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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 凶 介 

自从 1954 年 国家 展开 根治 黄河 水 害 和 开发 黄河 水 利之 后 ,为 了 保证 三 
门 峡 水 库 的 规划 寿命 , 黄河 中 游 的 水 土 保持 工作 ， 在 党 和 政府 领导 之 下 ,全 
民 已 如 排山倒海 之 势 , 雷厉风行 和 大 规模 地 进行 起 来 了 。 但 是 黄河 中 论 由 

于 气候 干 爆 , 地 形 特 殊 , 水 土 流 失 严 重 的 程度 ,大 大 的 影响 了 植被 的 恢复 , 工 
且 和 常常 因为 措施 不 当 ,招致 非 不 可 避 驶 的 失败 。 本 书 镶 写 目的 , 邹 应 西北 各 - 

省 农 \ 林 \ 牧 ,水 利和 水 二 保持 干部 的 需要 , 根据 过 去 调查 植被 的 经 验 , 对 黄 
河中 游 植被 进行 区 划 , 以 反映 种 种 不 同 的 自然 条 件 , 然 后 依照 不 同 地 区 和 不 

同 措施 , 以 选取 不 同 树种 \, 草 种 和 利用 各 别 的 栽培 方法 , 来 安排 造林 和 草地 

建立 的 工作 , 始 能 提高 和 恢复 黄河 中 游 的 天 然 和 人 工 植被 ,以 达到 水 十 保 持 ， 
的 目的 。 书 中 提出 了 黄河 中 游 植被 区 划 的 原则 和 分 区 特征 , 各 种 水 二 保持 
措施 意见 , 各 种 树种 、, 草 种 分 布 的 规律 和 重要 生物 学 特性 , 其 中 还 附 有 依照 
不 同 区 域 , 按 不 同 措施 , 选 色 不 同 树种 、 草 种 一 览 表 ,以 便于 农 \ 林 \ 牧 \ 水 利 
和 水 土 保持 工作 者 并 荐 及 西北 农林 院 校 师 生 们 的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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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中 游 水 二 流失 区 , 除 内 蒙 伊 盟 和 旧 “ 宁 绥 ” 冲 积 平原 外 ,大 
部 居 黄 十 高 原 久 内 ; 西 起 甘 垦 边界 , 东 至 豫 西 和 吕梁 山 蔓 , 南 限 素 “ 
瞧 , 北 渤 明 出山 脉 ,总 面积 狗 二 十 万 平方 式 里 。 地 势 大 和 致 西北 高 而 
东南 低 , 锡 自 400 一 2500 肥 尺 技 海 高 差 , 向 淖 关 及 其 以 下 价 笠 。 河 
流 三 般 比 降 很 大 ,黄土 ( 舍 红 色 土 及 红土 ) 质 地 亦 西 北 较 粗 , 伍 向 东 
南 合 类, 复 盖 厚度 随 各 处 地 形 而 互 有 变异 ,但 一 般 在 200 公 尺 以 下 
( 自 手 由 和 华 家 岭 一 带 最 厚 )。 纯 大 陆 性 气候 ,冬季 干 寒 多 风 , 夏季 
类 热 , 雨 量 集中 (年 雨量 狗 60 一 70 儿 降 于 七 、 八 、 九 三 个 月 份 ) 年 
变 率 和 降雨 强度 (暴雨 占 公 年 雨量 30 色 ;是 降 雨量 有 达 48 毫米 的 

记录 ;西安 最 高 达 136 毫米 ) 均 大 , 且 常 带 起 兴 。 六 级 或 六 级 以 上 风 

”有 持续 20 天 的 可 能 ， 包 头 且 有 时 达 60 天 , 八 级 风 一 般 能 持续 10 

二 20 天 ;, 故 在 风沙 线 ( 见 图 1) 以 北 以 南 造成 极 严重 的 风 创 。 北 及 
西北 两 面 紧 临 伊 盟 和 阿拉 善 大 沙漠 , 虽 有 贺 兰 古 、 邹 出 、 饥 拉 山 和 

。” 夫 青 由 等 山脉 的 屏 队 ， 但 贺兰山 和 郭 山 两 山脉 之 间 有 长 达 100 余 
华 时 指 缺 口 及 其 他 低 山 处 ,风沙 随处 苦 可 向 东南 途 入 。 东 及 东南 
两 面 的 山脉 ,如 秦岭 则 东西 延长 近 1000 余 公 里 , 寅 近 200 余 公 里 ， 
虽 梁 出 借 向 于 东北 西南 ,两 山 之 间 , 亦 构成 一 低 形 缺口, 成 为 夏季 
来 自 东 南 湿 油 空气 的 深入 孔道 。 同 时 本 区 西南 部 紧 临 青海 高 原 边 

二 入 , 由 秦岭 西端 沿 嘉陵 江上 游 向 西北 侵 大 的 温 油 空气 ,影响 局 部 高 

四 发 生 森 宁 ( 渭 河上 游 、 泪 河 及 大 通 河流 域 诸 山 地 )。 此 种 形势 , 照 
一 般 来 倍 , 不 能 不 使 本 区 由 西北 吹 来 盛行 和 强烈 的 大 陆 性 季候 风 ， 
远 盛 于 由 东南 海洋 季候 风 的 影响 ， 每 年 由 于 此 两 种 气候 因素 的 洽 

长 及 其 他 关系 所 引起 本 区 的 植 御 分 布 带 ， 亦 大 和 致 由 西北 而 向 东南 
” 近 于 平行 展 布 。 伊 盟 和 阿拉 善 , 显 为 牢 沙 江 ( 或 称 沙漠 草原 ) 及 沙 
” 淖 区 域 , 在 此 地 带 的 东南 边 称 , 由 山西 的 河曲 起 , 经 陕 北 检 林 区 的 

人 



银河 堡 和 响 水 堡 及 靖 边 而 达 甘 肃 的 同 必 和 景泰 ， 并 且 还 可 延 体 圣 ， 
河西 走廊 近 西 端的 酒泉 , 恰 成 一 纸 线 , 适 可 以 代表 沙漠 二 区 反 涉 向 
东南 侵 大 的 一 线 , 特 名 百 风 沙 线 (参阅 附 图 1)。 此 和 线 以 南 则 进 双 
草原 区 ,两 区 的 植 彼 因 素 , 截然 不 同 (此 处 不 详 论 ),， 所 以 将 来 在 种 
物 栽培 选取 树种 、 草 种 时 和 对 于 培 青 方法 , 当 有 所 区 别 (在 下 列 众 “ 
区 中 话 渡 )。 由 西北 向 东南 方向 进展 , 由 于 经 纬度 和 地 形 关系 所 引 
起 的 气候 土壤 变化 ,最 足以 影响 植物 的 分 布 ,如 区 划 草 原 地 带 与 森 
林 草 原 地 带 , 则 得 一 较 曲 折 的 曲线 。 影响 此 曲 禾 发 生 的 主导 地 理 
因子 ,部 微 偏 东 北西 南方 向 的 吕梁 山 , 大 致 是 东南 西北 方向 的 洛 河 
和 泾 河流 域 庄 分 水 岭 及 微 旦 东南 西北 方向 的 大 盘 出 。 由 于 上 壕 三 
种 地 形 的 高 起 , 虽 足 以 影响 草原 区 和 森林 草原 区 分 界线 的 曲折 ,但 
此 分 界线 大 体 上 仍 与 负 沙 线 近 平行 。 所 谓 黄土 高 原 上 水 十 流 失 最 
严重 的 地 区 , 即 在 此 二 线 之 间 的 丘陵 沟 丈 地 带 中 (1.2.34 区 )。 还 
一 地 带 ,一 方面 限于 自然 条 件 基础 , 另 一 方面 为 近代 新 开明 的 农业 “ 
区 ', 由 于 此 两 种 因素 , 涂 促 使 发 生 严重 的 水 土 流 失 , 将 来 在 此 二 二 
带 进行 水 二 保持 所 采取 的 值 物 栽培 措施 ， 自 有 其 极 关 重要 和 应 特 

- 殊 深 大 研究 的 必要 。 

至 于 森林 草原 区 , 除 山区 (11、14、15 区 ) 包 含有 和 森林 、 栓 林 及 
”草原 , 植 彼 较 好 , 水 土 流失 轻微 外 , 亦 包括 农业 发 达 的 拔 梁 混合 区 

(9、I0 区 ) 及 冲积 平原 和 阶地 混合 区 (12、13 区 )， 但 究 因 地 面 高 莽 

和 河流 比 降 变 低 及 其 他 关系 ;水土 流 失 , 已 显然 减轻 。、 
黄河 中 游 的 自然 环境 条 件 和 人 类 入 会 经 许 活 动 的 因素 ， 记 如 
上 壕 , 花 综合 依据 地 形 、 气候 和 植物 景观 三 种 因素 研究 分 区 ， 再 依 
土壤 水文 、 土 地 利用 及 土壤 侵 创 类 型 研究 植物 栽培 和 培育 上 的 诸 
原则 性 问题 。 总 期 所 分 区 划 吻 合 于 自然 发 展 规律 ,将 来 所 选用 的 
树种 草 种 ,符合 于 自然 发 展 的 条 件 ,更 能 符合 于 农 、 林 、\ 水 利 业务 部 
门 和 农民 的 要 求 ,才能 直接 或 通过 南 验 纳 到 推广 和 实践 中 去 ,发 生 
下列 预 期 的 效果 。 

1. 结合 固 沟 护坡 和 保 报 , 失 植 林 草 ,减低 冲刷 ;提高 生产 ,首先 
达到 解决 农业 区 三 料 (燃料 、 蚀 料 ,肥料 ) 俱 缺 的 间 题 。 

L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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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风 固沙 ,加 强 护 田林 带 林 网 , 减低 风沙 侵 秦 ,保护 农田 牧 
场 ,达到 农业 增产 的 目的 。 
_ “3. 配 合 工程 加 固 ,防止 水 闫 燕 发 , 卉 在 灌区 增强 生物 排水 , 达 
到 充分 利用 水 源 , 减 少 灌区 奏 化 的 目的 。 本 

4. 该 复 森 林 ; 发 展 和 改良 怕 场 ， 拦 洪 蔷 水 ,防止 冲刷 ， 达到 建设 
山区 的 目的 。 

”” 蕉 侠 下 烈 数 节 , 总 论 分 区 问题 ,各 区 树种 草 种 在 栽培 和 培育 上 
与 环境 的 关系 ,然后 再 分 论 引 用 树种 草 种 的 生物 学 特性 , 务 期 达到 
合乎 总 体 规划 ,全面 悦 施 ,依靠 至 众 , 逐步 提高 的 原则 ,才能 获得 水 
士 保持 的 效果 。 

(一 ) 黄河 中 游 植被 区 划 和 植物 栽培 关系 

侠 据 自然 因素 、 生 物 影响 和 历史 发 展 三 方面 的 关系 ,将 黄河 中 
游 划 分 为 两 区 带 , 邹 风沙 草原 带 和 和 森林 草原 带 ; 风沙 草原 带 ,又 分 
为 凡 区 ;森林 草原 区 带 , 双 分 为 七 区 , 共 得 十 亚 区 , 兹 简 述 各 自然 区 

特征 和 植物 栽培 上 的 问题 如 下 : 
甲 . 风沙 草原 带 (网 图 1) 

人 陕 北 登 西区 一 一 此 区 包括 风沙 线 以 南 ; 白 于 山 以 东 , 吕 梁山 
”. 肪 西 及 清油 河和 延 水 分 水 岭 以 北 地 区 (拥有 黄河 晋 陕 间 峡谷 区 北 

部 )。 水 土 流 失 最 为 严重 , 地 势 起 伏 于 海拔 700 一 1500 公 尺 之 凤 。 
地 形 主要 为 丘陵 沟 歼 ? 含 少 数 山 地 及 川 谷 ,黄土 ( 含 和 色 士 及 疆土 ) 
构成 的 梁 纺 地 形 ,成 为 本 区 显著 的 特征 (图 2); 悍 沟 相 连 ， 杖 梁 已 
不 见 或 少见 于 本 区 。 沟 辊 相对 高 差 一 般 狗 为 50 一 200 公 尺 。 地 面 
”坡度 租 成 一 般 以 16 一 30 度 占 大 部 分 ， 5 度 以 下 平缓 地 已 少 , 沟 塞 

黎 度 每 平 太公 里 沟 长 达 二 公里 。 黄河 右岸 西北 高 而 东南 低 , 黄河 

左岸 东北 高 而 西南 低 , 此 呈 局 面 形 向 峡谷 借 儿 , 移 大 部 分 面积 已 星 

为 农田 ， 全 为 栽培 植 破 有 季节 性 的 复 彼 地 面 (图 3, 图 4)。 人 年 平均 

气温 狗 在 5 一 12 “CC 之 间 ， 平 均 最 高 38 "C (2 月 ) ,最 低 圭 下 16 C 

《1 月 )〈 但 检 林 1935 一 40 年 , 一 月 绝对 最 低温 度 达 需 下 26.6 C)， 

因 和 综 度 不 同 及 地 形 高 差 而 略 有 变异 。 年 降雨 量 平均 400 诸 米 (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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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多 年 衣 录 在 270 一 400 毫米 间 , 陕 北 起 石 赛 和 输 德 两 地 多 年 平均 
年 降雨 量 为 427.5 毫米 , 检 林 1934 一 40，1951 一 52 年 平均 年 降雨 

量 为 439.3 毫米 ， 稻 德 1934 一 35,1937 一 38;52 年 耕 均 年 降雨 量 为 

459.9 毫米 ) 可 代表 一 般 。 强 度 很 大 ( 登 西 有 44 毫 米 /1 小 时 的 记载 ， 
但 二 般 试 为 每 年 有 多 次 降雨 能 达 1 毫米 /1 分钟 的 强度 )， 分 布 不 
淘 ( 七 \ 愉 、 九 三 个 月 占 全 年 总 雨量 30 多 以 上 ); 冰冻 时 期 ,长 达 四 ， 
个 多 月 ;七 \ 代 \ 九 三 个 月 多 东南 风 ; 其 余 各 月 多 西北 风 ; 东南 风 多 
1 二 3 级 ;春季 西北 风 最 大 可 到 8 级 ; 土壤 旭 契 天 部 分 已 为 原生 黄 
证 及 为 耕 星 或 冲 塌 积 成 的 砍 生 幼 年 黄土 ， 极 少量 栗 钙 土 堆 星 分 布 
手 沟 谷 阶地 上 ,但 肥沃 性 已 不 大 。 石 灰 性 冲积 土 及 赴 渍 土 , 则 见于 
河流 两 岸 ,成 为 农业 利用 和 产量 较 高 的 土壤 。 主要 农作物 为 小 麦 

 ( 冬 、 春 播 此 有 ) \ 麻 设 、 高 有 梁 和 莽 麦 、 黑豆、 曼 豆 及 洋芋 等 则 占 少 量 ， 
只 于 黄河 峡谷 有 棉花 栽培 。 自 生 植物 除 沟 湿地 有 少数 湿 生 植物 如 
蔚 、 苑 、 菊 三 科 植 物 外 , 散 生 入 坡 和 沟 头 地 边 , 只 有 极 疏 散 和 克 存 的 
少数 种 类 如 黄白 草 、 闭 穗 牛 枝子 、 奏 草 、 瑚 草 、 芒 类 及 少数 灌木 如 
梅 条 、 甜 条 (zxrdracpze cjzzezwy Bge.)、 杠 柳 、 酸 束 、 荆 条 、 构 杞 、 狐 

牙 刺 和 羊 厌 厌 等 。 由 于 上 壕 的 气候 因素 ,再 结合 黄土 性 质 ( 合 黏 粒 
小 ,只 10 一 20 田 ; 含有 机 盾 一 般 为 1 和 ,最 高 亦 不 到 1.5 狗 ; 含 易 

”溶解 的 石灰 质 [碳酸 钙 ] 多 ,改易 造成 冲刷 ,但 渗透 性 中 等 , pPH 值 8 
” 去 右 , 亦 利 于 植物 生长 )、 土 地 利用 和 植 彼 情 况 , 途 造 成 本 区 水 士 
流失 严重 现状 。 今 后 为 了 水 士 保 持 ,所 采用 的 植物 栽培 措施 ,; 有 下 
烈 几 点 值得 注意 : 
树种 草 种 的 选择 ,如 依 水 十 保持 为 前 题 ， 必 须 首先 掌 担 耐 旱 、 

蔽 塞 及 抵抗 水 鲁 风 创 的 种 类 ， 共 且 庆 清 保 斯 固 沟 为 本 区 目前 水 土 
保持 的 重要 目标 。 所 以 平地 少 士 树种 如 检 树 、 柳 树 、 小 叶 杨 (本 地 
称 水 桐 树 )、 中 国 槐 、 臭 棒 和 个 天 杨 (Popzlaus mizgre 工 ，var， ztel1zca 

