Spiraea hy- 

pericifolia, #5 (Rosa sp.)、 茶 莽 子 (Rides). 42 SRE (Lomicere)、 枸 子 (Cotomearier)。 

林 相 很 差 的 则 林 下 只 有 千 两 种 灌木 ,同时 也 出 现 铺 地 杷 (Juniperus sibiri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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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P CTE AE EE (Carex) , (MERE , Wh % EE A A EF 

BY 95% ;, 较 差 的 则 只 有 75 % ; 前 一 情况 下 高 可 过 35 厘米 ,和 后 一 情况 下 高 上 共有 和 OK 

ESATA: 早熟 禾 (Poa compressa)、 瘦 野 青 基 (Deyeuxia macilenta), 唐 栓 草 (Thalic- 

trum), M453 4G (Geranirxzm )、 馈 头 (Aconitum), BEA (Helictotrichon Shellianum) , 

石竹 科 植 物 一 种 (Stellaria) . 

林 相 较 好 的 也 有 一 些 喜 除 混 的 植物 ,如 : APSR, BRAG (Fragarea elatior), MACH 
(Alchemilla vulgaris), Bi 

SESE 13 7S BS AAA BE - 

(a) 灌木 委 陵 荣 一 蔓草 一 聚 (Potentilla—Carex pediformis) aR A 

YES + FE 1A ARE I AA HI REE AR A, «FOR PHAR EEE (Po- 

tentilla) 覆盖 度 过 20% , 高 30 一 50 厘米 ; BAX (Carex) WRI 40—50%, Hh 20 厘米 ， 

能 开花 和 结果。 ”此 外 有 一 些 草 原 植物 ， 如 : 著 (Achillea millefolia), F2RERRM ( Ancuro- 

bepidium angustum), MUSEFYAFR (Poa angustifolia). . a 

(6) SE + DARERBR (Carex pediformis—Alehemitti vulgaris Upy.)3§—-RRBB 

{8 FA) ES YES ERK, WK POR (Carex) (HEB, DH 

ME 30%, WM (Alchemilla vulgaris) BRIE 25%, WIMGAT: BES (Dactylis glome- 

rata) 早熟 禾 (Poa compressa). eT aR 

和 这 是 林 相 较 好 的 破 十 后 发 展 起 来 的 。 eT KAA DE, TT RE 1S BR eT 

BEM (Alchemilla vulgaris) ii MH WR FE PY 90% eighterser 

所 代替 ,有 : 著 (Gralixm verum) . #26 NF (Festuca ovima)。 

(7) PG 1G Fa BE HS Ht RE senate eine = waa 

段 和 本 带 和 下 一 带 交 界 的 地 方 。 SEY AE URE EG TE SR LP 

部 和 低 山 带 的 上 部 ,河谷 切割 不 算 深 ,坡度 不 陆 。 才 一 类 型 植物 健 落 均 成 片 状 分 傣 於 险 

we MI, A SAE. Kee 
6574 16 #1) a8 Ye RES — A SEAM (Larix sibirica—Rosa persica—Carex pedifor 

mis Ass.) ASAYE >Hi WS i SF ee FE AOR BY Tr eR 2,600 9K, 

BAT IPL RRM, 土壤 A RSAC A EB RE, 

PBA AS Sai CL Be A rhs ai ae 5H OY SE 8 A SHA, pH fifi 5.5 一 6.0。 

MIDAS Hk 9 BG 18 FP HE pk ek, BRR 2S eR AAC RE HT BE 

{Rito EAE A A, PE TT AA. 

林木 层 中 篇 纯 西 伯 利 亚 落 革 松 (Larix sibirica), QE 0.5, SIF 10 Pe/ 100 平方 

米 , 胸径 20 一 35 厘米 ,高 20 米 , 主 租 尖 创 ,基部 1.5 REESE, kn BRIE; PRM 150 

年 左右 。 林 下 幼 栅 柠 少 , 倡 抑 有 一 两 株 4 一 10 SE AH 10 一 60 厘米 的 幼 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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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ER DASA (Rosa Beggeriana) (hOB , Bes /Z 50%, 1K FARA 

All PASZ FL AHA, 则 林内 出 现 相 当 多 的 革 面 有 毛 的 铺 地 星 晓 (Cotomzester)。 此 外 傈 有 

ZS il) BETS WE FARRER SPEAR, fur: SHE AG (Juniperus sabina, J. sibirica) 28 oF (Ribes), 

草本 层 中 以 草草 (Carex pediformis) {hE , i 20 IDK Vth, 此 外 有 : 猫 尾 草 

(Phleum pratense) JE*S% (Thalictrum) . $&7¢% (Roegneria compressa), FERRE BN 

林 下 则 出 现 有 :草莓 (Fregaric elatior) 857598 (Paeonia anomala) \)) 324 ESET (Vicia), 

RE Sf (Dactylis glomerata), 

Verh HLA P A eR : 

(a) A54%—iii ZAR (Rosa spinosissima—Phleum phleoides tpy,) 3 BBA L 

—PRERBRE LER, BRP AGE (Rosa spinosissima) {hX, BAB 

”以 猫 尾 草 (PU1exm phleoides) {hE HSL AT EHR (Cotoniaster), ie Hi WLR 

GAY AAD, tu: BC Achillea millefolia) FEPRPR(Galium verum), 3 (Helictotrichon 

Shellianum), 

4.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带 

本 带 的 西北 段 和 中 段 均 处 於 低 帆 带 内 的 准 平 原 化 的 丘 际 地 形 上 ， 东 南 段 则 和 进 大 中 

山 带 的 下 部 。 带 的 下 过 由 西北 到 东南 顺 次 香 海 拔 800 一 1000 一 1;450 米 。 本 带 内 的 地 

层 交 篇 释 质 岩 , 有 震 且 多 的 千 枚 岩 、 和 绿色 片 岩 、 伙 质 砂岩 、 云 母 片 岩片 麻 岩 和 石英 岩 ;, 也 

有 少量 花岗岩 。 气候 相当 乾燥 。 本 带 的 上 稼 不 是 直 稼 式 的 ;, 它 可 以 沿 着 阳 坡 播 大 到 上 

一 带 内 去 , 播 太 的 技 海 高 度 由 西北 到 东南 顺 次 篱 1,400—1,700—2,000 米 。 本 带 内 只 网 

到 一 个 类 型 的 植物 天 落 。 

(8) 灌木 草原 类 型 植物 醒 落 ”过 一 类 型 植物 姑 落 可 以 用 下 列 两 个 双 装 作 代 表 。 

ORF (E—7E EHR BSE (Spiraea hypericifolia—Ancurolepidium angustum Ass-) 本 

FAYE Mi WU BBEL SEARS ASE dK _b , BEE REBE (30°) ; 石 块 未 多 。 ZEAE AES 

Wb SeF5, “EB AREER be RAR aK a i 9 Se, RS EE 45. 厘米 开 

kei, 100 KAP KERR. 

BNR ERA BIS PAs SEMA, Re ReN 

MIRA (Lonicera tartatica) HERB, MBAE 50—70%, 

HEA PARAM (Spiraca hypeveifolia) #5  H, MIS 25%, 密度 平均 13 

BK/257BAK, 生长 良好 , 高 60 一 110 厘米 。 此 外 有 : 和 红果 忍冬 (Lonicera tartarica), $j 

HAG (Juniperus sabina) , Ha HoHRRE (Cotoneaster), } 8 (Berberis heteropoda) , 

St ASI FP IAA SERRE CAneurolepidium angustum) (8 A, MBS, 2B 

大 , 高 80 厘米 。 此 外 草原 类 型 的 植物 很 多 ， 有 : BEPRBR (Galium verum), ¥ (Achillea 
millefolia), ZzBRAE (Potentilla chinensis), #3 (Koeleria sp.)、 窗 人 革 早 熟 禾 (Poa angu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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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ia), 夭 冠 草 (Roegneria Turczaninovii) , RR (Helictotrichon Schellianum), KY 

(Stipa capillata), ALIX (Agrostia alba), MAE ML-F (Festuac ovina), Mi JEM (Phleum 

phleoides)  APUELUKIA (Agropyron desertorum), fit ATH) -4L A> , AT: BERRI (Ziey- 

phora clinopodioides), # FF (Alyssum sp.) 42 $e PE (Hypericum sp.) BER (Sedum sp.), 

ARIE (Sisymbrium) , (UR (Allium) ACE RERE (Ephedra monosperma) , BER ( Echinops 

Gmelini) , RS (Orostachys) | 

GD BE IKE SE RM (Spiraca hypericijilia—Artemisia—Festuca ovina Ass. 

BE Ye Ae SSE BY Si FE I A Pt, —- MSE IE 10° Ay, BES AE IRS es Seas, 

山地 淡 栗 钙 土 。 RE AMA AAR Het, PGS BE ee, 30 OKA F Bi 

AS BRR ERE, BP AS RRB, KAKA A ROR FAIRS, 表土 篇 中 性 ， 底 土 

15 1: ——— fi A IZA 

MAYES GLAS FE EAR AR BLE ie AREER A, SEP REM B ee 

He, ARF AL — EAL RS HE. 

HEA PORE ME (Spiraca media) HMREBHD, MB —-ARB 15965 最 多 过 

60%; 生 其 不 大 好 ,高 度 40 厘米 。 此 外 有 少量 的 :红果 忍冬 (Lomicera tartarica) , HH 

ts (Coromiastcer)、 铺 地 检 (Juniperus sabina), 在 乾 沟 内 何 残 留 一 些 上 带 内 常见 的 灌木 ， 

如 : ff (Rosa sp.), 8% (Berberis heteropoda), RF (Rites), PHAR PDRE 

(Artemisia) {ti ES , WE 2k 20% , 生长 良好 ,高 15 一 20 JK, BE HG 3 一 6K , RERK 

毛 , 篇 耐 旱 木 植物 。 

草木 恒 中 以 绵羊 狐 茅 (Festuca ovina) Ff Hi ty, 覆盖 度 少 则 159%, BH 50 一 

60% ,高 30 厚 米 , 革 层 高 10 厘米 , 革 狂 窄 ,篇 耐 旱 的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此 外 有 一 些 耐 旱 

的 植物 。 禾 本 科 植 物 有 : AAS (Stipa capillara)、 早 熟 禾 (Poa pratensis) 、 落 草 (Kocleric 

spo MTA AHL : Fl (Elsholtiza) , WRIA Echinops Gmelini) , WVHA (Echi- 

nops sp.), \UR (Allium), RRBAER Cnula ammophila), WEVA aan 

chinopodioides) MEW (Carex angustifolia) ha % (Polygorum aviculare). 

FETAL Hh BAC? See ON A A BS ATP at PA HR: AY GL (Caragana 

microphlla) , Ra (Ephedra spp.) fEREMLAS (Vicia sp.), HAE BE ( Atraphaxis lanceolta), 

ALMA (Ephedra monosperma). 

5. i MB — ARIE He a AY 

ALTER WALL Hike EAE GA, LN i 4s BS Ry Ly ae OA, ESP, 他 有 

OPT ARAB P dik ea PH Ate By) GE ies 5 SIS, 550 一 700 一 1,200 2K, EMRE ER 

HPC RZ, HE A By (LFS, PL i oy eR ASA Ee, PPS 

(6 WG PO AE RE 7k RE WE) 9 Ce AE ak 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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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B, AAA RD) — Apa. 

(9) 御 荒 漠 类 型 植物 替 落 ”二 一 类 型 植物 难 落 中 已 见 到 的 植物 敌 六 不 多 ， 可 以 下 

Bi ABE AST Re 

De HE AM SEARS (Artemisia—Festuca ovina Ass.) AAA HHO ASAS Bb Pe aE 

积 局 上 ， ESRB K+, 土壤 腐殖质 含量 很 少 , Babe beak eR 

壤 , 35 一 50 厘米 开始 有 碳酸 踊 反 应 ，60 厘米 开始 有 石灰 泪 积 ,全 剖面 乾燥 。 

BEAR MM, ER Neamie 

OAR , A BABR , BATES BE R55 % 5 

SPHEAMISR SE, (Artemisia) (HAE , mage 40%, 生长 矮小 , 高 14 DK, 3 

GR 4 HORE, HRME, Ai Ey. Woh ere Eh PRE, fn EB (Artemisia 

sp-) 18 (Artemisia). 

AEP AGES (Festuca ovina) {i PbSs, BRIE 10% , 5 10 HK, EA 1 一 
2 厘米 高 , Bitty, 此 外 还 有 一 些 耐 时 植物: BRE TA (Stipa ， 

effusa), ELM BAAS ERR (Kochia prostrata) 

MES—AFABE (Artemisia—Stipa effusa Ass.) 本 一 落 出 现 庆 本 带 中 段 和 南 段 

的 山 碎 冲积 马 和 低 山 上 , 母 质 得 花 岗 或 片 麻 岩 的 坡 积 物 或 洪 积 物 , 寺 壤 乱 碳酸 四 褐色 十 

MOREE, 土壤 中 腐殖质 合 量 很 低 , RS EA ERD, 10—20 厘米 开始 有 碳酸 

Bs PAR, 具有 鳞片 状 知 构 , 环 效 而 乾燥 , 冰 有 石膏 结晶 的 出 现 。 

AVE IL BAAR EB il, 篇 一 片 枯 褐 色 的 毛 蒿 中 散 伤 着 枯黄 色 的 羽 芽 ,在 低 央 的 冲 汪 内 则 

有 成 小 片 的 锈 黄色 的 铝 耳 人 条 灌木 姜 。 植 被 稀 珠 , 急 覆 鞭 数 20 % ,最 高 不 50%, 

“PREASAS=E  CArtemisia sp.) FPESMBRWD, Bite 15-35% , ey 12 一 40 JK, 

fe 5 一 10 ROK, BMA, BiB A Hy. 

BARD OAF (Stipa effusa) {hk , MES % ,后 长 矮小 ,不 过 20 厘米 高 ， 

FSR 10 厘米 , 革 窄 窗 , 坊 耐 旱 草本 植物 。 

在 冲 沟 内 可 以 看 到 生长 不 良 的 成 六 的 铝 耳 人 条 (Spbriraee hypericifolia), fj 30 一 40 厘米 。 

此 外 在 低 目 上 的 过 一 董 落 中 则 出 现 : 

IRE (Artemisia sp.)、 麻黄 (Eppedrza)、 蓝 刺 头 (Echinops Gmelini), 也 有 荡 漠 中 常 

AHR, kn: fh ALR (Ceratocarpus arenarius), Wetike (Kochia), 4 (Nanophytum 

erinaceum ) , fe #42 (Eurotia ceratoides) . 

6. LU REAP HEAR rie ae 

Anis PSE EOS A EY Ste AL OR, AAS SE} PRES LT AAS, | HRS 

aS FH AC PD AEA SS AA ice | A LL iE Ae a CR ES Pi, EL FG DK 

bs & reich, RRR RCA AREA Bsr OY A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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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莹 漠 类 型 的 植物 替 落 过 一 类 型 植物 靠 水中 富有 代表 性 的 有 下 列 雨 个 植物 千 绪 。 

QD he ERE (Nanophytum erinaceum Ass.) RAYE Sh HOARE 

MARE seh , Fe PARSE He FP A RRR Fe) HE 47 JH Sa 

HOSE Ri HE TD AIR. wi 

BIEN GRAS Sie TR , ABABA Hi A — EE KR he, AR, ama 

只 5 一 10%。 

牢 灌 木 小 茵 (Nanophytum erinaceum) 密度 需 5 株 /1 BAK, WAM 3—6%, 8 

状 植物 , 革 成 针 刺 形 , 植株 高 3 厘米 ， 坟 典型 的 早生 植物 。 其 他 植物 很 少 ; 只 在 冲 浅 内 

有 一 些 : EM (Artemisia sp.) , TAF (Stipa effusa), BERGA (Echinops Gmelini), SEMEH 

(Ephedra) b# (Allium sp.) 

QD FARRER (CAnabasis aphylla Ass.) AUTEM 8 

AQ BE bk , BE AEE lid 4, So TA) L$ 3 HEY, . 

MY DE AS Se st, FER A i bE FABRE NM ACHE MAC 

十 字 假 木 虐 (Anabasis aphylla) REP RMR, HEI 49 株 /25 7A, HG 10 JAD 
径 10—20 厘米 , 革 已 退化 , My RAC, MAK AHA 

(AWB AMR) 

AREAL HSC UAL HE ASE I CAP A ABLE), 本 区 的 气候 、 se Fate 

ASAE EE, Fb, 天 山区 的 植 彼 也 就 有 它 的 特点 。 我 们 对 天 山 只 作 了 标 乱 初 

步 的 对 照 性 (与 阿尔 泰山 区 对 照 ) 的 考察 , 而 东 未 对 天 山 植被 作 全 面 的 了 解 ,所 以 贾 料 

有 限 。 天 山区 植 彼 也 成 垂直 带 状 分 侯 , 由 海拔 3,000 米 向 下 有 下 列 移 个 植被 带 ; 

1. 亚 高 山 草原 名 带 

2. 山地 森林 、 森 林 草 原 带 

3. 低 山 乾 草 原 带 

4. BARI? re a 

5. LL) EAP HAR are A 

FAL 2 FR be RUS AS PS AY EL i A BOER. 

1. 亚 高 山 草原 草 句 带 

AA STR SE AY 3,000 一 2,700 GENS, 1 RUDE TT HT ; HHI AS BE ee 

的 山坡 (坡度 30 一 40 ) ALAR, FR ee eS Re 68 LL ee, oe 

EPL AT 10 KAY I tay Ht, 向 下 有 50 厘米 厚 的 瞄 棕 色 腐 将 层 , 底部 石 块 表面 有 Fe20; 

的 斑 膜 ,地 面 有 一 个 个 的 土壤 。 我 们 在 本 带 内 只 到 一 个 等 小 。 

DEM—AKMBM (Carex sp.—Alchemilla vulgaris Ass.) ABYA Mi HONE, 

PRR AIPM, | AYR TE BRR IG ER I ER AY 4 Z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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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E A SUHTRTEA 

7% (Carex sp.) TERY PIER , HEH 20 OK ARATE BM SE , MARA ,很 少 

BAER, CARES BIE, BIG RH Ey 

ABE (Alchemilla vulgaris) FREMAW, HH 20 OK, 革 层 只 5 OK, ASHE 

A BAS REB RAMETERS AD, 

草原 类 型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相 当 多 ,主要 有 : FEM (Bromus inermis), FAK (Poa pra- 

tensis) , Clinelymus nutans, | 

SRB MMAR : 4) BEAR (Getiana Turkestanorum), BEAR (Gentiana decum- 

bens) AMIE Tf (Silene nana), BEE (Potentilla) 马先蒿 (Pedicularis), 

高 山 草 旬 的 植物 不 多 ,只 有 火线 草 (Leomtopodixmz)e。 此 外 在 石 笑 中 和 淋 有 铺 地 检 (Jx- 

niperus pseudosabina) , 

2. 出 地 森林 、 和 森林 草原 带 

本 玫 估 海拔 2,700—1,400 米 的 地 段 ， 处 於 阿 尔 卑 斯 形 山地 带 的 下 部 和 猪 背 岩 式 的 
Us ERASERS AS RAB RECS. 本 带 内 气候 比 上 一 带 温 暧 ,但 不 

如 上 一 带 混 润 。 本 带 内 随地 形 、 土 壤 的 不 同 出 现 雨 个 类 型 的 植物 在 落 : 
(1) 由 地 森林 类 型 植物 重 落 ( 估 海 拔 2,700 一 1,800 米 地 段 )。 

(2) 绩 地 森林 草原 类 型 植物 琴 落 ( 佑 海拔 1,800--1400 米 地 段 )， 

现 将 此 两 类 型 植物 震 落 内 的 植物 酝 闵 分 述 如 下 : 

C1) Whe OR RE PIC HP; 土壤 假山 

SHARE, TERRA 10 ERENCES PA EAA Be Ae, 20 厘米 

DUP F555 , BRERA BRASH PEL 70 ORO PBA Fe.0;, 的 聚积 的 棕 褐 色 重 

Me: 90 RAPA RARE, SA RDI, 我 们 只 看 到 下 烈 的 一 个 植物 
Bo 

Q)Pi sa AES (Picea Sinkiangensis*—Mosess Ass.) RBRBPHBE ¥ bl 

PK BC ARAM PS EDR AE EE, | FAYE RA AS ea A A BET EY 

FAC BMPR. PRP RMA, PIR A Hay, RETAKE EH, 1B 

TE Ie 75 — BEDE ERB AE AR, 

ia TAZ (Picea Sinkiangensis) #iPKAI—MEEE A EFS 0.7—0.9, FERS, Hite 

长 圆锥 形 , 胸径 20—30 厘米 ,高 23K, 最 大 的 胸径 可 过 40 厘米 。 RRA BE AS 16 株 / 

100 平方 米 ;, 伐 便 木 相当 多 , AEB) 7 株 /100 BAK: 林内 枯死 、 枯 倒 的 也 不 少 ;, 有 的 地 

方 因 病 呈 害 而 成 片 地 枯死 。 林木 更 新 良好 , 见 有 1 一 2 米 高 的 幼苗 ,密度 可 以 过 24 一 42 

PR/25 平方 米 。 林 下 人 龙 乎 没有 活 地 物 ,林木 基部 有 死 覆 盖 , 厚 过 15 OK, HRP 

PAB Picia isehren Rowe Ay R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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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 多 , 凡 流 水 处 或 河谷 雨 夯 山坡 上 都 有 成 片 的 苦 态 ,最 多 的 有 : Distichium inclinatum 

(Ehrh.) Bryol., Brachythecium glaciale (Hartm.) Br., Hygrohypnum palustre (Huds. ) 

Loeske, Cirriphyllum piliferum (Schreb.) Grout, Bryrm neodamense Itzigs var. ovatum 

(Jur.) Lindb, Plagiopus oederi Limpr. 

草本 植物 很 少 , 只 在 林内 透 光 处 有 一 些 : Oat 

HEAL (Carex sp.)、 散 形 科 植物 一 种 、 盾 革 菊 (Lactuca) , 石竹 科 植 物 一 种 (Silejic)、 蓝 
科 植 物 一 种 (Goodyera repens), fERFH (Pyrola imcarnata)、 草 莓 (Fragarea elatior) 7A 

"ft (Silene latifolia). 

禾 本 科 植 物 很 少 , 只 在 林 炮 有 :省 变 (Bromus inermis) , RPRAE (Helictnrichio Shel- 
lianum ) 38} FQ PAAR (Poa palustris). 

(2) (LHe BR RIM eR AY HL A +k SHARE PO SRA TARA 我 

们 见 到 有 下 列 三 个 主要 的 符 恤 : 

G) 早 熟 禾 一 羽衣 草 竺 六 (Poa annua—Alchemilla vulgaris Ass.) pyran 

坡 或 平缓 的 件 险 坡 .上 。 AES et, 土壤 表层 有 8 JOR A A 

剖面 质地 篇 中 培 士 ,60 一 100 JR KA FS ASE ,通体 混 油 。 

他 落 外 貌 篇 绿色 或 黄 稍 色 的 贴 地 的 草 层 ， aie AT RSME EAE Ck ZH 植 

Py PTE GARE , GIS 70—80% 
RIE POR (Pou annua) EE AD, HH 20 OK, BER 3 厘米 , 篇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 

PARK (Alchemilla vulgaris) 息 砍 热 植物 ,也 贴 地 生长 ,人 革 层 只 1.5 一 2 厘米 高 ,篇 

喜 浊 泣 的 多 年 生 人 双子 革 植 物 。 此 外 有 一 些 喜 混 润 的 植物 ,如 : REM (Carex sp.) mE 

(Trifolium repense) , HORE (Fragarea elatior) , #WA3% (Taraxacum) , HAA (Gentiana Tur- 

kestanorum ) , #& AE (Viola), 

也 有 相当 多 的 草原 植物 ,如 : BA (Galium verum), (Achillea RE 

4-54 (Gerenium collinum var. glandulosum), 

ARTA YG EIN 22th LTR HR, MAPA RR RI RY, FATE 1 te RE 

R PROT REM. 

Qe RBM (Artemisia sp.—Poa angustifolia Ass.) 7-H HS 

除 坡 ; SHAS ARPS, ARRAS AAP 7 IKI, SRE, 7 厘米 以 下 印 

有 碳酸 唉 反应 ，24 厘米 以 下 有 碳酸 钙 和 积聚, 通体 仿 中 培 士 , 稍 刘 泣 , 90 厘米 以 下 过 黄土 

SE a FA PA AK A, 

EVE ARR SE CELA FETE GEDA ACNE YH AE CATA, TEMES AE 
的 百里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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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M E 40 一 60%。 什 灌 木 的 褐 查 莲 (Artemisia sp.) PHEAR PAE Ate 

4p , TES FE 10% ,高 30 一 40 厘米 ,密度 4 一 5 株 / 平方 米 。 

BACH) DIAEIE BANA (Poa angustifolia) 佑 优势, 高 30 一 50 HK, RB 10 厘 
*, EERE, 此 外 许多 草原 植物 ， 如 : 百里香 (Zizyphora chinopodioides), MiB 

(Phleum pratense), F23E4R% (Aneurolepidium angustum), TAH (Stipa capillata), BE 

草 (Achnatherum splendens) 、 粗 粮草 (Phlomis) , BEBE (Potentilla anserina) 、 EE (Carex 

sp.) , PR Be (Aster altaicus)., . 

GaRERVWHERAS (Rosa sp.—Clinelymus sibirica Ass.) RBBRA MBAR 

'1,800—1,400 米 之 间 的 除 坡 的 凹 不 。 ANHAEBEN BEAKER RAS 

云 杉 (Picea Sinkiangensis), 甚 生 霸 士 壤 和 早 芍 禾 一 羽衣 草 骏 六 的 相似 ,不 过 水 分 状 驶 

. 要 好 --* 些 。 

BEARMA—-ZEE CAWEAE PRAM RAM PSE, 

HEAR DUNBAR (Roce op.) {H0E9, 密度 9 9/25 BIR, BEBE 30%, 
15K, ABA, ARM BAA, Ue: RR (Rosa turbinata), HERK (Sor- 

bus tianshanica) ,®F (WHE (Carataegus altaica) X04 (Cotoniaster subracemiflora) , 

BAP UK (Clinelymus sibirica) (hfEA, 高 70 OK, SE, SRM SHAD, 

JES fA Se AD : 

猫 尾 草 (Poleum phleoides) , #55552 (Roegneria Turczaninovit) , F422 (Calamagros- 

tis epigejos), 

A EK PE DD, 如 : 草莓 (Fragarea elatior), 石竹 科 植 物 一 种 (Silene) , 

AAA AREER RET A, 

3. 低 山 乾 旱 草原 带 

本 带 佑 海拔 1,400—1,000 米 的 地 段 , 处 於 山 前 禄 牧 丘 陵 地 和 山 间 平原 带 的 南部 。 

ARTs HIP BREAK REPS, RAR ADS, 

ORBMSFRE (Artemisia sp.—Festuca ovina Ass.) RAVER RAIN PAS 

黄土 RAR EG, | SEERA 5 OK AIA ER AOR 

HARE Hee 535 HS 5 FA a TS A , RRS RE A), 21 一 60 JOR HE RAO ER 

生体 。 

霍 落 外 貌 篇 黄 系 色 的 低 草 层 中 散 作 着 灰 乡 色 的 灰 茧 六 ， 队 坡 上 稍 稀 散 地 分 佑 一 些 

神色 的 小 型 灌木 汶 。 

PHEAR DIRE (Artemisia sp.) 估 焰 对 优 雪 , 高 15 一 20 厘米 , 革 层 高 10 厘米 , # 

BIR , 乱 耐 旱 植 物 。 

SIAR EPR HAE (Festuca ovina) {5 BESS, 高 20 厘米 , 半 层 高 10 厘米 ,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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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T, 此 外 常见 有 : ASE (Stipa capillata), & (Achillea millefolia), KRM 

(Leontopodium) , $£ $$ 28 (Achnatherum splendens) ,\\|)#{ (Allium sp.)o : 

在 险 坡 的 沟 扯 也 出 现 一 些 耐 旱 的 灌木 ， 如 : FRB (Rosa turbinata) 、 =< 

(Spiraea hypericifolia), Lonicera hispida, KBR Hi ME, 

CDE HAE HK (Achnatherum splendens Ass.) 1 ee 

TAYE IND — He a OK EY BEBE HE, 

”项 若 草 (Achnatherum splendens) TEMES , EVE 4 B/E Kt 60— 

150 Ji K , BAC 10—30 厘米 。 

阁下 植物 在 本 带 内 主要 篇 :篇 羊 狐 菠 (Festuca ovina), IK#G (Artemisia sp.) 

在 下 一 带 内 主要 和 坑 苦 豆子 (Sopphora alopecrrofder)。 

4. i BARE re TF 

本 带 估 1,000—700 米 的 地 段 ， 卡 认 前山 禄 绵 丘陵 地 和 山 间 平原 的 北部 。 BRE 

黄土 ; MEK, 本 带 内 的 险 坡 已 坊 下 一 带 植物 等 落 所 侵 大 ， 险 坡 只 昂 到 宕 个 替 

ike ey 
QER—AFRM (Artemisia sp.—Stipa capillata Ass.) BYE AE ALAS IK 

RHA EaRM RSTO TLS HNONE, arts 

BAGH (Artemisia sp.) HRB HD, 密度 25 株 /4 平方 米 ， 高 25 TOK, SEE 

Ay PEAIZER , HARA 5 MOK , KE ATE , Ht PU. 

RUPIAH (Stipa capillata) {iE 3, 5 50 厘米 ， 革 层 15 厘米 ， sete TOE, 

IE, VOILA: VASE (Stipa effusa) , Hi MNF (Festuca ovina), HM (Carex sp.), 

(RAK (Anabasis) 

HEME PS A: SEAR ME (Acraphaxis lanceolata), #i 7% (Dianthus). 

5. LL HEP HEAR Ste 

ARM PE PRUE IS, 400 一 500 米 。 地 形 坑 前 山竹 痢 丘 陵 地 的 低 乒 和 山 能 洪 积 局 :土壤 

BRAGA, AH LB DASE HR EAD) LA. FRY BIL FE 

QRH HBA BM (Suaeba—Anabasis brevifolia Ass.) ARE ES LO 

Se, HL PLAGER, HT eR, 

RYE ARASH eG BRAY SR BE FB I Ai PEAS AS RAE AB HE AO ABR, 

FMB (Suacda) 1°P MAR, BIS 22 H/25 平方 米 , 高 20 MK, Wikis Me, HS 

耐 早 。 

{ACW (Anabasis brevifoia) 密度 5 H/25 平方 米 , 高 20 一 30 厘米 ， 革 已 退化 , KH 

Pitt, SEERA, AAT EERE (Reaumuria soongorica), WEAR (Sals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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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Se 2838 (Nanophytum erinaceum Ass.) AAA HB HR Be, 

EAE, ANE (Nanophytum erinaceum) 生长 矮小 而 稀 环 ,密度 23 株 /25 平方 米 , 高 15 厘 

米 ; 成 整 状 , 革 人 针 刺 形 ,和 起 典 型 早生 植物 。 

DE ts BH (Artemisia sp. Ass.) 本 至 落 多 出 现 於 丘陵 地 低 丘 的 队 坡 和 坡 脚 低 肉 的 

HRA EVRA IR APG, 土壤 表层 有 8 厘米 厚 的 乾燥 的 海绵 状 孔 隙 层 SAE HE , 

碳酸 蔓 反 应 强烈 ,27 厘米 以 下 稍 瀑 尘 , 普 开始 有 石 襄 新 生体 。 

FAYE SL BLAS is BRAY Ah ty -E ee , REP, 

| Ei (Artemisia sp.) 密度 53 PR/25 BACK, 高 20 ROK, BE 6 厘米 ， 符 早生 植 

, HIE DEM EZE (Salsola) , TRB BAY. 

Qts—ARRAX (Artemisia sp.—Ceratocarpus arenarius Ass.) AK HH ARS 

REREAD A ERE, FE, ERAS KGS. 

FAYE IL DLS Hi ty 9 -E i EB i hi aE AY FRE 

EE (Artemisia sp.) 密度 27 32/4 BAK, H 25 一 30 厘米 ,生长 不 良 。 

Fh (Ceratocar pus arenarius) a Boh Ar Hb i E-ESEZE, 高 只 5 一 10 厘米 ， 

果 有 三 刺 , 生 长 矮小 ,也 很 耐 旱 。 此 外 在 沟 半 有 少量 的 : PE (Tamarix chinensis), RR 

(Atriplex litoralis) (FEAR (Anabasis) , BRE ZE (Salsola) 、 优 车 达 (Eurotia ceratoides) 

QDIRAIMAERE (Anabasis brevifolia Ass.) ASAE HBS LEER AE, 土壤 乾燥 ， 
RG BARKER. 

FAYE IL DiI — Se Be Pi BRS Hh BE ESAT ARP HE 

{ASK CAnabasis) 密度 只 26 株 /25 平方 米 , BERRIES 20% ,高 15 厘米 ,生长 不 良 ， 

HARI, BAH, 坊 旱 生 守 灌木 。 此 外 有 少量 的 和 猪 毛 荣 (sairole)。 FERRE ARRAY 

AG : SASR4E (Haloxylon ammodendron) , (Fi #2 (Eurotia ceratoides) . 

(“ERE 

本 和 粗 对 本 区 的 植物 学 考察 工作 做 得 很 少 , 所 以 材料 不 多 。 现 在 只 根据 土壤 组 .草原 

租 的 考察 资料 和 本 棚 沿 公路 糠 考察 的 少量 资料 来 进行 伐 述 。 本 区 的 地 形 分 篇 东西 走向 
的 山 版 ;有 着 窗 狂 而 陡 凤 的 主 山 带 和 低 岂 和 与 山 间 平原 相间 的 前 山 带 。 本 区 气候 一 方面 

受 北冰洋 的 混 气 流 影 叶 , 另 方面 受 浴 噶 泵 盆地 的 乾燥 气流 影响 ,因而 主 山 带 还 比较 闪 课 ， 

前 由 带 旭 相当 乾燥 。 本 区 的 植被 与 天 山 的 差别 很 大 , 而 略 估 近似 於 阿尔 泰山 的 植 彼 。 

本 区 植被 亦 成 垂直 带 状 分 伤 , 有 下 列 从 个 植 彼 垂直 带 : 

1. ey LE fa ae 

2. 山地 和 森林、 森林 草原 带 

3. AEC LL Fc SB a 

4. Hs }— ARR AE Te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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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L BREA EAR ire ik HF 

FI IRE BIR FARR AS PS A A A HERR. 

1, 亚 高 山 草 名 带 

ALAS _L BRAMAN 3,000 9K, PARE RE HEAD 2,300 dK , KAS 2,550 2K, 本 带 上 部 冰雪 

活动 台 烈 。 母 岩 坊 花岗岩 ,土壤 篇 亚 高 山 草 旬 土 。 土 雯 才情 有 草 名 层 ,向 下 有 黑色 的 腐 

殖 质 层 , 底 层 石 块 表面 有 有 机 质 现 膜 ,质地 和 坊 碟 质 轻 培土 到 中 培土 ,通体 无 碳酸 哩 反应 ， 

HRASWA. MoReERS RARE. ti 

OM ABR (Cobresia sp. Ass.) WYEH MAMIE A AF, ee (Cobresia) 

SiGe, MABE EAT 80 一 95%。 此 外 有 许多 高 山 类 型 的 植物 ， 如 : SMS (Festuca 

rubra), HE (Leontopodium) , HAAR (Gentiana) , BRAK (Potentilla) , HEA RL (Saxifraga) , 

® (Polygollum) . 4 iio Pies 

2. 山地 森林 、 森 林 草 原 带 人 

SAAT SRE MA 1,600 98, WERIS 7,200.38, REBEL 
FEA CHEB RHI. BRR BUM RPE AY HEAD Se BERS eke Le , AP 

向 森林 侵 大 的 现象 ,而 且 表 现 得 相当 强烈 。 本 带 内 见 到 有 下 列 雨 个 主要 的 植物 堆 落 。 

@ 西 伯 利 亚 落 革 松 一 杠 枸 子 一 蔓草 符 履 (Larix sibirica—Cotoniaster—Carex Ass.) 

本 办 落 只 成 小 片 地 出 现 放 切割 较 深 的 峡谷 地 区 的 坡度 较 陡 的 险 坡 。 母 岩 坊 花岗岩 和 灰 

入 岩 ;土壤 篇 山地 森林 土 。 土 壤 A JASPER DRA EE FOR, A SR 

壤土, A, BASH EEL, B 层 篱 灰 棕 色 重 填 士 ,通体 混 油 ,过 83 厘米 时 在 石 块 背 
75 RA, NEAL FezOs 的 胁 膜 。 

至 落 外 貌 优 稀 球 的 黄色 横 冠 的 西伯 利 亚 落 全 松 成 片 地 出 现在 山坡 上 ,篇 纯 林 。 
西伯 利 亚 落 匠 松 (Larix sibirica) 生长 不 良 , 愉 闭 度 0.1 一 0.3， 胸 径 20 一 30 厘米 ,高 

10 一 15 米 , 主 干 尖 创 ,基部 膨大 ;一 般 均 篇 在 除 坡 上 稀 环 地 竖立 着 泡 株 立木 e 

MAE POAL HIF (Cotoniaster) 篇 优 势 植物 , 革 大 多 毛 ,篇 较 耐 旱 的 喜 阳 植物 。 此 

人 外 有 : 金银花 (Lonicera coerulea), AREMBRM (Spiraea chamaidryfolia), HR (Rosa 

Beggeriana), 

EARP LAME IN (Carex sp.) 人 优势。 此 外 有 少量 的 : 唐 松 草 (Thalictrum) \ 石 竹 科 

植物 一 种 (Silence) . 5B, 

更 新 层 膛 算 好 , 见 有 客 诬 30 株 /4 平方 米 , 高 1.5 KATH, 

QUAM MH (Festuca ovina—Carex pediformie Ass.) ARV HBS HOTE DY ACAD 
$e PS US, EPEAT 7 ORD OM, fF 4925 OR A 

BE AE, MAAS ATA AS WE , 50 OK LAE AT PLA AY GTS A AEA, BRA BE IS HO BZ", 

Mie PUMA (Festuca ovina) {h(E Gs; 蔓草 (Carex pediformis) HREAEM,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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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L RA AS , AB: SIE (Helictotrichon) . WF HIS 78 ET 
(Anlacolepis), *}+-3€% (Alchemilla vulgaris), 2¥3j (Brachanthemum) , & hig (Potentilla 

chinensis). LAER (Hedsyrum) 车 (Achillea millefolia) {3% (Artemisia sp.) 

FEES AA ae LEAR, 如 : KIER (Spiraea chamaidryfolia), Kk 

(Rosa Beggerina), Hii AHS we AH, 

3. (KE RC ) 
ACSF GRE IEEAS, 800 米 , 阳 坡 需 1.500 米 ,篇 典型 的 乾 草原 。 本 带 处 於 前 由 地 带 。 

APH SE BRAS AK IR), BLAS I 

OMS + VFBE (Festuca ovina—Stipa capillata Ass.) PAY WBRME WE, 

«Meee Reso, “EE A Je 17 厘米 ;B J 13 厘米 , A BB RREREE,BREEARE, 

ASB AAS RE ARs SES TA I  , REE EE 20 厘米 左右 开始 ,小 迅速 过 渡 到 粉末 

AR FLARE PSUS , BLE FF AEE FLAKAY CaCO; 聚积 。 

BYE RBH th ERA HS Se, MB eS 40—60%, 

三 落 中 以 绵 羊 狐 荡 (Festuca ovina) {hE Ss, AS (Stipa capillata) BREED. 

AAA PR SRS, WAS BERR PHAN, A: BROKE (Agro- 

pyron cristatum) , A23ERRR (Aneurolepidium angustum) , (BFR (Cleistogenes) , & (dr- 

temisia sp.) .4z)Q#¥ (Potentilla chinensis), (Allium), 

UES A LEER Ht SRG (Spiraea hepericifolia), te # #2 (Eurotia ceratoides) , 

$48 GA (Caragana microphylla), 

QUA AE (Stipa capillata—Artemisia Ass.) RAYE HSU URIBE, UP AE 

BRL ARR RRB KG, ERAK AMR EAMEL, RRESN , ee 

#5 30 JOR Ba Aes 7 eR BS IZ IRE FRA , 有明 题 的 钙 积 层 。 

BYE IRIS — Hr Hh AAA IG BRAKE RR EAS JB, HO RE 40—45 % ， 

一 般 高 度 20 一 30 厘米 。 

BARD POAS (Stipa capilcata) (hfe, 个 灌木 的 灰 莲 (Artemisia sp.) BRE 

BAG, 此 外 有 一 些 草 原 中 常见 的 植物 , 如 : 局 重 冰 草 (Agropyron erisatum) , =F 

(Festuca ovina) ,§3-# (Cleistogenes) , 28 (Allium sp.) 

iPM Aw, 如 : PESFRE (Eurotia ceratoides), 43-3 (Ceratocarpus 

arenarius) , 

4. BARES ea 

ARS PRUE By FE EER AS 450 米 , 阳 坡 篇 1,050 2K, ARPA TER = Ren EAG 

第 四 构 坡 积 物 。 EMBARK, ERNE, AK, 多 孔隙，B 层 和 起 灰 桂 

色 和 黄 棕色 ,表层 起 序 有 碳酸 蓝 反 应 , 33 厘米 处 大 量 积聚 CaCO;, 60 ROT RA, i 



9 Sher et HMR 

Ai EATER EK, EBERLE BIA : 

OEMR—VFBH (Artemisia sp.—Stipa effusa Ass.) RRMA KEMRARA 

Feb AAG By 9 EG SAT) HE, 

AE PERE MAKE A (Artemisia sp.) {i fA 5b, MAH LA (Sepa effusa) 估 

eS Heh te AG — 2S sre BL, ten : HEAT HE (Eurotia ceratoides) ,  (Nanophytum .eri- 

naceum ) $5 #2 (Bassia) , fy YARE (Ceratocarpus arenarius). 

5. LL REE MEAS Ste LAF 

ACA RAR MENG HE eH ic wk, AC UATE SL HL EE 5 AB OS 
MB Aly ALA, iA Rs Eek, AAC READ A 

DEM (Nanophytum erinaceum Ass.) (EPMA \ (Nanophytum erina- 

coum). HEI AS— BE (Artemisia) . 

DEA MEARE (Salsola Ass.) KAR BUGS BE AE, AIS Fs EB 

色 荒 漠 土 。 

BRE DEAS — We RE A HY EE EAR HK 

SP YEAR AGA 2K (Salsola) {GES , BIE 16 BR/4 PAK, ME AB 15% ,高 20 IK, M 

BE BORD 4, AA, UO AOU AS: BER (Salsola), HEI AS : SAAR (Halo- 

xylon ammondendron), $+ % (Atraphaxis lanceolata), {\) #8 (Salola arbuscula), % 

(Artemisia sp.) HEI} (Kochia). 

(7S) ) OR A ae th BE ( SE SE SE Wy HER) 

TE An Bi it kh R— FEA SS RE, ARE SAE, 气候 篇 大 陆 性 气候 。 地 

GAG SANZ DF 15s AT Sa Wee A HN PVA ISG PIETY HE, HEE 5 IO TTL 
Web TK HT, eae AS TE ee | RH EK Lk ES KE 

Rie L ee iete bt Cee GDA SE ORE ACS (CANDELA eo cM GDADe. Sct Ee As 

5 PO OBE I A A PAR Te), 有 沼泽 土 、 灰 钙 土 se Pah ER GE 

OA FM, PH AL SH 2, A a Ae 99 ST dB FS) A 
FL FEF | AS 2) hy —- He a - 

1. RRL EA A a a HE SS 

(DM IBM (Phragmites communis Ass.) 3-H PHSK Wat we asia 

带 以 下 的 洲 水 面 估 地 表 的 低 容 地 河 旁 低地 和 湖沼 过 称 地 带 。 

ACME EP AS OR, 但 是 随 着 地 面积 水 的 深度 、 积 水 时 间 的 间 续 和 洲 水 面 的 高 低 

不 同 , 茧 冀 的 生长 状 现 有 所 不 同 , 落 组 成 中 的 其 他 种 类 的 出 现 也 有 所 不 同 。 于 水生 

REAVER, A ON, PEAS PER, 40 厘米 以 下 有 愈 斑 , 站 有 HS 和 有 

册 质 腐 解 的 气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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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E LAS — Hr hi Se AY i ee EK i HE. 

ER (Phragmites communis) FEM 7K MSH RAHA ARETE 90-95%, & 

3 一 4 米 。 在 短期 积 水 的 地 方 则 覆盖 度 只 有 60% ,高 1 一 2 米 。 

在 长 期 积 水 地 方 的 芒 芒 昔 闵 中 ,或 者 没有 其 他 植物 ,或 者 只 有 少量 的 : 白 前 (Cymam- 

chum), YER (Thelypteris palustris), Aw (Typha Laximamii), 3% (Drepanocladus 

aduncus (Hedw.) Moenkem. var. Polycarpus (Bland.) Bcyol.), 

EGA RK HT UAT 5 EP SE BE (Maarsilea aegyptiaca) . Hi the (Trifo- 

ilum fragiferum) . t 

2. REG. HERTS AT SP i SK A BR BT Se 

冲积 物 上 。 BRAM ERAS K+, ERA APA, thee 

DIRE ASAE , BMAD , PARE REN, 67 BORAT AE A, AAR ERA 

PAI ASHE DAA 

QRS AFB (Ulmus pumila—Sphora alopecuroides Ass.) BYAFA 

Fir eR EE RASTA, SEC TE BL Ss RS EH BARS PE hi at RR ES SERRE 

BAB PERE (Ulmus pumila) 密度 4 株 /100 平方 米 , 胸 径 10—15 厘米 ,大 

者 可 过 50 厘米 ,高 7 一 8 米 , 枝 下 高 1 一 2 米 ;, 不 成 材 , 生 长 矮小 的 常 3 一 4 RBA IR, 

PK PEA BES EF (Sophora alopecuroides) , #8 JE 25—70% , 38 FE 10—30 株 / 

25 平方 米 , 高 70 一 110 厘米 。 此 外 有 : 锈 项 (Artemisia sp.). KKH (Artemisia sp.) o 

(NE eA SE «(Ulmus pumila—Eurotia ceratoides Ass.) RAFSKERD 

PARROT AS SE , AS BER 1 一 2 株 /100 平方 米 。 林 下 灌木 则 以 优 若 蔚 (Eurotia ceratoides) 

TSE , Biss JE 40 一 80 % ,密度 28 一 38 六/25 PAK, BH 60 一 80 厘米 。 此 外 有 一 些 : 履 蛇 

Hil ( Alhkagi pseudoalhagi) , 

OR — ies B38 (Ulmus pumila—Artemisia Ass.) 本 替 装 中 乔木 仍 以 检 树 需 主 ， 

8 ETA). E—28 Se. PE PPE ARIA (Artemisia sp.) FE, ABE 45% ,高 50 一 70 厘米 。 

BoIMa A: His (Artemisia sp.)。 Ubkis=PRRERAE ER ,形成 复合 植物 二 落 。 

3. 旱 生 篮 草 植物 震 落 “过 一 大 系 分 伤 於 泉 区 沼泽 扯 称 地 区 、 爸 地 中 部 河流 两 岸 的 

RM KOR EMIS, AUR SOR, eR AR ADK, He Pk 

PLR ys EBA KS. AP ASHE. 

(Bim Ht 8 Se (Phragmites communis Ass.) AYE ALTE AN ESE SS BASS, ,地 下 

TRL. See Ree Et BAS WEIR, 27 厘米 以 下 有 锈 斑 , FOL, AB RE 7K 

AKA RI 

FAYE SLT ies — Hr BR AS A CELA) A HERE, AGA, HERE (Phragmites com- 

munis) 在 过 里 生长 不 好 ,覆盖 度 5 一 50% , 高 1 一 1.5 K, PERS, BRE, CRA 



96 wk CH RR SE 

1K, 

© K— Hs BAM (Phragmites communis—Artemisia Ass.) PPYAMDLMBR 

MARS. EMR , thE ki ee — ae AD. Eh 

MYM RIE 40%. BE (Phrogmites communis) W/E 35%, 1.2K. HER 

(Artemisia) BEREIE 10% , 5 80 厘米 。 ILSLITAT: 苦 豆子 (Sophora alopecuroides) IR 
SER (Alhagi pseudoalhagi), fA (Dodartia orientalis) , HEAR (Eurotia ceratoides). 

We PE WA aS: PERI (Tamarix chinensis), AW (Nitraria Schrocberi), BH 

(Zygophyllum Fapago)。 ay 

4. BRR AR AWA BP SL Hew ICI RE ite 

ta) RGA, SUA PP BEA AE : 有 河 

@@ 基 革 草 一 蒿 属 任 区 (Achnatherum splendens—Artemisia Ass.) PB WARABA 

较 高 的 平坦 地 上 。 雁 落 生境 的 土壤 篇 草 名 灰 钙 土 。 土 壤 表 层 往 往 有 海 慎 蕴 定 腐 解 有 机 
蛙 属 , 以 灰色 轻 盐 土 篇 主 , 全 剖面 有 碳酸 蜂 反 应 ,67 厘米 以 下 有 CaCO; RA 

BEN DSH EAS LE RE PAT RE BAS . St @ 

KER (Achnatherum splendens) EE, HALES , BH 60 一 200 厘米 ， MEALS 

60 一 300 厘米 , HEAEFE2—5 2K . 5 AYRE _E 25 EIB (Artemisia) (ES , PERE 20—25% , 

高 45 厘米 。 此 外 人 向 有 : 苦 豆子 (Sophora alopecuroides) EGR (Ba covieciéad) 

HERE (Artemisia mongolica) , GK (Halimodendron halodendron) , OS 

(QE HE MIB (Achnatherum splendens Ass.) AAR HE 500 KAA ASE © 

Hea a A WER ES APB AT HR AE A a RH 

士 。 土 壤 表 层 有 6 SHOR PE AWE EZR EF, 6—42 J OK RAS BEBE, 42 JK PA ee 

Ss , 5 BES AS ES FH, A AS . WAVER 

MEP IEI (Achnatherum splendens) BAAR, MEME 40—60%, WH 1.3— 
1.5 SK, MEALS 5 一 10 JAK, WEAKER 20 厘米 左右 。 Ub a PHT Re ER AE RA 

Cah, 因此 出 现 : AUBRACIWL (Brachylepis sp.), HH) (Tamarix chinensis), WEE 
(Statice bicolor), #43) (Nitraria Schroberi). 

5. HAH ARR A EAB ET HES OH, MZ, aE 

ASP AC nS , UA AG EE, SE PT ARGS, Ash Poe, FETISH 

A ib Fr AB He bs HS, ARRAS PAR AS - 

OMA — BRAM (Populus euphratca—Achnatherum spendens Ass.) MRAM 

Sy Br EAE EAT) KEP Afi A G5 JE PE SEE 

‘ij (Populus euphratica) 篇 林木 层 中 候 势 植物 , 常 3 一 5 PRE EE, GEA 0.1 

—O.4 5 Hj JE 5 一 8 株 /100 平方 米 , 高 10 一 20 米 , 枝 下 高 4 一 10 Oe, RE 20 一 40 厘米 。 此 



新 疆 灯 各 两 自 治 区 北 亚 考察 报告 97 

外 可 以 见 到 一 些 砂 囊 (Elacagnus angustifolia) ,高 5 一 6 米 , 已 生长 不 良 , 多 曲折 枯死 。 

BRM SE 30 一 50% , 成 片 出 现 ， 高 1.6 一 1.8 米 。 此 外 也 网 到 下 烈 一 些 植 

物 : PBA GAAR (Halimodendron halodendron) \ HEH (Asperula as patina) TF EF (Sophora 

alopecuroides) , (EEFFRZ (Havant ceratoides) , PERS) (Tamarix chinensis), 泡 泡 刺 (Nitraria 

Schroberi) 、 霸 王 (Zygophyllum Fabago) . RE (Artemisia mongolica) . 

GO tHAB— ha he Ee (Populus euphratica—Camphorosma Lessingii Ass.) BBBA 

5 Fy 95 95 I Ay DSN, HTT ARATE AN RE 
AVES BR AD BEE ATK TP SASH ER 
HA (Populus euphratica) {RRR , FREE 5 株 /100 BAK, ha 15 HL 3—6 K, 

SASK BLEUE CPE 

RGYRES (Camphorosma Lessigit) 铺 地 而 生 ， BES ee > SOUR IEA, i OH 

物 , 革 层 高 2 一 3 厘 。 

“此 外 在 胡杨 植株 四 周 有 下 列 一 些 植物 : 蔓 豆 木 (Halirzodezdron 有 ie 

(Artemisia) , EEE (Statice bicolor) ARE (Achnatherum splendens) 

6. Brea wWSe iM HSU URE ie PRE, ep OR RHA 

HA eh Re, RAAB. RASS A—ERREMS SE 

QD fi | BE SEA SE (Tamarix chinensis—Girgensohnia oppostifolia? Ass.) 本 本 

Yih SUA Rah, RAR RRB, RA RAB, I) PAO Jae 

IG MB, AMEORAIL, 2/1) F 33 BRERA Be, 33 一 66 ORAS 

BER BUS, AT RAS BE, Ba AOE EA TK IR. 

RYE Sit HSE HEE 11 TREE WC HL PIR TG AE EE 
PEP! (Tamarix chinensis) 稀 环 ， 密 度 10 38/25 BAK, 2K, BRE 40%, AR 

AI Ro 

BREE (Girgensohnia oppositifolia) RX, FARE 60%, HR 20 BRK, WHA: 

Wise (Suceda) EFF (Eurotia ceratoides) , 

(DEBARFRBASH (Halostachys Belangeriana Ass.) AS FAVE Fp BEA SS I) L— a, ANY 

TEN By Ge Ey EE, 

AB YE Sb DA — see abe Ba RE ABABA EAR AR (Halostachys Belangeriana) Fa (it 

Qi, TLE 50%, FARE 17 3/25 BAR, 一 般 高 40 OR, MARYA, 表 

面 光 滑 , 含 路 分 很 多 , BAH. Mie: BUN (Kalidium foliatum) 、 蓝 雪 草 (Sta- 

‘tice bicolor) TER (Reaumuria soongorica) P24) (Tamarix chinensis) , iF RAR (Halo- 

peplis) 。 

(Di E— HEIN NBS (Suaeda—Kalidium foliatum Ass.) AVE MASA UA 



98 Se &8e ee RR 

Lb AOSE Hb, A I RE ee Be, A i A — i ah BR A + 厘米 

Nf AO BRE Be, 更 下 有 7 OK EE AS Eat, 更 向 下 过 20 JR OK BA aa ER BE, 20 厘米 向 

FP See it A ee. 

MEE DRS — EER EH A, BE ELSA) BRE A) 9 SEE ORL 

碱 莲 (Suaeda) 密度 过 16 株 /25 PAK, ERIS 35% , 高 50 一 60 MK , eas Sw 

(t,, Rt, ROAR WARERD, BRAMD. 

SBIR (Kalidium foliatum) 亦 相 当 多 ， 密度 12 株 /25 PARK, MBBS ISD, H 

40 HOOK, RW Riise, 果 序 肉质 化 , BMA. Beeb AT: 假 木 贼 CAnabdasis 

brevifolia) Wax (Suaeda) , EWA (Reaumuria soongarica) WER (Salsola), 地面 有 枯 

Be ty AL Hh Ae , BRAS HA ES AIK HK. 

Dei F BASH (Halopeplis Ass.) 2p SRY LISS BAP AF MAE de, 土壤 

AERA. «Rei FEC ER HE, PA 8 厘米 厚 的 珠 餐 二 晶 层 , 疝 下 大 30 厘 

KAI ARR, 再 向 下 已 无 根系 , SARA ARE, tHe A ee 

重 培 士 。 

一 落 外 貌 护 一 禾 导 绿色 的 茧 千 屈 荣 之 问 散 佑 着 少量 的 红 花 的 猪 毛 荣 (Salsola ro- 

saca), YWARRD TU BAAR ORB AE. HER, A AE 15%, 

5 FAR (Halopeplis) 密度 14 株 /25 BAK, 高 30 WK, MERE 10% , RAHI AR 

成 熟 , 人 和 果 序 均 肉 质 化 , SRR, AEP HEA. «=MER (Salsola) BRAS, 高 

只 15 一 20 厘米 , 革 肉 质 化 ;也 是 蔓 生 植物 。 此 外 残留 有 一 些 : 玉 开 柴 (Haloxylon ammon- 

dendron) , TE%E2E (Reaumuria soongarica) , FE) (Tamarix chinensis), TASRRMRA AA 

ATER Hil , BARUNAE, LABRET LANDER 
(5) 44 PRE RHE (Salicornia herbacea—Suaeda Ass.) ACB YE HH RLZE (LR 

AY AP : AS BF , FE 15 JOKE AS BRP 2 KR REE... 

8 fh HE (Salicornia herbacea) HREBEAKS Hi , WERE Bi 50% ,高 20 WOK, AERA HK 

AMID. WEE (Suaeda) LAR ® , MARA. 

iH Yh PA A Ha hi — 2S EE EPL AME (Phragmites communis), REM 

pl, 革 居 成 刺 状 , 穗 小 而 失 便 ,秋末 经 霜 后 呈 金 黄色 。 也 有 一 些 卜 氏 草 (Puccinellia 

pamirica) . 

GBF HEA (Apocyanum venetum Ass.) AX MBH RRO ARH, FE RE 

fap fay DB hb RAC NRE RR A A Ae SE et I ay 

绍 士 。 

BEN RIS —)) eM AOE PAP LUE (Apocoyanum venetum ) (i HA 

势 ,高 1.5 米 。 此 外 有 : 菊 科 植物 一 种 ASHE). HE (Glycyrrhiza uralensis) , FE RERRIM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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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urolepidium angustum). 

7. HEAR TOR DB ja — AE i ERK AAA LL, He Pk ee 

过 10 KILL EES BOARS, BHI ABER ei BF 2a fA Ae AS RE 

ya 

Q)SARS (Haloxylon ammodendron Ass.) ASAE tH HRSA AER . 

Sa Ta, FSS a FU ray HA TS Hs | ESS EB RSG, SET HS RL, BRR 

AMEE, 24—62 DRE rh POMERAT SE TAC, NAT IMR ME, 15 
24 AKER, hig 

FEES DAS DR RAR ASE BR EAR, HEP 25 

BABE (Haleoxylon ammodendron) 已 成 大 灌木 林 或 亚 乔 木林 , 估 相 当 大 的 面积 , 密 

KE 19 一 58 株 /25 BAK, BEE 40-70% ,高度 不 一 ,生长 良好 的 可 高 连 4k, KBE 
”8 一 15 厘米 ,有 粗 过 28 厘米 的 。 生长 较 差 的 高 只 50 厘米 。 枝 堤 乾 脆 , 甚 易 折 断 , 无 革 ， 

SAE, ORAS, FS ER PRPS SIESEL A A, BRAK TG Sd Bl - SARA (dtrappaxis)、 霸 

 E(Zypephyllum’Fadago). REREI\(Alhdgi’ pseludoathapi) REF#RE (Eurotia ceratoides) 

GS) PE MIAR Se (Tamarix chinensis Ass.) ABH HHH AD AOE ASHE, ERS 

Hf FE BB 1 IRB: 

AVES — Hr re i SE, ETS HE LACH a YE BR 

PE) (Tamarix chinensis) TER ARPRYEATE, AEA RR, 密度 14 E/25 平方 米 ,高 

1.1 OK, SE BAD , BEART Be} AD Ee, 1 20 一 30 JK, HARE YE AER, “ab AS ae Hr, AT 

5 ROK ASV SE et EP AS Rao. ! 

weak se EL HBL: AACA AKERS KEE (Salsola K oashinseyi) , EAHA (Halostachys 

Belangeriana) , E38 (Reaumuria soozgaricz)、 泡 泡 刺 (Nitraria Schroberi) . 

7S) EEA A BAS, IE BL: BRE (Halopeplis), 

QE BRR (Reaumuria soongorica Ass.) AE UE BERS HB AA REAR TY 

的 最 高 处 ; SER AR BR REG, ARES AR RB, UR BR RE 

是 :以 棕色 篇 主 , 表 面 有 3 KGAA ES ILE ARR, 130 厘米 以 上 和 塌 轻 款 士 , 越 向 

下 越 黏 重 , 地 下 水 有 上 升 现 象 , 越 向 下 越 混 潮 ,3 厘米 序 并 始 有 莉 斑 ,36 厘米 开始 有 石 高 

结晶 ,通体 有 强 裂 碳酸 咯 反 应 。 碱 化 灰 钙 土 特征 赵 : 地 下 水 位 币 夭 下降 ,引起 股 莉 、 碱 化 

过 程 , 土 壤 表 面 有 1 厘米 厚 的 结 皮 痪 ,6 一 14 厘米 乱 碱 化 层 ，14 一 158 IRR A ATR AR, 

上 少 下 多 ,14 厘米 以 下 稍 混 油 , 通 笨 有 碳酸 丰 反 应。 

EVEN SORES Ste, a EE EER. 

FR FRSE (Reaumuria soongorica). 密度 14—30 #k/25 PARK, 覆盖 度 不 过 30 一 45% ， 

1B; 30 一 50 JHOK , A5 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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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酝 闭 中 不 见 其 他 植物 ,但 人 条件 较 好 处 可 以 见 到 有 : 项 天 柴 (Haloxylon ammo. 
dendronp)、 梭 柳 (Tamarix chinensis) , (RACK (Anabasis), BEGIN (Statice 5icolor)、 碱 莲 

(Suaeda) 

CORA FE AEIHE (Anabasis aphylla—Salsola Korshidskyi Ass.) PREWR 

BAD AE AP UE: ; Fa be Pe, ee a, a 

Pea 2) RAGA, Riba t——Ab , SE ah FE 25 厘米 以 上 Oe 

me, 60 EKA ET FFA BB , 2 i i Rc RA 

BEATS IR, —ywrAGAth st, HHP SE Hei DEAE RO HELA RMAC 

(Anabasis aphylla) FIARLEM SRB (Salsola Korhsuseyi). 

假 木 由 ( Anabasis) 密度 17 BR/25 PAK, PERE 10% ,高 40 —50 厘米 ,篇 灌木 ;有 

EH Ba —- WS RRA (Haloxylon ammndendron), SEZ (Salsola) BRIER wg 

10 厘米 。 

8. 灌木 砂 漠 植物 替 落 ”过 一 类 植物 琴 落 出 现在 盆地 中 部 的 砂 漠 地 带 和 一 些 河 、 湖 

小 上 的 砂 丘 地 区 。 过 圳 的 砂 丘 入 信和 经 活动 在 浴 积 平原 上 的 风 积 砂 丘 , 现 已 相当 稳定 ,长 

MAD br, 形 如 波浪 起 伏 , 砂 丘 在 砂 漠 移 和 多 的 高 出 平原 面 10 一 30 米 , 也 见 有 高 过 50 OKA 

KR. HRM A Kt Breit, RAY Ba Ae ee ae A, 

ODA SE — = ABE (Haloxrylon ammodendron—Aristida pennata Ass.) ARR 

均 出 现 於 砂 丘 上 , 在 一 般 的 砂 丘 上 可 以 上 升 到 顶部 , 相对 高 度 过 50 米 的 砂 土 的 丘 顶 则 

篱 不 毛 之 地 。 
BEAD A Aare ik, He EE a A PPR AR . JE A 

枯黄 色 的 三 区 草 。 

SAMAE (Haloxylon ammodendron) 多 出 现 於 砂 丘 的 背风 面 和 低 . 丘 的 顶部 ， wees 

其 ,在 砂 丘 的 队 面 的 覆盖 度 可 过 90% CORRFBAAR REPT), 高 过 90 JOR, TR LAY 

则 只 有 40% ,高 40 厘米 ; 也 便 看 到 最 高 违 1.5 OKA, REL RMA, 三 芒 草 

(Aristida pennata) 成 六 地 散 作 在 砂 丘 的 背风 面 和 迎 风 面 的 低 丘 上 , — A a 

15%, Wh 25 一 30 JK, REA. 此 外 在 低 砂 丘 上 和 较 高 砂 丘 的 背风 面 上 也 可 以 看 

到 : RVG AE (Calligonum), PE) (Tamarix chinensis) , WH (Agriophyllum arenarinum) , 

WAM AL (Elymus giganteus) 、 珍 珠 猪 毛 菜 (Selsola iliensis?), 

O38 Hi 2 — ib 85 BRE (Haloxylon ammodendron—Artemisia Ass.) ABITIBI 

砂 丘 之 间 的 平地 上 ,地 面 有 厚 数 米 的 砂 层 。 

WEN Ui HEE AOE Sih a a 

WAM4E (Haloxylon ammodendron) ‘M/E 16 株 /25 BAK, WIS 20% , WH 1 OK, 

生长 反 不 如 砂 丘 上 的 良好 。 AON (Artemisia sp.) 密度 14 株 /25 BAK, WRI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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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30 厘米 , 革 普 小 而 排 烈 评 基 部 ,和 坊 耐 旱 的 植物 。 以 外 还 有 一 些 少见 的 植物 :对 革 咯 莲 

(Girgensohnia oppositifolia) 、 珍 珠 猪 毛 荣 (Selso1a iliensis) ,jig# (Phragmites commumis) , 

百合 科 植 物 的 独 尾 草 (Eremzrws altaicus)。 

RARE we AAMOR ESR Dea ee LL, A 

AS heah Fu] Zw b eR Rey, SOA, AA, ia 

BOHLRHABSAAKREA Rah, SEMA AAP ikke, KARR MB LAL 

WK, FOE R TeR, SRH Pae eA, RR BIA PT FS a ee 

| QA RILASAIE (Anabasis truncata Ass.) ACREYE SL SH EW PAI IAT AO TT EE 
| Hi FSS SAS ELC IP AE at _E, LEAH ASE 3 一 4 EDK AREA Ae TH 

RRR HE 1 一 2 DRAM iRise PAA, METRO, lee Ba 22 id Bel er 

向 下 过 30 厘米 , 50 厘米 以 下 有 石膏 和 结晶 。 

5} SUBARU (Anabasis sp.) IRD, 生长 稀 环 ,， 26 HE 40 #E/25 平方 米 , 20 

KES, 植株 直径 20 厘米 , VEL, 半 已 退化 , 需 旱 生 的 个 灌木 。 此 外 有 少量 的 下 
”型 的 植物 短 双 假 木 贼 (Anabasis el1atior) 、 十 字 假 林 贼 (Anabasis brachiata), FEREXE 

(Reaumuria soongorica) BREE, (Artemisia sp.)。 

DEA (Artemisia sp. Ass.) RARMRMAK, WSS b—Ase AE AOR HE 

ROH AS , SHR SPADES, 

ARE SEACAR LE FOTK YE REP HEAR eA A AI), FAVA Sn ty AE 

ie to “PREACE RE (Artemisiu sp.) Bids KE 8 一 9% ,高 30 JEDK, RAEN. Behe bd 

有 : PER) (Tamarix chinensis), PERERZ (Eurotia ceratoides) , BEGRE (Salsola), HABA 

(Atraphaxis lanceolata), 

ODAC (RAINES (Anabasis salsa—Artemisia Ass.) AAEM WARS 

PR Tn ASE Te ee PA HE, eR ee ee , A BS Hh ie SE Te, 

AE YI De i tia AL BE BAL ALANS A HEAR Ee SU Hs CB Es ae CS AT TRA 

LOPE ASAT MADE FE ke FBI 15%, 

ALEIRA (Anabasis) Fits B 10%, 高 15 OK, PERE, KALMAR, BHAA 

植物 。 Gis (Artemisia sp.) FER BE 5% ， 高 20 BOK, AHA. sha Sie AR 

#2 (Haloxylon ammodendron) , 

COPA S4 YE TEE YR SE (Haloxylon ammodendron—Reaumuria soongarica Ass.) 本 

RHEE LS eH 3 A ES, Ee ERE HE HE 
ERR IAA BRA BEG , ; 王 壤 质地 息 砂 十 ,石灰 反应 强烈 , 28 MH OKBAARAS A HE 

4S ATG. FA ea a ER, BO ek BE 5 一 15% 。 

SASL (Haloxylon ammodendron) Wied, VERE 7 2/25 BAK, 高 50 厘米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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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RE, FEREYE (Reaumuria soongarica) TRA, BIE 4 HE/25 PAK, BH 20—30 

米 ， 生 长 也 不 好 。 此 外 有 一 些 耐 旱 的 植物 ， 如 : 泡 泡 刺 (Nitraria ss PER 

(Salsola), @t#E RM (Atraphaxis lanceolata), 

QDAG RFA RBA LE AB HE (Haloxylon cf. H. Pachycladum—Suaeda Ass.) BBR 

He BPS LL Bil EAB I A OS PS RP Aa, ee ei. HA. 土 霹 

表层 篇 海绵 结构 的 灰色 表土 , LAT SERS Be Ee OE, Ee, 

11 厘米 开始 有 石膏 结晶 ,33 厘米 不 已 有 人 对 状 石膏 和 结晶。 

REYES PRR AS Ste 1, — ES BE, BRE A Hi — FEAR A ERE”. 

“Hk ES hh” EDIE RIASAZE (Haloxylon cf. H. Pachycladum) {iE , % 2 TB 12 

Wie/25 平方 米 ， 覆 其 度 可 过 40% ， 高 50 厘米 。 FEST — OIA ny eh 0 ER 
(Salsola) 。 J 

“Pe Nh" LIAR NOMMSE (Suaeda) , 高 20—39 AK, 10—20 米 

10. asp LR sSNA HE 的 河流 南 5p SK 

SAAS WS ATR Be EAE HE, 

QB A—PF HA ALAR GE (Elacagnus angustifolia—Calamagrostia epigejos Ass.) RYH 

PLAS AER AY AK ERE AD AAAS PCH aE — Ar eR ES EE HE Fl — ES ER A 

WAL (Elacagnus angustifolia) 常 3 一 5 PRHAE— IB ,  2—6 米 。 2 

野 特 草 (Calamagrostis epigejos) 生长 良好 , WARE 50 一 70% , 高 1.5 米 , 革 层 高 50 

厘米 , PAH. 此 外 从 有 : Pik (Rosa Beggeriana) , GAC (Halimodendron halo- 

dendron) , #7 G-¥- (Sophora alopecuroides) 、 白 刺 (Nitraria Schroberi) 、 甘草 (Glyeyrrhixa 

uralensis), #, (Artemisia sp.) 

QRH (Populus laurifolia Ass.) AR3R HEH BLS Hb lt REA Tay HE AY ME, Me 

沿 河谷 上 升 太 阿尔 泰山 区 ,可 上 升 迷 海拔 1,700 米 。 

昔 杨 (Populus laurifolia) 生长 高 大 , 密 佑 河 旁 ,胸径 10 一 15 厘米 , 高 10—15 OK, te 

大 的 胸径 达 50 厘米 ,高 20 米 。 此 外 倚 有 净 种 柳 (Salix spp.). 