Dur。 et var。5i7zcea Carr.) 等 ,可 在 全 区 推广 ;河北 杨 ; 杜 梨 ; 加 杏 和 

侧 柏 等 ,由 于 能 抵抗 极度 干旱 和 风 创 ,可 采用 为 擅 顶 和 分 水 岭 高 处 
栽培 树种 ,向 阳 陡 坡 广 植 深 根 樟 条 ， 狐 牙 刺 和 羊 厌 厌 三 种 灌木 , 作 
为 将 来 种 植 侧 柏 林 的 先 外 树 种 ， 在 向 阴 陡 坡 上 引种 虎 棒子 灌木 为 

se 和 局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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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来 营造 检 ( 白 权 ) 、 杨 ( 山 杨 ) 林 的 先锋 树种 ,成 功 的 可 能 性 很 大 。 
至 于 东西 向 破碎 陡坡 ,上 部 可 配合 或 分 别 栽植 河北 禄 和 轴 樟 ,下 部 
栽 刺 槐 小 叶 杨 和 柳树 ;得 由 坡 栽植 必须 与 、 黎 、 获 和 芦 鞋 配 植 的 
柳 谷 坊 配合 , 对 于 水 土 保持 的 作用 始 大 。 臭 椿 和 中 国 槐 , 在 本 区 
北部 发 到 已 慢 ,幼苗 每 年 且 有 冻 梢 ;, 故 在 北部 只 可 选 有 条 件 前 地 孝 
推广 。 刺 槐 和 紫 穗 棉 如 引种 本 区 北部 ,小 苗 梢 部 亦 有 冻 死 的 危险 ， 
但 在 南部 则 毫 无 问题 。 其 他 针叶树 如 自 皮 松 或 油 松 , 可 在 南部 哉 
植 ; 樟 条 、 桑 条 、 酸 刺 、 想 柳 、 杷 柳 、 酸 囊 等 六 种 灌木 , 在 保 儿 固 坡 和 
加 固 工程 方面 ,可 以 大 量 利用 ;果树 如 枣 树 \ 梨 树 及 桃 ̀  李 、 储 时, 区 
殴 等 ,在 河岸 低 处 ,可 以 栽培 ,但 北部 则 条 年 较 差 。 对 胡 攀 、 柿 树 和 
花椒 等 裁 培 ,只 可 在 临 县 ,平凉 : 华 家 擒 一 引 以 南 ; 首 薪 、 草木 犀 百 
脉 根 、 菩 麦草 、 鸡 脚 草 及 光 淮 麦 等 ,在 本 区 南部 , 均 可 栽培 , 但 在 北 
部 邹 受 干旱 及 严 塞 威胁 ; 发 育 不 佳 , 应 选 青 当地 草 种 如 野 首 莲 、 孽 
豆 苗 、 属 乔 鸟 观 草 和 沙 芦 草 等 代替 ; 地 丁 一 种 ,可 为 沙土 改良 炉 肥 
植物 ,可 以 推广 。 

2. 六 盘 可 东区 一 一 本 区 包括 天 盘山 北部 以 东 ， 子 秆 败北 部 区 
西 , 白 于 山 和 苦水 区 以 南 , 庆 阳 和 平凉 以 北 地 区 。 地 势 大 和 致 西北 高 
而 东南 低 , 起 伏 于 海拔 1000 一 1800 公 尺 之 间 。 地 形 仍 以 丘陵 沟 察 

为 主 ,全 部 为 黄土 复 盖 , 梁 弦 委 有 , 沟 区 高 差 不 大 (多 在 50 一 100 尼 
尺 间 ) ,但 沟 多 陡坡 缓坡 相 间 , 荒 地 亦 多 , 土地 利用 形式 , 仍 攻 农 亚 
为 主 ,但 收 业 比重 已 大 。 气候 冬 塞 夏 热 ,气温 日 夜 变 差 很 大 ;村 降 ， 
雨量 平均 在 300 一 400 毫米 之 间 , 分 布 不 均 , 强 度 很 大 ,初夏 且 风 示 

” 奖 。 河 流 比 降 一 般 很 大 ,黄土 沙 性 亦 强 , 所 以 沟 塞 侵 创 , 无 章 沟 岩 
或 坡 面 , 均 相 当 严 重 ; 北部 植物 生长 , 颇 受 风 创 威胁 。 安 作 物 主 要 
为 春 麦 杂 钴 区 ,一 般 似 陕 北 。 天 然 植物 , 受 人 畜 破 坏 影 响 关系 ,种 
类 不 多 ,分 布 零散 ,多 为 耐 干旱 严寒 和 生殖 力 通 强 的 草本 植物 ,每 - 
散 生 于 沟 罕 两岸 和 荡 革 岩 坡 间 ， 其 主要 成 寿 落 的 代表 植物 如 本 攻 
羽 菠 、 铁 查 蓄 及 黄白 草 等 同 于 泾 河中 游 外 ， 于 梁 第 阳 坡 上 时 昂 葡 
蒿 (drtemisie Gira1d2z)、 闭 种 和 黄白 草 竹 落 , 于 阴 坡 时 具有 局 牙 草 

和 本 氏 羽 茅 生 落 , 于 凡 顶 梁 符 ,时 内 有 冷 蒿 震 落 ， 此 外 如 枉 宛 、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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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项 、 牛 枝子 、 茂 茂 草 、 履 能 莲 、 白 蒿 、 莹 草 等 及 多 刺 灌木 如 属 核 术 、 
酸 谈 、 母 猪 刺 、 悬 钩子 、. 枸 杞 等 亦 常 发 现 ; 划 虎 棒子 一 种 时 见 玖 存 于 
沟 岁 的 阴 坡 。 于 马 牙 草 娠 生 之 处 (一 部 分 沟 坡 上 ) ,土壤 发 育 为 良 
好 的 淡 栗 钙 土 ， 共有 精 构 ,但 分 布 最 广 的 仍 以 黄土 及 冲 塌 积 成 的 幼 
年 黄土 为 主 。 

本 区 植 匠 裁 培 条 件 ,_ 般 与 卫 北 晋 西 区 相似 , 依 植物 种 类 较 多 
征地 种 类 (如 虎 楼 子 、 欧 梨 、 悬 钩子 等 ) 的 出 现 , 一 般 沟 坡 上 的 水 
分 条 件 , 略 强 于 陕 北 登 西区 。 除 极 北部 可 栽 一 部 分 苦水 区 植物 (如 

水 束 、 梭 柳 、 宁 夏 构 和 及 苇 荡 草 等 ) 处 ,一般 平地 树种 如 检 树 、 柳 树 、 
而 查 、 中 国 槐 、 河 北 杨 、 山 杨 、 小 叶 杨 、 臭 椿 、 便 柏 、 钻 天 杨 等 ,此 可 用 
久 固 沟 护 坡 , 且 发 育 良 好 。 沟 道明 坡 一 般 可 发 展 虎 棱 子 至 落 ,使 其 
先 有 固 沟 护坡 的 效 办 后 ,再 引种 括 青 成 为 梯 杨 林 。 沟 道 阳 坡 除 栽 
植 抽 椿 ̀  刺 物 、 山 杏 、 辽 东 杰 、 侧 柏 等 村 用 树 外 , 还 可 以 引种 械 树 \ 杜 
促 、 酸 刺 等 经 济 树木 和 哉 植 哉 高 级 针叶树 如 白 皮 松 和 油 松 等 。 在 
陕 北 琵 西 所 选用 的 灌木 及 收 划 种 类 , 则 大 部 分 可 以 在 此 区 引种 ; 沟 
坡 上 种 马 牙 草 、 倒 生 草 、 大 油 艺 等 , 饰 可 护坡 , 双 可 改良 土壤 ,与 豆 
笠 的 牛 枝子 、 草 林 犀 等 混 播 ,在 此 区 很 有 发 展 希 望 。 故 本 区 绎 众 惯 “ 
用 的 轮 芝 制 度 , 可 改 为 草 田 输 作 , 以 提高 农业 生产 , 在 固 沟 护 坡 及 

_ 保 最 中 ,以 发 展 林 牧 为 主 ,同时 提高 农业 产量 。 
3 天 盘山 西区 一 本 区 包括 大盘 山北 部 以 西 ,兴隆 山 以 东 , 泗 

河和 笨 厉 河 分 水 岭 以 南 以 北 , 通 渭 庄 浪 以 北 , 亦 序 所 谓 渭 河和 租 厉 
河上 游 地 区 。 地 势 北 高 南 低 或 南 高 北 低 , 起 伏 于 海拔 1200 一 2000 

肥 尺 之 间 。 地形 主 要 以 寅 油 小 梁 为 代表 ,黄土 深厚 , 梁 多 于 入 , 沟 
梁 间 海拔 高 差 狗 在 100 一 300 公 尺 之 间 不 等 ; 因为 地 势 较 高 , 双 接 

近 于 沙漠 ;, 故 气候 较 六 盘 东 区 ;更 为 干 塞 。 年 降雨 量 亦 介 于 300 一 

400 毫米 之 间 , 分 布 不 均 , 强 度 很 大 ; 至 风 他 严重 ;已 甚 于 大 盘山 东 - 
区 ,在 入 粱 上 所 栽植 的 柳 、 检 、 槐 及 臭 椿 , 其 生长 情形 , 已 显 较 上 壕 
两 区 为 差 。 全 区 面积 大 部 星 为 农田 ,作物 生长 季节 短 (已 多 栽 燕麦 
及 黑 麦 ) ,天 然 植 彼 芷 稀 ; 于 沟 头 崖 坡 ,只 见 有 极为 疏散 分 大 的 菩 草 
(Sibpa iepbrazs)、 本 兵 羽 莎 (Szbpe Bxzgeaza)、 锅 鸡 儿 、 营 草 和 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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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 等 ; 故 水 风 两 创 , 均 显 严重 。 前 述 两 区 的 若干 栽培 植物 ;在 此 区 生 
长 ;已 略 受 限制 。 一 般 条 件 , 南 部 玉 好 ,北部 较 差 ,但 平地 树种 如 杨 
(河北 杨 )、 柳 、 检 、 槐 、 鼻 料 、 刺 槐 、 橄 树 等 ,只 可 于 沟 道 或 河岸 间 栽 
植 。 姊 顶 梁 坡 如 渤 植 柳树 、 沙 现 、 便 柏 、 皂 英 、 由 杏 、 酚 燃 等 ; 必 青 虽 
慢 ,但 仍 可 生长 。 音 蒂 和 草木 犀 在 本 区 北部 ,已 受 限 制 ,得 而 风寒 
及 耐 干旱 种 类 如 葡 草 、 甘 肃 猿 观 草 、 属 穗 匾 观 草 、 沙 芦 草 及 车 苇 草 
等 仍 可 栽培 。 许 多 果树 品种 如 桃 , 李 \ 梨 \ 查 等 ,只 可 在 较 低 地 区 坊 
寺 。 本 

4. 白 于 山区 一 一 本 区 北 至 长 城 沿线 , 南 限 子午 岭 北端 ; 东 至 天 
理 河 源 , 西 沁 陕 甘 边 界 , 亦 序 所 请 陕 北三 边 ( 薄 边 、 定 边 和 安 边 ) 高 
地 。 地 形 公 为 丘陵 沟 侈 ,多 络 状 地 形 (图 5, 图 0)。 海 拔 自 1300 三 
1800 公 尺 , 黄土 深厚 ,有 时 超过 200 公 尺 ;成 为 西北 黄土 最 厚 的 区 
域 。 济 察 密 度 亦 相 洒 大 ,在 第 梁 之 间 , 多 含 寅 沟 天 油 。 十 地 利用 形 
式 ,为 牢 农 趾 笋 。 由 于 气候 冬季 漫长 而 严寒, 早春 解冻 时 期 ;往往 
引起 河岸 陷 场 ,成 为 本 区 水 土 流失 的 一 大 特点 。 此 外 在 雨季 沟 伍 、 
滑 塌 和 陷落 ,异常 严重 ; 油 地 已 破 , 沟 中 聚 泊 , 为 本 区 常见 之 事 。 地 
势 虽 高 ,但 因 逼 近 沙 漠 , 风 创 强 烈 ; 故 公 区 仍 为 草原 区 。 由 于 未 区 
高 地 的 存在 ,对 于 洛 河流 域 的 档 林 地 区 ,起 了 相当 的 屏 隐 作用 。 当 
地 放 荒 中 发 成 的 奏 草 、 披 奏 草 、 属 生态 观 草 、 沙 芦 草 、 黄 自 草 、 牛 枝 
子 、 香 菠 草 等 尾 落 , 些 相 当 茂 三 。 故 河岸 阶地 上 时 见 有 发 育 很 好 的 - 
淡 栗 钙 寺 ,但 一 般 农 地 , 则 公 为 幼年 黄土 。 入 项 梁 坡 旭 多 朴 生 而 二 
旱 及 严寒 的 草 类 如 地 椒 , 白 鞍 \ 无 鞋 委 陵 荣 、 二 裂 叶 委 陵 全 等 ,此 车 
反映 干旱 和 严寒 的 气候 条 件 。 农 作物 则 以 谷子 , 巷 麦 , 菩 才 、 养 麦 及 
洋芋 等 为 主 ; 栽培 树种 只 有 柳树 \ 河 北 杨 、 钻 天 杨 、 小 叶 杨 、 面 检 及 
出 查 等 数 种 。 当 地 人 民利 用 柳树 和 沙 柳 在 护坡 及 沟 油 中 所 植 成 的 “ 
防风 林带 和 林 网 , 对 农田 保护 非常 成 功 , (图 7, 图 8), 他 后 应 大力 ， 
推广 。 - 蔓 坡 等 高 林带 及 草 带 , 对 于 水 土 保持 , 亦 起 相当 作用 ;在 油 
内 筑 坦 留 浜 , 结合 植树 ,加 固 工程 ,成 续 亦 佳 ,均值 得 推广 。 于 蔓 顶 

- 功 坡 留 有 大 面积 坦 荒 地 ,如 利用 多 年 牧草 如 奏 草 、 属 穗 血 观 草 、 自 
草 \ 沙 芦 草 和 午 枝子 等 改 为 输 作 , 不 但 对 水 土 保持 有 利 , 且 可 以 夫 

于 8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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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应 注意 研究 改进 。 含 湾 力 甚大 , 唯 须 精 合 水 圭 
保持 合理 发 展 , 始 有 希望 。 

5。 若水 

( 旧 "“ 宁 夏 " 灵 武 .盐池 、 同 心 三 呈 法 志 海员 本寺: 测 十 表 下 全 
河流 域 部 分 地 区 及 泾 河上 游 环 县 以 北 小 部 地 区 。 地 形 在 分 汪 肉 ( 罗 
由 山脉 ) 以 北 〈 苦 水 河 及 山水 河流 域 ) 主要 为 高 原平 地 间 以 丘陵 出 
地 ;在 分 水 岭 以 南 〈 汉 河 流域 ) 主要 为 梁 扣 丘陵 地 间 以 小 面积 的 拔 
地 和 丘 陵 山 地 ,海拔 自 1500 一 2500 公 尺 。 由 于 年 降雨 量 小 ( 狗 200 
一 300 毫米 ) ,蒸发 特 强 , 风 鲁 严重 ,黄土 微薄 , 山 多 带 乱 卵石 ,已 成 
守 沙 漠 景 象 。 凤 积 及 冲积 沙壤土 中 , 富 含 盐分 ;河水 带 苦 咸 , 缺 水 
的 现象 ,一 般 很 严重 。 土地 利用 ,南部 农 地 多 于 牧场 ,分水岭 以 北 
履 业 重 于 农业 。 北部 树木 极 少 , 以 而 干旱 和 喜 盐 礁 灶 的 获 科 植物 
如 钾 叉 明 牺 、 加 及 明生 、 草 盐 和 角 (Sazzcozzie perpacec) \ 落 粒 \O25ome 

sibiricaz)、 盐 蒿 、 虫 实 . 棉 莲 、 地 肤 等 为 主 ; 磁 松 科 的 磁 松 (Lizzozizr 
azrea et 工 ，2ico1or) ， 获 蒙 科 的 白 茨 等 , 酝 柳 科 的 西柳 、 炸 考 等 , 芭 
香 科 的 履 驼 莲 ; 禾 本 科 的 车 苞 草 , 酬 马 草 〈(Szba imezrizz9)、 忆 甘草 
( 马 牙 头 ); 和 石竹 科 的 拟 冰 姑 (Siergzxlaria ye1iza J. et C. Presl.) 等 ， 

普通 存在 ;他 如 豆 科 的 西藏 锦 鸡 儿 (Caragzma zetica Komar.)、 母 

猪 刺 和 记 尾 科 的 马 戎 等 , 菊 科 的 阿 盖 蒿 (Tazacezzmz er 
等 一 般 耐 礁 抗 旱 植物 ,过 为 习 见 。 

本 区 的 自然 环境 条 件 , 刻 如 此 恶劣 , 故 植物 栽培 ， 无 芥 在 选 种 
“和 栽培 技术 方面 , 均 难 掌握 。 全 在 该 区 见 到 栽培 刺槐 和 臭 椿 失败 

的 例子 , 所 以 对 树种 草 种 的 选择 ,应 特别 注意 耐寒 抗旱 抵抗 葡 列 
反 暴 和 耐 生 盐 渍 士 的 种 类 ;而 宁夏 枸 想 为 本 区 熙 用 径 济 笃 种 ,有 大 
量 推广 的 价值 ,下列 树种 和 草 种 ,值得 提出 考虑 : 

1. 乔木 : 检 树 、 柳 树 \ 沙 京 、 小 叶 杨 、 臭 椿 、 皂 英 、 杏 树 
2. 灌 木 : 树 柳 、 林 条、 宁夏 枸杞 、 麻 黄 、 母 猪 刺 , 山 麻黄 、 甘 草 
3. 草 类 :， 芍 车 草 、 马兰 、 芦 草 、 礁 草 、 营 草 、 马 共 草 
6. 阶 中 区 一 一 本 区 包括 皋 兰 山 以 北 , 饲 鞘 岭 以 南 , 西 至 甘 垦 边 

界 , 东 部 包括 竹 厉 河中 下 游 地 区 。 地 势 西北 高 而 东南 低 , 但 祖 房 河 
和 DO as 



司 

流域 刚 相反 。 海 拔 自 1500 一 2500 公 尺 。 地 形 主要 为 乒 陵 淘 塞 间 
”以 小 面积 高 原 。 风 沟 高 差 自 100 一 200 公 尺 不 等 ;气温 日 夜 较 差 很 
-大 ;雨量 低 而 集中 ;给 度 和 年 变 牵 均 大 。 以 兰州 为 例 , 全 年 最 高 气 

温 38"C (7 月 ), 最 低 雾 下 232C (1 月 ) ,年 平均 温度 仅 10"C 左右 ,年 ， 
平均 降雨 量 333 毫米 (1932 一 1953 年 平均 )， 但 北 至 靖 远 则 年 平 
均 降 雨量 只 238 毫米 (1937 一 1948 年 )。 变 率 之 天 , 励 塌 依 人 。 最 

”小 年 降雨 量 仅 有 210.8 毫米 ,最 大 则 达 452 毫米 ; 年 降雨 日 数 最 少 
时 只 有 42 天 ,最 多 则 达 80 天 区 四 、 五 、 坟 三 个 月 作物 播种 生长 期 
间 ;一般 王 旱 缺 十 ;七 \ 八 ̀  九 三 个 月 降雨 叉 常 达 全 年 总 雨量 的 509 

”一 70 多 。 据 旧 日 记载 , 3 一 10 月 蒸发 量 是 最 大 , 有 的 记录 达 1535.3 
。” 带 米 ,多 年 的 年 平均 蒸发 量 亦 达 1142 毫米 ， 高 出 年 平均 降雨 量 的 

3.8 倍 , 北 及 西北 高 原 上 更 黄 。 因此 土壤 洗 失 作用 较 微 ;所 以 一 般 

语 含 盐 类 ;pH 值 在 .8 以 上 。 农 胜地 多 集中 河流 两 岸 冲 积 平原 或 丘 

. 陵 和 绥 坡 上 ， 梁 第 荡 地 植 彼 疏 稀 , 种 类 无 几 ， 多 耐 于 旱 及 耐 盐 奏 性 土 

”种 类 。 于 时 丘陵 坡 上 最 普 表 而 习 见 的 种 类 如 簿 玫 (Ho1o1acpze som- 
gaxica)、 本 氏 羽 莎 〈Szzpea Bazexzgeazz) 鸡蛋 黄 (Ziz7zozzzizz ctzeCa)、 

落 粒 《92zome si2irica)、 霸王 〈《Zygobppy11zza XaztZoxy1zu72 和 2。 

驴 tUczozlt1212) 、 阿 这 东 (Tempecetwza gxracile)、 草 直角 (Se1zcorzta 

her5acea) 、 牛 枝子 及 闭 穗 等 , 均 呈 极 朴 散 的 分 布 。 极 而 干旱 的 豆 科 
灌木 如 锅 允 儿 (Caragaza Geraxdiaz0) 及 母 猪 刺 (Caxragcazze 力 yg120- 

cz) 等, 均 习 见 于 丘陵 阴 坡 。 部 当 夏 季 ， 丘 陵 坡 上 仍 显 一 片 灰 黄 颜 

色 , 只 有 河流 两 岸 冲积 地 上 , 始 见 散 生 骆驼 菠 (Pegazrzzp 如 armzca1a)、 

项 草 (8Szpa ;zepzzatzy)、 了 阿尔泰 紫苑 (dster altazcx)、 和 白花 诗 苑 

(Listey &1yssoides) \ 西藏 车 前 (Paztago 815eticza) 及 小 时 旋 复 花 ( 秃 

女子 草 ) (ITzzla sa1rolozder) 等 。 

本 区 气候 情况 , 颇 近 苦水 区 , 惟 土 壤 内 一 般 含 盐分 较 轻 。 于 时 

-丘陵 地 上 造林 , 空气 湿度 和 士 井 水 分 , 是 造林 困难 的 决定 性 因素 。 
所 以 一 般 植 树 造林 方法 ,多 难 成 活 。 但 如 用 当地 控 水 平 沟 或 青海 
乐 都 造林 劳模 金 选 奎 创 造 大 坑 造 林 的 万 法 ， 再 逃 择 抗旱 耐 盐 树种 

如 星 共 、 沙 刺 , 杰 多 、 例 柏 、 辆 杏 等 植树 造林 ;成 功 的 希望 仍旧 很 大 。 

过 入 



由 

弦 顶 和 获 基 ( 近 沟 底 ) 土 壤 水 分 条 件 较 好 ， 坡 上 声 差 ， 利 用 秋季 十 
水 , 大 片 造 林 , 肯定 可 以 成 功 。 小 气候 发 生变 化 之 后 , 深 步 疝 盟 坡 
发 展 ， 这 是 兰州 附近 几 十 年 来 造林 的 经 验 ， 值 得 重 向 和 再 深 天 起 ， 
验 。 沙 束 和 梭 柳 可 以 直接 插 条 植树 ;但 山 杏 、 侧 柏 仍 以 青苗 为 佳 。 
因为 直接 播种 ,小苗 期 间 ，, 在 艰苦 环境 中 , 容易 失去 了 再 生长 的 力 
量 。 收 草 种 类 仍 以 抗旱 而 寒 种 类 如 局 穗 薯 观 草 、 沙 芦 草 、 甘肃 舌 观 
草 等 为 主 , 至 于 川 地 植树 种 草 , 那 就 较为 容易 了 。 

7. 伊 盟 区 一 一 本 区 指 内 蒙 旧 伊 克昭 盟 全 区 , 南 界 长 城 沿 线 ; 北 
东西 三 面 线 以 黄河 干流 ,为 间 古 高 原 的 一 部 。 地 势 大 和 致 平坦 ,只 中 
央 偏 北 一 带 , 突 起 为 一 东西 向 高 地 (由 东 胜 至 石 螨 耳 ) ;为 本 区 一 大 
分 水 岭 ;但 其 中 大 部 分 面积 , 则 为 内 陆 河流 域 。 因 为 本 区 远离 海洋 ， 
直线 距离 在 1000 公里 以 上 ,气候 和 干旱， 降雨 特 少 ， 冬 季 刘 长 而 严 

塞 ，; 机 地 沿 拓 ,此 为 过 疾 南 气压 大 所 倍 入 的 下 党 ( 区 可 汪 竹 全 四 9)， 
六 帮 且 因为 一 部 低 平地 

区 (主要 沿 长 城 线 以 
北 呈 东北 西南 方向 )， 
此 有 极为 深厚 的 古代 
冲积 和 沉积 沙 层 为 基 
碍 ， 更 由 于 近代 土地 
利用 上 的 不 沙 ( 小 用 
草原 ) ， 涂 致 就 地 起 

” 沙 ， 与 阿拉 善 大 沙漠 

图 9 缚 边 县 张 家 哮 被 风 吹 使 外 器 的 神权 根系 门 侵 的 双重 影响 下 ， 
( 马 学 会 摄 ) 某 些 相当 大 的 面积 上 上 

形成 了 流动 沙丘 (或 称 明 沙 ; 明 沙 在 本 区 狗 占 总 面积 15 匈 ), 坦 平 
草原 (当地 称 滩 地 或 干 海子 ) 的 面积 逐渐 编 小， 并 且 每 年 风沙 沿 凤 - 
沙 线 向 东南 黄土 高 原 地 区 侵袭 。 沙 丘 一 般 高 3 一 5 公 尺 ,每 年 循 主 
风 疝 向 前 移动 狗 4 一 5 公 尺 ,最 大 年 移 达 33 公 斥 。 目 前 本 区 四 围 ， 

此 有 断 纺 的 流沙 进入 黄河 ,成 为 黄河 流沙 随 水 下 海 的 求 源 , 因 此 黄 
河 下 游 豫 东 的 沙 荡 和 黄河 中 的 含 沙 ， 除 来 自 黄土 高 原 冲 怨 中 的 合 

让/ 村 



沙 牙 ,是 与 西北 的 沙漠 有 这 样 渊源 的 。 黄河 枯水期 由 贺兰山 郎 出 
。 间 缺 日 及 中 卫 沙 坡 头 一 带 的 沙丘 沙漠 , 彼 风 吹 进 黄 河滩 中 , 待 伏 沁 

“ 涨 水 期 冲 创 下 溪 ; 丙 落水 而 停留 两 岸 ， 站 厂 
号 奉 托 克 托 黄河 右岸 的 沙丘 ( 库 不 齐 沙 带 ) ,大 部 分 是 这 样 造成 的 。 

站 二 中 作 可 和 : 吉 和 过 

上 岸 的 沙 粒 所 卉 满 ,但 到 雨季 , 则 又 将 沙 冲 入 黄河 ,年 复 一 年 ,如 此 循 
环 , 据 衣 裁 秦 口 至 龙门 间 ， 黄河 略 沙 量 比重 最 大 , 此 除 黄 土 丘陵 沟 

黎 区 证 刷 严 重 为 主因 外 , 僵 盟 周围 沙 大 黄河 , 亦 为 一 重要 因素 ,此 
点 关系 将 来 伊 盟 固沙 问题 的 研究 , 显 关 重要 。 
未 区 沙丘 沙 粒 以 石英 为 主 ， 普通 达 80 一 90 和 ,直径 以 0.1 一 0.6 

毫米 占 契 大 多 数 。 流动 性 大 ,水 分 养分 极 缺 , 所 以 沙丘 固定 和 防风 ， 
“ 林 的 建造 及 其 他 有 关 植 物 栽 培 的 问题 ,应 再 深 大 研究 , 始 能 提高 技 
未 ,减少 浪费 。 根 据 初 步 观 察 , 沙 丘 固 定 应 渴 沙 漠 区 植物 作为 先 钴 
树种 〈 主 要 灌木 ) 或 草 种 ,对 沙丘 已 起 固定 并 对 沙土 已 起 改良 作用 
之 后 , 再 引种 普通 一 般 平地 耐 旱 耐 沙 树种 ， 才 有 成 功 的 可 能 (大 并 
”无 定 、 清 洞 两 河流 域 查勘 报告 )。 

当地 适 生 沙漠 地 的 优良 植物 如 沙 米 、 沙 蒿 、 沙 芥 、 沙 竹 、 沙 柳 、 
. 饥 黎 、 臭 柏 \ 花 棒 、 樟 条 冬青, 木 获 \ 胡 桐 、 酸 刺 、 沙 束 、. 黑 格 栏 等 , 均 
”为 极 关 重 要 的 沙 地 植物 ,在 防风 固沙 上 ,应 切实 注意 研究 。 此 外 如 
引种 甘 、 青 、 新 族 省 沙 地 植物 如 履 陛 刺 , (41hpagi bserxda1pagi)〈 豆 
科 )、 梭 校 CHe1oxy1om zzz120dezd1o2) 〈( 歼 科 )、 拟 课 〈Ce11zgoztzz 

1p012go5cz1 困 2)( 苑 利 ) 及 霸王 (ZygoppyLlzezz xdaz2 友 ozxy1lzezzz ) ( 获 蔡 科 ) 

等 , 作 固沙 利用 ,很 有 必要 。 至 个 固 定 和 固定 沙 在 上 植 彼 的 保护 和 
合理 利用 (应 粗 对 禁止 小 笋 ) , 亦 应 充分 注意 。 

8. 河套 区 一 一 本 区 含 银 川 平原 、 内 蒙 后 套 及 民生 并 一 带 三 大 
原 ,主要 由 黄河 多 年 冲积 而 成 。 下 均 海 拔 狗 1000 公 尺 ,地 面 平 
组 ,小 有 起 伏 。 局 部 含有 流动 沙丘 ,最 高 亦 有 达 20 公 尺 者 ,每 年 循 
主 凤 向 向 前 移动 狗 ? 公 尺 。 气 候 冬季 严寒 ,夏季 酷热 ,气温 日 夜 变 
差 很 大 ; 霜 期 很 长 ; 由 春 到 夏 ; 西 及 西北 风 为 主 , 风力 最 大 可 达 九 
航 ; 故 风 创 极为 严重 。 一 般 平 均 年 降雨 量 移 250 毫米 ,分 布 不 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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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八 \ 九 、 三 个 月 降雨 量 , 常 达 全 年 总 雨量 的 509: 一 70 区 ; 年 落 发 

量 常 为 年 降雨 量 的 6 一 7 倍 。 地 下 水 浅 ; 石 浆 性 冲积 土 中 ， 一 般 盐 
奏 性 重 。 农 业 发 展 ; 非 借 灌 浙 不 可 。 生长 季节 短 , 作 物 一 年 一 元 。- 
属 春 麦 杂 詹 区 ,建立 防护 林带 林 网 ,以 保护 农田 收场 ,再 发 展 水 利 
灌 订 和 注意 排水 ,本 区 生产 ,可 以 适当 提高 。 兹 分 述 如 下 : 

8a. 银川 平原 亚 区 : 此 区 包括 帮 兰 由 以 东 旧 "条 夏 "平原 南 至 
宁 、 卫 , 北 至 厂 口 , 西 至 贺兰山 蔚 , 东 过 河 东 伊 盟 边 界 ; 地 势 南 高 北 
低 , 海 拔高 狗 1100 公 尺 。 气候 以 银川 为 例 ; 气温 最 高 99.3"C, 有 
时 可 达 48.5"C (7 月 ), 最 低 为 零下 24.7"C (1 月 )， 年 平均 为 9 "C， 

日 夜 变化 很 大 。 最 天 年 降雨 量 为 247 避 米 (1951 一 53 年 到 录 ) ,最 
小 年 降雨 量 为 198 训 米 ,年 平均 降雨 量 为 217 毫米 。 七 、 从 思 ̀ 三 

个 月 总 降雨 量 常 达 年 降雨 量 的 60 多 一 70 多 ,人 芽 且 强度 很 天。 夏秋 
日 燕 发 量 有 18.9 毫米 的 记录 ,年 蒸发 量 自 1600 一 1870 毫米 ; 相对 
湿度 平均 狗 60 匈 ; 侍 年 平均 无 霜 期 160 一 180 天 ;4 一 5 月 间 大 风 一 

” 般 常 达 7 级 ,有 时 至 8 一 9 级 ,以 西北 风 为 最 多 。 灌区 土 事主 要 为 、 
盐 礁 士 ,春季 翻 奏 的 时 候 , 地 面 以 上 ; 雪白 一 片 ( 银 川 得 名 ,由 此 而 
来 )。: 其 次 始 为 常年 水 称 土 及 有 机 质 湿 土 。 一 般 土 壤 pH 值 锡 在 
7.2 一 8.8 之 间 。 表 十 含 盐 量 一 般 0.1 一 0.5 匈 , 石灰 含量 5 一 10% ， 

最 高 有 时 达 35 儿 ,于 山地 山 蓄 及 沙丘 低 处 ,分 布 有 少量 的 权 钙 士 、 
淡 栗 钙 士 、 灰 涝 钙 土 及 漠 钙 士 。 农作物 以 糜 谷 为 主 ( 占 危 地 面 积 
34 狗 ) ,其 砍 为 春小麦 ( 占 28 匈 ) 及 水 稻 ( 占 16 多 ) , 其 余 始 为 豆 、 墓 
及 油料 作物 等 。 今后 为 了 配合 工业 发 展 , 农 田中 的 水 稻 为 本 区 上 发 

′ 展 重心 。 许 多 植物 栽培 措施 , 同 于 后 套 和 民生 渠 平 原 ( 套 考 下 条 
86. 后 套 平原 亚 区 :此 区 包括 郎 山 以 南 后 套 全 区 及 饲 拉 古 东南 
民生 洪 灌 区 一 带 。 地 势 平 坦 , 西 高 东 低 ,一 般 排 水 不 良 , 士 带 雁 性 ， 
砂 性 。 每 当 雨 水 缺乏 ,蒸发 强烈 时 , 则 地 面 上 结 成 盐 皮 或 盐 霜 。 告 
平均 气温 有 5 一 7"C 记录 , 呼和浩特 气温 有 达 才 下 36.2 CC (1930 