二 ， 植被 分 佑 规律 

我 们 在 上 面 一 节 中 已 伐 述 了 主要 植被 类 型 的 概况 。 过 些 不 同 的 植物 梭 落 不 介 在 水 
和 平方 向 上 ,而 且 在 山地 的 垂直 方向 上 都 有 它 们 的 一 定 地 理 位 置 。 我 们 在 过 圳 将 敏 述 它 
们 的 分 做, 东 且 讨论 它们 的 分 伤 规律 。 

(—) Hin BBD 

FSF UG YAR Fe, BRAY AS ML hy A OP A AR HR Ma] PE de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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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B HORE 

FRAP EL Mee Me PS A A FH RD Hh AE, SER ea 4 EAE SS ES TY 

4: BHA KP AB Pe SAA? | TEA 

Ash Bh RAB AA Ree? | SA RAR, ARF RE Se Re 

的 相互 关 傈 的 问题 。 现 在 我 们 就 来 讨论 过 个 问题 。 | UP RA, KI oe 

” 山 和 兹 噶 锁 盆地 各 区 进行 分 别 的 讨论 : 讨论 过 程 中 对 山区 之 间 的 差 屋 也 将 进行 一 些 比 

ee 
1. RY PS AS Ly Lae PH Be FE A Uo A 

(1) 高 山 草 名 带 AAPL RE SACI ay AED RE, SATE Se HE 4 RR 

BEBE, RNASE MARR SERRA, ERE, FRA 

fajt-, Wi BSAA SBE AR, FAR IR WIRE , PTA RE SEE He eR OK UR | BB AY 

AEB SA EE EA SY EO JS 5 RS a CY ee TIE 

作用 ; BETO MKS RMEIRET. FARE PE A A eS Le 

26 ATT 255 TES AS SH HEL TS BE i IR HL AAR din, 短促 的 营养 期 和 有 效 状 分 不 足 的 草 

fa); FRR AEE RARE. 因而 本 带 的 西北 段 会 出 现 过 一 类 型 的 植 

FAYE 

AAS AYP BS Fl SE 0S LL SE a) Ae, Ha RES RE en BE Be HS 

PER MADAME, MW AERE LASER SMA TEM RSA MED 

rs AE fa), TS AB IS ES AE A SLD s EAP BE EE i FY BZ 

季 中 利用 土壤 中 的 少量 养分 和 充足 的 水 分 完成 繁殖 器 官 的 发 至 ; 它们 生长 矮小 ,可 以 避 

6 AES SAE, 写 们 具有 耐 旱 的 结构 ， 能 够 避 驶 冰 姜 引 起 的 生理 乾 旱 的 威 

移 。 二 一 类 型 的 植物 和 琴 落 ,在 冷 温 的 人 条件 下 均 可 以 促进 土壤 的 草 名 化 过 程 , 因 而 在 植 彼 

和 土壤 相互 作用 下 也 可 以 使 各 一 类 型 的 植物 愉 落 发 展 起 来 。 

(2) 亚 高 山 草 原 草 旬 带 ”本 带 内 都 是 亚 高 山 草原 草 甸 类 型 的 植物 芥 落 ， 只 不 过 东 

南 段 的 植物 震 落 的 草原 化 比较 强 一 些 。 由 於 本 带 内 的 扼 候 已 不 如 上 一 带 那 梯 严 酵 , 土 

ROK RPE GE, 冰雪 活动 已 不 足以 妨 想 土壤 的 发 育 , 土壤 营养 分 有 所 增加 ,土壤 水 

分 很 充足 ;因此 一 年 生 的 草原 植物 得 以 侵入 ,使 植 破 草原 化 。 植 彼 草 原 化 反 过 来 使 土壤 

草原 化 加 强 , 更 促进 了 植 被 中 草原 植物 的 增加 ,但 是 由 於 过 圳 温度 仍 相 当 低 , 冰冻 引起 

植物 生理 乾 旱 的 威 俏 仍然 存在 ,同时 风力 还 很 大 ,所 以 高 山 草 旬 型 的 根 蔡 铺 地 植物 仍 佑 

有 相当 大 的 比重 。 因 此 ,本 带 内 出 现 刻 有 草 甸 植物 双 有 草原 植物 的 植物 邓 落 。 

43) 山地 针 药 林带 ”本 带 由 西北 到 东南 随 着 气候 由 温润 逐渐 爸 乾燥 而 出 现 三 个 类 

型 的 植物 天 落 。 每 一 植物 短 落 类 型 内 由 於 地 形 、 土 壤 的 不 同 双 出 现 着 不 同 的 植物 震 盖 。 

本 带 西 北 段 分 佑 着 西伯 利 亚 落 革 松 西伯利亚 痊 杉 针 革 林 类 型 的 植物 幸 落 。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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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Sei eT MORE iD x ” 名 称 

(一 ) 阿 泵 泰山 区 f 
1 .高山 章句 带 (1) Wea tom [Dae —~ ea 

(2) 高 山 草 名 型 QUKK—-BRRO MEM 

OLULY—-ELBBVM 

2. 杰 高 山 草原 草 旬 带 |(3) AS PMG Ly HCP A ey 2D] MG Ls WE FEM— AACA 

OvxLF—-ZAGLR \ 

OF RAE BRE 

Qi BMF. 

(4) SSMU Te OF HE B|© 5, A — Ph SEE 

“山地 外 侍 林带 |G5) PI FIRE HE HAO (AFA —A ROGER 
PU 1 AYES SAA OTHE PK 
型 

OP 1A a AY —BeRIE—BA— HK RM 

P41 AERA RCR Mes ES — FF BER TE 

QS FARTS RA — Hh GR 

OAw—-Bk-AAER 

(6) 西伯 利 亚 落 HE Hs VY 1 FSS PERERA + PUA A a SH — A 
hs anes 

€ 

OM his KA-RARR 

(7) PSH FESR EAA OT OPT 1A Fa AA — OF MM — MY AM 
革 林 类 型 

4 . 低 山 将 旱 灌木 草原 |(8) 灌木 草原 类 型 HF Ne — SF SR 

OENk—-KE— MEER 

5. AAEM RR (9) 个 欧 资 类型 ORK M— MH MIM 

orem — my aim 

} 

| 

| 

| 

| 
| 

2,450 米 左右 

2,300—1 300 米 

2,100—1,300:K 

2,300—1, 500 

2,300—1, 900: 

2,300—1, 100% 

2,390—1, 100% 

2,100—1, 3003 

2,300—1 , 4502 

Le 400 一 1 :000 米 
1 '700 一 1 ,450 米 

800—5502K 

1,000—700% 
1,450—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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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落 生 ne 
tf 地 区 | SiR 

| s ge | wm # BHR) | + om 

PRA A LE eval paren, ct Be Ft HAS ‘eA + 

HEE REAL IL BONER 一带, SEE sent, a lok WIE HIE reve 高 山 草 名 十 
富 查 北山 契 尔 特 宕 一 带 

| 大 海 Ya ae RF, PI SEAR, Bea | bed 2 FE | eh VL HL 

EB Ba hy HE MR AG 1 Ly aT FE aE ee me” Ue WP, HAI Ba Bk, ER AER as acs raids AH 

Be i ZAG Ra EA a 普通 ashe 浸润 ， Se Bea | AE fed fe JT Sie palais os 

ne 中 海子 、 大 海子 | ”普通 a HR TA, SAREE ak, PE id ewan oo ee 

ial la 中 海子 、 大 海子 | ed eth PA, BARRA, Boe PE RA Pt pe is = 

fp ASA AE LF AS (LAL REGARD 25 Fx ty — 
ACEC AIL IE 大 海子 BK je Wie 

Ieee, sk] 普 逼 | 塞 温 混 油漆 切 河 谷 的 除 坡 和 和牛 出 地 灰色 森 书 
卡拉 斯 一 带 DHE Wes APSE es 
PRA LR eK, eR) | RRA 
as — 

(it gta aaa Tem HAR [Se IA Heya Mi set Ze 8 HER 

PIAL Bee aS | 普通 , 片 状 seers | ez pen 出 地 灰 化 干 
关 森 以西 一 带 

西北 段 布 和 三 津 北山 THR JT Se | ASTRA WERE 
5 — Bi Be AB, 

AGRA HT EE EO, See, RS Lee SEE RRAy BE 11 SH 
卡拉 斯 一 带 HR Sp AeA BB Sak 
} PRR eee] | ise knee pea pele REY List Be Lat 

坡 或 峡谷 的 除 阳 坡 mo 
Hs PY Zab Le REE a 普通 | [SSB -P RS 

Patt Beit BE Ab WU ke HE — oe Sie PRR |W MAE ZR aah Be ome EE P(E 
带 山 的 相 厅 高 BE 50 一 地 灰色 森林 土 

中 段 阿勒泰 北 山大 佳 西 卡 扫 卡 华 塞 温 牛 乾 早 “|200 米 。 地 形 平 胡 弱 许 灰 他 的 
一 带 地 灰色 森林 二 
东南 段 青河 北 阿尔 卡特 、 松 康 克 、 ”普通 | 塞 温 牛 乾 旱 “| 中 山 带 下 部 和 低 山 带 后 喜 旱 山地 森 
昆 果 一 带 上 部 河谷 切割 不 BR, 林 草 原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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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 ABERDARE E. HRSE ATS PACER, PS ICR, BT a AA 
亚 云 杉 数 量 要 多 些 。 过 样 形成 了 西伯 利 亚 落 革 松 和 西伯 利 亚 云 杉 混 交 林 。 RAIK, 
草本 植物 和 灌 林 很 少 , 只 有 少量 喜 队 温 的 早熟 禾 和 其 他 一 些 的 植物 得 以 生长 。 

而 在 地 形 开 袖 ; 坡 度 平 绥 的 山坡 上 则 分 做 着 西伯 利 亚 落 革 松 一 苦 草 琴 六。 在 过 样 
的 地 形 下 , HASTE, 空气 旨 度 较 低 ,土壤 需 混 度 较 低 的 弱 度 灰 化 山地 灰色 森林 土 
或 强度 生 草 化 的 出 地 灰色 森林 土 ,所 以 只 有 适应 力 强 的 西伯 利 亚 落 革 松 可 以 生长 ,但 已 
生长 不 良 。 由 於 林木 稀 环 ,林内 光 稼 充足 , 士 壤 过 乾 燥 , 因 而 林 下 很 礁 发 展 喜 险 混 的 植 
物 ; 而 只 能 生长 一 些 耐 时 喜光 的 植物 。 所 以 林 下 主要 是 耐 乾 喜光 的 苦 草 。 

本 带 东 南 段 分 做 着 西伯 利 亚 落 全 松针 革 林 类 型 的 植物 落 。 其 中 主要 是 西伯 利 王 
落 革 松 一 昔 蕉 一 苦 草 牌号 。 由 从 过 里 地 形 低 组 ,风力 较 大 , MRR BK, A 
气候 乾 旱 一 些 ,同时 土壤 乱 牛 乾 旱 山地 森林 草原 士 ,所 以 只 有 能 耐 乾 的 西伯 利 亚 落 人 革 松 
FH ARAL RO, 西伯利亚 落 革 松 已 生长 不 良 ， 表 现在 主干 尖 创 ， 基 部 肛 
天 , 林 未 稀 环 。 由 亦 林 木 稀 球 、 土 壤 乾 燥 ,因而 林 下 大 量 地 发 展 着 带刺 的 蔡 薇 和 耐 旱 的 
苦 草 。 过 一 震 半 在 牢 乾 旱 的 气候 下 会 加 强 土壤 的 草原 化 过 程 ， 因 此 像 云 杉 那样 喜 队 混 
的 树种 是 礁 以 生存 的 。 

至 於 本 带 与 下 一 带 交 界 的 地 方 ,由 於 气候 和 土壤 条 件 均 和 本 带 东 南 段 的 近似 ,所 以 
也 分 做 着 西 什 利 亚 落 革 松 - -蔷薇 一 苦 草 津 导 。 但 是 由 亦 气 候 更 乾燥 一 些 ， 而 且 砍伐 得 
KAAS, HOG ANBERAS APE, TREE AMER, 同时 林 下 也 就 增加 
了 更 多 的 耐 旱 的 灌木。 

(4) 低 山 乾 旱 灌 木 草原 带 ，” 本 带 地 形 平和 级 , 均 需 低 缕 丘陵 地 ,乾燥 气流 可 以 到 巡 , 所 
以 气候 相当 乾燥 ,而 且 西 北 到 东南 的 差别 不 大 。 就 土壤 而 言 ,主要 是 山地 淡 栗 合十 ,由 
西北 到 东南 路 分 傈 有 不 同 的 土壤 类 型 ,而 土壤 水 分 状况 的 差 要 不 大 。 因 此 本 带 内 普通 地 
Pi AAS MRE REUSRE, HER, WE RE) 
植物 的 物理 乾 旱 现象 ; 土壤 有 机 和 质 缺 乏 , HMB, 士 壤 水 分 也 就 比较 的 少 ; WS — 
REPL EIA MAR, WEMRREMKE, 革 犹 窗 而 列 亦 基 部 的 狐 芭 。 
(OE HPSS EME HS SEAS, BEDI MRR BT DUA BERETS HOA Cn RO) 
生长 。 在 肾 接 下 一 带 的 地 方 ,由 於 气候 更 乾 爆 , 土壤 中 五 块 增多 ,土壤 水 分 状况 更 差 一 
些 , 所 以 出 现 好 多 有 和 刺 的 耐 旱 的 灌木 。 

至 於 山 地 人 针 革 林带 内 的 阳 坡 , HA A RRR RR ke, 所 以 也 具有 未 带 办 乾燥 气候 
的 特征 。 但 由 亦 蛙 葛 受 到 森林 气候 的 影响 ,所 以 大 气 混 度 训 高 些 ,而 且 土壤 是 山地 栗 钙 
土 ,土壤 有 机 质 和 水 分 要 多 一 些 。 AURA eB, EY 
草原 植物 ,而 且 种 类 和 数量 均 比 本 带 内 的 要 多 一 些 。 

(5) BBR AA EAE, E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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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 形成 各 些 特点 的 原因 。 

阿 宋 泰山 中 由 带 的 气候 寒冷 而 瀑 润 ; 受 翅 壁 乾 爆 气 候 的 影响 一 般 很 小 ;土壤 主要 是 
山地 灰色 森林 土 , 运 就 给 山地 针 全 林 , 特 别 是 耐 旱 性 较 强 的 西伯 利 亚 沙 全 松林 提供 了 必 
需 的 气候 、 土 塘 人 条 件 。 山 地 人 针 革 林带 以 上 , 随 海拔 增加 而 合 需 沦 混 降水 量 内 多 而 有 效 水 

分 不 是 ,生长 季节 短促 , 风 力 很 大 ,过 对 针 革 林 的 发 展 是 不 利 的 ;加 之 土壤 草 旬 化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逐渐 地 加 强 ， 土壤 有 效 养分 逐渐 减少 , 冰 头 意 深 , 冰 姜 引 起 植物 生理 乾 旱 也 三 
剧烈 ,因而 斜 革 林 在 过 庄 也 得 不 到 必需 的 土壤 人 条件, 所 以 只 能 分 侯 着 亚 高 山 草 诛 草 名 和 

更 高 海拔 的 高 看 草 旬 。 另 一 方面 ,山地 人 针 革 林带 以 下 的 气候 已 相当 乾 旱 ,土壤 主要 是 淡 
| Rb, WRB ARAM BE, 因而 形成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带 。 山 前 台地 或 出 莫 冲 
积 局 面向 戈壁 ,更 篇 乾 旱 ,但 接近 低 山 , 还 可 以 接受 融雪 水 ,土壤 双 是 灰 钙 土 , PRE 
RDAs, AiR BRP, 在 东南 段 的 山 前 刘 便 淮 平 

” 原 面 上 ,气候 已 是 支 壁 气候 ,土壤 纯 属 石膏 灰 棕 色 莞 漠 土 ,因而 只 能 形成 个 灌木 荡 漠 带 。 
如 图 1 所 示 ， 阿 条 泰山 植 秘 垂 直 带 的 海拔 高 度 由 西北 到 东南 发 展 是 不 平衡 的 。 

SARRUMMES MHL S AAUCAR, TAUREN A, 乾燥 气流 影 
ERs, LHS LAS Be te BE ME ET RS HB A EHS 
展 ; GPa AL BEA (Ly HE SE REP AS AU AIRE 19 LL 2K RR RE ES «A BH 
[e) HE RARE EEE A RE AUS EL OTETE, JERE, AAR A 
草原 带 以 下 的 各 带 登 向 东南 就 上 升 得 登高 ， 到 蒙古 人 民 共 和 国境 内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带 已 和 亚 高 山 草 原 草 旬 带 相 相 外 接 。 在 中 山 带 以 上 的 降水 量 方面 ， 由 西北 到 东南 是 有 
差 要 的 ,而 温度 的 差别 则 不 大 ;对 整个 林带 而 车 , 限制 其 上 升 的 主 亲 因素 不 在 於 降水 量 
而 在 於 温度 的 降低 , 因此 整个 林带 的 上 稼 基本 上 上 处 於 海拔 2,300 米 而 无 显著 的 不 平衡 
现象 。 但 是 过 种 水 、 热 条件 的 差 导 半 高 山 草 旬 而 车 是 有 决定 性 的 影 玫 的 ,因而 使 高 山 草 

甸 带 的 下 棕 由 西北 到 东南 逐渐 上 升 。 

从 图 1 中 也 可 以 看 到 阿 泵 泰山 植被 垂直 带 有 着 题 著 的 破坏 现象 ， 其 原因 不 能 不 如 
结 认 中 地 形 引起 的 气候 、 土 壤 的 爸 化 的 烙 果 所 致 。 在 中 山 带 久 上 的 山地 ,东南 段 的 气候 
不 如 西北 段 那 样 严 酷 , 避风 峡谷 的 队 坡 的 土壤 水 分 充足 , ESSERE ES A, 
所 以 由 地 针 革 林 在 过 圳 可 以 沿 险 坡 上 升 到 上 一 带 内 而 过 海拔 2,600 米 。 山地 舍 华 林带 
Pepa, ANA RE, 日 照 时间 长 , ASRS Bk MSA TR, MESO ATE 
相当 高 ;因此 需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带 沿 阳 坡 侵 大 创造 了 气候 土壤 条件。 和 从 图 ay 
以 看 出 ,山地 针 华 林带 的 上 胡 在 中 段 ( 阿 蔓 泰 晴 北山) 有 下 降 的 现象 。 过 除 简 度 往 北 外 ， 

膛 因 和 起 地 形 平 级 、 风 力 大 \ 冰 头 期 加 长 ,加 之 是 交通 要 道 、 放 收场 所 和 过 去 的 探 金 忠心， 
BRDU RR, 因此 在 森林 遭 到 破坏 以 后 ,很 容易 就 伤 失 森 林 植 破 的 气候 土壤 休 件 ， 
因而 亚 高 山 草 原 草 名 得 以 下 便 , 林 带 也 就 下 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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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 山区 的 植 彼 和 环境 的 相互 关 休 
天 山区 的 植 守 垂直 分 伤 奥 阿 泵 泰山 区 的 有 着 很 大 的 差别 。 由 於 从 未 说 丰 而 广泛 地 

进行 考察 ,所 以 我 们 只 能 作 初 步 的 探讨 , APE 
天 山 位 共 新 疆 的 中 部 ,地 理 位 置 比 阿 尔 泰 山 偏 南 2" 多 的 炉 度 。 天 山 前 山地 带 不 如 

阿 铺 秦山 的 裤头 ,但 要 平缓 些 ; 因而 准 噶 硼 盆地 乾燥 气流 可 以 深入 到 主 山 帮 , 所 以 天 山 
的 气候 不 如 阿尔 泰山 的 那样 怕 酷 。 天 山 坊 东西 走向 。 由 额 铺 宪 斯 河谷 进 大 的 北冰洋 混 
气流 经 过 沙漠 地 带 而 过 天 山 ,已 是 绚 妈 之 未 ,所 以 主要 靠 由 伊犁 河谷 进 不 的 北冰洋 混 气 
BHM 7D s EL ea PSE DED RG ES, 而 且 受 戈壁 气候 影响 大 ,所 以 山地 的 降水 量 不 如 阿 
帮 泰 山 的 仙 沛 。 过 样 天 山区 的 植被 垂直 带 和 和 与 之 相 适 应 的 土壤 垂直 带 当 然 不 同 於 阿尔 
泰山 。 其 主要 差 情 在 论 : 亚 高 山 草 原 草 句 带 的 草原 化 有 所 加 强 ; 山 地 森林 、 森 林 草 原 玫 
代替 了 山地 针 革 林带 的 位 置 ， 而 且 上 禾 的 拔 海 高 度 要 上 比 阿 尔 泰 山 山地 针 革 林带 的 高 得 
多 ; 低 山 乾 旱 草原 带 代 替 了 像 阿 泵 太 山 的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带 的 位 置 : 山 蓄 件 灌木 荒漠 

带 大 片面 积 地 向 蒿 属 一 禾 草 中 荡 漠 带 侵入, 过 一 点 也 不 同 於 阿尔 泰山 区 。 我 个 将 在 下 
ii Pe MHA i AE DE 

(1) Bag Ra tay A AAS Pt EI A 9 ee 
SE Py APR 5 Aa Ls BH Ak RE, 20 0 A ARE 
展 。 AAR APO SAR ARR Ok ET EL ORR “ER A , Ke 
HDA AMORA AK, OREO EA, 同时 高 山 草 旬 植物 也 就 出 现 

得 很 少 。 ata’ 

(2) Lys R PRA CIAEwla PSR LSE Sask AS se LA 
He ib TAR SEF Be 1 6 AS eB HS LZ PAL, 
上 稼 要 上 升 得 高 些 。 天 山区 和 与 阁 联 天 山 相 连 , 所 以 天 山区 的 植被 类 型 也 和 与 雁 联 天 山 的 
JED], RITHM, PMA TG Hn EE, Fh A 
9 M6, PRE BY DEAR A-TRAK WE LAS, ME EH AY CaO, HK PME 
iy AB, BETA ACM ili, PUTT HARING AK (LR eT TE aR WLS Eh, 在 除 而 不 混 的 林 
F APPEAR Ce SE PEA Hk YE OE A, ae PAAR TE RRS aK I, iT A tl 
DARE. 

AMY FG ELIE TAT 25 UU We Ld, ME REARS, 海拔 高 而 混 度 低 , 因而 新 疆 去 
' 杉 一 苦 阁 征 芍 秘 排 撞 到 一 些 除 坡 的 凹 密 上 处。 大 片面 积 上 均 分 做 着 早熟 禾 一 镜 胡 草 重 装 
AERP ARR. WI — RRE RAR bP ee 

典型 褐色 士 , ALAVET LL, 通体 混 测 , 钙 积 层 低 , TLL AER TY 9 AAR A ae 
草 。 但 由 亦 放 牧 的 影响 , 使 草 居 办 以 生长 高 大 , 只 能 形成 低 矮 的 草皮 。 (la HSE 
Wh, Hh AGRE AGHA ,有 机 质 含 量 低 ， 7 厘米 以 下 即 有 碳酸 鄂 反 详 ; 因 而 草原 植物 大 量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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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RA EA, BOR BSR ED, ENERO TT 
BE. pea AK MOR eter 2 Jat SERB BEE Sy AS A SP: BS A BE 

(3) 低 山 乾 旱 草原 带 “ 本 带 篇 低 绥 丘 陵 地 ,戈壁 气候 影响 大 ,显得 相当 乾 旱 。 土 壤 
母 质 乱 黄 土 性 ,保水 力 差 , 而 乱 较 乾 旱 的 典型 亦 钙 土 ,石灰 反应 很 强 。 因此 只 能 出 现 -一 
些 乾 草 原 植物 ,如 狐 茅 \ 灰 芒 等 。 过 台地 形 平和 级, 土壤 性 质 比 较 一 致 ,因此 普 逼 地 分 做 着 
KEM BE. | 

iE SS AS LUZ LE, ACHR MARCEL RS, SELIM AKI AOE Ee 
%. 

(4) SBAKBPHAB AAA Hi AY BB a Ae LAR BAS 

1) RANI SETA AS 7 AE BLAS PS AE, ASHORE 
(IES , BES ARE A AE — 2S, FA ACS Pg OS EEE PEA SARL, 
SR HS FAS Py AO HRV | 

(5) 山 世 牢 灌木 荒漠 带 ， 本 带 若 与 阿尔 泰山 相应 的 植被 带 比 较 ， 其 不 同 点 在 认 过 
AH MM LOGGER SENER—-ARRSE, BASSBRAKA HD MRLES 

TE RRASIRSGAL, AREAS EI TE OLE, 漏水 情况 不 如 阿尔 泰山 
(ERE i He Bie 9 BH TAS PEE TS HE Ra 3 

3. 沙 寿 泵 山区 的 植 破 和 环境 的 相互 天 傈 
本 区 微 天 山区 差别 很 大 , 奥 阿 锁 泰 山区 在 植被 类 型 上 有 相似 之 处 。 本 区 植被 垂直 

ae Be NA RP AAR ACRE BEE PN A 
As iad ie hl BAUS AAD AER 

(1) ERA as AAS aR i A A es LS AE, RR 
因 乱 降 水 量 少 些 , 耐 旱 的 高 山 植物 要 多 一些 。 

(2) 山地 森林 、 和 森林 草原 带 “ 本 带 内 的 森林 类 型 和 阿 稍 泰 山 山 地 针 葛 林带 东南 段 
的 相似 , 惟 森 林 分 伤 状况 有 所 不 同 。 由 於 本 区 东部 地 形 平 组 , ANAS OSL AL 
相间 的 前 由 地带， 因而 戈壁 气候 可 以 长 驱 直 入 而 违 本 带 内 ; 所 以 本 带 内 气候 已 相当 干 
旱 。 因 此 本 带 内 只 在 峡谷 队 坡 的 地 方 ， 才 有 小 片 的 落 革 松 一 年 枸 子 _ 苦 草 闪 的 分 
做 。 在 广大 的 平缓 的 山坡 上 ,由 放 气 候 乾 早 ,土壤 篇 山地 黑土 ,加 之 人 和 怖 活动 质 害 ; 所 以 
森林 已 不 存在 ,而 篇 狐 菠 一 苦 草 生 半 所 代替 。 过 一 娠 装 中 多 篇 多 年 生 的 草本 植物 ,在 本 
带 内 的 气候 条件 下 ,会 在 秋冬 时 期 积累 土壤 有 机 质 , 因而 使 土壤 成 需 山 地 黑土 。 过 样 的 
+H HSE OMB. 

(3) 低 山 乾 旱 草原 带 ” 由 於 气 候 乾 时 ,地 形 平坦 , HS RAS, SRA 
草原 的 发 展 提供 了 必需 的 气候 、 地 形 条 件 。 在 本 带 内 的 低 山上 ,土壤 需 山 地 豆 钙 土 , 土 
赐 水 分 只 稍 温润 ,有机质 含 量 不 多 ,20 厘米 以 下 即 已 有 碳酸 乾 反 话 ; 因此 很 通 合 於 乾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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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 AS —-OFRRHRE. WEP MA OS. eB 

AS Ht A HG AS BB HL SD, IF DAB HN A EE LL ZS A 

G5, ESAS BE EA OA SE RE EE, RBA 
HPA, iG AR AED A 

Sy — AAR EAA EE Hm 

的 相似 。 FARIA AYRES, 戈壁 气候 影响 更 大 些 , TRE A A) ES 

些 。 ° 

4. HORS WB de ls [GE Hn Go AT RRS 09 A 

Ha AAAS TEE SEA RE LEAN , PDA HE PA AE RB TEBE a, MLL, cS 

OTE HEP ie Aa 8 OS Te) Te RAS TY | BEETS 

Fk) Et oy Be PR AY SEINE BA UL GK 

(1) REED A PS eer 

Fe ale BE RA BE He WT 8 A AE Ha A — 2S ay Es ES IK EE: 5 

VAR RTPI AOA. | EP HR EA, EY DEAS fe) LH 

eA. | 01 HT 

(2) SRBEAG MAHESH SE PAY AE IE Ta He OP ET 

fa) PRPS AL, HF Ae ws, AS Ta SY He Aa , A A I 

iB PEASE ROAR, TAL eS TDAP 

BAS SF ER ESERIES WA HERS , TT A ARS , RE 

iif he US Yay BH AOI A AK RAS EA Mi), FSS A 
OBL EAR IE hi CENT HE FURS A OP BEL 

(3) AAEM IE HR R REP RRREM ERR TK, Ee 

WEE HE ARGS AS, SPSS AE, HP ICG Ph Yt, SR 

MEP, ALLA PAR fen HS EY FT Ee Sk 205 I, FS ES 

良 。 PR — NF RE AY AEE HP A A RS RRR A SP IC, RR 

PE AGSAL, HiT MARRERO, Pe ier miy SLA ae BFS — oe AI 

AEE AD) EMEP , TT EE AY ELE FARE ATA ft 

(4) ESE WORD EH BE A TT ak He 

下 冰 位 不 太 低 , HOS RAR AY DE EE OR Sg Pe RIK 

ATG AR BM DEA, TS SIM tay DRG ALPE , JRA ET ED aT REA. 

SE BE ORR RE Ie a Sts A LH A A, ERG aT 1 FA BE BE A i PHB AE 
(8 EAA Pa AR JR + Ld RE) AS St EL OR Ae >, TT HR — A HL, 

(5) WARE 5 HY Ep Red a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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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 ERT MAT aS, EMV ROSE, IRIEL, ERE chek oe ETE 
BP SA SRA, LERCH, EAR 

 BPRPG EERE. AER RET, STRUM 2b EA, MER 
HOARE EE TE A IEE I ROL, ELE Ta 
PAAR, TOLD EACLE Re RACEMIC, BACT, PRIARIA A 
See Be BS Te ET LR HH HLL 

(6) BREAN EE er at ea 
的 土壤 上 。 SERRE EAR IF LE TE HES IE a I MICE, 地 下 水 位 又 相 
当 高 ;因此 在 乾燥 气候 下 , SOL ERD, BHT PR 
Sh, PRUSSIA BEE ERD A BLAIR AS, ISON ABABA), (BLE, HE 
5p Ay HEART , BAUD IR FR 9 (TEER TA AOR I, TESLA I 
PENSE IES i POEL, SE OLE 33 ORL LR 

BE, SEAR ATS, 33 RDU AARPR I. UIE AY PRE, EP 
APRN SIMRO AI, 桂 柳 篇 滥 根性 灌木 ,干部 能 生 不 定 根 , 同 
时 在 植株 基部 形成 砂 堆 。 本 来 泻 一 类 蜡 士 表层 器 分 含量 范 不 太 多 ， 加 之 砂 堆 减 少 燕 发 
RDA EFL, BRL DAR EAE AY SHS AS, PEG AE SE A 
可 以 生长 。 
SAKES SES. LL ALR PSE Bl 

ft SSB AEN , PR LASS ARSE AY DM HE ARRAS AE HR: 
REAM E REP AR RL, EMR 

RAGES Re, 20 HOR EE. AERA HO ROR, FT ETS LT, Ti BEM RR 
08 TG BOLE FTN 5 A BB ETT BA PEA SER, PR, SLB 
EMER, HEART DAG Sr ARG A LS OK AIE 

NE REET IE AACS PARA RERE, SE SCAT DURES pm eb eer 
BAHT, RPE PORES, PRDERRA BIR, 在 30 厘米 处 邹 已 有 昌 千 
HMO EER, 根据 枫 察 ,土壤 表面 向 下 30 厘米 时 ,已然 根系 ,可 见 蓝 千 届 茶 的 根 
系 必须 在 含 茵 量 很 高 的 十 层 中 吸取 水 分 和 养分 。 BP JL a, BARB OE Me 
SME, EL LO ES OT ROAR, BH 
SASHES HAE APT ISAT RAE AEE 9 AY LSE PAS. 可 能 过 两 种 植物 的 
RAE SBR ei RE PA KD, 中 然 如 此 , EMEA R , i BR Ee 4) 

A CSR, aR TT ESSE HIP, BAL BOE VEE HSER 
Pee eee eon Bee a eee ey ie ea bee 

HOB FE 2 ARSE AE aE Ht 9 AEH, BUG ABA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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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EARE MERLE | Sa TR AC HP BARE (10 米 以 
b) ,土壤 中 均 含有 不 同 量 的 饺 分 。 
BUSA AE HE "EE UGE ASE 9 1D IS I BG EH FE BRS, mantis 

15—24 JOR A BRE, 24—62 JER ATI , URRY Td AER. RR 
Sig SAIL, BNE RA TE AND LAURER, PPD DIE SR, Se AE 
针 水 分 的 需要 有 了 保障 。 天 琐 柴 的 根 可 以 做 过 15—24 Re aoa Te 
层 吸 取水 分 和 差分。 过 庄 也 可 能 有 少量 的 凝 精 水 进 大 土壤 ,增加 土壤 的 刘 度 。 因 此 ,项 
玉 柴 的 生长 在 目前 是 没有 多 大 问题 的 。 

PROHE. 写 的 生境 的 土壤 是 中 度 嫉 化 灰 钙 士 。 PENIS UE RN, SY 
BRT LUALy 至 帮 土 壤 水 分 的 来 源 可 以 过 样 来 解释 。 棱 柳 枝 革 溃 密 材 蕾 基部 的 砂 
堆 ,共有 落 革 层 ; 过 样 融雪 可 以 大 量 涂 太 土壤 内 ,同时 水 分 燕 发 少 , 蓝 分 上 升 也 就 少 。 因 
此 汉 根 性 的 富 於 不 定 根性 的 槐 柳 可 以 生长 。 而 在 要 柳 六 之 间 的 空地 上 ， oRRRRK, 
SEA BUR IES , BEDI RPE AH 47, 

FERRE. CRRA, TUL KI, HRSG HORE, 
FER, PRA AE EEE YE SL, PT DL PY HE 
HMO Bit , RUE AEE eA, HR, 1A A RE 
fe) , HE LLAR EERE HE ABR 

(8) YRARDULH AARNE ， 砂 漠 中 决定 植物 能 不 能 生存 的 主要 因素 在 於 土壤 水 分 。 
砂 漠 中 砂 丘 都 相当 高 ,地 下 水 是 不 能 过 到 植物 根 层 的 。 但 是 砂 丘 需 珠 疼 多 和 孔 的 砂 土 一 有 
降水 可 以 100% 地 渗透 到 土 层 中 去 ;而 且 不 易 蒸发 ;再 有 砂 漠 中 日 夜 温差 极 大 ,可 以 有 大 
气 疑 千 水 得 不 土壤 中 ;所 以 砂 丘 士 壤 中 的 水 分 还 是 机 富 的 。 因 此 砂 汉中 膛 是 可 以 有 植物 
As FEA), Iii BAZ P(t, ARE, PE AL, 可 以 减少 蒸发 ,根系 强大 ;所 以 它 
可 以 在 砂 乓 上 生长 。 三 世 草 和 砂 拐 吕 可 以 生长 出 不 定 根 ,所 以 可 以 避 有 免 秘 砂 埋没 。 BR 

AUD MALS ME, FT AGREE Ie RD RAE, = EAA RS, FT BE AAD 
ALTA NTE, PROVE MY AE LIE R= ee, RR 
55, CRUE MESA, I ee 
RAL AT HE Fk AT DL GEM AML, DARD Ba I ES _ LP 

(9) RSE HART SAE IRNE IR, IMR ZS 7k 
$E5r. FES RENO RUE EEF , AH ELAR AEE, HP PACD 
eC MEAP AS IWR FLEE 1 1 th ASHI, oF DUE SEL A RS A 

UE A A 9 Fe, PRY AY LTA EU PN AS NF 
(— ESB LL deh i 2 HE AR SE 
Mic i wees So ie aca) aes a 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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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e AE A AEA RE FO ICE 
(2) 北冰洋 混 气 流 作用 的 大 小 决定 着 山地 降水 量 的 多 少 。 
(3) 蒙古 高 原 和 准噶尔 盆地 乾燥 气流 影响 的 大 小 ， 从 而 影响 着 一 系列 的 水 分 状 观 

和 温度 状况 。 

2. 不 同 海拔 的 气候 土壤 带 决 定 着 植被 垂直 带 状 分 售 。 过 庄 起 主 半 作用 的 是 : 
《〈1) 各 气候 带 办 的 降水 量 \ 温 度 的 爸 化 和 冰 头 作用 的 有 无 和 大 小 。 
(2) 各 土壤 带 内 的 土壤 的 水 分 、 养 分、 酸度 和 冰 姜 作用 。 
3. 山地 植被 质 相 似 的 自然 条件 下 的 相同 植 彼 类 型 的 天保， 主要 是 和 从 联 西伯 利 亚 

山地 植被 的 天 傈 。 
4. 中 地 形 夺 植 裤 分 伤 的 影响 ,主要 有 雨 方面 : 
(1) 中 地 形 不 同 , 则 地 形 将 重新 分 配 着 水 \ 热 条件 ,和 从 而 改变 着 局 部 的 植被 气候 和 

土壤 条 件 ; 因此 就 影响 着 植 彼 的 分 信 。 
(2) 不 同 地 形 影 响 着 准 噶 泵 盆地 乾燥 气流 向 山地 深入 的 程度 ， 改 区 着 局 部 的 植 和 
气候 ,从 而 影响 着 植 彼 的 分 做 。 | 

5. HUD A 9 RAE EE I EWE EH 
(1) iE Bie REL Hr a 1 A 7, i SS A 
(2) 植物 寿 落 中 的 种 问 关 傈 。 
(3) SABA YE Hh GE OM SR RPE (首先 是 土壤 ) 的 影响 , 反 过 来 又 影响 着 

植物 至 落 的 形成 和 分 人 。 
(二 ) 影 响 淮 噶 责 盆 地 的 植被 分 做 的 基本 因素 
1. 乾 旱 的 大 陆 性 气候 决定 了 整个 植被 的 散 漠 特性。 气候 条 件 中 起 决定 性 作用 的 基 

本 因素 在 於 : 

(1) 空气 乾 旱 ,蒸发 量 大 ; 
(2) 降水 量 少 ; 

(3) 日 温差 、 年 温差 释 化 大 。 
2. 不 同 母 质 决定 着 士 壤 水 分 的 含量 ,养分 的 积善 禾 分 的 积聚 ,从 而 影 池 着 植物 大 

YEAS Hi 
3. Bs 7} A AY vy Ce aH St HP AY PG TTT BR ME HT HY Like FI 

ft 
4. FP HOG ae OR a HP i RAH i RAD, ET RE BES EK op A 

BHR AUGER FUR) Be 7B I) A RA BS Ta) YA AVE 

5. 沙漠 中 的 凝结 水 提供 了 能 在 砂 丘 上 生长 的 植物 所 需 的 水 分 条件 。 

6. 植物 本 身 的 耐 旱 性 和 抗 厅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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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ELD TR FE FP BE SH hy SBE HE OK A > BAR , CAS AE 

展 创 造 了 条件。 

三 ， 植 物 笋 落 的 演 答 

由 套 天 山区 和 沙 吾 泵 山区 的 考察 资料 逮 不 够 ， 所 以 对 植物 下 沙 演 替 的 探讨 膛 礁 以 

进行 。 现 在 只 将 阿尔 泰山 区 和 淮 踢 泵 盆地 区 的 植物 霍 落 的 演 替 镍 述 如 下 。 

(一 ) 阿 责 素 山 区 的 植物 坚 落 的 演 替 

根据 前 面 一 节 中 对 植 彼 类 型 和 植被 分 人 的 敏 述 ,不 检 看 出 ,山地 植被 垂直 带 的 形成 

归根 到 底 应 决定 亦 水 、 热 人 条件; 那 末 随 着 气候 释 暧 冰川 后 退 、 戈 壁 气候 向 山地 进攻 , 植 

被 垂直 带 必须 会 向 上 退却 。 

FRY ELBE GE HH BR EL A 
1. 草 和 亚 高 山 草 原 草 旬 带 北 到 东南 发 展 不 平衡 和 带 的 ede eainbad adc d egies « 

ARB He Hp FB) YT Ga MB 
POSIIES 2) 3 

问 。 所 以 我 们 初步 确定 了 阿 

秤 泰山 区 植 彼 垂 直 带 的 纺 的 冰 积 物 

高 山 草 甸 带 只 滴 合 高 山 植物 生 受 | arcane Poe a 

最 沦 浊 | 
a WE oe 

亚 高 山 草 原 草 句 带 AEA | sgemm | mRAK AT | NAR REA, 
Shwe Ae i ety mee 

Ly SB erred ae pe 
ema | 

低 山 乾 旱 澡 木 草原 带 DOERR | oem se — ae a 

| | ie 汪 
i BANCE RM eo A misono 

ew 个 油气 全 下 \ wee 
“PEAR EAB YRA-RMRE KIER —MA RM 

在 煽 的 发 展 方向 下 ， 带 QC EMA A | GO A, HO 
内 和 带 间 的 植物 长 落 有 着 一 区 4 RA—-BALB 
定 的 发 展 上 的 关 傈 ， 冰 有 一 $ 

定 的 发 展 途径 ， 现 分 述 如 
F: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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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hr eK RH HE 

3. AGL RE PEAS BE UR ASAE FF PS BY A TH 

BHR HE RM 

~ sage [ares 5 IA TE OUR Det LN 
FORE T DEBE, WY SRE CACHE He aE A 

BIN — KM — BF RM 

OA IRE SRR EA. SURE LE, 2 
mane /” ee Rae oe Cer cone meee CPE 

RER—-BIBR  CH—-MFRIR 

| ee LIER 
“EMS REE 

CH 1e, HR me, RLM, Nh 

In, 39K AE , 13 AE BRIE 

SSR RE AP RAC OR IE HE 

(=) #RRAHEHAMSSHRE 

Ha pS Ze Hi PS HT aE, EDR HP i A FB BER al in tan oe 

ROHR EATERS A ii 4. 

1. 7AYE MIE 

i BRT ABR HE 76 | ave Ta TA BL SF ARI HT A tA AEE 
eo — SAT RE ME 
Sree tee es 
ji OK A Be > YG A | cant ARN te, AAR EF A BO 

MOSM 
| v4 1A, I tA BE 

$9 Aes an 
| arenes FA A RE BIE 

ein SSE 
| secre oF ACS A BEAR 

WE ARM ‘ 

2. Tid EWR AY TH TTA 

| amen in cone 
Hie LT 

ATW, DREMEL ATR I EA 
4 REAR 

#98 UB HRs AR AOA, LAI BO 
EBM MOM 

SPU , 1 RAT - 中 了 rd 7 \ Reve PBA SF VE Bt ANY 

ARH Ge BWM aR 
| serra, $39 ROK ST, AE RU 1 

5 j eg EE BARR WICS oe ne 

| seem, ae, 1 BE EAE A 
ye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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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砂 丘 移动 ; HH SE HH 

| weecmetese tk wee, EARNED” 
7AH- ’ 

| 低 等 生物 活动 
HOBIE I 
| seamen se, ek ROME 5 LACE A IEE, ECR EA, RHE PERE 

AIR BREA ASR: 
, | ser oe PHA BE A BEA FE CS, RTE SUSUR BB AF Ob Ra” 

AE — OE EE } 
| 灰分 休 伯 良好,“ 小 饲 " 扩 大 联合 起 来 

RARE 
| Herre, 1 SCRE BOR SHOR Ra, SERIE EE A 

SUSUR FE CREE 
| Were, APC et. 4°BR MIE, 1 HERR In, AFI AEE 

By BADR ENE 

4. 砂 丘 形成 

| 春天 融雪 后 出 现 酒 应 难 砂 丘 的 三 芒 章 ,出 帮 它 的 定居 而 诚 弱 了 砂 丘 被 风力 破 超 的 可 能 狂 。 
ik S=tBRER 

Kerk | ses need Re FS EN, LCR, IRE ALR, SIRI, 
ee RAE BH — 
HT Hie Baer a> ella , HE Pak ay Tet] PLZ Hh, AC HERE. 

hme | ESEAUR, ob Re aT DEE ， 
em — > HR ee 

VU}. fea) jek 0 FE de 

ETT EL A IEE AM ii A ES REI. PORT 

PEM AR BRIE, ASR BRD hh AOA RTS FRE AEB RAT; 同时 ,我 们 
BES YARD AY Le, CLT A PEE RY), ES LEA A AE 
有 关 的 ,有 些 我 们 已 初步 接触 到 ,但 倚 未 能 深 大 研究 ;有些 是 需要 今后 进行 研究 的 。 我 
个 对 某 些 问题 也 提出 了 -一定 的 看 法 和 一 些 建议 。 当 然 ,过 些 看 法 和 建议 都 东非 定论 ,是 
需要 进一步 加 以 商讨 的 。 

(一 ) 理 论 上 的 问题 

1. 天 亦 植 彼 分 区 的 问题 

考察 区 的 范围 很 大 , 写 的 植 破 和 环境 也 很 复杂 ，, 而 考察 工作 花 不 够 至 面 ; 所 以 作 条 

自然 分 区 的 组 成 部 分 , 薄 与 自然 分 区 有 着 密切 联系 的 植被 分 区 , 是 不 能 在 一 次 考察 ( 粗 
放 的 ) 中 提出 来 的 。 

我 们 知道 ,考察 区 内 山区 的 植 破 和 与 之 相 隘 的 帮 联 的 山区 植被 有 相 类 同 之 处 。 贫 
地 荡 满 植 彼 与 群 联 中 亚 风 亚 北 部 荡 漠 带 和 蒙古 散 漠 带 相 似 。 因 而 考察 区 内 的 植被 与 娩 



124 eRe AH RR ET 

Wr BEATS Fes AHL REAP AR, ABE, VEER, aE a AR 
i), “EATER i PRA CE REME , GE ASE EP eR; SE, 
不 同 自然 人 条件 下 的 山区 的 植 彼 也 自然 各 有 其 特点 。 同 是 盆地 ,其 西南 部 和 东北 部 的 植 
PARE A BE HER. 
«RH, Ae) GE BE AEP SE AL RAS SR PT Se AE EA FHL 

[ih , MERKLE PIERS IM LAA MAY, TVR, Bae ES — HP A 
BS RPh Pl EAR BYE A HL AE 9 I A SPS HL 

2. BAL Art wae TL 
Ha TSS RET ANE, SRE SRI) AHL SBE EA DAE, ESR FV BD 

5h UE Ha TEAS HE HBL A RE FRAT HL OE 9 PE ER HH A PO 
因而 只 能 作出 一 般 演 替 的 图 式 。 SAE, SOE OEY LIES FO 
成 在 量 和 质 上 的 群 租 的 伙 化 就 提 不 出 科学 的 论据 ; 对 演 替 过 程 中 替 落 和 环境 的 相互 关 
傈 也 提 不 出 具体 的 资料 。 因 此 , 令 咎 考察 工作 中 倚 需 进一步 地 作 深 大 的 调查 研究 。 

植 彼 演 替 的 研究 不 仅 可 以 由 富 地 植物 学 的 理论, 而且 和 生产 实践 有 着 密切 的 联系 。 
山区 的 高 山 草 甸 和 亚 高 山 草 原 草 甸 坊 良好 的 夏季 收场 ，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亦 坊 畜 收 业 
的 基地 之 一 , 山地 森林 篇 林 业 的 主要 基地 ; 盆地 荒漠 植被 , 好 多 是 农 型 的 对 象 , 好 多 可 
作乱 燃料 基地 ,和 有 好 多 地 区 是 冬季 收场 的 基地 。 山区 植被 演 替 的 方向 决定 着 草场 的 
经 济 价值 和 林木 的 产量 和 质量 ;盆地 植 彼 演 替 的 方向 将 决定 着 农业 和 牧 业 的 发 展 前 途 。 
所 以 过 一 问题 的 研究 是 十 分 重要 的 。 

根据 过 次 考察 ,我 们 认 坊 今后 频 着 重 研究 下 列 克 个 类 型 的 植物 至 落 的 演 替 规律 : 
C1) 高 山 草 名和 亚 高 山 草原 草 甸 的 发 展 途径 。 我 们 认 需 ,今后 研究 过 一 问题 时 ,应 

芯 一 方面 注意 谷 落 组 成 中 优势 种 的 生物 学 和 生 驴 学 特性 , 另 一 方面 要 注意 高 山 气 候 \ 冰 
雪 活 动 和 土壤 冰 辣 的 作用 对 植被 的 影响 。 

(2) 亚 高 山 草 原 草 甸 和 山地 针 革 林 之 间 的 天 傈 : 
有 些 学 者 认 需 , 亚 高 山 草 原 草 甸 随 着 气候 的 钥 暖 ,而 向 山地 森林 侵入 。 但 是 我 们 岗 

察 到 山地 针 鞠 林 也 有 进 大 亚 高 山 草原 草 甸 带 的 现象 ,所 以 我 们 示 很 闪 同 意 过 一 看 法 。 但 
是 由 放 笛 查 资料 不 够 ,我 们 也 膛 提 不 出 肯定 的 论点 。 所 以 舍 需 进一步 研究 。 我 们 相信 
在 今后 研究 中 , 对 温 渡 地 区 的 详细 番 查 , 兹 佐 以 深入 的 土壤 学 的 网 察 ,将 会 输 首 一 问题 
的 解决 提供 有 丛 的 科学 根据 : 

(3) 进一步 研究 山地 针 革 林带 内 不 同 森林 至 落 之 问 的 关 傈 : 
我 们 肯 需 ,在 今后 的 研究 中 , 不 仅 要 注意 气候 因素 、 植 物 便 落 本 身 的 特点 和 两 者 的 

相互 关 傈 , 一 要 考虑 到 中 小 地 形 对 水 、 热 条件 的 影响 ,土壤 的 物理 、 化 学 性 质 随 植 秆 的 释 
化 而 故 化 的 特性 以 及 写 反 过 来 对 植被 的 影响 。 同时 ,人 类 经 济 活动 的 影响 也 是 应 肪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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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处 的 重要 因素 之 一 。 

(4) 古 地 针 革 林带 内 阳 坡 无 林 的 问题 : 

问题 是 : 阳 坡 乱 何 无 林 ? 过 去 有 无 森林 ? 目前 我 们 认 乱 , 阳 坡 无 林 的 原因 主要 在 放 

阳 坡 植被 气候 乾 早 些 , BK LR, 土壤 中 有 舍 的 积聚 , Ae RE 

林 骏 落 的 发 展 。 而 在 河流 切割 很 深 的 凡 谷 地 形 的 阳 坡 上 , rh PO RE RIS, PRG 
可 以 出 现 森林 骏 落 , 仅 管 森 木 稀 球 ,植株 生长 不 良 。 但 是 ,在 深切 而 广 油 的 河谷 (如 阿尔 

泰山 区 布 衔 津 北山 驯 的 蒙古 卡拉 斯 一 带 ) 两 旁 的 阳 坡 又 出 现 森 林 纵 落 :过 一 现象 就 北 以 

用 上 壕 原 因 来 加 以 解释 了 。 所 以 ,过 一 问题 还 需要 进一步 调查 研究 。 

我 们 认 和 起 ,今后 研究 中 , 除去 卷 虑 地 形 因素 引起 土壤 水 分 人 条件 的 动态 释 化 外 , SBS 

要 和 从 人 篱 活动 \ 袜 气温 度 、 土 壤 杰 械 组 成 和 化 学 特性 的 释 化 的 各 方面 去 找 原 因 。 我 们 相 
信 ， 如 能 对 所 有 阳 坡 上 不 同类 型 的 植物 有 琴 落 进行 妖 交 的 植 彼 一 土壤 一 小 气候 的 综合 调 
查 硬 宪 , 技 出 天 落 省 替 的 具体 途径 是 会 更 好 地 关 明 阳 坡 无 宁 的 原因 的 。 通过 植被 演 替 

的 规律 的 研究 ,也 可 以 关 明 过 去 有 无 森林 梁 落 分 做 在 阳 坡 上 的 问题 。 

(5) 出 地 针 革 林带 和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带 之 间 的 关 傈 : 

”过 次 考察 中 已 从 植 彼 和 土壤 爸 化 上 初步 看 到 森林 是 然后 退 的 现象 ， 在 交界 处 也 看 
到 两 带 同 竺 的 跻 象 ; 同时 在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带 内 的 队 坡 和 河流 两 旁 的 河 漫 潍 上 渤 诡 

留 有 -一 些 上 一 带 内 的 林木 。 但 是 区 宪 未 能 进行 深信 的 研究 。 \ 

RAS, PESBPEAMMEKUKSEKERS ARR LAE 
HE LASER AED SBT DRAKE. PORE BCMA Ss 

紧密 地 结合 起 来 ， 同 时 需要 和 综合 地 考虑 到 地 形 、 戈 壁 气候 影响 的 程度 和 人 乱 活 动 的 因 

素 。 | 

(6) ply BES ME AR HEE FES PT Se Hs SEP LL: 

BREAPRAARH EMMA SMA, wR ERE Le EE i Ly HSE 
PPR LM. DEES ER, TERE, BEER 

HEM ETS LAP, 过 一 问题 直接 牵涉 到 荒漠 币 乱 扩大 的 问题 ,所 以 是 
一 个 很 重要 的 问题 。 因 此 需要 进一步 加 以 研究 。 

(7) 准噶尔 盆地 荡 漠 植 彼 的 起 源 、 发 展 及 其 和 自然 条 件 之 间 的 关 傈 。 
在 这 次 考察 中 我 们 初步 地 找 出 了 贫 地 荡 漠 植 彼 发 生 、 发 展 的 一 般 的 图 式 ,但 是 对 於 

具体 的 发 展 途径 还 不 够 清楚 。 我 们 也 初步 肯定 它 是 向 不 利 於 人 类 的 方向 发 展 的 。 但 是 

汪 二 重大 而 复杂 的 问题 不 是 一 次 考察 就 能 解决 的 。 
过 一 问题 是 极其 重要 的 。 HHO A, FSFE EMR, CSO. 

如 果 前 述 植 彼 演 替 的 规律 是 肯定 的 话 ; 那 末 前 途 是 不 堪 心 想 的 。 TGS — ape 

行 研究 ,而 且 要 进 行 长 期 的 而 察 研究 , 薄 且 需要 研究 防止 荒漠 化 的 有 效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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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N ASC LL lle AE DBR OR PEAS PL i DY HL: 

问题 是 :篇 什么 考察 区 内 只 在 天 山北 衣 泉 区 看 到 大 片 天 然 的 检 柑 林 ; 而 在 阿 硼 泰 山 

愿 只 看 到 人 工 栽培 的 ,生长 良好 的 少数 检 权 ,而 看 不 到 像 天 山北 兢 泉 区 内 的 天 然 检 树 林 

的 出 现 ? 

我 们 座 和 起, 检 柑 分 做 区 的 中 心 在 华北 , 检 树 以 种 子 繁殖 , 灶 风 力 传 揪 。 {HLA 

ae SWAP AS a OEY BNE AEA SNE IR AS EC SE Se HOE SHA AR PR TT CS 

ARDS, tel HUE MASA AR AOS FAC TN fae Ht PS A 8) A 25, ie PE 

Wi, POF DO Ri tilt th, SG 2 AT J 77 SE Ee a ay ee SU Uf SE) sae nw A’ E Ae Re SHE AHL 

ff #8 LL Ti. 

不 过 过 只 是 我 们 的 推 基 , FRAP SES 7A EFT ED LR SE, 人 待 以 后 论 届 。: 

4. 向 未 考察 而 需要 考察 的 光 个 植被 类 型 。 

RE EP, HSE GTB, ACHE MERE 3,000 米 以 上 的 高 山 ; 由 於 工 具 缺 乏 ， eb 

入 高 山 和 当地 的 湖沼 ;由於 路 入 较 少 ,谷地 中 部 的 某 些 地 区 人 告 未 去 考察。 FRR 

行 下 列 爷 个 类 型 的 植物 价 落 的 考察 

(1) 高 出 草 多 以 上 的 植物 合 落 : 他 后 进行 考察 时 ， we Cw 

1 ARE AE LTTE IEC IN, ok ET i PR SS AE 7S AL Rr A 

的 影响 。 “ 

(2) Waa Ae Ae FE, 

(3) PIS i fd HAE A aR EE ire ick A hy AV 9 ME SRE I 

FA) A BE AE A PO 5 AS TD BE FIT FT 18 SS HL BB 

5. 根系 研究 的 问题 .~ 

FRAY SEAGER , EA EAD HF BD ARIE FE FE. 过 个 问题 题 然 是 值得 研 

END, TSC HE BY Ste ALR AS 8, 因 篇 无 论 山 地 或 者 谷地 , AS Ti R28 hy HB 

和 土壤 水 分 、 理 化 性 质 及 地 下 水 都 有 着 密切 的 关 傈 。 | FRASER DAE PB RED 

面 的 研究 : yay 

(1) ER ALN fay U0 a LP DP ny a a A 1 RE 

究 。 

(2) 山地 森林 带 内 不 同 树种 根系 之 间 的 相互 关 傈 ; 僚 势 树种 和 林 下 僚 势 灌木 和 草 

相 植 物 的 根系 之 问 的 关 傈 , 这些 植物 的 根系 和 士 壤 水 分 、 理 化 性 质 之 间 的 关 傈 。 

C3) 低 山 乾 早 灌木 草原 中 主要 灌木 种 类 和 草本 植物 的 根系 与 土壤 水 分 和 化 学 性 轩 

ASMA TK. 

Coe) HS AGU ee UL ee lee Bee ety Meek Et eee Lely 

FH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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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EEMS Be eH HE WE HL BE A A EAR A OC  , E 
Cw, Meee Uti | Une eee ea cr ee 

6. [ARS 2G AR RB A A PEPE : 
REBAR ERR AEE, HARDIN ARATE, AE 

Sp Hy AVE HAY PB Bl — 2S 32 BE AR EEE TT EE 
(1) (HBStSEPK PS AO BE SM EE, 如: mi aIRE YESH. ie ee 

MEK SASHES. 
(2) 高 山 草 甸 、 亚 高 山 草原 草 名 和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中 的 优势 种 如 : BE, 饮 胡 
SS SE PARES. 

(3) TI ARENEASEGEAS Py HOS BERANE. 
(4) EOS Pa ee HE A RF AS SE, J: AE PO FE BH 
AMR AY AL 

坊 了 进一步 研究 过 些 和 其 他 有 关 的 理论 上 的 问题 ,我 们 建议 探 取 下 列 措 施 ; 
1) 在 阿尔 泰山 区 的 布尔 津 、 阿 勤 太 青河 的 大 青河 和 小 青河 上 游 的 山区 圳 划 定 森林 

和 草原 等 的 自然 保护 区 , 乱 仿 后 进行 定位 研究 提供 自然 资料 。 过 样 ,才能 更 深入 地 找 出 
植 彼 分 信 和 发 生发 展 的 规律 。 

2) 成 立 专门 研究 机 构 进 行 旨 在 改造 和 利用 自然 的 准噶尔 谷地 和 塔里木 盆地 落 漠 植 
HITE. 

(=) SERB LOM 
1. A AS 1 WS eg By Te A - 
PMD, ey AS eS AS YER BK 

I, 根据 此 次 考察 所 见 , 长 期 放牧 破坏 灰 重 的 地 区 内 的 植被 已 向 着 草场 质量 降低 
的 方向 发 展 。 所 以 我 们 建议 : 

(1) 早日 实行 合理 输 牧 制 ,以 保养 消 未 和 遭 受 破 款 的 或 被 破 壤 不 骤 重 的 草场 ;使 它 能 
得 有 恢复 的 机 会 。 

(2) 立 郎 停止 在 阳 坡 上 生长 稀 环 的 植物 生 落 内 进行 放 收 。 
2. 加 强 森 林 植 被 的 据 青 管理 以 驶 崔 续 遭受 破 款 的 问题 。 

根据 过 次 考察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了 下 列 一 些 现象 : 
(1) 无 花 阿 泵 泰山 区 或 天 山区 ;, 均 有 激 伐 森林 的 严重 现象 ;林内 不 合理 放 收 破坏 森 

林 的 现象 也 很 普 逼 。 根据 上 述 植 彼 演 替 的 规律 ,森林 被 破 款 伟 , 轻 则 林木 生长 稀 环 、 林 
材质 量 爸 坏 或 哆 复 时 间 加 长 , 重 则 惠 失 森林 植 彼 的 环 卉 人 条件 ,走向 草原 化 的 道路 。 

(2) 林带 上 糠 与 亚 高 山 草 原 草 旬 的 关 傈 倚 未 研究 清楚 。 但 是 ,有 亚 高 山 草 原 草 名 
向 森林 侵 大 的 可 能 。 如 果 在 那 圳 激 伐 森林 和 过 度 放牧 ,很 可 能 促进 这 一 可 能 发 生 的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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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 
(3) 森林 带 以 下 的 乾 早 灌木 草原 (或 乾 旱 草原 ) AAT Tea BR AAR A ORL SRE 

着 随 着 森林 的 砍伐 ,林带 的 幅度 会 越 来 越 小 或 者 有 稚 破 牛 的 危险 。 
(4) ALAR PR ORME , 灌木 密 茂 处 则 苦 草 减 少 ， oggpiyp 

较 快 。 
(5) 凡 林木 密 茂 不 ,河流 水 量 均 骨 沛 , 反之 , ALAS a, 刀 河 谷 水 少 而 访 亲 ,二 

就 指出 森林 植 彼 骑 漂 养 水 源 雪 源 的 作用 的 问题 。 Cie 

HEPES LER Ge BISA Be Hi ATR AT UES, BRAM YE HF Wl A 
1) RE WE LR BRK, METAS ERI SER Be Hy 3 
2) 禁 止 在 林内 和 进行 不 合理 的 放牧 。 
3) 森林 带 上 雪 附 近 ， 声 坡 短 林地 民 失 的 除 坡 森林 以 及 林带 下 载 阴 远 的 厅 林 二 叶 

伐 。 而 峡谷 雨 旁 密 茂 的 森林 可 以 先 伐 。 
4) 禁 伐 所 有 阳 坡 的 森林 和 稀 环 的 林木 。 
5) 探 伐 林 木 合 ,保存 灌木 导 以 排 匀 苦 草 , 促进 落 革 松 的 天 然 更 新 。 
6) 湖 当 保 留 水 源 林 。 
3. 低 山 乾 旱 灌木 草原 和 乾 草 原 的 利用 问题 : 
过 一 带 内 的 植 破 有 向 葛 局 一 不 草 咎 莞 漠 发 展 的 趋势 。 所 以 需 加 以 及 早 防止 ;至 少 

要 诚 低 它 的 发 展 速 度 。 我 们 建 访 : 

C1) 合理 输 牧 ,以 免 遏 度 破 填 本 带 内 植被 ,引起 土壤 更 篇 时 化 ， ie UR 

Ao 

(2) FAN FF PS LAS AS PS ag A FY RASA —- FEB AR 

4, 贫 地 荡 漠 植被 台 理 利用 的 问题 : 

落 漠 植被 的 发 展 是 朝 着 乾 旱 稀 环 或 太 土 植物 合 落 的 方向 进行 ,因此 我 们 建 蔗 : 

C1) FRAT LAS TR RAC AY RR AK, ROAR, SA EE PR He PEE 

Ke x 

(2) BEL RA PACS AAR DT RAR, 作 篇 燃料 基地 ; MEE, 

不 可 以 连 根 拔 或 整 片 地 伐 光 。 

(3) 砂 漠 植 被 一 松 不 能 破 坊 。 

5. 合理 利用 不 同 藻 漠 植物 全 落下 的 土地 的 问题 : 

根据 前 述 植 和 分 佑 规律 可 以 看 出 ,不 同 荡 漠 植 破 下 有 不 同 的 土壤 【。 过 些 不 同 的 土 

描 的 含 曲 量 和 地 下 水 位 的 高 低 等 特 徽 都 有 很 大 的 差别 ， 因 而 对 需要 进行 农 笛 的 地 区 必 

需 作 境 区 的 植 破 和 土壤 的 调查 , 找 出 雨 者 之 间 的 关 傈 。 然后 根据 不 同 植 被 和 十 所 分 别 

地 复 行 规划 和 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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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CAR PRA ARTUR AO BUCK, HAT ERA SRE ey BR RE IE AY , SRL 
HE SIGE 0 BE = ESR, EF HOR A 
Jip CARA RG «BEE EL BE SEs HN ae HG AS UE ELE A, EAT 
Sli, ERE SHWER, RAE BLL RR SME RRB APACE EAS BC ZT ER 
业 带 来 莫大 的 炎 害 。 

FAS BARRIS, 对 不 能 种 植 普通 作物 的 土地 , 或 可 保留 其 天 然 植被 ,或 可 坛 种 适合 
於 芒 二 地 的 经 济 植物 ,如 糖 划 敬 和 多 种 野 订 等 等 。 ee 

L BAG: | ”我们 所 作 的 植被 图 是 根据 野外 考察 的 资料 在 室内 用 1:500,000 的 地 形 图 
”类 制 而 成 的 。 现 在 所 附 的 图 是 用 1:500,000 底 图 缔 成 的 1:1,000,000 的 植被 图 。 

地 植物 学 部 分 成 员 : ANE BZ PSEA 胡 式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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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阿 解 泰 草原 的 自然 环 垣 ee 130 1) 下 阶地 草原 --+-eeseeceeseene 144 
(=) HEF Pe SARA FEB nner ence ee cer cree ene 130 2) PVPAPS IMGT ---e-ereneneee is 143 

(二 ) 植 被 地 带 的 区 分 pp ee 133 3) GBRHRRLIG 二 2- 二 145 

. 草原 类 型 及 分 傅 <eeeeeeeseeneeeeeee eee reeeaees 135 (2) 员 闪 盆地 草原 .eco 145 
(一 ) 青 河 区 135 1) FARRER WLI …… 和 0 145 

1，、 高 山 草 旬 名 .pe 135 2) EWA ARIE HEIL …………- 146 

2。 高 山 草 多 的 评价 ”…………………… nnnee 135 3) 河岸 草地 .ee 146 

3。 亚 高 山 狐 荡 草 邮 -ev 135 4。 落 草原 地 种 -or 147 

(1) 古 顶 浊 平 原意 厌 … 和 0 136 (三 ) 阿 谭 素 区 ee 148 

(2) 低 坡 草 旬 草原.…… 和 0 136 1。 亚 高 山 草 旬 铝 .pe 148 

(3) 山坡 草原 136 高 草本 草 旬 草原 .po + 148 

(4) SG RCD RMB wee eee 137 2。 琳 林 及 森林 草原 149 

Es ee 137 (1) 林 亲 草原 ee 149 

(1) 志 标 菊 灌 木 草原 138 (2) 灌木 草原 150 

(2) PRBKARW GEIL -- eee eee eens 138 3. PSEL GLB ------eeeeneereeeeeeenserenees 151 

4. DEI IICIGN- -nereeeeeceeecereeeereeeeeeee 138 (1) ABE — RIEU ween ene eee en eee 151 

(1) PAPAIN --ee-eeeeeeeeeeeeeeenenenee 139 OMT) Cee 152 

1) BEBE WIG wreeeer eee ere reer cree 139 1) DBR YNIGL -- +e erence c eee eeeneee 152 

2) PERM fay ---+--neeeeeeeeeee 139 2) FEREW UL Sy sense eeeee eee eeeee 152 

3) 根 整 产 禾 本 科 草 原 ……… 140 3) 根 整 类 植物 草原 <oeeeeeeee 152 
(2) FREE HEIN ++ ee eee reece eee eree eee 140 OMe Gia). Mee 153 

1) 近 河 床 的 水 泛 地 草地 …… 140 5) 水 泛 地 草地 ee 153 

2) 水 湿地 汀 麦 姐 型 草地 «+ 141 三 。 阿 角 凌 山 前 平原 ee 153 

3) Mase — KE Se 草 型 草 (一 ) SEBRING nee ee eee eee ee eee een ewnnnnne 153 

好 rncrecceccccrcnesesssseees 141 (二 ) 莹 并 名 ee 154 

4+) PAPAS MOREA ICE …… 141 VA, Ba Ba SW LAY AL I AICHE ………… wo 155 

(22) WB evwrsererecceeeeceeceneneeee eeanee 142 (一 ) 放牧 场 的 配合 利用 156 

1， 恶 高山 草 个 142 (二 ) ca et Se 157 

2. PERK GPIN al +o eee cree ee cere eee ere eeeee 143 (=) EF NG WM Ee Si 

3， 和 森林 草原 钴 0 144 |} Meee 157 

(1) 河 队 草原 144 CCD cre cece BA Loe Sic 158 

bay fe FE Ay A AR RE 

tht RAR ae eS 

1， Role MOL PaUp SO MOe ein bles. 4b SOP oD Np aece ait: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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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na thE a ate ST ee, 

i BERS LN SME 4,000 RELL, ECAR, Pa ls MEA 3,000 米 左右 0 a 
| RAG , HOS TT PSE BSI ONT RR, RPO), RTS), BARA 
POSE EWE PY , READ , RMR IEKE , OLEATE, PHO SKS ,河流 较 大 ， 主 

WEE AS: 25 Be Mle Yi AA AEC TR SPS BST Be | — 055 Pe ST He AE PE 
BALDRIGE ASIEAKR 9 AUREL, BES WOT AS 1 TE PEL 

[nil PG 2 LL EES AE 2S i AH DFR , PND RE AS TF 
版 。 高 原 地 形 , 完 公 的 保持 在 中 高 山 以 上 , CEMEAS RT Ee 95 Lk SEG , PES Re 
ADC SEER, 以 下 篱 冰雪 活动 及 流水 侵 鲁 的 地 形 , 在 中 由 地 带 侵 鲁 乱 深 谷 , 而 在 低 出 ， 
则 侵蚀 不 深 。 阿 示 泰山 有 版 主要 估 伙 质 岩 系 与 花岗岩 等 所 组成 ， EF KTS) LTT 
隆起 及 长 期 的 风化 侵 鲁 ,形成 逐渐 增高 高 低 起 伏 的 梯级 地 形 。 同 时 受 侵 鲁 力量 的 改造 ， 
纸 浊 长 期 的 地 质 时 期 , 仍 能 保持 原始 的 十 老 地 形 。 清 河 以 上 的 由 丽 , 在 冰川 期 以 前 已 经 
受 冰 雪 的 侵蚀 ;因而 在 准 平 原 面 上 有 侵 鲁 的 深谷 ,形成 谷地 冰川 地 形 。 在 阿尔 泰 县 以 上 
DANE ABE A, AE DK IAPR HY ARSE AG OK IN ERE) FATT SL ABE, 形成 高 耳 冰 
川 地 形 ,生成 广 关 明朗 的 高 山 草 甸 。 SEAS, BATT SL HHT , eS LL 

途 钴 作用 微弱 ;显然 落后 於 造山 运动 的 作用 ,保持 了 古老 的 准 平原 面 , 在 瀑 油 的 环境 中 ， 
A SME RAG EH BER, A LAS, Ok ES GE, TERRES WS RE SE 
Hi PRG ER AR RE. Bi Ls AS , BERRA AR, alice PERE ER ERE Ee, LITA. 
Fa) y SUE ACB AACE, HSE AS MEE EL a eS HP TUE J ES Se EMRE, 仍 能 保 
持平 绥 的 地 形 。 更 繁 长 期 风化 物质 ARAN, ERE UB, 72 Bee 
燥 的 气候 影响 下 ， 发 至 篇 草原 带 及 河谷 章 地 = 阿 硝 泰山 由 北向 南 , 山 鸡 降 低 ,前 由 地带 
逐渐 寅 闫 ,草原 发 育 。 
出 前 地 带 ， ERR, LIF, riME RET LAMBERT SH OMA KBE 

ite AE Ah, HA PEABO RAZR, TLE ERE IR , BS By A EL iP HERS TE OS 
Ja A eA Te Ze HAG REZ JR 
2. 气候 的 影响 HHA, SRA ARMS. RAR 

昔 原 的 影响 ,主要 是 温度 、 降 水 (包括 瀑 度 ) ESSA. UENO ae 
强度 的 增高 而 降低 ; 直接 的 影响 是 在 向 北 温度 降低 的 环 卉 中 , 相 随 而 来 的 是 蒸发 量 减 
少 ,温度 增加 ,过 在 表 燥 大 陆 性 气候 环境 中 ,特别 是 山 前 平原 地 带 , ALR, 南部 已 处 
亦 乾 燥 沙漠 的 状态 ,对 草原 植被 发 生 了 显著 的 反应 。 a SPN RBS, 二 台北 来 ;阿尔泰 
四 西南 坡 山 前 地 带 的 植 彼 类 型 ,到 青河 哈 拉 哈 斯 法 以 外 , SERRE ATI. 向 北 ， 
Ns HBB SRB AOA LS, RUSE AES I, 癌 西北 到 阿 泵 泰 , HT 
Vag) LA, ea PE EHO BS WEST, EE ASS DS, 

SEH, TG AY LAA FS BE RE, 7 BOE BY DLE Bi LH AE 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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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A MER BA RS i, PAE ak a, LSE, tie 

JERS. A ES a OR AEE EE, FETIP ICR EEE FF, iF a AD Ty AP Hh, ARES Hh 

草地 有 玉河 阶 草地 的 生长 ,显然 超过 阿尔 泰 县 谷地 ,产量 高 , SEE ERI. 在 

亚 高 山 草原 地 带 , 在 青河 境内 ，, 则 日 光 绚 , 敬 发 量 大 ,略微 乾燥 ,主要 篇 狐 茅 草原 ,品质 优 

. 良 。 而 在 阿尔 泰山 西北 部 , 亚 高 山 草原 , 狐 茂 只 仍 局 租 成 草原 的 重要 成 分 ,但 因 齐 度 高 ， 

日 照 有 弱 ,温度 低 ,草原 已 趋向 篇 多 汗 的 杂 类 草草 多 草原 类 型 。 攻 的 来 看 ,向 南 日 照 绚 ,去 

量 少 ,牧草 生长 需要 的 积温 较 北 部 篱 高 , 自然 能 促进 向 阳 喜 温 植 物 的 充分 发 育 , 而 使 狐 

蔓 型 的 草原 在 埋 河 的 山上 较 阿 泵 泰 县 山上 发 育 良 好 ,直接 影 叶 草原 利用 的 价值 。 

阿 锁 泰 地 区 居 大 陆 的 中 心 , 春季 较 早 , 日 平均 温度 等 於 10 C BEA ME HE 10°C, HY 

在 四 月 下 名 , 积 雪 新 融 之 后, 在 混 润 的 土壤 上 ;牧草 井 发 , 短期 植物 也 开始 生长 ， 生 成 春 

季 美 瑟 的 缘 色 草原 。 长 期 放牧 在 残 枯 的 冬季 牧场 上 的 冀 替 ,能 以 提早 利用 莉 鲜 柔嫩 的 

青草 。 但 另 一 方面 ,夏季 不 长 ,秋季 很 短 , 影 响 牧 划 的 生长 和 产量 ,利用 时 间 和 给 短 。 而 和 

季 妥 寒 漫 长 ,日 平均 温度 等 於 或 低 於 0 C, FEAT 167 天 :大量 畜 震 长 期 消耗 ;不仅 草 量 供 

RE PRE, PCW BE ASE HG, 礁 以 供 痊 性 畜生 长 , 蕉 持 及 生产 需要 的 营养 。 过 样 使 阿尔 泰 草 

原 ,夏季 广 关 的 高 山 草原 ,不 能 充分 利用 ,春秋 草场 仅 能 维持 现状 ,冬季 牧场 迫切 感觉 不 

是 供应 ,是 天 然 草原 利 用 存在 的 册 重 问题 ,成 篇 冀 牧 业 自然 发 展 的 阻 焉 力量 。 同时 ;在 

5, 温度 的 年 较 差 都 很 大 , 题 然 影 叶 牧 划 的 生长 。 青 河中 海子 (海拔 2360 2K), HE 8 

月 初 已 有 重 霜 初 雪 展 ， 阿 尔 泰 县 吕 斯 伯 ( 海 拔 1b870 米 ) 以 上 , 在 8 月 底 已 降 大 雪 。 由 

於 各 种 环境 因素 所 发 生 的 温度 几 化 ,都 引起 草原 植物 生长 及 棚 成 上 的 姓 化 ;限制 了 草原 

的 利用 。 

至 於 阿 策 泰 的 气候 ,主要 受 西北 气旋 的 影 叶 , 东南 季风 受 高 山 层 层 蛆 三 , CE 

HS CBs 由 西北 谷口 吹 来 的 大 西洋 混 气 与 网 稍 泰 山西 南 坡 迎面 相遇 ，, HH 

环境 的 阳 坡 能 有 多 量 的 降水 。 混 油 空气 沿 山坡 上 升 , 凝 烙 乱 雨 喜 ,使 降水 随 高 度 而 增 

Fm, WE Ls Ae LL AB AS, GSAS SE, 则 仍 保持 乾燥 状态 。 阿尔 泰山 高 度 在 1,000 

一 1500 米 外 ,年 降水 量 篇 250 一 350 厘 米 , 篇 森林 草原 及 乾 草 原 分 做 地 带 ，1500 一 3,000 

米 盛 ,年 降水 量 狗 篇 350 一 500 厘米 ,多 可 增 至 800 厘米 ,篇 森林 及 高 山 草原 地 带 。1000 

米 以 下 ,大 至 篇 山 前 平原 地 带 ,年 降水 量 都 在 250 厘米 以 下 ,同时 获 发 重大 增 , 已 大 钛 荒 

GB HE Gh Be Fe WT FA, AL LY A ela GA 1) Cy SE AE Ut ST AG TR UE A, AAS 

By Be AAC Bik BF AHP AS, IR Se Hy GEE GA HT BE PCD, re AL OA GH) fi HR 

(ef PS A Ly MR PS A) A he MCI HPS ES PI HI SEE, SE HO , AE 150 

天 以 上 ,山地 更 长 期 篇 大 雪 封 并。 积 雪 能 增加 地 面 温度 , PR AAS SAE RS , 冰雪 融 

化 ,更 滋润 了 草原 。 在 乾燥 地 区 ,春季 雪 融 ,一 年 生 植物 可 以 在 混 油 的 土壤 中 壕 速 发 芽 ， 

增加 看 夏 牧场 中 植物 的 种 粘 。 长 期 积 才 ,高山 篇 雪 履 蓝 ， 对 蕉 夏季 牧场 不 能 充分 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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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对 於 荡 漠 草原 夏季 炎热 ,水 产 缺 乏 , 牧 场 无 法 利用 ,正好 大 冬季 积 雪 ;进行 充分 的 利用 。 

(=) BRB H BD 

4 PRY PS HS Ly BY ES HT eH ha HS TE SABE BR ESE AA A , A 

AAA, TET ROH BE AHR AP TE Hi. FELT, 由 1,000—3000 KAU RE, HE 

FEAT , tik EMEA , 18 BESS I, RAS) POA, eR AER EA A AY 

HAH, 可 以 清楚 的 区 分 出 来 。 出 的 上 部 , 篱 高 山 草 旬 及 亚 高 山 草 旬 ,以 下 和 坊 森 林 和 

森林 草原 地 带 。 而 低 山 及 平原 地 带 ; 成 十 母 质 的 复杂 爸 化 ,水 分 成 篱 乾燥 地 区 植物 生长 
分 作 的 决定 因素 ,由 於 局 部 地 形 的 释 化 , 荆 壤 水 分 和 咯 类 ,可 能 有 显著 的 差 屋 ,都 让 接 表 

SLAP ARATE FE TA RS Sa IRE YE PH PA AY I 

1a SR) DARA BE HOE HRA HAS. | SEE HT RE SERRA A SEB BE, 乾 

RRS mA, BREA LU ATARI HAS, BE) eH (if AS Se ee 2 HEE 

带 。 在 阿 泵 泰山 植被 的 垂直 分 人 A) ETT EASED AR, (AAR EAT AS Oh IE FEA 

次 在 各 地 完 至 出 现 , 每 因 地 形 气候 及 其 他 条件 的 釜 化 ,而 有 各 种 植物 娠 落 出 现 . 使 植被 

垂 分 伤 交互 错 综 , 或 使 景 而 中断 。 

植物 的 分 侯 ,气候 是 重要 的 决定 因素 , 但 在 小 范 围 内 ,局 部 的 环境 条件 也 有 重要 意 

义 。 在 山地 ,高 度 差 屋 明 是 ,气候 释 化 激烈 ,植物 有 显明 的 垂直 分 休 地 带 。 在 阿尔 泰山 ， 

HS £ASUREMS ASHORE ,植物 稀疏 乱 荡 漠 状态 。 UAB ae, SEB 

多 年 生 草 本 及 灌木 型 植物 ,营养 期 短 ,植株 矮 , 在 寒冷 湿润 的 环境 中 ,形成 短 草草 旬 状 植 

th, MR PRA Sy Ue eA, BORE AH RAS BR (Cobresia), © 

AIR (Carex) 及 其 他 多 年 生 植物 , BORD ROR see se 

要 特点 ,但 在 此 地 东 不 繁盛 。 亚 高 出 草 名 在 森林 限 以 上 ,有 充分 的 瀑 育 , 庆 当 的 温度 , 生 

长 茂密 的 草本 植被 , 主要 篇 禾 本科 植 物 如 狐 薄 属 (Festuca), SERB (Agrostis) 等 。 

而 襄 生 公子 革 植 物 如 羽衣 草 (Achemilla) , RAE (Geranium) , BERA (Gentiana) REE 

科 (Ranunculaceae) 植物 等 。 亚 高 山 短 完 公 年 草 二 化 的 棕色 土 。 森林 带 中 河谷 右 坡 森 

林 篇 主要 植 彼 ,主要 筷 落 革 松 林 , 向 西北 瀑 度 增加 , 源 成 起落 革 林 和 与 云 杉 的 混交 林 。 东 南 

部 森林 仅 篇 片 状 ,向 西北 ,森林 篇 繁盛 的 带 状 分 信 。 在 宁 冠 不 能 斑 半 或 林 相 局 部 破坏 的 

地 区 ,有 分 散 的 草 甸 。 由 於 乾燥 增强 ,草本 植 彼 发 青 ,使 草 名 连 成 大 片 。 林 带 的 土壤 , 灰 

化 微 昱 , 而 生 草 土 化 植物 伸 入 林 下 ,; 生 草 化 使 生 草 灰 色 王 现象 发 育 ,了 唱 坡 坊 淋 溢 栗 钙 土 。 

在 森林 癌 草 原 的 过 滤 地 带 ,森林 成 断 乱 形状 , 泪 不 完全 消减 ,但 沾 木 及 草本 植物 逐渐 代替 

穆 林 植 物 而 乱 主 要 的 植被 , APR PRS 过 里 常常 是 森林 破 十 或 放 牧 过 度 后 的 次 生 

HR, ERC ASHE AS ROG RM (Spiraca), 红 枸 子 (Cotoneaster), FARE (Rosa), BAF 

(Lonicera), SHEG54 (Caragana) , *\\8& (Berbeizs) 等 ;及 其 他 高 草本 植 破 。 在 森林 草原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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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度 趋向 於 减低 ,土壤 址 灰色 森林 土 到 淋 洲 栗 钙 土 ,下 层 微 酸性 反应 (灌木 草原 士 )5 
低 山 及 平原 , 植 彼 地 带 性 的 区 分 主要 也 是 根据 植物 的 替 落 , 生活 型 、 及 土 类 的 释 化 

而 定 的 。 乾 草 原 地 带 大 致 是 旱 生 植物 及 地 面 芽 和 地 上 圭 植 物 篇 主要 的 成 分 。 FEM, 

特别 是 长 状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 特 别 发 育 , ESR SE LB (Festuca) , ASE IB (Stipa) 

等 组 成 植物 替 落 的 极 大 部 分 , 乾 草 原 植 物 办 落 的 类 型 是 多 样 的 , 根 董 类 禾 木 科 植物 ,如 

ie FE CElymus), OK AIR CAgropyron), UK RLIB (Roegneria) ， 优 麦草 局 (Elytrigia) 

SRB TIB (Achnatherum) ARE FERRE, MIB (Artemisia) SR OEM 

繁盛 ， aPC AL Ke, TEC eH AS AY hE PS, _ 

Rt RRR EPS (类 酸 钙 积 聚 较 高 )。. 