年 工 月 ) 的 记录 ; 狠 对 无 霜 期 在 呼和浩特 为 124 天 ,在 萨 拉 齐 为 114 
天 ,平均 为 144 天 。 年 降雨 量 平均 250 一 450 毫米 ,呼和浩特 为 415 
毫米 , 萨 拉 齐 为 325 毫米 ;多 集中 于 六 ,七 \ 八 三 个 月 。 最 强风 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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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滩 坊 培 ， 沙 谈 一 种 对 
于 干旱 气候 和 风沙 仇 

入 他 -5 月 间 。 

“根据 气候 条 件 , 本 区 为 了 发 展 工业 , 相应 的 发 展 农业 , 春 麦 和 

甜菜 增产 为 中 心 任务 。' 所 以 本 区 最 重要 的 植物 栽培 问题 , 首 为 防 
风 固 沙 ,建立 护 田林 带 林 网 , 千 合 水 利 工程 ,发 展 灌 叫 ,同时 加 强生 
物 排 水 ,这 些 均 是 重要 措施 的 项 目 。 当 地 乡土 树 种 如 柳岩 、 小 叶 杨 、 
检 峙 \ 胡 桐 等 ,对 环境 适应 性 很 大 ， 到 处 可 以 采用 坊 堵 (图 10)。 外 
天 杨 和 外 天 柳 ( 图 11) see 
两 种 作 渠 道生 物 提 水 开 \N ，， 
硅 种 ,非常 有 效 。 胡 ，、 
桐 特 别 适应 于 沙漠 奏 让 汪 

效 的 抵抗 力量 特大 。 
河北 杨 和 青 杨 两 种 ，| 
可 引入 此 区 栽培 。 至 
于 耐 盐 礁 和 抗 风 沙 的 “图 10 内 豪 后 套 陕 堆 市 沙 东 中 所 造成 的 梳 树 林 ( 冬 态 ) 

收 革 如 节 茂 草 芦 草 , 敬 草 . 香 苦 草 , 穆 子 、 落 子 、 称 子 和 苏丹 草 等 ,区 

有 发 展 的 余地。 至 于 大 青山 \ 遍 拉 山 、 郎 目 \ 贺 兰 同等 出 地 造林 工 、 
作 ; 可 与 磋 口 至 西山 嘴 间 与 沙 坡 头 一 带 整个 的 防 沙 林带 ,和 统一 调查 
屋 计 。 前 在 伊 盟 区 所 壕 的 许多 沙 地 植物 ,此 可 在 此 区 栽培 。 在 本 

8 区 风沙 地 区 民营 的 片 

状 检 树 林 受 柳树 林 ， 
非常 成 功 ， 但 因 过 于 
密植 ， 树 大 后 只 林 周 

| 树林 发育 旺盛 ， 林 心 
| 树木 喜 败 ， 此 显 受 日 
光 和 地 下 水 分 养分 不 
是 所 限 ， 此 点 将 来 在 、 

2 六 拓 - 营 片 状 林 时 ， 隔 数 行 
图 11 内蒙 后 套 陕 坦 市 深 道 上 所 栽培 的 外 天 覆 “” 间 留 一 宽 行 可 以 补救 

人 



林 心 发 育 不 良 的 缺点 。 烙 合 互助 合作 , 以 林 保 农 保 以 ， 本 区 所 含 生 
产 湾 力 甚 大 。 

乙 。 琳 林 草 原 区 带 

She 次 区 包括 此生 全 机 证 二 全 子午 岭南 部 以 
西 、 西 崇 锁 以 南 、 关 中 北山 西部 和 以 北 地 区 。 地 势 西北 高 而 东南 ， 
低 ;, 起 伏 于 海拔 800 一 1500 公 尺 之 间 。 关中 北山 实际 微 高 于 本 区 
西北 部 的 高 原 (1400 一 1500 有 公 尺 间 ) 泾 河 由 高 原 割 切 而 下 , 禾 越 关 
中 北山 及 关中 拔 地 以 前 , 比 降 变 低 ,支流 改 向 ,此 点 与 震 地 的 保存 ， 
颇 有 关系 ( 洛 河流 域 的 洛 川 拔 保 存 至 今 ,道理 亦 同 )。 地 形 主要 为 
高 原 沟 塞 , 艾 余 高 原 中 间 灸 者 干 的 沟 岩 (如 董 志 振 、 早 胜 振 及 长 武 、 
需 等 )。 沟 歼 密度 显 较 陕 北 全 西区 为 小 ,大 狗 每 平方 公里 面积 , 汐 

长 达 2 公里 。 河 流 两 岸 ; 支 沟 锥 横 ; 介 向 高 原 , 剧 烈 的 溯源 侵 健 ; 正 - 

在 进行 。 地 谷 交错 ,高 差 一 般 在 100 肥 尺 左右 。 报 面 平坦 ;坡度 二 
般 在 1 一 5 度 间 , 沟 壁 坡度 一 般 在 25 一 50 度 间 。 故 保 拔 固 沟 每 及 
护坡 ,成 为 本 区 水 土 保 持 的 中 心 工作 。 和 

根据 本 区 北部 西 守 锁 的 记载 , 气温 最 高 最 低 , 较 差 很 大 ,蒸发 
量 亦 强 。 1937 一 51 年 间 最 大 年 降雨 量 为 739.4 毫米 , 最 小 为 248 
毫米 ,平均 年 降雨 量 为 541.5 豪 米 。 分 布 不 均 ( 七 ̀ . 八 ̀ 思 三 个 月 中 

总 降雨 量 , 常 超过 双 年 总 降雨 量 的 50 多 以 上 ) , 降雨 强度 很 大 。 大 
口 密集 ;农业 发 达 。 由 于 本 区 自然 和 人 为 两 种 因素 的 影响 ,历史 上 
售 经 繁 药 一 时 ， 途 造成 目前 本 区 水 土 流失 情况 ， 与 前 述 的 陕 北 登 
西 \ 六 盘 出 东 \、 六 盘 加 西 三 区 , 虽 稍 有 区 别 ， 但 仍 应 同 烈 一 和 级 。 

本 区 保 报 工作 中 的 田间 工程 如 耕地 中 的 等 高 沟 十 、 水 繁 和 搞 
塘 及 地 边 十 等 ,因为 占 地 及 岁 守 岁 修 关系 , 必须 结合 植物 栽培 ; 达 
到 增加 生产 ,加 固 工程 的 双重 目的 。 采用 首 蒂 、 黄 花 、 想 柳 、 桑 条 、 
荆 条 \ 和 白蜡 条 等 为 材料 , 肇 不 妨害 农 作 , 生 产 效 力 亦 高 。 为 防 焉 沟 
边 塌陷 ,应 用 乔 ̀ 治 , 草 三 类 植物 配合 ,采取 高 林 或 禾 林 经 营 , 须 秽 其 
具体 环境 条 件 及 二 众 要 求 ,研究 设计 ,不 可 拘泥 一 成 不 变 。 许 多 树 
种 (如 柳树 、 小 时 杨 , 河 北 杨 、 山 杨 、 青 杨 、 侧 柏 \ 白 蜡 树 、 自 椿 ̀  概 树 、 
刺槐 .中国 槐 ,松树 桑树 及 各 种 果树 如 桃 、 李 、 梨 \、 杏 、 束 等 ) 灌木 

。 16 。 



《如 村 条、 樟 条 、 草 条 . 杷 情 、 想 柳 、 柴 穗 槐 、 女 冠 果 、 山 皂 英 、 胡 枝子 、 
” 杭 子 梢 、 虎 棱 子 等 ) 和 草本 (如 攻 薪 、 草 木犀 、 身 观 草 、 马 牙 草 、 菩 茂 
”人 草 、 礁 草 、 玖 章光 淮 麦 、 披 奏 草 、 风 脚 草 \ 芦 章 等 ) 等 , 嵌 可 选用 。 至 
和 于 沟 坡 的 保护 , 亦 应 研究 逃 用 密 彼 灌木 , 如 于 阴 坡 选 虎 桂子 , 于 阳 
坡 选 狐 牙 刺 、 樟 条 或 羊 厌 厌 等 先行 掩护 坡 面 ,然后 再 于 灌 从 中 再 起 

乔木 林 ( 如 刺槐 林 、 臭 棒 林 、 杨 树林 、 便 柏林 或 混合 林 等 ; 双 叶 树种 

- 和 妇 油 松 、 自 皮 松 、 便 柏 、 检 柏 等 ,在 本 区 栽培 条 件 亦 好 ) , 则 对 于 水 十 
 ， 保持 的 作用 始 著 。 因为 本 区 的 水 倪 严 重 , 故 护坡 造林 应 与 建立 浏 
草场 , 柳 谷 坊 和 留 浴 土 圳 等 工程 至 盘 考 虑 。 工程 附近 如 地 下 水 较 

. 汛 , 则 植 杨柳 或 酸 刺 等 耐水 湿 种 类 , 坡 上 则 按 坡 向 坡度 土壤 及 水 
_ 分 等 具体 条 件 来 选择 树种 或 草 种 。 

10. 渭河 上 游 区 一 一 本 区 包括 六 盘山 南部 以 西 、 小 卫 山 以 北 、 
通 滑 壬 浪 以 南 、 涨 河 岷 县 和 大 夏河 临夏 以 下 地 区 。 地 形 主要 是 黄 
士 丘陵 和 由 区 。 海 拔 自 1000 一 1800 公 尺 , 沟 岁 稚 横 , 山 多 成 梁 。 因 
为 潜 蔬 坡度 较 和 级, 一般 可 修 梯 田 ( 如 天 水 .武山 ); 了 作 区 田 耕 作 方 
法 ,在 本 区 ( 通 滑 、 武 山 ) 对 水 土 保持 发 生 良 好 的 作用 。 同 时 因 炉 度 
偏 低 及 地 形 关 系 ， 气 温和 雨量 较 高 ， 据 天 水 梁 家 坪 九 年 来 气象 记 
载 , 年 降雨 量 在 451.1 一 675.5 毫米 间 , 多 年 平均 降雨 量 为 583.7 训 

米 ; 七 ̀ . 八 \ 克 三 个 月 总 雨量 占 全 年 总 降雨 量 的 52.2% 。 八 月 份 雨量 

最 多 ;平均 为 105 毫米 ， 最 大 强度 有 1.8 毫米 /1 分 钟 的 记录 (1950 
年 8 月 )( 持 绪 10 分 钟 )。 五 、 六 、 七 、 八 月 份 的 逐 流 量 占 全 年 的 
99%; 神 刷 量 占 95.3 匈 ,故此 四 个 月 份 中 植 秆 的 增强 ,对 水 土 流失 

超 决定 性 的 作用 。 植 物 彼 复 一 般 较 上 述 各 区 为 强 ; 但 因 人 口 密集 ， 
农 地 利用 颇 广 ;, 故 冲刷 多 在 山腰 山脚 , 加 上 沟 冲 岸 声 , 一 般 水 士 流 

” 失 仍 极 严重 。 忆 
照 温度 和 雨量 来 说 ,本 区 植物 栽培 条 件 较 好 。 自 生 树 木 草 种 ， 

种 类 亦 多 ;于 山坡 山脚 ,可 以 发 展 的 果树 有 胡桃 、 柿 树 、 黑 丽 、 板 栗 、 
棕 了 巴山 植 ` 石榴 及 桃 、 李 、 梨 \ 可 等。 经济 树木 有 杜仲 、 栓 皮 样 及 潜 
树 等 。 在 河流 两 岸 冲积 阶地 上 , 可 以 种 花椒 、 石 榴 、 胡 桃 及 较 大 规 
模 的 发 展 储 果梨 树 和 囊 树 等 。 平 地 树种 如 检 树 ,柳树 、 自 椿 、 毛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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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 河北 杨 、 银 白 杨 、 便 柏 、 刺 槐 .中 国 槐 等 在 本 区 生长 和 发 青 均 快 。 
和 结合 互助 合作 , 传授 天 众 自己 青苗 ,对 于 将 来 推广 ,收效 更 天。 音 
蒂 和 草木 犀 栽培 ,在 用 众 中 间 , 已 引起 注意 ,今后 应 大 力 青 种 ,予以 
推广 便利 。 和 纯 粹 的 保 土 植物 如 酸 刺 、 葛 茧 、 胡 枝子 等 ;在 本 区 有 栽 
培 条 件 , 应 该 大 量 发 展 。 草 木犀 推广 ;已 有 基础 ,应 研究 利用 方法 ， 

”所 恋 扩充 。 

 ” 拉 , 洛 河中 涂 区 一 一 本 区 包括 子午 岭 以 东 、\ 关 中 北山 东部 及 其 
久 北 黄河 峡谷 南 段 以 西 、 星 龙 山 以 南 地 区 。 海 拔 自 800 一 1800 公 

. 尺 ;, 地 势 西北 高 而 东南 低 。 地 形 主要 为 黄土 丘陵 , 间 以 少量 石 盾 而 
岭 , 因 地 形 一 般 高 于 黄土 高 原 200 一 300 公 尺 , 东南 面向 泪 关 一 带 
低地 缺口 ;西北 叉 有 和 白 于 山高 地 屏 隐 ,所 以 本 区 成 为 黄土 高 原 中 唯 
一 的 梢 林 区 。 地 形 一 般 梁 多 于 入 , 报 地 只 洛 川 一 带 , 沟 歼 与 梁 奉 相 

对 高 差 200 一 300 公 尺 。 和 气候 在 梢 林 区 以 外 ,比较 干旱 , 梢 林 区 内 ， 

雨量 及 相对 湿度 此 大 。 多 年 平均 气温 在 延安 为 9.5"C，7 月 最 高 

可 达 23.2 "C (有 30。C 寻 录 )，1L 月 最 低 为 雳 下 6.2"C (有 雾 下 
13?C 记录 )， 年 较 差 为 29.4“C, 相对 湿度 为 65.3% (1953 年 )， 可 

代表 梢 林 区 外 一 般 情况 。- 梢 林 区 内 因 无 记载 ,但 最 高 最 低 及 年 较 
差 数字 均 小 , 可 无 疑 半 。 至 于 年 平均 降雨 量 在 延安 为 500 毫米 左 
右 , 梢 林 区 内 及 南部 地 区 则 较 大 。 地 形 引起 的 气候 变异 , 非常 显 
著 。 一 般 气 温和 土 温 , 南 向 坡 大 于 沟 底 , 沟 底 大 于 梁 和 谷 , 梁 奉天 于 
北向 坡 。 相 对 湿度 北向 坡 大 于 沟 底 , 沟 底 大 于 南 向 坡 ; 南 向 坡 大 于 

。” 深 符 。 植 物 最 足以 反映 气候 , 梢 林 区 北部 , 油 松 、 樟 木 和 辽东 橡 林 ， 
多 分 布 于 北向 坡 , 且 沟 坡 下 部 较 害 于 上 部 , 干旱 的 阳 坡 , 则 多 分 布 
有 侧 柏 及 其 他 关 叶 混交 林 。 梢 林 区 以 外 ,土壤 一 般 多 为 黄土 及 耕 
星 过 或 经 声 积 而 成 的 砍 生 黄土 ， 河 流 两 岸 多 冲积 土 和 少量 紫色 勒 
年 主 。 梢 林 区 以 内 主要 分 布 有 大 量 的 森林 票 钙 土 。 

梢 林 在 本 区 分 布 相 当 广 , 由 于 海拔 较 低 ,主要 为 低 带 的 落叶 间 
叶 树 混交 林 一 一 松 检 林 型 。 油 松 自生 林 只 南部 黄龙 山 及 宜 君 珊 栏 、 
篇 庄 一 带 有 羽 存 林 , 其 余 大 部 面积 些 以 辽东 橡 为 主 而 刘 生 有 四 樟 、 
白 样 、 便 柏 和 20 佘 种 灌木 的 混交 林 ( 图 12), 梢 林 区 内 ;水 土 流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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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停止 。 
人 

全 林 生 基 天 网 国 5 关中 类 二 才 /大衣 
- 积 的 高 草草 原 ， 种 类 巧 eSEEeoggm et 

繁多 (如 黄 营 草 ̀  马 牙 区 芝 冤 池 
草 、 大 油 芭 及 各 种 营区 
“类 ， 均 常 成 大 面积 的 
单纯 或 记 生 琴 落 ), 发 “二 办 
青 优良 ， 千 合 沟 道 两 :san 基 。 

旁 温 重 落 ， 对 于 畜 妾 小 
机 
很 大 的 潘 力 。 本 区 东 改 2 

”上 监 亚 西 , 西 鉴 随 东 ; 成 ” SN 12” 牙 北 延安 南 泥 洲 九龙 朱 汐 中 的 上 
为 两 大 水 土 流失 严重 杨 、. 辽 东 检 林 (森林 草原 地 带 ) 

地 区 中 间 的 唯一 林 区 ， 故 其 间 树 种 草 种 应 深入 研究 ， 作 将 来 向 陕 
北 \ 晋 西 和 了 东 推广 的 根据 。 

_ 12. 泗 汾 谷地 区 一 本 区 包括 关中 囊 原 和 汾 河谷 地 两 亚 区 。 河 
流 两 岸 谷地 及 阶地 ,一 般 坡度 不 大 ; 适 于 灌 浙 ; 较 高 阶地 , 亦 因 雨 量 、 

” 静 大 , 产量 亦 高 , 为 华北 和 西北 有 名 产 危 地 区 (关中 为 著名 冬小麦 

产 区 )。 汾 河流 域 地 势 略 高 ,低地 产 棉 , 高 地 产 杂 送 , 均 能 自 欠 卉 出 

日 一 部 。 气 候 温 星 , 冬 不 太 痊 , 夏 不 太 热 ;水 刍 稍 重 , 风 侵 则 差 。 农 

业 发 达 , 人 口 窗 度 很 大 。 葡 分 述 如 下 : 
芭 2a. 渭河 谷地 亚 区 :此 区 即 历 史上 所 请 关 中 平原 。 西 起 宝鸡 ， 

`” 东 至 秆 关 , 南 限 素 岭 , 北 界 北山 ， 大 致 起 伏 于 海拔 400 一 1000 公 尺 

之 间 。 西部 窄 、 东 部 较 宽 ; 略 成 一 不 规划 的 三 角形 地 带 。 深 洛 两 

河 , 此 穿越 北山 ,经过 本 区 , 先 注 于 渭 , 再 汇 大 黄河。 川 地 一 般 海拔 
400 一 500 公 尺 ,多 石灰 性 冲积 土 , 为 肥沃 农耕 地 。 两 岸 阶 地 ,可 分 

两 级 ,最 高 一 级 , 狗 高 出 河面 40 一 50 公 尺 , 一 般 坡度 3 一 10 度 , 主 

产 冬 小 麦 有 名 。 雨量 虽 高 (西安 多 年 玲 均 降雨 量 550 毫米 ) ,但 以 

地 势 平 坦 , 地 面 侵 鲁 不 大 。 全 区 农业 发 达 , 人 口 密 集 , 自 生 植 物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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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只 于 沟 头 崖 坡 及 河岸 两 侧记 滥 地 中 , 寻 有 残存 的 自生 植物 如 汰 
过. 礁 草 .本 氏 玖 茅 、 牛 枝 予 .补血 草 ̀ 秃 郊 花 、 莹 草 、 称 毛 勺 观 草 、 东 
草 及 飞 蒜 草 等 和 车 于 田 问 杂 草 。 栽 培 的 树木 ,以 杨 ( 毛 自 杨 )、 柳 及 
椿 ( 臭 椿 )`\ 检 、 攀 、 槐 (中 国 棉 ) 为 主 。 其 余 如 苦 栋 、 刺 槐 、 泡 桐 ̀ 橄 ， 
树 、 便 柏 、 银 杏 、 梧 桐 \ 白 蜡 . 七 叶 树 、 械 树 \ 白 皮 松 和 法 国 梧桐 等 , 亦 
时 见 栽培 。 早 春晚 霜 ; 有 时 对 发芽 较 早 的 臭 椿 、 七 叶 树 和 洋 槐 等 偶 
有 摧 伤 ;其余 均 无 大 害 。 果 树 发 展 ,很 有 前 途 。 

126. 汾 河谷 地 亚 区 :所 刘 汾 河谷 地 ,包含 太原 盆地 及 汾 河 下 游 
谷地 (或 称 晋 南平 原 ), 呈 狭 长 条 形 , 方向 略 与 吕梁 山脉 平行 ; 地 势 
高 低 近 于 关中 平原 。 因为 河流 比 降 较 小 , 故 两 岸 冲积 阶地 多 地 下 
水 小 , 有 灌 疡 之 利 , 但 因 旧 日 渠道 排水 不 良 , 翻 奏 情 况 , 已 逐 淹 发 ， 
生 。 气 候 雨量 亦 近 于 关中 , 惟 农 作为 小 麦 杂 短 (小 麦 、 高 滩 、 谷 子 、 
玉米 为 主 ) ,解放 以 后 ,棉田 面积 已 有 增加 5′ 只 有 丘陵 山地 灌 从 政 
生 , 乃 受 干旱 环境 和 人 为 破坏 所 限 。 上 游 黄土 地 区 ( 静 乐 附近 ); 水 
土 流失 较为 严重 。 栽培 树木 , 略 似 关 中 , 众 于 太原 见 栽培 加拿大 
杨 , 生 长 消 好 。 为 了 加 强 水 土 保持 ,改变 自然 条 件 , 山 坡 造林 种 草 
和 扩充 果园 大 有 发 展 前 途 。 其 造林 方法 和 原则 略 同 于 华北 舟 山 地 

_ 区。 因为 气候 于 旱 , 土 壤 谊 薄 , 春 旱 秋 涛 ,比较 严重 , 故 成 活 这 问题 ， 
须 由 改进 栽培 方法 , 智 合 互助 合作 ,加 强 保 护 和 大手。 果树 如 胡 酌 
于 树 、 柿 树 、 梨 树 、 鞋 果 、 葡 葡 等 ,此 可 于 此 区 栽培 。 斜 叶 树 如 油 松 、 
白 皮 松 和 侧 柏 等 在 此 区 推广 , 亦 无 问题 。 华 由 松 在 中 条 山 一 带 ; 亦 
可 栽培 。 由 人 
”13. 伊 洛 及 沁 河 区 一 一 本 区 包括 豫 西 、 晋 南 各 一 部 , 两 河 太 口 、 
( 流 太 黄 河 ) 居 三 门 峡 以 下 ,上 游 流 经 山区 ,中 下 游 昔 穿 越 一 部 黄土 
丘陵 ,海拔 一 般 400 一 1000 公 尺 。 地 面 虽 为 沟谷 切割 ,但 已 远 不 及 
陕 北 和 随 东 破碎 。 暴雨 时 期 ;河岸 冲 志 , 较 为 严重 ,其 他 略 似 滑 汾 
谷地 区 。 天 然 和 人 工 植 彼 多 灌 从 杂 草 ;, 公 似 渭 汾 谷地 区 。 家 地 则 
占 一 部 冲积 和 原 和 一 部 黄土 丘 陵 。 水 土 流失 情形 及 植树 种 草 条 
件 ;, 亦 与 渭 汾 谷地 区 相似 。 区 分 述 之 : 人 

13 a. 伊 治 河流 域 亚 区 : 伊 河 发 源 于 伏 牛 山 卢 兵 县 的 万 沟 岭 ， 
SS 



技 海 记 00 祭 公 斥 ， 流 大 南 洛 河 , 长 网 250 公里 。 洛 河 发 源 于 陕西 ， 
华山 ;, 拔 海 2000 到 尺 , 长 狗 400 公里 , 至 巩 县 注入 黄河 ;两 河流 域 

面积 共 狗 1900 平 方 公里 。 大 部 流 经 上 复 黄土 的 山地 ,只 中 下 游 两 
岸 有 较 厚 的 黄土 丘陵 。 气候 以 洛阳 为 例 , 一 月 平均 气温 1"C, 七 

“月 28.8"C， 年 和 均 15.1"C (1952 一 53 年 记录 )，, 至 于 年 平均 雨量 - 

则 为 475.7 毫米 。 山 区 河 冲 严 重 , 中 下 游 因 农 地 ,多 在 黄 士 丘陵 地 
区 , 故 多 坡 面 和 河岸 冲刷 。 山 地 植树 种 草 ; 较 有 条 件 , 发 展 栓 皮 橡 、 
漆 树 、 板 栗 , 很 有 前 途 。 丘陵 地 区 应 结合 改良 耕作 方法 或 制度 , 改 
善人 工 植被 , 始 易 奏效 。 栽培 树种 草 种 ; 除 同 于 渭 汾 谷地 区 外 , 白 
蜡 树 、 苦 标 和 泡桐 为 本 区 最 适宜 生长 且 发 育 较 快 的 树种 , 可 大 量 推 
广 。 果 树 园 艺 (胡桃 、, 板 村 、 柿 树 ) , 亦 颇 有 发 展 前 途 。 

13 6. 沁 河 流域 亚 区 : 沁 河 发 源 于 山西 沁 源 县 河 底 村 ( 绵 山 由 
脉 南 太 )， 技 海狗 1600 公 尺 。 流 贯 太行 山脉 至 五 龙口 流 大 平原 。 

”有 仅 长 狗 380 公里 ;, 坡 陡 溜 急 ;流速 很 大 。 河 流 两 岸 有 小 面积 黄土 丘 
” 陵 , 和 但 多 冲积 物 。 因 为 河 短 山 高 ,河水 比 降 较 大 ;, 故 河岸 冲 声 严 重 ， 
此 当 列 为 本 区 水 土 保 持 一 重要 目标 。 其 余 则 全 似 伊 治 河流 域 。 值 
得 注意 的 重要 村 种 如 白 皮 松 、 油 松 、 华 山 松 、 青 国 、 板 栗 、 麻 栗 、 杜 
什 、 苦 标 和 潜 树 等 。 著 名 的 笋 划 如 阁 蒂 、 草 木犀 、 鸡 脚 草 、 镶 冠 草 等 
和 保 士 植物 如 葛 芯 、 胡 枝 子 等 ， 在 本 区 均 有 裁 增 和 发 展 条 件 。 

14. 大盘 山 
西北 方向 。 最 高 举 质 海 移 3200 公 尺 ,是 泾 河 、 渭河 年 水 河 ( 色 清 

”水 河 ) 指 分 水 岭 。 北 起 固原 , 南 至 卫 县 ,北部 东 延 分 支 称 云雾 山西 
延 分 支 称 届 吴 山 ， 南 部 称 隐 出 或 关山 ， 东 延 分 支 到 随 县 以 东 称 省 
了 而。 昌 专 向 大致 与 主 风向 平行 ,但 对 西北 干旱 风 的 阻力 相当 大 。 山 
以 东 为 冬 麦 区 ， 以 西 以 北 此 成 春 麦 区 。 北 部 大 部 山地 由 山脚 至 山 
顶 , 稳 大 部 分 为 草原 ,中 杂 灌 从 三 少 。 只 南部 诸 山 如 贬 岂 山 和 关山 ， 
始 有 残存 森 宁 〈 松 棕 林 )。 迪 册 山 海拔 近 2;000 公 尺 , 虽 有 小 面积 
残存 的 辽东 梯 林 ， 但 其 中 杂 生 少量 华山 松 、 油 松 、 云 杉 及 数 种 机 
树 和 械 树 , 已 足 证 其 与 秦岭 西端 的 关系 (图 13)。 即 南部 诸 山 , 亦 
草原 面积 大 于 森林 面积 ,此 在 将 来 开发 利用 时 , 颇 堪 注意 。 造 林 树 

作 全 交 海 

、 



重 赤 

种 ,由 下 现 附 表 , 即 可 看 出 。 山 地 种 草 , 则 务 成 一 套 , 应 着 香 研 究 
出 地 草 型 草 种 * 加 以 人 工 栽培 和 增强 翰 牧 管理 制度 , 始 有 病征 生 汪 

( 交 关 素 瞧 以 北 族 山 森林 贩 观 均 )。 

”图 13 硅 肃 平凉 几 山 贞 上 华 耳 松 这 东 样 林 卫 地 (森林 地 带 ) 

15, 吕梁 山区 一 一 吕梁 山脉 为 得 西 大 山 , 自 宁 武 县 西南 管 沙 出 

人 2850 公 尺 ) , 蚁 是 黄河 汾 

全 图 1 “ 昌 梁 册 中 阳 档 修 山 油 松 
白 皮 松 混 生 林 (森林 地 带 ) 

人 个 了 全 二 局 

河 问 ， 再 向 南 延 经 火焰 山 而 止 于 
河 滨 龙 四 山 ， 走 向 大 致 南北 而 偏 
于 东北 西南 。 在 黄土 高 原 近东 部 
起 屏障 作用 , 西 坡 绥 而 东 坡 陡 ; 西 
坡 自 1500 公 尺 以 上 ,; 东 坡 自 1000 

公 尺 以 上 局 部 有 和 森林 (如 关 帝 耳 、 
交 城 山 , 芦 芽 册 \ 管 滩 山 等 ) ,但 大 
部 面积 则 为 山地 草原 和 沟 丛林。 
主要 森林 树种 见 下 页 附 表 。 山 地 
草 种 如 大 油 芝 、 马 牙 草 、 狐 荡 、 香 
茅草 、 蒙 古 羽 芒 、 区 子 、 世 草 、 瞪 
草 等 为 重要 种 类 ; 灌木 如 胡 枝 子 、 
杭 子 梢 、 虎 榜 子 、 棱 子 、 毛 杰 子 、 
毛 叶 稿 线 药 、 小 叶 悬 绝 子 、 析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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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丁 香 、 黄 蓝 蕉 (Rosa xzztpizmza)、 小 时 鼠 李 、 上 烂 皮 视 (Lomicera 

Ferdiniodii)、 苦 参 , 咎 奶子 甘草 ,甘肃 山 植 . 杜 梨 \ 酸 刺 、 卫 了 矛 等 。 山 
地 村 区 一 般 雨 量 较 大 (年 雨量 锡 在 600 宫 米 左右 ) , 亚 高 山 的 青 杆 、 
云 杉 及 落叶 松林 ;上 苦 须 括 青 ;加 强 管 理 , 措 植 母树 , 助 其 发 展 ; 低 山 

- 兹 油 松 、 自 皮 松 和 梭 、 杨 .辽东 样 林 ( 图 14), 如 能 适当 封 山 括 育 , 则 
发 展 亦 速 。 山 地 草原 除 划 出 一 部 辟 为 牧场 外 ,其 余 增 加 人 工种 植 ， 
或 为 放 收 场 或 为 浊 草 场 , 车 须 调查 改 计 研究 ,增强 输 牧 和 管理 制 ， 
度 。 海 拔 1500 公 尺 以 下 ,胡桃 、 榜 子 等 山地 干果 , 颇 有 发 展 希望 。 
而 脚 坡地 种 植 黑 束 和 柿 树 , 较 为 相宜 

汪 en 种 物 栽 井 和 生物 学 特性 

” 甲 .. 关键 性 问题 
植 耕 种 草 首先 要 掌握 三 个 关键 性 的 问题 : 
第 一 是 分 析 利 用 地 的 环境 。 要 明确 知道 七 具有 那些 自然 条 件 ， 

然后 才能 挝 出 对 于 植物 的 关系 ， 例 如 粮 度 高 低 可 决定 植物 生长 期 
的 长 短 , 垂直 分 布 的 高 低 , 极 影响 空气 和 土壤 湿 油 度 的 变化 , 因此 
自然 因素 中 的 地 形 、 气 候 和 土壤 类 别 就 成 为 限制 植物 分 布 的 重要 
因素 5 所 以 某 一 小 区 是 高 山 或 是 低地 , 葵 坡 或 是 陡坡 ,固然 是 不 同 ; 
就 是 向 阳 或 是 向 明 ,迎风 或 是 背风 ,对 植物 生长 的 影响 也 很 大 。 此 
和 处 莞 二 或 废 耕地 ,沙土 或 粘土 , 土壤 水 分 丰富 或 马 乏 , 带 酸 性 或 带 
奏 性 ; 瑚 薄 或 肥沃 ,地 下 水 位 深浅 较为 固定 ,或 变化 无 常 ,这 一 切 的 
-环境 因子 , 均 能 影响 植物 成 活 和 将 来 的 发 育 。 弄 清楚 环境 ,再 去 先 
择 适 生 的 树种 和 草 种 ， 才 能 预期 将 来 栽培 的 效果 。 在 黄河 中 游 基 
一 小 区 是 属于 沙漠 区 、 中 沙漠 区 、 草 原 区 、 森 林 草 原 区 或 森林 区 , 首 
须 先 弄 清楚 ; 然后 再 按 措 施 选用 不 同 的 树种 和 草 种 及 引用 不 同 的 
植物 栽培 方法 ,才能 顺利 的 成 功 。 

第 二 是 要 精 选 所 采用 的 合适 树种 和 草 种 。 植 物 的 种 是 由 不 同 
环境 中 所 演变 出 来 的 不 同类 型 ,每 种 各 有 不 同 的 生物 学 特性 。 如 果 

， 不 了 解 它 的 全 部 特性 ， 将 来 裁 培 的 效果 也 不 会 是 满意 的 。 例 如 根 

系 深 波 ,决定 它 对 于 士 壤 内 水 分 和 养分 利用 的 不 同 程度 ,间接 就 影 
9 25 2 



响 植 物 本 身 相 互 间 的 竞 等 或 互助 关系 ， 喜 欢 干旱 环境 和 耐 生 干旱 “ 
环境 ,二 者 截然 不 同 ;阳性 和 阴性 峙 种 所 要 求 的 光照 条 件 也 洛 双 不 
同 ,所 以 乔 灌木 配合 栽植 的 方法 ,种 与 种 间 就 契 不 相同 。 配 合 好 了 ， 
-相互 间 起 互助 作用 ,配合 错 了 相互 竞 零 , 必 有 一 种 失败 。 有 阁 多 树 
种 和 草 种 现在 还 弄 不 清楚 这 种 关系 ,需要 栽培 试验 , 否 旭 造林 或 建 : 