Sr EB ALS BS re AS EA, 荒漠 草原 主要 是 旱 生性 植物 , 但 其 闻 

的 短期 植物 都 是 中 生 植 物 。 植物 的 分 念 是 逐渐 稀疏 的 ,以 致 坡地 上 部 都 互 不 相 接 。 HE 
” 漠 草 原 的 植物 合 落 受 局 部 地 形 及 土壤 释 化 的 影响 , 也 是 多 种 多 梯 的 。 具有 多 量 的 生 草 

土 型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 如 羽 茅 , 狐 茅 , 隐 穗 草 属 (Cieistogener), 也 是 阿 泵 秦 荡 漠 草 原 的 特点 

(其 他 北 强 荡 漠 草原 也 都 具有 过 一 特点 ) 之 一 。 在 过 庄 耐 旱 的 数 种 芒 类 植物 (Artemisia) 

成 分 增加 ,乾燥 的 程度 增加 , 野 葱 属 (Allium) Hip MAM BES (Caragana), 

Fi (Spiraea) SS4LATAR TS APR, FEA AS SE A A SE ES He 

型 。( 由 山地 灰 钙 土 以 至 典型 灰 钙 土 )。 

Se EE AE TS AE A A, 每 株 植物 都 隔 相 当 距 风 , 植物 也 都 具有 非常 显著 的 旱 生 

特性 ， 坟 乾燥 型 或 肉质 状 的 蔡 科 植物 〈Chenopodiaceae)， 如 猪 毛 荣 局 〈Salsola)， 木 贼 

蔡 属 (Anabasis), *)%€38 (Nanophyton), SRVB (Daioxyoxz)， 傣 若 葛 属 (Eurotia), Hi 

#E)B (Suwcedz)， 角 果 葛 属 (Ceratocarpus), HHH B (Kochia), 3B (Artemisia) 等 估 

AWA HL, UO RATE REE (Recurmrric)， 泡 泡 刺 局 (Nitreria), WEB (Zygo- 

phyllum), 7) 45988, (Calligonum), 入 石竹 属 (Gypsophila), TER MARA ARR 

D , ERB, FAR, 隐 穗 草 属 , FAB (Poa) 等 , FEN RAR PRR 

WE, meme Hh A ELS RE re A eR KES. mechanameaneie 

FRI A se, AAAS Re Reb PT A se 

PASSE TE APE Fe PEE SSR EE RE OB EE DY HE Ly CE SAT A 

Mi FERRARA LFF CRA AS HS LE ASH TE , Bae AE 15 RE NAY BB HS LA fy ED, SE 

AL PY POG HE Ly TP I I PO A, FE A A RS, 但 由 於 气候 、 土 壤 的 影 

OE, FRE a eae LL A, 青河 一 线 , 中 海子 附近 (2,400 米 左 右 ) ， 亚 

高 山 草原 ,日 照 绚 、 刘 度 增高 ,土壤 生 草 土 化 发 育 , 而 混 度 斋 放 草原 植物 的 生长 , SEBS 

RAAB (Festuca) 优势 的 草原 ,向 西北 以 至 阿山 凤 以 上 ,日 光 弱 ,温度 减低 , WA 

增高 ;土壤 草 甸 化 增强 ; 亚 高 山 草原 训 继 起 禾 木 科 和 与 双子 革 植 物 混 生 的 草 甸 草原 类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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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EB 

poe a Ty HE , LM RICO ETERS PY, GG; OAE 3000 ZAR ACT, 4 
TEAR RAAB, FE iim BEG RS A SEE , TER EAE AREA , ERIE, HE 

东南 戈壁 围绕 ; 乾 爆 大 陆 性 气候 的 影响 逐渐 延 和 山区， 乾燥 现象 增长 降水 减少 , ALG 

展 , 森 林 向 上 退缩 , 林 相 稀疏 。 同时 ，, AE BEE ARI ADK PE BEKO, TE RK 

酸 钙 浇 积 现象 向 上 层 移 动 ,草原 组 成 主要 和 坊 禾 本 科 植 物 , BUSES LE fa), ALARA BTS 

草 科 植 物 刘 生 ,新 爸 和 赵 草 名 状 植 彼 ;, 草 原 类 型 , 较 赵 一 致 。 趋 向 於 低 由 乾燥 环 卉 , 芒 类 与 

蓝 科 植物 逐 半 增加 。 在 平坦 谷地 ,水 分 对 植物 的 作用 显著 时 , 受 局 部 环境 的 影响 ; HOR 

WARK, 由 水 混 沼 泽 以 至 趋向 於 牢 荡 漠 状 态 。 植 被 的 复 区 现象 出 现 。 MEIER 

«RR BEER SE RF ,植物 的 垂直 分 人 地 带 , 可 以 清楚 的 区 分 。 

1. 高 山 草 旬 带 

2,700 米 以 上 ;, 山 罕 受 风 雪 雨水 的 侵蚀 , 常 篇 粗 矶 俯 石 地 面 , Ba Re, 其 山顶 

Khe AHKA, DRAB Brest at, REA BH BAe, PBR 

REA ALIS ey LUBE a) a is UR, CEP SE, hi 1 RAEI RE 

fE. AWARE , ALARA, ERAS EER RIAA, OREM (Cobresia 

filifolia), RE (Carex atrata) FA AACOR wR Sy, HAS (Festuca), 委 

[EAE (Potentilla), RK (Sedum), FE 5LR (Saxifraga Hirculuse) IFES (Pedicularis), % 

SEA HEAR SE LC, . 7 

Cabresia sp. + Carex Cobresiformis + Festuca sp. Ys, WOME eh 

BE 75%。 其 他 重要 植物 如 : RRA (Agrostis), PIAA (Poa), SHE (Stellera,) 

WEFRt (Silene), BEA (Primula), 2% (Polygonum), REAR (Gentiana), BAER (Crepis), 

清 雪 草 (Leontopodium) 及 其 他 数 种 薄 科 植物 。 在 大 海子 附近 的 山顶 , BAA AY 

FARA) , KOR AKRR ER CAreneria dispensi) 等 盖 覆 在 地 面 。 

高 山 草 旬 草 原 的 评价 

高 出 草 名 乱 短 草 植 被 ,柔嫩 多 汁 , 是 夏季 的 良好 牧场 。 草 甸 的 组 成 , EM AA 

植物 ,产量 不 高 ,营养 成 分 含 答 维 质 较 高 。 但 草皮 状 植物 ,覆盖 着 地 面 ,能 耐 粕 冀 的 繁复 

瑟 踏 。 在 青河 大 海子 以 上 的 高 山 草 旬 , 因 夏 季 牧 场 广 关 ， 高 山 草 原 多 保持 未 用 , 保留 完 

从 的 植株 。 夏 季 放 牧人 淋 可 大 量 扩展 。 

2, Bey LAE fa) 

2,700—2,400 9K 75 HE ey UE A, | LT ee ES , EE A Pt 9 TRE 

2B EM HIE, 1 oe Br A AS LU EAA SBR AE 2,500 RACAL AS SS ORO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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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 、 搬 移 及 沉积 作用 ,残留 各 种 冰川 地 形 , 如 连续 的 冰川 湖 , U FE Be FR A HE AE 

地 形 ,对 植被 的 生成 ,增加 了 草原 面积 ,由 富 了 牧草 种 类 ,都 产生 了 积极 的 作用 。 亚 高 山 

草 甸 的 土壤 大 和 致 篇 含 碟 石 的 轻 壤 ,二 坏 层 一 般 深 50 厘米 左右 ,下 部 渐 篇 岩石 母 质 , 坡 蔓 

堆积 较 厚 , 士 壤 有 完善 的 生 草 土 作 用 ,土屋 混 润 ,由 棕色 到 栗色 ,全 部 士 层 扰 类 酸 万 反应 。 

草原 植物 以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篇 主 , 形 成 主要 的 中 高 度 草 层 , 可 称 坊 狐 菠 (Festwuca) 草原 。 

基层 刘 以 荡 草 科 植 物 , 因 而 生长 琉 灼 的 草皮 层 。 范 混 生 人 双子 革 间 革 草 类 ,稀疏 或 因 

环境 洛 化 而 片 状 生长 。 由 於 各 种 地 形 缕 化 ,日 光 、 温 度 、 水 分 及 士 玉 情 驶 的 不 同 ,形成 草 

i) GA, HE Fe HARA A 

C1) 山顶 准 平 原 草原 LAB E RR RAA RY AEA a), MERE 

TER AT AAC , AS TS CR YA I), RA AS = , Aa fe) , PARA 

DFR (HARSHA, BRPMERBHAERMS, SRAM EMS 

(Festuca ovina) ， 红 狐 菠 (Festuca rubra), SURE (Agrostis), FH (Helictotrichon), 

HR (Carex), FRBBAR, MSF. HE CArtemisia), HR (Aster), ERBM (Geranium), 

BERE (Phlomis) 红 花 石竹 (Dianthus), RRA (Astragalus), HG. (Oxytropis) 等 组 成 。 

Festuca ovina + Carex Pediforsmis + Potentilla nivea BME, SEEMS 

MF CE DRED, Pe Sis BR TS PE TARE , (FEE HSS, 36 厘米 , 黄 度 75%, — 

平方 米 鲜 草 重量 400 一 500 克 。 候 和 良好 的 夏季 牧场 。 

(2) 低 坡 草 甸 草原 “高山 草原 地 带 受 冰川 的 影响 ,山坡 上 部 常 公 隆 起 坡 , AR UY 

面 坡地 形 。 FERRE LAER, OMAR, 水 分 易 於 流失 。 低 坡 植 彼 主要 篇 喜 

混 性 ,能 庆 应 排水 不 良 的 植物 , 苦 草 需 重 要 成 分 ,能 发 育 知 紧 实 的 草皮 。 主要 的 植物 车 

落 如 Carex atrada 十 Agrostiso alba + Polygonum viviparum BYE, 

凹面 坡 下 部 ,堆积 较 移 的 风化 物质 ,土壤 排水 不 良 。 紧 接 在 地 下 水 盗 出 线 以 下 , Of 

篇 草 丘 区 及 沼泽 地 。 受 局 部 地 形 释 化 的 影响 ， 平 坦 的 草 甸 与 起 伏 的 草 丘 ， 相 互 重复 杰 

1C., DAFA BI 7k AE FE Hh 

(3) 山坡 草原 SAG LN fey RAB RR, BER AYRE SIE RA «= A BES 

BEARS , te SE EE, 因 小 地 形 的 起 伏 , ZEUARITAS SCR RAR RARE, 山坡 

HORSE RIS TE A RAE, SAS, SER FE , AR EL (Alo. 

peculus ventricusus), 小 粮草 (Agrostis stolonefera) {MAE (Elytrigia repens), VAR 

HM, ORE KM (Alchemilla eulgaris), WRK (Geranium collina), @ HER 

(Trollius asiaticus) GAMAEM (Anemone nemososa), HASH (Taraxacum), Ui (Achillea 

millefolium), 砧 草 (Galium verum), BR (Polygonum viviparum) HR (Artemisia) 

SEAR MAYMLRIS: Festuca sulcata + Agnostis sp. + Achillea millefolium YF, 

AR SE Wt BS Hg PE AS; 41 一 54 ok, BEE 75 一 80 %, TRE RRA, 一 平方 米 的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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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坊 400 一 500 克 。 其 中 禾 本 科 草 狐 茅 估 400 Db, ARR NRE ENA 

PAB ih PRT AT, CAAT AS EBS, TT AE ER i AR ARAL SYK, 如 Alopeculus 

Ventricosus + Festusa ovina + Alchemilla Vulgaris ®¥R, PRRBRWR MAB IR 

Sy i FRAT ESE SEE RHE, 7B OKAY Ee FYE 630 克 。 

ey SR Ap AS He LP He, LR BL RE RAR HEAR EE, 常 受 流水 泛 

lie , Ai 22h Fs AEM WAAR, BREA lin Ae Re, FE RRA HEIE _L, AA PER, ip 

FRR RIK TEAR IA) EERE , EVP BEE , KD HE RE, FP PA 

源 细 ;十 层 渐 厚 ,土壤 温润 ,一般 植 物 生 长 茂盛 , 篇 谷地 的 主要 草原 。 泉 线 以 下 ,水温 下 

陷 , 形 成 沼泽 地 形 。 如 在 松 格 克 谷 地 , 泉 线 以 上 草原 , 士 层 较 厚 , 生长 震 狐 芽 型 草原 , 主 
BU DAS UAE BR, BEE TRE (Alchemilla), BR (Rumex), BR 

FA ASR: 

Fesluca ovina + Alopeculus ventricosus + Achillea millefolium BYAFA P MF 

的 平均 高 度 是 41 厘米 , BE 90%, 已 结实 基部 枯黄 , —BARBIA 600% CHI 

APU 500 Fe), RRA AAA, 可 作坊 放牧 场 , AAS ASS, URS 

JAP BSS ee Sh i, AE Fe a EAA ES JR TEE OO EIR AK, RRO P ARS 

SEAS PAPE, Ves PB, FR ae, 

(4) BU QA TRU Ay PAR (连接 森林 带 以 上 的 草原 )， 大 致 是 
森林 破 瑟 以 后 的 次 生 植 被 , RAR, LAS PS SAS I, 概 需 原生 

AAP, 青河 段 的 亚 高 山 草 旬 ，, 现在 埋 主要 夏季 牧场 ,牧草 品质 优良 , 而 且 气 候 清 来, 水 

ARE BWR, 牲畜 在 夏季 放牧 期 间 ， 可 以 充分 肥育 ,然后 下 出 过 冬 。 但 

青河 夏季 牧场 广 间 ， 收 划 富 容 ， 可 以 改善 制 草 工具 ， 租 炽 试 行 割 草 ， 还 渐 培 植 怎 制 草 

Ge 

Be pay LS A RAE SB (Aconitum), AVPEREEL, HSE (Utica) 
Wh BE HRA. TEAEE (Rananculus), PEYS% (Thalictrum) 等 有 毒 植 物 , AREF 

除 。 

3. 森林 带 草 名 

海拔 1,700—2,400 KA FEKAS 

BRR AS HAIG SE BS SEE A , FE BNAS TE A PS HU ES PE BE BY BLK, AT RE DR BE AS BRAK, 左 

Fea is PEARSE HEAR, WTAE SA CEA, ee RES A AE , TT EME 

森林 及 草原 的 发 育 。 人 谷底 比较 狭窄 ,但 因 现时 水 量 小 , 谷底 堆积 不 能 至 部 运 出 , 故 在 森 

林带 谷地 ,河床 两岸 及 坡 积 上 , 仍 有 片 状 的 水 混 草 地 。 ELIA SEAS REE, 森林 带 土 

壤 灰 化 现象 不 明显 ,而 生 草 土 作 用 , 伸 大 林 中 。 一 般 都 有 不 同 深度 的 生 草 土 层 及 淋 游 

导 。 林 下 土壤 ,无 痰 酸 俩 反应。 在 无 林 区 及 阳 坡 的 土 玉 ; 一 般 在 70 厘米 以 下 的 士 层 , 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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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 

ARERISVRSES (Larix sibirica) 纯 林 。 TESP RC SURED, 一 - 般 林 相 发 育 不 良 , 林 限 

下 部 仅 篇 寺 散 的 单 株 , 林 带 位 让 ,森林 亦 仅 乱 片 状 分 悠 。 有 和 缩小 林 区 及 衰退 现象 。 林 相 
稀疏 , 林 下 草本 植 彼 发 育 。 森 林 缺 乏 地 区 ， 发育 篇 林 间 草 名 。' 森 林 分 做 的 上 下 阶段 ， 都 

有 和 狭窄 的 灌木 带 , 下 限 灌 木 生 其 比较 发 过 。 阳 坡 受 雨 雪 侵 鲁 ,岩石 裸露 ,篇 灌木 草原 , 生 

长 灌木 闭 及 稀疏 的 高 草本 及 和 中 灌木 类 植物 。 
(1) 畏 可 菊 灌 木 草原 “林带 阳 坡 左岸 ,植被 稀 下 ， HU SAO gees, 灌木 间 混 

生 舍 灌木 及 六 状 的 高 草木 植物 。 主 要 的 灌木 如 圆 柏 (Juniperus Sobina) , SRR (Spirea 

Hypericifolia) , SAR ( Cotoneaster melanocarpa), 73“ (Lonicera hirsita), }»#% (Berberis), 

SF RTE (Rosa sp.), HPF (Ribes), i (Salix sp), CAETBE) E. FERRE AR WEAR BES ERE 

TED RAE REA, FERRARA, 平坦 地 形 , APRA RBA RH 

Ye AA RACH EES SK AKA LD, 2 PRR IB (Elymus), AH (Stipa), MHF (Fes- 

ucu) , MF (Calamagrostis), 73,8] (Artemisia) BEE , FH AG( Elsholtzia) , Fi Pf (Dianthus) 

EIB (Astragulus), YER ( Geranium) , BERR (Thalictrum) , B98 ( Aconitum) SEK (UL- 

tica) SEEEHEACIE PR , AE RED) , (EA ERK BS , BSE ES AT A 

(2) 森林 带 峡 谷 草地 ”森林 带 峡 谷 , 由 於 水 量 减 少 , RAE MSM ene ey 生成 
谷底 狭窄 的 草地 。 谷 底 泉 线 以 上 的 坡 积 物 上 ,在 混 油 的 环境 中 ,生成 水 泛 地 的 高 草本 类 

型 ,但 面积 小 ,二 落 的 界限 不 分 明 。 主 要 的 植物 如 看 奏 娘 (Alopeculus Ventricosus), “NB 

草 (Agrostis Stonefera), {RAR (Elytrigia repense), FEI (Bromus inermis), FRB 

(Rumex), # (Polygonum) %, FER ASAI AS tii MEL, SI RAR POM 7 EL 

Gi AAA HALA ARNE, ETE AY ARERR ERE, 在 下 游 森 林 草原 的 寅 谷地 出 形成 
一 定 的 霍 落 类 型 。 

洪 积 坡 泉 线 以 下 平坦 地 形 , 水 混成 沼泽 现象 ,生长 友 密 的 水 瀑 植 物 , 主 要 如 苦 草 、 小 

HEPA .水 芝 某 (Tviglochiz Paelustrir)， 梅 花草 (Parnassia Palustris), %6.0%% (Juncus), 

其 他 如 水 蔓 , 酸 模 , 白 车 轴 草 (Trifolium) 等 ,及 一 些 有 毒 的 如 毒 毛 葛 (Ranumculus aces), 

谷地 常 有 潮 混 沼泽 状 草地 , 割 草 不 便 , 放 牧 嫌 泥 党 踏 陷 , 牧 划 的 庆 口 性 低 ; 范 常 出 现 

一 些 有 毒 植物 如 毛 蕊 , 馈 头 等 ,利用 价值 不 高 ,但 篇 冀 敬 往返 的 牧 道 , 放 牧 时 须要 注意 。 

4， 森林 草 原 带 

1,400 一 1,700 米 森 林 草 原 是 森林 和 草原 的 过 渡 地 带 , 但 在 青河 的 低 山 地 带 , 气候 的 

乾燥 因素 延 太 到 山地 的 森林 中 ,使 破坏 后 的 森林 不 易 恢 复 , 在 温度 庆 当 的 环 坊 中 ,森林 

分 人 到 水 泛 地 区 ，, 但 在 森林 破 洁 之 后 , 气候 乾燥 , 森林 不 能 恢复 , 在 过 砷 发 展 篇 水 泛 草 

地 。 

在 青河 山地 森林 草原 带 的 植 徙 是 灌木 草原 。 «| TERE, 在 有 利 的 人 条件 下 ，, 发 展 篇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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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 在 土壤 蓝 基 性 反应 加 强 , 则 发 展 篱 森林 草原 或 草原 。 SEAT AE BIA GR 

fA, 2A, RS GREAT, 组 成 的 绣 稼 菊 灌 木 草 原 。 4A TEE 

岩石 风化 较 罗 的 物质 搬移 的 不 多 , 草本 植 彼 是 比较 发 育 的 。 灌木 草原 发 展 到 山 矿 。 但 

过 圳 生长 了 一 些 乾 草原 植物 ; et AS (Stipa capillata), $keg et (Elymus dahuricus), 

牧羊 狐 薄 (Festuca ovina), FER (Bromus inermis), [ARFIKES (Artemisia frigida) 

等 也 和 逐渐 发 育 。 

低 册 地带 的 谷地 ,雨山 堆积 下 来 的 瑟 炎 物 货 不 能 搬运 出 去 ; 河床 下 切 , 形成 祥 盖 黄 

士 而 有 倾斜 的 河 阶地 形 ,或 形成 较 寅 的 山 间 平 原 , 可 发 育成 需 水 泛 草 地 或 乾 爆 的 河 阶 草 

He, 

C1) 河 附 草 地 ”水 泛 地 以 上 , 以 至 河谷 坡 芒 香河 阶 草 地 ,( 此 钴 草地 在 草原 地 带 亦 

同样 存在 ) 水 量 减 少 , 已 不 可 能 受 河水 泛 汪 的 影响 。 在 什 儿 的 河床 ,降水 很 易 流 失 ，, 受 

”冲刷 侵蚀 , 常 有 岩石 裸露 ,而 且 地 面 温 热 易 评 增高 ,蒸发 力 很 绚 。 土 壤 篇 草原 型 淡 棕色 ， 

微 瞪 性 反应 。 一 般 乱 沙 和 质 壤 士 已 表层 灰 棕 色 ; 笨 粒状 。40 厘米 以 下 炭 酸 钙 反 应 增 纺 ,已 

不 可 能 使 森林 发 育 。 但 在 深厚 肥沃 的 土壤 ,如 有 灌流 条件, 可 进行 农 梨 ， cern rere 

ABLE AY fie] BALIN , BURE BREA EE, 

平坦 的 河 阶 篇 河谷 草地 的 主要 部 分 , BH AY A Se eB iy RT AB I), 青河 的 

河 阶 草地 ,主要 分 篇 三 种 类 型 ,由 高 至 低 , 草 原 类 型 如 下 : 

1) Be pe A Jak Fa LB PF ES A, HE RRL DE BR TEE AC tH PEER AR AB HT , PS AL: 

RAITER AIA, HRI Seto, — AREA RCI. SOR AA EIS, PRA E,, BEE IE 

HE is, ) 20 AKG He PRTG IRE , RCIA HE TS SUPE, LBS, 40 厘米 以 下 ,出 

FARES A RE 

Hay ae, ARE Be es He I, APR, AER SERA A SS, 

i (Artemisia frigida), {RHE (Kochia Prastrata), #8, REARS, WR 

RF, te RACERS. AEN ME RE BL, EBL a PR 

APB A. AAPA BAA. Festuca sulcata + Artemina frigida + Carex Steno- 

phylla 对 落 。 
由 亦 燕 发 量 大 ,水 分 减少 ,植物 生长 低 矮 ,粗糙 多 毛 、 针 刺 , 牧草 的 产量 减低 。 但 由 

OBEN ATI , 营养 物质 比例 增高 , 在 广 间 的 地 面 上 , 此 类 草原 起 良好 的 冬季 牧 

场 。 

2) KERES eH KAP BARRY WIRD, Lee, aM 

BOR VEE , BEER EL, 多 粒状 ,在 深 50 IRD Ant ER ES a, FE 

FSA TEAR HD HE EK ABBE, SESE CASE ( Achnatherum splendens)#, 

Piet Ae Fe ea RE LE SRN A RHE REE (Salsola) Fi, HEAR ATER , 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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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GAFBGE (Caragana), 植被 的 主要 覃 落 篇 : Achnatherum splendens + Festuca sulcata 

+ Artemisia frigida MY, 

HALAS SE HEHE TH , FEAR SEE , 1575 AE , (AR ANAT, HE 

PA, HRS, MEAS, BS EMMA RBA, AME, EMT, B 

BEM fe HRA ZI VER ES. 

ESE HE SUR RO ARAL SE, 土 层 深厚 , i Fa, Pe 

dn BAER TE (Medicago falcata) 生长 茂盛 。 在 一 定 地 段 上 生长 单纯 的 草 层 , ERLE IE 

HBR AEM AUR, 自然 生长 的 黄花 首 蒂 高 度 90 厘米 左右 ， 每 平方 米 的 产 草 

量 和 起 2,000—3,000 克 。 在 同 梯 的 地 段 上 ， 亦 或 生长 白花 的 及 黄花 的 草木 犀 (Melilotus 

al1b5a)， 混 生 的 植物 如 ， 披 龄 草 、 躺 冠 草 、 芒 类 、 泥 胡 荣 (Saussurea), PINAR (Lactuca) 

WIC (Lepidium latifolia) 等 ,在 适当 了 时 期 割 草 , TOUR, WBA RAR, 

割 草 后 的 再 生 草 ,可 用 作 秋季 和 良好 牧场 ,有 仙 富 的 营养 价值 。 

3) MRMRAAMI M7 _LAR, 地 面 平坦 , +A, eR 

PS, RARE, LACE RTS RE KE 70 厘米 以 下 , ATTRA, 根 攻 性 禾 本 

科 植 物 很 发 育 , 生 成 禾 本 科 高 草原 。 

植物 主要 篇 披 龄 草 (Elymus dasystachys), UKM (Agropyron) , Pewee (Roegneria) AM 

茅 , 黄瓜 荣 (Lactuca), EEA (Salsola), WAIA% (Acroptilon picris), XH (Artemisia 

vulgaris), ZE(RAE (Potentilla acaulis), HEE (Corvuleulus) 等 。 FERRE BRE 

43: Elymus dacystachys + Festuca Sulcata + Potentilla acalius MY. : 

phe HC IB ASA ETL , TE TR , SS EER PY A Fe eM, HL BOTA 

De HEA CBE Aik, SEES AE FF FATA FTA BI, 开花 以 后 , 
SE PES I , PEPE TU HIND, 

(2) 水 泛 地 草地 ARIS HCH MASA FE ES OP A, 在 谷底 的 低 处 是 河 

床 。 河 床 久 上 的 阶段 , 由 於 河流 的 侵蚀 ,形成 轰 曲 不 整齐 的 地 形 。 青 河 附近 的 河谷 地 除 

青 格 里 河 的 干流 外 ,谷地 都 是 不 寅 的 。 根 据 证 水 的 时 间 ，, 深度 及 冲积 物 的 性 质 ， 考察 所 

轻 通 的 青 格 里 河 、. 过 拉 特 河 、 察 汗 河 等 河流 的 水 泛 地 草地 , 可 分 篇 四 种 类 型 : 

1) 近 河 床 的 水 泛 地 草地 ”河流 降低 ,河床 下 切 ,新 近 御 遗 秦 的 河床 ,经 常 受 流水 的 

冲刷 和 冲积 作用 的 影响 ,流水 泛 壮 之 后 , 留 有 沙 质 或 浴 泥 冲积 。 水 泛 之 后 , 停 有 浅水 或 

TAT Ge, —- A Le ME THE ZK Tt, 

SR MAHL), EME (Phragmites Communis) We. MRE MRR, HiTE UAT 

Eb, FE aE, DANE KAY ARI) , ATR AE BU (Agrostis), 

ENB (Dactylis), ARFEMIB (Alopeculus), BULA (Lactuca), MER (Elytrigia), 

{BiB (Alisma)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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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 OIRAK, 宜 在 抽穗 前 割 草 晒 制 乾 草 , EB SE HTC, ARI 

i, 由 帮 舍 徐 维 成 分 多 ,和 警 养 价值 不 高 。 过 囊 割 草 时 间 ,经 常 在 花 谢 子 熟 之 后 ,降低 了 乾 

草 的 营养 价值 。 

2) 水 混 地 看 秦 娘 型 草地 ”在 芒 鞋 涨 的 上 一 阶段 , 地 形 平坦 而 有 极 轻 微 的 倾 儿 , 偶 

AiR IK, 但 不 经 常 沽 水 , 在 每 砍 泛 水 时 ， 有 激 泥 层 沉 积 。 春季 地 下 水 上 升 , 则 地 面 存 

Wk, 糠 穗 草 (Agrostis stolonifera) 等 的 根基 分 做 在 浴 泥 层 湾 水 中 , 使 土壤 渐 源 紧密 。 

生长 的 植物 种 类 渐 多 ,主要 的 有 两 种 类 型 : 一 类 是 糠 重 草 (Agrostis stolonifera) 老 苇 草 

(Geranium sp.) 钴 革 苦 草 (Carex spp.) MAMMA; 5 —-MEBAM (Alopeculus 

pratensis) (R232 (Elytrigia repensn) 4B (Geranium sp.) 等 组 成 的 恒 落 。 BAR, 

(I EE RARER DR lid) BE ee EE, ARAL FSS  , AR ARAL FER ALG TK 

IE , 2B IK TEMLAY 1,200—3,000 克 , 水 泥 地 植物 。 侠 草 的 通 口 性 不 高 。 禾 本 科 草 
都 成 花 已 过 ,大 和 致 都 未 利用 ,可 以 割 驳 乱 和 良好 的 喜 草 。 

3) 潮 瘟 地 风 薄 一 优 秦 草 型 草地 ”一般 ， 在 地 面 不 存 水 , 洪水 时 亦 不 易 筷 逐 流 水 所 

Vee Vite , WO ASR AY AE BE, UPAR HE, RU LUT, PRR, BREW AR, ER 

| HELMED, He MEAG EE BES 
HIS HETE AI PACD Ae BO TIE A I HAM a tis BEAK, HERO AAA 

高 草 篇 主 。 SERA eG (Dactylis glomerata), (RAR, BAM, RE (Roe- 

gneria spp.), #42: Dactylis glomerata + Elytrigia repens + Alopeculus Pretensis 2% , 

PRE HS , 7 BL aD , AF SERA AR AR A ABS EBS 110 厘米 ,一 平方 

米 鲜 草 量 篇 2200 FE, HGP ARES Ae, ARBAB oo EE AE (Potentilla), He E 

(Polygonum), PRI (Rumex), HBR (Geranium) 等 关 革 性 草 类 。 Fi RIPE 

草 , 可 调 秽 优 良 的 乾 草 。 提 早 割 草 , 再 生 草 向 可 作乱 优良 的 冬季 牧场 。 

4) 温润 地 车 轴 草 型 草地 在 水 活 地 的 上 部 阶段 ,地 形 平坦 , Bee SR Bk 

排水 不 良 ; 但 不 存 水 。 土 壤 篱 弱酸 性 反应 。 植 彼 主 要 和 坊 饥 息 鞭 性 的 白 车 轴 草 (Tyzfopixum 

repens) ity Ehee (Trifolium fragiferum) 组 成 。 禾 木 科 植物 亦 盛 ,多 和 坊 发 育 需 中 等 

高 度 的 嫩绿 的 草 层 。 主 要 的 植物 篇: 白 车 轴 草 ,草莓 车 轴 草 , HRA, A, PBS 荆 

AB, HAR = (Plantags), PRA, RR, WERE (Inula) 等 组 成 Trifolium repens + 

Alopeculus pratensis 涯 落 ， 在 混 润 深厚 的 土壤 中 篇 豆 科 草 伍 禾 本 科 草 混 生 的 类 型 。 白 

车 珊 草 的 主根 不 土 不 深 , SE EH, RRA RAR PS SEMIS, APES 

BIS , 亦 可 作 放 牧场 。 但 因 在 温暖、 温润 、 寅 关 的 河谷 中 , 宜 先 作 割 草场 , 秋季 再 作 放 

牧场 ,可 以 提高 产 草 量 , 充 分 的 利用 草场 。 白 车 轴 草 及 营养 阶段 的 禾 本 科 草 , Bea 

高 的 营养 价值 ,篇 优良 的 牧草 。 



i42 eRe HR HR A 

(=) #& 区 

ER BR RAG RES FEA, SEE SIG | LS AD St ALP) a, GSS a 

gas , MEAS AICAS QURAN SESEHE, DL A A a , bay A BRAS Ae BRE 

原 带 。 在 森林 带 以 上 , EL AB tet a LE ta) AN RSE, LL ha 

FE PAROLE) , LIS ey TS A Bo ES S| DRY IS AS J 

fo RAHA, EE ALS , CE le)— SP ep i , ER, Be. AA, 

ite IE SAL hy Ae FD BE SAS BS LL oD, FS EE, I Bp ay A A 

HSS. ATIC, PCL RAL. CHAS a ij 1 AS $a EL RE ie BH LL 

部 , 乌 恰 浅 谷 口 附近 的 地 区 ，, 较 寅 广 的 由 间 盆 地 , SEE SSE ER A Wh 

型 ,而 由 小 笑 (Nanoppytom erinaceum), ®G850;3- (Camphorosma Lassingia), WEAR 

(Salsola affinis) 7 ER (Petrosimonia sibirica) “He SURREAL AS HEIR, 在 而 两 

WARS, ERR ARPES HAY RET, 4: SEP OPK , SORA 

PRE AOS MOR SA AR, OAC AY) TH BR 2 ES 

[Sie , BU BEE AS ACA, VORP He TAM fy HR Ae BANA) HE ORG UE A AO A, 森林 

带 以 下 的 灌木 草原 , CEPTS HERE AIRES. 森林 带 土壤 ,主要 仍 乱 由 地 灰色 森林 

证 。 森 林带 中 草地 的 生长 , 较 青 河 区 茂盛 。 乾燥 对 森林 的 影响 已 不 显著 。 LAE 

察 发 育 , 准 平原 化 山顶 不 如 青河 区 开朗 ,高 草本 植被 不 很 发 育 , 茂盛 的 狐 茅 草原 已 不 多 

见 。 水 草 科 组 成 的 短 草 植被 范 围 伸 展 ， 阳 高 山 草 甸 以 上 贡 间 谷地 的 潮 刘 草 丘 及 低 坡 的 

草 乒 划 较 发 展 。 芒 岗 富 若 草原 ， 气 候 稍 瀑 漳 ， 牧 草 生 长 惊 夏 ,但 夏季 草原 不 如 青河 开 
归 ,牧草 的 饲养 价值 似 亦 较 羔 。 

1. 更 高 山 草 名 带 

RG HS A ETA GE, 阿 油 塞 汪 的 森林 上 了 上限 约 乱 2,400 米 , 以 上 简 显 高 山 草 色 带 。 

山 陡 受 强烈 的 半 绝 风化 作用 及 长 期 的 冰雪 侵 估 。 TBE Hh eRe, TE Na 

志 突 出 在 顶 罕 。 同 时 ,机 械 风化 的 物质 , 流 襄 堆 积 在 谷底 ,使 上 部 形成 寅 关 的 U 字形 谷 

地 。 而 在 南 朱 斜坡 则 形成 凹凸 的 坡 面 ,都 征明 富 藉 山地 冰雪 倒 创 比较 题 著 。 由 坡 面 入 

较 小 ,岩石 棵 露 , 叫 坡 宽 关 ,向 下 延伸 到 和 谷底。 同时 低 坡 堆积 深厚 的 粗 竹 风化 物质 ， 地 下 

水 位 上 升 ,在 泉 终 以 下 , 呈 沼 漳 现 委 。 由 於 低 坡 与 谷地 地 形 的 楼 化 ,水 位 继 动 , 影 必 植被 

Ay A, 平坦 稍 高 地 面 形 成 草皮 ;而 在 低 混 起 伏 的 地 形 , 生成 向 未 充分 发 育 的 草 丘 。 植 

物 以 根 葵 发 育 的 水 旧 科 植物 乱 主 。 平 坦 的 草 甸 阶段 与 草 乒 阶段 相互 重复 而 生 。 草 丘 以 

下 常 乱 草 沼 习 , 涝 水 水 沙 主 要 后 长 相 葬 苦 草 (Carex), FED H CJuncus), ETE (CRanun- 

cenlus), MAK (Alehemilla) Fe Xs aD. eee Hl Ae Re A A OR A 

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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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高 出 草 甸 的 平坦 谷底 , PEAK AU eh, PRS V 字形 狭 谷 。 在 平坦 

瀚 瀑 的 谷底 ;一般 篇 水 草 科 的 短 草 植 彼 ,发 育成 10 厘米 左右 的 根 葵 草皮 层 。 土壤 上 层 

有 大量 千 腐 及 未 腐 的 有 机 质 ,颜色 由 棕色 到 黑色 ,向 下 有 沫 层 的 泥 痰 层 及 黏 二 层 , 50 厘 

米 以 下 ,有 沉积 的 蓝 灰 色 湾 至 化 ;全 部 剖面 无 碳酸 钙 反 应 。 植 物 主 要 由 苦 草 类 和 组成 草 多 

植被, AME PRAIA BB (Agrostis), WWE (Festuca), KYA (Triglochin) RMB 
Ai Pyke ESE (Potentilla), WAKE (Alchemilla) , HERR (Sanguisohba) , 47 (Dianthus) , 

WBE (Taraxacum), WEAR (Gentiana) FW HERE, Be) SHE ， 
3 WHAah. SEMEBRWAEB: Carex sp. + Agrostis + Potentlla BY, SEW, 

BRAKE, BBS RAE SE 10 厘米 左右 ,， 糠 重 草 的 高 度 亦 不 过 15—20 

米 。 在 已 放牧 过 的 草地 上 每 平方 米 的 产 草 量 狗 130 克 。 

， 在 组 和 的 谷 坡地 ,土壤 仍 很 庆 混 ,植物 生长 繁茂 ,水草 科 植 物 仍 乱 重 要 的 成 分 ;组 成 

“ 汰 部 的 草 层 。 阳 坡 的 重要 植物 如 狐 薄 属 有 数 种 ,其 他 如 糠 穗 草 , 山 地 猫 尾 草 (Paleum), 
PARE (Alchemilla), BR (Achillea), 看 麦 娘 (Alopeculus), F¢3EIBEZE (Potentilla) ， 

.紫苑 (Aster) BS. EEA ARATE he ENE (Potentilla fruticosa) ， 轿 线 菊 (Spirea 

Hypericifolia) 及 野 蔷 蕉 等 。 灌 木 六 间 篇 繁 密 的 草本 植 徙 。 隅 坡 的 植 彼 主 要 篇 : Festuca 

sp. 十 Carex sp. + Alchimilla Vulgaris 如 落 。 谷 坡 植 彼 生长 繁 密 , 芋 度 狗 80%， 乱 中 等 

ey ROIS, We ES 25 厘米 ,兰草 高 度 亦 过 20 厘米 , 轻 度 放牧 过 的 草原 ,每 平方 米 

FER ER 330 52. 7 | 

He We ER SES, BA Se eR, ey 

TREE 

2. 森林 带 草 匈 

在 海拔 2,400—1,700 米 乱 森林 带 。 上 部 山形 平缓 ,河谷 寅 间 , 河 床下 切 不 深 。 自 阿 

锡 塞 讲 以 下 ,河谷 爸 狭 ,河床 下 切 形 成 V 型 谷地 。 柯 威 浪 伍 哈 耶 尔 特 河 虑 流 之 后 , 河谷 

宽广 ,河床 移动 而 形成 宽 间 的 阶地 。 在 过 一 带 , 降 水 充足 ;森林 分 佑 由 谷底 以 至 山顶 , 阳 

Di BE BR PADRE SF, KARR, TEP PRE, FER PRR RHE 

APRA. 在 林 下 发 育 的 十 让, RRKBAMRZE, EAA. 一 般 情 

驶 ,土壤 表层 有 根 攻 性 植物 组 成 的 草 甸 层 , 有 生 草 化 现象 。 向 下 和 赵 沙 质 坏 土 , THe 

造 , 棕 灰 色 , 酸 性 ,土壤 全 部 剖面 无 类 酸 钙 反 应 。 
BE PRR PRE EE, REPRE, 主要 篇 落 革 松 (Lerixz sibirica) BEER (Picea 

oborata) MARMIEACH, 而 落 革 松 篇 主要 成 分 。 林 下 植 彼 ;在 谷 坡 下 部 , PEARY 

灌木 层 , 向 上 灌木 减少 。 EE KA PARE AMSA, 土壤 有 当 泽 化 

现象 ,而 在 林 冠 稀 朴 处, 则 渐 发 育 篇 草本 植物 的 草 旬 植 寥 。 在 落 革 松 和 伍 云 杉林 强度 的 欧 

于 下 ,灌木 稀疏 ,灌木 的 种 类 主要 有 忍冬 (Lonicera) Bh , #5 i (Rosa) BE, RR 



144 Tt e BRR E 

(Ribes) 及 柳 (Salix) %. PAPAS RA AR, TEAL — ERR AH, 

Ap AL, Hy (Calamagrostis) > wit (Cyperus), BG Fe Ho, 砧 草 (Galium) , 

AW (Equisetum), $2) (Veratrum), “+P CHalacleum) 等 。 HE BAKA AGREE 

[ik FLAS Py i aT IS , MEAG HY te) A BE, FAA PEA. 

EPR EMMA , GEE PF) BE SER WN PR (RBM IS 7A RA Be HAR Sa A ee AA 

$e, HARARE BY 2 FRE HO ALR A te) ‘om 

. 草 层 密 , 完 至 覆 破 地 面 , 苦 草 高 度 篇 25 JK, 9646 Be 52 厚 米 ,每 平方 米 的 产 草 莉 

篇 550 克 。 林 中 草地 常 篇 片 状 分 做 ,在 不 同 地 区 ,有 时 生长 繁盛 的 山地 攻 尾 草 (Phiexz)， 

HARE BEM (Helictotrichon), P¥3 (Calamagrostis) R#LB (Polygonum), FARA, th 

4 (Vicia) 等 ,组 成 以 禾 本 科 篇 主 杂 类 草地 。 地 形 的 释 化 , 常 组 成 不 同 的 草地 类 型 。 

河谷 中 及 林 下 常生 长 一 些 有 毒 或 有 害 植 物 , 0 HA (Aconitum), $7 (Veratrum), 

FPR RE (Delphenium) 及 酸 模 (Rumex) FH ARAM HAR Hi, RE, 对 亦 草 场 利 

FB AR aR. 

森林 带 草 名 , OEE BR, HR eS ES. HEH 

SETS AAAS , FTES, BR A SAB ED A , PS AK BA 

Ail FAR PERE , BE EDC, BAN ASE BT, TE RAS ; 

ALG A SATE , ES REL eS Ty A a, , PT RE OS Pd HO De EB RE 

WS (tk, BRS PRA OR, PEALE EE. ARE, RAE. PPA RAL 

RE, WMH , oS A AE. 

3. 森林 草原 带 

(1) 河 阶 草 原 在 河谷 较 宽 间 的 部 位 ,如 柯 威 河 微 哈 耶 尔 特 河 星 合 的 河谷 ,由 大 断 

层 、 陷 落 及 水 位 的 释 化 ,使 河床 逐 移 ,河流 沿 断 层 下 切 ,形成 层次 旺 明 的 阶地 , A 
犊 河谷, 发育 篇 明显 五 级 阶地 。 在 每 恒 的 阶地 ,沉积 了 深厚 的 碟 石 层 , 又 履 革 了 不 同 厚 

度 的 土壤 。 高 层 阶 地 ,冲刷 较 重 , 土屋 念 水 也 就 念 显得 乾燥 。 低层 的 陆地 ,形成 期 间 较 

近 , 东 和 经常 受到 上 层 阶地 的 冲积 ,十 层 较 厚 。 想 有 河 漫 潍 阶 地 软 常 良 油 ;其余 各 层 阶 地 ， 

神 旺 有 乾 爆 现象 。 因 了 土 康 、 混 度 的 关 傈 ,各 层 阶地 的 植被 有 显 落 的 继 化 。 

1) 下 阶地 草原 TEE AY PP HAE TT SHE PT FERRE 

Fi’) Sb Od: , AL ez 4) LES PE PL, Fe SEO, A Oe Te A A A 

Tea Ls ME ed ae Oe ee ae LCE ta ee ee 
Dastylis glomerata + Achillea millefolium + Geranium sp. ®¥%. 

[* Pee Ha TAR PY SE EG Hh, AS , RETA ER EB 

的 高 度 在 85 厘米 以 上 , 著 草 的 高 度 需 33 厘米 ,每 平方 米 , Hehe AOE HOMES 335 HE, 

收 划 的 产量 高 , 沽 口 性 良好 , 震 重 要 的 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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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 阶地 草原 在 过 圳 中 阶地 包括 中 段 数 层 阶 地 。 地 面 平 坦 , 相 卷 阶地 有 轻微 坡 

度 。 一 般 有 较 厚 的 冲积 黄土 居 , 土 质 轻 将 ,有 灌 训 条件 ,可 以 型 种 篇 农田 。 植 彼 计 稀 琉 ， 
量 生 植物 源 趋 增多 。 FRE (Artemisia frigida), REMAX (Stipa capillata), FEI 

(Festuca szlcate)， 篇 主要 植物 。 其 他 因 环 境 释 化 ,成 分 多 少 不 同 。 MEMES SE 

BEE SRE oh, EBA WEB: StipacapillatatFestuca sulcatat+ Artemisia 

frigida YE 中 附 地 植 破 的 组 成 ， 篇 乾 草 原 关 型 。 REUSAKSRM LS, hE 

已 成 金黄 色 的 草 层 。 MER BERE RT, AER 40%, AA BS 82 WOK, MS oy 28 厘 

米 , 蕊 类 数量 不 多 ,每 平方 米 产量 乱 140 克 。 中 阶地 草原 ,牧草 质量 高 ,篇 重要 的 秋季 牧 

Be 

3) 高 阶地 草原 “高层 阶地 乱 早 期 沉积 , EEA MPR, BARRE, 地 下 水 位 深 ; 地 面 
水 分 不 易 保 持 , 植 物 伸 根 在 矶 石屋 中 ; 略 呈 乾燥 现象 。 植物 略 淅 稀 芯 , A RS AE 

RAAB, 重要 植物 如 局 穗 冰 草 (4gropyron Cristatum)。 肥 羊 
Ft, IK BK (Sedum), 泥 胡 菜 (Saussurea), B28 (Allium sp.), BERGA (Echinops) , #8 

# (Scorzonera) 等 组 成 : Agropyron cristatum + Festuca sulcata + Artemisia frigida ag 

Ve RiP EEO 09 DR, ALE Be» REE BG IE AS 40 J, MUR AAS 
ASU, eR ee. —PAKRM ERS 112 55, 可 利用 篇 秋季 牧场 。 中 间 

混 生 一 些 旱 生 植物 , 如 莫 刺 郑 、 景 天 等 ,利用 价值 中 等 。 

(2) 由 间 丛 地 草原 在 广 半 的 由 间 冲 积 平 原 , 如 柯 柯 图 海 ， 柯 斯 套 等 , 地面 一 般 平 

坦 而 有 轻微 的 倾斜 ,但 由 於 局 部 地 形 的 改 释 , 而 使 土壤 及 水 分 发 生 复 杂 的 爸 化 , Ges PEE 

境 因 素 更 密切 地 影响 到 植 彼 的 类 型 和 分 伤 。 如 柯 柯 图 海 , 柯 斯 套 等 冲积 平原 的 较 高 阶 

段 , 基 本 上 是 大 上 故 草 甸 的 分 爷 区 ,但 由 於 中 间 小 地 形 的 购 化 ,形成 多 数 的 碟 形 小 盆地 ,使 

水 分 流 注 , BARR, 在 同一 山 间 训 积 平原 的 地 段 上 , 发 生 了 复杂 的 植物 社会 景 磊 。 

过 庄 的 植物 重 落 ,是 新 生 的 ,随时 受 环境 人 条件 改 释 的 影响 , 娠 落 是 不 稳定 的 。 

1) 沼泽 阶段 草地 AR AAU, co i OK, ARS ERA eh 

FEHR TKS IRIE RR. HRA KATE RAST i oh, 一 般 

ABE REARK, Bsc wRe HATA ARABS. FR FER Ai, 由 水 

中 到 永 演 ,主要 的 植物 是 : Biki (Typha anguslifolia), 77% (Scirpus palustris), P34 

(Eleochoris palustris) , 

沼泽 中 植物 组 积 单 纯 , FR EAE, BR ARS ts, AP PRE AE A eI 2S 

(Triglochin palustris), i (Alisma), FRU>H (Juncus), KEK CRanunculus) 等 , 生 

emikh (bm eK, A Ree PRK, A oe ES, A 

DCA , We ae eS, 

FEY EBS _E EB MAK EK AO RI eH, ARRAS, RR, 排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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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Re ERC AE, ACAI TKS ADAG Ii), Ae Hie TT ee 

FARAH. 如 水 演 植 物 粗 革 苦 草 (Carex), =$RIT (Scirpus), WEAMIE (Agrostis), 7K 

ER (Trighochin), AWK (Eguisetum) SF, BMS HRB ,大致 篇 植物 的 营养 部 分 , 覆 

MIE AS 909 , 一 平方 米 的 草 量 篇 1630 克 , 草 质 粗 历 , 但 可 收割 栖 盘 乾 草 。 
在 粗 革 苦 草 以 上 的 潮 混 阶段 ,生长 高 株 的 禾 木 科 植物 ,如 看 亦 娘 , Be AE 

OG ,如 山 复 豆 (Lathyrus), 4 WRAL (Lotus), BEAR (Melelotus), 944622 (Geranuim). 

旋 覆 花 CUnula), “PRR (Heracleum) 等 ， eg ay, BK Alopeculus 

pratensis + Agrostis stolonifera MY, 

RACAL DBE, Ae EE , SE EH, eA EW hE 5 90 厘米 以 上 ,一平 

方 米 的 草 量 过 1320 克 。 HARA Dy en ERLE (Calarigrostis Pseudophrag- 

metez)， 亦 成 片 生 长 ,高 度 175 WK, 一 平方 米 的 重量 过 2,100 克 。 MOG A oF 

质 〔Heraclermm dissectum), Fc PRBCE, 特别 发 育 , 高 过 2 KAA. AAPA AH, 都 可 

制 镭 乾 草 ,营养 价值 良好 。 

在 碟 形 盆地 的 帝 称 略微 乾 爆 的 地 区 及 冲积 平原 的 平坦 混 润 部分, 篇 禾 木 科 根 茜 性 

秆 物 发 育 的 阶段 。 混 生 的 植物 主要 如 披 瞪 草 (Elymus dasystachys), FERRE (Bromus 

inermis), UK (4gropyromz)， 其 他 如 黄花 首 菏 ， (Medicago Falcatre)， 草 木犀 (Me- 

licotus), WEBAE (Inula), RGAE (Cirsium) 等 ,主要 粗 成 披 瞪 符 落 。 
2) 乾 酒 的 碟 形 地 草地 ”和 贫 地 圳 已 乾 酒 的 碟 形 地 中 , 由 周围 流入 的 冲积 物质 ， 含 有 

大 量 的 芯 类 积聚 在 低 处 ,形成 酸 壮 化 土壤 ,一 般 都 有 白色 的 厚 旷 皮 , 万 成 疏 奖 的 表层 ;, 亦 

或 篇 沉 积 的 千 土 , 释 和 起 谋 硬 的 地 面 。 由 有 於 电 类 积聚 ,温润 状态 亦 现 生 理 的 乾燥 现象 。 植 

PoVAGE fit WRAY b FEAL (Puccihella), 早熟 禾 (Poa), Pele He (Elymus), RRM, WR 
( Atraplex), RAE (Chenopodium), i (Suacda), 3% (Glycyrrhiza), HERE (Statice), 

AEH (Artemisia), VENA (Saussurea), 7B HLPI (Plantago depress) FRMAR: 

Puccihella sp.t+Aneurolepidum angustash+ Glycyrrhiza uralensis MYR 

4 BYE TE He a TE tA EP, AL AG IE AY, bgs vals 

IF, RH , ANTE HA, SEE PE KARA, 

3) 河岸 草地 ” 柯 柯 图 海 ( 库 秤 特 河谷 ) WC BE CS TAT FF) 等 谷地 ,河岸 都 有 

DEN BRAK, 分 做 稀疏 的 樟 木 (Betula), YEREKS (Larix siberica) FiB4Z (Picea oboro- 

ta), 伐 林 和 后 的 河岸 , HTT TAY ME Pi AR), | FER AR a, te ES 

1, RM ALi 44 UR) A= EO , De A) SEE I OS SES BR EH A, 1H a PSK 

TA KASEI AS le) , Wy SP ICAR & 

KAA PIA NP EAT, PISANI (Agrostis), MARS (Dactylis), FRR 

草 (Bromus), Bish pie tt (Elymus) HB, Aapwe>, MRA AA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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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 Hin SE (Achillea millefolium) , ERE (Poteutilla) , 野 油 荣 (Brassica), 

HWE, FEI (Galium), BEBE Unule), RI (Artemisia), FW (ITre)， 牛 防风 

(Haracleum) 等 ;大 致 乱 高 株 植物 ， 盖 度 狗 篇 75 9 , 一 平方 米 的 产 草 量 过 580 克 。 此 种 

高 株 关 革 植 物 ， 在 植物 奉 落 的 组成 中 相互 的 关 傈 不 大 ， BSA EE, OMAR HE 
期 利用 创 用 意义 赦 大 。 

FER PRS IPE , HIG A i AREER A ARE A ,形成 儿 本 科 草 地 。 RE 

PEARACARD CBE SE B91 BEE , PE Sy, CBB ASHER , fal FA RAR SS 

ETT ASA DK 5 5 PSSST TIE TR, BRAG Es TARE HO TICIS BE Hh, CER HOA jap 

| BE ICES KE HARE 

4. 草原 地 带 

1400 KO PRIS, FESR UH A oka, 有 微 形 起 伏 的 准 平 原 

面 ; 东 有 近代 冰雪 侵 刍 的 地 形 , 生 成 山地 草原 类 型 。 和 癌 内 篇 守 尔 次 斯 河 老 河床 所 流 经 的 

陷落 和 爸 地 ;如 卡拉 不 和 鲁 棍 ,十 尔 共 等 盆地 。 在 盆地 的 存 水 部 分 ,生成 芒 董 渡 及 水 刘 草 地 。 

. 低 平 部 分 ,冬季 积 雪 , 夏 季 雨 水 流失 ，, 发 至 需 乾 草原 。 向 外 流出 的 谷口 ;流量 不 大 , DIE 
OP RAS BEES , BU AP EASA RE BS EE, PE SSE RMB RAE, 

ERT UH, WS ERIK, 使 地 面 水 分 容易 流失 或 彼 燕 发。 (eS 

PEAKS ,使 于 六 中 淋 溶 物质 向 下 涂 透 。 AURA LEA KAI, KF 

TS TRA ATE GET: , HU EK , BAS SAR, AE ABH AS Hb, EE LJ AS FP PENCIRE FE 50 JH 

KACAT WHAT ROSY BR, 现 龄 性 反应 , WARE LACHSA, MORIN (Fe- 
stuca suleata), fet WH (Stipa capillate), fi-F3p (Calamagrostis), JKR (Artemisiafri 

gida), S23 (Asher), BERR (Echinops), EERE (Salsola), IRE (Chenopodium), 

#532 (Eurotia ceratoides), Wik Bi (Epiedra) RRR (Lepidium latifolia) 等 组 成 

Festuca sulcata + Stipa capillata + Artemisia frigida 4%, 

ACRE i PARI HEHD , FA RZ SH RASH , A RS RRS —— ( K ochia Prastrata) , 

PEAT Se Wika PERE (Calligonum sp) Sec MEDS, FACIE, HUIS, ASP, 

BEBO RGR SHIA, ARR. CULAR A, OS, NES, 

PEWS, AM RPREBEIRHE. EEE (Spirea Hypericifolia) SHEAR RK mH 

加 。 
向 南 流 出 的 山谷 ,以 至 饲 恰 洁 口外 附近 的 地 区 ， ALAS SERA, 沟 底 河流 以 上 ， 

VERS AP RE, ARBRE SLE, CERN A EAE EE, FS in JS BI TR BE AP 

S JAS SEGKA WHA, TERED LRH, BAB Ae AA HR 

RE EBT LLL HE ES WOE PS, REE Ee DE BE SLA A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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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E 

1. 亚 高 山 草 甸 带 

阿 泵 泰山 森林 的 上 限 以 上 , 欧 在 2,300—2,700 米 , 是 亚 高 山 草 旬 类 型 ,在 亚 高 山 草 

多 地 带 , 花 岗 岩 息 构 成 山 有 版 的 主要 岩石 。 地 形 纵 慢 , 冰雪 侵蚀 不 很 题 著 , 夫 致 保持 着 老 

年 地 形 , 在 准 平原 化 的 山顶 上 ,有 利 於 亚 高 山 草 甸 的 发 育 。 而 在 淮 平 原 面 发 展 的 高 原 冰 

川 , 向 下 侵 邹 乱 寅 坦 的 醒 谷 , 亦 使 亚 高 山地 带 的 地 形 , 寅 闫 开朗, 阿尔 泰山 机 富 广 关 的 夏 

季 牧 场 , 山 项 准 平原 的 扩展 篇 重要 的 基础 。 在 亚 高 山 草 甸 ,由 亦 地 面 的 广 关 , AeA A 

成 也 有 释 化 。 在 山顶 的 平坦 面 上 , 篇 在 矶 质 溥 层 土 上 发 育 比 较 完 善 。 一 般 有 十 数 厘 米 

深 的 生 草 土 恒 , 标 色 、 混 润 , 合 碟 粗细 不 等 的 砂 壤土 ,无 千 构 , 锡 30 厘米 左右 韦 礁 状 母 质 

层 , 混 润 , 淋 溶 作 用 弦 烈 ,土壤 微 酸性 反应 。 全 部 剖面 无 火 酸 钙 质 聚积 。 OMA 

Bey LLY SS fe) AE EN , 2 EAS BAS HL Py 5) EE BED ie EAC , ACA 

MARIE AH — RETR BERR, DHE BR oR AR, AR 

SHR AT ee, BRR. AL ARG REAR CAlchemilla vulgaris), WRB 

PE HAD , BG IEE fh , WD ABE Ee BEE RS A eR, Be LA fa) , PES I 

iL) TEBE BA, AS ERR hi HDF Ke, 

Be fay FLY He fe) AY EB AS ASA, eS AY Si Ee SB ty RA HZ, 向 上 水 草 科 植 物 到 

渐 增 加 。 在 侵蚀 题 著 的 地 区 , 兽 维 (Areneria) , 繁 缕 (Sellerie) 、 点 地 梅 〈4pdyosace) 等 

数量 增加 , 篇 垫 状 植物 生成 的 开始 ,植被 逐渐 过 滤 篇 高 山 草 名 类 型 。 此 外 更 稀疏 的 生 其 

(Polygonum alpimrr)， 著 草 (Achillea millefolium), TAK (Alchemilla vulgarisg) , 

BRK (Potentlla) SIERMF—-UKRME I, LAER AY WY: Festuca sp. + 

Agrostis sp. + Carex Pediformis @Y%. 

(a) PA SI, AE, RAS ARI, SE (Festuca) 篇 主要 

BH, ARIK Alchemilla vulgaris) WHIM , 3 % FF A: i) A) AREA HE AH, BER 

fa) BEAR: AEE. A ko EAE (PAleum alpine), VIR AEM (Helicto- 

trichon) , Ag FEW (Alopeculus), YER CGeranim callinum), HAR (Achellea), FIX 

(Galium) ， 地 检 (Sunguisorba), 及 ziziphora clizopodioiders， 唇 形 科 的 一 些 植物 等 粗 成 

Festuca sulcata + Alchemilla wul1garir 十 Carcex spp. ®Y¥&. 

SFM A AS HG EA, EE ISB gH 30 TAK, FAL 20 JK CA), 

WHEE 85% , 一 平方 米 产 草 量 120—300 克 , 是 亚 高 山 准 平原 面 上 的 重要 草原 类 型 , 主 

更 的 夏季 牧场 。 草 层 季 嫩 多 汁 , 更 斋 认 牛 盈 饲养 。 玖 胡 草 在 草 层 中 数量 很 大 , HERE 

中 等 ,对 於 草原 利用 , 略 有 影 叶 。 

高 草本 草包 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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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ERA ERIE EVE, REC PRAISE AIR ALAFIA OK, EES BAL EY ey BS 

Hi), ARRE RAD D AE RD EAH. BERRA AA A Mi 
带 不 寅 , FENG i LRA AK Fa PE, TB BE AH TS PE 7S RH RK, 1 HE 

fECERSAG IF) , Be AA SIRS RAPES (Dactylis glomerata), BE 

娘 (Alopeculus pratense), XLIN3 (Festuca rubra), ASEM YR WRB SR, 

$08 "F259 (Paconia), Ft (Dianchis), BEBE (Phlomis), 4238 (Osiganum) 等 植物 
和 组成: Dactylis glomerata + Achillea millefolium + aidnaaaciie vulgaris BYR, 

Al SEAR PRIS AYR AP HB BY, HL PT HE, ts, 主要 禾 本 科 

杂 类 草草 旬 类 型 。 HE 60 一 80 多 ， 交 脚 草 平 均 高 90 厘米 , 著 草 高 50 厘米 ， 一 平方 米 

的 产 草 量 得 300 一 400 克 。 在 高 草本 草原 篱 森林 带 以 上 的 优良 割 草场 ， 在 放牧 期 间 可 

DA le) LEAT BRE 如 征用 作 放 牧场 , 常 不 能 充分 利用 。 

高 草本 类 型 的 上 部 , 常 扇 有 灌木 ,或 发 育 乱 灌 木 草原 ,主要 的 灌木 篇 颖 和 线 菊 (Spirea 

Hypericifolia), 732 (Lonicera), Bf #5 7% (Rosa), LaF (Cotoneaster malonocarpa) 

等 ,灌木 闭 间 生长 繁盛 的 苦 草 (Carex) KE, RA SMD. 

2. BRAK RARE fa HB 

[A] Fl ASR ERK BRR EE fe] AP PACE 1,200—2,400 2K, 现 有 森林 的 分 作 下 限 已 

题 然 降低 ,但 森林 带 下 部 ,林木 已 经 稀 朴 , Bae WIA LEE, Ha ARPA, RE, 

使 森林 草原 的 过 度 不 很 清楚 。 演 喜 的 植 破 是 中 生 的 高 草本 类 型 , 是 森林 破坏 后 的 再 生 

FR, FEWEARIESEP , 由 於 水 分 的 充足 ,如 林木 幼苗 得 到 保 访 , 森林 能 以 恢复 。 但 在 森 

林 长 期 破 境 ,植被 覆盖 稀 玻 的 ,十 壤 已 生 草 土 化 , 旭 森 林 的 自然 恢复 ;已 属 不 易 。 在 过 些 

HES, atk RAGA TP BK, 将 要 长 期 的 保持 灌 本 景观 或 释 篇 草原 类 型 。 

森林 破 培 合 ,林地 的 自然 条 件 , 无 花 在 混 记 和 温度 方面 ,都 顺 认 草本 植 彼 的 旺盛 改 
育 。 一 般 篇 高 草本 植物 ,主要 篇 禾 本 科 草 类 , 由 共 放 牧 的 影 都 , 有 些 地 区 人 双子 革 关 革 草 

类 亦 很 发 育 , 根 蔡 性 植物 亦 渐 次 发 展 。 在 过 一 地 带 的 另 一 特性 是 灌木 草原 发 过, 植被 的 

类 型 人 释 化 复杂 , 由 於 温度 的 增加 , 半 植 被 的 分 佑 演 亚 IB AB 

C1) PIS fa 

BRYA AS Tee BRK AE EE PASSER , TET 1,700 KRUL_LISAT VERE BAH IRR 

BRIA FEAL PR TSS BER SLL A ACY eK, LAGE DDG (SOE) 

SP, PURDUE , AA RES BASIE, (P.tremula) FUSMRCHTER JE 

FETE OPK ICA FP BNC ek 25 A RA, AER SE HE, SE EAS GE, BP ERY 

STEM CN AAR A. a CHAM EAE, SEE AAW RRA, 

TERRA ERD, PARES IM, CER SE RI ARE RAE YE BE HS RP, AE EAE 

(Chamaenerion angustifolium) , KLEE RYEAGG EM , FFE, IAS SRA M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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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 AGRE PERL AR, 如 : ~Chamaenerion angustifolium + Polygonum viviparum + Sp- 

hagnum Sguarorum Yk, 

Fa PEE BEA ACRE 及 大 株 关 全 植物 的 乌 用 意 闵 不 大 ， 到 些 地 区 的 草木 植被 很 

DER HEH Fl AA, 

1,800 米 以 上 ,在 阿古 泰 山 的 西北 部 , 常 有 宽 谷 或 山 间 盆地 出 现 ， fn A HE 

ELA A RTT A A Td Ee Ye ACESS He, CA, WR LE, SET A BE 

FRY PRP He, FEC Ly HAE AS RAS DE ACA EH, ee AS AR Ee 

SMM BRAK. APR, IPRS be OP aE Moe ft, 棕 灰 色 , 10 厘米 左右 的 

WR ABET, 以 下 有 大 团 粒 构造 , ERR RH ok, TEVA, BA, 

著 草 、 列 衣 草 、 鸡 嘴 草 ; 红 董 及 不 很 发 育 的 灌木 ,如 轿 线 菊 、. 野 车 葵 、 红 枸 子 等 ,组 成 5Carex 

Pediformis + Festuca Sulcata YR, 

PK PAY BOR ARSE EAS HARA i, 7B AK AS HE Be hae 150 区 。 Same bk RCE 

用 作 牧 场 , 但 草皮 层 及 生 草 土 的 发 育 以 及 林 中 的 放牧 , 均 不 利 於 幼林 的 生长 = 
寅 谷 阳 坡 及 冰川 沉积 的 阶地 ,有 由 套 侵 蚀 , 石 碟 襟 露 或 下 滞 千 谷地 。 在 阶地 冲积 较 

厚 的 土司 , SHENG IBS, HEAPS: Festuca sulcata + Alchimilla vulgaris + Carex sp. # 

落 。 

在 过 种 土屋 厚 的 阶地 中 , 潮 混 的 环境 中 , 则 有 六 状 的 标 穗 草 及 由 富 的 著 草 (zc21ea 

sibirica), BESO DES, 在 侵蚀 的 和 谷 坡 及 石 碟 露出 的 阶地 , 则 常 坊 灌木 草原 ， 潍 

ARES 4& AE HE (Potentilla furticusa), FEBS MUR: Potentilla fruticuea 十 Brumus 

inermis + Carex pediformis ™%. 

VF) FB SPEIER, TS AS EARL, RIAD I, AT EMR SE I TA, A 

等 所 组 成 的 各 种 草原 类 型 , 亦 用 篇 重要 的 夏季 牧场 。 

在 混 润 的 狂 谷 及 林 相 局 部 破坏 的 山坡 ,如 交 拉 塞 , 生 长 篇 高 草本 植 破 ,网 薄 草 \ 椒 穗 

草 等 分 作 在 很 高 的 山坡 ,生长 由 富 的 关 革 草 类 Z, 基层 主要 和 龟 苦 草 类 , SERA YAS Da- 

etylis glomerata + Achillea sibirica + Carex sp. BYE. 

SH FE Si HS HCA HED, SEE EE, RADA MG RE 90 厘米 , 著 草 高 45 厘米 ,全 平方 米 的 

PEM 350 一 409 Fe, MORE PRE, ETL, SA, TR PL He , REA CE 1B. 

HA BC , ACPD 19 AR FED FA 

(2) PRA 

(58) FH AE Ly, —- AS DR A A BR, Tl ER, SEE EA I BRAK PR TTT SA AE A 

HE Ai, BCE AF i EE A OT, Aen BE AG Ae SE His FAA: FE tee LE HAT HC 

量 的 坡 积 物 形成 深厚 的 土屋 , TEA A EK SE 

40 厘米 以 下 , 淋 溶 作用 减低 , 汤 有 喘 酸 反应 , EP RPV MAR. 山坡 下 部 ,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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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AS SEB, EAE FE AR, 主要 的 灌木 如 轿 线 菊 一 一 (Sbirea hypericifolia) 

最 多 ,其 他 如 小 蔓 (Berberis), EF 254% (Rosa), LaF (Cotoneaster 1zelazocidster), 茶 项 子 

(Ribes), BA (Lonicera), BBA (Sambucus), DAH WACAR EY ELE, 2 ISS 

渐 向 坡 上, HRA, 数量 减少 , RARE RUG AS , Te ASH RS SEE ae 

ty, WA PURE EMEA ABE : Spirea hypericifolia + Berberis Chinense + Rosa spinasis- 

sima RG | 
Ty 4 EES LSE, ER OG EEA, TT, AL ERI, HEAR 

5 EO, PEAS TH A SHY, EEA AREY, URL Re PRS, SERA 

TE HADIRAGYEIE, BIL, BAR (Galium) , HAW, SAG (Aster), BARRE (Prune | 
lla),, KR (Rheum) SH, FEAR RAAB kn: Festuca sulcata + Artemisiasp + 

Carex Stenophylla 74Y, 

Fe ASH BY AY BS PE HK) 60% , 大 部 篇 高 株 植 物 , 狐 薄 高度 50 厘米 以 ， 蕊 类 高 45 Jed 

米 ; 一 平方 米 的 草 里 锡 220 一 340 克 左 右 , 灌 木 草原 量 的 体 富 , 成 需 重 要 的 秋季 牧场, 牧 

草 品 时 亦 极 和 良好 ,而 大 部 的 灌木 如 轿 线 菊 , 红 枸 子 等 , 亦 篇 羊 、 马 、 履 驼 所 嗜 食 的 植物 。 

3, BOR 

(ep FAS NT LL AT BI AA, FRE AG ey AY) br EHH I, CE br EH Tee PY a SE a Be PE 

用 的 抵抗 力 不 同 , TBC a a A Hh BR EY Hh, fe) SL LP BE, JE eR 

伏地 面 。 由 片 麻 岩 、 石 英 岩 ,花岗岩 等 主要 岩层 风化 生成 的 粗细 物质 , AR RE SD HEI 

洲 带 ,冲积 需 粗 和 厚度 不 等 的 土 层 ,土壤 由 沙 壤 以 至 轻 壤 , 基 层 乱 花 岗 岩 , 片 麻 央 等 母 质 
的 碎片 ;表层 大 致 由 棕色 以 致 灰 棕 色 ,无 结构 ,土屋 30 EDR ACA, BRIE, I) FAK 

Mem. 在 前 山地 带 的 忱 称 ,主要 篇 山地 草原 类 型 的 河谷 草原 。 草 原 类 型 伍 青 河 

前 山地 带 很 相 类 似 , 但 山地 草原 的 景 而 已 更 明显 ,由 花 土壤 水 分 及 莉 类 的 关 傈 ， 牧 划分 

佑 刘 杂 ,草原 类 型 界限 不 能 分 明 。 

C1) 羽 芭 一 狐 薄 草原 ”阿尔泰 前 山 丘 陵 地 区 及 出 前 起 伏 凹 陷 地 形 , 由 前 山内 的 蒙 

格 谷地 以 下 至 距 宦 尔 洲 斯 河北 岸 不 束 的 地 区 ,由 山地 草原 类 型 向 前 趋向 亦 乾 燥 的 荡 济 

草原 过 站 关 型 。 过 囊 的 草原 在 阿 委 泰 山 的 隐 坡 ,， 紧 降 山 前 乾燥 大 陆 性 氛 候 及 平 线 的 地 

FE RGAE TG RSE, GRRE BRA, 乾 草原 植被 篇 稀 芍 的 趋 於 乾燥 的 类 型 。 

在 加 地 草原 地 带 , $CCEAASE (Stipa capillata), WN (Festuca sulcata), yk #E( Agro- 

pyron cristatum) iis Gi (Elymus), At Andropogon Ischaemum), “FARE AYES 

成 分 , 但 在 出 前 台地 乾燥 起 伏 的 地 形 上 , 2K re SARAH a eS , eK (Artemisia 

frzgida)， 伏 地 腐 CKochia Prostrata) ,f§ 524% (Cerotocarpus arezaits)， 有 些 地 区 生长 一 

些 灌木 ,如 优 若 世 (Eurotia ceratoides) FH, BEM RAPA: Stipa capillata + Arte- 

misia frigida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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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AAR PRAT UMA, RRMA, ETC), MPA RHE 

RUE AK, TAROT A FH. AA RRA, 生成 水 泛 地 及 阶地 草原 , 植 秘 

类 型 有 复杂 的 稳 化 。 

1) 坡 巷 草 原 前 由 地带, 山坡 平缓 , RA NE, RRA, eke 

的 流失 及 燕 发 ,表面 现 乾 燥 现象 。 坡 获 绥 和 ,有 士 壤 覆 盖 地 区 ,主要 篇 芒 类 植被, 矶 石 裸 

露地 区 , Hl BLA SEAR UE AE, 代表 的 植物 替 落 篇 : Spiacea hypericifobea + 

Artemiesia frigida + Carex pediformis YE. ' 

FER SEMA , SEIS SE (Festuca), {RHBI (Kochsa Prostrata) 

$3242 (Cerotocarpus arinarius), #OREASS , FEYEARGEP, SMBS (Supa), ke 

(Agrgpyron), Rk (Ephedra), A532 (Eurotia ceratoides) Fike RIA, 植物 稀 政 ， 

ARE PEE He Ti , PE RCH AK , BLE BE FA EAS. 

2) HEME SERED OREN DL Eee 

Rh, ROR, PRB. RAI, 表土 30 MKT, ARH, 

AS RERPS RRA. SEA ASP AR He BEE TE BE 8 AE EE A, SEEK PE 

地 形 的 影响 ;草原 植物 常 有 片 状 的 发 生 , SE BE AS IE EE ( Achnetherum splendens), #7 GF 

(Sophore alopeculoides), 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Jt tn ERE, FEE PSI 

TREE. PEE (Circhorium intybus), BERGA CEchinops), 紫苑 (Asier altaicus). RH 

(Lopidium sibiricum), Kf (Malva rotundifolia), AASB (Atraphaxis lanceolata), 

(BA5% (Eurotia ceratoides), PRB (Ephedra) “EVM: Achnetherum splendens + 

Sophora alopeculoides + Glycyrrhiza uralensis 你 落 。 

EL FHS AB iE BE BE A He) 9S BAS: , AS PRAT EP AS ERR JEJE RCEE OA EB, 昔 

辟 根 等 分 佑 在 较 低 湿地 。 茂 苛 草 原 中 的 牧草 ,一 般 都 可 分 别 割 像 乾 草 , 富有 营养 价值 ， 

唯 现时 均 未 进行 割 草 , 留 在 秋季 放牧 。 阿 策 泰 县 河谷 旱 农 ,大 部 是 对 用 茂 茂 草 甸 oo 

3) 根 茜 类 植物 草原 ”水 泛 地 附近 的 河 阶 , 由 亦 土 玉 性 状 及 水 分 存在 的 情况 不 同 ， 

草原 类 型 释 化 较 大 ,而 分 做 界 限 不 分 明 。 在 潮 混 阶段 , 由 伦 水 分 不 够 ， METAS GE BREA: 

Fe, AAA iio i , AR OSE AE, TT RASA ON A, TERRE 

TE TRH, FERRARI , TAR TERT, ONT , SE EAS EE (Bromus 

inermz), TR (Elymus), WER (Roegneria). ‘Ie (Achillea sibirica) FE RRAR 

(Potentilla anserina), hit (Galium), BAER (Medicgo falcata), BERR (Urtica can 

abiea), ETE (Leonurus), RE CArtemasia vulgare) 等 组 成 : Bromus hiermis + 

Elymus cibiricus + Achillea sibirica 78%. 
MEME AY HITT , ESE REE , PEEK) 90% , EME MAGE 95 MOK, BAG 70 厘米 ,一 

平方 米 产 草 量 过 960 FE, BL ARE BE AR AS a CH, ME A PY SSE, OAS Rt, ACRE IE 



中 国 科学 院 新 疆 烷 合 考 察 除 1956 年 草原 报告 153 

价值 降低 。 

4) 芒 介 潍 ”流水 以 上 及 浅水 阶段 , VERDES A RAR AR EH AEP EB, 如 

谷地 寅 间 ; 近 水 地 段 乱 薄 草 科 植 物 分 人 的 带 状 地 区 ,其 上 篱 单纯 的 芒 董 尾 落 。 如 水 泛 地 

(Carex), JEP (Phragmetes coz27ati1215) ， 糠 重 蔓 (Agrostis stenofera) BR (Achillea 

sibirica) F. ARVE HOA) Ey HEBER SE ES eH ERE A, Be 

fA SS. SARS RR PEE , AACE CL eR Ph , BAKO KA 

OK 1 Fe AS , SR JH , HE AER GEE, BA EAE AB ICE , 已 现 大 黄色， 

警 养 成 分 更 加 损失 。 
5 水 省 地 草地 ”谷底 水 演 ;, 泥 沙 淮 积 ,河水 洲 流 。 水 生 植 物 主 要 如 水 瓯 〈Sczrtrr)， 

iti (Typha), 黑 三 棱 (Sparganium), HGR (Alisma), FAWH (Carex), PISEA 

| (Epilobium), KES (Haglochin) SERB 7k AD, AERIS, tal BME Bio. 

=, Bay Bt 2S LL AE 

PYAAR LU OL THEI a LB AS PS A, 在 阿尔 泰山 的 梯级 地 形 
HB, 面前 彰 地 ;隆起 很 晚 , 上 升 不 高 , TERETE AOEAR Te LR ah ZR ER, 形成 

了 广 天 的 末 全 平原 而 ,更 因 断 异 作 用 ,在 有 地 上 形成 若干 地 蛛 。 但 由 藉 地 层 和 羞 石 性 质 
的 不 同 , 在 过 个 广 关 的 古 闽 人 鲁 平 原 上 保持 了 -一些 不 规划 的 亚 乒 和 侵 鲁 的 谷地 。 WA 
十 费 阿 熏 泰 山 的 地 形 相反 ,是 起 东南 狗 1,300 米 向 西北 逐 潮 降低 到 700 米 左 右 ， 因 而 
使 降 葡 可 以 流出 。 过 个 平坦 的 梯级 地 形 , KI AE A, KET OBO RA 

地 。 夫 棵 榭 附近 是 上 下 育 地 的 分 界 。 过 个 界限 沿 着 阿尔 泰山 东南 坡 芍 向 北 延 续 , BE 
了 面前 台地 。 由 奇人 台 黄 草 湖 向 东北 进行 , 猎 将 军 戈 壁 , 化 石 榭 进 大 不 深 的 谷地 (六 标 横 )， 
HAAR) LPAI A EL AHO, WARES, 哈 拉 哈 斯 ， 吴 卡 兴 以 外 的 地 区 都 属 
E-RAt HERED HEA A, P-EMH SAAR, 
绪 姜 着 由 现代 石 矶 和 砂 士 组 成 的 涛 层 士 壤 , PRCA ee, 第 二 
PAWEL ITA He, IZ Lt AS CREO HO, HELE 

ASEH. 

(—#RSRR 

1,100—1, 300K LU BURERUA Fy SA RAS th, HO A RE, 向 
F , HAE ORAS Jk Ee OE BE: OE a, FE EU AC BE A 
SEAL, SUT EBERR{RAGHBIEZ, HA WEEE OM 55 HOT YB (Lite BE EME, ECS LL HOR 

ny He GE EG SHH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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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ALAS TE AE aL, 92 TS 5S PR A AS HE £8 A, PS A 

PRE, RRA HS FE 10 JR OK AE AAS eR A FA, EAA PME, 

mG (Stipa orientalis), MKh3 (Festuca Sulcata), PRE, (Artemisia frigida), (RR 

(Eurotia ceratoides) , Fiiii(Orostachys spinosa)", {QRMHPYRIL: Stipa orientalis 

+Festuca sulcata + Arte-misia frigida MY, 

FEDER 17S 6 fh TT EF Be AE HIE , TRE HR, BY AE REM ER RE CMS 

(Stipa capillata) “We REPEAT HAD, 1 Ic Re A, 

BEAR LAP 45 oe HEAT , (ATE HRI EE, LAR ASHES’, We ih BN EE 

Wit 4) FS eH, 

Hy FRYE TR EY , FET LAR, “ASEAN SPREE @ OHA, AE 

篇 灰色 , ASE RES, ME 25—30 OK, HEAK, 黄 度 25%, HE—PAH KM MARS 80 

AA RPE MA 50% Db, ERK HRS, BAERS. 

FE BEAU BIE PUPA AY ORE Bee, fe) AL ea SB EY) H]AA SE TR, aah hd 9S HE BR 

fa), Fa PN RAS, FE A PB, Be, Ee, ee Sa 

WE, RARSSAH RAT P+ aL, SHEAR AY A Hy, en AE, A, PAHS 

(Caragana), Wk (Ephedra), FEB (Atraphaxis), VF, WS, Heh BAAR 

PBT IM, 如 假 木 贼 (Anabasis), ME (Zygophyllum), BESS (Peganum), 
匙 革 草 (Statice) ,但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数量 已 渐 减 少 。 

在 灌木 六 间 生 长 一 年 生 短期 植物 ,如 角 果 昔 (Cerotocarpus arenarius) , RII Ko. 

chia), FEE (Solsola) EF, FORM RAHI, ERKERS ERE, SOA 

(Ir RR FR 

2 ARLE EAT, HE 1,100 CTE a AC Ce A 
MB 500 BRO, Ri BAERS PR OCARSUCA pA, OR eRe TR 

的 风 积 地 形 。 在 广大 的 沉积 平原 上 , 地 形 楼 化 是 轻微 的 , 有 风蚀 的 平坦 石 质 戈 壁 , 有 平 

坦 的 乾 爆 秋 重 的 黄土 沉积 ,在 地 面 轻 微 起 伏 的 低 丰 ,形成 沼泽 入 泽 。 而 在 乾 爆 的 风 积 

物 上 ,发 生 下 烈 的 风蚀 作用 ,形成 连 线 的 沙丘 。 下 接 淮 格 泵 盆地 的 中 部 广 漠 的 由 西北 向 

东南 延续 的 坊 岗 沙丘 。 

在 激烈 的 大 陆 性 乾 爆 气候 的 盆地 庄 , 由 认 地 形 \ 水 分 及 萎 类 的 的 释 化 , 成 篇 土壤 生 

成 的 重要 影 史 ,形成 石膏 的 黄土 的 、 跟 质 的 欧 席 土壤 。 

台地 以 下 ,有 些 地 区 存在 着 深厚 的 黄土 状 沉 积 层 ， 长 期 的 风力 及 雨 雪 的 全 包 ,黄土 

层 上 形成 波状 起 伏 的 地 形 ,发 生 权 微 的 沟谷 侵蚀 , 亦 或 形成 局 部 的 碟 石 面 。 在 黄土 层 上 

Pe Fi RAK AE, WS, DR DS A, I RR, 土壤 表面 即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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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 的 痰 酸 踢 反应 ,向 下 有 石 宫 质 的 结晶 。 发 育 乱 稀 朴 的 荡 漠 植 彼 , SE BERGHE, “PME 

木 及 一 年 生 短 期 植物 ,如 酚 琵 柴 «= (Reaumeria soongarica), 25% (Eurotia cerotoides) ， 

“= CNanophyton erinaceum), 3A$A (Haloxylon ammodendron), 麻黄 (Ephedra 

prezewalskii), GABA (Atraphaxis lancealata) “RRB (Artamisia), #95 SE 

(Camphorosme Lessingii), AHEAE (Convulvolus gorlschokii), #§7E2R (Solsola affinis, S. 

Rsgida), #85232 (Cerotocarpus arenarius), R=E38 (Petrosimonia), = BE AS MK: 

Reaumeria Soongaria+Eurotia Ceratoides + Artemisia sp. YS 

7 在 黄 寺 状 沉 积 层 上 ,在 春季 降水 及 冰雪 融 解 之 后 ,土壤 混 润 ,而 温度 渐渐 增高 ,发 生 

夏季 的 短期 植物 ,在 夏季 酷热 而 极度 乾燥 , ED EL CRASS, 完成 生命 的 循环 。 秋 季 亦 生 

长 一 些 肉质 肥大 的 一 年 生 蓝 科 植 物 , 有 鲜 昭 美 天 的 果 幕 。 黄土 荡 汉中 的 植物 ， aS ZK a 

的 缺乏 ,可 用 春季 及 冬季 的 牧场 ,灌木 盖 间 短期 植物 ,更 能 增加 牧场 的 铀 用 价值 。 

在 阶地 以 下 , 受 风力 及 水 力 的 侵 创 , 形成 石 质 的 碟 面 , 表层 士 壤 有 强烈 的 类 酸 钙 反 
KE 其 下 有 薄 层 的 石 襄 结 晶 ， 极 显 乾燥 状态 。 主要 的 植物 如 小 莲 (Nanophytor erinace- 

um), Whsa (Ephedra), Y>4538 (Calligonum sp.), (4582 (Eurotia Coratoides), EAI 

(Anabasis sp.) SF IRAE. 

Bi A Hy sre 

oH ay VRE AEH, AR Ke BE, (EER ES, wee 

HARV, BiH BEA, BS HUCAIARERER , ROAR], 27k aE 

10,7 PEAR RIB SRO, BRE, PUR Se, AERA +, ER 

PRA RAVE. BDA eR, 种 类 少 , 极 稀 疏 , 延 能 生长 一 些 能 耐 

RTA Ay, ERM AR AHA eB =(Suaeda), HAM IN (Kalidium), ARR 

. (Halostachy), 42%% (Halogeton), PAGRAE (Halicornia), M8 (Petrosimonia), Y%& 

#2 (Atoiplex), TRE2 (Chenopadium), EEAE (Solsola) SE, HARA HE (Achnathe- 

rum), %3 (Aeleropus literalis), YEHIAE (Saussurea), YaYas| CNitraria sibirica), 

EAR (Statice), BEDAR (Halimodendron), PAE (zygophyllum) 水 芝 荣 (Triglochin), 

YEFLEL (Glaux) 等 。 

四 。 Bal Ra a Act 

[a Fl AS He SSE I PRE AGA Ae EE, RE Pa AS 

Fee NT FE SOT 8 EE ZB Ji ASEH BAR ET A) LS Bae BS He FAO Weed BS ET LE AS 

Jie ALLL iy SSR A AB Yat ey LSE Co ea ae BE PRE A 5c A AY EB Ji «BET AS wa 

明 的 高 山 草原 。 东 南部 地 形 渐 低 di FE EC ISR TS EG BB FE JH AY FP Fe AR A 

fe As PAE LL Bai ey Be a IZ Be RE RS fe) BR, APH, Be aE, Dk A)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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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 MRA HE, CEBERY AOAT EE , BEIT PS VEE BLE A 12 A SESE Ok AT A 
SUSIE BHR AATEAED, FERED EA, FER SSR 
一 订 类 草草 甸 。 在 前 山 关 谷 , FAC ASHE GE BAS AS He AY Te] PE HD, TE 
乾 爆 的 平 坡 主要 般 僻 虹 的 羽 荡 一 一 狐 苦 草原 。 山 前 剑 侧 平原 ， a 
AED HEME, CURA HAY EAS EE KR aoAwSq 

阿 泵 泰 在 梯 状 山地 及 大 陆 性 乾燥 气候 环境 中 , 发 育成 显明 的 植物 垂直 地 带 。 租 受 
乾燥 因素 的 影 咯 , 草原 的 界限 逐渐 上 移 , 而 森林 破坏 之 后, RARE, ARR 
大 ,森林 和 与 草 原 的 界限 洒 不 明显 。 东 南部 与 低 山 带 , 乾 爆 的 影响 更 形 显著 ;， 华 荒 漠 植 被 
已 渐 坎 侵入 而 向 上 移 。 草 原 的 特点 ,都 直接 影响 到 草原 的 利用 和 畜牧 业 的 发 展 而 区 
WE MES ,夏季 有 充分 的 牧草 , 山 前 平原 植物 稀疏 ,冬季 收场 极 感 不 足 ,使 阿 泵 泰 草原 在 
畜牧 业 的 利用 上 必须 全 其 他 地 区 结合 利用 。 

(J 放牧 场 的 配合 利用 
阿尔 泰 草原 的 利用 主要 需 游 收 方式 , 有 四 季 收 场 的 划分 。 夏季 牧场 利用 森林 黎 以 

上 的 高 山 草 原 ， 冬 季 牧 场 利 用 前 山 的 乾 草原 及 山 前 荡 漠 草原， 春秋 收场 篇 由 冬 场 转 叉 
夏 场 及 由 夏 场 转 信 冬 场 的 过 滤 收 场 ， 利 用 森林 吉 以 下 河谷 草原 及 森林 草原 ， 了 轩 间 短 
促 ; 各 2 个 月 左右 。 山 区 受气 候 的 影响 ,降雪 早 (10 月 初 旬 ) Ti PEE, HE De HART AS 
Fe, AL Fee Oy A LL I IAS SAB Zea (6 月 下 名 至 9 月 上 名 ) 的 放 收 暑期 , be 
骆 碟 的 草原 不 能 充分 的 利用 。 而 冬季 牧场 的 利用 ,和 性 畜 由 11 月 转 大 冬 场 至 翌年 4 月 移 

出 ,有 五 个 月 放牧 的 温 綦 时间， 在 乾 爆 环 卉 未 能 旺 距 生 其 的 草原 及 荒漠 植物 , BE 
性 冀 其 期 集中 放牧 ,自然 草原 的 草 量 生产 显 然 不 足 。 依 季节 游 收 , 随 自 然 生 产 而 利用 草 
原 , 冬 牧场 的 不 足 , 使 畜牧 业 的 发 展 受到 极 大 限制 。 现时 阿 泵 素 区 草原 利用 的 区 划 , WR 
部 如 青河 , 富 乱 各 县 ,冬季 冀 妥 偶 中 北 塔 山 草 原 放 牧 ,西部 如 阿尔 泰 ,布尔 津 ,富海 ,哈巴 
河 及 吉木 乃 各 县 ,冬季 牲 慢 华中 际 饥 泵 放牧 。 夏季 高 由 牧场 有 很 大 的 洲 力 未 能 充分 利 
用 ,而 冬季 牧场 仅 能 勉强 蕉 持 现 有 性 瘟 的 放牧 。 Ys 

春季 放牧 , 受 地 理 条 件 及 水 草 的 限制 ,逐日 FEMS hy ATES 
体力 极度 消耗 。 TG TAT A RR AER EE TE MT | Bae BE 
AEA, HITE 4 一 5 JASE, PSM HEE , TE PDE MEME A BO 

Es HEE REE BB EPL a, DA AE, 直到 
DASE, AL IRE DEA ME 3 一 4 He, PC eG LTE EAS , IAC 
散 未 定 。 和 进入 冬 场 ,牧民 一 般 均 定 居 一 不 ,冬季 和 需 固 定 牧场。 

在 目前 对 草原 白 然 利 用 的 情况 ,解决 冬 场 的 不 足 , 三 当 延 长 夏 场 利 用 时 间 ， 充分 利 
用 高 山 草原 ,而 高 山 草原 剩余 的 册 富 牧草 , 股 明 有 极 大 洗 力 未 从 发 挥 。 同时 ,必须 延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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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S, HAE BIS HY Fl ER, WAR ME, 另 一 方面 ; 应 当 提 前 绵羊 
的 配种 时 期 ; 羊 礁 在 早春 央 羔 , UGE AR AL AUER ATE AE, (RB RU ah 
而 能 充分 的 利用 高 山 草 原 , 以 合理 的 利用 草原 。 

YT AR CRS, BO, 而 冬 场 限 亦 低 山 及 山 前 平原 地 带 , BO 
GSE? ARE, 天 然 草原 夏 场 与 冬 场 生产 力 的 配合 比例 未 能 平衡 , ESA 
然 情况 , 音 牧 业 的 发 展 必 受 限制 。 合 理 地 利用 草原 ,必须 连 合 附近 的 沙 饥 秤 山 , 北 塔山 
才能 成 篇 完 整 的 收 区 。 今 后 草原 的 利用 , RMA, OBR, wee AS 
场 ;一 部 冀 改 停留 在 前 谷 河谷 ,准备 栽培 及 灌 浙 条件 , 培 杆 人 工 草地 ,河谷 的 开 歼 ,必须 
是 首先 建设 饲料 基地 。 冬 场 扩 充 , 阿 页 泰 畜牧 业 将 可 更 大 发 展 。 

(If fe = B 

Bal PAS Bi HAS AEE a Re CATA A, i, HER REE, UR 

BNE WOVAAL ERIE , Ae aH ES Ta PH He EWE, MR FSD, RAS , RS 

HTL 5 BZ WS LP VGH ACA APE ea I A A Hg 
WE, DARED ER YAS Efe BL 

(ef PH TR, CR BG iP BR, AT RB 
SK, HR PREEALAASE RT. FALE 8,9 ARSE RCHA, 
KREG, RARER PEARSE RAE, BEI, 便 
SKB, HOSS, A, Ee BO, N,V 
生 素 等 更 大 量 损失 。 GHAOPRE ETE, ERROR. 
乾燥 通 程 中 未 驾 醚 酵 及 微生物 作用 。 植物 的 芳香 气味 很 低 而 双 常 有 霉 气 ， STA 
性 降低 。 今 和 后 应 提倡 提前 制 草 ,在 禾 本 科 收 草 抽穗 开始 开花 , 豆 科 收 草花 董 初 放 序 进行 
制 草 ;而 制 草 线 的 再 生 草 在 秋季 人 向 有 放牧 的 价值 。 

Bea eS Bd AH AS I BS AE a HEE RR ARG SR VES ASE BPR 
SIMA, WARE ER, BE, MARR, 使 性 畜 在 春 寒 时 期 有 
补充 乾 草 , 独 补 务 场 不 足 。 对 於 改进 畜 莉 ,篇 羊 提前 产 闫 也 有 了 物质 基础 。 在 乾 草 数量 
AA HOE 5 MEAG Be SH BBE BI DIMER ENT 

(=) 进行 草原 调查 规划 及 改进 放牧 制度 

阿 策 泰 区 摊 有 广 间 遇 富 的 草原 资产, RS, 竹 畜 数量 一 直上 升 。 1956 年 多 有 各 

楼 性 冀 120 万 焦 左 右 , 较 解放 前 增加 了 2 倍 。 和 从 草原 面积 及 草原 生产 力 估 计 , 半 畜牧 业 

发 展 淋 有 极 大 的 湾 力 。 符 了 仅 量 地 发 挥 草原 洲 力 ,合理 利用 草原 ,应 进 行 一 系列 的 草原 

改造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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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e Rn Mee a ee ee ee enn, ele ek Led 

分 佑 ,草原 生产 力 及 利用 的 可 能 ,能 初步 的 掌握 现 有 草原 资源 。 根据 草原 资源 , HA 

地 竹 畜 种 类 ,数量 及 分 做 情况 ,进行 草原 初步 的 规划 。 明确 的 划分 割 草场 ， 准备 牲畜 越 
冬 的 补充 乾 草 。 直 分 四 季 牧 场 ,特别 要 充分 地 利用 广 关 的 夏季 牧场 ,使 草原 能 均匀 的 利 

用 , 失 进 草原 利用 牵 而 不 使 草原 圳 退 ,能 及时 地 供 答 畜牧 业 发 展 的 需要 。 东 在 有 休 件 的 

草原 地 区 ;进行 农业 改进 的 技术 措施 。 

阿尔 泰 草原 的 利用 ,形式 上 内 有 四 季 收 场 的 区 分 ， 但 仍 篇 粗放 的 自由 放下 ， 收场 上 

FEB RAE NTE, TER TC ERED, 草原 衰退 已 有 显著 的 踏 象 , BME 

Uj F958 Fe LLY AX fa) , FARE CAlchemillia vulgaris) 类 等 广泛 的 繁盛 分 作 , 已 能 司 明 草原 训 ， 

退 的 显著 跌 象 。 在 畜牧 业 水 步 增 涨 的 情况 , 草原 的 容 音量 必 更 增加 。 利用 牧民 仙 富 的 
放 收 纸 验 , 在 四 季 牧 场 内 逐步 地 进行 划 区 输 笋 。 在 收 民 合 作 社 及 互助 组 的 基础 上 ,整理 
畜 者 ,改进 放牧 日 的 时 间 和 放牧 技术 。 使 输 牧 区 内 收 划 的 生长 能 以 恢复 ,和 经常 保持 草原 
牧草 的 优良 品质 ,减少 性 畜 的 体力 消耗 , 增进 性 畜 的 生产 力 。 根据 收 民 的 现 有 基础 上 ， 
使 牧民 更 逐渐 走向 定居 游牧 的 方式 ,畜牧 业 稳 步 地 向 前 发 展 。 

(四 ) 农 牧 车 合 建立 饲料 基地 

阿尔 素 冀 牧 业 主要 依靠 天 然 草原 ,但 草原 生产 力 的 分 配 不 能 平衡 , 夏 场 宽 合 而 利用 

蛙 间 短 , 冬 场 牧草 不 足 而 漫长 的 放牧 ,篇 了 药 取 冬 草 ,牲畜 范 需 长 途 跋 涉 , 营 状 物 质 主 要 

利用 於 冬 春生 命 的 维持 奥 体 力 移动 的 消耗 。 篇 了 牧民 的 定居 而 游牧 , 篇 了 供应 冬 草 促 

进 畜牧 业 的 发 展 , 应 在 低 山 宽 谷 及 山 前 平原 条件 庆 宜 地 区 谋求 农 牧 生 产 的 结合 。 如 布 

俩 津 以 上 的 海流 潍 ,清河 县 的 请 河 , 及 查 干 河谷 地 以 及 饲 偷 古 河谷 地 , 都 可 定居 而 进行 

农业 栽培 。 现 时 前 山 一带 洒 有 黎 东 农业 生产 的 发 展 ,但 以 阿 泵 泰 洒 宜 的 畜牧 业 环 境 , 草 

原 逐 当 搞 展 的 趋势 ,无 论 本 区 的 旱田 农业 或 么 殖 的 灌 洒 农 地 ,都 应 以 铜 料 生 产 篇 主要 目 

标 。 在 匈 料 输 作 制 中 培植 人 工 割 草场 与 放牧 牧场 , 逐步 建立 饲料 基地 。 DATE Rae 

区 工农 业 生 产 的 活动 , 在 秃 料 输 作 制 中 草地 期 以 后 栽 培 食用 作物 , 是 能 供 库 当 地 消费 。 

如 在 良好 的 畜牧 业 环 境 , 不 创造 畜牧 业 发 展 的 条件 而 企图 减低 畜牧 业 的 生产 ,而 路 津 津 

於 粮 食 生 产 或 考 感 农作物 产品 的 外 有 运 , 都 是 违背 自然 条件 而 吾 作 的 不 适宜 的 生产 计 

划 。 

阿尔 泰 地 区 有 我 国 天 然 野生 的 最 优良 牧 划 ,， 禾 本 科 类 如 看 变 娘 ， 身 脚 草 ， 猫 尾 草 ， 

IM EDR , RAEN , 披 饼 草 等 均 篇 栽培 的 著名 牧 革 ; 山区 的 狐 茅 草原 , 草原 地 带 的 羽 茅 一 

狐 茅 草原 及 玖 茅 一 灰 莲 草原 类 型 ,都 是 繁 导 而 有 优越 营养 价值 的 牧草 。 野生 的 豆 科 收 

草 如 黄 首 箱 ,黄花 及 白花 草木 犀 , 白 车 机 草 , 竹 车 轴 草 , 态 豆 草 , 百 有 版 根 等 ,也 都 是 栽培 的 

著名 牧草 ,在 当地 自然 环境 都 能 繁 司 的 大 片 生长 。 依 逢 些 优良 多 年 生 牧 草 的 自然 生 基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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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 性 适当 地 配置 在 饲料 轮作 的 生产 中 ,; 收 革 可 以 诚 厨 的 生长 ,产生 大 量 的 蚀 料 。 而 以 当 
地 的 气候 土壤 环境 ,有 些 牧 草 可 以 割 草 两 次 , 而 有 些 牧草 如 看 麦 娘 等 , 割 草 后 的 再 生 草 
则 更 需 良 好 的 放牧 划 。 通 当地 计划 轻 营 , 蚀 料 输 作 中 生产 的 牧草 ,可 以 充分 地 供应 畜牧 ， 
业 发 展 所 需要 的 冬 草 。 

根据 阿 泵 泰 的 农业 生产 环境 及 初步 生产 的 经 验 , 大 部 粮食 作物 由 族 类 , SE, SET 
以 及 玉米 ,大 部 蔬菜 作物 由 甘蓝 类 , 豆 类 , 茄 类 以 及 瓜 类 ， 都 已 栽培 成 功 而 能 仙 启 生产 。 
农业 的 生产 除 充分 地 供给 食用 , 范 可 部 分 的 作 需 个 料 。 在 良好 的 畜牧 业 基 础 上 ,适当 的 
进行 农 牧 业 和 结合, 建立 饲料 基地 , 冀 收 业 的 发 展 无 苍 在 数量 上 ,质量 上 ,都 可 大 量 的 计划 
发 展 , 以 现 有 畜牧 业 的 情况 ,牲畜 的 数量 可 以 提高 数 倍 。 

Il. 天 山北 坡 及 玛 秽 斯 河流 域 草 原 类 型 .分 佑 及 其 经 次 价值 

一 。 森 林 草 原 带 -0---eeceeeceeneceeeceeeceeeeeeceees 160 4。 玉 玉 荒漠 164 

Te MIMI IRR -----cneeereessecccrcccensssssescere 161 5. YRS Wh -----nccccrcerccnsercrseeccerenceree 164 

1。 禾 本 科 一 妈 关 草草 名 草原 ………………。 161 五 。 沁 种 平原 沼 温 与 草 旬 o-roeeereeeteceeeeeseeee 165 

2. PSE — GPE HL i ---- ee eee c eee eeceeeeeeeeee 161 1。 荐 益 沼 淋 。 oo 165 

3 和 谷地 意愿 -0。 162 Qo FE FETA EL YM Jil sn isc cceccnncncecesnceees 165 

4。 草 原 的 利用 162 Fre UBT AEG AR -- eee eecec cence ner eeesceee 166 

TS. PULSER o-ee- eee ee eee eeeeeeceeeeeeenee 163 Le Beppe cc ececcccscccnccnceccccccscccscccccsecce 166 

VY. BY ZED SE WEE --e- eee eer eeeeeeeeeeeeeneeenee 163 Qe BRB Bho ntee dec nce ceca cekecccctscansnsenscee 166 

1. AV RESEDR eo ceesee een eeeseceeeeeeeescesens 163 > An PB FE BUI—FE FBR, 2 cnvceccesccscncocseees 166 

Van +: § a). Coote eee 163 J\« SMUD BER TE RE De FUE = Fa PALE --- 167 

3. WUBEAE ALE REESE UR oes eee eeceeeee eee 164 

RAL RBS BI A SE ME, PE 10 A, SRR 

河 子 出 发 , ABR UAC, HAC AE Ly, AL, A, BE RAPE PAE (海拔 

2,400 2K), 然后 原 路 返回 石河 子 。 BS ATR, 1G, HARROW eR 

区 。 轩 向 北 行 ,经 小 拐 转 人 奎屯 河流 域 ,至 车 排 子 。 LEG MAR, HRS Hin 

道 而 返 同 车 排 子 。 复 穿行 广 关 的 玉 玉 及 瑟瑟 柴 荡 漠 区 至 奎屯 。 MIRE, 安 和 集 海 一 

带 湾 水 地 区 , 复 同 石河 子 。 由 天 山北 坡 前 山地 区 至 到 和 纳 斯 河流 域 的 路 和 调 查 ,对 於 草原 

考察 工作 和 容 能 获得 初步 概念 , 作 篇 今后 工作 的 淮 人 备 。 

玛 秽 斯 河流 域 以 上 的 天 山北 坡 , 有 广 半 的 前 由 地 带 , 地 形 组 和 ,隆起 不 高 。 在 准 平 

原 化 的 山坡 及 宽 半 的 谷地 , 囊 蔓 着 深厚 的 第 四 多 黄土 状 物质 ,在 件 乾 燥 的 环境 中 , BIL 

HAS HY LBS, BEA SSE SAA PR, IE HCI AH 

中 7a BR 45 re Dk AS eH BK, 75 LT BR AE TS SEAS SE, LE 

HERI TA Pi IR ER ,在 温润 的 环境 中 , BURA RMR, ea 

篇 草 旬 草 原 , RHEE Fee Hid ES. FRA HEA SR FE J a EAE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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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Vii Be PAE BT fT 5 TR BI HE A A 19 PE ame) 

一 。 和 森林 草原 地 带 

天 山 略 篇 东 西 作弄 层 情 上 升 的 山 版 ,前 山 隆 起 较 晚 ， 上 升 不 高 。 中 而 以 上 ,在 古老 

的 造山 运动 中 舟 渐 上 升 符 陡 起 的 高 窜 。 同时 ,河流 下 切 形 成 陆 创 的 谷 坡 。 中 胃 地 带 河 

谷 的 队 坡 生成 不 过 绪 的 森林 , 下 部 由 於 地 形 及 气候 的 影响 ， Fs 8, EM 
森 宁 下 限 葛 在 43600 米 左右 。 全; 

天 山 森 林 , 林 型 单纯 主要 篇 云 杉 (Picea schrenkiana) 构成 ， ain ae ae 
lix sp.) FRe#EHK (Sorbus Tianschanica) iRA: JAAR, GERBER, BH 

不 密 , 且 成 片 状 。 FEF SPAR OLE PRR 290 HERA F , CE RRDE DeE 
SCE LE PSE RRPK AL, Ha SMEARS Ac, PEAR, HE be 
HEB AS AFORE RAC , CE ERR PK BE TE GP HORE AEN tg] MS 。 

RPK HUSH HE, HHT, UE SP RE TS I TA, ioe, 
leek), 生长 着 繁 密 的 草 层 5 SERA ye BM (Carex sp.), ASM iris Kerolkowii), 

ERE (Phlomis oreophylla), ee (Geramium pratense), BFE ( Achittea millefolium), 

SiRF % (Polygonum viviparem) 等 组 成 杂 类 草草 多 ， 市 呈 隐 二 长 0 ares sp. when 

horolkawit + Phlomis oreophylla BY. ne aa 

AEA Fab NO HE ABE AS MC LD, eee 
FBG HRAD WWE, FRINGE DK AD Hi» 地 形 陡 , 土 壤 侵蚀 ， RMT a 

WAR AA AE, SEA SE Festuca sulcata), TREMOR (Poa stepposa), 4 

M (Carex pedijormis), Wy (Aemisia procera), HOR (Potemitla) SABA 
破 , 主 要 如 :， Festuca sulcata+ Carex pediformis+ Artemisia procera @%e, 

FESR fi eI 9 ABS Sh, Ae ARE, 

IE (Dactylis glomerata) , ¥e BERS (Alopeculus ventricosus), M¥X ( Achilleamilllfolium), 

BFF (Polygonum Sphaphyllum) FUR HARA ARNE: Dactylis glomerata + 2 

lusventricosus + Achillea millifolia @¥&, LLaee 

王 部 的 强 泣 的 土壤 ; 若 草 (Carex) 等 有 了 时 发 育 息 草皮 状 杆 被 , Bk ea PRS 

革 植 物 如 殉 农 草 〈41cpermilia vulgaris) 等 , 则 有 增加 的 趋向 。 REA eS 

(Agrostis) PQA (Daceylis) SAMARAS AP i. ARE UR BRE , SEE AE A: 

Trifolium repens + Alchemilla vulgaris + Carex stenophylla @iy%. 

PED BRR AB HG TS AR AS CH, See en IS A, PA ee A ee 

BRAKE EI A A FP BP SF SR BK A EAB SHA FE PE E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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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 部 分 草地 有 重 牧 现象 。 

—" 

ee eekly Hh, Be. DR ae, 

PPR P pir HAE CK 1,200~1,600 2K), BIHAR AE A TER ee 

fe, 8 LOR BERE , TF AEA, ART ARLE ee oo RI, 
HOARE, HITE, HEAL PORE, BTS, AOR AR Se 
ks, HORROR, BAAR, BERRA Oe PA, 

RBM RL PHLD RICK, PRARBRGLGMA SBA A TE RI EX 
| RS EN , NORE A | 

1. RAR -#HASSHRR 

_ RARE Bi, EPR BLE Jk AE SH (A a HT A, ah, SE A eek HBAS, 发 

AACA Se MERLIN IE NOT AER, RAL RR NORA, BoA A 

PLESARPK. WHS, BEE AULT, BI, HERR, He yt 

Vo ARIES, HAIRS , SMES (Helictotrichon), WHS BR (Phleum 

phlioides), $i Rt (Aneurolepidium), YE (Bromus inermis), BB (Carex), SiH 

(Iris Korolkowii), Rh RAM ERA (Geranium pratense), BE (Achillea mille- 

folium), hEF® (Galium verum), #48 (Potentilla sp.) Re tePER (Hypericum) 等 组 

EAA — He 98 BS fa) FIL, ERS a: Helictotrichon sp. + Carex sateen Kor 

olkowit + Achillea inléllefoldum BES. 

#E ER SS PIA AS ES kn BR (Spiraea Hypericifolia), BRE § (oie) 

SS MERE DRB ARE , Ate HORA RAR aA (Elymus), FES (Daciylis), #E 

BES (Bromus) RMX (Stipa) SMR ARASH, OA, HB he RE ER 

Bo TERA SED PROBE , CRE SS A en SBE GL (Caragana), PS (Lone- 

cera), “8 (Berberis), BF Bik (Rosa) SR NHR ARERR. 

[ee Bake SS a) AK JS ap Ty PE Ee, ES PEED BEA 

2. MFO RR 

在 草原 带 的 阳 坡 以 及 草原 带 下 部 , AEE HO I, FER RAS RK FE ec 

PETAR, BA ASS (Festnca-Stipa) 草原 ， 和 坊 天 山北 坡 前 由 地 带 主 要 的 草原 类 

型 , 悍 地 带 不 寅 。 邓 昔 组 成 和 涯 落 的 上 层 , 狐 茎 组 成 基层 植物 ,形成 一 致 的 草原 外貌 ,秋季 

篇 一 片 金黄 色 季 相 。 主 要 的 植物 如 狐 薄 (Festuca sulccta), A (Stipa capillata; S. Kir- 

ghisorum),V&%i (Koeleria graci1is)， 苔 草 (Carex supina), -i-( Artemisia frigida) REM, 

— Bowe, 代表 的 下落 篇 : Festuca sulcata +- Stipa capillata BYE, 和 雹 由 型 的 禾 本 科 草 原 

型 。 草 原 带 下 部 的 俊 面 山坡 , 亦 乱 狐 荐 一 羽 莎 草原 。 秋 季 在 未 放 收 的 前 山 草原 ,可 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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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金 黄色 枯草 , ASK SRS, 

草原 带 下 部 , 低 山 阳 坡 ,地 形 更 趋 绥 和 ,水 分 的 强烈 燕 发 , 植 破 发 生 栅 化 。 草 原 中 逐 

新 增加 灰 蒿 (drtemisia frigida, A. transiliansis), 黄花 区 (Pyrentharum), (RHR (Kochia 

prastrata) 等 , 组 成 儿 本 科 一 葛 类 (Festuca-Stipa-Artemisia) 草原 。 在 石 场 附近 的 草原 

中 ,黄花 菊 (Pyretharum) 的 数量 尤 坊 显著 TERR. 秋季 在 枯黄 的 草原 中 , 镶嵌 

着 片 状 的 灰色 黄花 , 注 有 省 玖 的 芬 香 ,篇 草原 的 显明 标 甘 。 

3. 谷地 草原 

前 山谷 地 卉 充 着 深厚 的 碟 石 ,上 部 覆盖 着 不 同 厚 度 的 黄土 状 物 质 ;或 经 侵 鲁 使 兢 石 

裸露 。 河 流 两 岸 , 在 林带 以 下 常 或 森林 破 境 以 后 的 跻 地 ,有 稀疏 的 白杨 (Popwlus laurif- 

olia)。 癌 下 河谷 宽 间 , 渐 趋 乾燥 ,土壤 蕊 基 性 加 强 , 渐 演 释 篇 稀 茧 的 检 林 (Dzzes pumila). 

平坦 的 谷地 ,如 灌 闪 便利 ,已 多 又 种 篇 农田 或 输 篇 体 荒地 ,原生 草原 植被 已 不 多 见 ,或 仅 

保留 在 狭窄 的 部 分 。 

河床 附近 ,主要 篇 散 生 的 混 生 植物 。 水 泛 地 一 般 狭 窗 ,或 费 缺 乏 。 如 河床 以 上 篇 洪 

PASS, KAI, RADAR hn BE (Alopeculus  ventricosus), WH 

(Dactylis glomerata) FILA Mh (Trifolium repens) 混 生 的 植被 , 生长 的 情况 因 水 

分 与 土质 的 条件 而 不 同 。 

土壤 沪 油 的 第 二 和 级 阶地 篇 根 茜 性 和 儿 本 科 植 物 繁殖 的 阶段 ， 主要 篇 攻 革 章节 及 其 刘 

生 类 型 的 交互 分 售 。 主 要 如 菠 荡 草 , RK, FAL, ARE (Cacalia), peg (An 

eurolepidium), UK (Agropyron), BEAK (Halimodendron) 等 租 成 : Achnatherum 

splendens+ Sophosa alopeculoides + Cacalia sp. ™¥5. 

在 排水 不 良 , 路 类 积聚 的 地 区 UR Ae A AE A, ERR RRA F 

或 接近 四 蓝 地 区 ,又 新 楼 篇 生长 不 司 的 狐 薄 一 虱 菠 型 草原 。 

谷地 的 地 形 及 其 他 自然 条件 的 万 化 很 大 , 演 杰 篇 各 种 类 型 的 植被 。 潮 浊 地 区 或 发 

FF A IE AS AK ae Ht, BY SAL AS A CH, TY EAE LB FFB Saar BC 但 在 畜牧 业 的 

发 展 温 程 中 , 狐 茅 一 羽 茅 草原 茧 钙 土 区 ,可 逐 洒 培植 篇 人 工 筒 料 基 地 。 

4. 草原 的 利用 

天 山 前 山地 带 普 逼 矣 黄 着 第 四 纪 黄 土 状 物质 ,加 以 山区 降水 量 以 多 , 混 度 大 ( 石 声 
BARR 1955 年 10 月 至 1956 年 " 月 过 年 降水 量 篇 328 SEK) , 形成 天 然 草原 发 展 的 基础 

条件。 繁 早 的 儿 本 科 狐 茅 一 局 茅草 原 ,每 公顷 产 草 量 狗 20 一 25 公 担 。 更 加 侵蚀 的 山 丘 

及 一 些 不 对 稀 的 河谷 , 阳 坡 篇 倾斜 的 背面 ,向阳 避 风 ,篇 牲畜 天 然 圈 场 ; 险 坡 篇 倾斜 的 正 

面 , 顺 坡 草原 繁 足 ,和 坊 仙 富 的 牧场 ,创造 了 自然 放牧 冬季 牧场 的 良好 人 条件 。 帘 关 的 谷地 ， 

TPR BE HE, ,进行 六 培 , 篇 畜牧 业 的 发 展 创造 侗 料 基地 。 

狐 茅 一 履 茅 草原 秋季 中 已 枯黄 ， 但 枝 革 保 持 洁 未 股 落 ， 可 供 葵 竹 畜 和 营 六 价值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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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WISE He, ALR RANI A a , Ee ES, PERS BY HE BS AEB Fe 

芭 更 隐 研 羊毛 的 处 理 。 

=, wi Wl je Be OR 

Tip Ly HAS Shae TT ET I, HT RR, AO A HE ET 
积 深厚 的 第 四 各 黄土 状 物质 1 OI Ge ih FE BR Fe BREA AYE ie Je EP 

We, FERC AAP PE ASR HRY he A he OL, EBA oR PU 

BSE, FERC ROLE TR RSE PF, FE BR et, 和 儿 本 科 植 物 成 分 减少 ， 

”省 释 篇 荡 漠 草原 。 天 山 前 山地 带 , 荡 漠 草原 分 做 着 不 寅 的 地 带 , PERRY a ,在 广 

大 面积 上 ,迅速 演变 入 散 漠 植被。 | | 
, PRR EAS EERIE AR BIS , FE RCIA BBE Ei BE AE 

稀世 的 植 破 。 主 要 的 植物 如 狐 菠 《Festwca salcata), WAH (Stipa capillata) | HERR, 

数量 减低 。 其 他 如 葛 子 (Artemisia frigida), {RHA (Kochia prastrata), 野营 (Allium), 

| 5 SARs (Ceratocarpus arinerius), 优 若 蔡 (Eurotia Ewersimanniana) 等 数量 渐 增 , 组 成 : 

Festuca sulcata + Artemisia frigida + Carex sp. BY, 

He HAS, HHI SS REA RAS AK Eo , AER AE: 

1 $5 Se a, TT) Pe Hh ES oe A 

Pa. uly BOE J FE EH 

RTL aD , 紧 接 需 广 关 的 沉积 平原 。 FERED i AL t 

FA) LSE EE HL ET SRE PT ES a I, Te RR 
RAS, TORRE EAS EA. 

1, DBR 

BU LMA UE, RB, ee bee RA ,水 分 

易 亦 流失 , 4 NERS PE ee A AK, SEE HE “hE (Nanophyton 

erinaceum), 和 需 针 状 的 伏地 小 灌木 , FEVER PRB AE A (Artemisia sp.), 2K 

优 若 芝 -. (Eurotia Ewersimanniana), ARIE Anabasis salsa)， 及 一 些 一 年 生 植物 如 猪 

HE (Solsola affinis, Ke S. obuticifolia), MAEM (Petrosimonia brachiata), FF, 

SHED i PAT ARERR BA ERK , HERE OR, fia) FA AB 

VERS ARIK BS FF , SSE BY Fl FA — OB , FER ES HE ID, 

2. TE \ 
渤 积 及 冲积 局 的 下 部 BRERA PBA S BEA, BEA RM tr mie 

ERB R, PGRN BABE TR Mee RAK, Sy 



164 ew, RKR A HR HR 

SMF (Artemisia boratatalensis), (RAC CAnabasis salsa; A. aphylla), KE MERR, 

HASH (Haloxylon ammodendron), ¥§E2 (Salsola arbuscula; S. rigida), hme 

熟 禾 (Poa bulbosa), BERAIX (Erimopyrum orientcle), SYR (Cerolocarpus turkistanus), 

REE (Pctrosimonia brachiata), REREM (Lemoniurn) MUR MF BIEMA Artemisia bor 

atalensis + Anabasis salsa) BYE, 

OPA AA PARAS SRR ei, RARER. 春季 地 下 水 上 升 ， isbitleds 

$e ERA GO ARERR. KEA— ROMER FER, KE 

PM i ST TEBOR RMF REIS BA ERK AD, BF ESA i i 

EC SFA A the Bag 

3. UCAE-ARI EER HE At tae 
MOREA LIF 525 KAS UCR IR, MICH SATS HOHE ARO 二 全 类 的 过 上 沿革 

的 中 部 ,流速 减低 ,沉积 物质 问 豆 念 和 , 沉 积 仿 厚 。 在 广大 的 盆地 衷 ;形成 各 地 局 部 的 地 
形 。 在 疏 图 的 黄土 状 母 质 上 ;广泛 的 发 育 需 灰 棕色 芝 资 土 ,一 般 无 蔓 清 化 现象 。 但 由 涛 
地 形 ,水 分 的 伺 化 , 在 土壤 及 不 同 的 土 居中 积存 了 不 同 数量 的 跷 类 3, feat nt 
化 土 渡 。 但 一 般 土壤 有 碱 化 现象 ,在 土壤 表层 中 即 有 碳酸 酿 类 的 反应 。 and 

在 广 关 的 洪 积 平原 中 ,在 朴 交 深厚 合唱 量 轻 伍 的 黄土 状 平原 ,广泛 地 发 至 了 王 登 柴 
(Reaumuria soongarica) 荡 漠 , 薄 因 地 形 ,土壤 等 的 差别 ,同时 分 侯 着 片 状 的 天 玉 Bo 
xylon ammodendron ) 汶 。 在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 轻 度 忠 读 化 的 土壤 ,发 育 息 片 状 的 根 柳 滤 六 。 . 

FE BRE BY SAME ABS Ji BY DB PF AS TE EES Se, UR RA A, PRN Tamarix) , 

(ARR (Anabasis aphylla), J87E XK (Salsola rigide), ARB (Suaeda acuminata), 

HEBER (Limonium perfoliatum), HA (Lepidium latifolia) , WF, MER, BABI (Eri 

mopyron) Ki . FE REAR Me it UAB AA SE BO, UR PA RS ， 员 ” 

LEER EAE HP AT REY TBE, A dF ARS, ESE FS 

1h, FMR Z, HARE I, MERA , TERA TERA ALG &, TEAR RE ASS 

Fa) Ee BE WR Sls Lh ELA YP AY BEE RRNA 

4. SAR we ik me 

THROES RL i i AR AP A eS A EE AS (Hale 
ammodendron) Se Bi . AT BF AS HLM AT INE BE ABA HK, ASAP DL EERL AS , PR DE LACT A 

CEFR PI i od KS SE RI (Alhaigi sparsiflora), WE (Zygophyllum), WE 

4S , HEAR, BF B. 

RIK MiP i, TRS a ede A A A, | RS RE AY 

灌木 以 至 需 木 , 幼 枝 多 计 , 30 ASG IE, RAR MRE. HAIER HP AY 
SASL TISSUE BR AY (A PS a, EKA EL, 灌 杞 之 后 ,容易 发 生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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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E HEU . 
HE BEARS UE ZR RCP, ETE, EUR BR, BER CHL BPR TER 7 

WUEALBE, AHAB A, BONAR CAG y Se POOR, BEN MOAN TERREE, 
BABI, BHBARL IMRAN, EGR HY, OR (Kali 
dium foliatum) , FRX (Suaeda microphylla, i Physofora) Fi fai 52 (Halostachys); {Ee7R BK 

(Anabasis affienis), (ai) CNireria.sibirica), aot ( Acleuropus litteralis) FeEF i 

(Apocynum latifolia) Side RBH HILAR. 7 
(RBA, Hee PEE, iA Hd, LEAR SAC WH BD DU, 
FAA ASOT RAO AGRE OBR, HUD St, SOS IC 
Tle 

h.. TAR CP RG Pee Ge tay 

TNE Ae LB Ing PF BBA, 2 eA A HEH RA, TER, BR 

RAFAL Eh PEST, PEER RSC, TEU A Pa eH 

BAERS, ORR a RAK A HR, 

OL. RRR } 

1 RISD BUARTE RBS, BAKA ARB EEE PEC, ABBR AER RE (Phrag- 

mites communis) TAM. TEAR EEA MY, HAR BAA, RE 

ARAL eo sR (Typha angustifolia), 7KB% (Scirpus lacustris), WB (Cyperus). 

PG (Pretidium) BRAG Ligularia), TE RWAC ERASE TNE Ac ROAR IE HERE 
BoE A fit BEB Ee , BETA AR , TE SR AT DH PEAT a RS AR 

2. KARR 

PET at Hs AT PAK ASHE PAKIGSR FE ee Il FE ABER FE HH 

PRES AELIT BME, BERR BBY. BRET Gh Pk Get, ee: 

PBR. WBA BUA , BEAR , TE ee a ER ba, Aa EHR 

草 (Achnatherum splendeui)#i ta) BR RAAF REE DR, FRADE PE 

生 的 主要 植物 如 苦 豆 子 (Sophra alopecuoisdes), HH (Glycyrrhiza uralensis), Bip At 

(Anenrolepidium), P&S (Lemonium gmelini), A232 (Halogeton glomeroata), Si fa ¥ 

(Salicornia herbacea), SEX (Petrosimoniabrachiata), WAS (Suaeda sp.) 等 组 成 

主要 的 : Achnatherum splendens + Sophoraalopeculoides + Glycyrrhiza uralensis AYE, 

Pi eB fay A J AY, BSE 1 A, 

PARR HE (Aneurolenidium dasystachys) MARRY MAES, Ea, & 养 价值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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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Rh , PME MISA, ARR) A, 惟 春 季 地 下 水 上 升 ， 易 

成 泥 沾 状态 , LAE BR EASE BCR RE, RRM tay HOG ,现时 亦 常 黎 坊 农 地 ,但 

由 藉 士 壤 排 水 不 良 , 易 发 生 砍 生 踊 汗 化 现象 ,如 培植 坊 天 然 割 草场 , 则 经 洲 价 值 较 高 。 

。 六 山 前 平原 林 间 牧场 
i 宁 tok ston 

pala alone: BEAT Seah LAE AB PES PEE, Ho FAR RB ETE RAE 

Fe, FEA SA Bee SP, oi EK RRA (Ul mas pumila) PRP. AREY EMT RE A, 

APE ARIS 1 0, 在 冲积 局 上 部 的 乾 爆 环境 可 以 适当 发 育 。 FEAR ARDK, 及 
林 间 空地 , 生长 着 稀疏 的 禾 本 科 草 地 。 主 要 植物 如 披 碱 草 (CAneurolepidium), RirgH 

(Roegreria), $-L-2¥ (Calamagrostis), Shuts TT, RH EEK BR, URE, 

RR (Ceratocarpus turkistanus) SAA BAe RHE , 5 PAPER AR, SPR 
BAK, LIB ERK AK , RE EK AS EB, FANS , PRR, 

2. HH A 林 

TARR BT BB , FERRE REA SA REE ST LIER RK, AKAD PS, HF K_EF DB) 

地 表 , 春季 或 积 水 篇 沼泽 状态 ,路 类 积聚 ne ai CAE, FERRE PT 

篇 胡杨 (Populus diversifolia) PK WEBBER HMR sa E Ay BM Ht Ae KIER , A 

PAR, Mabie SEAM (Elacagnus angustifolia) 形成 稀疏 的 混交 林 ， 或 在 胡杨 下 混 

生 耸 足 豆 木 (Halimodendron halodendron) , PEIN (Tamarix sp.) , RA (Halostachys), 

CRE, TEMAS, EA RAR HR I AE BER ( Alhaigi 

sparcifolia), {Q%QH| (Nitraria siberica), FRE (Salsola dendroides), HW, FEF, 

DRESS , AH, HMA (Halimocnemis), RE (Pelrosimonia), FRR BMURK 

FB AB— AE SINE BIR A, HEE , PO RS ROAR  : 

tt, ORR rah 

EOS FT Hh AP AG , CA AS WOR ADEE AD RE, FAS 7K AE 

PASM FAR OA AST ER, BRAIN PWRAT ADDU, FEAR BT ASE HR Ng P,P 

HERE RF TE AF HE) GR, Fe AE IR Dy FY FS Oh , Fe) EE 2-4 TA EI Fe 

Pr AE EAS, PD i BP be ABSA HT AS AR i], 分 佑 沙丘 主 的 

HfL ip Ae FE PT TR BE BS 7] 5 ABR — FEAR , SEE kn BAH (Haloxylon persicum: 或 H. ammo- 

dendron), =i (Aristida pennata), (AR (Artemisia sontarina), VERN (Calligonum 

sp.), % R—t— 4 AA en PD SE ( Agriophyllum arinerium), # VE (Corispermam Lekm. 

annianum ), %4 54%) (Horaninovia ulcina), BARGER (Solsola collina) %, Mm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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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Haloxylon persicum + Aristida pennata + Artemisita sonterina 2%, 

FEV AY Fy i Ph Ph, A PE (Tamarix sp.) HES WZ PIA, 

HM LS wee (Haloxylon ammodendron), JK (Artemisia terrae-alba), 

其 他 如 季节 木 区 (Halimocnemis villosa), RASA (Erimopyron orientale) 等 ,组 成 

主要 的 : Haloxylon ammodendron + Artemisia terrae-alba YE, 

> Fr [ee i YEE RAS PI SE AE EY RSD, fed BT BY ES 

Bo SRA ESABE RS IF A FA =F ES. ABM AY ETT AL , 

| ANREP, Ok SERRE 

TN, FESO TREE PF Ue = FN Hh 

” BSA UE ALIA ETE ZB Hb AS RA A , 尤 以 洪水 时 期 河水 漫 流 , Te 

WP EMR TIRE AU, BPUHIG, ALE 7k ROL, SRR Re oo PEK 
SVS ROE RC AE, LEE, TRH, RRR wt 
化 , MiRRABERAWRELRABR ER, REVERE RAR 
i, MATS SIS, EDS SAVE I AEE RRR, LIS 
Wh, (BEAL AL RAE RTM SCOR HE, OR FE Hh RAE HB, A 
(Acroptilon picris), ESSER] (Alhaigi sparciifolia), (RACK (Anabasis aphylla), A+ 

(Artemisia sp.) $, BHHEMAAREAS. 

BS I PUR PRS BTL AOE, TEAM AT RR, WRK, TEI RE 
BE AOAC, Fp = PUN IR TE i SED (Tamarix HE 
36 BIA (Haloxylon) Bk, BROK SLA PM, ARE. WE ARE, 
BREA ALLS FASS EHS, MUP EME ANTE RE RE, Th 
ABMS 78 AR 

ll. CG RBWERYSEAR fi 

BE SPH LTE A AS I ES SRL A, AE Be AA FA i 5 BY AS 

区 主要 冬季 牧场 , 故 在 阿尔 泰山 区 工作 结束 之 后 , HO Ary DR A FH, METRES 

锁 趾 草原 苦 查 工作 。 首 先 在 吉木 乃 县 了 解 了 牧场 的 分 人 及 利用 情况 ， 而 和 后 沿 里 局 泵 山 

北面 出前 平原 地 区 东 行 ,经 哈 拉 斧 至 塔 斯 堆 , 普 由 此 处 进入 荫 乌 尔 山 北 坡 。 沿 塔 斯 堆 河 

至 山顶 分 水 竹 及 柯 拉巴 衣 冰 川 淹 。 中 间 库 马 表 河 以 上 的 山地 草 多 篇 夏 季 牧 场 , 其 下 之 

杂 类 草草 名 及 禾 本 科 草 原 坊 冬季 牧场 。 节 筷 页 山 夏季 牧场 主要 分 伤 在 西部 山上 , 此 地 

局 限 基 山 顶部 分 ,而 冬季 牧场 宽 间 , 夏 牧 场 与 冬 牧场 的 界 狼 , 纯 乱 限 制 利 用 的 区 分 。 以 和 后 

东 行 经 哈 尔 交 至 沙 筷 尔 山 东 端 的 黑山 头 〈 海 拔 降 至 1,100 KALA) , We RRR I AE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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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E AR a, AL FERRE LL PN AA PR AS PY OS 

PRS, FRR LRRD EA, RLU, MESES RR, 收场 已 

AIA USB GAS OR, MELA AE, PL RA, 

AU AEA REWEALL. GSC ELIS PE PRE Ey LL, RR 
FE LF AR QRS, FARO AR 7 LRA EE 、 
名。 

篇 春 秋 怕 场 ,部 分 作 需 冬季 牧场 。 草 原 利用 的 特点 ， 一 般 是 夏季 牧场 充分 ; RIERA: 
部 分 未 彼 充 分 利用 ,春秋 收场 足 供 现 有 性 畜 的 利用 ,而 冬季 牧场 , 五 个 月 的 长 期 集中 故 
牧 ,牧场 已 感 不 足 。 网 尔 泰 区 冬季 牧 场 的 分 信 , 青河 、 富 蕴 等 县 主要 在 困 稍 泰 东 南端 北 
塔山 一 带 , 其 余 阿 泵 泰 ,布尔 津 ,条 海 , 吉木 乃 及 哈巴 河 等 县 , 冬季 牧场 主要 都 在 沙 馈 笨 
出 北 坡 及 东 端 和 相 县 冬季 怕 场 ,一 部 亦 聚集 在 茧 馈 泵 山东 端 — 
仙 南 山 )]。 冬 季 五 个 月 间 , 数 县 大 部 畜 硬 集中 放牧 ,使 史 馈 泵 山 草原 牧草 的 质量 及 饼 载 
量 ,已 成 和 本 区 自然 放牧 畜 夫 发 展 的 重要 问题 。 anes 

Ge Ay FL 25 CAs ha PP AR AL RR, SE SAE Het 沙 岩 (上 部 ) 及 火山 
岩 ( 低 山 ) 构造 。 西 部 高 山 绢 浊 , 在 淮 平原 面 及 山 闻 谷地 材 盖 深 厚 土 层 , 东 部 低 山 乾 燥 ， 
风蚀 需 石 质地 画 。 节 馈 泵 山 伍 困 泵 泰 山中 问 仪 隔 额 尔 济 斯 河谷 ,但 由 灵山 版 走向 ;西部 
地 形 于 塞 , 阻 王 了 来 自 西方 的 混 油 气流 ,对 植 彼 发 至 的 影响 , 息 有 南面 谷地 的 除 坡 有 片 
IRA AE HDI, 北 坡 广泛 的 发 译 需 证 盛 的 禾 本 科 草 原 。 ERE 
做 都 适 於 务 季 的 天 然 牧场。 但 困 尔 泰 区 牲畜 数量 日 境 , 畜 牧 业 的 发 展 » BER BY Ro 
草原 能 进一步 的 改良 利用 。 cy 区 二 

.草原 类 型 及 分 作 

萨 乌 泵 篇 准 噶 策 界 山东 北部 东西 走向 的 断 块 山 ， 由 西向 东 渐 趋 低落 ,车 端 渐 波 艾 布 

偷 托 海 湖 岸 。 北 坡 借 科 组 和 , 低 党 环 聚 ,环抱 小 型 山 闻 盆地 ,草原 繁 属 ,形成 天 然 的 冬季 

牧场 。 南 坡 陡 峻 ， 河 谷 下 流 , 林带 上 下 分 做 着 繁 竖 的 杂 类 草草 甸 及 草 甸 草 原 ) ARLE 

牧场 。 萨 乌 硝 山北 坡 , 中 部 以 西 ,组 和 的 山坡 及 谷地 覆 黄 着 黄土 状 物质 , 混 润 的 气候 ; 植 

Py Rens. WE Wwe HE SE, BAL a, Me fh, J TE RE AE. 材 扁 

KAPUR BEA AS RRR AK > Ai BEE A I ROHS, PRE, 
AL HA A i TT TE A, EL Se Re LTE RE, LT LL ASR 

AAR TA), ARH SA ANS, NG LDS Ae, EB A BE SKS A ty, CS By 

势 降低 ,此 类 划 名 已 不 存在 。 中山 以 下 ,主要 篇 条 本 科 草 原 , 是 良好 的 天 然 笋 声 。 草原 主 

要 篇 放牧 场 , 天 然 制 草场 不 多 , 生 在 西部 山 前 谷地 有 片 状 的 制 草场 ,但 刘 润 的 除 坡 及 出 间 

网 三 秦 山区 ,草场 寅 并 ,主要 需 夏 季 收 场 : 低 山 草 原 及 山 前 平原 的 匾 漠 地 帮 ; 大 部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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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地 的 高 草草 原 ,可 培植 需 割 草场 。 低 山 盆地 及 由 前 石 壬 地 面 已 作坊 禾 本 科 草 (主要 篇 

His ARIES TERE , 隐 重 草 ) , 芒 类 及 野 区 组 成 的 荡 漠 草原 , 植 彼 中 届 富 的 野 葱 起 陛 饲 泵 山东 录 

芝 漠 草原 的 显明 特色 。 山 前 黏 重 的 黄色 土屋 及 石 览 戈壁 已 爸 短 玉 玉 , 假 木 贼 , 优 若 歼 鳃 

各 种 类 型 的 灌木 荒漠 植被 。 中 部 以 西 ， 山 忒 洪 积 局 及 谷口 侵蚀 的 层 层 的 阶地 ， 发 育 篇 狐 

茅 短 草 原 及 蒲江 草原 , 需 春 秋收 场 。 

(一 ) eet 

ie FS A LL Pas EEL, SSL aR (海拔 狗 2,200 米 以 上 ) 西部 的 常年 雪 

著 马 不 存在 , 但 在 淮 平原 化 的 看 顶 上 散 做 着 十 老 的 冰川 湖 遗 跻 及 零散 的 沼泽 地 形 。 出 

LEAR in FE EE Oye AY, HR AEG BE AR , 根 移 组 成 10 厘米 深 左右 

FO BRE, ENT AL LCR ELL, ERA MILF BE 18 RO be a), 
AAR REAL Fr RR: , BATHE fig eC HE BT Se BB. 