立 草 地 时 将 不 如 失败 。 次 如 树冠 的 大 小 ,稠密 或 疏 稀 ,树龄 的 长 短 ， 

更 新 的 难 易 , 结果 和 和 结 种 的 习性 , 种 生 或 其 他 繁殖 的 方法 等 等 ;在 

种 与 种 间 各 不 相同 ， 需 先 掌握 树种 和 草 种 的 生物 学 特性 ， 才能 谈 到 

-栽培 推 矿 。 

第 三 是 掌握 成 活 率 问题 。 无 论 植 树 或 种 草 ， 种 类 选 定 或 裁 

前 后 ,首先 需要 知道 成 活 棕 不 能 太 低 , 因此 就 必须 注意 影响 成 活 率 。 

“的 因子 ,例如 旱 死 、 冻 死 和 各 各 伤害 等 等 ,都 要 照顾 得 十 分 周到 。 西 
“北大 部 地 区 年 年 发 生 春 旱 问题 ,所 以 用 种 子 繁殖 时 ,就 需 考 虑 春播 
或 是 秋 播 。 某 种 植物 是 应 蔷 春 播 或 是 秋 播 ;首先 就 是 根据 它 的 生物 

学 特性 。 多 年 生 植物 须 注意 进行 秋 播 ， 因 为 秋 播 容易 掌握 土壤 水 
分 ,尤其 是 对 于 硬 粒 种 子 。 如 果 用 插播 (或 埋 干 ) 植 树 , 则 春季 施行 
利于 速生 植物 ,秋季 植树 ,利于 组 生 树种 , 这 也 是 很 重要 的 。 用 幼苗 
越冬 的 种 类 ， 在 小 苗 冻 不 死 或 不 受 其 他 伤害 的 范围 内 ， 念 稍 迟 播 
种 , 则 技术 念 易 掌 握 , 因为 西北 多 暴雨 , 雨季 播种 幼苗 容易 遭受 暴 
雨 的 打击 而 死亡 。 同 时 自 要 能 抗 塞 的 种 类 , 则 小 的 幼苗 越冬 ,受过 
寒冷 锻炼 后 ,对 于 将 来 的 发 育 , 更 具有 利 条 件 , 否则 就 须 考 虑 到 提 
前 秋 播 。 倘 洪 是 种 子 在 地 内 越冬 明 春 发 芽 ， 则 播种 时 地 中 温度 一 ， 

定 是 能 达到 限制 种 子 的 发 育 活 动 才 行 。 普 通 影响 植物 成 活 的 因子 ，. 

还 有 两 点 值得 注意 : 第 一 就 是 旱 死 或 冻 死 。 这 种 情况 ,多 发 生 在 一 

二 年 生 小 昔 期 间 , 苗 大 了 ,一 般 抵 抗力 也 就 大 了 。 所 以 成 活 李 的 间 
题 , 实际 包含 了 幼苗 括 育 的 问题 在 内 。 早 死 总 在 5 一 6 月 间 ， 冻 死 

总 在 工 月 左右 ,所 以 这 一 时 期 的 照顾, 必须 周到 。 第 二 是 西北 多 数 ， 
地 厂 , 废 然 常 有 春 旱 问 题 , 须知 此 点 志 不 利于 直播 , 尤其 是 小 粒 种 
子 的 直播 ;大 粒 种 子 的 直播 , 兽 害 双 相当 严重 , 此 点 如 不 区 服 , 郭 不 

可 冒 然 大 规模 尝试 。 如 果 是 植物 ,要 求 根系 完好 ; 树 梢 修剪 和 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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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小 适中 。 其 他 如 整地 、 整 穴 ,\ 种 子 处 理 、 播 种 复 荆 \ 幼 昔 复 盖 、 小 
苗 运 术 、 插 穗 长 短 、 理 土 深 慌 、 措 施 效果 、\ 病 虫 咱 传 播 和 防除 等 等 有 

” 关 技 术 问 题 , 都 要 十 分 注意 。 在 水 土 保 持 区 域 植 树种 草 , 因为 环境 
“比较 复杂 ,植物 种 类 较为 繁多 ,所 以 特别 提出 成 活 率 的 冉 题 来 加 以 
注意 。 有 的 人 脱 , 西 北 连 年 有 春 旱 秋 冻 问题 发 生 , 最 好 少 选用 树种 “ 
“和 草 种 ,但 是 问题 就 在 这 里 , 因为 西北 自然 环境 复杂 ,条件 困难 , 少 

， 数 种 类 ;区 和 契 难 满足 比较 复杂 的 要 求 , 因为 如 此 , 所 以 才 需 要 切合 
二 

.一 般 性 问题 
靖 ea 地 形 复 杂 , 但 是 为 了 水 土 保持 工 
- 帮 ; 在 不 同 环境 中 ,将 展开 一 系 烈 的 水 土 保 持 措施 ,这 些 措施 中 , 均 

_ 需要 配合 栽植 各 种 树种 或 草 种 ， 求 增加 农民 的 收 僵 和 发 生 预 期 的 
水 于 保持 效果 。 黄 河中 游 寻 南北 包括 律 度 将 近 8 度 ， 东 西 包括 抵 
” 魔 '10 庆 以 上 ,大 和 致 西北 高 而 东南 低 , 无 葵 土 持 ̀ 气 候 \ 植 物 彼 复 、 土 . 
地 利用 、 作物 种 类 以 及 人 口 分 布 、 寞 经 条 件 等 等 , 均 循 此 方向 而 逐 
”渐变 化 。 至 于 植树 种 草 的 环境 , 除 局 部 地 区 外 , 亦 是 西北 最 坏 , 合 
“向 东南 合 好 。 更 以 西北 方向 临近 沙漠 地 区 ， 所 以 气候 条 件 变化 很 

下 所 冬天 严寒 ,夏天 酷热 ,秋冬 春风 创 严 重 , 春 夏 间 常常 发 生 旱 炎 和 
起 秋 , 有 许多 植物 忍受 不 了 这 种 气候 条 件 ， 就 不 能 在 此 区 域 栽培 。 
第 降雨 量 少 ,并且 集中 7 一 8 两 月 ,地 面 燕 发 量 , 又 远 远 超 过 了 降雨 
量 , 所 以 空气 和 土壤 特 显 干燥 , 繁 之 强烈 的 西北 风 和 初夏 的 热风 ， 
在 本 区 西北 部 作用 很 大 。 就 是 乡土 树种 草 种 ， 凡 是 不 能 忍受 干燥 

“和 和 耐 风蚀 的 植物 ， 在 本 区 栽培 就 容易 失败 。 因 为 土壤 质地 和 雨量 . 
示 ; 燕 发 量 大 ,所 以 临近 风沙 线 ( 见 图 1) 地 区 ，, 序 不 是 盐 礁 滩地 , 表 
十 中 亦 或 多 或 少 的 集聚 有 相当 数量 的 盐分 ， 卫 中 及 陈 东北 部 和 伊 
克昭 盟 南 部 的 所 谓 苦 水 区 (如 苦水 河 、 租 厉 河 及 清水 河 族 流 域 , 包 
括 旧 宁 夏 : 灵 武 .盐池 、 同 心 三 县 ;甘肃 : 靖 远 、 海 源 、 固 原 三 县 ) 就 是 
这 样 造 成 的 。 这 里 的 植树 条 件 ;较为 困难 ,用 一 般 树 种 和 植树 方法 

”多 难 成 活 ;, 所 以 在 选择 树种 时 , 首 须 先 考 虑 到 抗 风 、 耐 旱 , 耐 塞 和 耐 
“和 奏 的 种 类 ;在 栽培 方法 上 ,也 要 考虑 的 十 分 周到 。 此 外 在 内 蒙 河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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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东 以 西 及 银川 冲积 李 原 以 内 ,各 有 一 部 风沙 地 区 ,其 处 理 办 法 双 . 
同 于 伊 盟 风 沙 地 区 。 在 内 蒙 民 生 渠 东南 则 有 一 部 分 黄土 地 区 ， 其 

处 理 办 法 ， 则 全 同 于 陕 北 和 得 西北 部 的 黄土 丘 际 地 区 。 

\ (三 ) 关于 沙 地 植物 和 防风 固沙 问题 

至 于 有 关 沙 丘 固定 和 盐 雁 地 改良 的 植物 栽培 ， 更 是 两 个 比 赤 
复杂 和 较为 困难 的 问题 。 在 对 于 沙丘 物理 和 化 学 性 质 研 究 清楚 太 ” 
前 ,在 对 于 沙 地 植物 栽培 技术 和 演变 性 质 充 分 了 解 以 前 ,只 可 作 腹 “ 
计划 的 试验 性 栽培 ,大 规模 的 栽培 ,要 依靠 当地 对 众 。 根据 导 查 和 

总 结 至 众 经 验 知 道 可 次 利用 的 沙 地 植物 相当 多 ,如 小叶 杨柳 树 、 沙 - 

柳 、 扁 柳 ̀ 沙 蒿 、 籽 芒 、 校 梭 、 让 柏 、 沙 冬青 、 沙 米 、 花 棒 、 沙 芥 和 沙 和 从 

等 。 我 们 已 大 和 致 税 握 了 这 些 树 种 草 种 的 栽培 和 繁殖 方法 ， 工 且 以 

后 还 须 试验 引种 鉴 驼 刺 、 梭 梭 树 、 沙 拐 刺 等 著名 的 沙 地 植物 。 但 是 = 

这 些 植物 穹 黄 效 俭 有 限 ， 利 用 这 些 植物 ， 对 沙丘 固定 和 沙 士 改 良 “ 
后 ,再 进一步 提高 沙 地 利用 的 知识 ,还 应 鼓 研 究 。 在 地 广 人 稀 的 水 
漠 地 之, 如 不 能 达到 进一步 的 提高 ， 则 将 来 必 展 的 方向 ， 负 属 有 限 ? 汪 

这 是 我 们 急 应 研究 解决 的 一 个 问题 。 
关于 陋 北 及 内 蒙 负 壳 昭明 沙 次 地 区 和 组 川 及 河套 部 分 风水 地 

区 的 防风 固沙 造林 措施 ， 我 们 列举 了 击 沙 力 最 强 ; 且 具 有 轻 济 效 全 

的 上 述 九 种 沙 地 植物 。 其 中 以 梭 楼 沙 柳 、 局 柳 、 沙 蓄 \ 籽 葛 、 沙 克 ， 

青 及 臭 柏 等 坝 沙 力 最 强 , 和 并 此 为 优良 燃料 植物 ,次 如 籽 蒿 和沙 米 的 

-种子 ,人 类 可 以 食用 ， 沙 芥 可 作 蔬 荣 栽 培 , 沙 竹 则 为 牛 羊 侗 料 和 昔 - 

屋 材料 ,此 可 大 力 推广 。 沙 芒 保 护 沙 柳 ;作为 沙丘 固定 和 造林 的 先 ， 

锋 树 种 , 特 具 效力 ,应 大 力 推广 ( 群 请 僚 阅 林 业 科学 1957 年 第 4 期 ，， 
陕 北 检 林 区 新 月 形 沙 丘 固定 中 的 植物 栽培 )。 

(四 ) 关于 盐 礁 地 植物 和 盐 礁 地 改 忒 

N 

盐 雁 地 自生 植物 本 来 就 少 ， 有 经 济 价值 的 种 类 更 不 多 内 。 现 
在 所 举 的 几 种 炸 物 如 胡 桐 、 枫 柳 、 芦 草 、 苇 苇 草 和 苗 草 等 所 起 经济 
作用 当然 不 大 ,今后 在 农 、 林 、 牧 \ 水 利 等 综合 措施 下 改良 盐 奏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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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我 全 也 应 当 配 合 研究 出 一 套 植物 栽培 的 办 法 来 ， 以 求 达到 增产 和 
改善 人 民生 活 的 目的 。 总 之 要 求 建立 防护 林带 林 网 , 用 以 防风 防 
旱 , 配合 水 利 工程 建设 ,改善 渠道 和 增强 生物 排水 ， 收 请 和 合理 利 
用 盐 礁 地 植 丢 , 总 体 规划 ,全 面 发 施 , 始 克 奏 效 。 

(五 ) 关于 牧草 栽 坛 和 牧草 地 的 建立 问题 

至 于 收 革 ,无 其 是 草 田 轮 作 中 的 禾 本 科 牧 草 , 在 我 国 兴 是 一 个 
新 的 问题 。 由 于 农业 上 过 去 误 信 了 引种 万 能 ， 想 利用 外 国 高 级 栽 
培 技术 青 成 的 品种 ,轻率 地 引入 中 国 ,但 是 由 于 我 国 农业 条 件 的 限 
制 ; 丰 汉 最 近 倚 缺 乏 可 能 推广 的 种 类 。 我 国 北部 及 西北 部 , 原 产 有 
亦 多 优良 并 且 适 应 性 很 天 的 丛生 草 类 如 稿 冠 草 、 局 重负 冠 草 、 光 省 

_ 麦 、 鸡 脚 草 、 甘 肃 篇 冠 草 、 华 徊 冠 草 、 披 礁 草 、 马 牙 草 、 老 芭 支 及 沙 其 
草 等 ,可 以 试验 栽培 。 选 用 为 草 田 轮 作 、 制 草场 ,人 工 牧 场 、 改 良 天 
然 收场 及 坡地 组 冲 草 带 中 所 用 的 草 类 ,但 须 先 加 以 栽培 试验 , 选 出 
剖 质 优良 和 适应 性 最 天 的 种 类 来 推广 。 至 于 豆 科 收 草 ,因为 当地 人 
民 ， 还 习惯 种 植 首 基 , 在 放荡 地 上 ,可 引种 草木 犀 , 改 良 天 然 收场 可 
引用 花草 攻 、 乌 果 萌 东 (Medzceago arc 碟 Cazczs- Nicolez) 和 和 天蓝。 所 

以 豆 科 植 筷 问 题 较 少 。 如 果 在 临近 风沙 线 地 区 ,这 两 种 豆 科 植物 ， 
” 因 环 境 关 系 不 能 种 植 时 , 脊 可 试验 采用 当地 野生 两 种 花 童 薪 〈Tm- 

go7zel11a 7zt1eztca et T. Emoazodii) 及 芦 豆 苗 (icia amocza) 来 代用 或 

用 以 与 栽培 种 杂交 育种 ， 成 功 的 希望 也 很 大 。 至 于 具 根 茜 或 怜 蔓 ， 
草 类 ;为 数 更 多 ,但 以 奏 草 、 老 礁 草 \ 白 草 及 狗 牙 根 等 数 种 具有 较 多 
优越 条 件 ( 可 以 很 坚固 的 结 成 草皮 ) ,可 先 在 人 工 收 场 ,改良 天 然 牧 
场 及 工程 加 固 方 面 有 用。 此 外 适 于 沙漠 地 区 的 牧 革 ， 目 前 所 知 种 
类 不 多 ,每 用 沙 地 生 灌木 (如 沙 柳 、 樟 条 、 花 棒 、 木 荔 等 ) 求 代替 。 次 
要 的 沙 地 草 类 如 沙 米 、 牧 茵 、 沙 芥 、 沙 竹 等 , 则 可 于 部 分 地 区 采用 。 

“将 来 仍 须 加 强 试验 栽培 , 青 出 适 生 于 沙 地 的 优良 种 类 来 ,以 供应 人 
民 的 需要 。 陕 北 所 包括 的 部 分 沙漠 地 区 ,其 处 理 办 法 完 公 与 内 蒙 伊 
克昭 盟 水 漠 地 区 相同 。 至 于 黄河 中 游 的 东南 部 ， 则 以 气候 等 环境 
条 件 较 好 ,可 以 选用 的 草 种 自然 较 多 ,并 且 也 有 品 持 较 好 的 种 类 。 

ss 29 * 



黄河 中 游 黄土 丘陵 沟 罕 区， 为 了 在 耕作 地 上 制止 大 量 的 水 十 
流失 ,建立 相当 规模 的 人 工 草 地 (包括 浊 割 草 和 放 禾 划 地 ) ;成 为 仿 
后 重要 任务 之 一 ,但 是 此 种 草地 的 建立 , 除 包括 前 述 的 草 种 选择 。、 
采种 .育种 繁殖、 播种 和 收获 等 试验 外 , 如 推广 地 区 的 生态 条 件 ; 
单 混 播 方 法 :利用 的 时 期 和 更 新 的 难 易 等 , 均 须 加 强 试 验 ， 得 出 较 