高 由 植被 主要 和 起 串 草 (Cobresia filiformis), INS (Festuca sulcata) RBA (Carex 

atrada) 等 组 成 的 短 草包 。 在 出 顶 平 坦 地 面 落 草 科 植物 数量 较 多 ,向 下 的 斜坡 禾 本 科 植 

物 渐 增 加 ; 兹 误 生 高 山 关 革 植 物 。 主要 的 植物 本 灿 的 组 成 篇 : Copyesia filiforomis + Fes 

tuca sulcata + Polygonum alpinus, 

FERS PETE AE rey LU FE BY Vie) BE A den WHE SP RE (Leontopodium), KE HERA 

(Gentiana acaulis), H&K (Sedum hybridum), ZEA (Potentilla) 等 。 贴近 地 面 有 比 

REGS RAY, HT ER, 
way LD fas St fa) EBS OK, PE HERR ETB), 草 质 亦 较 

粗糙 。 高 山 草 甸 的 面积 由 塔 斯 堆 以 东 更 新 给 小 ， AG Fe PAA ELAS SL ii, DR 

TR SEBS. 

(=) Ba Se ta) Bs 

Se ey HAS, HOT A , VA REIKI AL, AL HESEB EARP i. | FE RAB 

Fa) Ly Fes cH Lf FER AR LR A BSR AR, COE RR, Ee 

me, ERR MSAK PEAR ORE RMS eRe, bee ett Me 

G5 EUSRE EPR AAR ASA i ee ko FRE EEL (Halictotrichon), Pe (Dactyles), BRA 

(Agrostis), MMe (Festuca) Fel RER ARMA (Alchemilla), SR (Achillea), EH 

 (Geramium), RUAE® (Hedysarum), #Et% (Phlomis), DARE (Artemisia) 等 形 

BCE RE AAR ASE} A fe), JARI ASE, RAE LIE OR le) BA, BARS 

ARE Fe AY LE BE, ERs eeku: Helictotrichor sp. + Festuca sp. 

+ Alchemilla vulgare 72%. 

FE TRS ADR i a is EAC Ao a GE (Spiraea hyppericifolia), 4 St (Da- 

siphora fruticosa) Bex >= (Berberis chinensiss), BF PET (Rosa) 等 ,但 发 至 不 盛 , 不 能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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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A SE AT HERE. 

fF — Hb AS , 110 EES UK, HIE A) ,土壤 侵蚀 A PO). FE rR 

的 右岸 附 坡 分 做 着 单纯 的 落 革 松 (Larix siberica) PR, AME, BAIR, ii 

到 谷底 (海拔 1,750 米 以 上 )。 在 稀疏 的 林 间 及 无 林 的 山坡 , 谷地 , Be Fe 

草 一 禾 本 科 草 甸 。 TEM AST SER tn Se HERE (Trollius asiaticur)， 银 遵 花 (Anemone 

silvestris), FAWAG (Pulsatilla) , HWA (Drococephyllum imberbe), FHERRYR (Gerani- 

um albiflorum), #-¥- (Artemisia procera) FRERARLDGRAMARH PRE By, 秋 

SR MAVER LRM. FERRER RAR, FAIRER, PEP ATE, BUT 

释 主 要 篇 禾 本 科 草 名 , HE Hike FAIRE BA (Helicrotrichon) , M3 (Festuca suleata), HH 

(Carex atrada) 及 金 梅 草 , 美 陆 某 (Potentilla nivea) GF, SVK WRU: Helictotrickhon 

sp. + Trollius asiaticus + Artemisia procera MY, 

Be pay LLB BR SE AK SYS Sg BET eR, EE A EAC Ho FAK ( Cotoneaster melan- 

ocarp) , 73.4% (Lonicera), MYRRH (Spiraea), HIGH (Caragana), FFPETK (Rosa Fidtskiana) 

FW KET ALES AR BSBA, RR AES CK AN dS 

亚 高 山 草 名 在 萨 岛 泵 山北 坡 , 一 部 用 作 夏 季 牧 场 ， 一 部 亦 用 作 冬 季 牧 场 ， 南 坡 则 全 

部 用 作 夏 季 牧 场 。 亚 高 山 禾 本 科 一 杂 类 草草 旬 , 生 长 密 , 产 草 量 较 高 , EH) 20 一 25 

公 担 鲜 草 。 牧草 的 营养 价值 亦 较 高 , 坊 羊 、. 马 、 牛 的 良好 牧场 。 在 宽广 的 谷地 及 谷地 ;可 

吐 择 地 区 培植 篇 割 草场 。 南 坡地 形 陡 创 及 杂 类 草 繁 在 ,不 宜 进 行 割 草 。 

(=) 禾 本 科 草 原 带 

亚 高 山 带 以 下 ,地 形 更 趋 组 和 ,水 分 更 易 蒸发 而 损失 ,在 淮 平原 化 的 山坡 上 ,覆盖 着 

深厚 的 土屋 ,火山 岩 及 花岗岩 机 富 的 岩层 容易 风化 而 产生 路 基 性 反应 的 土壤 ;都 形成 了 

草原 发 育 的 重要 人 条件。 在 繁 密 的 禾 本 科 山 地 草原 地 带 发 育 了 主要 由 淡 棕 色 到 黑 棕色 的 

栗 辐 土 , 轻 问 含 磺 质 的 沙壤土 。 土壤 上 层 现 辐 质 反 应 , 土屋 50 厘米 以 下 已 有 碳酸 钙 质 

的 泪 积 。 草 原 带 的 上 部 ,土壤 较 混 润 , 东 端 低 山 部 分 ; 乾 爆 风蚀 ,表土 侵蚀 , 形成 碎 石 质 

地 面 ， 渐 失去 草原 的 特 微 。 

Oey FRR lke 8k AC AS AAI AF SE EAS, SESE (Stipa copillata-Festuca sulcata) 草原 。 

HA Pe LAY AEE RIS IE EASE (Stipa capillata), MIF (Festuca sulcata), HBERV 

(Stipa Kirgisorum), Ht} | 94FR(Poa stepposa), HE (Carex sp.) 等 :但 在 草原 中 的 险 

bk B47 A FAME EW (Helictotrichon), WHS IRIN (PAleum phloides), 草原 带 的 下 

BANAT MEAT GREASE MM (Hordeum sp.), PUR W (Elymus); Woe MT 

Wie 4) WA AMIG EML (Agrioperon cristatum), PRIMI (Cleistogenes squarrosa). 等 。 草 原 中 

TS EES EA en FAIL (Alchemilla), #2 BI (Achillea millefolium), 

BREF (Polygonum viviparum), Pete (Phlomis), MFRS (Thalictrum simplex),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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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Artemisia frigida 等 数 种 ) 等 。 在 冬季 牲畜 围场 附近 ,由於 过 度 利 用 , WERKE 

‘AVS CUrtica Cannabina), BSSE¥ (Pegamun paroai1a)， 及 一 些 多 汁 的 理科 植物 。 险 

坡 草 层 的 基部 有 仙 富 的 苔 入 植 物 。 同时 ， 有 不 少数 量 的 灌木 , 阳 坡 篇 小 革 锦 驳 儿 《Cau- 

ragana microphylla), EX&A3 GREG (Spiraea pypexicifozzz)， 金 县 梅 (Dasiphora frutico- 

sa) FAR) (EASIEST, (A PRA, HERA GER MAR, Bos 

Be YY ELS Fes BE HL TE 5 SA BY SBE BD TT HA PF Hk EAS, SAAT PB, I BP 

SEE TM, 

BES PT LHS 4 WS BS, EA SS AE LS 9 (RL BE CR EA 

裸露 , MHA, 们 坡 及 稍 湿润 的 土壤 上 ， HHUREMFE BENDS IM 
原 , 但 局 穗 鸟 冠 草 及 野 瓯 (Allium) BaP, KER, 保留 篇 一 片 金 黄色 良好 的 冬 

ERG. EEA TA St 75 ta BB SHE 春季 地 下 水 上 升 或 夏季 十 后 偶 有 水 流 

Hh, SRAM MI (Elymus), KEM (Hordeum), REA 
F, MBB RO REF, (RU (Kochia prostrata), BUA (Potentilla) 等 , MA 
利用 温度 的 再 生 类 型 。 

在 东 端 出 中 乾燥 风 侧 的 石 质 地 面 , 植物 稀疏 , 但 分 作 均 匀 仍 以 禾 本 科 草 如 长 艺 对 

茎 ,局 穗 向 冠 草 等 乱 重 要 成 分 , 而 灰 项 , 野营 ,伏地 眶 等 显然 增加 , 似 由 乾 草 原 将 过 渡 篱 

药 漠 草原 的 类 型 。 驮 落 的 组 成 ,层次 显明 ,上 层 篇 长 艺 针 茅 ， 局 穗 入 冠 草 ， PEAKE, 

狐 荡 ,基层 需 野 葱 及 酥油 草 等 ,组 成 优良 的 草原 。 代 表 的 到 落 组 成 篇 : Stipa capillata + 

Agropyron cristatum + Artemisia frigida + Allium Polyrrhizum YR, 

FE WBA AZAR IA HEP BRA RE (Cleistogenes) AYRE IN, LA He ZS 

草 层 。 

在 东 端 的 谷地 草原 中 , 小 河流 的 两 岸 ， 慷 度 中 然 不 高 , 植被 类 型 则 有 显明 的 界限 。 

(UE RSH BAKE He EE A EES (Phragmites communis) 类 型 , 混 油 的 阶地 篇 根茎 类 禾 本 
科 草 ,生长 茂 碟 的 披 龄 草 (Aneurolepidism dasyslachys), ER FARCE BR CHR A HOE 

WB ALE AR (Achnatherum so1emrdemr)。 各 种 类 型 所 估 面 积 办 然 不 宽 ; 而 骏 沙 的 界 

隐 显 明 ,在 相似 的 地 区 重复 的 分 作 着 。 此 类 禾 本 科 高 草 面积 不 广 , 但 龟 东 端 草 原 仅 有 的 

割 草场 。 

沙 筷 泵 山南 坡 ;西部 山形 陡 起 , 堆 布 克 谷 地 地 驳 亦 高 。 山 矿 洪 积 局 以 下 , 植物 生长 

不 盛 , 秋 季 放 牧 之 后 ;地面 仅 余 短 草 , 植 彼 仍 起 禾 本 科 草 原 类 型 。 主 要 牧草 如 长 世 玖 薄 ， 

属 穗 义 冠 草 ;, 苦 草 (Carex supina), IRE; , BEA (Potentilla acat1ir)， 野 繁 以 及 灌木 锦 

SEE (Caragana leucophlaea) 等 ;组 成 的 重要 王 落 篇 : Stipa capillata+ Agropgron cristatum 

+ Artemisia frigida+Potentilla acaulis 王 落 。 东 录 低 出 出 前 附近 的 平地 ,地 驳 低 而 乾燥 ， 

i BAAS Se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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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 RH wm & | . 

GORE Ay PA Ly IRE AS BT PR As TE LR a, ee, 

SRE, , 27 ETRE EST, ERE BE AADAC, FEIN RB ACA IE, SU FEARS 

135 AME EPR FA ES 11 JP ela LYS BRI A A, tee 4 LR, 

ABA REM , AAEM, SEE REE, AE RRS 15—20 

担 ,地 区 不 同 , 产量 差别 稍 大 。 HOM PETRA AAA OE PETS, PE, PE BS 

肥 青 。 
OE REL ARAM, HE BOSE (Festuca), AF (Stipa), 

KI CAgropyron) 等 , La AAR ATION, BP TE My PT, 嗜 口 性 高 , FEE ENR 

KR. KABIOG, RFK BRE, EOWA, FORO, Beet 
SAO FLIED, 7A ARE TVET AE SE TRE A PRE, RCTs, PT 
RAAT HOBO I, SERS , EASES PEER, THT ERE A eI , MIE TEE 
Hs LAE EPITOME FR EP AZ, HE SE, ASE, FS, AS 
POAC IAT AOE ERR, BRE AG TE AO MIS 
(0) HE wee 
Oe FA lL He WL 2S Ey , nie che cen 

Pe Me GOL RADE ae Ree eel Sot Loparae ob, tae 
CRAY AHH HE TER, GRE Zh, TREC TL , Se PMA, EC Ly SL 
AAO. HABLA NTI, LATS AS AER, | CEREAL PRE 
Ee, PEFR OAS 2 BO PRIME, 40 J FRET ATA SR TIE AR PR, Ha HPS 

MEE, FEAR IAS AOL SAS AE AER, 但 非 绝 常 现象 。 esicheammiebitineniniic 
PRE 731A SHE YON HP SB ARR, TD TEE Be SHE EHP TST 所 

莞 满 草原 的 植 彼 逐 渐 稀 疏 , 种 类 减少 ， 用 本 科 植 物 成 分 的 比例 已 渐 降 低 ;而 项 也 时 
区 等 类 植物 数量 显然 增加 。 ASTER Le HE WE RC IR AY ARS AA ys EE Festace 
sulcata), SRAMIN (Cleistogenes thoroldit), FAH (Stipa orieuntalis), MLR PE NS RG, IE 

fiber FE 2 SEE Hi ROG SERN REAR Tt EL Se EEA FATE, Ay 
— en PRE (Eurotia ceratoides), WiFER (Anabasia aphylla), BRI (Allium polyrrhizum), 

WMH FC Artemisia sp.) , (RHBNG (Kochia prostrata), ~~f& 988% (Potentilla bifurca) 等 

em. AUR YS MAB in: Festuca sulcata + Cleistogeses thoroldit+ Artemisia frigida + 

Allium polyrrhizum YS, 

fate 5 FE LL as SEAL, AR RT, Th A AY fF, OE HE 

SBIR) MOC, SE UOC ty LR BAL HT 0ST) HG AS A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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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PD LL tn TL a AS, PSA EK, HT PI , BCA JA HELE HP RFA A: 

BOWEAS , se Se JH AS TAR RAS Te, Bn HATS , HHI HE, PAULA 

TP, ree AEA T RECA AR, | RE oe A RB TR AY Sie WR HAS 

HEA (Stipa glareosa 及 S. Orientalis), bRFRRE (Cleistogenes thoroldii), # 

F-, BPAY BEARIHK (Anabasis brevifolia), (E3238 (Eurotia ceratoides) Fe Sesh %, ( Caragana 

leucophloea) S$, ARLE MA A: Stipa glareosa + Artemisia sp. + Caragana leucop- ， 

hlaea + Anabasis brevifolia B¥, 

= HERR HH 
re oe Be Jin FR ARK, Re, METRE, 植被 的 组 成 中 , 禾 本 科 植 物 中 

iD ABH REE EB, WH, MA, PSH, Rk ee 

FARE. FA, HR, SASHA KSLA SMILE I, Tee 

DRAGER SE SR OE BE , HSER, BOGAN, BATTS AAR 

(五 ) ze 

障 饲 尔 山 两 侧 的 平原 , 欧 漠 草原 以 下 ,都 分 做 着 广 间 的 荒漠 景观。 乌 在 沙 乌 泵 山南 

便 , 痪 漠 的 程度 逐 潮 扩 展 , 霍 布 克 以 南 , 已 成 乱 荡 漠 状 态 。 过 哈 丁 饲 拉 山 , 渐 舆 准 噶 泵 盆 

Helbig ne HBS. BES A ACD, 布 偷 托 海 西北 的 谷地 , 中 间 呈 以 局 部 地 形 ;, 植 彼 
改 绝 ,但 荒漠 景观 已 癌 额 泵 奢 斯 河 延 午 。 荒 漠 地 带 的 植 彼 , 同 样 普 非 一 致 , 受 地 形 ,水 分 

及 其 他 环境 因素 的 影响 , 在 广大 的 地 区 中 形成 黄土 性 的 , ORM, BHR 

FE AY AS se HE BE 

Je oe Hs BEAK DT ARE Be ER Pe SS ER ASS Ti LEH 
EKA ciRE ?, BRR, 石 襄 有 了 时 亦 上 升 到 地 表 或 结 成 硬 皮 。 | TREES RE 

形 ;水 分 而 生成 的 复 区 土壤 , 随 成 乱 荡 漠 复 区 植被 的 基础 。 

荡 漠 区 的 植物 , 大 部 具有 早生 性 特征 , FET HRD ELISE Hr, HORNER, SHEAR 
状 ; 硼 成 旱 生 的 灌木 荒漠 。 一 部 乱 中 生 的 一 年 生 短 生 植物 , ES SE AH, 
数量 不 多 ,无 重要 的 刨 用 意义 。 

沙 局 尔 山 西端 ,在 吉木 乃 以 东 , 一 部 篇 小 蓬 (Nanophyton erinaceum) Sik, MAREE 

ATOR BE. 癌 下 合 石 质 的 土壤 中 篱 小 茵 -套子 (Nanophyton- Artemisia) FARE, IEE 
”上 符 有 伏地 户 , 饮 菠 , 狐 茅 , 苦 草 , 优 老 秦 等 ,分 做 在 较 寅 的 面积 。 石 质 较 少 的 土地 ,有 些 已 
BBS eth. FEU Rad Wc ABA, 黏 性 黄土 及 红土 估 有 很 大 的 面积 。 在 黄土 
De he ida AP 表现 出 各 种 类 型 的 复 区 苞 漠 植 秘 , 但 主要 篇 蒿 尖 及 散 生 各 种 蓝 科 植物 。 在 低 
滥 的 地 区 则 有 片 状 的 芍 菊 草 层 钴 型 混 生 其 他 禾 本 科 草 及 蔡 科 植物 。 

陛 马 稍 山 东 端 连接 布 偷 托 海 的 谷地 , BOR, 形成 石 质 地 面 。 强 烈 的 蒸发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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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 HH, 使 石 高 质 积 聚 在 石 片 的 下 面 。 ERPS RAE 

起 伏地 形 , ARBRE hh. ARTA EBA AK, wo 

3H (Haloxylon ammodendron), {RAKIK (Anabasis aphylla), (AF#E (Eurotia ceratoides), 

麻黄 (Ephydra prezewalskii), FARR Cljinia Regelii), REMAKE, 

(Lemonium), A475 (Gypsophila) TERIA nein: Haloxlon ammodendron 一 

Anabasis ophylla + Artemisia sp. M¥., 

DRPRR TRS , EAH EA EH 

5 EA Se Re AR FE Le La HME, FEE 

ih, ARTE Ee A ee 

荒漠 中 植物 稀疏 , 蔡 科 灌木 常 篇 重要 成 分 , 嗜 口 性 低 , AMR. 荒漠 地 

带 利用 的 重要 间 题 是 水 分 缺乏 ,在 广 关 的 莞 漠 地 带 中 夏季 烃 常 不 见 冀 玲 ,只 有 在 水 分 条 
件 可 以 供 痊 时 , 才 可 利用 。 TERR DAES ERM SHES. ERR 

驼 比 较 更 能 利用 荡 漠 植物 。 

(草原 组 成 员 : 买 惯 修 、 王 ” 培 , 程 向 拉 ; | en.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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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Pl wm a iW ie 

(—) ZA BR 

1 ASR 
Dei sare COM e Mh te Me OLA ROM teach e Set ae Wee 

ARAB, BIL MIE 250 公里 、 合 计 估 有 面积 十 二 万 五 千 余 平方 公里 。 Se 
46° 至 48° 及 东经 85° 91° SH, KAA, 耕种 土地 还 不 到 四 十 万 喜 、 平 地 上 年 

降雨 量 较 少 , 狗 需 200 SER ZEA, SEED STIL, CAE 
河 及 其 支流 布尔 津 河 \ 馈 命 古 河 \ 克 兰 河 及 哈巴 河 等 , 水 源 仙 富 , 但 在 农田 灌 浙 方 面 , 侧 
未 开发 利用 。 目 前 用 亦 灌 溉 的 水 源 , 多 坊 较 小 的 河流 及 一 部 泉水 ,过 在 今后 扩大 栽 墙 面 
积 方 面 , 受 到 一 定 的 限制 。 

各 县 由 共和 缮 度 及 地 至高 低 的 不 同 , RUE. UTR REAM, 18 
青河 无 霜 期 需 120 一 130 K TE AAAS 100—110 K, 每 年 气候 亦 常 不 一 致 , 根据 阿山 
氟 象 站 记载 , 1954 年 初 霜 期 震 9 月 14 日 多 霜 期 篇 4 月 16 A SRR ESE 151K; 1955 
年 初 霜 期 篇 9 月 18 日 . 欧 霜 期 5 月 2 日 、. 则 扰 霜 期 只 有 139 日 , 比 1954 年 少 12 天 。 阿 
琐 素 区 冬季 多 风 , HRSA PLT Sem EI a PTT PE, 冬 春 都 
AAR, (MEIER BRABANT IH ewe EE 
相距 仅 数 十 公里 、 但 前 者 因 傈 谷地 、 冬 季风 大 不 能 积 雪 , 因而 不 能 种 植 冬小麦 ,后 者 入 出 
间 平 地 ,能 在 地 面 形 成 较 厚 雪 层 ,所 以 对 种 植 冬小麦 很 有 利 。 

阿 秤 素 地 区 无 霜 期 由 较 短 ,但 作物 生长 期 间 , 阳光 充足 ,温度 常 在 25"C DLL, wee 
Bik, 对 作物 生长 有 利 , 夏季 温度 最 高 货 类 35°C, 冬季 温度 一 般 在 雾 下 38*C 左右 ,最 
(Wiz —44°C, 一 年 中 常 有 寒流 发 生 ,过 是 对 作物 不 利 的 万 面 。 

2 农业 生产 发 展 情况 
(i A HOE AOS, SRR RETA, A Oe 

“TRUNK BA 34) ZEB D_L Sh, SERRA — Be, SBE Re BEE 
i EEA 90% 稍 弱 ; 解 放 前 哈 族 以 经 营 畜 牧 业 需 主 , URTENURSE,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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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并 了 水 渠 永 带 富 不 了 "过 脱 明 哈 族 对 务农 致富 ,本 是 没有 信心 的 。 在 1940 年 时 ;阿山 
地 区 畜牧 业 发 展 已 有 牲畜 过 120 万 藉 之 多 ,1947 Se BRR RUE RIL EHR th CR 
法 安居 、 相 蕉 和 外逃, 如 吉木 乃 县 牧民 售 至 部 逃亡 帮 联 境内 。 J HC CR eG ese, 
FE SEE MAD A RBC HE AO BL FB, 才 开 始 学 避 种 植 各 种 作 忽 ， 克 年 之 内 发 展 街 稀 迅 速 ;如 
青河 县 1952 年 , MEI ALA 3211 HE 1956 HAM BPI ea, WRRME 1949 年 
篇 1168 ih, 3B 1956 年 就 搞 大 到 24300 RB, WAH ch 1949 年 30 AERIS 1956 年 

发 展 需 118 万 3 TROT, 
哈 族 向 以 牧 业 需 主 游牧 篱 生 、 对 农业 操作 极 需 生 朴 , 且 劳 力 缺 乏 ,所 以 在 开始 种 植 

作物 时 ,将 种 子 撒播 后 , 即 进 山 放牧 ,不 知 中 赫 除草 \ 不 施肥 、 不 灌 新 ,到 秋 和 后 牲畜 下 册 时 ， 

才 和 进行 收 稳 工 作 , 如 蒙 和 人 巴尔 金 播种 春小麦 四 斗 地 ( 合 10 喜 ) 和 后 即 上 山 放 牧 ， 待 收 稚 时 

下 山 , 见 小 麦 生长 不 佳 , 序 转 莹 他 人 收割 , 仅 换 得 茶 砖 雨 块 。 牧 民 最 初 不 恒 亚 农业, 因 之 

产 基 很 低 , 如 富 蕴 县 1950 年 生产 资料 中 ,小 奏 3,000 Rath , 7B IS PE Tabi 60 it Fr, CBE 700 
南平 均 产 量 只 29 斤 , 开 年 之 内 ,在 政府 的 教育 和 颌 遵 下 , 农业 技术 逐步 提高 改进 ,单位 
面积 产量 亦 题 著 增加 , 尤其 是 在 址 煌 起 来 的 农民 , 如 阿 泵 泰 县 "团结 "合作社 ,和 进行 了 先 
种 工作 ,播种 用 的 小 麦 种 子 都 先行 了 风 玩 和 节 选 , 薄 进 行 了 赛 力 散 衬 种 ， 玉 米 探 用 了 人 条 

播 和 点 播 。 富 荐 县 " 直 旗 ”合作社 , 已 探 用 花圈 人 条播 机 ,播种 小 帮 , 大 量 播种 跪 豆 以 奥 小 麦 

地 夫 榜 ,很 重税 施肥 除草 工作 , 芷 对 不 同 品 种 进行 粗放 的 比较 ,如 1955 SE ARR 

。 皮 踊 豆 各 播种 一 斗 ,以 试验 其 产量 的 高 低 , 结 果 白 粒 哆 豆 儿 3.7 石 ; 疙 皮 砚 豆 ; 呈 收 和 到 2.2 

石 。 吉 木 力 县 一 区 的 “图 千 " 农业 生 产 合 作 入 及 二 区 的 ”前进 "农业 生产 合作 入 天 始 重税 

了 施肥 工作 , 团结 社 在 小 麦 灶 种 方面 更 有 突出 的 成 炉 , 已 将 混 订 的 小 奏 品 种 ,分别 的 类 

Ha, RE SCRE SE) atic BB AS AE hE) FIA a BE CY EEE BE) ARES 

WEP UME FTE Ath, AL, bl BAR I ECHO eB RS RE PRE He A SM, a AS 

FEL AS AAR , 生产 方式 已 逐步 进入 合作 生产 ,栽培 技术 亦 在 逐步 提高 和 改进 

中 ,已 篇 仿 梧 农业 发 展 上 打下 了 初步 的 基础 。 AEE EY He IE, ERE HF 

见 草 比 苗 高 ; 轻 营 管理 , 仍 嫌 很 粗放 ,还 谈 不 到 正确 的 农业 栽培 技术 ,一 切 有 待 郝 信和 倒 加 

ai Ta. } | 

[sof 4 Zh HA La i eR CA, 进行 了 农业 生产 外 , 18) AS] Ph ARR wR A 28 AA BE SB HPS 

1952 4 CERRADO, REL ae OY eM, BEACH A bel i PAE aE FY Bre te Ge EAE 

ime , SSE A ANCL EN UG We, REE EL SY 6090 , REDE WR EAS EE RAR AEA 

ABD FY ELA Ba ELS Pa, BS EE RIBAS , EE IAS, LA —tG) HEAR 

HEAR AMG , SARTRE ASS MRR, LA GT AOE ik i a ak FT TS kA EEE 

HMO RARE? SR A 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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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 种 类 和 品种 

1. 帮 饭 种 类 及 和 种 作 忽 的 比例 
本 区 由 族 农 业 生 产 历 史 很 短 和 自然 条 件 较 差 加 之 交通 不 甚 发 迷 作 物种 类 不 多 。 随 

着 农业 合作 化 的 发 展 和 农业 机 构 的 建立 作物 种 类 汉 渐 增多 ， 作 物 组 成 的 比例 亦 在 改 绝 
着 ;到 令 年 震 止 ;本 征 作 物 不 下 十 五 余 种 ; 计 有 : 
”粮食 作物 十 三 种 : BNE NR KER SERA, ROE Re 谷子 、 
AGU MES. 
| eas in ARE = abi LB SE i Ev HEA i SE ESE 

fal 8) Hey DIA - MET SEIE 7S IE 7S EE, 
+ bai Py AS 7) ET TK LG eo, ERLE HEE IK i EE TS AE HE 

Wt fa BS SEK ARR, fd FE ES, TE, EE PE TE 

行 试 种 的 。 
现 将 阿尔 泰 专 区 1955 年 的 各 种 作物 组 成 比例 和 单 固 列表 如 下 : 

#1 1955 Stove alee ia Ar retont 

; {ie a BEB Yo SERCH IT) | || 估 番 面 入 的 2 | RARER (HIT) 

A 62.23 m2 || ee 1.02 202.92 
| OE 9.72 106.17 | Pr 0.37 36.25 

a a: 9.46 161.21 | wl Whe 2.98 72.15 

kK 厅 9.40 99.89 | 蔬 x 0.76 666.12 
eS 豆 82.76 | we oft 100.00 

2 BEV) AR AE SE EK) BA CP AT 
(1) Ae 28 AAR ICN AD, Atte een RRR ECE I SEL 

自己 选择 的 高 产品 种 代替 了 混杂 种 , PRO ARTS SU, a ee, eA 

品种 和 类 型 不 下 11 个 , 计 有 : 
普通 小 奏 有 6 个 以 上 狗 估 春 小 故 66.9 % , BEATA CE SS (BESS), ALAR, oh HE, HA 

RLS, REAL ALK, RE EE, 
HRA OAT 2A, RIG 24.2% , EE AD A 

(HSE ASAT 2 个 , 狗 估 8.8% , EBL (SEHR A ope eS AGERE HA) AUR 
fis FE ( GRE) 

BERL ZEA 1 48, ARE 0.1% , BUSS BES RAGA). 
dau A iti >, AER HB IB US RH Lh 56% 5 HERE ACM ERI; 24.2% , BARB 

BE Ah 7.7 So ct ASE Hh 12.1% 



i78 eRe eH RHR 洁 

目前 农民 在 遗 择 播种 材料 时 也 是 用 黑 世 麦 、 大 头 考 和 大 白 麦 三 个 品种 。 据 访 问 和 

田间 观察 , 黑 世 帮 最 好 ,具有 产量 高 , 抗 病 , 耐 肥 的 特点 。 KARR, 产量 较 高 , 耐 将 

溥 ,成 熟 早 。 再 次 篇 大 白 麦 , 访 品 种 产量 高 , 抗 病 , 耐 肥 ,但 簿 粉 质 量 不 好 。 

其 主要 品种 生长 表现 , 现 以 阿尔 泰和 吉木 力 县 所 取样 点 篇 例 烈 表 如 和 后 : 

《2) RR AERA /NAinth, OR TAA. Bi Mae, 籽粒 小 

BiB RE, 1S oe SP BLA, ET 18 A BARS i AOR RA iS. | 

(3) SK A RDA ASAP) AAAS th BG SE OK 7 i SS i, RA as 

县 调查 本 地 黄玉 米 狗 估 90% , Be RS RATS 10:70, BEBO 28 围 农 场 ,本 地 黄玉 米 估 

66% , Bi BS BAG 34% 。 其 他 县 基本 上 全 是 本 地 黄玉 米 。 

黄玉 米 在 本 地 区 能 充分 成 熟 ,但 产量 不 如 阁 联 白马 疯 , 且 极 混 杂 ， tS | 

eit SPS RE FERAL 1955 265 | ERAN, AR AS, BERS, 28 RS AE 20 献 地 

上 平均 生产 1005 Fr, MADRE, SEAL EAS 128 K, SEM T A, HSS RRR 

恶劣 ,估计 将 有 一 部 份 成 熟 不 好 ,但 预计 产量 仍 比 本 地 黄玉 米 高 。 

访 二 品种 的 生长 情况 , 现 以 驻 阿 尔 素 28 团 农 场 各 殖 区 所 取样 点 篇 例 , 列 表 如 和 后 : 

x 3 

% 

3 Ap BRAGA FAC ARS FY 

冬小麦 1954 SEB EAE FF] fA AEE PT Ie SBR A, 1959S EHEC AES Pl PP RR 

FR, SE FE AM FY RA 8,900 多 献 。 

栽培 的 品种 ，1954 E95 My ve A 0246, WM VE) 83 HR, RAPA UEME MM, HE 1955 年 

ROM MIA S ay Bik Mt se. 

根据 驻 阿 尔 泰 县 28 贺 农 场 雨 年 坛 种 结果 ,全 场 平均 冬小麦 高 於 春 小 麦 ,如 1955 ph 

条 小 麦 平均 每 套 208.1 斤 , 春小麦 平均 篇 174.1 Fr, 冬 麦 较 春 麦 增产 19.4%。 但 也 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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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 LKERAPRMALE BE AHBRRA EH KBAR HARK 

REE, MERA AMHL, Hib RBA aos EER 

HE, AE AE AH RIE KO 

DACA I SERIE TBE, BEE GB AG EEL , FE AE) LT 

洲 有 很 大 意义 。 
FEVERS A EEE ESE OH AE RE, LURE 

越冬 。 

(三 ) 盟 业 栽培 技术 

1. 土 壤 耕 作 
”本 区 在 解放 前 和 解放 初期 多 使 用 木 册 士 黎 , 赫 深 只 闪 厘 米 ;而 且 是 在 春季 先 撒 种 后 
复 地 。 在 青河 最 初 没有 土 复 时 是 用 牲畜 踏 几 土壤 以 创造 发 芽 条 件 , 又 在 阿尔 泰 县 了 解 ， 
在 1952 年 是 用 4 DORSRL—HRAR, ABATE RG LAeih, ASCH A, 并 年 来 党 
和 政府 大 力 支 援 本 区 农业 发 展 , 逐年 地 以 新 式 马 拉 钱 复 代 赫 了 木 网 士 黎 ,如 阿 泵 泰和 吉 
木 乃 县 现在 基本 上 不 用 士 黎 了 , 耕 的 深度 , 土 复 8 一 10 JERK, hr BeA” 16 一 18 厘米 ,28 
团 农 场 用 拖拉 机 耕作 的 土地 一 般 在 20 厘米 以 上 。 耕作 时 期 一 般 都 是 春耕 ,和 从 1956 年 

秋 才 大 力 宣传 推广 秋 耕 和 深耕 。 
本 区 所 开 怪 之 土地 除 旱地 外 水 让 地 多 分 伤 在 河流 两 岸 灌 浙 太 便 的 冲积 平原 上 ，-- 

般 土 地 分 散 、 田 志 小 ,未 很 好 地 进行 整 平 工作 ;以致 狂 管理 上 带 来 一 系列 的 困 灼 ,用 重 地 
影 玫 产量 的 提高 。 

， “在 此 逮 必 须 提 到 的 是 本 区 由 认 地 广 人 稀 和 赫 作 粗放 ,一 般 都 有 原始 的 坦 睦 性 惯 ,如 
吉 未 旋 县 作物 播种 在 肥沃 的 土地 上 , 砍 年 肥沃 的 地 焰 乱 种 植 ,而 谊 薄 的 土地 旭 使 其 秦 闻 ， 
训 县 输 风 的 方式 以 种 一 年 风 两 年 较 普 逼 , 侍 县 估计 ,已 并 歼 的 土地 超过 现在 播种 面积 的 
二 倍 以 上 ,又 如 哈巴 河 县 2 区 水 地 还 实行 种 一 年 风 三 年 的 方式 ,所 有 秦 闻 的 土地 不 加 任 
何 管理 。 

亲 年 来 由 基 扩 大 栽培 面积 组 绫 起 来 以 后 也 在 合作 社 及 互助 组 中 实行 较 简 单 的 倒 在 
Bk, DULCE T RCA, 方式 一 般 是 种 温 莞 豆 和 首 荐 的 地 种 小 帮 , 翻 合 再 种 玉米 及 
其 他 作物 。 

2 .播种 工作 
如 前 所 述 , 过 去 本 区 最 原始 的 方法 是 畸 在 马上 搬 种 ， 搬 种 再 翻 地 覆土 ,由 放 有 了 之 
SSSA, BURL. A eR) RRR 
er AAS) FA BUS a, EA EPR 28 AE AT A HE RL, AE 
Uy ERA 



180 hE RF HR Rm 

播种 期 抓 的 不 紧 , 基 本 上 是 自流 的 ,以 播 完 篇 止 , 播 期 拖 的 太 其 ,一 般 播 种 顺序 是 雪 

深化 后 最 先 播 春 小 麦 、 跪 豆 , 再 播 玉米 ,以 个 再 播 骨 麻 \ 大麦、 麻子 谷子. 燕 雁 等 。 

播种 量 无 一 定 的 要 求 和 控制 ,实际 上 用 手 撤 亦 SSK TERMED wa 

Fa EET FPR BR Ay Re a a a a A Th. | 

播种 材料 (种 子 ) BR 28 BL 8 > SERA, A 

MLE AR GE 1955 SEA PARED BE, EK AME FI TE, it 

BAG Po PT ASG 28 DAE A I Ol Be he P , ASE TAS 

的 参考 ,但 应 说 明 的 是 该 县 在 本 区 是 比较 先进 的 : 

St tol wt ae GE 28 Mw me we 

播种 期 | 播 量 (市 斤 ) | 播种 方法 

4—30/IV 28—33 
8—30/TV 25—29 

6—25/1V 12—19.8 

26/ 了 一 24/T| 10—10.9 

= RS cs = 

= 7 

6— 7/¥ 
10/lV¥— 5/T| 4—5.7 

24/IV— 8/T| 1—1.3 

SRRREBRAKEE EE 

Ae 

大 

% 

K 

大 

水 

胡 

油 

a 

nr 

we 

3, PEE A Hee 

— Weal, BB BAI fe) I A, AS ci FE His DE AY BE toiczce > oi 

肥 地 上 ， 其 方法 也 是 标 粗 放 不 请 究 的 ,因而 大 大 地 影响 其 肥效 的 发 挥 。 

施肥 面积 赵 个 县 比较 起 来 布 南 金 较 大 ， 狗 篇 播种 面积 的 609 , i Ae ea 

AG I, Adee 58 1 Sk di ALE AY 30 9%, EAR 75 EH PCS EAN 2.2 Fo. 

VETS OE EL Ta Fi SBR BA BE 

HEAT AU SE LEE ME NE FD BAY AK TDK, iy Be, FE bl PARAS AC HER BB AA 

用 。 

施肥 量 各 地 不 一 ， 如 阿 泵 秦 农 业 社 每 南 施 肥 量 篇 1000 一 2.000 Tr Acar, TRASK 

肥 , 部 分 亚 米 地 还 施用 追肥 ， 每 融 1,000-—-1,500 市 斤 。 双 如 吉木 妃 县 转 千 农业 竺 在 100 

i AR BEE bE WH 10,000 斤 底 肥 作 篇 基肥 ， 另 有 50 南 地 施用 少 节 追 肥 , 其 方法 是 在 滞 水 

LD _ FEB A AR A EBL AA, 在 抽 乔 期 聊 水 冲 人 地 内 ， 掺 农民 反映 有 显著 效 

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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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 AE AOA 28 围 农 场 今年 在 玉米 和 小 奏 地 上 都 进行 施肥 , 玉米 已 作 到 至 面 施 基 

AE, 机 产地 每 页 5000--8,000 Fr, ACA REAR 1,000 斤 左 右 ， 由 产地 还 施用 过 磷酸 钙 , 骨 
灰 、 询 肥 的 混合 粒 肥 。 冬 ,春小麦 在 一 部 分 地 上 施 基肥 。 访 场 肥 料 种 类 主要 是 各 种 作物 
RFE LAHEY 50 匈 和 询 肥 的 估 40 匈 。 SESH, NBER ERR GRAB 

需 10% , ARF RUIESE DERI 
PRAT: 本 区 除 一 小 部 分 旱地 外 ，, Wk. | ARATE ERA 

50% 的 玉米 地 和 上 圣 该 县 28 围 农 场 从 部 玉米 大 豆 用 沟 灌 和 该 场 小 亚 用 小 畦 灌 以 外 沟 需 
漫灌 。 灌 浙 次 数 各 地 不 一 致 ,一 般 作物 坑 2 一 4 次 ,在 低 强 的 地 区 ,水 位 高 ,只 灌 一 次 ,其 
BRM, 多 的 其 至 要 求治 6 一 7 次 万 能 满足 需要 。 

整个 属 来 ,目前 所 探 用 的 灌 浙 太 法 和 次 数 水 量 及 时 间 人 淋 有 很 多 不 合理 的 地 方 ;都 待 

SIL RAZR EE AL EE AR AEE 
4, FR Se 

前 两 年 根本 就 不 进行 任何 管理 , HSE LS BP_L ee, HEKIF ERA, Bi) ae HA 
RAE AOC, RF CE UE A EARS A PUB A ES OS , EE AOE 

AWARDS ET BEATE A BLUE FEO TSE, AAT Re 
除草 ， 如 吉木 乃 县 前 进 农 业 秆 1955 年 除草 面积 佑 播种 面积 8%, SHA 

等 县 不 少 农 业 社 都 进行 除草 工作 。 管 理 好 的 , 中 赫 除 草 过 三 次 之 多 。 同时 在 阿 泵 泰 屋 

今年 在 水 面积 上 试行 玉米 人 工 辅助 授粉 和 打 去 玉米 的 分 蔡 。 

ADE Hh REE AOS ERY A, 重 者 甚至 扰 收 成 。 主要 是 由 帮 种 子 内 混杂 播种 大 

地 肉 和 水 渠 的 种 子 由 水 带 大 地 内 。 阿 泵 素 县 农民 现行 的 防治 法 是 将 燕 族 草 前 地 休 阅 作 

割 草 地 ,或 僵 中 耕作 物 换 在 ,其 效果 倚 好 。 
5. 旱 地 作物 栽培 情况 

星 地 在 本 区 的 农业 生产 中 估 有 一 定 的 地 位 ,其 所 估 播 积 而 积 之 比例 各 县 不 一 致 , 阿 
POAT 5 一 6%、 险 巴 河 县 估 8.3 多 、 布 泵 金 量 估 32.6%。 在 早 地 栽培 的 作物 ;主要 是 春 
未 帮 , 其 次 是 大 变 、 麻 子 . 燕 变 。 如 以 布尔 金 1956 年 坑 例 ,旱地 作物 , 小麦 估 旱地 播种 面 

积 的 60.2% , KAG 26.2% , HEFT 8.06% , PEG 4.7% , BFA 0.2% , ERE 0.4% , 
ee RK 0.06%, 

£3 Hh BL] BE Hh AY RE BORGAR ; — AE OAR, ICTR HL Shh BE TS, LR EPR TE TA 
了 解 该 县 旱地 在 雨水 多 的 年 份 每 页 可 产 粮食 300 FE EAT, 1955 4H 4,000 HH RABI 

PE 126 Fr, 今年 预计 小 族 产 量 水 站 地 每 页 可 收 220 斤 , 旱地 可 收 150 一 160 Fr, CPR RK 

济 组 在 该 县 蒙 库 典 型 铀 查收 成 好 每 献 可 186 斤 , 较 差 年 份 旱地 仍 可 收 120 斤 ,水 小 地 则 

收 159 Jy, SRS PME TE 1938 年 到 现在 已 种 旱地 19 Serb RE ae 
在 布尔 金 缀 水 站 地 产量 篇 210 斤 , 且 比较 稳定 , 旱地 篇 180 Fr, 有 了 时 只 40 一 5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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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县 北部 喀 纳 斯 河和 柯 姆 河 的 旱地 由 於 气候 混 油 产量 较 稳 定 。 
由 .上 可 见 旱 地 的 产量 ,高 低 稳定 与 否 各 地 不 一 ,过 主要 是 由 於 各 地 的 自然 条 件 不 同 

PREZ. 

FA Sh 9 RE AE SASS BR LP ET RAIAS 20 年 (从 1937 年 开始 ) 最 初 是 同族 农 
民 ; 以 后 哈 族 效仿 ,现在 主要 是 哈 族 种 植 , 其 栽培 方法 是 极其 简单 和 粗放 的 。 最 主要 的 

是 喷 择 土地 , 据 了 解 一 般 早 地 都 分 佑 在 靠山 的 ,地 势 较 低 的 冲积 地 上 ， 依靠 雨水 和 下 十 
$e SEE A Hh AIK EAE ED AS RSE, TTS SAR 

TERT He — BAD EEE AAR SE TOE, PRA) 8 一 10 厘米 左右 ,播种 方法 完 

RRA, Het A FEET EY EE, RPA TT AG, 旱地 较 之 水 浇 地 更 篇 

粗放 。 

旱地 在 本 区 是 有 发 展 的 必要 和 可 能 的 ， 特 别 是 种 植 供 山 区 牧民 的 粮食 和 种 植 侗 料 . 

作物 。 所 花 劳 力 不 多 加 之 本 区 劳力 缺乏 ,大 块 宜 允 水 浇 地 倚 少 ,经 营 早 作 是 有 很 大 意义 

的 ;如 能 从 种 子 、 耕 作 和 播种 各 方面 加 以 改进 ,在 现 有 基础 上 提高 产量 也 是 完全 可 能 的 。 

(四 ) 盟 业 生产 存在 的 问题 ， 

1 .品种 方面 

目前 农民 所 栽培 的 作物 以 春小麦 需 主 ,， 其余 以 麻子 、. 青 牺 、 涪 麦 、 鄂 豆 种 植 较 多 ， 品 

种 极 坊 混杂 ,如 春小麦 地 中 常 有 五 ,六 个 类 型 ， 混 植 在 一 者 。 扬言 过 些 品种 多 傈 由 政府 

配 葵 之 粮食 或 轧 料 中 愤 出 的 ,有 些 是 由 牧民 逃亡 在 外 时 收集 的 ,因此 有 定向 的 引种 选 

种 是 必要 的 , Fh DY AY As HTS, 早晚 霜 期 无 定 , 作 物 生 育 期 ,公有 130 一 140 K, BATRA 

其 期 较 短 及 耐寒 品种 , 以 斋 应 本 地 区 之 气候 条 件 。 tbs 

方面 有 计划 的 予以 支持 及 援助 。 

2. 农 机 具 方 面 

阿尔 泰 区 农业 生产 发 展 情况 ， 由 各 县 历年 来 作物 栽培 面积 的 扩大 和 技术 上 的 改进 

已 有 显著 的 成 写 , 但 大 部 分 农民 仍 以 牧 业 篇 主 , 农业 生产 劳力 序 威 不 够 , Ae 

势必 粗放 。 因 缺乏 播种 机 所 以 仍 停留 在 原始 的 撒播 种 植 方法 上 ,没有 收割 机 ,致使 小 麦 

Woe FEM He HEAR A, FB 9 月 中 名 , 仍 见 成 熟 小 麦 存留 地 内 ,各 地 农民 对 机 具 的 要 求 都 很 角 

切 ， 克 以 吉木 帮 县 全 县 牧民 人 全 部 逃亡 苏联 ,看 到 群 联 高 度 使 用 机 械 的 情况 ,对 机 械 耕 

作 的 要 求 更 篇 迫切 和 渴 赣 。 也 只 有 实行 了 农业 机 械 化 以 后 ,技术 水 平 才 可 能 提高 ,产量 

就 会 不 断 的 增长 ,根据 目前 情况 在 阿 泵 泰 地 区 , 配 人 备 一 些 马 拉 休 播 机 、 收 割 机 中耕 器 、 

打 草 机 等 , 似 篇 急 不 容 线 的 。 

3, RUE Al 

开发 水 利 ; AEA YF fa) HRA Be Ns A AE, RS RES Fay DEAS (YH , ARE 5 Sth Tf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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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URMRS , TOA HOF FAG , 15 ORB , er eS RIGS HT) BF BA BY ALE, A FETT 

BATE RRS HEE, Ee} ESRI, ARORA, 未 过 到 正常 的 成 熟 , SHARE 

“ei? SLO SHAS CR 200 户 组 成 了 一 个 吐 秤 公 村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 亦 以 水 源 

不 足 , 影 响 面积 的 扩大 。 另 外 吉木 乃 县 二 区 "前进 ”生产 合作 社 反 映 ,今年 小 麦 计划 产量 

FE 300 斤 ; 但 以 滞 浙 水 量 缺乏 ,多 未 能 超过 四 次 的 灌 汤 , 有 些小 奏 地 只 灌 了 两 区 , 按 

ee Hb EPSP MERA, 需 灌水 6 一 7 Ae, MPP KA, SHINE DEMS, 因而 产 

BAR. ME IRUGEMEMEA 1K, BATS IE , MVE AACE, MEE RE) Bk Fe 

(ERR BK | 

4 .植保 工作 

防治 作物 病 患 是 保全 产量 的 重要 措施 之 一 。 阿 尔 泰 区 主要 作物 春小麦 普 逼 发生 轻 

重 不 同 之 腥 黑 重病 ,而 以 青河 更 乱 马 重 。 根 据 田 问 实际 计算 结果 ,发 病 率 实 可 获 人 ;而 捐 

失 之 天 , 则 更 无 法 估计 ,如 密 重 小麦 发 病 重 震 28 儿 、 和 红 小 变 41%、 及 早熟 竹 变 则 篇 85% 。 

富 基 哈 拉 同 汪 一 带 据 田 问 观 察 当 亦 在 10% 以 上 , 红旗 合作 和 社 呈 经 选 种 ， 亚 地 中 亦 发现 

黑 穗 不 少 。 凡 生病 麦 穗 ,不 但 颗粒 无 收 , 在 打 场 时 黑 粉 黏着 其 他 帮 粒 上 ， 明年 播种 后 将 

MAEM, BR 28 围 在 连年 更 剂 拌 种 下 , 腥 黑 重病 已 基本 消减 。 因 此 建议 自治 

区 合 痢 机构 ;根据 阿 泵 泰 区 明年 播种 小 族 计 划 迅 速 准 人 备 赛 力 散 或 阿 伯 粉 , 花 印 发 群 交 使 

FARE, ARE CE DA Be He ee PEE TT) A, ORES RS EAA 

ee : 

(五 ) BRERHMSAR 

1, 阿 泵 素 区 农业 发 展 的 方向 问题 
根据 阿 簿 素 地 区 自然 环境 ,山地 多 ,草原 富 ; 夏 季 山中 ,气温 较 低 , 坊 优良 的 天 然 放 牧 

区 。 哈 萨 克 民 族 向 以 畜牧 篱 主 , 由 1949 年 30 余 万 藉 ,发展 至 本 年 已 接近 120 万 郑 , Bt 
划 明 年 过 到 148 A, HEC, AER BRR, 但 从 存在 一 个 问题 , 郎 冬 
季 草 场 不 够 ,冬季 蚀 料 品质 又 差 ,对 性 畜 健康 不 无 影响 ,解决 各 一 问题 的 办 法 和 涂 径 ,就 
是 阿尔 泰 区 农业 发 展 方 向 的 问题 。 

险 苏 克 民 族 以 游牧 需 生 ,主要 食品 需 乳 ; 肉 及 怨 风 的 副产品 , 需 了 提高 牧民 生活 , 相 
应 的 发 展 农业 是 十 分 正确 的 ,但 以 该 区 地 面 之 广 ,人 口 之 稀 ,粮食 除 能 和 过 到 自 欠 自 足 外， 
农业 发 展 应 密切 配合 畜牧 业 , 大 力 建 立 蚀 料 基地 ,以 解决 性 冀 越 冬 问题 。 大 量 逢 植 多 汗 
饲料 作物 ,以 提高 性 畜 之 质量 ,而 增进 畜牧 业 之 产品 。 查 青河 \ 富 藉 一 天 ;野生 紫花 首 荐 、 
黄花 音 荐 及 草木 标 生 长 甚 佳 , Fo SOL, RIS, 是 解决 畜牧 业 冬 帘子 问题 的 有 利 条 
件 。 根 据 在 阿 勘 泰 县 岗 察 ,各 种 作物 生长 良好 ,28 团 农场 种 植 之 蚀 用 甜 薪 、 马 偷 昔 \ 胡 藉 葡 、 
及 甘蓝 等 ,或 明 在 阿 泵 素 区 都 生长 很 好 。 在 发 展 阿尔 泰 区 畜牧 业 的 基础 上 农业 发 展 应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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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种 杆 首 项 等 牧草 ,栽培 各 征 多 汁 侗 料 作物 ， He I HR LAO 

2 TGR RR i BF FE FE 

试验 研究 的 结果 , 是 发 展 农业 提高 产量 的 基本 资料 ,农业 区 域 性 很 大 , 各 地 区 有 其 

特殊 的 自然 环境 和 经 济 休 件 ,必须 根据 当地 自然 条件 以 进行 作物 的 献 验 研究 。 如 阿尔 秦 

区 作物 生育 期 较 其 他 地 区 篇 短 , 种 植 生育 期 长 的 品种 , 往往 不 能 成 熟 , 因此 必须 研究 各 

种 作物 及 品种 的 生物 学 特性 , TORRE AA AA, A Oe ee 

期 ,播种 量 , 最 适宜 的 密度 , 合理 的 灌 浙 及 施肥 等 , 都 必须 进行 坪 验 研究 ,要 创造 三 套 遂 

合 苹 阿尔 泰 土壤 情况 , 气候 条件 的 耕作 制 变 ,与 农业 技术 措施 ， 浊 样 者 提 高 基 师 、， 了 

EET R EE. ; 

查 阿 山区 已 发 立 了 试验 站 ， i Se a A IB, semen 

fF, 因此 合 遵 上 应 重 秽 过 一 工作 ;, aE — Hi APA 

3. 加 强 示 纯 和 技术 推广 MP RE 

Fl FS 29S TE, PW Se AE PR SB AIR FR], — tI) EA it ll 2 ARS AGE EAN SEP , AS LSS BE 

WER RE SHE Bis, ME TES AES RIO, IN RRS. RRR RAR 

WE DEI , BREE WE BEA: DE Fe Pi EFT HF TPE, ER A, DE EER 

以 广泛 的 推行 。 stmyriatpneyogewppidagigopheediasga 

二 。 FSR a TAR, 

(一 ) 其 本 Ss 况 

4 
人 

1. 自 然 情况 

静 河 流域 篇 北 疆 准 噶 泵 盆地 交 称 的 一 部 , 军 欢 农场 ( 农 七 ,从师 ) 生 产地 区 分 优 在 北 

绰 44 一 45” 及 东 径 84 一 87” PMY, 地 殉 东 南 高 而 西北 低 , 海 拔 在 200 一 500 9K, ERE 

河流 除 玛 秽 斯 河 外 人 削 衣 金 滞 河 , 八 背 清 河 、 拿 屯 河 及 四 棵 权 河 等 。 河 流 之 外 人 淋 有 很 多 阳 

A RHI RARE, 小 泉 汪 等 。 本 区 年 降雨 量 很 少 仅 在 200 毫米 左右 , 所 有 农 作 主 地， 

BHRWMIKR ROK, 至 年 平均 温度 在 6”C 左右 , 夏季 最 高 温度 迷 40"C VLE, WH 

Tei, AUPE WME 20°C, 11 A Bake Sf, SEPA) 30 一 50 厘米 ,至 明年 + A AR 

SBA IE HE — 40°C 左右 ， 早 霜 期 在 9 月 低 或 10 月 初 WRAY TE + 月 末 或 5 月 初 ， 

所 以 作物 生育 期 坊 150 天 左右 。 

2, PERE: PER ER, 

Fy af FE I Ee Hb AEF A CB 05 Se HE He, DCH St 2A te RH, 1949 SECT 

GREE RST a RAST AS SRI HE, CEE He A ECT TE, FE BBE AOA, WR UR aA 

HOPELESS , EAE A LATS RA ERE 200 一 300 公里 ,向 型 区 进香 , 当 阵 本 

活 是 非常 凌 苦 的。 摇 无 房屋 , 栓 草 又 缺乏 , 贞 王 控 地 屋 篇 住所 , 食 回 轿 雁 粒 以 充 衣 ,工具 

ait ath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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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 EE, SERRE 5 SLSR, Ee ae HE RRR) , 指 遵 生产 事宜 ,以 当时 的 

WRAEALTA AAG REVE AE, ARPENERAL AT DUR AY, (ARBRE TAR AT 

次; CEFR RASHES EB, ELBA HELE BS RIK, IG Tay THe to EL RU, ie REBAR Re FT, AE 

PEPE PE AP OR SERRE TE) Rk EG eG I EE SE UE EL 

25 BS FR Ay HBG, TE AIZEN" PP TR TE ER A: PE RR EH A, RS 

的 ”, SSE AY) LE Sy RRR AE ROCA 

(=) 作物 种 类 及 主要 作物 的 品种 

天 河流 域 和 区 的 作物 种 类 较 多 ，, 据 初步 了 解 计 有 : APE, SANS, AED AE, EKA 

Ty AB BEE BEE FRB TA CH SBR BS HE A i alk 花生 、 油 荣 、 

AR PEI RUE a FD YAR HE TA THES EE 

FEB RARE. SE, ERMA, SAL IC BLUES SEO FR 现 以 农 七 、 

Afi 1956 年 种 植 面积 篇 例 , 鹿 表 如 下 。 

卖 5 

marta) PM ge ae ge ge ee | gee 
oo ll ll a Sei MRA foot ai Midvid oth ta 2 | 

| WBC) | % TCD) % li)! % ana] Fo lmTBCHA)) % | mIRC) 
Asti] 493.310.2100 | 100,020 | 20.26 | 94,492 2.018 | 219,344.2| 44.52 

fe Afi] 313,239 | 100 | 108,786| 34.7 | 72,754 86,434 | 27.7 
19.11] 69,502 |14.09| 9,952 

14.4 

目前 天 多 数 农 场 进 行 了 规划 设计 ,已 经 和 即将 进行 过 渡轮 作 到 正规 输 作 时 ,作物 种 
FUEL AS AS BES, 如 23 围 农场 1959 年 正规 葵 作 和 后 的 大 田 作物 比例 : 棉花 估 42.32 
多 、 冬小麦 估 11.63% , AAA 11.79%, PFET 12.79% , FER Ah 9.82% , 大 豆 估 3.26 
%, Rho 20 ABB 1958 RAE ATA Rae, EEE IAS : BRE TE 50%. bE 

20.1% 、 首 蒋 27% . MERE HG PILE Mh 2.9% 
ALPES THT PRC AA: HE PERE TE, 此 地 一 般 作物 都 能 种 植 , 且 生 长 良好 ,生长 期 

长 的 作物 (如 棉花 . 王 米 \ 大豆, 水 稻 \ 花 生 ) 的 中 早熟 品种 ,只 要 运用 高 度 的 农业 技术 , 同 
样 能 够 栽培 ,六 且 能 多 得 高 额 的 产量 ,如 棉花 、 王 米 侍 国 最 高 记 杀 就 出 现在 此 地 。 

“根据 国家 需要 静 河 的 军 列 农场 一 般 都 是 以 棉花 篱 主 的 农场 来 进行 规划 的 ， 据 说 将 
来 国家 所 在 石河 子 附近 建设 CHIC STE RS CCA RAAB AOR, ERPS A Fe 
MR AR Ee iii FAS, TE BAY DR aE RT: A ee RE 

Fy A ARS AS iB, AR ARS SE BE Ee HA A WA, PEEK, AH 

黄豆 外 ;大 都 由 内 地 和 和 人群 联 引进 。 

C1) 棉花 在 1955 年 以 前 都 栽培 的 C 一 3173、1955 年 由 群 联 引 进 了 大 量 的 611 一 B 

anh, ALAC C—3173, 从 1956 年 起 已 完 至 以 611 一 6 ARCA, 上 述 品 种 都 是 由 人 铭 

19.11 | 69,502 

23.2 | 4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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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引 进 的 , 篇 陆地 棉 类 型 的 早熟 品种 , 在 本 地 生长 良好 , 成 熟 早 , PED, MRE 

Ro 

(2) 冬小麦 AR ARE AVSE REELS Fe MM 0246 FL SE 83 号 ,在 1955 年 以 前 多 栽 

355 52 0246, Rk dna A MRS | EFEACSE RRA, RRR, Bice ADE 

Fal, HEA I , AEP 78 RO , AS EAR HEFT LL, si SR HE, 

Ay 92 A 83 号 品种 也 是 由 谷 联 引进 的 , 在 1955 年 前 何在 区 域 坛 验 中 , 从 1955 年 起 多 在 

PATH ALL, FA RSA PEP, KA ER ALS eA 0246 的 优良 特性 外 , 傈 具有 较 高 的 抗 锈 

能 力 和 不 觅 粒 , 植 株 较 矮 , 便 讼 机 械 收割 , 篇 本 又 区 目前 最 好 的 品种 , 估计 一 、 二 年 办 乌 

FE 0246 小 麦 在 本 黎 区 将 篇 83 号 所 代替 。 

(3) 玉米 ”主要 是 区 联 白马 谓 。 1953 年 售 由 内 地 引进 少量 金 皇后 进行 坛 种 ,前 者 

已 完全 庆 应 藉 本 黎 区 的 自然 条 件 , 能 够 充分 成 熟 , 且 产量 高 ,， 沃 大 勇 创造 公国 最 高 记 尔 

和 今年 贺 天 宣 在 5.1 wi LPI FE 1925.49 打 均 用 此 品种 。 SAR 、 

果 和 良好 , 且 有 更 大 的 仙 产 湾 力 , 惟 在 较 差 的 年 份 , 稍 感 生长 期 不 够 ,但 如 能 从 技术 上 选 

种 上 着 手 改进 ,将 篇 本 黎 区 最 有 前 途 的 良种 ,目前 正在 繁殖 推广 中 。 

《4) AP ”目前 主要 栽培 的 傈 1953 年 由 东北 引进 的 满 仿 金 和 小 金黄 品种 , 生 甚 良 

好 ,产量 亦 高 ,在 面积 扩大 和 后 种 子 不 够 的 情况 下 , 亦 有 播种 土 种 大 豆 的 ,但 不 如 前 两 品种 

PERS, AOS. RRS SEED ETA 1955 年 息 例 ,列表 如 下 : 

x 6 

i ” 产 ( 市 斤 ) 

46,842.9 1 .319.9 
68,391.6 185.2 
23,502.9 212.2 
5,374 302.4 
8,978 106.1 

(=) 农业 栽培 技术 

部 除 各 农场 在 开始 生产 的 头 十 年 中 , 用 砍 土 鳗 开 荒 , 用 土 复 复 地 , 用 原始 的 耕种 方 

法 ,一 切 探 用 撒播 , 褒 种 洲 收 ,大 水 漫灌 ,缺乏 理 脸 指 半 ,田间 管理 工作 势 次 准确 及 时 , 因 

之 产量 很 低 ，1952 年 探 用 了 洋 复 等 局 拉 农 具 和 少数 拖拉 机 ， 在 各 级 向 六 及 眠 士 们 积 标 

鲍 研 生 产 技术 和 击 年 来 积累 的 经 验 下 , 把 耕地 面积 和 耕作 技术 都 得 到 推进 和 提高 。 

1953 年 在 疼 联 专家 提 托 夫 同志 的 全 面 指 遂 下 , 棉花 多 得 了 空前 由 收 , 雨 万 余 献 , 平 

均 籽 棉 产 量 篇 402 斤 , 过 种 史 扰 前 例 的 由 产 成 炉 引 起 了 全 国人 民 的 注意 ,更 重要 的 是 阁 

联 专 家 两 、 三 年 来 的 热情 帮助 指 六 ， 各 军 型 农场 已 掌握 了 一 套 先进 的 综合 性 的 生产 技 

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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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天 部 农场 都 已 进行 了 输 作 规划 , 灌溉 排水 系 业 及 防 维 林 也 都 进行 了 设置 HEBER 
已 迷 到 60 以 上 ,具有 了 国营 农场 的 初步 规模 。 

1. 土 壤 耕 作 制 度 
在 生产 建设 兵团 有 计划 的 颌 遵 下 , 便 制 定 了 一 套 耕作 和 制度, 各 岳 、 轩 根据 兵团 处 的 

计划 和 结合 嵌 区 土壤 情况 更 作 了 具体 的 规定 。 主 要 的 如 下 : 
(1) 土壤 的 基本 耕作 “包括 减 存 及 深秋 耕 。 一 般 在 作物 收 秃 后 (如 小 麦 、 玉米、 高 

梁 等 ) 接 着 或 同时 进行 4 5 ZA OAR LTE, “EMOTES IAM, PRE, 
除 土 壤 板结, 以 减轻 秋 耕 时 的 阻 研 力 ,过 到 和 节 移 油料 ,增高 机 具 效 能 的 目的 ,棉花 地 因 拾 

“花生 束 期 楼 近 封 凌 ,过 不 到 减 在 的 作用 ,因而 不 进行 减 丰 ,直接 进行 深秋 耕 。 
“ 秋 耕 一 秋 耕 的 时 间 随 前 作物 收 各 期 而 有 爸 更 ,但 原则 上 是 以 时 间 合 早 念 好 ;一 般 

在 汉 耕 减 在 后 15—20 天 内 进行 , 秋 耕 深度 因 土壤 情况 而 有 不 同 , 士 层 迹 的 应 逐年 加 深 ， 
十 层 深 , 腐 植 质 多 的 , 旭 可 和 进行 较 深 的 耕 复 ,一 般 不 少 论 22 厘米 , 深 时 可 由 2530 厘米 
不 等 。 深 秋 耕 的 作用 也 是 需 了 消减 厅 草 、 病 嚼 嘎 、 积 善 水 分 ,改良 土壤 性 质 。 

(2) 寿 耕 ， 亦 称 播种 前 的 耕作 ,过 一 项 工作 是 包括 春 杷 和 春耕 。 在 春季 融雪 和 后 , 扩 
已 经 秋 耕 过 的 和 未 经 浊 秋 耕 的 十 地 必须 抓紧 时 间 ， 突 草 春 存 工作 , 以 过 到 保 丧 作 用 ,未 
行 秋 耕 的 地 ,在 春 友 之 后 应 进行 深耕 , 以 过 到 土 康 松 软 而 利 於 作物 生长 , PES HE REE 
FFE, LR PRE, 

2 . 播 期 、 播 量 、 播 法 及 种 籽 卡 理 
PAB Sh, 播种 量 双 多 过 少 及 播种 方法 等 对 产量 有 很 大 关 傈 。 军 型 农场 自 

1953 SAREE MURA BEL PCE ALAR, SAT A EE IE 
FET APRESS ARR , CES Tay EL ARS = Fe RRR OAR, CRE EY 
的 千 果 ,棉花 可 在 四 月 中 名 播 种 , PLIES ROBE, 冬小麦 以 在 万 月 中 旬 至 
下 名 播 种 者 ,分 给 良好 , 安 侍 越冬, 较 诸 过 早 过 晚 播种 者 产量 都 高 。 冬 小 变 播 种 量 以 各 
地 土壤 情况 不 同 , 结果 亦 不 甚 -一致 ,一 般 以 每 献 30 万 至 33 BERRA EE, 播种 方法 ,由 最 
初 撒播 , 拘 厅 到 条播。 播种 量 由 稀 播 到 密植 ,播种 行距 由 寅 变 铸 ,学 习 群 联 先 进 和 经验 ,和 结 
合 当地 具体 情况 播种 技术 逐步 前 进 和 提高 了 。 

征 籽 上 处 理工 作 在 军 型 农场 中 篱 农业 技术 中 重要 措施 之 一 ， 特 别 是 棉花 种 子 都 是 一 
粒 一 粒 的 进行 选择 ,除去 小 粒 、 劣 籽 、 破 粒 及 攻 色 种 子 , 过 样 使 播种 出 土 后 的 幼苗 能 很 健 
肚 。 其 他 如 王 米 , 大 豆 等 在 混杂 情况 下 也 必须 进行 粒 选 ,玉米 规定 去 掉 果 惩 雨 头 的 籽粒 
而 只 留 中 段 的 作 种 ,种 闻 经 过 选择 后 ,在 播种 前 都 进行 更 朝 处 理 , 有 的 需要 晒 种 ,有 的 即 
进行 种 子 肥 青 ,测验 种 子 的 发 芽 这 , 计算 种 子 的 千粒重 ,以便 次 定 笨 当 的 播种 量 。 摘 好 
oR Fj SALE J SE A: Er IAL PER EE. 

3 HEE 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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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篇 纯 大 陆 性 气候 ,雨量 特别 稀少 , DSTO ERE AT LAS , TEU Le 
SEMENT, 无 灌 浙 即 无 农业 。 农 场 最 初 对 灌 浙 缺乏 知识 ;不 花 作 物 类 别 ) 不管 需 水 量 的 多 
少 ,都 是 大 水 漫灌 ,大 水 猛 灌 ,有 些 地 区 就 人 需 的 造成 了 土壤 的 锚 污 化 ;由 芯 学 入 了 帮 联 
先进 科学 理论 和 阁 联 专家 的 直接 指 遵 下, 中 耕作 物 如 棉花 、 王 米 等 都 探 用 了 滞 灌 方法 ， 
SE BD PE BEB FT UAE MEINE, SH RT IR set TT Re 
DEES BERARDI IMA BOK ATG RPE A, GORE rE OEE 
a MEAS RENE, ONCE IAM FES cp AW BS He He AS | AE, Be SH fe As 
RE, SE PEMIME A EGR rk HYS], RB MER, 低 不 受 水流 了 。 1 1 

a 1 4 ES CSE Te, A Ee TE, eA 
RAEI, AALS SE PETE EAD IRAE OLIN a, PL EY 78, DABS 
BERIRIE, SRE TERRI, DIATOIOR AAR REA, + ae Nee 

Ha HE HN 45 RAE FARE EM $e BR AU ERE, AACA, EE 
ETC IE LAE OOF, RE eB TERE AER ERE 
PERE, SUDEP A 5, AOE -EA 1955 OPENS ALAS 5600 fei 

佑 施肥 面积 的 15% Bh, TAREE NO AERIS =k TUT RR, TR TT EA 84% 
强 。 棉 花 地 一 般 每 献 施 基肥 5000 RFF EK 3000 斤 左 右 , 小 麦 多 在 新 并 莞 地 上 种 植 常 
不 施 基肥 。 根 据 某 场 矣 察 和 结果, 棉花 经 秋 耕 翻 肥 的 产量 比 春耕 翻 肥 的 提高 56.71%, 1 
此 今后 施 基 肥 时 期 上 应 积极 加 以 改进 。 本 

施 追 肥 各 场 因 不 同 作物 及 士 玉 肥 沃 性 不 一 施肥 量 亦 不 一 致 。 棉花 追肥 ; 通 去 多 用 
颗粒 肥料 , 现 以 人 工 不 足 , 有 些 单 位 就 施用 度 肥 伍 化 肥 刘 合 的 粉 状 肥料 ,小 麦 、 扩 米 因 目 
前 缺少 化 肥 , 天 多 仅 施 用 广 肥 。 至 於 追 肥 砍 数 及 时 期 .棉花 一 般 施 追 肥 三 次 ;第 一 次 在 
定苗 后 , 第 二 砍 在 现 蓄 始 期 ,第 三 砍 在 开花 始 期 。 小 麦 -一 般 施 追肥 二 次 、 第 一 次 在 春 丰 
前 .第 二 砍 在 抽 蓉 时。 玉米 在 定苗 合 茜 高 50 厘米 ,及 100 厘米 时 分 别 的 施用 追肥 。 扎 肥 
对 产量 的 作用 很 大 ,但 香 型 农场 多 趾 有 重 棉 轻 粮 的 思想 ,对 棉花 追肥 ， "TH PS, 
TT SPH eA FA A AS DMT 2 Hy eS PARAL TA 

4. FA EBB 

FEY PV ESAS a a EA et Ae PI EM OBER BHA AE, oe 
将 主要 作物 的 主要 田间 管理 简 述 如 下 :一 

棉花 的 主要 田间 管理 工作 是 在 播种 后 如 遇 雨 往往 产生 地 面板 精 , 阻 在 棉 苗 出 土 , 利 
用 之 字 友 友 地 ,对 消除 板结 功 效 很 大 ,幼苗 出 土 始 期 如 遇 板 千 亦 可 用 之 字 翅 翅 地 。 棉 花 
定苗 至 用 定苗 尺 以 保险 正确 的 株距 和 密度 , 花 且 及 时 而 仔 糊 地 和 进行 棉花 的 股 往 腿 , 打 顶 
Jo RIZE ED FE TE, 以 集中 养分 ,促使 早熟 ,增加 产量 ,在 生育 期 间 一 般 造 
行 6 一 7 AAT PRIA A= RM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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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篇 中 耕作 物 , 生 到 期 间 亦 喜 土 壤 疏 奖 , 因而 幼苗 期 如 土壤 板结 亦 可 用 之 字 友 下 
地 。 当 长 出 药 共 时 则 及 时 地 打 双 ,站 进 行 三 次 行 间 中 耕 和 三 次 株 问 嗓 土 ,中 赫 和 结合 培土 
以 防 倒伏 ,在 开花 期 中 进行 人 工 辅助 授粉 。 

冬小麦 田间 管理 除 施肥 灌 浙 外 , 春 友 篇 一 重要 工作 ,内 年 求 军 型 农场 中 实践 性 明 其 
题 著 的 优越 作用 ,过 是 在 春季 溶 雪 和 后 的 一 个 突 歼 任务 ,已 在 农场 中 芙 激 执行 。 

(Re CT SE PRE AL, 站 且 有 许多 创造 发 明 , 如 显 粒 肥料 机 的 秽 造 ， 
播种 机 ,追肥 机 的 改装 , BAER AO AIRE, 定苗 尺 的 改进 等 在 农业 增产 上 起 了 重大 的 作 
用 。 

四 。 军 砍 岩 场 目前 存在 的 问题 

Hee Be ee RAR Er, 整个 的 改 峙 了 面貌 ,这 种 抱 苦 斗 等 的 成 果 , 起 国家 创造 财 

富 是 起 着 重大 作用 的 ,但 我 们 不 能 满足 於 现实 ,根据 阅览 生产 资料 和 访问 膛 存在 不 少 问 

题 ;摘要 分 述 如 下 : 

1. 技 术 贯 澈 不 澈 底 

由 於 人 力 不 足 及 人 条 件 不 够 , 技术 措施 上 渤 有 些 单 位 做 得 很 差 , ho PR HS, 

大 :地 不 平 , 保 丧 不 好 ;影响 播种 和 出 苗 , 或 因 土壤 乾燥 ,而 在 苗 出 土 前 开讲 灌 汤 。 HE 

灌 沁 不 及 时 , 拖延 江水 时 间 ， 灌 水 单 求 工效 ,不 求 质量 ， 所 以 千粒重 减低 , 影响 产量 很 

Ko BREA LB CHER, 待 玉米 长 出 五 ,六 片上 时 才 和 进行 , 有 些 单位 不 注意 

中 耕 除 草 , 使 土壤 板结 、 杂 草 滋生 、 空 种 这 屿 重 。 田间 管理 粗放 ,诸如 此 类 的 例子 不 少 ， 

都 可 以 悦 明 技术 贯 澈 不 够 汶 底 , 须 进 一 步 的 加 强 改 进 。 

2. 肥 料 缺 乏 

各 军 到 农 场 在 积 肥 方面 ,是 起 了 积极 作用 的 ;有 些 单 位 艰 在 数 十 里 外 ,寻找 肥 源 , 拉 

隶 肥 料 和 跑 通 山野 , SRP DE A, SRR 7S. BE EI, 以 补充 肥料 的 不 

是, 但 以 连年 扩大 栽培 面积 ,肥料 仍 赶不上 需要 ,; 除 礁 仅 早 的 实行 牧草 田 翰 作 ,利用 所 有 

葛 穆 娄 作 堆肥 外 ,在 新 疆 进 行 磷 矿 贰 察 乱 刻 不 容 绥 之 事 , 设 置 破 酸 僵 网 造 后 , 亦 有 必要 。 

3. 秋 耕地 问题 

在 生产 兵团 的 号 召 下 ,所 有 赫 作 土 地 , 姓 进 行 全面 的 秋 耕 。 但 今年 棉花 截止 十 月 中 

旬 抢 花 仅 及 三 分 之 一 , KASS ERE ep, 以 人 手 缺 乏 , 据 和 言 须 至 十 一 月 中 

旬 何 不 能 千 束 拾 花 工作 , 摘 去 未 吐 架 之 棉 答 及 拔除 棉 楷 、 亦 需 费 相当 隆 日 , 加 之 很 快 即 
过 封 半 时 期 ,是否 能 从 部 秋 耕 颇 成 问题 。 即 或 能 进行 秋 耕 , 亦 将 影响 质量 。 这 一 问题 目 

前 只 缺乏 焦 善 处 理 办 法 ,是 值得 有 待 於 仿 后 作 进 一 步 深 太 研 究 的 。 
4. 枯 水 期 问题 

5. 6 月 份 的 枯水期 问题 ,在 各 军 到 农 场 都 轻重 不 同 的 存在 着 。 尤 其 是 车 排 子 20 团 



190 RRS BRRE 

BE Sy MEAS ie IL, PRR AE AS AE , HK ARE 30 一 40 天 ， 尤其 今年 最 长 ,由 5 

7 日 起 到 7 月 8 AAS IERIE 61 天 之 久 , 变 重地 影响 各 种 作物 的 产量 。 

关 葵 枯水期 问题 的 解决 , 除 大 力 典 修 水 库 ， 以 解决 水 源 不 平衡 外 , 从 农业 技术 此 

特别 作 好 早春 保 丧 工作 ,在 水 位 不 太 高 的 地 区 可 推行 秋冬 善 水 灌 浙 。 

i, BMH HB 

1. 发 展 方 向 

在 我 们 个 大 的 建设 时 期 庄 , 工业 在 过 速 的 发 展 着 ,农业 应 大 力 的 支援 工业 , AS THE 

创造 原料 。 在 至 国 箔 转让 是 如 此 ,在 新 疆 也 应 访 过 样 。 根 据 北 绒 自然 条件 ,由 然 然 需 期 

短 、 夏 季 有 旱 风 气候 弓 化 剧烈 ,对 作 物 生 长 不 利 ,但 日 光 充 足 , 土 地 可 浊 行 灌 新 各 种 作物 

生长 均 很 良好 。 并 石河 子 将 建立 十 余 个 工厂 , 如 息 积 厂 , 糖 厂 等 ,所 以 今后 应 加 强 棉 花 

PGR AG, 保证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提高 , 加 强 精 用 甜菜 的 品种 及 栽培 方面 的 研究 ,以 供 让 
工业 万 面 和 请 足 工业 方面 的 需要 。 篇 了 支援 克拉 玛 依 工人 和 今后 工农 联盟 的 对 固 ; 除 

席 发 展 足够 的 粮食 外 ,应 大 量 发 展 昔 类 作物 及 蔬 荣 。 在 粮食 方面 相应 的 发 展 一 些 稻米 ， 

是 有 必要 的 , 因 坊 土壤 曲 碱 化 而 取消 舟 米 的 种 植 的 说 法 是 不 正确 的 。 吐 择 斋 宜 的 地 区 ， 

提高 灌 浙 排水 技术 ,加 强 栽 培 管理 ,注意 防止 足 渍 化 才 是 正确 的 。 idee 

‘BRR PS SE ek: ip Se A TBE 

2, Sei A TF 
Ff ERTL ND TT GBR PY, ET eT , S| AT 

Ae, tes EAS AR BE EK AC via RUS | SHE, SAAD ALS RR ST 

PRECEDE , 品种 优良 特性 即将 发 生 退 化 现象 , te FS HE AY 0246 Kj EFS EA AS 

SEACH, tor ARP AE HY & , FCT BE AEE SS , 255 YR DHE Bk A, OR A 

良种 繁育 场 , 以 防止 品种 的 退化 。 

3 .品种 问题 

GE MET GB 1955 年 小 麦 芒 结 资料 中 看 出 , 在 小 麦收 割 时 浪费 损失 很 大 , 五 个 团 场 不 

SE ARTS BRAT 248,640 斤 ; 劳改 支 除 收割 不 及 时 损失 过 118,324 斤 , 损失 的 原因 可 

能 是 多 方面 的 。 但 就 农场 品种 来 脱 , 是 非常 单调 的 ,如 冬 麦 乌克兰 0246 已 在 至 疆 推 广 ， 

“WE Ha HS te CY Le ASS OE, 其 落 粒 性 很 强 , 所 以 在 抢收 中 , 加 之 劳力 

不 足 ,损失 巨大 在 所 准 免 。 仿 后 磋 导 择 早 . 中 、 晚 熟 多 样品 种 使 在 栽培 收 逢 中 前 节 劳力 ， 

减少 损失 ,是 很 需要 的 。 

棉花 611 一 6 中 篇 早熟 品种 ,以 今年 情况 看 来 , 有 些 单 位 霜 后 花 鹊 估 70% , RHO IME 

练 提高 披 培 技术 ,研究 促 潍 早 热 方法 外 ,对 酒 盼 北 占 玛 河流 域 的 新 品种 也 应 加 强 诞 样 的 

RY CF. (HAMA: BE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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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 某 和 水 果 对 人 民生 活 有 着 极其 重大 的 意义 ， 园 艺 生 产 篱 农业 生产 中 的 重要 部 站 

之 一 。 而 在 阿 侠 泰 地 区 , Hah RIEL Re RE, 园艺 生产 基础 非常 薄弱 ， 
蔬 茶 的 生产 需 少 数 痰 族人 民 所 和 进行 的 消费 性 或 中 消费 性 的 生产 。 王 秽 斯 流域 , 有 着 较 
篇 有 利 的 自然 环 卉 ,加 以 部 除 的 至 植 , 围 艺 生产 有 一定 程 度 的 发 展 。 今 后 将 成 需 供 应 访 
地 区 工矿 蔬菜 的 基地 。 可 是 在 目前 蔬 某 的 供应 却 下 这 不 能 满足 工业 发 展 的 需要 。 

ee ee 

Fe Hh eH a, HAG i HH IR A HS AIT, TARR ASR BRE (包括 瓜 类 ) 
PIRATE SES Beat, 蔬 荣 共 狗 11,184 , ARR EIIE 1,000 mH A SEER 

Bo 

阿 策 泰 区 奥 天 河流 域 两 地 , SAUER, ERAN RES, TS ， 
SITES, RAHUL, BIL, BU, IN, AL, a, EH, EL, RE 
=, HA AE, ZA RRA, EK, SEER, BEL TERR, WARS 
=, BR: MSG ASEH SPR, ERR 
RAE ; HH, WOE A, SEER — HE, 
PARLE, LEER ARORA Don ARBRE OR 

KATHE, BRAK LES, RRR, BURKS, HERR, 
EPP ARIS AO Hi HE ES IRE, PROCTER ME, BSR, 巴 拉 特 , 沙 那 米 

BL ee, PAS, Be TR IT, BARK, 600 RIBS, Tl FER, BIEL, LIL 

等 。 桃 品种 多 需 本 地 牛 野 生 桃 ,以 及 少数 传 十 郎 ,肥城 胡桃 , 东 王 母 , 新 端阳 , 西 农 密 桃 ， 
HERE RESVESL, A EERO ES, IG, AI A 
Hi RAR 922 8 [SME HY RIE EAR SEN PS BIE oS OE BR, 

二 。 «RAR as A ete 

(一 ) 蔬菜 栽培 方式 及 主要 技术 措施 

nl if Ae EE LAG Ia] HEARSE AAAS RSS: 第 一 ,露地 栽培 。 即 直 接 播种 
亦 本 于, 栽培 一 些 生长 期 短 , 或 不 能 不 需要 移植 的 蔬菜 ;第 二 ,温床 青苗 早熟 栽培 。 即 提 



i92 eRe eG He RR FT 

HABMRAB RIB MIELE, = RR, BE ACA SE, AC 
ids , HAA SPW HES MEAT RAR RAR, 过 种 方式 目前 在 石河 子 兵团 国 
花 场 和 奎屯 部 分 老乡 探 用 。 

大 部 分 蔬 荣 均 栽培 在 灌 浙 地 的 较 和 良好 的 士 壤 上 ， 其 坊 培 技术 较 大 田 粮 食 作 物 要 精 
四 得 多 ,但 仍 较 粗 放 。 如 不 及 时 播种 ,某国 杂 草 多 , 9a AE BAA RR, Se 
地 等 。 

在 整地 方面 , 所 使 用 的 工具 从 钱 铣 , TRA, 小 手链 至 马 拉 农 具 以 及 拖拉 机 ,都 有 
使 用 ,部 除 农 场 较 乱 先 进 。 侠 各 种 蔬 茶 的 不 同人 园 整 成 高 哇 和 平 畦 栽培 蔬 荣 。 

各 种 蔬 荣 的 播种 (育苗 ) 时 期 玛 负 斯 流域 较 阿 泵 素 区 早 10 一 15 天 。 静 河流 域 春 种 
蔬 荣 ,如 茄子 ,辣椒 , 著 而 ,黄瓜 等 露地 播种 期 需 4 月 上 旬 ， 温床 青苗 在 3 月 下 旬 。 秋 种 

| PERK, WE 7 月 上 中 名。 西瓜 和 甜瓜 在 5 月 初 (甜瓜 晚 邹 种 在 5 月 底 ) ,而 阿 
泵 泰 地 区 春 种 蔬 茶 播种 期 在 4 月 中 名 , 秋 种 蔬 全 在 7 月 中 旬 。 

灌 浙 方法 多 用 小 畦 灌 浙 , 部 分 栽培 在 高 畦 上 的 蔬 菜 用 法 灌 。 灌 跌 时 间 以 蔬菜 需 水 
情况 而 定 。 ss ena 

在 施肥 方面 ,大 都 是 很 重 祝 的 , BRAMAN, BORA, 
而 菜 地 施肥 量 都 比较 多 ,一 般 每 献 霞 3,000 一 7,000! 斤 。 也 有 极 少 数 不 施 肥 的 地 ,过 些 地 
STEKO WAL HE AAT HD, EUS RUNG BE, AGRE ASAE, JEAC ISTE, OBIE, Wa. 
FUR, AL TPES, 施肥 方法 , 70% 以 上 的 肥料 都 被 作 篇 基肥 在 整地 
蛙 施 人 。 追 肥 多 结合 浇 水 时 将 人 次 放 在 灌 浙 法 中 冲 大 畦 内 。 汪 对 肥效 是 有 损失 的 。- 
WEEMS, RAZA, BA POR, 因而 符 藏 多 季 所 需 蔬 

某 是 很 重要 的 。 崇 藏 蔬菜 的 方法 有 两 种 :一 种 是 暂时 崇 藏 的 方法 , 即 在 和 布 克 赛 硝 看 见 
LEAS Il EEE EDC, REAR ARI, 另 一 种 是 露地 崇 藏 窗 。 客 的 
其 宽 不 一 , 观 需 院 茶 多 少 而 定 ,深度 一 般 需 1.5 一 3 K, KIRA 2 一 3 KS, 供 通风 换 氟 

之 用 。 崇 藏 蔬 蘑 时 ,将 菜 堆积 在 窖 内 , 翻 3 一 5 次 ,可 及 至 梭 年 四 月 。 但 由 亦 管 理 不 得 法 
损失 以 大 ,一 般 腐 烟 损 失 率 志 50% 以 上 。 

(=) “ 果 柑 栽培 管理 的 特点 

果树 的 繁育 ,在 这 训 音 果 和 桃 都 欣 用 实生 苗 媒 接 ,三 年 生 苗 木 即 大 多 进行 定植 。 葡 

ej BY) FAR AB SEAT IT KAM. 

BAMA) 2a? HILT) , BY SAR, BK SSH FT TE EH AR RK AUR TE EG, AK 

% SPEAR A SK. A EER, REAR SU) 

AS EPL, — WRU RAS 4 x 4 6 XB 平方 米 , 桃 篇 3X3 SX 6 BAK, WR 2x 6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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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4 BARK 
果树 在 幼 齿 时 期 施肥 量 很 少 。 其 所 缺 肥 料 , 厌 助 於 间作 豆 科 作物 和 有 收 革 以 及 间作 

蔬菜 的 施肥 。 
在 新 疆 北部 的 阿尔 泰 , 静 秽 斯 流域 地 区 ,冬季 鼎 寒 ,管理 粗放 ,一 般 栽 培 果 档 均 不 能 

露地 越冬 。 早 霜 对 幼 苍 的 葡萄 可 能 造成 死亡 的 威 湖 。 因 而 各 种 果树 冬季 必须 进行 越冬 
WA, BR, BRAS 11 月 上 名。 葡萄 不 耐 霜 辣 , TESTE ENTER HE, 10 
月 下 名 进行 越冬 覆 鞭 。 覆盖 工作 每 年 必须 付出 麻 大 的 劳力 , 且 易 折断 树干 , 花招 致 病 
BSH, MSA AREA, HP CRE, 过 是 关 傈 果 档 栽培 在 过 个 区 域 的 发 民 
而 惫 待 解决 的 问题 。 

果 楠 的 整枝 亦 因 气 候 人 条 件 的 影响 ,而 探 用 一 种 特殊 的 整枝 形式 。 昔 果 和 桃 ,在 定植 
有 昧 序 以 45 度 的 角度 向 南 倾斜 , EC AES, 范 在 栅 基 部 多 留 芽 使 其 发 生 多 数 主 枝 。 
AEM TEER. WHR, MMM RA, 两 种 

| TER RE HER | 

=, £7 Bem eB 

LT SRA AEE, Di AE A ele Ae, 多 种 冬 

FGA FE EAR AS SS TT IK BE eR LA PR SE Be 

2. BIG AT] Dit JS A A ti I Bike BE, AGE AS —AR AG 30—4 0 Yo 重 者 过 

70% Yb, AE RAE Se SE BEA AR — , FA Tn ck i He PBR IE is BE 

WA EA BSE Bears ted I Wa aa Hr AK HAE Se TON a Hi SE IS A AZ , SE DS a 

AG, Me HWE FT Ea AS Be Ze Hs PRN i SA) BESS es A ee aS aah EY ee hy FS 

HAH, ae HE ME SEAN DG CTE. 

3. AER AAT ur rf se BE PLAY A FE vB, EAS AE EE BAN at GE 

PAR Tt 5 RA RIS ARE SEAS, RE Pea, BY GE SEF: — A i Be 

HERES ARIAS A in Es 另 一 方面 ,必须 进行 调查 研究 , 收集 新 疆 或 其 他 地 区 野生 抗 

塞 果 权 作 篇 条 本 ,培育 斋 合 认 本 地 区 的 耐寒 品种 。 匡 巍 重 向 改进 管理 技术 ,注意 冬季 根 

部 排水 ,减少 根部 受 冻 害 的 机 会 。 

至 於 目前 在 本 地 区 发 展 果 园 ， 在 果树 还 不 能 顺利 越冬 的 情况 下 必须 注意 过 样 的 一 

个 事实 :如 果 每 年 冬季 都 须 用 大 唱 和 动 力求 覆盖 果树, 因而 生产 果品 成 本 很 高 ， 其 至 在 

今后 交通 方便 后 ( 钱 路 一 、 二 年 内 即 可 通 到 融 些 地 区 ) 温 不 如 外 区 还 进 便宜 的 话 , 那 三 发 

展 间 题 是 值得 进一步 研究 的 。 

CAS H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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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次 在 阿尔 泰 专区 和 准噶尔 盆地 过 稍 以 及 天 山北 蓝 等 不 ,考察 昆 患 和 植 病 , 自 7 月 

中 旬 开 始 到 10 月 中 旬 停 止 , 篇 期 将 近 百 天 。 进行 考察 工作 时 ,首先 根据 实地 察看 和 揉 

和 集 标 本 ,再 和 结合 农家 访问 , 匠 取 各 万 报告 , EBERT. 初 在 7 月 中 旬 

起 , 先 和 到 了 天 山北 葛 的 各 前 由 区 ,如 南山 \ 大 饥 拉 泊 和 柴 窃 堡 等 地 ,进行 探 集 。 次 於 7 月 

下 旬 至 8 月 底 以 前 , LASTS RAMA. WKAR, TER, 

HAS , 探 集 考察 , 比较 顺利 。 ATE BER 28 Mk, BES AED, eB 

HE, UE A LE i, I =, PRA BAAR ER. Oo 月 中 下 旬 , 在 布尔 津 、 吉 木 

力 和 布 克 赛 鲜 \ 老 和 册 和 克拉 玛 依 等 处 考察 ,气候 显然 更 泳 , 可 以 看 到 那些 地 区 的 昌 类 ， 

正在 预备 吉 伏 浊 冬 , 显 见 稀少 ,因此 ,所 能 探 到 的 标本 ， 就 不 多 了 。 10 月 上 中 名 ;在 玛 拉 

Di MELAS Al] FHS A PEF SR PE, BALM BMK, RAD RAM HR 

Bi sk PF sek FF RAR SE, fF ME, MEAT RE, SOE. ATI 9 A 23 和 28 

H , Lee T A, ARIE ND RLOK AVORFE, EER A AL RA EL ote ACT PETG AS 

RBH WAM RB, 后 因 霜 期 较 早 ,工作 上 是 受到 了 不 少 限制 的 。 加 之 事前 未 作 

好 准备 , 探 集 器 具 不 至, 泛 中 汽车 、 双 常 发 生 降 故 , 对 亦 考 察 , 也 多 不 便 。 所 以 过 次 工作 ， 

不 深 不 透 , 而 双 不 够 全 面 。 和 粳 写 这 项 报告 ,只 能 根据 见 开 所 得 , ik Ee ES 

述 。 下 面 分 烛 八 项 , 作 篇 初步 的 遵 报 

一 。 Ft & WY — 

RAR AERA , FE AES EE the 可 以 按照 各 目 (orders) 2> 50 iR AR, 但 

IF iti AS BED, AR AR BR NSE CAD HE, TT RR TE a EE, 2A 

广 狂 和 种 类 的 多 少 等 而 篇 先后 的 。 NR REAR. PRE, 或 种 类 更 多 的 目 , 就 把 

"EDEE RIS , FH RHEE. 

1. #7441 (Coleoptera)—— 0) Bi AP AS EL, FES A PAI A, | TER AE aS 

[sh Fan A ORS PS ae Ht ENS, FAT HA) YY aT , SE AD eh TE EP 

AY OPR OR RSE ke, PA ES, FES A, RP 2S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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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Ft (Scarabaeidae) 过 科 昆 晤 已 找到 八 种 。 MEL BES, MARE 

{GF (Anisoplia agricola Poda), EQ fa (Anisoplia austriaca Hrbst.) 

FIR BS ET SBSH ED. 

IM) UE Hk F (Eleteridae)——'E A) W) tk , PEAS Se Fl ah, FT FEAL GS, RBI = AL, 

SEE 师 科 (Meloidae)—— EGA RAE, EE BE, HOE, 
4> FE ge 科 (Chrysomelidae ) 看 到 多 种 。 有 一 种 篇 害 柳 树 的 蓝 色 金 花 总 ， 北 强 

(RB. RAMS BRAN SEs Th iRR 
§ FA xg #} (Curculionidae) MIRA , AIBA EER, A ABE SS Bia 

都 是 所 常见 的 。 

Fe RR (Cerambycidae ) EBB, MMRA—B AM BAS, REF 

奇 台 有 一 种 较 小 而 有 和 白 休 的 。 

4 T st # (Buprestidae) tay EES 

(5 26-47 sk AY (Tenebrionidae )—— th KW) atk, , HE ASE AE AR, 

Kt 3 gi 科 (Staphylinidae) 一 一 各 处 都 有 。 

MM xk Ft (Coccinellidae) —H AM, Heat, 南方 有 一 种 能 筷 害 的 二 十 八 星 

球 址 ,在 过 个 区 域 中 , 却 疫 有 看 到 。 

步行 HR FI (Carabidae )—— FRE) B 4M, Ae Set Heh 

5 a 科 (Gyrinidae) 一 一 水 面 上 普通 有 。 

虎 旦 科 (Cicindelidae) 一 一 在 布尔 津 、 阿 坪 泰 与 清河 等 县 ,都 看 到 有 此 科 右 类 。 

BE 或 科 (Dytescidae) 水 生 ,; 能 吃 小 二 ;, 在 巴里 巴 鞭 和 天 那 期 的 水 中 都 有 。 

Ay Hi BR 科 (Scolytidae) 一 一 乱 害 林 林 , 山区 森林 带 中 常 有 。 

#2 YE Ft (Trogositidae)—— ATR AT HEE DEP » 8 HELA RE Bho 

2.460 (Diptera) ja— BALES IRIN, 种 类 很 多 , 与 人 的 关 傈 亦 大 ,所 币 

见 的 ,有 : 

Ie 科 (Culicidae ) 

家 是 科 (Muscidae ) 

Py 是 科 (Sarcophagidae ) 

牛 et 科 (CTabanidae ) 

马 骨 尼 科 (Gastrophilidae ) 

AE Wik AL CSyrphidae) 

iat ili AE CAsilidae ) 

原 大 蚊 科 (Tanyderidae ) 

Ye HEMEL CAgromyzidae ) 

AS PEGI , HBP He AE BIZ , fe] ACK FI PEM, 

FE SBCTERAB , eg 2S ath, AAR as BSA ASE 

je BOA HS YY EL, ABCLER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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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A (Chironomidae ) 

(4 Sli 科 CMycetophilidae ) 

水 Si A CEphydridae )—— 4th ASH, BE ASAE, Bit ae sd 

MRA wi. 

ay, Hl AF (Psychodidae )-—— 4£. 15 SAR GSMA BT, BHI. 

Uivh, FER RAR, RF) AN, AR, 7G OR A aA 

多 。 

3 . 直 翅 目 〈Orthoptera) 一 一 在 过 目 中 ;已 经 查 出 有 FRG: 

wi — #} (Locustidae)-— id -F EB PiMEBAI EGR. 过 次 考察 ， se PR ASM, 

狗 有 三 十 多 种 、 如 西伯 利 亚 蝗 (Gombppocerrs sibericus), 意大利 星 (Callip- 

tamus italicus L.), Si UHAGRE (Locusta migratoria migratoria L.), SA RERE 

| Oedaleus decorus (Germ.)]……: 等 ;其 他 各 种 , 傈 待定 名 。 

ve BF 科 (Tettigoniidae) 一 一 合 摊 得 三 种 :一 篇 灰色 的 ,一 篇 乡 色 的 ,一 篇 小 型 的 。 

kE & Ft (Gryllidae)—— RB) — 4G, So AAEM 

i wi A+ (Gryllotalpidae )—— Ek. — PARA BEACHES (Gryllotal pa unispina Sauss- 

ure), 

Wi i 7} (Blattidae)——- A 9 PA AE Ho A A , (HE PB FRB 

— FREY AE. 

‘ry i RAY (Phasmidae) 一 一 在 草原 中 ,找到 一 种 ,其 体 很 小 。 

ie 师 科 (Mantidae) 一 一 查 出 二 种 : 一 -种 灰色 的 , 生 在 七 璧 上 ,一 种 秋色 的 ,楼 息 在 

草原 中 。 

me tt 和 人 部 由 

4. BVA (Lepidoptera)- 一 一 根据 考察 时 所 看 到 蛾 蝶 类 的 昆 盐 ,以 蛾 类 篇 最 多 ， 蝶 类 

很 少 ;, 蕊 且 汉 有 如 华南 那 榜 很 美 故 的 蝴蝶 和 很 大 的 蛾 子 。 BOT Ta, DAR, 云 斑 粉 蝶 

和 甘蓝 粉 蝶 较 篇 普通 。 由 二 召 到 清河 , 进 大 山口 时 ,看 和 到 有 很 多 花 藉 色 的 蝴蝶 。 尺 在 清 

河 县 东部 三 十 多 公里 不 的 山谷 中 , BRAT RICA ES TRASSEM, 如 

(dit (Noctuidae), RAE WRAY (Geometridae) (玉米 蝇 , 很 普通 ,但 各 种 水 稻 上 的 蝇 总 ,在 

北 弘 都 未 发 现 ) 等 嚼 类 ,都 已 找到 。 但 担 革 蛾 科 (Tortricidae) 避 债 蛾 科 (Psychidae) Filge 

eA Eucleidae 的 门类 ,在 途中 售 留 心 枫 察 ,都 逮 没 有 看 见 。 

5. 同 起 目 〈《Homoptera ) 一 一 和 证 目 Fb ith FE At See Ee Sih Sib 4110 28 AEE AY), HCA 

SP BEATL (Cicadellidac), #194 @kAt (Aphididae) AYSISI. FEVER WR RR AL, BB 

UPAR AHO. TSE (Coccidae) AAR RID , 仅 在 石河 子 的 白杨 上 发 现 一 
Arak, Mi. LTS A PEA, (Diaspidiotus peraiciasus Camse.), ML IP 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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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arium sp.), FLORID RE RR FIER reek, (AUER EAL BF, 都 没有 看 到 。 HAY 

(Cicadidae) -P , 77—#EwH , BEADS Hn, RASA MAE 7S SSAA, 过 是 南方 所 没有 岗 

SAI, AREAL (Fulgoridae), HHI—PMAKMIEDUXK, 在 28 围 的 农场 中 , 可 能 得 害 水 

fA ARABS, YL (Cercopidae), 偶尔 可 在 订 草 或 小 灌木 中 找到 ,只 有 一 种 。 

6.42: B (Hemiptera )-—- #3 BP, HE RAY ( Pentatomidae ) FE HE BF ( Anthocoridae )， 

长 椿 象 科 (Lygaeidae), RHF RA (Coreidae) Fills HERA} (Micidae) AY wh 7 AS ELAR FY, ii 

DSRREBERK. BIR A RSLUA HERA (Scutelleridae) 的 是 类 。 REE} (Cimici- 

dae) ff 5k sak , FEA 5!) MTA PINAL. 

7 34 (Hymenoptera ) ie A AP AYRE Tie 3 AY) , AHAB BY $e FI) pier By 

Hie TEER BE. KT SOKA boa, SR RMA, 

Fi —- FB we te, We PRE EH SE, PA RE RI HE, FE RE, 赫 

Pe HET AD HEIN , SUE LAC, ATM BRASH , BAT AGE THE PREF aS, 过 是 很 
HN, MARES, AAIMAPE ANA , ARIS ILA AS A. AREF: (Bombi- 

dae) AUMERE SH HAT, FEUER, AB), He SEME, FE 28 Re HA 

MAH WHER, EMDR ARRAY ,发现 一 种 小 实 峰 , 能 把 白桦 的 果实 咬 

寺 , 使 人 不 易 得 到 过 种 筑 木 的 种 子 而 繁殖 。 布 尔 津 县 北部 山中 的 霍 姆 地 方 , 冰 有 人 养 蜂 

酸 密 出售 ,过 算是 出 人 意料 之 外 的 事 。 

8.72308 (Thysanoptera)—— 7a BP, ES RS , PE AR RL, HE 

iit, 

91. /W0F (Neuroptera) -全 发 现 -种 是 独 ) DIF AAS ORL, RUA AO AT DI 
Bi, BAS — FR, le ERE MB FT be BE AS A Hb, ABE eS AE th a HE TE A ae 

BOSSA, ae Pe BNET 

10. 88H (Odonata) ——@ $83 — #1; HE WS ALC Aeschnidae) 和 豆 娘 科 (Caenagrioni- 

dae), APT HV AE s&h BLA ARPA ROKR AMIE. 凡 有 河谷 的 地 方 , 即 有 过 些 

昆 旦 ,尤其 在 清河 ̀、 富 荐 和 阿 勤 泰 域 区 ;看 到 豆 娘 很 多 , 晴 虹 较 少 。 

11. A (Ephemeridae ) Rave ADS) Hii SHEAR IL] , AE aR ALTE, LAS Seite 

Ze, SS Ue ea EAE ASA toa >, AE A SL PE a PA HE, HS 9 

月 12 A,B ise BW, APPR A BAIR, PRICES, ASEH, Wh A A 

RAE. 9 月 20 日 ,再 去 察看 ,就 将 找到 了 。 

12.€34B (Trichoptera) ia ACR ae, ARTHAS he , 所 以 在 

Te Ay ZICH AS HEAD BRA 3a FL BR, APSE, BC ETAT HAY) SEP SMR BER BT 

AS, PRLAFE TET yey ee RR BLT A ASA LL FE, RES , TT ED I RP, WE ESS 

Hei FE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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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38 (Plecoptera )—— 3B FE BRAY Eh, EAE TERIA PE , 在 阿 泵 泰 各 山 

谷中 , 1,000 米 以 下 , ABBE AE, ZEB IB , eo I AL, 就 一 个 都 找 不 到 。， 

,各 县 都 

有 ,; 尤 以 吉木 乃 城 郊 的 堆积 物 和 石 块 下 ,发 现 更 多 。 天 山北 坡 过 子 府 ， 腐 朽 图 杉 的 孔 颖 

中 , 亦 有 过 种 盐 类 隐藏 ,和 与 树木 扰 甚 害 。 

15.@U28 (Thysanura)——382 PSR. ”在 清河 县 坤 特 儿 山谷 的 东北 海拔 

2,700 米 , 伏天 有 积 雪 的 亚 高 山上 , 於 8 月 4 日 , 便 在 大 五 块 的 链 实 中 ， RFA Or BH 
AAPA, TEBE BURA ADAGE, POE Ab BEB ,找到 7 室内 

衣 急 ,此间 亦 有 ,但 很 少 , 没 有 南方 那样 多 。 

16.2% # (Siphonaptera)—— #44638 (A IP , HAL A AY ae 

PEA AB HAIFA. 

17.3% & (Anoplura) WEP HE, ARR, HRS, eee tye 

PH BDERK, wa AAR, Wis FR, WAR TA MARR! 

18.48 (Mallophaga) REZRMWA, RFI—-MM. 

19. Heth A ( Corrodentia ) BEBSARHSLA SF, ieeaaicpjc 

的 标本 。 

20. 弹 尾 目 (Collembola) 一 一 此 间 亦 有 ,不 似 南方 之 多 。 在 沿途 考察 时 ,都 没有 看 到 

过 目的 昆 嚼 ,但 据 八 一 农学 院 植保 系 黄 大 妇 教 师 吉 , 在 馈 鲁 木 诸 , 放 4 一 5 月 间 的 麦苗 株 

装 中 , 亦 可 找 出 过 目 中 的 弹 尾 元。 

以 上 20 目 中 的 是 串 都 可 在 阿 泵 泰山 和 天 山 之 间 发 现 ,可 见 过 刘 的 趣 类 ,还 是 不 少 
的 。 幸 而 此 地 没有 等 翅 目 的 白蚁 ,对 於 林木, 可 少 一 大 栅 害 。 ， 

在 这 次 考察 中 , 随 路 用 地 面 措 移 , 探 集 了 不 少 的 昆 熙 标本 ， 至 少 当 在 二 万 枚 以 上 。 

因 在 途中 跋山涉水 , 竹 横 戈壁 , 行 色 匆匆 ,来 不 及 把 所 探 到 的 标本 加 以 整理 ,只 是 分 包装 

存 , 以 待 将 来 有 较 长 的 上 时间, 加 以 束 理 定名 。 现 因 名 未 定好 ,上 暂 不 能 把 各 种 是 部 的 学 名 . 

TAH, PrOZED LAA, AREA HAD IMF, AAEM MITT, 看 和 到 有 那些 站 

A], ORE REF ik Hh Se AA — EE, 

= Bm WM 4 ffi 

PERSE ATH) 5 SS TAS PRA, HY OE RA A, BAYA TE PS TTR I) 

AY). Tee Sth ath BR AE ty D>, HY OPI Sth) AS 2) EU 

1 党章 区 | SARA ER, TES, HEA RAY Skee | 28 

190) FRA se a) Hb FBR FAA SM AS IG ES AR SH, WR PS A. TERA ASAT AOK , AS HR 

TARE fay SE TPE , SEE TBD FE ACRE HA) “a HS a AY) AH, REY A, AR il SR 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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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每 种 的 个 数 ,都 是 比 任何 区 内 更 多 的 。 最 使 人 有 深 志 印象 的 ,就 是 过 种 区 域内 的 蚊子 
特别 多 ,凡是 在 过 种 区 域 中 , 住 过 一 个 伏天 的 人 , 就 会 有 很 深刻 的 印象 。 更 有 一 种 代表 
性 的 是 副 ,就 是 过 种 区 域内 多 积 水 , 多 芒 董 ， 而 亚洲 飞 蝗 (Locusta migratoria migsatoria 

L.) 专 在 过 种 区 域内 生活 , 凡 有 亚洲 飞 蝗 的 原 固 地 ,无 疑 地 就 是 沼泽 区 了 。 此 外 ;凡是 靖 
DOO BED WD AE, OAS A, BRA BE 
FRIED, HEWES LEH TRIES, A RUNCEEL b PR EOE , SEBE 
ILS, AT ARCHES, RATES. HORS AOS E, SE 
FUNI » ATRG IRAE BEA Be > HE HEE ET a He RA PI) FEA a 

S00 PRA, CURES MAAR, PERS AA. 

,2. 河 谷 区 PRY _bi—- RARE BIRS I, ROE AE eee ee T 
CEAKAS, TRERANM EM, HOR AS, RLGMAA ERR, 因 
He FRIES, Eh LA WERKE, FRE MMTT, KR, 
AY BR, BS DLP AR AY AL) ME UE IES. MEU RE 
平地 河道 截然 分 开 , 所 以 合 需 一 区 ;而 称 坊 河谷 区 。 过 区 内 的 昆 嚼 , Bek OM 
MAH, ATE WE, ARSE, PMNS TRE, ROA 
4 FUSER, WARM REST, BRM Ra, RURAL, Be 
HERS, ALAA, AER, ABRAS A, HUA 
Ala BAA SR TEKH ide AGIA, ROHS MAA TE, TE LS a, 
高 ,各 种 昆 患 , 亦 有 渐 少 的 现象 。 ZLEMRACS UMRAO, 过 次 因 需 没有 上 
汉 很 高 的 山区 ;不便 作出 至 面 的 研究 ,从 无 确实 的 资料 可 以 提出 。 

3. PEGE 过 区 的 是 类 , 颇 与 沼泽 区 相似 , (AED eee, EE 
ACA FE SB IR, PASE AA ER, STEEP PBA, 所 说 过 些 农场 中 的 中 类 睛 与 
沼泽 区 的 昆 串 相似 , 那 不 是 没有 理由 的 。 28 ADHERE, DSTA RAP 
SE, ALAR TORS, BPM ROB, RAB eS a, 
MMS, VLBIKA ROT ASE MEO, RELA LA, ER 
To SRY UR AIF AEE. 据 炮 台 和 小 拐 农场 中 的 工作 同志 说 ,1950 年 初 去 
开荒 时 ,蚊子 多 , 合 人 可 怕 , 白 天 下 田 工 作 , 须 穿 厚 表 ;或 把 泥土 涂 在 身上 ， BERS BA 
在 蚊 类 已 经 大 大 地 沽 少 了 。 因 和 需 役 植 多 年 ,地 下 的 金针 强 和 地 老虎 等 , 亦 不 像 初 开 列 时 
那样 多 了 。 可 见 耕 作 区 的 昆 哑 相 , 是 可 以 随 着 耕作 技术 来 改 性 的 。 以 后 这些 在 区 , 答 续 
FUACE DEANE, TAREE, (UGH II, HARE, SREY RPT RARE IN 
LAT LUGS, UES, HAAR PRAY IES, Ae HE Hh , 3 EE EDA BIS, BLL AIC 
Ae AE LAY SLES OY RATER HD 

Ra VUE BZ RE PSH A BE, MLR % FEA , SORIA, SR B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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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精 粗 ,大 有 了 关 傈 , HEP SENY, E>, SAR. WEED NT, BRE 
SAE BG fa AAAS aR PEE a ACES Sa MS a a idaaeibildocheins 
WORSE , BONNE, & AEDT US, a BL 

4. 大 山区 ZEPTRDARAOA UE, BT DOH RT DES SL, SCRE, 
BHC AO SERRE, SERRE Ah, BR TNE gy (LAE, BRR BR ETH 
AS reg BAS LAE AOE, WN 2,700 米 的 雪 禾 下 , ER AREA, 探 到 三 征 

会 蹦跳 的 石山 ;, 旺 乱 奇特 ,足以 代表 亚 高 山上 的 昆 丰 。 又 有 一 种 很 有 代表 性 的 昆 枉 ， 邵 
是 西伯 利 亚 星 (Gompphocerus sibericus L.)。 在 清河 县 中 海子 , ME 2,300 米 的 高 而 上 ， 

发 现 很 多 ,但 在 相距 三 十 多 买 里 的 天 海子 , 自 海拔 2,650—2,700 米 的 高 山上 ， 就 找 不 到 

SSR R.A EZ 2,500 米 的 其 泵 其 巴山 上 , 亦 探 到 过 项 标本 。 过 种 蝗 串 在 阿尔 

泰山 的 垂直 分 估 , 一 般 是 在 2,000—2,500 米 。 但 据 他 人 反映, RTE RR, 亦 有 西伯 
Fi RG Bh, TERED 1,500 KE, ENR), MAS SEA LE PS LAR, 平原 海 技 

PME A LAR AM. 过 次 在 山区 考察 , 只 到 过 2,730 米 , RMA PR, EE 
区 的 积 雪 中 , 找 来 找 去 , 始 区 没 有 找到 任何 昆 嚼 。 由 此 推测 , 山 登高 , 绅 仿 少 , 到 了 万 年 
冰雪 的 高 册 上 , 想 不 会 有 什么 昆 焉 了 。 山中 凡 有 森林 的 地 方 ,可 以 发 生 一 些 森 林 堵 惑 ， 
如 天 牛 . 吉 丁 是 、 小 琶 胡 和 权 蜂 等 。 然 在 阿 泵 泰山 的 红 松 , 云 杉 和 白 梭 的 森林 中 ;都 生 其 

得 很 好 , SARS, 亚 高 山上 的 夏 窝 子 , 昆 患 要 多 些 ,有 土 蚊 、 革 跳 嚼 和 昭和 类 等 ; RT 
比 山 下 要 少 得 多 。 在 2,000 米 以 上 的 夏 帘子 中 , SER, 所 以 夏季 汉王 高 而 下 

” 政 壮 是 舒服 ,人 畜 都 可 避 驶 蚊 昨 的 侵 报 。 é 
5. ek SETA a, a TE AE Ee  , 或 是 在 克 

HORA, i LAST A ERASE LL, BRTES IE AHEM 
OY, ARF IC AG HHI, BEM AO HEL HD , RL EAR — 1 ah, PR EAT POR 、 必 
SET ALPINE BEA A ERAT OER RT ARR , eS PB BR 
Rea, ME SE AE AO FE, FE CED RESETS ACR, SSC AS 2 FT aR A 

SPR AA MT , 115 ia HE AE I — A OR A, TTT, ERA, 
WRB IRAT BIN, ROWE AO, 却 不 相同 而 是 多 种 多 梯 的 。 CA, STR 
MEZEREIN, OB, BONDOC DER Oh Ee, rte i RR 
MEME TER AD RD Ca BCE Hy , ETE TE RESMEMAAC  s, FAT GIR, BY DLE I, RASA 

条 洲 , 所 以 那 庄 的 串 类 ,就 比 当地 戈壁 上 更 由 寅 得 多 。 
以 上 五 区 ,只 是 大 略 的 划分 ,车 求 精 兽 , 每 区 内 向 可 再 分 需 小 区 ,只 是 因 篇 今年 所 收 

集 的 责 料 不 足 , 不 能 勉强 去 分 , 且 待 来 年 ,再 作 深 太 的 研究 。 总 类 的 分 作 , 何 以 有 如 此 不 
同 ? 因素 是 很 复 订 的 ,最 主要 的 , 即 是 受 植被 的 影响 , 那 襄 有 什 笨 慎 被 , 那 辈 就 有 什 入 站 

大 |, HS CAI ae Se , A Se a , AAS HE , ORE AR HY RR, AA ke &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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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 奥 水 体 、 土 壤 、 气 候 等 都 有 关 傈 , 那 麻 昆 患 的 盛 误 消长 ,问题 就 不 简单 了 ,与 外 界 各 和 多 
因素 ,息息相关 ,不 能 孤立 地 去 看 问题 。 BRISA AWE, 首先 必须 摸 清 坟 
其 中 相互 的 关 傈 , 才 可 以 掌握 到 物 们 的 发 生 规律 , 能 掌握 到 秽 们 的 自然 发 生 规 律 ,防治 
工作 ,就 不 闪 操 朋 算 了 。 过 是 一 个 很 有 趣味 而 又 很 重要 的 刺 题 ,必须 加 以 研究 。 

=. & & 颖 

DOSE TM , EERE HE RS BIAY SARS, BT Hedy, DBR, BR LE 
Wilt 5S AMSAT a BS SAG A a ON TCE 

1 Pee BARE ES SAMAR EK. SEEM AS 
MER, 譬如 棉 作 上 的 害 患 最 主要 的 就 是 家 椿 象 , 蚜 患 ( 紫 围 蚜 、 长 角 蚜 和 根 蚜 ， 闪 三 
种 )\ 革 跳 患 (发现 三 种 ) 季 电 蛛 、 棉 锥 中 和 地 老虎 等 。 二 些 嘎 患 ,在 各 棉 区 中 , 普 逼 发生 ， 
RRA, BML, 必须 腾 格 注重 检疫 , FROST SSI A. 又 如 变 类 的 中 
Hh, MBAS Sth SAT HEE AS EM FE, BERNAL, HARK. 
SEW ME st AVAL AL Aish , is AT RAR LK, 必须 密切 注意 ;加 聚 检疫 ,防止 侵 大 。 再 如 
水 稻 呆 无 南方 的 各 年 蜡 肯 , 但 水 曙 蛆 坑害 ;在 幼苗 时 期 ,能 造成 活 秧 , 须 加 注意 。 其 他 如 
BEEK OK SEK ABO RL A 2 WR EAE AES, BER 
BLUSE Bh, A, EAS. RJR AY, BOSSE ee AH Peak, eS} 
b MERASES ETO, MARS, BAER, 其 原因 不 外 是 此 
间 杂 草 太 多 ,展开 与 杂 草 门 等 ,是 刻 不 容 绥 的 工作 。 

2. RRS BERNER, RMR KAR LOM, AHH, Ee 
AIG DA BBG AK THe IR SEE HP, ALGAE AL, 遭受 损失 常 迷 30-40%, MMS AR, 
BREMAS AEM USRMOM, RLSBBLS NER BRS CMM Ri 
宜 阿山 区 生活 呢 ? 或 是 还 没有 传播 深 去 呢 ? PIE, ETE BARE Pe 

疫 。 递 花白 上 的 蚜 患 ,各 不 都 多 ,在 阿 勤 泰 南郊 的 先锋 农业 生产 合作 入 和 讲 排 子 的 荣 轩 
中 ;所 看 到 的 第 花白 , RES, SPE LHR. 此 外 ,如 荣 蝶 、 甘 芳 粉 虹 和 
地 老虎 等 ,都 是 各 地 菜园 中 所 常见 的 。 关 放 果 树 的 害 吕 , 因 篇 阿 山 专 区 各 县 ,果树 很 少 ， 
仅 在 阿勒泰 专区 的 苗 半 中 ,看 到 种 了 -- 些 划 果 树 , 生 长 得 很 好 ,所 和 结 的 果实 颇 大 ;未 见 有 
HRB, ASB PPO LAT a, 在 天 秽 斯 河流 域 的 炮台 农场 
Hh REY PES BUR AIA, TS AE we, LORE ak, EH vee 
Bish FSF Bk PKUN TA FRERI (Carpocapsa pomonella L.) Hi GLE RSS HRS , AI 

PGR RRA, AB PSH AE, Bak, BNO HTIE , PEA 
PSE HE, RAT LE Se a, 

PRA ZELLER PRA, BEAR, ALS EAMES, 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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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 RAR AOE, ROTTS PT, BELL, 
S358 SOPRA), EMER EET BE ES, BRS 
REARM A ARMM, AOR LBs, 9 9 WE, oR 
ASH, PERRO HE, 不 能 很 好 的 结实 繁 青 。 在 平地 上 的 树木 , BBL 
$B ARTA, HEAT ARSE, POE aR, NI, 此 外 ,也 有 全 
Bah PF ah AIA RRA RIS AE. EH Dl EA Hee, TH AR, 

4. AiR FEAT EH, AS KR, TE, SUR RE, SRA 

很 有 利 的 。 BRDU LRA SP, RA EAE. FE 28 AA, 
AAW AHEM AH, EMME EM REF, DRASRRC. HERE 
AS WE DEAT RES: OK FLED EMO OS RED AE ER) SE, FE, AE Le, IE 
AS FEEL AS ETAT EE, ERAS, HESS ORR. SEU, ER, Pa 
A PAE GE ESE, LMC AA, TEAC RR A ET, 
HOMER, Hate “HEE IR” EEF AIR FOE AY EER, VERS 

5. SE WPL A, LA. RAR, 
PGMA ER EAT. A, RLS ERR 
HE, OGRE EON IAF Ek, PHD S b AIRS, FREER AE 
i. PC GHC DURA, TE 28 SRE OAL, OIE , ARTUR, 
FBS IEG , AEE A, APR ENE, FRM, EAP IES PAS 
地 ,有 水 的 地 方 , 尤其 更 多 。 坑害 人 冀 , 使 威 不安 。 ABE CAYO, BBTENG AY 
长 ,将 要 化 晴 时 , 移 梨 於 马 的 肛门 部 而 成 一 寿 葡 萄 状 的 小 郊 。 依 在 大 馈 拉 泊 ; 泪 到 一 匹 
局 的 肛门 上 ,有 此 情 状 。 粮 之 ,牲畜 体外 寄生 盐 , 在 牧区 中 非常 之 多 ， iain ie 
RO 3th, MUIR. 

6. MGA AE Be Th, RAO, ACMA AS, TE AS 1B Ae, sana, 
IES, CUAEAR WEL FI ORANG LE, OS a), HEAP, MSTA eR] A. 
HL FDS LE, SEG AA EE IM, ARAB TITRE, MMS, PE A AS AAR Ae, 
在 阿勒泰 东南 部 的 锡伯 渡口 , REA A OEE A, A Ba fe BE 

卵 论 入 的 眼角 。 WEASEL, ARTE A, 有 些 地 方 如 锡伯 渡 ,七 十 三 公 
里 ,布尔 津 及 大 拐 和 小 拐 等 地 ,蚊子 之 多 ,在 北 疆 是 最 有 名 的 。 在 6 一 7 A), 早晚 反面 

A, CESK, TARANTO, 人 脱 诡 时 , 即 可 馈 大 人 的 口腔 。 人 和 被 咬 和 后 ,而 上 起 了 
疙 瘤 , 旬 日 不 消 。 继 之 , 北 又 各 地 ,生生 害 瘟 很 多 , AMELIE OE A EAB, Me EE 
些 疾病 ,问题 是 很 股 重 的 。 幸而 过 一 带 的 蚊子 都 是 普通 蚊 , 现 仅 查 出 一 种 , 倚 未 发 现 癖 
蚊 。 量 类 由 多 而 镍 疾 伤 塞 等 传 桨 病 却 少 。 在 当地 各 卫生 院 中 调查 ,都 股 很 少 首 痉 。 但 
有 人 人 脱 , 伊 复方 面 , 亦 有 疤 蚊 和 妾 疾 。 是 否 的 确 , 且 待 明 年 前 往 调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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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从 ith 类 

Fie EI, RES IAS, 有 一 椿 需 国 内 人 所 不 能 意料 的 事 , 即 是 

FERPA AT UTE AT A FERRE, FEATS, 布尔 津 河 的 上 游 另 一 支流 , 叫 

做 霍 姆 的 地 三 , 乡 人 在 此 养 蜂 ,共有 廉价 的 新 鲜 蜜 峰 , 运 到 布尔 津 市 的 干部 食堂 中 供应 

早餐 之 用 。 於 此 可 见 , 我 国 各 地 都 可 养 峰 了 。 PRR, RE, 现 有 八 个 专区 ， 
三 十 个 县 ,进行 养 守 ,今年 (56 年 ) BP CHE GE 4,280 担 。 现 查 北 疆 的 巴里 坤 \ 塔 城 和 霍 城 

eRe ASAT SS MORALS, 也 能 发 展 一 部 分 的 苔 桑 事 业 。 UL MMR, EASA 

接 有 丛 的 。 此 外 也 有 一 些 对 於 各 人 间接 有 丛 的 昆 嚼 ,如 各 种 寄生 峰 能 遏止 各 种 害 引 的 

C4: EMTS SEM RBS), PME OL ARH, 蚜 

Wh AEE HY LAAT WMS SEE EAR, MBER TAKE, 食 蚜 

CAPS AR, BMS ROPER, ZB AONE BL 

Tints ees Wha as hae 

WT Lilt oh, AERA EE AGRE IL— AN AE, A KS, AT YAK 

EPI, Pile EE LOE, CAFE TS hat. A, EAS BY 

Shp, HERI ABE BR, ET SRS, EE IRB, 天 山北 

ARE, KISSER We BAR TRE RA th BR, Je BE HB AEE SE FLY ZB, ABA 

eh SURE OOP OR SEREIC RR. B BEAMS WAC a ae, ILS ial 

ADA , MOE bel Yh HE 14 HEME AN 28 围 等 卡 更 特别 多 , 常 成 千 上 万 FRAC, AE 
一 种 小 饲 , 状 如 麻 害 ;数量 颇 多 ,也 能 吃 吕 。 伏 天 南方 的 菩 子 能 到 此 间 ,过 是 专门 吃 部 的 

BA, 在 奇 奋 和 阿勒泰 等 地 ,都 看 到 很 多 ,要 到 上 处 暑 后 , 才 飞 同 南方 。 今年 卡 暑 是 8 月 

23 日 ,在 8 月 23,.24 WR, 人 在 阿勒泰 的 街市 中 ;看 到 来 菩 很多，3 一 4 日 人 后, 就 不 见 了 ， 

当 是 飞 同 南方 。 在 炮台 人 人 发现 刺 独 , 能 食 旺 类 ,在 戌 辟 上 发 现 长 尾 电 类 ,多 少 亦 可 吃 趣 。 
fet Fe TP A A .五 道 黑 、 小 白 鱼 和 青 黄 刍 等 , 多 少 也 可 以 吃 

些 永 泪 的 蚊 师 和 水 临 之 类 。 螂 蛛 亦 常见 到 ;能 捕食 小 屿 ,但 没有 南方 蚊 那 榜 多 。 

x. tf DW 害 

植物 的 病害 , HT AS TED RAR SRT ARR PK AY) PS SRE 

L. fey TESA, ORES RIA, Wl eo EG, BEATE A CE AS 

4 F635 A BY PI EIS ELIE TEA, BMRA PEAK AAI HE 

RL AS EEG, 又 如 棉 作 , 苗 期 就 有 立 枯 病 , DURA GEA 

病 。 玉 米 有 黑 粉 病 。 BRT HS, EPMA. TRAE A. 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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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S AIO, BOA AIS AAA. 甘蓝 此 间 极 少 , 但 在 车 排 子 已 

开始 种 植 , 更 说 南 疆 疏 勤 的 甘蓝 ,已 有 黑 斑 病 , 北 强人 未 发 现 ,必须 注意 , 贯 微 检疫 。 

2. 蔬 荣 病 害 ”过 项 病 仇 最 重要 的 篇 白 荣 缩 心病 ( 玛 纳 斯 一 带 很 多 ,损失 常 达 到 30 一 

40% ) 和 黄 砍 病 (和 布 克 赛 泵 和 炮台 都 有 ,损失 亦 大 )。 过 两 种 病 倚 不 知 病原 菌 是 什么 ; 

或 是 一 种 病毒 ? EAR LAMA, ER EATERS. SRR ILI, a 

AF, PA DA AAG ASAT ASE 

3. RASS FET FEAT TM PAT A UR EA EIS FFE IS , BE AI] 23 PALA AY E- 

7S B78 FOF EA SLI © ? 

+E GATE AIS, 落 革 松 的 根 际 ， wees 2 一 3 市 尺 

高 的 部 分 ,一 般 都 有 古 大 起 来 ,是 不 是 病 ? 是 那 种 病 ? 须 再 研究 。 er 

RH LAGI. 

Bh, A AED: —B RAF, ED , AIS ; 75 AE ere 

的 苗 上 。 

七 。 各 地 的 上 防治 措施 

关 亦 农业 害 是 的 防治 SE Se AS lg Dy TLE PTT USE i FS TEP 

9s Pe a a DY AY TAH THE LE EAS 7, FLAT RE 

RAT — EB HY AR RE, FETE TG EAR A ISR, EAR RE. RRA 

看 ,所 进行 的 措施 ,掌握 到 “ 防 重 於 治 ” 的 精神 , 饶 注 意 基 事先 的 预防 , 作 根本 的 处 理 ; 又 

依 顾 到 唱 时 的 除 治 ,， 消减 病 艳 蕉 发 生 的 时 期 。 吉 些 综合 性 标本 笋 施 的 防治 措施 是 先进 

的 。 所 以 近年 来 各 处 国 营 农 场 的 病 患 儿 害 ,已 经 显然 减少 而 各 种 作物 能 有 区 收 。 在 预 

防 的 措施 中 , 最 关 重 要 的 是 推广 秋 耕 冬 灌 , 消减 杂 草 和 枯 枝 败 革 等 , 做 好 田园 的 清 党 入 

生 ,名 於 过 冬 的 病菌 和 害 嚼 , 作 根 本 的 乔 除 , 过 是 最 正确 的 办 法 。 又 在 次 年 4.5 月 间 解 

WAS , FERRARI REA DA WIS , 进行 类 二 除 师 消 减 田 得 和 潍 渠 多 的 订 草 , 掘 澡 防治 地 老虎 

FB Mh, GEIR AE RE AA EE FUE ASH, 应 用 糖 次 诱 欠 地 老虎 和 其 他 害 部 ， 双 在 太田 

的 周围 屋 立 清 党 带 等 一 系列 多 种 多 样 的 补助 闪 法 , TETAS, TT RNS BRAD TE TE, 

BONY, MDMA RARE, CDM 666, DDT, 6 RAY EI HK PRE 

HOME WaT NE LAF: A AME Re A OR ERR OS SE TT ET 

契 性 的 除 治 , 故 能 收 到 很 显著 的 效果 。 FEES ah, We SHAE FRO AE RTE, 

Hit, ATE 1953 年 ,新疆 发 生 昕 患 的 区 域 ,共有 1,145 万 献 ,而 今年 (1956 Be ) fA RE A 

197 万 页, 患 区 的 确 是 大 大 地 缩小 了 ,得 个 成 炉 是 有 目 共 见 的 。 双 在 馈 重 木 族 醋 用 10 

59 除 治 荣 蛆 ,已 有 成 效 , 默 行 减少 水 稻田 中 的 贼 质 , 可 以 遏止 水 稻 曙 蛆 的 仿 害 , AEE ER 

验方 面 , 亦 有 成 就 。 至 於 病害, 因 需 近年 来 推广 应 用 赛 立 散 择 种 , 在 生产 兵团 的 各 全 声 



中 国 科 学 院 新 疆 烷 合 考察 除 1956 FR RRS 205 

中 已 经 基本 上 消减 了 黑 重病 。 反 之 ,如 清河 县 的 老 卷 倍 ， 因 不 知 用 药 撞 种, 今年 的 小 亦 
腥 黑 重病 非常 之 多 ,有 的 发 病 率 多 到 80 多 ,损失 其 大。 两 相 比 较 ; 就 可 显示 出 振 种 的 功 

io 棉花 角 斑 病 ,用 拌 种 和 堆 温 处 理 法 而 减少 了 发 病 牵 ;效果 很 好 。 拔除 玉米 的 黑 包 ， 

有 效 地 可 以 减少 病菌 的 来 产 。 分 期 合理 施肥 , 提早 播种 日 期 ,经过 试验 , 症 明 可 以 减少 
FiRUR, WSL ERK, SE, 做 了 不 少 的 试验 和 研究 , MARANA 

各 农场 中 ,对 於 病 圳 害 的 防治 ， 年 年 都 有 虱 租 的 炉 辕 , 尤其 是 炮台 七 师 圣 於 棉 给 起 的 研 
We, ATER TE YRS, BORE RE, SAVARD, 可 以 阅 , 已 经 是 有 很 好 的 经 验 
和 基础 了 。 可 是 这些 经 验 , 膛 不 鲁 普 副 地 推广 到 一 般 农 民 , 所 以 有 的 地 方 漫 不 能 充分 享 

“受到 先进 科学 的 成 果 。 例 如 请 河和 吉木 力 的 农民 ,还 不 售 应 用 撞 种 的 方法 ,以 致 讼 田中 
的 腥 黑 重病 仍 多 ,损失 不 小 ,过 是 很 可 惜 的 。 

N 初 步 , 意 ,网 

北 疆 四 多 戈壁 和 沙 次 ,但 可 耕 的 地 方 逮 多 ,农业 上 极 有 发 展 的 前 途 。 各 上 处 草原 很 广 

半 , 圣 族 畜牧 业 , 亦 大 有 展望 。 至 朴 森林, 更 有 无 限 发 展 的 山区 ,只 是 病 过 害 问题 , 师 复 

杂 而 出 重 , 佑 没有 得 到 微 底 的 解决 ,对 花农 林 牧 的 发 展 , 处 处 都 会 受到 影响 ,而 时 常 造成 

报 失 。 近 年 来 在 防治 的 措施 上 ,内 是 颇 有 基础 ,但 存在 的 问题 知 多 ,还 须 租 德 努力 , 才 可 

DSF EDK, AE LEA, RA EMI, 应 当 如 何 改进 , 才 可 以 

BCE ey HES KASS AR SEE AY ie BE, 而 增加 防治 的 效能 , 敬 提 初步 意见 ， 以 供 各 有 关 

BB PY BH : 

1 .贯彻 现 有 的 防治 措施 现 有 各 项 糙 合 性 的 防治 措施 是 合理 的 ， 亦 是 必要 的 ,只 要 

能 解决 病 绽 害 的 问题 , 任何 方法 ,都 可 探 用 ,都 应 当 贯 微 执 行 。 但 不 能 满足 於 现 有 的 成 

M, RMR BEARERS , SAMAK. HATA, 

Tr 82 A El 7H ER SDE, HAL Rak TBD A Ds , SABO aa SR SAR AS 

MRE, WASH Aik, 车 因 和 劳动 力 不 足 , PRET, 亦 必 须 注意 及 此 ;, 逐步 等 取 做 

到 。 

2. 开 荒 必 须 整 片 去 开 A BRO RM PRAM, SEER, RET PH, 

择 肥 而 并 , 仅 开 对 片段 后 ,把 种 子 粗放 地 投下 , 艇 不 施肥 , 双 不 除草 ,过 是 顶 不 好 的 。 因 

此 而 各 种 病 患 害 就 多 , 不 易 防 治 ,， 怎 能 种 好 莫 稼 ? 以 后 不 论 国 和 警 农 场 或 农业 生产 合作 

和 宪 , 凡 是 要 开 愉 某 古 范 地 ,事先 必须 有 全 面 的 规划 ,而 能 整 片 去 开 。 那 囊 应 造 防风 林道 

Bie FEE EEA RE , 那 丰 应 作 替 地 , 那 庄 应 造 房 屋 , ADA SARA BE, 不 能 再 东 

开 一 个 帘子 , 西 黎 一 个 角落 ,随便 种 植 , 种 不 好 ,就 放 秦 。 更 要 特别 注意 消减 杂 草 , Jah 

害 才 可 减 少 ,耕作 方便 而 产量 又 可 提高 。 

3 .注意 精 耕 秋 作 ” 北 疆 多 庆 牧 区 ,对 於 农 业 生 产 , 向 来 很 少 重税 。 即 有 少数 人 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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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 TRL ELA , BR MIE, ARN, A, A OS, OR, eel, Be 
CE MEME , ESR UE — BS AB EASA DTG, USAT A WC, 4 DT DARTS AED, 
HEB AS BS EH, SEK BE, SRE, 而 一 中 小 麦 中 , LA SRE, Fa EE 

EL Sp —, TERRA, MIL), fi SAARI, SARE Lop este At 
AWE? ”所 以 不 种 则 已 , BER phe OR, ey RY I, A Ae A HE A: 
产 合作 社 中 , AES AE EAS EEE AB: 25 BY it AGES , 35 Ay AT BAR, WARS 
AE, MERA Ay HE BRS aC RPE, AS A, PT HE CT A Ty OO AS 
ERE. DGEBA S, LF Bak 7 THU FT , AR SS, FT AE, Sy PT AEA 
HONE, HLBOPEME, 3 5h GR RAO RE, ARIA, ae aE OB RT AE 
产量 自 可 提高 。 和 与 其 多 而 粗 ,徒劳 人 工 , 产 额 不 能 稳定 , 不 如 少 而 精 , ATHY Seo 
产 , 工 作 不 会 白费 , 比较 是 更 合算 的 。 

4. 要 上 诺 用 高 级 的 药械 来 减少 捕捉 的 劳动 力 “各 不 国营 农场 的 耕地 面积 很 已 逐 本 
走 上 机 械 化 了 。 那 麻 防 治 病 右 年, 亦 必 须 应 用 高 度 的 器 械 和 效力 最 葡 的 农 更, 才 可 以 配 
合 得 起 来 。 现 查 各 场 ,应 用 人 工 捕捉 害 丰 , 仍 估 很 多 的 时 间 , 似 宜 改 进 。 在 小 面积 中 ,有 
足够 的 劳动 力 而 害 冲 睛 易 捕 捉 时 , 倚 可 应 用 人 工 除 治 , 来 解决 问题 。 但 在 广大 的 耕地 
中 ,劳动 力 不 够 充足 , 在 病 总 发 展 迅速 时 , IE ACOH, MRA, BRE, ae 
且 所 用 的 人 工 很 多 , 亦 不 合算 。 所 以 必须 多 用 局 拉 喷 吉 器 、 纺 力 高 压 蚌 吉 器 或 喷 粉 器 ， 

使 喷 出 来 的 药剂 , 可 以 过 到 更 高 更 让。 更 高 可 以 喷 上 高 档 , 能 条 死 森 林 中 和 果树 上 的 

害 部 。 更 下 可 以 喷 及 广大 面积 ,而 能 增进 工作 的 效力 和 速度 。 和 飞机 喷 药 治 蜂 , 新 疆 已 用 

多 年 ,很 有 轻 验 ,可 以 推广 这 项 芍 验 而 应 用 飞机 在 棉田 中 治 症 。 如 第 七 .第 信 雨 病 和 28 
团 , 赫 地 面积 都 很 广大 ,每 处 最 好 都 要 有 一 架 喷 紫 治 问 的 飞机 , 方 可 在 防治 时 ,能 收 到 过 
速 的 效果 。 平 时 可 把 机 上 的 喷 紫 装配 拆 印 下 来 , 亦 能 在 场 中 作 交 通 工具 ;指挥 场 中 各 部 
ACE, BAER, SAME BULENT 666 和 DDT 等 效力 还 不 够 大 。 最 好 改 用 
1605 或 1059, 来 共 减 害 嚼 ,效力 更 大 。 但 此 更 毒性 很 大 , 必 先 训 糠 一 批 能 掌握 用 柴 技术 

的 干部 , 才 可 推广 使 用 。 不 懂 药 性 的 人 , 切 勿 随便 应 用 ,防止 发 生 事故 。 砍 联 馈 克 了 兰 , 克 
里 米 亚 和 莫斯科 等 地 ,防治 佑 库 害 网, 近年 来 频 用 类 露 剂 , 很 有 效果 ， 兹 推广 到 农田 中 
IRF, Wie ts ME SRE a, a ie Sa NE SR CH aR ATI TE 

5 AMA UR BRT IRA AR, EAS PSB ARE ANE, A 

Ba NOME. ACRE A: (C8 Ae IE, AAPA, TIM, RRR i, 这样 赂 
EAE aA TEAM TAT IS AAAS WINE EAT, BLAS HY BR AC HE, DUCE IE aR AB A Hip 
AS ANE 1G OO AEFI, JERE OT EPROP RGGI BONER RRR AR 
AL , (MEAT BEE ORICA aR OT OE BEA RE I te ff , BE 

Hs iG AE 42> , IM LE Ko PSHE AT BA, AE, A I oy RA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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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防 治 的 机 构 , 使 它 能 认 事 前 ,准备 一 切 事宜 ,等 到 必须 进行 除 治 时 , 立即 动员 起 来 ,一 
鼓 克 减 , 才 易 解决 问题 。 照 过 样 看 来 ,预测 预报 工作 ,是 不 可 以 缺少 的 了 。 

6. 频 重视 选 种 和 种 子 检验 的 工作 “种 子 是 农业 生产 的 手段 ,种 子 的 好 坏 , 可 以 直接 
影响 到 生产 的 成 改 和 受 病 患 咱 的 轻重 或 有 无 ,过 是 非常 重要 的 。 在 过 次 考察 中 ,到 处 看 
到 各 项 种 子 都 很 杂 , 如 在 清河 ,吉木 疙 和 其 他 各 地 的 农民 雁 地 中 , 亦 一 块 奏 地 上 ,可 以 找 
BYALA AE AS IE ASCE AS MEE BS ECE ECE SRE AS SHS AS IE 
A, RAS, EA, EE Bh ONT, a Af 
不 少 地 区 ,也 有 很 多 杂种 。 Hib TS SR, ULE, eS 
RENEE BLA LeHE, USAR RMA TRL. B 
SEE MLE WE TE ES, AR REA, EUR SY 
BEATE AREA. ALS He, i yis ETL, RUE SAG [MET BER EAR 83 BR A 
BE, AER RSS SOL, LRT ESN SARTRE, EDT HEE, BUR eR 
HHS , RARE TAR, ARR TET, HOR aE, 

7 BERRA AE ARE ALTAIR, SURBEE, RRA — 
ih, AAS BARE, REE Bl EE, ALY , OAT ED ERR HE AE, ISS 
食 和 各 种 乾 果 ,这 是 可 以 防治 的 。 BRAt-ABKEOAR, TAAEOHER 
大 崇 藏 物品 中 , 即 可 不 生 嚼 霉 ,但 必须 注意 防止 鼠 省 傍 和 大。 到 了 次 年 五 月 至 十 月 的 过 段 
时 间 中 , 才 是 患 霉 易 认 发 生 的 时 期 ,要 特别 做 好 “EE”, MAST AE Fe 
毒 等 工作 。 允 有 部 霉 发 生 , 可 用 加 曙 的 方法 来 解决 , RFK AM, MTS. HEALS 
REM MEGA. (ERED, EM UA. RE 
fay, NE ERAS 

8. RAAT RES PTS BEL, VARI > BLL FEN, BRDU EAR FE 
Pik, AMA, WA eH A A, | ERR Te 
IE ARR ARH ERO As BFS AE SB, Bee Ais a 
HBA SEA. Bil RLS we ROH aS SE 13 Ha A 15 种 病 ,都 是 闪 地 很 重 
Riyeee, LEBEN R, UATE A. Thies Te 
6 HACE TG: SA EG EE HE, PPE AP HOSE, AE SEA — Re Be 
KAS AH, SOKA, 内 地 亦 罕见 。 Oe AAT. Hee 
ABREU LAW , WRAPS, SPSS IN A eH EU BE, 检疫 的 对 象 ,已 由 中 
RE URE RUN Dy BRE EF, 定 出 48 种 。 AB TSe SLARISA OP BST ML , Bisse a 
繁 , 那 超 有 什么 危险 的 病 强 ,最 易 输 进 ,应 作 调 查 ,防止 传 入 。 

O.PMASUE AG: WME AR, RGaC RS , SLA GE EE Fe BUR HORE ART, 
FAB. FORE BUR FUSE IEE , BYE AEE I BE SE B/C BE, MEISE A: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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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多 有 机 质 的 黑 泥 , AE GSE eS Hk BT A, 所 以 必须 积极 提倡 环 卉 术 
生 , 凡 人 瘟 的 住 舍 内 外 , 必须 微 底 做 好 清 党 工 作 , 一 切 凌 便 垃圾, 地面 上 和 水 浅 遗 的 腐 
出 物质 以 及 厅 草 等 , 都 必须 微 底 清除 用 来 肥田 。 要 这样 , Se) Dae > ae TA 
(eH, 

10. Sema COM He 现 有 的 各 项 防治 的 措施 , WEAR BE Nee MEME SE, 但 是 大 部 分 的 
病 盟 害 问 题 , 都 已 经 是 有 了 办 法 解决 。 过 些 防治 的 经 验 ,是 很 裤 贵 的 。 ERR, 
还 不 全 都 知道 过 些 科 学 技术 ,必须 展开 当地 科普 工作 ,努力 宣传 ,应 把 过 些 成 功 的 经验 ， 
积极 普及 出 去 ,使 各 处 所 有 农场 中 的 工作 人 员 和 各 地 民 妈 ;都 能 知道 病 患 害 的 重要 性 和 
防治 的 方法 ,而 能 自动 的 去 防治 , 才 可 发 挥 罕 丸 的 力量 和 科学 的 效能 。 
11. 培 植 干部 “在 病 患 害 方 面 的 工作 是 很 多 的 ,需要 研究 的 问题 亦 是 不 少 的 。 以 靳 