成 玖 的 结论 后 , 才 可 推广 。 这 些 都 是 相当 繁重 的 科学 工作 , 和 倡 是 为 

了 提高 效果 ， 也 是 不 可 全 少 的 一 步 。 至 于 伊 盟 和 陕 北 流动 沙丘 固 

定之 后 船 草地 建立 , 这 双 是 另外 一 套 ， 问题 更 多 。 

(六 ) 造林 树种 的 玩 择 和 果树 问题 

笃 于 林业 措施 中 的 造林 树种 问题 ， 我 何 特 别 着 重 于 芮 十 丘陵 

沟 塞 区 和 风沙 区 的 防 鲁 造 林 ， 对 于 高 山地 区 和 平地 造林 较 置 于 灵 

要 地 位 。 故 斜 叶 树 种 ,只 摘要 列举 适 生 于 较 低 山区 的 油 检 、 华 山 松 、 
白 皮 松 、 青 杆 ` 云 杉 、 落 叶 松 、 便 柏 、 检 柏 及 臭 柏 等 九 种 ,其 中 除 落 叶 
松 、 青 杆 \ 云 杉 、 华 山 松 四 种 特 适 生 于 较 高 石 质 山 地 ; 颈 柏 一 种 特 适 
生 于 沙 地 外 ,其 余 四 种 , 均 能 耐 生 于 带 石 灰 性 黄土 丘陵 地 。 至 于 高 
出 树种 如 铁 杉 、 冷 杉 等 均 略 而 未 提 。 落 叶 乔 木 树 种 , 旭 选 择 了 适 谷 “ 
于 当地 风 士 的 比较 普通 而 有 抗 创 作用 的 树种 如 辽东 棕 、 栓 皮 棕 ̀ \ 梭 
木 、 杨 树 ( 群 见 下 烈 树种 草 种 分 类 表 ) 等 三 十 二 种 ,以 满足 人 民 的 植 “ 
树 要 求 。 至 于 配合 造林 和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田间 工程 和 水 利 工程 ) 政 
需 用 的 灌木 树种 , 则 亦 摘要 列举 特别 适 生 于 当地 风土 和 抗 链 力 大 ; 
而 轻 济 效 铭 较 大 的 种 类 如 樟 条 ̀  沙 柳 等 二 十 余 种 。 丘 陵 沟 密 区 陡坡 

上 残存 的 虎 标 子 是 杨 樟 林 再 起 的 先锋 树种 , 瀑 条 、 狐 牙 刺 和 帆 桃 是 ， 
比 顶 阳 坡 侧 柏 林 的 先锋 树种 , 洛 河流 域 低 山 松 杰 林 的 发 展 均 为 黄 
土地 区 造林 的 重心 问题 。 卉 为 了 顾及 人 民 的 经 济 利 丛 ， 鼓 励 其 放 
秦 陡 坡 (初步 放 素 20, 度 以 上 陡坡 ) ;还 林 还 笋 起 见 , 在 各 别 地 区 , 提 
出 了 发 展 最 有 希望 , 划 特 具 有 经 济 利 丛 的 果树 如 芋 果 、 梨 树 \ 韦 树 、 
胡 横 ; 杭 树 \ 查 树 \ 板 栗 , 石 榴 、 葡 萄 及 山 植 等 十 种 果树 ,以 适应 各 个 
地 区 的 需要 。 至 于 何 种 树种 草 种 适 于 何 种 地 区 和 何 种 措施 ， 则 网 
于 下 节 ( 七 节 ) 中 的 “树种 草 种 引用 范围 和 地 区 简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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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保 土 植物 和 和 缘 肥 植物 
至 于 单纯 的 保 土 植物 , 种 类 不 多 ， 在 本 区 活 应 性 最 大 ; 芽 且 保 

士 作用 很 焉 的 ,我 町 提 到 了 酸 刺 、 狐 牙 刺 、 麻 黄 、 葛 芯 、 胡 枝子 和 茂 
”其 草 等 和 天 种 后 三 釉 还 是 较 好 的 笋 革 。 由 于 西北 黄土 丘陵 地 区 , 士 、 

”后 受 水 三、 区 创 严 重 影响 的 关系 ,一 般 农 田 土壤 ,异常 府 落 ,作物 产 
_ 量 减低 ,此 为 一 重要 原因 。 今 后 为 了 配合 解决 肥料 问题 , 特 将 适 于 

， 本 地 反 士 的 几 种 炮 肥 植物 ,提出 推广 。 如 地 丁 . 苦 豆子 、 酵 马 豆 及 
” 后 心 下 四 种 , 适 于 风沙 地 区 栽培 ; 向 日 葡 、 草 木犀 、 葛 芯 , 适 于 南部 
” 丘 卫 地 区 及 紫 穗 宅 和 梯 条 两 种 灌木 ， 则 在 造林 上 起 相当 重要 的 配 
-合作 用 。 此 处;, 芦 豆 苗 .、 苑 蓝 和 蝎子 草 等 在 本 区 亦 可 利用 为 绿肥 植 

“ 物 。 棍 南 、 关 中 及 陇南 三 区 ,部 分 农民 已 采用 称 豆 黑豆 、 世 蔗 和 酒 
药 等 为 冬 壹 前 夏季 完 公 休闲 缘 肥 ,车子 为 稻田 冬季 系 取 ,此 可 以 进 
一 步 研 究 推 广 。 糙 肥 植 物 的 栽培 ;要求 两 种 条 件 , 第 一 是 植物 在 作 

忆 网 休闲 期 间 发 育 迅 速 , 产生 大 量 柔 嫩绿 色 体 ; 第 二 是 气候 温暖 ,有 
才能 使 植物 迅速 腐烂 而 不 至 舟 误 接 榜 作物 的 播种 和 生 

长 ;但 在 西北 超 区 ,这 两 种 条 件 均 差 ,所 以 这 方面 的 材料 ， 还 需要 灿 
_ 米 加 强 武 验 。 

(和 ) 重要 树种 . 草 种 的 用 途 、 习 性 和 分 布 提 要 

以 上 所 举 树 种 、 草 种 一 百 余 种 , 在 农 、 林 、 收 及 水 利 综 合 措施 
-让 ,不 但 因为 植树 栽培, 增强 了 水 土 保持 作用 , 同时 由 于 这 些 树 种 
草 各 的 适当 培植 ,还 加 强 了 工程 的 效 舍 。 并 且 在 较 短 的 时 期 内 ,就 
可 为 人 民生 产 大 量 木 材 ， 解 决 燃料 、 蚀 料 和 肥料 缺乏 的 问题 。 这 
些 未 同 地 区 和 综合 措施 的 届 施 ， 将 是 水 土 流失 严重 区 域 由 广 种 薄 收 

， 的 不 合理 利用 土地， 转向 为 土地 合理 利用 和 改造 大 自然 的 正确 途 
径 。 

哉 为 便于 检查 和 简明 然 术 起见， 余 将 所 巡 重 要 树种 草 种 分 类 
表 列 如 下 : 

甲 。 百 余 种 重要 树种 、 草 种 的 用 泛 分 类 : 
四 六 三 



1. 造林 树种 8 辣 、 
(1) 乔木 : 

。A. 常 绿 树 一 青 杆 、 云 杉 ( 自 杆 )、 油 松 、 华山 松 \ 自 皮 松 、 次 叶 
松 、 便 柏 、 检 柏 ( 作 种 )。 

B. 落叶 树 一 一 辽东 棕 、 根 树 、 栓 皮 、 红 梭 、 白 样 、 牛皮 梭 、 帆 
声 、 青 杨 、 河 北 杨 、 小 时 杨 、 银 白杨 、 浦 氏 杨 、 钻 天 杨 ,、 毛 白杨 、 加 拿 大 
杨 、 胡 桐 、 柳 树 、 钻 天 柳 、 刺 槐 、 检 树 、 槐 树 、 臭 椿 、 橄 树 、 梯 树 、 藉 杰 、 
泡桐 陕西 泡桐 ̀ . 沙 机 \ 栋 树 \ 妮 树 \ 朴 树 \ 皂 英 \ 杜 仲 \. 杜 梨 、 白 姥 树 、 
茶 条 械 、 引 裂 叶 城 (三 十 七 种 )。 
(2) 灌木 : 樟 条 、 荆 条 、 桑 条 、 树 柳 、 想 柳 、 紫 穗 槐 ( 酸 刺 、 冬 青 、 
臭 柏 、 沙 柳 、\ 己 柳 、 沙 蒿 、 籽 营 、 儿 牙 刺 )、 虎 棒子 、 轴 桃 、 马 氏 忍 冬 、. 
文官 果 、 山 皇 英 、 和 : 宁夏 枸 想 、 北 京 丁 香 、 牛 奶子 、 了 地 格 (二 大 
种 )。 

2. 果树 一 一 芋 果 、 巢 树 、 胡 桃 . 丽 树 、 柿 树 、 千 权 板栗 \ 石 榴 、 向 
村 . 葡 区 \ 杰 子 (十 一 种 )。 9 

3. 的 草 1 
(1) 豆 科 一 首 攻 、 草 木犀 、 芦 豆 苗 、 花 首 蒂 、 野 首 荐 、 天 蓝 对 

叶 草 芯 、 裁 培 草 芯 ( 葛 芯 、 胡 枝子 )( 八 种 )。 
(2) 禾 本 科 

A. 丛生 草 类 一 一 鸡 脚 草 、 沙 芦 草 、 披 礁 草 向 观 草 、\ 兆 誉 麦 、 甘 - 

肃 徊 观 草 、 华 篇 观 草 、 局 穗 知 观 草 甘肃 技 奏 草 黄 草 ̀ 老 芭 麦 (十 一 
种 )。 

sr 

B. 根 共 草 类 一 一 奏 草 、 老 奏 草 白 草 、 狗 牙根 、 葡 草 、 大 油 芭 。 
马 牙 草 (七 种 )。 

4: 丢 肥 植物 一 一 ( 紫 穗 槐 、 樟 条 草木 犀 、 芦 豆 苗 )、 地 丁 \ 向 目 
葵 、 苦 豆子 、 醇 马 豆 、. 牛 心 卜 ( 缘 豆 、 黑豆 芝麻、 油 某 、 若 子 瘟 子 草 

艺 蓝 ) (五 种 )。 
5. 保 土 植物 一 一 酸 刺 、 狐 牙 刺 、 胡 枝子 、 麻 黄 、 苇 茂 草 、 葛 茧 (天 

种 )。 C 
“6. 固沙 植物 一 一 沙 柳 、 饥 柳 、 沙 蒿 、 籽 芝 \ 溴 柏 、 沙 冬青 、 沙 米 、 

太 权重 



2 和 、 
， 水 你 沙 芥 \ 花 棱 \ 木 要 (十 一 种 )。 

: 污 其 他 经 济 植物 一 黄花 荣 、 大 黄 (和 项)、 花椒 .当归 、 土 林 香 
种 )。 《 

机 重要 树种 的 耐 蓝 性 : 
由 极 阳性 树种 一 一 和 白 皮 松 、 落叶 松 、 臭 椿 、 刺 槐 、 旬 树 \ 杏 树 \ 河 

杨 ( 青 杨 )、 山 楼 % 胡 桐 、 河 北 杨 、 丽 树 . 柿 树 、 黑 变 、 泡 桐 .陕西 泡桐 、 
。 栋 树 ̀ 石 榴 、 沙 刺 、 委 柳 .花椒 、 狐 牙 刺 、 樟 条 \ 杜 梨 、 文 官 果 、 宁 夏 构 

相 。 
过 阳性 树种 一 一 油 松 、 倒 柏 、 检 树 ̀ 概 树 、 胡 桃 、 酸 刺 、 梓 树 、 磊 

栓 、 白 椅 、 秆 检 、 牛 皮 樟 、 外 天 杨 、 钻 天 柳 、 镁 树 、 柳 树 。 
3. 中 良性 树种 - 全、 云 杉 、 检 柏 ; 和 桑树 、 辽 东 样 、 槐 树 、 虎 

标 子 。 
4: 明 性 树种 一 一 青 杆 。 

 ， 节 极 阴性 树种 一 一 [ 铁 杉 (Texga cjizensir), 小 陡 山 \ 麦 积 山 ]， 
呈 [和 柔 毛 论 杉 (4pies jaxoziara)， 大 夏河 、 涨 河 ]。 

: 一 两 ,重要 树种 的 耐 旱 性 : 
于 工 堪 耐 极 干燥 土壤 的 树种 一 一 检 树 、 刺 硅 、 复 椿 、 刺 棉 、 杏 树 、 

区 儿 牙 刺 、 荆 条 ̀  沙 束 、 沙 大 。 

元 捞 而 干燥 土壤 的 树种 一 一 落叶 松 、 侧 柏 、 白 皮 松 、 油 松 ; 旦 
莹 、 模 树 \ 柿 树 、 黑 丽 、 杜 梨 、 文 官 果 、 河 北 杨 , 槐 树 。 

3. 需 水 量 中 良 的 树种 一 一 云 杉 、 华 由 松山 杨 、 松 树 、 梓 树 、 辽 
东 梯 、 灰 枯 、 桑树 、 胡 桃 、 栋 树 ̀ 石榴、 继 树 、 毛 白杨 、 银 白杨 、 加 拿 大 

” 神 、 茶 条 械 、 北 京 丁 香 。 
4. 喜 湿润 土壤 的 树种 一 一 青 杆 、 有 约 汪 信 折 可 秆 

枯 、 咎 皮 梭 、 青 杨 、 蒲 氏 杨 、 钻 天 杨 、 沙 柳 、 马 氏 忍 冬 、 忆 柳 , 小 时 杨 、 
， 胡 桐 ,牛奶 子 。 

5. 运 耐 极 进 土壤 的 树种 一 一 柳树 。 
” 丁 . 重要 造林 树种 的 分 布 : 
本 区 因为 占有 经 度 10 度 以 上 , 引 度 将 近 8 度 , 南部 秦岭 北 坡 
的 高 由 如 太 和 白山 技 海 达 4,000 肥 尺 ; 北 部 高 山 如 饥 拉 山 和 大 青山 均 

as 33 as。 

权 



“有 二 下 

所 4 “4 

《 ~， 吧 

事 

达 2,500 公 尺 ， 东 部 的 吕梁 山 及 西部 的 兴 妖 山 均 高 达 3.000 委 民 ， 
所 以 森林 在 平面 和 垂直 分 布 上 ,无 花 南 部 和 北部 及 东部 和 西部 ,多 
显著 的 具有 差别 ,例如 油 松 在 本 区 南部 , 则 大 和 致 起 于 技 海 书 500E 
尺 以 上 ,但 到 北部 , 则 技 海 1000 公 尺 ; 朗 见 有 自生 林 ; 本 区 南部 多 
青 杆 ̀ 云 杉林 ,北部 则 多 云 杉林 ,大 盘山 南部 (多 训 山 ) 和 素 岭 及 咀 
出 出 脉 内 则 特产 华山 松 ;秦岭 中 的 波 氏 落叶 松 (Eafix boxtazizis 过 
黄河 左岸 到 吕梁 出 及 其 以 北 诸 山 ， 则 异 为 华北 落叶 松 (Larixz gzzes 
17727 itvin。 Var。 力 7472CZ715- Rzptbrecbtii)。 由 于 树种 的 变 腊 ， 充分 

反映 了 地 势 、 地 形 和 气候 的 不 同 。 奉 面 分 布 可 由 引用 范围 和 地 区 
简 麦 示 出 一 般 情 形 外 ， 垂直 分 布 则 大 和 致 在 技 海 2.000 公 尽 以 下 为 
松 棕 林带 , 以 上 至 森林 限界 为 羡 杉 、 冷 杉 、 落 叶 松 林带 。 甚 间 森 林 、 
梢 林 与 山地 草原 , 则 因 地 势 地形 气象 .土壤 和 水 文 等 情况 而 变化 
复杂 ， 各 呈 犬 牙 相 错 和 灸 让 状态 。 要 之 目前 山岳 草地 面积 远大 于 
梢 林 面 积 , 梢 袜 面积 又 远 大 于 森林 面积 ,这 充分 显示 出 本 区 半 于 日 、 
气候 的 特征 。 至 于 重要 造林 树种 ， 获 用 图 烈 出 以 比 较 其 垂直 分 布 于 
的 一 般 状 况 (网 图 15)。 把 

成. 树种 . 草 种 引用 范围 和 地 区 简 表 : “、 地 竹 
黄河 中 游 水 土 流失 区 依照 自然 , 瞩 划 分 为 前 述 十 五 区 ,同时 水 

土 保持 措施 , 双 分 为 农业 \ 林 业 和 水 利 三 方面 , 为 便于 按照 分 区 和 
措施 查 对 选择 树种 和 草 种 起 见 ， 余 址 成 下 列 黄河 后 诸 水 二 流失 区 
依照 分 区 和 措施 选择 树种 草 种 一 览 表 , 借 供 参 考 。 

Am 

es .34 。 



7 
四 季 -| 尖 TS， 
长 WE 妹 

1 了 3 套 区 
- 一 二 AR 

部 | “名 咱 下 原 亚 区 。 | 。 后 村 平原 亚 区 
， 凋 、 花 彰 让 小 斯 草 \ 局 德 | 首 芝 、 花 首 车 、 局 穗 抱 | 首 帮 、 花 首 蔷 \ 局 穗 抱 

| 浊 可 过 | 闻 池 区。 | 乔 抑 \ 杞 柳 \ 沙 荔 | 乱 柳 \ 想 多 ,这 多 
, 乔 栅 、 尖 | 邯 \ 沙 柳 ”| 息 柳 、 杞 柳 , 沙 柳 。 | 乱 米 \ 想 柳 、 沙 祁 

-下 各 黎 \ 鹿 另 \ 沙 匈 。 | 企 元 \ 窟 元 \ 沙 苑 | 和 柳 \ 想 柳 、 沙 拉 
和 必 , 沙 元。 | 怎 抑 \ 想 元 、 沙 获 | 树 柳 、 想 元 、 沙 入 
车 \ 局 穗 天 局 穗 狼 冠 草 、| 首 蘑 、 花 首 营 、 局 德 抱 | 首 各 , 花 首 项、 局 德 狂 ， 
由 冠 草 ,技击 草 、 冠 草 ̀ 披 肯 草 

、 幸 音 项; 自 草 、| 具 草 、 芒 于 花 首 车 、| 皮草 、 芦 鞭 、 花 首 车 、 和] 入 2 Roy， : er -起 一 -一 -- 译 硬 、 本 栈 、 北 | 沙 敌 、 局 称 、 列 厂 、 冯 | 沙 柳 、 忆 黎 、 天 栈 、 靶 | | 攻 章 流 草 
小 孝 、 小 旺 杨 、| 柳树 、 钻 天 都 .小 呈 家 鳃 全 天 杉 、 小 叶 

劳 、 ;从 3 | 枚 从 

于 孝 、 小 叶 杨 、| 柳树 、 沙 柳 、 外 天 柳 、| 柳树 、 沙 柳 、 钻 天 柳 、| 
小 时 横 小 叶 檬 

本 

小 吐 福 .各 F 杨 、 重 元 | 本 二 | . 