强 过 样 大 的 区 域 , 仅 有 现在 少数 病 慧 害 专业 干部 ,不 论 在 防治 方面 ,或 研究 方面 ,人员 都 
是 很 不 够 的 ,所 以 就 要 赶快 培植 人 才 。 培植 人 才 的 方法 ,一 万 面 在 工作 中 去 莘 糠 ,一方 
面 和 膛 要 不 断 地 派 人 到 八 一 农学 院 .国内 各 病 患 研究 机 关 去 学 加, 或 派 高 级 人 员 到 雁 联 雪 
WEE, ALPES WHR, 有 不 少 生产 能 手 和 担任 病 患 害 工 作 的 干部 , PEAS OR, 
又 有 工作 的 热忱 ,都 可 以 大 量 培养 , 派 往 各 方 学 习 , 成 篇 向 科学 浊 军 的 骨干 。 

12. 加 天 调 查 研 究 的 工作 “过 次 考察 ,以 很 短 的 时 间 , 逼 历数 千里 很 广 关 指 地 区 , 走 

马 看 花 粗 枝 大 革 , 在 病 患 害 方 面 , 只 能 看 出 一 些 问题 ,而 不 能 很 好 地 去 解决 问题 。 要 起 
解决 问题 , 井 有 多 人 作 长 期 的 调查 研究 不 可 。 此 外 , 别 扰 其 他 检 径 可 圭 。 以 后 似 宣 以 中 
国 科学 院 新 疆 分 院 篇 中 心 , 团结 新 疆 各 兄弟 民族 ,各 生产 部 除 的 植保 堤 部 , 各 部 门 的 病 
由 专 业 人 才 , 分 工 合作 ,共同 研究 。 希 望 能 攻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内 ,在 植物 病害 方面 , 率 
能 把 新 疆 各 种 主要 的 病害 , 群 交 查 悉 , 兹 坛 出 有 效 的 防治 方法 , 悉 结 成 功 的 轰 栓 ,来 现成 
一 部 专著 名 下 “ 新 疆 的 植 病 ”。 双 在 昆 屿 方面 ,等 取 能 把 至 疆 的 患 类 查 清 , 昆 品 的 分 类 和 
分 佑 等 工作 ,必须 做 到 一 定 的 基础 , 更 要 对 於 各 种 重要 害 鼻 的 防治 法 , 荚 验 出 更 好 的 精 
SR, PRS A — AB ODM BREE’, 有 此 两 大 著作 , 足 可 提高 防治 的 技术 而 能 解决 问题 ， 

SORE AHO TOR, SYST PERRI BND, 只 要 当地 植保 同志 , RED TRL 
BP ARB), PRY BE ay AE Ie, BE CEE PS, EEK, EEO 
9 FURR SE, BEATE, 即 是 向 科学 进军 。 ee Pr HE eS EO A EE, 
E965 GEA, HG, OAT A EE LEB, TSE Te) SS Ay , 15-0 RR STG 

MR RPA 7 i 
C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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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纳 斯 河 军 角 农 场 冀 牧 业 生 产 考 察 报告 

上 。 PRES AEE 

， 新疆 是 租 国 著名 收 业 区 之 一 。 太 年 来 ,在 篆 和 人 民政 府 的 癸 遵 下 , 芙 激 孝 行 了 收 区 
各 项 现行 政策 , 加 上 各 族 牧 民 的 辛勤 劳动 , 新 疆 畜 牧 业 生产 获得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根据 
1950-—1955 年 期 间 , 本 自治 区 冀 产 品 的 出 口 狠 值 网 可 换 同 C—80 拖拉 机 8256 右 , 或 吉 
斯 卡车 24,509 辆 , 或 铁路 钢 雪 5,679 公里 。 所 以 冀 牧 业 生产 在 新 疆 轻 济 建设 中 是 一 个 
重要 的 硼 成 部 分 ; 它 有 力 的 支 授 了 宜 国 的 工业 建设 与 农业 的 合作 化 ,同时 也 改进 了 斩 民 
的 经 济 生 活 。 

但 新 疆 冀 牧 业 的 发 展 逮 赶不上 国家 社会 主义 建设 的 需要 ; 主要 表现 在 畜产 品 还 供 
应 不 上 国家 出 口 和 工业 原料 的 需要 :同时 农村 囊 仍 然 感到 耕 畜 不 足 ;城市 居民 感到 肉食 
供应 紧张 。 随 着 兰州 一 乌 鲁 木 诸 一 阿 克 斗 卡 钱 路 的 修建 : 克拉玛依 油 田 的 开发 ;车 干 者 
的 天 工 感 就 要 建设 起 来 ;今后 对 於 冀 产 品 的 要 求 将 会 更 加 繁重 。 针 对 演 种 新 的 局 面 , 有 
必要 笃 面 规划 ,加 强 侠 遵 , 极 积 发 展 畜牧 业 来 满足 日 从 增长 着 的 需要 。 

兹 将 在 阿 勤 泰 区 考察 畜牧 业 椭 驶 荣 报 如 下 。 

一 。， 阿 勤 泰 区 畜牧 业 的 基本 情况 

C-) BR RHR R 

Pal ey As Ta 4) es AS A PE , IS SEAR T BEARER. 461949 年 ， 全 区 有 各 种 家 冀 

386,400 BH; 在 1954 年 底 , 增加 到 大 小 871,300 BA; 在 1955 年 底 , 增 加 到 1,076,894 BA, 

在 1956 年 6 月 份 增 加 到 1,304,946 头 。 RRR, 必须 加 以 说 明 的 是 阿 勤 泰 区 在 

解放 前 鲁 发 生 三 区 革命 战 等 , FER BS UH EMAAR, 直到 1953 年 ， 

WE ET AR PK URE HK Rae eR FI ze, AAA AKA, 

BUR SER ASAI , UATE AS, STE ET RE AY a, re ERC Pl SB Hs PES 

Bieter AVS Hn , AL — a oy AE SE a EH, pe SE Hh ae FF TE) AR AY, 

(=) 各 种 家 畜 的 数量 

根据 以 下 的 糙 计 来 分 析 各 种 家 瘟 所 估 比 重 的 情形 ,可 列表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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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l 1955 年 ,阿勒泰 专区 的 牲畜 统 对 及 上 比重 分 析 麦 

Ba Rh te | ti eem eA) 海 

150,214 | 152,423 | 106,218 | 105,188 
139,593} 35,299 | 23,954 | 26,192 | 14,428 | 11,775 
99 406 | 23,661 15,261 16,3807 8,615 7,768 

16,362 3,635 918 1,110 | 1,086 2,090 

659,952, 142,652 | 92,241 | 84,066 | 60,725 ) 72,344 
161,341| 35,555 | 17,832 | 24,241 | 21,351 | 11,211 

234 192 8 | 7 13 一 [peat eden 
ee i 数 VAKBG MME {ie ay Jae 

牛 139,593 139,593 33.50 % Ri; FM 
% 99,406 99,406 23.85 % 第 = 位 

MOE 16,362 29,452 7.07 % 第 四 位 

a 汗 659,952 131,990 31.68 % Se z= 

山羊 161,341 16,134 3.872% 第 五 位。 

“ 234 117 0.028% » 

ur 6 6 0.000% 

416,698 100.00 % 

AE it Vir, FT DUE HYD Ah he Gh 5 AE EP Ah 9 He: 425 eh AR 
ap Hee EAS AL, AYA Sh — HE IG ES he — 

Be (5 FS Ae 5 Th pL BY 1h | 

若 按 大 家 畜 奥 小 家 畜 来 看 时 , SU FoR Hy a SE Ah Bi) 04.45% 5 TABLAS 
35.55% 。 汪 就 反映 出 阿勒泰 地 区 的 特征 是 喂养 大 家 冀 的 地 区 ; 而 大 家 畜 兔 估 到 三 分 之 
二 的 比重 。 至 放 闵 羊 业 方面 只 估 到 三 分 之 一 的 比重 。 过 一 特征 是 不 同 於 新疆 其 他 收 区 

的 。 
篇 什 么 大 家 冀 来 得 多 呢 ”主要 的 原因 是 阿勒泰 区 的 自然 条件 很 斋 合 於 发 展 大 家 

畜 i Wes We VE HAS IAI BE A RE AY) SAS AR, 
PP: PRES BREA ACT ORME , ESE A 1 SUI AP AC Ik, (五 省 ) PEAR — 4 

hte, WG ELSE FT LW BS — (El —— a EAE. ST dy 

Weer EMitih TE LLRONE , TBE 5 TE PS A ET AE CE I REE EY i, 过 是 正 
确 的 而 且 是 必要 的 。 

但 考 虞 到 阿勒泰 区 的 特征 , 在 区 域 规划 上 则 虎 证 记 篇 是 状 忆 区。 SR PY a 
区 不 多 ,而 能 够 出 产 好 忆 的 地 方 更 篇 裤 贵 。 饶 然 阿勒泰 区 有 休 件 养 忆 ,而 且 出 产 好 局 ; 

WU) AR A A WAR SB ES Es 然后 再 考 虞 到 其 他 的 家 畜 。 当 然 , 各 种 家 畜 全 要 发 展 ; 而 

ACS ME CE: FE ING HET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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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瘟 的 繁育 方法 及 效果 

在 阿 勤 泰 区 圳 ,大 家 畜 的 配种 方 法 是 公 母 冀 合 生 放 牧 ,自由 交配 。 除 各 县 所 设立 的 配 
种 站 ;, 差 有 优良 的 种 公 冀 ,利用 人 工 授精 篇 牧民 的 竹 冀 配种 外 ;在 牧区 圳 至 让 牲畜 本 交 。 

HEAP Hc SEE HE NE, 随 母 牛 生 放牧 , 遇 有 发 情 的 母 牛 则 随时 

交配 。 AE BSE EH ABD SG BAT 15 一 20 匹 的 母 马 成 篇 一 组 ;每 头 公 马 则 配 物 本 组 右 

的 母 局 。 至 放 公 马 互 癌 , 等 等 别 组 母 马 的 情形 , 那 只 是 很 偶然 的 事情 。 
在 阿 勤 泰 区 , SAGAS 5 月 初 到 8 月 上 旬 和 结束 。 放牧 牛 的 配种 季节 则 多 定 

集中 在 夏季 喜 ; 而 在 别 的 节 季 说 也 常 有 少数 母 牛 产 屿 鳞 配 种 。 

在 绵羊 方面 ,由 1954 年 起 ,地 方 政府 序 向 委 民 广 乏 的 宣传 实行 公 母 分 春 的 好 不 ;有 
重点 地 动员 骏 徐 探 用 公 羊 母 羊 分 剧 放 牧 。 ETERS EH, 控制 在 11 月 初 到 11 

月 底 , 或 推 示 到 12 月 初 。 过 是 针对 着 阿 勤 泰 区 的 髓 寒冬 季 气 候 ;, 雪 大 风 多 ;而 笋 区 羊 生 

柚 联 条 件 不 中 的 情况 ,而 探 用 配 春 羔 的 办 法 。 如 此 则 将 产 羔 季 和 节 控 制 在 4 月 初 到 5 月 
初 , 避 有 驶 在 最 郊 苦 的 气候 条件 下 来 产 闫 。 关 帮 配 春 羔 的 方法 ,是 在 越冬 条 件 困 闪 的 情况 

下 ,无 可 奈何 的 一 种 辨 法 。 过 方法 本 身上 存在 有 些 缺 点 ;主要 的 是 母 羊 体重 的 恢复 晚 ， 
而 羡 羊 不 能 充分 的 利用 夏 场 ; 同 时 阿 勤 泰 区 的 夏季 草场 放牧 期 间 来 得 短 。 在 28 团 旭 配 

早春 盖 ,逐步 转变 与 创造 好 的 越冬 条 件 来 配 冬 盖 。 过 是 一 种 好 的 办 法 ;然而 必须 要 具 全 

充分 的 物质 保证 使 羔羊 越冬 。 
在 牧区 庄 ; 地 方 政府 也 推广 了 牵引 交配 的 办法 ,来 提高 母 羊 的 繁殖 率 ; 近 两 年 来 已 

多 得 一 定 的 效果 。 

关 共 各 种 家 冀 的 繁殖 这 及 幼 畜 的 青 成 率 ;根据 28 围 牧场 的 记 杀 ,可 分 析 如 表 2, 

1954 年 “| 1955 年 1956 年 

66.05 70.28 86.83 DAT = 575 itl 

75.42 97.71 87.08 

47.83 28.82 49.54 TRAY MS 323 pe 

97.77 95.52 90.73" ~"| 

94.69 99.87 102.99 DLAT f= 15,190 焦 

84.09 97.23 89.69 97.24 

111.00 115.62 130.79 130.00 

91.89 93.02 98.56 

HE LA ed RB , BT ARR HY 28 团 牧 场 的 重点 是 在 养 羊 万 面 。 TE a 

出 该 场 羊 熏 的 质量 和 生产 技术 水 平 是 好 的 , 对 牧民 可 以 起 到 示范 作用 。 ABE BLE 

牛 厂 面 ,过 就 比较 来 得 粗放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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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FASS YY BR, ACA eT Pp AS OE FS CS A HE As Fe IG; AE (86.83 Fo ) 

Fe lysF (130% ) HOMES, HT AR Pele EAR, ABEL ASAE (49.54 % ) 

则 就 太 低 了 些 。 AS WAS BLS BE 05 Dik PS ME HG SE IS EY SS | — EH GAR eH 

ARGS 5 二 则 马 拿 售 淖 受过 流产 损失 。 就 牧区 情况 来 诗 , 局 的 繁殖 率 大 体 上 是 70— 

80% 左右 。 至 礁 纺 羊 方面 则 亦 场 比 一 般 牧 民 的 水 平 来 得 高 , 基本 上 已 绝 过 到 “万 羊 万 

准 ” 的 由 产 指标 。 所 以 在 估计 牧区 牧羊 的 繁殖 率 时 ,要 比 亦 场 稍微 放 低 些 ,可 以 按 920 一 

95% 左右 来 估计 。 

(四 ) 地 方 国营 牧场 的 情况 

niente ities hadimer 
FR DALEATS , M8 HSA SS HT 

在 福海 县 , 专区 正 筹 备 成 立 一 个 种 羊 场 , 已 有 25,000 焦 母 羊 做 基础 。 BABAK 
AHL ETE DAA CTT AES BRED EL A — Ji A Ah As EAA ZANE, 准备 与 
本 地 粗毛 羊 进 行 杂 交 改 良 工 作 。 所 以 过 一 牧场 的 重点 是 迁 行 品种 收 良 的 工作 
土 种 于 到 篱 主 :而 杂交 改良 的 辅 。 

WS WPS CE SE A HAL 28 图 畜牧 场 ,已 有 四 年 的 历史 ， AA Ak — ioe. 
SS AEE TEE CUA AT A EK, SR SLE RL 
BE ABA AHF UE HE AEH, DIR BORE, CE SUA EET 
NP 7 ES I, AEH AS — ie HL EB PD BE i, AEA A Ad, BY DARE A 
EEE AEER, MARAE RR PRED Me 

BAS HAS Wik A aR ee RB A: EE HE 

bf th ACTED AE A, AHA RC, ”值得 注意 的 是 到 元 1700 HELL 

iif hy AG TAG es RAY SBEAAS Gea SAAT AO I SDR HH BT 
ACW, CEST ER AS ae ey OE SU AE AS, et Re 
塔 城 描 带 性 畜 淮 汲 潭 移 大 到 阿勒泰 区 来 。 所 以 现在 的 家 畜 品 种 ,主要 是 以 哈 蓝 克 局、 哈 
降 克 牛 、 哈 陈 克 羊 坊 基础 ;同时 也 会 釉 到 些 仍然 和 蒙古 种 相 类 似 的 家 畜 。 

在 解放 前 后 ,本 区 牧民 人 经 大 批 遗 移 到 外 地 ,直到 1953 年 才 陆 米 师 来。 过 时 自然 也 
乾 带 些 外 区 较 好 的 家 畜 到 阿勒泰 来 。 所 以 在 城市 附近 家 看 到 些 刘 血 马 , 据 肌 来自 卉 城 

Si {PARE Ey LSE AL lB) >We PLA AAA GB te, BP BH 
A=, ARABI: , WLDAa Gi, 很 像 天 中 牛 。 SUR SS WR Tm A RB a A 
牛 来 。 SRB ARE IN BEARS an AS HH ee LE AD PS ER ay; ML a TR AE ie 
YE HERMES AO SS, | ESRB, RFS Sea ig HH Ye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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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 EL 
ra eS BS AS BY I PREPS ALAS EAR IA , 从 外 地 来 的 家 着 FEAL TRAE T 9 

PEP AS LPC, EPA SE, IER, 二 
HEAKEMPORELAMEER; LAMSRPHRH EMRE, HBA 
PERS HORA IE AS ARR ASSL YS. THE LER BLL Ry See, A BS 
发 现 具有 代表 性 的 家 冀 个 体 。 至 亦 家 冀 品 种 在 生理 上 ,解剖 上 的 比较 ;生产 性 能 的 测定 
等 方面 , 则 限 认 人 力 物力 ,有待 令 后 做 进一步 的 调查 研究 

(一 ) BH AB 

1, OSE ARI LIES, DT Re BARE, 
AEG DORMS 130—135 厘米 : 胸围 160 一 165 厘米 ; 管 围 17 一 17.5 厘米 。 母 扎 体重 
4350 公斤 左右 。 | 

nese a PS ALA Se FAY TELL PSE, PS AONE AY 
RS, WRATH AARNE, BESA Re, BRERA Ga. 
NOAA, PSG, IPERS LAE TM, PUAKUN ORE, BIAK 
端正 , EAHA TRASH CE ARLE). VETERE AS TE eh PEL 
PRE GRD ERRE). SARL TAT RRR AOR ROE 

Ws SE (BE SAE Ee PE 7 ah, MEAT ACI LL BS UCD, TERS 
点 的 原因 , BUSES DCAM Rak, AU, RE RAO IR, 
PEASE AE Ly HA BE A TT 72 SG LL 4 

ME GEESE H AME RE 7, MENTS A TA, TER EH 
WONEIE DP , AR GRAT SAO CEE AL A, HEWES HE ELA OE ANT , MUIR, BE 
SIMA GWA, PRM, UE. AER AFL 
SALES TG FLT: PEAT PO SS, SARA SE. SERA 
LFS aS 7 1, PATE SERA SRE, 特别 强调 泌乳 量 要 高 。 HEN TTS ASTI 
Be 7B EER JB Tk DG, JR SAR RE BS, DE 
FASE, BBCI, FT LS ALILA , 骑 乘 多 种 用 途 的 家 冀 。 

2. 阿勒泰 轧 ”从 阿 勤 泰 县 延 仲 到 布 泵 津 山区 圳 , 顾 察 到 当地 的 马匹 类 型 伍 险 萨 克 
FES fy LO EY HOES EAS AE OFT AB) A OE BH A, 

sR ERT , BAL eS 0 AM RICE sO SKS, TRG COU, TG I 
Rc. WOVETIO RL, WW BSHE, BEG, BML 75 Ey ie FHS 5 ALAS NE MRA J 
A wie 

EERE, KS AR, AEE, 牧草 嫩 而 多 入。 当地 局 匹 基 期 生活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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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 PRE OES , DEOWTERT BHA ACTOS 
阿 勤 泰 轧 的 体高 篇 130 一 140 厘米 ;胸围 165—180 厘米 ; 管 围 17.5 一 18.5 厘米 。 

就 马匹 的 性 能 来 看 ,很 适合 於 做 林 区 运输 局 匹 或 农田 用 的 耕 局 。 在 畸 乘 方面 ; 则 步 
伐 很 差 。 可 能 是 缺乏 调教 ,可 能 是 千 构 上 不 够 平衡 。 

对 认 阿 勘 泰 忆 应 做 乱 一 个 优良 地 方 品种 来 看 待 的 问题 ， 是 值得 今后 做 进一步 研究 
的 事项 。 因 入 放 种 局 匹 是 苯 格 大 的 马 , 在 利用 价值 上 应 该 区 有 高 的 评价 。 建议 改 立 一 
个 地 方 种 马场 ,对 阿勒泰 局 进行 系 葡 的 士 种 玩 青 工作 。 使 它 成 骨 一 个 优良 地 方 品种 ;而 
向 内 地 推广 之 。 

(=) 牛 的 品种 

哈 蓝 克 牛 ” 哈 蓝 克 牛 在 新 疆 的 分 佑 和 范围 很 广 ,不 仅 是 在 阿勒泰 区 ,而 且 是 在 北 疆 各 

SH EE AEB, ESATA ML, FESR PTR A LL RB PT eG DE OS 

FEF ERAN 

IG ee A, RRA Ae i SR AY TS 

RE, AUR ASE Wy BAP AR REY WEES ST PE ST FE AE, BRAS 

牛 有 所 不 同 。 

在 阿勒泰 山区 草场 所 看 到 的 哈萨克 牛 ,一般 体质 良好 而 相当 健壮 -有 很 多 母 牛 的 体 

前 显得 秀 醋 而 罗 丝 ;乳房 相当 发 过 ,倾向 於 乳 用 牛 的 钴 型 。 有 些 母 牛 很 像 我 何 沿 海 城市 

所 养 的 娟 刀 品 种 相 簿 佛 。. 同 时 也 看 到 有 些 牛 是 肉 用 牛 的 类 型 , PR SP 

类 型 j 移 了 照顾 到 今后 发 展 方向 而 计时 , 对 於 哈萨克 牛 可 以 提出 培育 它 成 篇 一 个 肉 乳 入 

用 品种 较 篇 合适 些 。 

哈 蒸 克 母 牛 的 一 般 体 尺 : 体高 篇 105 一 115 厘米 ; AMAA 140 一 165 厘米 ; 体 长 篇 

120 一 145 JK, PEAAME MEAS 260 一 320 公斤 ,全 年 泌乳 量 篇 600 一 800 公升 。 

哈 节 克 牛 的 特点 , 能 够 多 年 放牧 与 适应 大 陆 性 气候 。 肉 的 品质 很 好 , 而 且 容 易 育 

肥 。 根 据 28 转 的 生产 定额 是 二 斋 育 肥 牛 ,平均 体重 250 公斤 ; 居 宰 率 55 匈 。 由 放牧 牛 

茸 庄 ,逐年 淘汰 掉 的 公牛 , 平均 体重 350 公斤 。 因 需 不 合 平 繁殖 用 而 被 询 汰 的 母 牛 , 平 

均 体 重 300 公斤 ,屠宰 率 篇 45% 。 

(=) ®* ih B 

哈 蓝 克 羊 ” 哈 际 克 羊 是 肥 鞭 羊 , TE VP] AR DO i Ae RS, EAE NE SP TS 

中 ， 合 有 很 多 蒙古 羊 彼 遗 留 在 本 区 域 衷 :; 欠 现 在 羊 全 的 毛色 与 尾 形 上 造成 许多 混淆 现 

象 。 然 而 出 色 的 ,典型 的 哈 陈 克 羊 ,元 乎 在 一 般 羊 醒 右 ,全 能 锡 导 出 一 部 分 来 。 

就 整个 阿勒泰 区 的 绵羊 来 讲 一 般 质 量 是 很 好 的 。 主 要 表现 在 体格 大 而 弦 健 , 适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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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强 。 BRAALACHE, HORE MISTI LTR OW OE BE, RAI E O 
EM MRED. 
根据 在 28 围 牧 场 的 调查 , ERK AEE 1 Be OE, EBT 
完成 的 指标 如 下 : 

(1) 母 羊 ， 一 等 王 : 3 一 6 族 , 体 重 平 均 70 公斤 以 上 。 
SB; 3 一 7 BR MARY 60 公斤 以 上 。 
SES; 2 一 7 诚 ,体重 不 足 60 公斤 。 

(2) 382% 1956 年 , 当年 生 羔羊 硬 , 在 进 冬 场 时 ,平均 体重 37 公斤。 
(3) AS ABA EEE, FUSE 99.6 公斤 ; 最 高 篇 104 公斤 : EB 

94 公斤 。 
种 从 羊 的 体 尺 如 下 : 

体高 : 73 一 80 厘米 :平均 76.3 厘米 。 

fig Fe]: 97 一 104 厘米 ;平均 102.03 厘米 。 

WHE: 80 一 90 厘米 :平均 85.3 厘米 。 
(EDI AREER, FT OSE HEE AHMAR PIEMONTE FEM 

PRE HT RAL AEDT HI TKAR, 
CEPA ENS TE, AE BIE BALE, CERT ARR, US HIME 

PE BER AY FSH, RET E MEAN E, ARDE 28 DAU EESR, ABS ETE 4 
BISA 41 公斤 , BEANO RCMB RRMWAS, HAS PRBS 
—, TSAI SALA, 在 7 月 底 ,， 则 母 羊 天 的 平均 体重 起 67.52 公斤 , BEA AR HERE 
共 夏 季 收 场 后 ,就 能 锡 很 快 的 恢复 到 原 有 的 体重 , 世 且 增加 体重 。 一 族 羯 羊 震 在 3 月 底 
的 平均 体重 篇 33.8 公斤 ; 到 7 AMUSED) 60.61 公斤 。 一 舌 母 羊 重 的 平均 体重 在 3 月 
底 需 32.63 公斤 , 到 7 月 底 旭 过 到 54.7 公斤 。 所 以 届 , 哈 萨 克 羊 体重 的 爸 化 是 大 的 : 但 
HV as, AES ASN WEI GRR) 庄 所 损失 的 体重 , 在 一 个 个 月 的 夏 场 衷 恢复 
起 来 。 和 过 是 一 件 出 色 的 品质 ,而 必须 要 加 以 重 釉 的 。 

关 亦 哈萨克 羊 的 多 产 性 能 万 面 ,好 的 羊 短 的 繁殖 与 至 成 率 需 113.4%( 徐 国 顺 小 
i). 

DE AS, — A RAE, CEA PEERED I, AR AE REEF Ob Pyrat BY 7c 

7B WRTIVEE BCE AUER, EDC ET MARA (AY, 可 以 选择 出 来 ,由 人 工 授精 站 做 入 
音 用 。 充 分 利用 过 些 僚 和 良 的 种 从 羊 , 可 以 很 快 的 达到 普 表 提高 羊 恒 质量 的 目的 。 

(四 ) 3th RB 

和 BEGeE AR a FEFATSSHE 16,362 4eC1955 年 ) 是 一 个 养 骆 数量 较 多 的 地 区 。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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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ESCRONOMERE I RURAL: —-AB FISHEL LN, BESICOIEZE +4900 98 BE, UIE 
AE SCESHLECH, HEROS ALONE. JUICEOIGR (CAO RENEUTNDIR, 主要 是 养 腾 眩 :名 
Si eC APSA EIR AS , ESIC PSS AOE LL RCA ESO, 

2. SE PNAS EAT 161.341 1a REE Ea a, 

Ay RAL TE PAS BR , TE FERAL FA FELASA STA TR TT FEL , PA 

FO SE RE OPE EA in BAS A, WT LAR 

3. SR ARAL 7 FERRY BI, (EA ROR RT EE ME PIA 

的 。 事 实 上 若 要 软 用 重 载 的 车 辆 ， TREES Oe 

FY) TE sl BS AC EF, 2 AT EER Fo 

4, AMS, ERLE BA. Ha PSU Lf HEE, AS 

LEMS UAHA AR BF A. ASHER), FAB TG y RS 

5. FPA, PRY RUA, RAR >A eR RR GR Ee RAE 

ASABE EA CTA A. FSU CAR ARE , HE PSK A RMS , 

LPF GRE) FEAL, FETA, 则 指定 28 PA aie te BE ie — AD PTS BR 5 Ze 

POR UE. HY a RP RAA Rane (ESE PUR 1k Z REPT) , serait! 

活 需 要 。 

6. RE ”在 农 区 或 富农 和 后 牧区 圳 ,水源 便 利 , 庆 於 养 鸭 养 儿 。 ERA ME 

JG WS Bel BES FEE NEBR AT PR FE AT A EL BE ee 

MAREE « 

* - 全 

(五 ) 家 畜 品 种 改 页 工作 

在 阿勒泰 区 ,近年 来 开始 了 家 畜 品 种 改良 工作 ,站 重 点 的 做 了 些 工作 。 由 机 年 限 较 

短 , 各 地 畜牧 你 器 工作 站 的 力量 也 有 一 定 的 限 谍 。 BOAR A BOAR, 但 值得 

TERM ATA FP AE iu 

1, Oe PAAR HEE ae AEF PE a 

FEA TC Sh ERAS AR. 7A PEE 9 BR SE AS Sa 

行 配 种 , 以 多 得 一 代 或 二 代 的 杂种 羊 。 希望 从 杂种 羊 方面 去 得 到 同 质 的 网 羊毛 来 供 毛 

PMA. PR, 过 种 工作 不 是 一 下 子 就 能 成 功 的 ,要 结合 着 应 有 的 技术 措施 与 一 定 的 

过 程 , 才 能 过 到 预期 效果 的 。 

在 矣 察 委 民 所 养 的 订 种 羊 卫 ,可 以 看 出 在 体型 上 奥 羊 毛 性 质 的 转 购 上 全 很 明显 。 

多 种 羊 的 产 毛 量 可 以 比 本 地 羊 增加 50% 以 上 。 尖 种 羊毛 可 以 纺 和 绒线 用 ,而 每 公斤 羊毛 

的 收购 价值 约 等 於 雨 公 斤 粗 羊毛 的 价值 。 所 以 股 状 杂种 羊 可 以 增加 经 洲 收 入 。 授 种 好 

上 处， 自然 悬 牧民 所 坎 迎 的 。 但 也 有 些 反 映 是 杂种 羊 的 体 得 减低 (由 杰 筒 辩 管理 条 件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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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 与 杂种 羊 缺乏 脂肪 RARE EKITS), 训 需 是 美中不足 。 而 个 别 的 
收 民 , 则 仅 先 将 杂种 肥 羊 出 售 欠 贸 易 部 门 去 屠宰 。 

在 28 围 牧 场 庄 ,也 做 些 改 种 工作 ; 现 有 杂交 和 后 代 如 下 : 
(1) 一 代 奥 二 代 杂 种 母 羊 1;108 46, 
(2) 1956 年 生 一 代 杂 种 盖 羊 〈 公 母 盖 ) 1,033 焦 。 

(3) 1956 年 生 二 代 杂 种 羔羊 ( 公 母 盖 ) 628 46, 
| 目前 要 做 杂交 效果 的 分 析 , 仍 嫌 记 录 资 料 不 足 。 根 据 场 方 技术 人 员 的 反映 :如 怖 多 

AEE ERMA, AMEE, PEIN 4H 15 % 左右 ,不 同 质 的 估 85 
多。 主要 部 分 的 羊毛 四 度 需 50 HH, Pe | 

= 5 FA UAE LEE AB TPE, SA AA HHHEE ARS, Bory FA 
一 部 分 的 杂 色 母 羊 来 进行 杂交 。 因 此 ,所 得 千代 中 ,毛色 不 合乎 要 求 的 羔羊 较 多 。 

关 放 体重 方面 的 情况 , 场 三 反映 ,主要 看 蚀 养 管理 条 件 如 何 和 起 转移 。 若 给 杂种 羔羊 
以 较 好 人 条件, 则 条 种 羊 洗 可 以 过 到 和 纯 种 羊 一 样 的 体重 。 若 给 杂种 羊 洗 以 本 地 羊 同样 
的 粗放 人 条件 , 则 二 代 杂 种 羊 涯 的 体重 反 不 如 一 代 杂 种 羊 准 ;而 一 代 困 种 羊 奉 不 如 本 地 羊 

*. Bite: 
《1) 本 地 母 羊 平均 体重 67.52 AF RHEE ARHE 5S 公斤 。 
(2) 新 X 哈 一 代 母 羊 平均 重 59.10 公斤 ;一 代 羔 羊 初 生 重 4.9 有 公斤。 
(3) 新 X 哈 二 代 母 羊 平均 重 56.00 公斤 ,二 代 羔 羊 初生 重 4.0 公斤 。 
在 今年 同月 秀 的 杂种 羔羊 举 , 由 帮 草 场 条 件 与 放 收 技术 上 的 差 愉 , 在 生长 发 青 太 面 

也 显得 不 同 。 鲁 进 大 高 山 草场 (牧草 质量 较 好 ) 的 杂种 盖 羊 寿 则 上 比 在 前 山 草 场 (牧草 较 
差 ) 的 羔羊 竹 要 生长 发 育 得 更 好 些 。 

在 适应 性 方面 ,杂种 羔羊 随 着 代数 的 增加 而 抵抗 力 减 低 。 28 围 的 本 地 美 羊 很 少 发 
生 盖 羊 独 疾 ; 但 一 代 羔羊 蔽 到 痢疾 的 发 病 棕 坊 25% ; 而 死亡 率 需 17.7%。 二 代 杂 种 羡 

羊 的 发 病 率 息 4 多 ; 而 死亡 率 震 21.0%。 汪 种 情况 是 值得 注意 的 。 
MEE REA TORR APT ED RM EL. TE 28 围 驯 所 养 的 种 人 

羊 ,质量 平常 :体高 平均 114.6 厘米 ; 体 长 平均 81.3 厘米 。 在 8 月 初 平 均 体 重 92.6 公 斤 ， 
舍 年 专区 过 丰 一 批 帮 联 、 阿 勤 泰 、 美 利 奴 ,来 进行 杂交 改良 工作 。 而 28 团 牧 场 则 由 紫 泥 
泉 种 羊 场 运 来 阿勒泰 美 利 奴 公 羊 十 焦 , 来 进行 杂交 试验 工作 。 

2. 马 的 改良 工作 
阿 勤 泰 县 详 成 立 有 一 个 马 的 人 工 授精 站 。 今 年 从 牧民 马 梭 庄 吐 出 最 好 的 种 公 马 二 

FED, YEA BERGE RRL, SERA LE AUS A, 
在 28 (ABE, SSeS ICI MEME AS (ORM x WARE) DC, NT PEER ae ks 

HH BG 2, ERE MS (CAFE RB DES. AE BREE BY DANY , 12 PAS eR, FA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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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公 是 否 确 当 ,似乎 要 做 进一步 的 研究 。 因 篱 阿 勤 泰 区 本 地 局 的 质量 很 好 。 | AR RR 

种 公 马 在 提高 质量 方面 所 能 起 到 的 作用 怎样 ? 要 在 今后 工作 中 加 以 研究 。 

3 MRK A 

在 28 HR RARER AA HM. 一 方面 保持 纯 种 繁殖 ; 另 一 方面 是 本 地 

猪 杂 交 ,利用 一 代 妈 种猪 来 育肥 做 商品 。 训 场 的 生产 指标 是 给 种 猪 育 肥 到 十 个 月 , 世 重 

iD) 150 2, SBE 82% 以 上 。 关 於 商品 猪 的 增 重 指标 , 则 如 表 3o 

H3 ARE O MOR 

=. BBR EEE 

(一 ) 畜牧 业 互 助 合作 工作 的 展开 

在 牧区 圳 畜牧 业 生 产 在 本 质 上 带 有 个 封建 中 资本 主义 的 性 质 。 而 牲 音 乔 本 身上 则 
具备 了 多 是 生产 资料 ; 同时 又 是 消费 资材 的 特点 。 所 以 牧区 衷 的 社会 主义 改造 是 根据 
它 的 特点 , 而 分 别 对 待 的 。 随 着 新 疆 农 业 和 社会 主义 合作 化 的 高 淹 和 各 项 工业 建屋 的 发 
展 :各 族 牧 民 受 到 很 大 的 鼓 王 。 根 据 新 强 第 三 届 党 代表 会 底 的 决 隘 , 在 牧区 误 有 计划 的 
发 展 互助 合作 组 煌 ， 加 强 对 牧 业 互助 合作 组 织 的 倾 亲 ， 使 它 充分 发 挥 粗 炽 起 来 的 优越 
性 ,以 大 力 发 展 畜牧 业 ; 同 时 吸引 牧民 走 上 互助 合作 的 道路 。 

” ”党 考 察 阿勒泰 区 畜牧 业 的 期 冯 , 那 时 候 有 关 收 改 的 政策 和 休 例 等 尘 未 公 做 实 施 。 
在 各 县 误 只 有 少数 的 畜牧 业 生 产 合作 和 社 , 需 培 头 典 型 而 组 粮 起 来 ,而 得 些 生产 合作 和 社 的 
成 就 是 显著 的 。 在 生产 合作 社 误 ,牲畜 数量 的 增长 很 快 , 繁殖 率 奥 至 成 率 全高 ;而 畜产 
品 的 生产 也 多 。 竺 员 们 的 劳动 情 糙 高 ,副业 生 大 也 多 。 因 此 社员 的 轻 济 收入 增加 了 ;而 
物质 生活 也 改善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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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S ICY HAL, 阶 时 的 或 常年 的 , 发 展 的 速度 相当 快 。 在 青河 县 ， 
富 楚 县 , 阿 勤 泰 进 行 调查 时 ,和 组 积 起 来 的 牧民 估 到 60-80% = HH BLY BH AB BE IE 
势 。 在 过 填 也 可 看 出 游牧 民族 活动 箔 围 大 的 特点 。 当 -一 个 牧 户 彼 接 受 加 太 某 一 个 互助 
MUS BRET DET SET SEM, 脖 移 到 互助 组 的 驻地 , ES SHER TA EB 
FEC, HAT HABE SE OME , ALE BR AR eRe 7 ENO RE, 
FBR A A HIE ELEN VRS; SEAL RAG El ADT BE SE BS IC 9 
牧 改 工作 ;打下 良好 的 基础。 

(=) 放牧 方式 与 放牧 制度 

。 帮 收 养 冀 业 的 特点 是 能 兔 充 分 利用 天 然 资源 (草场 或 范 地 ) 来 发 展 性 冀 ,给 国家 创 
造 大量 的 财富 。 放牧 养 冀 业 是 一 种 比较 粗放 的 生产 方式 : (EA Li 
万 头 的 牲 冀 时 , 放牧 就 成 需 最 主要 的 生产 手段 。 依 先 放 牧 , 才能 狗 用 最 低 的 成 本 〈 劳 
动 , 坝 备 ,投资 等 ) 来 获得 大 量 的 ,价值 很 贵 的 畜产 品 。 汪 是 一 个 重要 的 经 济 因 素 。 

”和 从 家 畜生 理 的 角度 来 看 放牧 方法 时 ,尤其 是 在 夏季 的 放牧 阶段 衷 ;家畜 能 狗 自 由 探 
食 在 肥沃 的 草场 上 ; A EFS AL, SSR IITME, ULE ; PETRI TG ALATA EE: 也 确 
LATE GRO AEE, ARH ACS AS, BALE EIS EE, See 
AQ REC METE AS WE, SEM A AB, URE Sy TE LF) Pa OL 7, SP TT SE 
HA, AST AE HEMEL TERE, WLAN AE a i, TT BERET 9 FF AB A A RE = 
MAK. 

原则 上 ,我 们 要 和 从 每 一 公 项 士 地 上 , SORES AE; PUP RE 
去 提高 它 的 生产 力 : 我 们 要 用 最 低 的 成 本 去 完成 生产 任务 。 我 们 所 提出 的 要 求 是 一 个 
CHS POE PO HAS SETH; BOO PS VSR: 那 末 我 们 的 生 

PE BE, RAE REBKT « 
Br 8) Ae LE, PS) LS A SS), = ry Se Se BE SET PE a 

pla EE Bic Af SSE CY CS EG LE ARE PERO HT HP, SU 
ACR SUE, BCBS O49 SL, Hi As FE EIR ERE eS EL Rk se HM SI 9 SB 

例 规 , RE EYGC AS SEA HH HE} S| PLAS ARSE VL HE Ly 0 BLS Be 

RSS ela BEC RHEE a, PRLS ICL LE, 则 合理 的 在 草场 管理 委员 

会 解决 之 。 
在 阿勒泰 专区 各 县 的 草场 面积 与 性 畜 数 量 上 ,存在 着 不 平衡 的 现象 。 例 如 : 布 生津 

的 冀 符 有 一 部 的 草场 是 阿勒泰 县 山区 襄 ; 而 阿 勤 泰 县 的 冀 春 有 一 部 分 是 进 沙 饲 泵 山越 
和 。 因 此 县 与 县 互相 调 洲 草 场 , 专 区 与 专区 间 ( 塔 城 专 区 ) 要 协商 与 交涉 草场 ;年 年 有 伙 
动 ,确实 是 个 篆 重 的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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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 EAR OBA DURE A, 各 地 区 有 所 不 同 , TG EL HAE J i OR 
SBE AA —-ALAUA, TE DARE, VA 28 围 牧 场 的 经 验 举例 如 下 : 

(1) 4 月 初 旬 , 母 羊 二 由 冬 场 转 人 人 春 场 产 羔 。 
(2) 6 4D ERA, 在 夏 场 的 放牧 方法 是 先 在 前 山地 带 放 收 ;等 待 高 册 

溶 雪 完毕 再 进 大 到 高 山 草原 。 大 锡 放 牧 40 一 50 K, HE MBI , 再 埋 移 
到 前 山 草 场 。 

(3) 在 8 月 底 , 淮 备 配 早春 半 的 母 羊 便 开始 出 山 。 其 他 的 冀 霍 则 於 九 月 45 一 25 日 

期 间 内 双 部 出 山 。 

(4) 在 11 Arp ty EAL PER, 分 别 进 入 冬 场 。 那 时 候 大 部 分 母 羊 堆 在 农 

确 区 越冬 ;: 牛 至 在 可 可 骆 ( 储 有 冬 草 ) 越 冬 ; FG RUE AL, 
就 28 围 的 情况 来 廊 , 进 夏 场 是 在 一 般 煞 民 冀 替 的 后 面 , 晚 10 一 15 日 左右 。 部 分 羊 

BB Bie FES A HY Ly Bh; 但 大 部 分 的 畜 至 比 牧 民 畜 天 出 山 晚 些 。 老 在 山区 发 有 人 
工 授精 站 , 则 配 早 春 羔 的 母 羊 举 也 能 兔 晚 些 出 山 。 如 此 就 能 延长 了 利用 山区 草场 的 时 
PA), SES LA AEA 

DAS Ss EAS AS ec ET, ARH 28 AO 
(1) FREER, 500 ME AS—3EC Hf & hn 10 一 30 焦 ); 由 三 个 牧 工 来 管理 之 ;由 第 一 
BFA DME. : 

(2) 当年 生 羔羊 及 育肥 羊 ，600 1 AS — 3B HT = APE 
(3) 牛 的 三 组 ,以 110 BARRE CSAS 4) AS — BR CT 5 一 7 AER 
(4) FGIELA 200 匹 的 一 个 除 ;4 牧 工 S—7 人 管理 之 。 
ER ARATE, FAYE AEAT 1000 一 1500 焦 : 而 小 的 羊 天 不 足 100 修 。 关 的 

A=as AS 100 一 200 刺 母 牛 在 一 处 放牧 : 少 的 只 有 15 一 20 BEARER BEY 
马 替 在 70 一 80 匹 左右 成 一 本 , 少 的 只 有 全 匹 局。 当然, 组 炽 起 来 牧 业 生产 合作 入 之 后 ， 
畜 蕉 的 组 成 方面 将 有 所 改 释 。 

(=) 推广 定居 游牧 方式 的 效果 

HE. FAG Tn] IR te Hs Bh A HA AG BL AE, 常 看 到 冬 场 衷 修建 有 土坯 房屋 , EP 

着 的 乾 草 堆 。 REMAP LEE ML, TT EE EH i PB) — 9 AY fe BR 

ME, SRM ASAE PEA EIR AY EY 

在 阿勒泰 则 看 到 更 进一步 的 定居 情况 ,牧民 的 越冬 地 点 较 策 中 ,形成 村 落 。 一 般 房 

PRM BR WE PDE ASH TA A RE Rs 每 户 均 有 性 畜 栅 圈 及 储 人 备 着 的 乾 草 。 村 落 中 划 

出 有 相当 整 讲 的 街道 而 种 有 行道 档 和 修 有 水 渠 。 值得 注意 的 是 乡 政 府 屋 有 关公 地 点 ， 

CTT ET, 村 喜人 和 修 有 很 整 奢 的 学 校 一 座 。 当 叶 冀 坐 从 在 夏季 草场 ,只 剩 少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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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 与 儿 重 很 安定 的 留 在 村 落 圳 。 治 确 是 定居 下 来 的 好 不 。， 
在 布 鱼 津 山区 庄 , 旭 看 到 更 讲 客 些 的 居住 条件 。 在 海 溜 潍 , 收 民 们 修建 了 质量 很 好 

的 松林 房子 ; 既 有 玻璃 窗 也 有 地 板 。 保 类 人 条件 很 好 。 村 内 设 有 学 校 一 座 。 部 分 的 牧民 
划 经 营 农 业 需 副业 ,确实 是 定居 下 来 而 且 生活 很 好 。 除 了 每 请 有 棚 圈 ,在 割 草 地 上 也 修 
AS ERE GE PE A, RR. CEPR RAE, 过 是 种 旱地 需 主 的 农业 
区 :所 修造 木 房屋 就 玫 有 俄 绝 斯 风格 。 竹 冀 棚 圈 等 也 颇 有 休 理 。 

更 深入 山区 , 延 着 阿 生 斯 河 到 蒙古 村 ,也 修建 有 木 房屋 和 一 座 学 校 。 过 些 蒙 族 收 民 
本 来 是 散居 在 山区 训 , SUA. 解放 后 ,由 政府 予以 帮助 而 定居 一 不 ,形成 
村 落 。 牧民 已 组 积 起 来 , 2H] — 8K 53 hy BS SRA LG SSE, 在 今年 则 区 得 大 由 
“We. 
EWA RE A, 已 具有 了 一 定 的 基础 。 ERAT EMA, 

而 且 容 易 篇 牧民 所 接受 。 随 着 牧 改 工作 的 普 表 展 开 , 租 秩 起 来 以 后 ,定居 游牧 方式 将 是 
一 种 很 合 适 的 生产 方式 与 生活 方式 ; 世 且 很 有 利 帮 冀 牧 业 的 发 展 。 

(四 ) 增加 饲料 生产 与 储备 信 草 
在 阿 勤 泰 区 ,篇 了 大 量 增加 家 冀 数 量 , 提 高 家 畜 的 生产 力 ; 邹 必 要 增加 草料 生产 ,做 

篇 发 展 冀 牧 业 的 物质 保证 。 本 地 区 的 自然 人 条件 熏 很 多 的 营地 是 可 以 进行 铜 料 生产 的 。 
有 些 地 方 有 灌 浙 人 条件; 而 且 有 些 地 方 可 以 种 旱地 。 

Fe BEALE ARO AM, RIOR ERA. BORER eR, 
MEDD AERO RAS, AE ATA ES SM, PT CR he ROS BY IS 
MEAS AT AS ET (A RR a HD 

JL ILA PEAR aA, ERE AY Fal BLED RESET EY BENE, BE 
AAS RE AE ae BO AS YG a CL — BRA 95 Bh Ty, GEE Pap AE BE oR te BB EY HE 
Ko WER GICE AERA 

REE SEARS HEA CHS EE A ER A SEE, AE 
SEI PS), tH HAS hs HAD SS , SBF Dg 
草 。 肖 种 全 是 好 的 正在 发 展 着 的 情况 。 然 而 所 储备 的 冬 草 在 数量 上 与 里 量 上 仍 嫌 不 够 
的 。 牧民 们 舍 未 训 哉 到 制 草 的 时 期 太 晚 , 乾 草 的 品质 就 会 降低 , 那 是 一 种 不 应 有 的 损 
失 。 有 些 地 方 , 割 草 以 后 将 许多 小 草 堆 留 在 原来 的 草地 上 ， 长 期 的 日 栖 , 风 吹 , 雪 打 ;过 
也 是 不 合 庆 的 办 法 。 

就 目前 来 看 ,牧民 已 重视 了 储备 冬 草 的 好 处, 下 一 步 就 是 要 宣传 怎样 正确 的 割 草 对 
储藏 乾 草 的 方法 。 要 提倡 使 用 青 崇 蚀 料 (28 围 牧 场 已 在 使 用 ); 在 条 件 许 可 时 , 可 以 提 
出 草原 的 改良 与 黎 区 大 田 输 作 制 的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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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Pie RARE 

阿勒泰 区 区 域 流行 的 主要 疾病 如 下 : GML, 局 腺 疫 ， NG SUSE RRR, 破 伤风 ; Be 
狂 , 蝇 蹈 疫 , 牛 羊 胸膜 性 肺炎 , 牛 千 核 , 气 胜 冲 , 牛 竺 攻 疾 ,羔羊 痢疾 ,出 血性 改 血 病 ; 千 剃 
Ce es ee Re ee Seat ie te te ee 

AS ESRF NOE Sa, ESE HIER , ESE ABE IG, i SG a a ES 
52%, | 

AS WA BIE Bis TAS, BU Oy RR AE EA TP = I As A 
防疫 工作 。 在 28 PAG HA EAS IRE AEG AS 2 A Ay OB, SREP EY TTL 

做 的 比较 澈 底 。 
随 着 牧 改 工作 的 普通 展开 ， 今后 更 可 展开 玲 兴 性 的 防疫 组 积 工 作 。 除了 加 绝 牲 畜 

的 饲养 管理 条件 外 , 应 重视 家 畜 卫 生 工作 。 SSSR BU, 要 广泛 宣 傅 防 重 亦 治 的 原 
则 。 阿 勤 泰 区 是 一 个 重要 的 收 区 , 皇 取 在 每 个 县 提 能 起 立 一 个 畜牧 默 峰 工作 站 ,来 加 莽 
对 畜牧 业 生 产 的 技术 指 遵 和 防疫 工作 。 

[if Sey [RELIG AS ELE EAS, CE RIE As BS TE A RR MEL 
BRAS SAT WE , HER HE es 

有 些 地 五 有 蛇 , A PS Hy AH, UE LOE oe i Re TE 

FER — AFT LEW IAA 

mm. | Oe 1 EY 

(一 ) RRA RED 

KYSER BE UL, BR APD RE Aa SALAS FFD SILAS HAR Li) LE Pd RAM Pf] 

PAE AIF PRIS EL EE AA, FETE ATS AEE? FEASTS I FELL 

Bi, BRANES AB “EEE OT HR, HY AH PY el ASIA PB 

1 Sep RAS Ee RA PA 2? 

SLR, BLAS TE pe A A A CL Ta MEAT MR, OF ATP AS AS ES 

AS AA FB, HE AF PIE A) A te SG OK) SAAR CAS , AT HAE 

AK y BE Sah AS WE, SMO AE, BCH AS [a Hi AE HP 

对 现 有 的 草场 是 否 利 用 的 合理 呢 ? 

就 牧民 的 署 惯 与 绝 验 来 诗 , 大 体 上 也 是 合理 的 。 然而 有 些 草 场 克也 出 现 了 过 麻 放 

牧 与 退化 现象 。 客 观 原 因 也 是 有 的 ,例如 :有 些 牧 民 的 牲畜 少 , 不 硕 进 和 高山 草场 ;有 些 

牧民 在 山 外 种 有 上 农田 ,要 温 留 在 前 山地 带 , 以 便 照 顾 农 田 。 如 此 前 山地 带 就 集中 太 多 的 

牲畜 ,形成 了 放牧 过 度 的 局 面 。 有 些 地 方 , 森 林带 向 彼 退 , 灌 本 浅 估 偿 势 ,也 礁 制 了 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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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更 生 。 
2. 是 否 有 新 的 草场 可 以 开发 呢 ? 
就 现象 上 看 ,只 该 有 不 少 的 新 草场 和 膛 没有 彼 开 发 。 例如 : EMA i, SEH 

修一 座 柱 ,大 批 性 冀 就 能 够 进入 一 个 多 年 没有 利用 过 的 大 草场 。 因 乱 从 前 河 寅 水 急 , 音 
泽 不 能 涉 水 而 过 ; 个 体 牧 民 也 没有 力量 来 修 栖 筑 路 。 类 似 过 种 情况 ,大 要 各 县 都 能 够 找 

着 些 新 草场 。 至 於 有 草 无 水 的 草场 ,各 县 襄公 有 些 ; 只 要 找到 地 下 水 源 与 天 关 水 源 ,也 
就 成 需 可 以 利用 的 新 草场 。 有 些 荒漠 地 , 若 发 法 增加 灌 浙 人 条 件 , 那 产 草 量 可 以 显著 的 提 
高 ,可 以 成 需 新 的 草场 。 

以 上 是 就 天 然 草场 来 计 。 随 着 牧 改 工作 普 逼 层 开 ,在 改 购 了 的 社会 条 件 下 ,各 族 牧 
” 民 会 提出 合理 利用 某 些 过 去 没有 利用 过 的 草场 , 来 更 好 的 发 展 畜 牧 业 。 希望 本 自治 区 
荡 地 项 察 局 在 短期 内 派出 专业 的 草场 勘察 除 (该 除 1955 FETE RG, Fase; 1956 年 在 伊 
AY) ;对 阿 勤 泰 区 的 草场 进行 测量 与 调查 。 硕 望 能 够 给 区 域 规划 工作 提出 必要 的 科学 益 
料 与 划 区 意见 来 。 

3 . 吃 访 怎 样 太 手 去 做 草场 区 划 ? 
原则 上 ,我 们 要 求 合理 的 去 利用 土地 ,从 每 一 公顷 士 地 上 得 到 更 多 的 畜产 品 。 刻 要 

投资 小 ; 同时 也 要 收效 快 。 我 们 所 喜 的 发 展 冀 牧 业 , 泪 不 是 同时 发 展 各 式 各 样 的 畜牧 
业 ; 而 是 在 一 个 地 区 圳 去 发 展 那 一 种 或 两 种 最 有 利 於 发 展 的 畜牧 业 。 在 阿勒泰 区 说 , 值 
得 注意 的 有 下 烈 特征 

(1) 本 区 域 的 冀 牧 业 是 探 用 放牧 养 冀 业 的 方式 需 基 础 。 过 一 条 要 首先 能 够 肯定 下 
来 。 只 有 如 此 ,才能 使 收 民 用 最 低 的 成 本 , 去 养 大 量 的 性 冀 , 与 得 到 大 量 的 畜产 品 。 因 
需 数 量 是 产量 的 先决 条件 。 

(2) 通过 牧区 的 社会 主义 改造 ， 要 引导 牧民 走向 定居 游牧 与 农 牧 和 结合 经 营 的 生产 
HX, 在 牧 业 生产 合作 和 社 已 经 组 积 起 来 之 后 ,就 可 能 有 富 容 的 劳动 力 ;分 一 部 分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 分 一 部 分 从 事 副业 (伐木 ,开矿 ,加 工 ) ,依靠 多 种 经 营 来 增加 烃 济 收入。 同时 也 
使 农业 生产 狂 畜牧 业 提 供 一 定 程度 的 饲料 保证 。 

(3) 和 需 迷 到 社会 主义 高 度 水 平 的 畜牧 业 生 产 ; 今 后 还 要 依靠 大 规模 的 农业 生产 , 草 
田 输 作 ,外 料 输 作 , 人 工 草场 等 : 薄 且 膛 要 增加 上 机 械 化 力量 。 过 是 目前 对 地 方 国营 农 
场 或 军 至 收场 所 提出 的 要 求 。 等 取现 有 的 各 牧场 能 够 早日 正规 化 的 建设 起 来 , 以 起 到 
"ESR ING RAR BAY ASH EJ 

(4) MA AEE Bs, MK ERMA E, HBSS 
冬 场 就 够 了 呢 9 HUME RES. SLA RAS DoE eee 
则 说 法 与 看 法 可 能 是 各 式 各 样 的 。 因 篱 每 年 气候 上 有 差 股 ,牧草 生长 情况 有 好 十; 可 能 

是 今年 牧草 长 的 还 好 ,但 被 一 场 风 沙 败 光 了 。 .所 以 悦 冬 场 的 情况 是 不 稳定 的 。 R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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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 是 依靠 放牧 地 区 在 来 保 信 牲畜 的 安全 越 么 。 KREBS AE, SHH DRes 

To 阿 勤 泰 区 有 一 个 基本 规律 是 冬季 漫长 , 风 雪 有 屿 重 , 牧草 的 生长 期 短 , FEES 

7 一 8 个 月 ,音符 要 靠 乾 草 来 维持 生活 。 在 称 年 放牧 的 情况 下 , 盆 必 造成 冬 场 方面 的 紧张 

状态 。 
针对 过 一 特 徽 ,草场 区 划 问 题 ， 首先 由 和 场 大手 。 weiataliebetamitiien i 

A Ui RAL AE AR ERE HY Jad TH, WIS PT ERP 
C1) AUSF ae ae 49g ED) — (08 TB PE A, eee ee 

Ake ERE. EES RU, A A — 
J 8) PEA A BI fe) 。 

(2) AB Be ree ESE Le KE, PE a, GE 2 二 3 
(WAfeaket Lek ANE. BOR EE PA aE OOP, Be — EER 

草地 。 

(3) 凡是 牧民 夏季 进 山 ;秋季 出 出 , 长 途 驱 赶 畜 用 到 二 吉 或 北 塔山 ) RE 
山上 时 ; HRS RICE My ai, 应 有 地 方 政府 根据 地 区 人 条 件 改 立 固定 的 故 收 中 心 
站 。 在 100--200 公里 的 冬 场 详 , 按 需 要 屋 末 个 站 ;每 站 有 它 的 管辖 和 围 。 每 个 站 颌 遵 

着 车 干 个 生产 合作 和 社 。 站 庄 有 站 长 及 黑 医 ， 等 於 一 个 村 政府 。 Si ACR ATH RR Bet 
SAE, BYTE TTC; MAS ATE AE Cant 
efor AT EE ETE, AS RR Se 

(LIE EAS Si As BY A) AS SE RE CA ER A 
MPS. 设 站 的 方法 ,只 是 一 个 过 滤 形式 。 再 进一步 则 将 所 属 合作 社 深 步 的 固定 下 
来 ,年 年 来 此 站 越冬 ;使 写 有 自己 的 房屋 , 棚 圈 , 奥 制 草 地 。 东 不 要 求 所 有 的 合作 往 完 对 
定居 下 来 , 因 和 起 有 些 冬 场 兹 不 是 理想 的 居民 点 。 

随 着 各 县 训 耕 地 面积 的 扩大 ,饲料 生产 的 人 条件 增加 ; LURID eo PREMERA 
AB MB DIE HE ES, MEAT BE FTE ES SHH, i Has TE 

AGE be, TES A AT SA ET, A I ATL, 

(4) PSAs WR IC ES , 那 是 国家 财产 。 应 恋 优 先 的 肯定 牧场 
场 址 ,使 攻 有 饲料 基地 来 进行 但 料 生产 。 同 时 要 求 各 牧场 提前 的 进行 基本 建屋 , 探 用 先 
造 的 技术 措施 ， 轴 直 款 加 作用 

EE ,牧民 的 et 了 , 自 entre $F Ait 95 a8 ee A Le 生产 等 

Bite, 客 概 形势 的 发 展 是 快 的 ,所 以 提出 因地制宜 ,分 别 对 待 的 办法 。 RAT RB AY, HG 

牧 业 生产 合作 和 社 能 早日 定居 下 来 ,就 越 有 利 於 音 牧 业 的 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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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RRRSUEHES MA 

RAR SRE BED? BSA WAM 130 BBR (1956) BOR 
是 具有 重要 意义 的 。 

假定 每 做 煌 羊 能 增加 体重 5 公斤 , 那 末 就 增产 4050 吨 肉 (81 万 焦 羊 X5 公 斤 活 重 ) 。 
每 郑 母 牛 能 多 产 100 FEE AY, 那 就 增产 5600 HAWS (14 万 牛 X 408 母 牛 x 100 公斤 
奶 ) 像 以 上 所 提出 的 增产 指标 是 能 够 准 到 的 ,而 且 写 会 带 来 极 大 的 经 济 利 丛 。 

FUE ESE PEW? ”最 基本 而 又 最 有 效 的 办 法 ,除了 加 强 日 常 的 包养 管理 
”外 ,就 是 进行 遗 种 选 配 工作 。 而 关键 在 於 展开 玫 滩 性 的 土 种 玩 青 工作 。 

有 人 夺 认 本 地 家 畜 有 一 种 模糊 的 看 法 , 认 和 起 它 体格 小 , 产量 低 , 没 有 什么 区 黑 可 利 
用 。 WRARTAMRELARKE EDP OM RR, SIA eH Ee 
By ARTY ET , TTS FA SEE, HEE I A EY RE PP 
SASL SME SERIE A SBE, FAL A HY AS A A AL, AS A SR 
RE, SARE SS EL Che FR EE 

SSAC HBAS PLCS PLAY T PR .我 们 是 很 不 够 的 。 农 业 部 鲁 发 出 号 召 , 要 求 各 地 畜 
BTA ES SEA EA ROT, SA BCE ROSAS, HU DARE YC 
HEH GAN, Te Dy HY BBE, BU ES Se OEE, 

ASE HOH ES , BPOAS HEE Fa A AER BR, MRE HTT BRE 
ti (BAAS A BBS FP Be SSE HH SR AT EAT, HSE AE BE A ES OT URS 
LEGER. ATPERIET DRE MBAS RG EROS RE, 
BREE WS FED BEE FE 9 FFA, CME SES AED 

468 8) Fe A SA SO OER RMSE: Meee 
BEBE NG RAG RSAO AR EL, 目的 是 不 断 的 来 供应 牧 业 生 产 合作 和 社 以 优良 的 种 公 马 。 妆 
WSLS AYRES BET (ER CEES a EEE AEE a 
LAOS BUFR LBET CREASE AERO E, HS RE a, Itt 
BLE SAS TE, BUDS SR EE CERI AY DE ER TE CE EMEC A BL FAR ES SR 
没 能 够 过 到 普 涯 应 用 的 程度 。 

就 目前 牧区 囊 的 情况 来 看 ; 在 进行 杂交 改良 工作 的 同时 ,车 没 有 过 好 的 蚀 养 管理 条 
伴 配 合 上 去 , 那 就 将 於 过 到 用 有 的 效果 。 才 没有 质量 很 好 的 本 地 母 冀 双 做 基础 ; 那 末 亲 

交 效 果 也 不 会 依 人 往 间 的。 所 以 说 ,二 种 忱 育 是 基本 工作 ;在 普 沁 提高 家 瘟 生 固 力 的 同 

了 时 ,也 就 给 今后 的 改 种 工作 打下 良好 的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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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FREEF 

1. 在 大 力 发 展 养 羊 业 的 同时 , 阿 基 泰 应 是 个 重要 的 养 马 区 域 。 
在 新 疆 公 省 范 围 内 ,根据 国家 的 要 求 ,是 大 力 发 展 头羊 业 。 和 过 也 包括 对 阿勒泰 区 提 ， 

出 发 展 头羊 的 要 求 。 就 养 羊 业 的 类 型 来 法 ;在 自然 休 件 合 洒 的 地 区 是 养 翻 毛 羊 ;在 条件 
较 差 的 地 区 是 头 肥 愉 羊 ;在 乾 时 东江 还 可 状 皮 羊 。 所 以 股 :发 展 头羊 业 是 带 有 普通 性 
的 一 种 要 求 ;可 以 因地制宜 的 去 考 虚 养 那 一 种 的 羊 。 

新 疆 是 个 产 马 省 份 ;但 不 是 随便 那 课 就 能 大 力 发 展 状 马 上 业 。 在 新 疆 农 区 囊 , 笃 威 到 
不 同 程度 的 乏 少 耕 马 ,影响 着 农业 生产 。 就 国内 来 看 ,华北 区 兔 缺少 40 万 匹 耕 局; 迫切 
等 待产 局 省 份 的 支 授 。 人 对 对 过 种 形势 ,发 展 状 局 业 将 是 一 个 重要 的 长 期 的 生产 任务 。 
另 一 万 面 , 我 们 所 要 求 发 展 的 是 体格 大 ,工作 性 能 高 ,能 吃苦 耐劳 ,而 适应 性 绚 的 局 

匹 。 就 质量 方面 来 吝 , 阿 勤 泰 区 的 局 就 很 合 平 要 求 了 。 a 
Ef] Wh A TBE EVENS SEAS FHF ek | 
(1) EV PROR PE EEE IE FERS SK | 
(2) BLAS AG DERG , TERT LAT CAO TEAS, 
(3) 马匹 的 质量 好 ,而 且 可 以 做 更 进一步 的 提高 。 
(4) 出 路 有 保 征 ,本 省 需要 补充 耕 马 ,内 地 更 迪 切 需要 局 匹 。 
(5) 用 放牧 养 忆 业 的 态 式 ,成 本 低 而 利润 大 。 
(6) 哈 族 牧民 善 於 状 马 。 
根据 国民 经 济 的 需要 ; 根据 阿勒泰 区 所 具备 的 有 利 因素 , 因 此 提出 : 在 大 力 发 展 状 

羊 业 的 同 降 ,阿勒泰 区 应 是 个 重要 的 状 忆 区 。 当 兰 新 铁路 销 由 到 哈密 时 ,阿勒泰 区 就 应 
鼓 组 织 马 匹 出 口 的 工作 ;不 断 的 ,大 量 的 , 术 出 耕 马 来 支援 内 地 的 农业 生产 。 

2 .要 重税 内 类 奥 乳 品 的 生产 ,来 满足 工矿 企业 酸 工 的 需要 mediante 
肉 与 乳品 。 

在 很 短期 间 内 ,新疆 就 要 成 需 重 要 的 工业 基地 。 Ri 
畜牧 业 方 面 ,必须 早日 提出 增加 肉 类 奥 乳 品 的 生产 ， 来 满足 企业 工人 日 釜 增长 着 的 需 

要 。 
在 富 覃 县 考察 时 ,贸易 部 门 反映 肉食 不 足 。 在 第 四 季度 本 羔 只 能 供 粉 6,000 MeN 

羊 , 要 从 清河 测 斤 羯 羊 4,000 1K: fp WR 15,000 伪 羯 羊 要 到 阵 近 贱 分 正 去 探 购 。 在 阿勒泰 

县 ,28 MEE, 据 股 上 牢 年度 是 租 肉 可 食 。 相反 的 ,在 牧区 豆 装 牛 比重 估 第 一 位 ;有 

大量 的 牛奶 ;只 供 输 了 牧民 本 身 的 消费 ; 没 能 够 把 牛奶 加 工 成 需 商 品 来 外 销 。 养 了 许多 

立 牛 ,一 年 再 年 一 的 养 到 老 , 那 也 是 一 种 浪费 。 
泛 种 生产 奥 消费 相 股 节 的 现象 ; 主要 是 我 们 习惯 於 但 的 生产 方式 ;没有 和 组 炽 起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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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AIIUL,, HOR SEAN, HEEL RPDS BE REE, RR, WE, 
PHS FL Re FE EAI — NAB TREE ARV SPL 9 Ae BE SY a RE A 
交换 价值 。 

HS PAE UAE, 在 牧区 赴 冬 后 是 瘦弱 下 来 ,一 进 夏 场 就 肥 胖 起 来 , PRK 
及 时 前 屠宰 。 著 议 它 们 进 大 冬 场 烃 过 漫长 而 马 寒 的 冬季 , 则 采 也 垮 完了 。 也 就 是 说 , 坟 
些 牲 冀 一 年 的 生产 ( 肉 铀 脂肪 ) 与 它 所 消耗 的 草场 是 落空 了 。 牧 民 认 息 仍 有 一 批 财 产 存 
在 着 ,明年 进入 夏 场 又 会 肥 用 起 来 的 ; 但 如 此 的 循环 下 去 , LHS AAU. 
感到 冬 场 不 足 , 一 方面 要 养 些 羯 羊 奥 关 牛 ,来 委 等 科 草 。 本 来 可 以 屠宰 肉 冀 来 节省 出 冬 

EERE S MS PEM ye, BERING Soy PAs a Il; OE Re KBE 
BMOESRLER. 有 些 笋 民 认 和 坊 养 翔 羊 越 老 越 好 , 但 不 考虑 每 年 :的 增 重 到 底 有 
多 少 好 处 , 也 不 注意 经 济 收 大 与 现金 周转 的 速度 如 何 。 ELAR 
失 。 

令 后 在 较 大 城市 驯 , 应 设立 正规 化 的 屠宰 场 , 附 有 冷藏 设备 及 副产品 加 工 部 门 。 如 
此 就 可 以 常年 的 保藏 头 肉 , 伍 出 产 些 腊肠 ,内 类 乱 头 , 以 及 化 工 品 的 原料 。 冷藏 邱 可 以 

FART EE, UL PER BY HDB, 保证 经 常 的 肉食 供应 , 或 组 织 出 
口 到 其 他 大 城市 去 。 

在 效 区 课 , 睁 有 小 型 的 乳品 加 工 顾 ; PEAT AE CU, BCR AY DLE ET CI 
Sh, Had EMPL ISA UK RCRA RAIS SL ( 若 有 需要 时 ) , 广 笋 民 去 喂养 小 
牛 。 类 似 内 蒙 呼 俞 贝 磺 牧区 的 乳品 加 工 方 式 , 在 阿勒泰 区 是 可 以 提倡 的 。 

阿 勤 泰 区 畜牧 业 生 产 的 这 景 是 美好 的 , 湾 在 着 的 生产 力 是 大 的 。 随 着 牧 改 工 作 的 
普 通 展开, 各 畜牧 业 生 产 合作 和 社 台 应 重视 到 畜产 品 加 工 问 题 。 在 地 方 政府 方面 , 旭 应 考 
不 发 立 现 代 化 的 屠宰 场 与 加 工厂 问题 。 要 抓 住 南 品 畜产 的 生产 ,加 工 ,储藏 ,天 输 , 消 售 
等 各 环节 。 而 重 则 点 放 在 肉 关 伍 乳 品 生产 方面 。 至 於 其 他 的 畜产 品 , 因 有 畜产 公司 来 
负责 收购 ,不 另 准 述 。 

2, 玛 纳 斯 流域 军 狠 农场 畜牧 业 生 产 
—, £ KH 

(—) #BoUB- RRR IAE 

pa Bilt Fn BE 7 aT A, EER AG ER GIRE TARA, FO ee ae, 

HaiISBRHAIES NM RBGRAR Ee. BR EME BRIBE, DRA eS 

a 

1 ,分散 经 营养 性 冀 的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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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45 SB RB Se BG I Ty I, Se AME A BE HB EG OA AS A. aS 
了 解决 部 除 本 身 所 需 的 肉食, Fe OK REL REBAR REE FEE, JER. 而 购 圈 性 畜 的 资金 
是 鼓 士 们 入股 的 合作 入 喜 金 与 单位 上 的 伙食 津贴 。 颌 泊 方 式 是 由 各 伙食 单位 自行 擎 所 
着 来 繁殖 家 畜 。 过 种 情况 延长 到 1951 年 底 。 

2 Mere FE HEU PE BE 
由 1952 年 起 ， NOFA HLS SIMS ACC TH A IU eA 

RAS ES PL) FH A ER AS HEA MEE; FL TE A 
毛 羊 RRS NOE) 与 本 地 母 羊 进 行 外交 改良 工作 。 有 少数 的 褐色 瑞士 厅 种 估 牛 》 
用 来 与 本 十 母 牛 进 行 订 交 改良 。 

3 .畜牧 业 正 式 成 坊 一 个 生产 部 门 的 阶段 
自 1953 年 起 ,明确 提出 畜牧 业 是 一 个 正式 的 生产 部 门 。 (ei Cs He cM 

ME ; BEAT Be BG ETE BEA BE. TEE A Rl BE, Be EA 
HSA TGA, BEATE, TEU ICE RAE 

4 BAP TEE Wit IME cs AS (15 ES 
由 1954 se py PAS RAAB)“ PAN, BAP AAR RS a WMA, PF 

SEM, UE, BIEL AS Ae fa AEH, ELD MN ey ER, RE 
求 是 在 有 草场 条件 的 地 区 ,大 力 发 展 畜 牧 业 ,在 草场 条件 困 办 的 地 区 , 则 以 整顿 畜 堆 , 提 

高 质量 ,适当 的 发 展 需 原则 。 在 畜牧 业 生 产 技术 方面 , 强调 了 饲养 管理 的 重要 性 :在 上 轩 
路 工作 方面 ,强调 了 防 重 於 治 的 原则 。 在 家 冀 品 种 改良 方面 , 则 要 求 各 场 普通 的 利用 竹 
毛 羊 和 本 地 粗毛 羊 进 行 杂 交 改 良 。 

自 1955 年 起 , MS ARO Ae me, SME IY, 在 异 区 已 初步 让 哉 到 

农 怕 和 结合 经 营 的 好 处。 在 进行 各 农场 的 规划 玻 计 中 ,定型 以 后 ， 各 农场 隅 兰 牧 业 的 比重 

4B {5B 20—30% 的 程度 。 
5 .大 力 发 展 冀 牧 业 的 开始 阶段 

1956 年 春季 , 通过 兵团 所 召开 的 畜牧 业 生 产 会 识 ; 明确 提出 要 大 力 发 展 畜 牧 业 的 
方针 。 要 求 各 山区 牧场 开 姑 勘 察 届 计 ,正式 的 规划 与 进行 基本 建 改 。 对 於 型 区 牧场 , 则 

提出 相当 高 的 生产 任 甸 , 要 求 用 以 高 的 技术 水 平 。 闲 正 过 去 只 重 数量 不 重 质 量 的 偏差， 

也 人 纠正 了 保守 奥 艇 步 前 进 的 倾向 。 ADR A, 则 由 兵团 投资 增加 母 冀 
数量 ; 同时 补助 与 增加 各 项 必需 的 生产 股 备 。 在 会 议 上 ,已 经 提出 1957 年 的 生产 计划 

PYLE TS GE BRE LEH H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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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BEMRBAMRANR SRE (1956 HERR 

& + 师 此 A 师 

ETM ”家 将 单位 ( 牛 ) 所 估 比 重 年 攻 藉 数 ”家 音 趾 位 ( 牛 ) 所 估 上 比重 

牧 OO 1,496 1,496 4.81% 1,348 1,348 7.04% 

eo 6,073 6,073 19.54% 2877 3,877 20.26% 
_ = 96,519 19,304 62.11% 56,287 - 11,257 58.83% 

at 3,410 341 1.10% 2,739 274 1.44% 
发 19,334 3,867 12.44% 11,888 2,378 12.43% 

126,836 31,081 100.00 76,139 19,134 100.00 

- KRARERERE, RLMRAARMES 126,836 FW; ME/AMRAAIMES 
76,139 头 。 在 数量 上 , REMHSS RRS, SR LA LCR 
He (FE BSE HEAT HE IS A), SSE SE eo 
的 生产 单位 , TERRA TEE, 农 八 病 只 有 一 个 山区 收场 ( 紫 泥 泉 种 羊 
场 ) Ee ZERS NA BU IE LAB AS 

3 RBA RD WIL: GETS RA RS HOLES, FY ER ARR HE 
BEAD HI AIRF: OBER 60O—62% 左右 ; @M 牧 牛 狗 估 20% 左右 ; 加 牧 马 狗 估 5 一 
7 多; 国 猪 狗 估 12.5 匈 ;加 山羊 狗 估 1.5%。 汉 种 情况 ,反映 出 部 除 农场 的 次 牧 业 , 历 年 来 
REAR. BEA Ah 20% AT Re, EET 
EOE ABR ERO A, FEARED HT, REAR AY HOMES FE 3, 因 
BEGRAG SER AGL SEO BER EDUC. SCRE i 
Ai SCHL, HEAR en 7GH8 Dns AE BE, PEA SLAB PRT AE, 考虑 到 工 碳 
SET) SAAE HERA: DEE OES, PI A ee BE, BOE 
RORBNBE, BR, AMABRS TAMIR REN, BT MAIR 
BL BYE HE , AWE RE WY EHS HP IS RC, BU ER JE at A 

. 

=, FCS TES BEE ELINA 

(一 ) BSERHEZZUARHEEREL 

1, DR ARAS, 各 是 一 个 共同 的 特点 。 和 从 各 种 家 瘟 所 估 上 比重 来 看 , 养 羊 业 估 

60% 以 上 。 但 各 农场 和 山区 牧场 对 , 主 要 是 养 本 地 肥 辟 羊 及 一 部 分 的 杂种 羊 玲 。 各 场 

主要 的 和 经济 收入 是 每 年 出 售 大 批 的 羯 羊 供 肉 用 。 在 目前 一 公斤 粗 羊毛 狗 相 亦 一 公斤 肉 

的 价值 ;一 公斤 杂种 羊毛 狗 等 於 二 公斤 肉 的 价值 。 养 羊 业 的 经 济 收 不 ,由 然 舍 综合 性 的 

生产 ;但 最 大 的 收入 仍然 是 肉 方 面 。 例 如 ; 展 七 师 在 1956 年 的 产品 计划 中 A)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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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做 以 上 ; 过 是 一 笔 很 大 的 收入, 同时 也 带 来 很 大 的 利润 。 EE 

羊 13,728 ME, 平 沟 活 重 57.01 DIF, MUAENLAS 782,082 公斤 。 芳和 与 羊毛 产量 比较 时 , 农 
八 师 在 1956 年 出 依 各 种 羊毛 共计 94,686 公斤 。 若 圣 部 折合 成 肉 来 比较 时 ， 羯 羊 价值 

HAS 400 WAN TL, TEE HITS 100 WAN AY OE AS 4 :1; 所 以 珊 头 羊 业 的 重点 仍 
然 是 在 肉 的 生产 方面 。 

2 、 和 从 农场 出 依 各 种 牲畜 ( 活 售 ) 的 数量 来 看 , 也 是 以 肉 类 的 生产 船主 。 ETE 
1956 年 计划 出 舍 牲 畜 如 下 : 

Bi ESAT a 产量 

咎 354 if 327.46 公斤 115,924 公斤 

羊 13,728 % 57.01 - 公斤 782,682 公斤 

至 ”7,061 口 134,558 公斤 950,117 公斤 

% 82 pe a7 “rT 

$e — AL RE SRO AY ER BY SEE 
出 活活 羊 782,682 IF ” 属 宰 率 50% «= ASAP 391,341 公斤 
出 活活 猪 950,117 公斤 ” 属 字 率 85% =| ABP 807,599 公斤 

GEE SU HD WORE CAT, 猪肉 的 生产 比 羊肉 多 一 倍 。 由 此 可 以 脱 明 在 农场 圳 
的 畜牧 部 分 ,猪肉 的 生产 估 主 要 地 位 ,次 之 是 羊肉 ,再 次 之 是 牛肉 5 

另 一 方面 ,必须 附加 襄 明 的 , 就 是 养 牛 业 在 1956 年 , EH AE 88,682 升 的 牛奶 。 落 
按 肉 与 乳 所 含 乾 物 质 的 成 份 , 大 体 上 是 三 升 牛奶 等 於 一 公斤 肉 。 洲 加 以 折合 ,出 戎 牛 业 
方面 出 产 的 牛奶 兔 等 於 29,561 公斤 的 肉 。 过 也 是 一 笔 很 大 的 收 丛 。 

(=) 盟 七 师 的 山区 牧场 及 其 分 作 

共有 三 个 山区 牧场 : 在 博 党 县 有 和 肝 族 第 一 牧场 与 红旗 第 二 牧场 (温泉 ) , Re 

RA, 在 和 布 克 赛 条 蒙 古 自治 县 有 和 仙 牧 场 ， 属 农 十 九 团 。 eH, ATC 

场 ,局 农 二 十 团 。 

过 些 牧 场 是 在 塔 城 牧区 刘 的 单位 ,草场 条件 相当 好 。 生 产 方 式 是 称 年 放牧 ,冬季 补 

侗 些 乾 草 。 利 用 天 然 草场 就 能 够 用 低 的 成 本 篇 国家 创造 财富 。 山 区 各 场 主要 是 式 本 地 

煌 羊 与 进行 部 分 的 杂交 改良 工作 。 EPA EE AT SS, TE FA, 

ASE GE ZEA YTS ABER IAAT NS , WH ZE 1957 年 , 在 和 仙 正 式 的 建立 起 一 个 养 

HG Hh, 目前 正在 进行 草原 勘察 工作 ,篇 规 划 届 寻 与 基建 工程 准备 必要 的 资料 。 就 发 展 

三 向 来 看 ; 才 些 牧场 公 具 有 和 良好 的 条件 ,可 以 逐步 搞 大 规模 ,成 需 独 立 的 国营 牧场 ,使 它 

AE eh BEE BA HG EF 

Pe EA CE SG HANI TT De LOR AME, EL Se FFA PS HE BE OM Ae AS A, 每 

(ES PLAT HH, ELAS A ih EE A SB AS» D PO HA OR 21 B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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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 MLR OB 25 围 ) ; OBL RELAY) SSE PU eR ee 

牛奶 与 肉食 ;@@ 独 立 营 牧场 。 

(=) 盟 八 师 的 农 牧 结合 经 营 方式 

BMA SEE, 主要 是 在 到 区 圳 养性 冀 。 除了 紫 泥 泉 种 羊 场 是 个 独立 经 营 
的 山区 禾 场 外 : 农用 师 没有 山区 牧场 。 由 1953 年 起 , 农 八 病 开始 将 分 散在 外 的 冀 震 集 
PRBE , 探 用 农 牧 和 结合 经 营 的 方式 ; 站 取得 一 定 的 成 绩 。 所 有 冀 境 全 在 农场 驯 越 冬 ， 
Fil FA PROSE EK TEN SIRE. ESE 
BRS AISI; TAFE EUR I DO ESSA OLE BIG RUE EES, 

在 夏季 则 离开 农场 ( 太 热 ) Fi) FS AITO MS AH, SEA eC, 

FREE AYA, ER BAUME SA BH, RE. 
SMB , SRA Ew AY Ie Bh TE ET aE . 

BE SRA, FSR BM IESE, MRASRRERAM ERS 
46 Je 52 Bt E UAB PEE EES, UES EAS A a PE , SET ae 
BABB TRESS, 过 种 农 牧 千 合 经 营 方式 ,已 经 初 具 规 模 。 HE 
然 在 组 积 畜 牧 业 生产 上 仍然 存在 着 些 问 题 , 那 是 可 以 做 进一步 研究 的 。 然而 过 种 生产 
AREAS BABB 

(2) SURREY 

1 FEB: SAVER AE ETS Ay Vie RA ABU OA BS ; FEE ES HE i 

Fie , itt SY Ae FA EF ZR Pl AR SSA AL , FAA, AEE BT 

Wa eA AF, FST EIT LE Ai TRE SEE, PARE, 

ae Mi Ble Fe ,技术 力量 较 强 。 现 有 牲畜 数量 如 下 : 

I. HAE: 共计 13;047 . 焦 。 

(1) 新 疆 交 毛 羊 = 6 44 焦 。 

(2) 阿 勤 泰 美 利 奴 141 焦 。 

(3) 新 又 了 哈 Fi 2,470 焦 。 

(4) xm EE, 1,692 &, 

(5) S]xpe F, 2,958 &, 

(6) 本 地 和 乡 羊 5,142 焦 。 

Il. 山羊 513 

IIT. cK 316 DO, Ae ME AR RE RSS 
IV, 44 230 头 ;, 来 日 准备 设 乳 牛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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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猪 151 口 ,来 日 准备 屋 商 品 猪 场 

VI. #4 1,196 玖 

2, SABA i ART AR: SEVER BASES AR, FE 1955 年 ,阿勒泰 美 利 奴 种 

EAB AY HE FARIS F) 174.07 °% ; PME AE AY AEF) 135.38%. TARAS 

种 羊 枯 是 具有 多 产 性 能 的 。 

3, fa PACH: EVE IR FE 1956 年 度 ,播种 各 种 作物 及 收 草 闪 计 12,998 ah, 作物 副 产 

fn BRT AY CHE 760 MRA, ARTSERVE RR Beds TE EFT TE BLAS BH 

取 在 1957 年 能 够 完成 各 项 基建 ,包括 有 小 型 水 利 工程 。 

三 。 发 展 畜 牧 业 的 有 利 因素 

1 .天 其 斯 河流 域 序 将 成 起 新 型 的 工业 基地 :， 在 流域 规划 圳 ,不 介 是 重要 的 国营 农 

场 季 所 在 地 ;将 要 出 现 一 系列 的 大 工 版 。 怎 了 支援 社会 主义 工业 建设 与 铁路 建 发 ,部 除 

SESE AS EAE CE SET TBAT HVE, BERE b AGT BRASS, 依据 发 展 形势 

WEAR , SA BE Be Te ASAE HE 5 (EPL ESS, HE a SAE OE AE, AB 

EL ERE HEAR RR AY Ji TF, 2 ER PR FL YY AE BE 

2 MAM BRAS A, 两 陋 共 有 五 万 个 大 家 冀 单 位 。 伦 者 基础- 上 来 搞 大 再 生 

产 ; 那 是 相当 有 利 的 。 

3. 在 牧区 训 有 好 的 草场 人 条件, 利用 天 然 资源 来 从 事 肉 与 脂肪 的 生产 ( 养 羊 )。 FEE 

[MEAS ACT YY OB ES FASE, 从 工厂 圳 可 以 得 到 大 量 的 桔 法 ,油饼 , 攀 皮 ，, 酒精 

等 副产品 来 喂 牛 养 猪 。 有 大 规模 的 农业 生产 与 加 工 三 的 副产品 做 基础 ， PE ORR 

创造 了 很 好 的 发 展 人 条件 。 

4. 在 畜牧 业 生 产 上 , 已 取得 了 一 定 的 生产 经 验 。 对 於 地 区 性 的 一 般 规律 已 大 和 致 的 

能 够 掌握 。 各 牧场 辈 ,已 经 有 一 些 技术 装备 。 各 团 场 裹 已 经 养 有 僚 良 的 种 畜 ,来 提高 畜 

车 的 生产 力 。 

5 FPSB MAE AG A SLT eS, 已 逐 洒 的 神 充 与 提高 起 才 。 有 些 政治 干部 通 

温 各 种 形式 的 业 狗 学 习 , 初步 掌 担 畜 牧 业 的 生产 环节 。 有 些 技术 人 员 , TE aS OE BR 

Ree , 已 提升 到 行政 筑 遵 的 地 位 。 技 术 舆 行政 相 和 结合 的 趋势 , 是 发 展 畜 牧 业 的 有 利 

AWK. 

6 ,各 牧场 能 够 随时 得 到 技术 力量 的 支援 。 在 教学 结合 生产 的 号 召 下 : 八 一 农学 院 

的 学 生 ,教师 ,以 及 娩 联 畜牧 专家 们 是 经 常 的 可 以 糙 助 各 牧场 去 解决 重要 技术 问题 。 通 

支 技术 力量 ,对 然 各 牧场 来 讲 ,是 发 展 畜 牧 业 的 一 个 有 利 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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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 Of FE Je BY A] 

ROR, SEMEPLMS AERA, 主要 原因 是 
半 记 冀 孝 业 生 产 的 训 址 不 足 ， 但 要 过 到 社会 主 头 冀 牧 业 生产 的 高 度 水 平 仍然 有 一定 距 
雌 。 主 要 表现 在 经 营 管理 水 平 采 起 不 上 客 枫 发 展 的 要 求 ; 大 臻 可 是 钠 坑 以 下 夫 点 : 

(一 ) HeEPRER A 

1、 蚀 料 基地 的 建立 , 洁 不 能 满足 发 展 上 的 要 求 。 
2 庆 副 产品 的 收 毯 ; 峙 蕊 ,加工 ,利用 ,有 了 时 不 得 法 。 
5、 有些 单位 上 没 能 合理 的 利用 蚀 料 标准 。 
4、 帮 收 方式 全 草场 的 利用 ,有 时 不 画 合 理 。 

(二 ) 育种 工作 上 的 问题 

1 对 亦 土 种 玩 育 工作 的 重要 性 ,让 戴 不 足 。 

2 、 在 杂交 改良 工作 中 ,强调 了 外 种 血液 成 份 的 提高 ;对 於 杂 种 幼 畜 的 培育 工作 不 够 

BA, HARSRAVELAEE 2A Eee 

3、 对 现 有 优良 的 种 公 马 与 种 公牛 , 没 能 充分 发 挥 出 它们 的 利用 价值 。 所 配 出 的 杂 

MARKS, 

4. Ay BETES SR AB ea Hb EE: , 来 正确 的 选择 最 恰当 的 配种 季节 。 BAPE 

SRNR HARD BBA 

(=) 轻 营 管理 上 的 问题 

1\ 在 推行 成 本 核算 方面 , 没 能 深入 的 去 研究 它 。 

2 在 推行 计划 管理 方面 ,定额 上 掌握 不 住 , 往 往 偏 高 。 

3、\ 在 改进 生产 说 人 备 方 面 ,有 拖拉 不 及 时 的 现象 。 

4\ 在 蒜 医 工作 斑 面 , 仍 要 加 强 装 人 备 导 技 术 力 量 。 

5 牧场 的 组 和 什 道上 (科室 制 与 主任 技师 制 ) ,仍然 不 够 一 致 。 

th, fF RW HK 

EERE ESA EE A, 予以 合理 的 解决 呢 ? 最 基本 而 又 最 有 效 的 办 法 是 将 

兵团 农 牧 处 历 年 来 所 左 布 有 天 畜 牧 业 生产 的 规章 制度 ,技术 措施 等 , 认 凌 的 贯 敞 到 生产 

温 程 中 。 那 未 存在 着 的 问题 ,大体 上 就 能 够 得 到 解决 。 最 低 限 和 , 可 以 根据 农 牧 卡 所 指 

示 的 原则 , 千 合 各 场 庄 的 具体 情况 ,因地制宜 的 ;, 找 出 合理 的 解决 办法 来 。 

畜牧 组 成 员 : BRAM Bits PSEA: A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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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日 前 情况 pp 234 SiS Mithen sy Cob we tes sik td 

(一 ) 阿 泵 泰山 的 森林 .0 234 先行 至 面 关 查 规 划 .……………。 243 

(二 ) 淮 噶 铺 盆地 的 森林 .ee 238 CEA TGR EOE A Ri PN 

(三 ) 天 山 森 林 。 ee 239 ft Bh EBA GR-----0-cceccecneceeeceecseesenens 243 

二 。 获 点 建 庙 .ee。 240 三 。 玲 个 林学 上 的 图 题 .…… eens ceceeenerersenee 244 

(一 ) 合 理 利 用 森林 和 芒 源 …………………………， 240 (—) AE MK PS Ae Se SCRA E- +++ 244 

(=) Dm SR FRE AS OSTA RR ITA AE +--+ 241 (=) BARE LEE FAC LP EB OAS 
(=) SABA RAE YT WERT feo one ene ene eee ene 241 — FH [El Flo - ooo eececscecsecenecceverevesers 245 

(P49) SHR AEE HY BE A BE ---e ene eee eeeeeeeerenee 242 (三 ) 档 种 更 竺 图 旺 -… sce eeecenenencenerenens 245 

(五 ) 阿 请 秦山 区 的 林 牧 业 和 结合 阶 题 -………- 242 (PS) ARR AD (ATP Rew ce ee ene ee ce ener nee eens 246 

FP LSE re GM ek ee FE RAY HR AL, FEA A HS EO a tC 

ACP HOG AAI TY LUE SEH, METAS RSE , LT PRE, BRE a dE 

BEAK AAS HEL RS 18 EIB ES AA PL, BL SS HEP EY PR, FE 

FBR APY YG EEG Ti HE HH #2) 2A 

— Ait  R 
(—) 阿 责 泰山 的 森林 

阿尔 泰山 的 森林 、 在 面积 上 是 我 国 目前 相当 大 的 一 个 林 区 ,而 在 树种 组 成 和 木材 品 

质 上 ,更 是 一 个 经 济 价 值 很 高 的 林 区 。 根据 林业 部 航空 入 察 材料 : 东南 起 清河 县 ,西北 

止 哈 巴 河 县 ,长 过 400 SB, ACH Ae AE 100 公里 。 林 区 面积 篇 938,100 公 硕 ， 

其 中 有 林地 篇 527;070 公顷 。 

全 部 森林 篇 国有 原始 天 然 林 。 主 要 组 成 树种 是 西伯 利 亚 落 革 松 (Larrx wbirica), 狗 

估 立 木 悉数 的 95% 以 上 。 其 次 有 西伯 利 亚 喜 杉 (Picea obovata), MASS MA 1A Fla 

MAL (Abies sibirica) 和 西伯 利 亚 松 (Pinus sibirica). 在 河谷 及 海拔 1,700 米 以 下 的 森林 

破 址 和 后 的 局 部 地 区 则 出 现 块 状 的 西伯 利 亚 白 检 (Betrla verrucosa) FAS (Populus tre- 

mula 96k, EXE (Populus laurifolia) 和 多 种 柳 (Salix spp.) 等 则 分 布 谎 1,600 米 以 下 

AS Tay THE I SF, ' 

YE DES EAT ES PR HB, Ath HO) SEE ESS TR 

JE AY TR 2S PAH BR , UR ESAS : SORE REED AS YES 1 AS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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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松 一 山 杨 一 白 樟 等 。 

林内 灌木 和 草 类 , 随 林 种 、 林 型 和 森林 破坏 程度 的 不 同 而 县 , 一 般 悦 来 、 灌 木 冰 不 

多 、 主 要 有 金银花 (Lonicera spp.), HHA (Juniperus sabina, J. sibirica) BRASH (Rosa 

spp.), ARF (Ribes spp.), HHRMA (Cottoneaster spp.), #83 (Spiraea spp) 等 。 在 

落 全 松林 的 不 同 林 型 内 、 过 些 灌木 都 有 不 同 种 类 和 数量 的 存在 ,而 在 云 杉 、 冷 杉 . 西伯 
利 亚 松 等 纯 林 和 刘 交 林内 则 数量 很 少 ， 甚至 完全 不 见 铺 地 柏 。 在 痊 杉 一 落 革 松 和 西伯 

利 亚 松 一 落 革 松 混 交 林 中 ， 则 出 现 欧 石 南 科 的 两 种 越 桶 (Feccizzzra vitis-idaea,V. myrt 

ils), RFERMKAR AB PROBE (Carex pedifrmis Ee, BARKER (Geranium 

. spp.) S38 (Aconitum spp.), FRIERS (Delphinium spp.), 唐 松 草 (Thalictrum sp.), “HE 

# (Agrostis spp.), BFK ER (Hedysarum spp.), ARE (Achillea spp.), FBAF (Poa spp.) 

SHG. FEVB AS ATE 2c PK HP Bll se 7 HE PD (Pyrola incarnata, P. media, Ra- 

mischia secunda, Moneses uniflora) FI F8 REA [HH , FS HE (Usnea florida) RUARHE 

FSS A EHR, RABI RATS REL SEA , PAE SEAS 7 2 BH 1 PU RAL 

PEAR APT FL, BAL BT AS LL PRAS_L SPY 2.300 米 ,在 青河 县 的 小 青河 流域 ,有 利 

的 中 地 形 下 , 落 革 松林 可 以 上 升 到 2600 米 , 而 林带 下 线 则 东南 与 西 北 雨 端 表现 极 不 一 

致 ， 自 东南 至 西北 各 县 林带 下 线 篇 :青河 1700 OK, ERR 1,450 2K CEA] Ap Fl 1,150 

HK) , Bry AS FFT PT EE 1,300 米 或 更 低 一 些 。 

VEEN IS A Ti Ke (〈 附 图 ) , Ti AHP EE, EAL PAL ER Z , 

坡 只 在 有 利 的 狭 谷地 形 下 才 有 落 革 松 林 , A REE, SER OR RST A AS LL SEO 

南部 ， 自 中 部 (大 青河 流域 ) 起 向 西北 随 着 温度 的 增加 而 渐 多 ，, TE A— Ag BAe EL 

AE, 只 在 狭 河谷 两 岸 气候 闪 混 ,土壤 潮 瘟 的 地 方 , 才 出 现 块 状 或 带 状 的 纯 林 ， 如 在 布尔 

津 河 上 游 的 虎 姆 和 卡 纳 斯 河流 域 等 地 ,局 部 地 方 , 可 以 从 谷底 起 上 升 到 50 一 150 米 的 相 

对 高 度 , 但 也 随 拔 海 高 度 的 增加 , 数量 相应 地 沽 少 , 而 落 革 松 则 相应 的 增加 了 。 在 阿 泵 

泰山 的 西北 部 ,海拔 1,400 一 2150 米 的 河谷 切割 很 深 的 地 形 下 和 气候 极 需 冷 课 的 条件 
EP, PRB ANGE EBRD Ripe RA BL; 而 西伯 利 亚 松 一 落 革 松 混 

林 则 仅 在 布 泵 尘 的 哈 秽 斯 、 虎 姆 两 地 和 哈巴 河上 游 的 1,600—2,300 KAA HY. 

BARAT ARAL RIT SNH FER 2350 米 处 ， 落 革 松 林 线 以 上 有 权 干 矮小 届 曲 的 小 

TBAT AK 4 

在 不 同 的 立地 人 条 件 下 , 落 革 松 林 的 生长 发 育 情况 ,有 着 显著 的 差 胃 。 在 乾 旱 的 东南 

部 密度 较 小 的 纯 林 情况 下 , AEA SC AM BE A, 基部 1 一 2 米 处 膨大 ， 林 疮 在 150—200 © 

年 以 上 ,已 乱 过 熟 林 , 胸 径 30 一 70 厘米 , 树 高 15 一 22 米 , 冠 幅 7 一 8 米 , 枝 下 高 5 一 6 米 ， 

SEAR Ail Be SSE 15 厘米 ,每 公 项 材积 只 有 249.38 立方 米 ; 又 如 生长 在 布尔 津 家 市 玉 以 南 

较 湿 润 的 险 坡 上 的 落 革 松 林 ， 每 公顷 蔷 积 量 可 过 518,4 立方 米 ; 而 在 哈 秽 斯 河流 域 西伯 



236 Rk e#eRR FT 

Fi) BS HS 9 SER PR — Se SEE PSR EE ER, SRE 
AC EE 632 TK LF EAE PEEL AA AS ETL 

FEVRZEPK ATT FB , 落 革 松 一 般 佑 据 最 高 林 层 , 树 高 25—30 OK, HA EP 36 ok 
更 高 一 些 , 树 干 通 直 圆满 .基部 不 膨大 或 膨大 不 明显 ,根据 我 们 在 布尔 津 家 市 玉 ; 云 杉 一 
ESE LBA PSA HE 9 株 落 革 松 倒 木 的 结果 ,其 胸径 与 横 高 15 米 (1/2 H) 处 的 直径 的 比 
PIS 420:263 BS AVA AY 62.6 多 ,其 中 一 株 的 基部 稍 膨 大 , 同上 的 比 数 是 82241, 
BN 50%。 由 此 可 昂 西 伯 利 亚 落 革 松 基部 膨大 程度 需 土 壤 混 度 的 具体 反应 ;也 是 地 位 般 
的 一 种 有 力 指标 。 
FERAL KP HOE 4 88 8 100—150 4, 树 高 20—25 米 , 胸径 

20 一 50 厘米 ,， 冠 幅 4 一 5 米 , 枝 下 高 很 低 , 一 般 需 一 米 左右 。 单 位 (一 公顷 ) 蔷 积 量 可 过 
400 立方 米 ， 在 哈 轴 斯 一 带 守 沼泽 化 的 寅 平河 谷中 有 一 些 面积 不 大 的 境 状 纯 林 ， 权 高 
25 一 30 米 , 每 公 硕 蔷 积 量 过 659 立方 米 (3 个 标准 地 的 平均 数 )。 

西伯 利 亚 松 在 落 革 松 林 中 估 第 二 林 居 ， 权 高 需 15 一 17 米 ， 胸 径 20 一 30 厘米 冠 幅 
4 一 5 米 , 枝 下 高 1.5 KAA, 种 子 大 而 可 食 ， 因此 、 BHM ROPES “RE. FR 
在 100 年 以 上 。 生 长 良好 的 林 分 ,每 公顷 蔷 积 量 420 立方 米 。 但 过 种 情况 兹 不 普 逼 , 因 
S75 1G FIRES, 在 雯 地 的 林 区 内 上 比重 是 很 小 的 。 西伯 利 亚 松 也 经 常 超出 落 革 松林 带 的 

上 和 线 数 十 米 ,在 海拔 2,350 米 上 下 的 高 山 灌木 草 甸 士 上 的 圆 药 樟 木 (Betu1a rotundifolia) 

的 密 灌 木 六 中 ,形成 小 块 纯 林 , 但 生长 不 良 , 榭 形 矮 小 堤 部 多 轰 曲 ， eben 
pL, MAP WARMTH AT LS BRKT 
FESR SERRE KB, AZ ARAN AS 18—24 米 ,胸径 15—25 厘米 ; sali te 

hy 需 尖 塔 形 , 侧枝 向 下 倾斜 , FAD 2 米 ; 枝 下 高 极 低 , (A RRR, Pa 
枝 都 已 枯 乾 ,生长 迅速 而 良好 ,但 未 见 很 大 的 单 株 树 ,单位 畜 积 量 (一 公 项 ) ME 345 立方 
米 。 林 内 充满 了 大 小 不 同 的 枯 树 倒 木 和 枯 立 木 , 以 致 不 便 行动 ,过 悦 明 了 过 训 自 然 稀 政 
的 剧烈 现象 。 有 趣 的 是 , 由於 林 内 PY eA EP EE 20 多 厘米 ,土壤 混 酒 的 称 故 ,基部 
侧枝 往往 埋 入 活 地 秩 物 中 ,发 出 不 定 根 ,吸收 养分 ,使 侧枝 销 开 成 一 定 程度 的 蔓 生 现象 ， 
过 在 我 国 其 他 痊 杉 中 是 还 没有 见 过 的 。 

阿 秤 泰山 森林 天 然 更 新 情况 :在 郁 开 度 较 大 的 落 革 松 纯 林 内 ， 从 乎 看 不 到 幼 树 ， 唯 

有 在 林 分 郁 开 度 破 寺 的 空地 上 , 且 活 地 秘 物 层 不 甚 厚 的 地 方 , 才 有 幼 树 出现, 每 100 平 
Ay HAY ME 100 一 575 株 。 膛 有 在 火烧 中 地 上 更 新 情况 也 很 好 ,每 100 平方 米 有 直径 3 一 5 
厘米 , 高 4 一 7 KAY, 同龄 树 76 一 92 株 。 在 许多 地 方 由 认 不 合理 的 牧 放 ,以 致 防 三 了 森 
林 的 天 然 更 新 。 从 整个 落 革 松 纯 林 来 股 ,天 然 更 新 情况 是 不 够 好 的 ;有 待人 工 的 促 造 。 

在 落 革 松 一 去 杉 ,或 瀹 杉 一 落 革 松 的 混交 林内 ,由 论 芍 于 度 大 (一 般 需 0.6 一 0.8), 林 
内 除 课 ,只 有 少数 落 革 松 幼 树 , 而 且 表 现 得 生长 装 缩 ,而 去 杉 或 痊 杉 的 更 新 情况 则 很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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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0 平方 米内 ;有 云 杉 幼 树 可 到 228 Be; SEM 3283592 BE, TERRE OE BK 
MSE We | 

FER AIEEE EMIR AY, REBT AOSD RADE, HLS EEA 
面 是 , PERE A HIE BS REE EE BR RAL, SO Tl He ES 
可 食 , 短 秦 每 年 探 摘 和 林内 松鼠 嗜 食 ,致使 种 子 来 源 缺 乏 , 不 能 进行 天 然 更 新 。 

阿尔 素 由 和 天 四 北 坡 的 河谷 和 由 前 河流 两 旁 ,普通 地 生长 着 多 种 杨 树 和 柳 横 , 样 木 
关 全 乔治 未 形成 的 带 状 和 块 状 森 林 , 轩 营造 访 田 林 和 系 化 造林 提供 了 前 提 。 

一 般 的 说 来 , 这些 关 革 怖 木 都 只 生长 在 水 壮 混 润 地 方 ,只 在 落 革 林 彼 破坏 后 的 踊 地 
_ 正 或 局 部 潮 温 的 林 间 空地 上 有 和 白 权 和 凸 杨 的 小 块 纯 林 出 现 ， 如 在 布尔 津 哈 纳 斯 河谷 内 
有 一 些 面积 不 大 ,而 生长 良好 的 白 样 山 杨 纯 林 ， 前 者 树 高 迷 20K, 立木 度 100 BARK 
25 Bk, 胸径 15—30 OK; WW 5 一 5 RK, LEA, SEK, SUSE 
FER 1,450 RIANA HEAL} SE Hs , AE LE 20K, HOW 40 一 50 TORAH. 
ZA EAT HERI TE AAS AER LS ab, AE 
WEACIREY ERY (RISERE Betula rotundifolia) 形成 大 面积 的 半生 灌木 林 ，, 密 不 可 入 。 在 过“ 
BEA EARS OMEN (Salix glauca, S. arctica), 生长 在 沼泽 化 较 疆 的 塞 地 ,也 形成 
声 状 灌 装 。 在 虎 姆 河流 域 的 云 杉 林带 下 萎 出 现 另 一 种 灌木 状 的 权 木 (Beruie parva), lil 
PETE ROWERS, SLSR IMDS 1 一 1.5 2K, HE 100% 生长 良好 。 

a ME CERF nT SEB A LL SAS ALE ST (1,293 米 ) 和 富 藉 域 区 (海拔 1,150 
KAO BH LR, CECE ke A RAE, 过 一 事实 登 明 了 

| FEAAVECERED HF SERENE OE F is A 1,150 米 , MRM BAD 
Mish EFS, SK LH — EY, 

BR LB SL, aT HS Ae SE AN RA, BSA SR SB (Populus n 
i gra) #il— PRS 75%, Bed A, PR ASP EN HY BELL, PRA 
LYRIS TAT 2s WS ZO AEE FAS RRA ARBRE EI Fy RS Pe AL 
ges ay Wa BE Any Fp — LE LAO PR SEE. 

VEE RD IEE AS 1 HL PARE. TE 
Bir Ly Ze WL BNA SH FS AEE, 对 固沙 防风 , 保持 水 土 和 木料 的 供应 、 起 着 很 大 作用 。 
生长 在 河流 两 移 的 白 柳 (Sajiz alba) 的 林带 庄 , ERAN, Ee RE HR 
在 柳 栅 上 的 由 羊毛 做 成 的 精致 小 梨 , 士 名 去 誉 窟 ,相传 有 治疗 风 混 病 之 效 。 
Ze UAE SAA, 单位 面积 产量 高 而 且 林 材 的 品质 也 好 。 因 乱 其 主 

要 租 成 柑 种 的 落 华 松 又 是 强度 大 ,加 工 易 , 而 耐水 混 的 对 业 档 材 , 雹 桃木 、 坑 柱 、 格 要 、 曙 
查 、 码 头 、 工 矿 、 交 通 建 设 上 的 优良 横 种 , 对 於 新疆 和 西北 地 区 的 大 规模 的 工业 建设 , 具 
有 极 大 的 意义 ,同时 在 新 疆 乾 早 气 候 人 条件 下 , 阿 泵 泰山 的 森林 在 人 备 藏 积 雪 、 涵 养 水 源 、 保 



238 a a ee 

Heke ORE A OR Be, UY EE 5 EI, HE 
WAC SE, ERAS PS AD MEARE DL, HCAS UR CAR PE, ACURA IST, Re 
6 FM — SH AT HL] RD A 2S GIR, PT aT 
Pat Le hd Mea cL LE Sk ea See ae a) es 
Se BRB RS, AACSEEPL Wha Th, ARRIBA ED =A 
HH 5 SE RUG BERL HOSE 10 BS EA OK FEM DAS, BOT EAS 111 4 SRR TE OR 
材 上 是 起 着 很 大 作用 的 , 但 是 , 正 是 像 空气 和 水 一 样 , BAS RL Fe RPS AEB 
的 , 浅 伐 森林 和 森林 火炎 都 很 瑟 重 , 尤 以 交通 便利 和 牧民 聚居 的 林 区 和 需 甚 ,因此 ,和 从 此 次 
考察 中 , AGE BREE HT CLA. 现 有 整个 林带 的 下 生 一 般 已 向 山内 宏 推 进 了 30 一 40 公 
里 。 居 民 点 附近 已 不 见 天 然 落 革 松 林 ; 薪 材 来 源 念 来 念 下 ,如 工业 区 的 富 藕 县 的 全 条 所 
需 燃 料 , 痢 仰 输 旗 原 始 森 林 和 被 破坏 合 , 生 在 乾 旱 坡 上 的 铺 地 柏 和 胸 耳 条 根 、80 市 斤 要 化 
2 Fe, 如 果 过 些 灌木 被 控 光 以 和 后, RUE NCEE , 富 藏 城关 从 十 公里 的 山地 , ER 
象 。 其 他 阿山 区 的 居民 点 当然 也 不 例外 。 
解放 以 和 后 ,森林 破 壤 的 情况 有 了 改 爸 , BRIE AYE AAR TEKS kL, nea 

55 年 只 发 生 林 火 10 次 , AE TG ALAS 607.15 AGT, 较 53 年 碱 少 了 91 外。 自 1956 年 春 
起 ,林业 主管 部 门 分 别 在 富 基 、 阿 尔 泰 布尔 津 三 县 屋 立 了 森林 经 营 所 ,开始 进行 清理 火 
烧 \ 探 伐 跨 地 和 座 林 防火 工作 ,但 力量 很 少 ,三 个 沟 营 所 共有 技术 干部 9 名 ,多 者 6 名 少 
者 1 名 ,工作 何 未 至 面 开展 。 

古老 的 阿 策 泰 山 和 天 山 不 同 ,地 形 -一般 平缓, 山区 交通 比较 方便 , A a 
隙 太 、 布 泵 津 各 县 都 有 通 往 林 区 的 大 道 , 可 通 汽车 , 林 区 内 的 牧民 放牧 所 走 的 大 小 道路 
均 可 供 蛇 到 , 如 稍 加 整理 ,就 可 行驶 汽车 。 同时 在 各 县 袜 区 内 均 有 大 小 河流 ， 如 青河 的 
大 青河 , FOLD ARATE SUS Tag, TART LAY hs AGS, FUT i SG a HT AITO SE, eA 
AE 5 BS AY FEHR Ak ACAD SERA A SB LL RAS AY PR 

(=) BRMAiwHRe 

FE TRS PE Ae SA GS RAG GAC PB AA AMY LS Dk Ae LG A — 5 AE 

Ae HL AS hi AEE A RAY FRAY AR CU lmaus pumila) fii) (Populus euphra- 

tica) ANREP, FER PAE, SA HE FR HE AT, RAP IPR 

ASBMIRD He (Blacagnus angustifolia) PSL. De MEME E AY 5H EE BRPKENCPK NE, FEU 8 ire 

FAVE HELA 6 PATE TR FI RH, NEED HP ICS 7) OE SRY SE IE tl ,起 着 很 大 作 

JA, sdb SP) 2H. 

Ek BER FA) A LK Hi, RAS DA ke ARR 2 

RRHA (Ulmus pumila) 一 般 高 6 一 8 OK, We Bi 12K, 胸径 20—30 OK, 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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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0 厘米 以 上 , 冠 幅 5 一 7 OK, 枝 下 高 1 一 2.5 K, SEPA A, Sa] KE 0.2 一 0.3， 往往 

3 一 5 BEREAE PAE BRMA (BAR (Eurotia ceratoides) 3 (Glycyrrhiza uralensis), 

2 GF (Sophora alorepecuroides), Eis (Artemisia spp.), KRHA (Achnatherum, splen- 

dens) St Fit BW. 

WBE HINA (Populus euphratica) 多 生长 在 距 伺 河床 100—500 米 久 外 的 地 带 内 ， 
HE AS HE Yo FUL ES PA AC TAT HE IK PS AGE (HE 70 一 80 公里 。 根据 立地 人 条 件 的 不 同 , 权 高 8 一 

12 K, WZ 20 米 ,胸径 20 一 30 厘米 ,大 者 过 70 OK, TENE 6 一 8 米 , 枝 下 高 5 一 7 厘米 ， 

SHE 0.30.4, Rat, 林内 植物 、 主 要 篇 苇 苇 草 , 甘 草 苦 豆子 、 蓄 子 、 丛 钳 刺 《五 2- 

Zipzodezdzomz ) 等 。 

在 饲 攻 县 车 排 子 一 带 有 成 片 的 沙 束 (Eleeagzus angustifolia) 林 ， 树 高 一 般 篇 8 一 10 

米 , 高 者 可 和 过 18 米 , 胸 径 20 一 25 厘米 ,大 者 过 40 OK, 冠 幅 4 一 5 OR, 枝 下 高 4 一 8 米 ， 

生长 良好 ; 林 引 草 类 主要 和 野 青 其 (Calamagrostis epijejoes), HE. 
在 灼 噶 泵 盆地 的 西南 部 的 灰 钙 士 上 ,生长 着 估 面 积 很 大 的 玉 玉 《Heloxy1oz ammo- 

dendron), i 4 一 5 米 , 冠 幅 70 一 80 厘米 ; 胸径 15 一 28 [ROK AR RE, BR ESR 

Rt, EH LAUR Sei bh, 也 广泛 而 稿 芍 地 生长 着 梭 梭 , 但 多 是 灌木 六 、 

高 1 一 2 米 , 也 有 过 3 米 的 。 

=) 天 山林 | 霖 

天 山北 坡 的 森林 面积 相当 广 间 , 据 林业 部 航空 观察 材料 :从 艾 比 湖 到 七 角 井 东西 长 
过 700 公里 , 自 西 癌 东 , 分 作 放 海拔 1600 一 2;100 和 2,800—3,000 米 之 间 的 险 坡 。 主 要 

篇 云 杉 纯 林 , 只 在 奇 台 以 南 和 哈密 附近 有 小 块 落 革 松林 ,树种 和 全 阿尔 泰山 的 紫 果 落 革 松 

相同 。 

我 们 全 到 天 山 玛 秽 斯 河上 游 的 过 子 搞 和 过 角 地 林 区 进行 了 观察 ,其 情况 如 下 : 

RRL (Picea sinkiangensis FiBL (P. schrenkiana) i , FEEL 

1,400 RRAS SHH, 从 1,500—2,350 RAM RAKE, BORE 

坡 , 其 阳 坡 篇 草原 , 林带 以 下 1,400—1,230 KAY EAs (Populus laurifolia)4e, 

1,230 米 以 下 的 山谷 及 由 前 地 带 则 长 有 白 检 CUlmus pumila) 散 生 ， 森 林 分 人 带 极 篇 明 

题 , 带 的 上 下 稼 也 是 自 西向 东 渐 向 上 升 。 

二 种 云 杉 生长 良好 ,树冠 篇 高 仪 的 尖塔 形 , 一 般 权 高 20 一 25 米 或 更 高 、 胸 径 30 一 45 

厘米 ;立木 度 大 ,最 好 的 林 份 每 100 平方 米 有 17.5 BR, 枝 下 高 5 一 6 OR CAE RED EFS 

处 , 枝 下 高 约 1 米 )， 冠 幅 3 一 4 OR, AE 0.6—0.9, 生长 快 , 林 散 一 般 在 80 一 120 年 之 

间 ,已 过 成 熟 林 , 在 迎 名 地 有 良好 的 林 份 , 其 单位 著 积 量 可 过 800 TOK (AA), 

林 中 无 下 木 、 只 在 林 分 玖 于 破 壤 和 后 才 出 现 天 山花 几 (Sorbus zenspezice)、 多 刺 的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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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 SG HERS, > RAE HER) (Salix spp.) PK P Be> BOR, PHESEAR , Ro a aE 

Je HBL (5h 9 FT a LOLA Ud) , {Et NEE SE ARIAL OE BS MIE, 15 一 25 
Dk. Pp Sk — Ae TP AG Ta AAA, EB A A ET 
Be 

bk FS Dy Re > , HE Jay ER PRE HAD BEEF ATES yb, ET HE w/e 
但 生长 不 好 。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团 伐木 险 从 1951 年 开始 在 过 子 庙 林 区 探 伐 ,但 过 去 玖 年 由 於 没有 
贯 徽 合理 探 伐 的 方针 ,形成 剃 光头 ,或 只 留 下 少数 另 星 分 做 的 幼 展 作 篇 母 横 , 过 是 很 不 
符合 喜 天 然 更 新 的 原则 的 ,不 过 现在 已 得 到 籼 正 , 东 且 膛 进 一 步 清理 伐 \ 木 味 地 ;篇 促 浊 
天 然 更 新 创立 人 条件 。 天 山北 坡 的 林 区 由 於 接近 交通 大 道 , 距 新 疆 邹 将 开始 的 大 规模 的 
工矿 交通 建 改 的 中 心 近 \ 而 去 杉木 材 又 是 良好 的 建筑 用 材 , 因 此 天 山 森 林 在 新 疆 仿 日 和 
将 来 都 显示 着 极 大 的 经 济 意 义 , 瞳 蔷 引起 我 们 的 足够 重视 。 A 
基地 一斑 灿 斯 河流 城 洒洒 水 源 的 涵养 起 着 极其 重要 的 届 齐 作用 ， 因 此 就 更 坎 加 也 
lal ania OK  Croitaei 

teh ARP A ORS te AM FR 2S LET BR A, 
22 Zo HE CBSA) ,海拔 1,573 KRISH BAAEAL BBE REM H, DSR 1,613 RADE 
SEY BEA PR TE VEE IVS BAF BE TEI. AEH BG JA 1O—15 2K, HQ EK 20—30 JAK, ELT BE 0.1, 
DVRS , Bi FLALE , 46 EI 750 株 /100 平方 米 , 地 彼 物 与 阿尔 泰山 中 部 的 落 革 松林 下 
的 相似 , 75S IRIS , BO RS APSO, LAE, SEE PS, A, 
Wi 3 MA — Hr PLE AN ARAK i 

站 二 te LA ae, ae ae, oa 
98, , PATI SMES AL PR PRK AY AF HE, 但 生长 已 不 如 阿尔 泰山 的 良好 , a Py 
i AR SDs AY PRK AIGREL HE AGF, PRAY PLE SR ZEAE, SER 
De aaa Tb, COR Ace: Pe ea pe 

= £m ee 
ESR RC, PUR PRE DA ke Orie PRN Ze ATE, Fe Rah PELE Hi — Bee 

Wh, DWN e. 

(—) 合理 利用 森林 资源 

阿 了 者 太 山 与 天 山南 地 的 森林 都 已 过 成 熟 林 或 过 热 林 , 特 别 在 阿 侠 泰山 林 区 ,每 年 都 

有 有 大量 的 立木 枯 倒 腐 术 , 助 长 病 部 害 的 蔓延 ,如 不 壕 速 加 以 探 做 利用 , 不 和 葡 对 国家 建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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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是 森林 未 身 的 发 展 都 是 有 害 的 ,例如 在 富 藉 林 区 的 老林 下 ,许多 高 5 米 , 径 3 一 5 厘米 
的 40 年 生 的 落 半 松 幼 嵌 因 见 不 到 阳光 而 大 批 枯死 。 同时 老 树 不 断 枯 死 倒伏 、 压 断 幼 
权 , 打 伤 附近 立木 ,以 致 林内 的 枯 倒 木 炊 横 爵 亿 ; 表 地 此 是 ,林地 的 环境 卫生 情况 十 分 恶 
劣 , 病 咯 有 台 重 。 但 在 探 伐 利用 时 ,在 技术 措施 上 逮 应 考虑 到 树种 特性 和 乾 旱地 区 的 自然 
条件; 不 能 单纯 篇 探 伐 而 探 伐 ,而 必须 注意 到 森林 生产 的 永 德 作 用 , 即 森林 的 迅速 更 新 。 
SRA RAS RAN HY HE OE IS BETA, PRA Hy OE AL PEE RO 
不 宣 过 寅 :对 除 性 树种 的 云 杉 和 冷杉 林 应 探 取 择 伐 , ARI 1%, 以 防止 王 壤 水 分 的 
通 分 蒸发 , 妨 阴 雪 杉 幼 昔 的 生长 发 育 。 在 伐 区 的 选 定 问题 上 、 我 们 怪 次 反对 先 近 林 合 下 

” 林 和 先 交 通 三 便 地 方 的 那样 做 法 ,而 应 读 从 林带 中 部 开始 。 只 有 二 样 才能 防止 现在 村 
AY PARAS IS, ALISA Fi IRAE ROR POH THC ACTUATE 
FUP HG ACAD B AME, SS OSA 

(=) 加 紧 清 理 林 场 改进 林 区 环境 生生 

对 秦 不 能 郎 时 榨 伐 利用 的 森林 ,以 及 火烧 踊 地 和 探 伐 跻 地, 频 蕊 及 早 的 进行 林场 清 

理 。 半 清理 出 的 病 腐 本 及 伐 根 应 加 以 入 善 处 理 , 以 防止 病 盖 害 的 扩大 , 因 和 起 目前 阿尔 泰 

山 落 革 松 林 的 心 腐 病 十 分 记 重 ,例如 阿 勤 泰 晴 的 加 斯 卡拉 菜 的 林 区 内 , 落 革 松 档 的 受害 

程度 过 立木 臣 株 数 的 60 和 以 上 ， 过 种 病源 体 题 然 是 由 土壤 中 侵入 干部 ,向 上 蔓延 到 丝 

地 1—2 米 高 处 。 RICA, SIE AK, 即 大批 折 断 倒 朴 。 KSA. 

Dae BK. TERE aE BORA ARE, AEM, BBE. RRWEB 

BLM PRBS ARSE, Jak AR FE ESE AT ESE PEE is AAS Ee PU RR 

PRIS tek SIAR LAE Ba 

(=) RRR SALE 

Shs ie HH AS LY AUK LY A PA AY) a RR TY TT BE NEA Sk, SAL PA BAe 

Wy HES Dy PK , HEME TT AEE ER RK, VEER AIEEE 

SPAS IB) REST , LACSEA ZB BPS RRA ER RK LEER BO 

BS HE BR WY RP Ee a AE FE PS 1 FS Ly [BR PK A) GED (Taiga) 类 型 ， 

eS SEED FY RE BB is Bh es BY i Di eR TSE FT ae, TE RR 

部 ,特别 是 民族 干部 。 

关 放 阿 泵 泰山 落 革 松林 的 更 新 闻 题 ,特别 在 它 的 东南 部 乾 早 地 带 , 主要 是 要 破 壤 林 

下 草本 层 的 苦 草 草皮 。 此 层 草皮 厚 可 和 过 15 VBR, Minit SMES RAE, FA TT ae 

地 阴 碘 了 落 革 松 的 天 然 更 新 。 因 此 ,在 探 伐 踊 地 上 进行 促进 森林 更 新 了 时 ,我们 认 篇 可 以 

考虑 探 用 下 烈 方 式 破 壤 过 层 苦 草皮 ,以 便 促 进 天 然 更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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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摊 伐 前 和 摊 伐 后 ,进行 一 定时 间 的 过 度 放 牧 ,使 林 下 的 苦 草草 皮层 受到 部 分 破 
境 。 

(2) 在 探 伐 跨 地 上 , 有 计划 的 用 火烧 破 壤 草 皮层 , 但 必须 注意 服 加 防备 , DUR Bae 
林 火 。 沙 革 松 的 树 皮 很 厚 , 抗 火力 强 , 地表 火 对 立木 的 影响 是 很 轻微 的 。 

(3) ZEB HBR AHL EME CCAR, WERE, HEME PRE 
新 。 

天 山 壹 杉林 受 了 长 期 以 来 的 朋 重 破 坟 , 林 地 草原 化 的 现象 广泛 地 出 现 , 已 怠 重 地 影 
痢 云 杉 的 天 然 更 新 ， 但 却 适 宜 讼 落 革 松 的 生长 发 育 。 我 们 建 广 在 草原 化 的 中 地 上 引种 
沙 革 松 , 坊 去 杉林 的 天 然 更 新 创立 人 条件, BEI OLR MORRIE, 以 提高 天 山 森 林 
OME | ‘ 1 

(四 ) HMRHR REE 

大 家 知道 , 落 革 松树 皮 富 於 单 宁 , 可 提取 话 酸 , PEAK ICSE SK PY ee Be 

革 松 林 探 伐 任 狗 ,考虑 森林 的 综合 利用 , 届 盖 单 察 提炼 感 ,以 充分 利用 森林 副产品 ,适应 

新 疆 地 区 盘 革 工业 的 需要 。 

在 阿 鲜 泰山 西北 部 林 区 内 ， 只 然 西伯 利 亚 松 的 面积 不 大 , 但 其 种 子 是 很 好 的 食品 ， 

历来 当地 竺 条 都 以 探 松 子 作坊 一 项 重要 的 副业 收入 ,林业 部 门 应 该 加 以 指导 ,进行 繁殖 

利用 ,使 成 篇 经常 的 副业 收入 。 此 外 ,阿尔 泰山 林 区 还 棱 息 很 多 价值 高 的 皮毛 默 ， 如 哈 

能 , 灰 刀 狐狸, 大 柬 羊 .野山 羊 、 黄 羊 、 翅 省 . 旱 狂 ,水 疾 、 庵 、 狐 . 野 局 、 稻 . 野 猪 、 驳 子 等 都 
是 很 好 的 皮毛 动物 或 其 他 经 济 动物 , 也 是 林 区 谷 徐 的 一 项 重要 副业 , 应 读 加 以 贷 亲 ,和 渤 

行 繁殖 利用 。 
还 有 天 山 和 阿 泵 太 山 内 的 紫 材 种 类 不 少 ,应 进行 调查 研究 。 

(五 ) 阿 责 泰 山区 的 林 牧 业 结合 问题 

在 阿 铺 泰山 囊 , 艇 有 浩瀚 田 烁 的 落 革 松林 海 ,也 有 性 草 如 的 的 天 然 大 草原 。 森 林 奥 

森林 草原 都 是 相互 交错 ,是 林 区 也 是 牧区 ,特别 在 林带 内 的 现 有 草原 是 森林 人 破 十 后 的 精 

果 , 因 此 , 过 刘 的 林业 和 笋 业 有 密切 的 关 傈 。 过 去 只 弥 调 畜牧 生产 ,而 对 林业 重 向 不 够 ， 

未 能 进行 合理 放牧 , 任 牲畜 足 踏 幼 树 , 踊 地 得 不 到 更 新 , 以 天 森林 破 壤 和 后 中 地 楼 成 森林 

草原 , 和 乾 早 灌 本 草原 , 林 牧 之 间 存 在 着 尖 鲍 了 矛盾。 合理 解决 才 一 矛盾 , BT 

泰山 区 土地 综合 规划 ,合理 利用 土地 。 对 彼 破 起 的 林 分 ( 探 伐 中 地 .火烧 中 地 等 ) 和 天 然 

更 新 的 幼 树 地 区 进行 封 山 青 林 , 等 幼 树 成 林 和 后 ,再 并 禁 放 牧 。 另 一 方面 ,在 有 些 中 地 在 更 

新 订 还 可 利用 故 牧 , 破 遗 阻 不 林木 种 子 着 士 的 苦 草 草皮 恒 , 代 奉 人 工整 地 , SL RR 

进行 访 林 防火 。 只 要 森林 能 保护 好 ,就 有 好 的 草场 和 水 源 ,， 适 梯 林 牧 不 仅 没 有 了 矛盾 , 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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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互相 支援 。 当 然 在 进行 过 一 工作 中 是 有 一 定 困 闪 的 ,但 只 要 全 尊重 舰 , 认 埠 山区 林 牧 ， 

Hes Pe SA ee» SE Ta) AR RS AS EA SAT eH IE, 取得 经 验 推 广 公 区 , 林 牧 

烙 合 的 问题 是 一 定 能 够 解决 的 。 

_ 同样 地 ， 在 天 山寺 也 存在 着 林 牧 需 要 和 结合 的 问题 ， 建 蔗 林 牧 主管 部 门 一 俐 子 以 重 

iW. 

BESS HY HEAL A-BAT RR RA, AEB A L, Bal 
AG (WANK (1 WUE AR UES A RRL, BRIER AEE SE 

TRU A, DAR este le SA RS ORC LPR TACT, rey EAS LE 
因 ， 还 未 被 很 好 的 重视 起 来 , KESSEL ARPA ERA A LE RRL, But, 
建议 中 央 林 业主 管 部 门 短发 国有 林 区 管理 机 构 葡 一经 营 。 

GS) “迅速 加 强 自治 区 的 林业 轻 营 管理 机 构 进 行 全 面 调 查 规 划 

过 是 痢 疆 最 基本 的 一 项 林业 措施 , 是 保证 芙 徽 上 述 各 项 措施 的 前 提 。 目前 森林 径 
SAGE AAS IL, LE MRM SD EAR, ABD, Ree 
LAAN AOE ARETE BE PT, SE Pe ARR, 
加 上 摊 伐 任务 , 更 是 顾此失彼 , 因此 , 须 重 和 视 迅 速 健 全 各 级 经 营 管理 机 构 , 充实 干部 力 

量 , 加 强 森 宁 管 访 工 作 , 薄 进 行 森林 的 全 面 径 理 调查 , 钼 制 施 业 案 , 需 仿 后 林业 建设 工作 
提供 可 靠 的 科学 数据 。 

(+) 大 力 保护 准 噶 贾 盆地 天 然 的 森林 和 党 造 防 访 林 带 

如 前 面 所 提 到 的 ， 浴 噶 锁 盆地 现存 的 片段 天 然 森 林 长 期 以 来 对 改善 乾 旱 的 气候 条 

件 , 固定 流 砂 , 以 及 改进 目前 正在 发 展 中 的 工业 基地 和 棉 粮 基地 (如 克拉 天 依 一 和 局 泵 禾 

油 区 和 琵 纳 斯 河流 域 的 国营 农场 一) 的 职工 生活 环境 人 条件 等 万 面 都 有 着 重大 的 意义 。 

ABE Fl Bil ea eS ESB SAY ae BE AEE KS AR BR, A eRe 

多 ,燃料 供应 的 需要 日 俭 迫 切 , HHA AK RAB RIERA RRS, 过 是 值得 重 

秽 的 一 个 问题 。 我 们 认 篇 目前 在 到 殖 工作 中 ,主张 先 公 部 伐 光 现 有 天 生 林木 (在 安 和 集 海 

农场 就 有 此 现象 ) ,然后 再 考 虞 人工 敬 造 访 田 林带 的 于 种 做 法 是 值得 重 痢 研究 的 。 建 改 

新 疆 荡 地 勘测 改 计 部 门 考虑 如 果 不 妨碍 整个 农场 规划 的 话 ， 上 应 访 画 可 能 地 保留 天 然 森 

林 ， 不 仅 篇 防 广 之 用 , 同时 也 是 木材 和 薪 痰 的 来 产 之 一 。 饥 泵 禾 油 田 职工 所 需 燃料 及 

全 部 建筑 木料 应 另 想 办 法 供应 ,不 应 再 误 砍 附 近 的 胡 相 林 ,以 防止 气候 的 合 丛 恶化 。 

BY ate Hy HE IR HE EUS Pe PS ASR SRA OL, SE i BRI A 

AYE ae HD PRAT SRE, DAE ARRAY BEE, DEED CSR 7K SRE, GR 

Woe, SER PR AP AR i Hla Ay eG UA TA SSS il ae HEH BAB OS Be |e 



244 新 tkeFE GG HRAR EG 

Bia A wre — FE AAS TN > HL ip RATA te EARS A ae A AD 

FA, tay APES RSE, MER, 群 联 在 过 方面 的 经验 值得 我 何 

学 习 。 

=. AeA EAS ee 

(—) ABAESHERAKSRE 

IRA AP i SAL GASP A-SI |S SEP BE A 
据 此 次 考察 的 结果, SSMS S IER, TETAS Kea 
仅 有 材质 优良 的 落 革 松 、 云 杉 、 冷 杉 、 红 松 等 针 革 榭 ,而 且 膛 有 白 树 、 各 种 杨 树 \ 柳 横 、 检 、 
沙 束 等 关 华 乔木 , 其 他 灌木 的 种 类 则 更 多 了 。 现在 简单 介绍 本 区 内 固有 主要 树种 的 林 : 

学 特性 如 下 : a 

BEA WEE LA RE, VE VERS Oy BEAT TE, SB A FRE IK A Lariz sibirica), 
另 一 种 极 似 西伯 利 亚 落 革 松 , 但 其 球 果 是 紫色 ,区 片 一 般 突出 , SLT 1 PRE RARE 
至 相 同 且 更 能 耐 乾 旱 生境 。 两 者 均 产 阿 泵 泰山 ; 篇 霞 林 区 的 主要 树种 但 紫 果 种 只 见 放 
阿 泵 泰山 的 乾 旱 东南 部 及 中 部 ,数量 较 少 。 AK RRs Ree 
林 ,; 据 所 见 标 本 亦 篇 紫 果 种 。 二 者 均 坊 阳性 淡 根 性 树种 , 适应 性 都 很 绚 , 在 较 乾 或 混 泣 
地 区 均 能 生长 。 但 在 乾 旱 立地 人 条件 下 , 干 基部 特别 膨大 , 档 干 尖 创 、 生 长 较 差 ,相对 垂 
直 分 做 的 幅度 宽 , 答 生 性 很 明显 , 常 3 一 5 以 至 8 一 9 株 集 生 一 起 , 过 种 往生 性 大 大 增加 
了 立木 密度 ,因而 提高 了 单位 面积 的 林木 蔷 积 量 , 同 时 对 林木 的 生长 发 育 也 起 着 良好 的 
作用 , 过 是 一 种 良好 的 特性 。 材质 全 良 .坚强 耐久 , 尤 耐水 混 , 树 皮 厚 耐火 、. 富 单 宁可 供 

PERI, 塌 新 疆 林 区 中 的 最 好 机 种 。 人 缺点 是 木材 下 部 心 腐 病 严 重 , 但 过 是 可 以 防治 
的 。 

零 杉 : 险 性 树种 ,有 三 种 , 一 篇 雪 锥 去 杉 (Picca schrenkiana), ARMA (P. sine 
hiangensis) MEAS WW PRUE AY ABE Al, 另 一 种 需 西 伯 利 亚 嘉 杉 (P.otovaie) 产 阿尔 素面 ) 
他 个 的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是 不 同 的 。 前 两 种 柑 冠 需 秋 长 尖塔 形 , ORF 
过 乾 燥 的 天 山 灰 色 森 林 土 上 广泛 分 作 ; 后 者 树冠 起 关 贺 雏形 , 小 枝 不 需 显 著 下 垂 ,要 求 
混 润 的 泥 炎 性 的 土壤 ,只 分 做 於 阿 尔 泰 山 的 混 泣 河谷 地 带 及 峡谷 的 坡 脚 , 即 林 带 的 最 下 
部 , 纸 常 多 与 落 革 松 训 交 ， 不 成 大 面积 的 纯 林 ,两 者 均 生长 迅速 ， 答 生 性 较 落 革 松 乱 弱 ， 
材质 中 等 , 受 水 混 易 腐朽 , 适 放 建筑 用 材 ,但 木材 疏 将 ,收缩 性 大 ,做 门窗 地 板 不 如 落 革 
PZ te ABA PES HC YE ES Pe, SIE A 
PATE (Adies sibirica): WE ERA , BER Mr TAA RE EEE: , SH a IY A 

快 ,材质 比 去 杉 好 ,但 不 及 游 革 松 。 
西伯 利 亚 松 (Pinus sibirica): 除 性 树种 ,要 求 准 混 气候 土壤 条件 (pH 5 一 5.5) ,但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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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比 要 求 冷杉 更 高 一 些 。 权 干 不 如 落 革 松 的 高 大 。 富 於 松脂 ,种 子 大 而 可 食 ,但 球 果 及 种 
FLW HAGHEAS (Pinus Koraiensis) 需 小 ,其 林学 特性 与 我 国 一 般 松 属 的 种 类 浊 轴 : (1) 
极 耐寒 疮 潮 混 气候 和 土壤 ; (2) 耐 除 性 强 ， 枝 下 高 极 低 : (3) 主干 分 枝 性 明显 ; (4) 球 果 鲜 
HBB TAH BRP MLA OEE TT ERR YR BAH TERE 
度 上 影响 天 然 更 新 作用 。 

此 外 在 本 区 内 有 全 国 种 类 最 多 的 声 树 , 计 有 十 多 种 如 下 : 
苦 杨 (Populus laurifolia): 广泛 分 伤 於 阿 泵 泰山 及 天 山 的 山沟 河 按 水 分 充足 处 。 在 

天 和 纳 斯 河 一 带 人 工 栽植 的 也 生长 良好 、 四 年 生 能 长 到 6 一 1u 米 高 ， 直 逐 可 过 10 一 12 厘 

OR, 在 泉水 地 带 , 四 年 生 苦 覃 直径 有 过 15 厘米 的 不 易 遭 受 病害 ，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访 田 林 

及 用 材 林 树种 。 

fA (P. Euphratica): iit BR, 生长 迅速 , 木材 可 供 建筑 , 薪 材 或 家 具 

用 ;是 曲 碱 十 造林 的 优良 树种 。 

此 外 还 有 : 

白 ” 杨 (P. alia), 需 乔 木 各 地 均 有 天 然 生长 : 
Fi 杨 (P. cathayana), HER WAH; 

PARKA (P. pyramidalis), 各 地 均 有 Ate; 

Aga (P. Bolleana). EP SARA; 

I 4b CP. tremula), AWS A LHP EB DG AC AR ARS RRA 1,700 
RAV PREP ZEH , FUE BEA SE 2 AY BEE, 

He ofa (P. nigra), ARMAS Sei RATE. BEA 

4 (P. candicans), FEES SAFE MIE. 

lish ina 4, - ME, ER SAK, HMR WE BRELZ. 

FEA SE AEBS (P. balsamifera) FUIGRLARAKAI RAS (P. pruinosa). 

新 疆 杨 树种 类 如 此 之 多 ,而 且 权 形 高 大 、 生 长 迅速 ,可 供 一 般 建筑 及 家 具 等 用 ,在 贫 

地 和 乡 化 造林 及 和 营造 访 田 林带 上 ,都 是 值得 大 大 发 展 的 ,还 可 进行 导 育 工作 ,创造 新 品种 。 

此 外 有 还 有 检 檬 、 沙 囊 及 多 种 柳树 在 本 区 内 普 汤 分 伤 ,也 是 优良 乡土 造林 树种 。 沙 漠 

中 的 梭 梭 (Haloxylon ammoderdron) 和 各 种 楼 柳 (Tearix spp.) BETA, AY 

夺 的 最 重要 树种 。 

(=) 阿 责 素 山 补 带 下 线 东 南 提 西 北 两 端 不 一 致 的 原因 

如 上 所 述 , 阿 泵 泰山 林带 上 线 东 南 伍 西北 两 端 是 基本 一 致 , 但 下 线 是 不 一 致 的 ; 相 

FERIA 400 米 的 相对 高 度 , 即 东 南部 高 於 西北 部 。 APSE EA, FRR 

主要 由 套 整 个 阿 秤 泰山 的 地 形 本 身 特 点 所 造成 扰 候 上 的 差 妓 的 千 果 ， 即 阿尔 泰山 西北 



246 eRe ae HMR 

FR SME NE ZC FR Re AS I 1, HE AR SER BY ALOK EPR AIT, 2S RI , ARES, 

夏季 温度 较 低 ,林带 下 降 到 海拔 1,300 KL PB , a He eg BP LL AR, Ba Da US Hp Ge A He 

Be , 2S PCI, PS TE D>, BE Uk EES , EIA PB BB ASE, AR BES AY AEE, BEDE 

下 和 线 上 退 到 海拔 1,700 米 、 造 成 整个 林带 的 东南 狂 窗 而 西北 宽 半 的 现象 ,其 次 ,基期 以 来 

人 类 轻 济 活动 也 促使 林带 下 和 线 一 般 上 升 , 而 尤 以 乾 旱 的 东南 部 篇 甚 。 应 该 指出 ,林带 下 

线 上 升 不 只 意味 着 整个 林带 宽度 伺 狂 ,森林 面积 逐 冲 缩 小 , 更 重要 的 是 遵 致 下 部 第 乾 旱 

灌木 草原 的 上 升 ; 侵 大 森林 踊 地 ,使 森林 恢复 非常 困 准 。 因 此 保 谁 林带 下 部 的 现 有 森林 

应 该 引起 极 大 注意 。 以 同样 理 由 可 以 悦 明 林带 内 的 阳 坡 一 一 特别 是 乾 早 东南 部 的 阳 坡 

FS APB AS BRAK AS AE Fe 

(=) #8 ESS 

FE: be] AS FRAPS AS GF AR, ACH, Bal AS a 9 

相互 关 傈 都 表现 出 一 些 特殊 现象 ,如 在 云 杉 一 落 革 松 混 林 中 ,现在 的 林 相 是 落 革 松 估 第 

— AKI, 云 杉 符 第 二 林 层 ,林内 幼 树 苞 人 至 篱 去 杉 , 且 密度 甚大 。 照 理 ,这样 的 林 相 ,在 一 

定时 期 内 落 革 松 直接 秘 过 杉 纯 林 所 代替 ,然而 事实 上 ,我 们 在 相同 立地 人 条 件 下 逮 未 发 现 

有 大 面积 的 喜 杉 纯 林 。 同 时 现 有 的 嘉 杉 分 做 面积 在 一 定 的 地 形 下 ,也 是 相当 广泛 的 , 林 

办 200 年 以 上 的 去 杉 自然 枯 倒 木 也 不 少 , 各 些 都 可 以 惟 明 云 杉 在 阿尔 泰山 地 区 有 着 长 

久 的 发 展 爵 史 ,但 都 不 见 有 大 面积 的 云 杉 纯 林 。 

落 革 松 对 於 云 杉 的 不 可 代替 性 的 原因 究 费 是 什 和 床 呢 ? 我 们 认 篇 过 种 原因 可 由 下 列 

AG MAAR A: C1) 落 革 松 坊 阳 性 树种 ， 庆 应 环境 力 强 ， 可 以 更 广泛 的 在 本 地 区 内 生长 

(2) 本 地 区 内 坡地 的 自然 条件 一 一 特别 是 土壤 水 分 及 肥 分 人 条件 膛 不 能 完全 满足 耐 除 的 

雪 杉 的 生长 发 育 要 求 。 因 此 , 它 的 分 做 只 能 局 限 亦 山 问 沟谷 底部 和 狂 谷 坡 脚 以 上 不 高 的 

地 方 , 这些 地 方 的 土质 和 土壤 水 分 肥 分 和 空中 齐 度 较 大 , 能 够 句 足 它 的 生活 要 求 ; (3) 

由 帮 云 杉 榭 皮 薄 , 沙 革 松 的 树 皮 厚 ,前 者 更 容易 受 火炎 坑害 而 死亡 ,因此 ,长 期 以 来 在 遭 

EA WANK RARER, FEA CDT Ye EHS SSE ERA A=, AL AFH, oe 

I: , LRG AE SEA A EE HG FRA ATH) PY HAE LY, A TAR, MGT HE REKR , AAT 

MABE T , Ti EE SS BiH I, CAST DE RA AE Ir, Td BE AY Hy A het TRS 

松 的 天 然 更 新 , 幼 树 长 得 非常 茂密 。 

因此 雪 杉 在 阿 俩 泰山 的 林带 内 ,只 然 表现 出 明显 的 地 带 性 ,但 由 灵 的 林学 上 的 特 

性 , 它 的 带 幅 很 窗 , 一 般 只 能 限 亦 狭 谷底 和 坡 脚 ,向 上 则 由 大 土壤 人 条件 的 不 足 , DB 

BES AG FES, Th DEAS RASA RESP AEH TY. 在 嘉 杉 的 分 佑 带 内 , 云 杉 和 被 落 革 松 、 

白 梯 和 山 初 代 磷 。 同 梯 地 ,在 落 革 松 分 作 带 的 下 部 〈1700 米 以 下 ) 山 杨 , 也 能 代替 落 药 

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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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 利 亚 闪 杉 或 成 纯 林 或 与 落 革 松 训 交 ， 在 后 一 种 情形 下 ， 林 内 闪 杉 天 然 更 新 极 

好 , 且 成 多 层 轩 和 苍 林 、 林 下 幼 榭 尤 密 ,而 落 革 松 幼 树 则 狠 无 仅 有 ,生长 奢 纵 ,我 们 如 篇 混 

交 林 中 现 有 沙 全 松 大 树 是 很 可 能 在 冷杉 纯 林 彼 火 破 壤 个 的 中 地 上 发 育 起 来 的 。 

(四 ) fi ft a) a fi i 

FEAL SERRE AS oP ERAS HAE LYK LU EAE Fh A Li A, 

LCA ARB RAD Mi TELE DFT AS AL FH BE A STK SRA, BER EBT Bs oP A 

ALARA AS AE Fe IE DEAR HT, BST ROARS BE Id A ES BHD > 过 个 问题 

EBAY eo AIRE KE EH RAG SRD Hi DEAS aS SH HT A EB A A AY) BR il 

i — SE, FER UAL RES PS LZ , MRE AKA ee PR, Be 

PGC ewe, i ACR SE EES A RB a Aa HS 

BALA AY ESA RA TS ABER PE IR, ARR AE A A, TT BREA 

WESAD HK, AK WAGER EA I OPES CREA oP, BIE 

ASB, BEET A A nS YE RES _E TA PEI — FH Fal] HC PK Ba TT EF IY 

TRUS BE. A SC BE BER EIT LB See EG AE RB, 必须 通过 人 工 引 

种 方法 。 

《 素 仁 昌 ” 池 拱 堆 i 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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