上 1 

-7 了 个 



区 汪 人 

部 南 疙 ” 带 “ 北 部 
牙 草 \ 拔 瞪 | 大 酒 芒 、 马 牙 草 \ 拭 龄 | 大 油 芒 、 启 牙 草 \ 技 除 

草 \ 首 首 草 \ 首 入 

,者 柳 。，| 想 柳 , 洒 条 ,又 条 | 想 柳 , 莉 条 、 入 柳 
2 

\. 趣 元。 | 想 柳 , 莉 条 \ 狼 下 刺 想 柳 、 齐 条 , 梭 机 
| 礼 元 ,各 孝 ] 想 柳 ,元 柳 
| 想 柳 、 趣 和 | 想 柳 ,各 守 

K 油 芒 、 阁 |」 和 狼 冠 草 、 大 油 芒 、 首 | 猎 冠 草 、 大 油 芒 、 首 
节 蒂 、 对 只 草 蔬 蒂 、 对 叶 草 茧 

牙 草 \ 芦 豆 、 马 牙 草 , 共 豆 大 油 芒 、 马 牙 草 \ 贡 可 
BH 

于 草 、 生 术 大 油 芒 、 马 著 草 、 牛 枝 关 河 芒 、 马 牙 草 \ 生 村 

刺槐 、 杷 柳 刺槐 、 杷 黎 

基本 | 草 林 悍 \ 加 机 人 

、 桃 树 人 和 二 吉村、 桃 树 、 胡 旬 树 , 杏 树 、 桃 树 

子 , 大 叶 草 | 想 柳 、 胡 枝子 ,大 叶 草 | 想 柳 、 胡 枝子 ,大 叶 草 
蔬 茧 

”核子 虎 棒子 、 胡 枝子 虎 棒子 、 胡 枝子 

枝子 草木 司 , 胡 枝子 草木 犀 、 胡 枝子 

刺 褐 、 河 袖 , 柳 树 河 杨柳 树 

、 河 杨 ” 四 | 油 松 、 华 耳 航 、 自 皮 | 油 松 、 便 梢 、 河 杨 、 山 
松 、 便 柏 、 河 杨 \ 山 杨 ”| 杨 

\ 河 北 杨 倒 柏 、 河 术 狼 河 北 杨 倒 柏 \ 河 杨 \ 河 北 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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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引用 树种 . 草 种 的 生物 学 特性 

(一 ) 造林 树种 

甲 、 乔 木 类 本 
1. 常 称 树 
油 松 ”Pinrs taprlaeformzis Carr. 一 一 CocHa (图 16) 

油 松 分 布 沁 及 双 区 ,在 部 连 山 (大 通 河 和 从 水 沿岸 )\ 哈 愚 山 \ 痪 
兰 出 ,恒山 、 替 岭 、 六 盘山 、 黄 龙山、 吕梁 山 ( 关 帝 出 、 管 沙 耳 、 黑 查 
可 、 相 宕 山 )、 上 明山 和 太 挟 山 及 本 区 以 外 的 大 巴 出 、 太 行 出 、 虐 由 和 
华北 及 东北 南部 , 均 有 分 布 。 于 本 区 海拔 800~2.500 公 尺 间 ， 常 

形成 纯 林 或 与 辽东 机 等 混交 。 在 南部 许 山 如 六 盘山 脉 的 腑 岂 出 、 
秦岭 山脉 的 小 隐 山 及 其 以 西 诸 山 , 则 常见 与 华山 松 混交 ,在 虽 深 由 
南部 〈 海 拔 1,100 一 1500 公 斥 )， 则 网 与 白 皮 松 混 交 。 分 布 念 向 北 

部 仿 低 ,海拔 500 公 尺 山地 以 至 沿海 平地 (包括 东北 的 南部 一 热 、 
辽 \ 吉 ), 此 能 生长 。 南 至 长 江 流域 , 则 垂直 分 布 可 高 达 3,000 公 尺 ， 
且 变 愉 为 其 他 变种 。 

图 16 ”到 西 中 阳 柏 窗 贞 上 的 自生 油 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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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松 属 阳性 树种 ， 生 长 迅速 ， 在 涨 河流 域 生长 最 速 时 期 兔 在 
40 一 70 年 间 。 主根 深长 ,深入 地 中 , 能耐 生 干旱 薄 砂 壤土 ,对 土 
二 盐 奏 较 不 敏感 ;侧根 发 达 , 也 能 抵抗 相当 的 风 鲁 , 故 在 本 区 分 水 
岭 上 营造 防护 林带 或 水 分 苦 节 林带 以 及 荒山 造林 ， 此 种 当 属 主要 
树种 。 种 子 8 一 9 月 间 成 熟 , 可 干 储 春播 , 锡 20 日 发 芽 。 每 公升 重 移 
0.6 公斤 ， 每 公斤 狗 含 20,000 一 30;000 粒 。 木 材 致 密 而 富 含油 脂 ， 
为 制 松节油 原料 , 作 建 筑 用 具 材 佳 ,比重 幅度 较 大 (0.40 一 0.54)。 

在 晋 西 骨 由 县 西 豹 峪 一 带 和 陕 、 甘 界 上 子午 岭 梢 林 区 ,南部 马 
栏 和 箭 庄 , 中 部 研 询 和 大 妻 油 一 带 ,至今 尖 有 成 佘 的 自生 油 松林 ， 
狗 分 布 于 海拔 1200 一 1500 公 尺 间 ， 成 为 黄土 丘陵 区 低 帆 上 唯一 

仅 存 的 天 然 生 松 橡 (辽东 柑 ) 林 区 。 其 林 下 主要 优势 灌木 为 胡 枝子 、 
稿 线 菊 、 虎 棱 子 等 , 平均 多 度 42.6 狼 ， 复 盖 多 度 7.64 多 。 次 优势 灌 

本 为 黄 刺 政 、 灰 毛 枸 子 (Coromeaster Zape1i) 、 多 花 枸 子 、 杭 子 梢 
等 。 灌 未 层 的 盖 度 平均 23% ， 但 因 各 地 条 件 不 同 ， 变 异性 亦 大 。 
在 泾 河 汪 地 栽培 油 松 树 130 年 生 者 ， 胸 径 达 40 一 50 厘米 , 树 高 

友 瑟 一 16 公 尺 ,所 以 在 黄土 高 原 上 ， 仍 可 采用 为 重要 的 材 用 林 树 
种 。 

。 油 松 用 播种 青苗 ,春秋 播 及 雨季 播 背 可 , 据 华北 经 验 , 春播 易 
遭 春 旱 ; 悉 播 易 受 雨 冲 ,总 以 春播 要 早 , 秋 播 稍 迟 为 原则 ,一 般 秋 播 
常 优 于 春播 。 据 和 鲁 南 居 众 青苗 和 经验， 在 雨季 初期 用 水 浸 沙 埋 催芽 
处 理 后 ,早期 直接 播种 ,成 续 亦 好 。 在 西北 于 旱地 区 , 仿 做 时 须 注 
意 秋 播 要 较 华 北 略 早 , 以 驶 幼苗 过 小 ;越冬 困难 。 幼苗 密度 适中 ， 
发 育 始 佳 ,但 条 件 不 同 , 疏 密 亦 异 。 据 林业 部 林业 科学 研究 所 调查 
报告 称 , 第 一 年 每 平方 公 尺 保持 700 株 左 右 , 第 二 年 保持 350 一 400 
栋 为 佳 。 播 种 复 土 厚度 ,一 般 2 一 3 厘米 ,但 亦 依 土壤 情况 水 分 条 
件 及 季节 而 有 所 变异 。 寻 常 1 一 2 年 生 苗 出 围 为 宜 , 因 苗 大 反 易 遭 
失败 。 在 西北 天 气 干旱 ,5 一 6 月 间 的 上 午 11 时 至 下 午 4 时 ;幼苗 

行 适当 庇护 ,结果 总 是 好 的 。 
华山 松 ”Painus Armandrz Franchet. (图 17) 

本 种 分 布 偏 于 本 区 南部 ,于 秦岭 北 坡 族 由 如 陕西 秦岭 的 华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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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带 的 华 由 松 袜 

和 

图 17 “着 肃 谓 源 寺 沟 处 狐 

太 和 白山; 甘肃 的 小 隙 山 , 麦 积 山 及 大盘 山脉 中 的 入 岂 卫 和 关 卫 以 及 
武山 \ 漳 县 以 南 诸 山 如 内 山 和 渭 源 寺 沟 - 一 带 , 均 见 有 玖 存 的 幼年 混 
交 林 (与 油 松 和 辽东 刚 )。 此 外 如 要 南 ( 中 条 出 ) 和 陕 、. 鄂 \ 川 间 的 大 
也 贞 “西康 ”东南 部 及 云南 中 部 话 山 以 及 介 湾 , 亦 有 雪 星 分 布 。 在 
海拔 1,000 一 3,000 公 尺 间 , 凡 空 气 湿润 , 土壤 肥沃 的 山区 ;发育 均 
佳 。 于 分 布 较 高 , 土 层 浅薄 的 悬 舱 峭壁 上 , 亦 能 生长 。 在 本 区 时 与 
油 松 、 辽 东 橡 和 青 杆 (Picea Neozeitc 人 i)( 天 水 娘娘 圳 ,武山 老 君 山 ， 
详 县 贵 青山 ?等 混 生 ,成 纯 林 者 少 。 在 了 中 盆地 ,分 布 北 界线 不 能 “ 
越过 临 涨 至 隆 德 一 线 。 在 晋 西 吕梁 山西 坡 ;, 北 至 中 阳 为 止 。 

此 树 乃 中 良性 树种 ,生长 迅速 , 故 选 为 涨 河流 域 及 秦岭 北 坡 西 
部 和 晋 南 族 幕 山 的 造林 树种 ,相当 适宜 。 主 根深 展 或 有 时 不 显 ; 功 
时 疾 根 很 少 。 种 子 9 一 10 月 间 成 熟 , 采 后 秋 播 朗 可 ;或 于 裂 年 4 月 
峙 春 播 ， 狗 30 天 上 发芽 。 据 1956 年 夏季 调查 在 甘肃 武 刷 秆 峪 海山 

地 草原 中 (海拔 2,150 公 尺 ) -直播 造林 成 绩 人 舟 好 ; 成 活 率 达 90 纺 ， 
1952 年 春播 者 平均 苗 高 40.5 厘米 ; 但 在 隆 德清 凉 寺 海 拔 23300 公 
尺 山 坡 上 , 1953 年 春播 者 成 活 率 只 达 ?Z0%， 苗 高 一 般 达 9 厘米 。 

幼苗 抗旱 耐 礁 力 不 及 油 松 ，5 一 6 月 间 需 短 时 期 适当 的 庇 茵 ， 直 接 
在 黄土 丘陵 地 区 造林 , 较 油 松 困难 。 纯 渗 种 子 每 公斤 狗 4000 粒 。, 
出 地 可 以 就 地 青苗 , 2 年 生 苗 可 在 雨季 移 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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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旧 日 天 载 ， 此 树 生长 最 快 时 期 狗 在 20 一 100 年 间 。 树 高 生 
“长 时 期 在 20 一 90 年 间 , 材积 连年 生长 最 快 时 期 在 80 一 200 年 间 。 

种 子 大 而 仁 可 食 ， 华山 松子 特有 名 。: 

= 本 种 未 材 淡 黄 褐色 , 质 较 轻 软 , 富 含油 脂 ， 容易 施工 ,可 供 建筑 

有 制造 家 具 用 。 天 水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推广 实验 站 以 冬小麦 留 高 杰 作 
为 华 出 松 直播 苗 的 蓝 蔽 ,有 较 好 千 果 , 可 以 推广 。 

- 自 皮 松 Pimtas buanseana Zuccarini (图 18) 

白 皮 松 为 黄河 流域 中 游 的 乡 十 桂 种 , 索 擒 ( 陕 南 留 崩 ) (华山 、 

村 了 册 7 和 大 巴山 ( 陕 南西 乡 ) 一 带 , 至 仿 淋 有 克 存 纯 林 。 他 如 六 奶 

亚 南 端的 隔 出 〈 亦 称 关 山 )、 四 川 松潘 、 秦 岭 北 坡 蓝田 县 的 网 峪 , 监 

桥 与 安家 由 (海拔 500 公 尺 )， 随 南天 水 街 子 义 朱 入 山上 及 仙人 央 
《海拔 1700 公 尺 ) 一 带 , 亦 有 小 面积 自生 和 纯 林 。 甘 肃 北 秦岭、 山西 
吕梁 出 ( 南 部 )、 太 岳 出 (篇 由 ) 和 太行 一 坡 均 有 与 油 输 、 例 柏 和 辽东 

”和 柜 的 刘 交 林 。 宛 的 分 布 较 油 松 和 华山 松 为 低 , 依 绎 度 来 悦 , 适 拓 于 

油 答 和 华 了 出 松 的 交错 线 上 ,于 本 区 狗 在 海拔 500 一 1800 公 尺 之 间 ， 

黄土 丘陵 地 区 亦 时 见 有 人 工 保护 下 的 老 树 《陕西 芒 山 周公 让 有 有 有 许 

多 大 树 )o 
此 桩 为 东亚 唯一 三 叶 松 , 系 极 阳 性 树种 ， 能 耐 生 状 溥 地 , 幼 周 

部 烙 果 丰 壁 ; 主根 深长 ， 能 抗 风 暴 , 幼苗 在 带 石 兢 性 黄土 内 适 生 的 

兹 力 ， 略 似 侧 柏 而 远 强 于 油 松 和 华山 松 。 据 由 半 西 中 阳 号 梁山 西 

图 18 ”于 西 中 阳 柏 人 窗 山 阳 坡 上 的 白 皮 松 ( 森 林地 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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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的 观察 , 白 皮 松 天 然 下 种 发 苗 的 情形 ,在 海拔 1300 一 1,500 公 尺 

间 , 于 富阳 坡 里 露 沙 黄土 上 , 能 与 侧 柏 种 子 , 同时 发 苗 , 构成 混 交 
林 ; 而 油 松 则 只 于 阴 坡 上 发 苗 , 可 见 其 适应 性 之 强 。 

此 松 种 子 酉 圆 形 , 志 华 山 松子 略 小 , 种 子 8 二 9 月 间 成 熟 ,种 
仁 味美 可 食 , 每 公升 重 狗 0.65 公斤 ,每 公斤 狗 伟 5900 粒 ， 播 后 需 
50 一 60 天 始 发 芽 , 如 经 过 处 理 ， 可 以 缔 短 发 芽 日 期 。 第 一 年 苗 高 
不 过 3 一 5 厘米 ,如 顶 芽 受 极度 干旱 或 冻伤 , 则 再 年 顶 伞 之 外 发 生 
许多 便 芽 ,至 第 3 一 4 年 侧 信 生长 到 较 顶 菠 为 速 ; 故 距 地 数 尺 ,每 成 
多 干 (北京 及 西安 市 花 场所 育 幼苗 大 概 如 此 )。 但 如 适当 密植 或 加 
庇 攻 和 注意 越冬 保护 , 则 可 各 有 竞 。 除 幼苗 外 ,对 守 和 干燥 性 气候 适应 
性 很 天, 黄河 中 游 南 部 荡 山 造林 , 可 试用 此 种 ， 并 与 油 松 比 较 其 特 
性 。 - = 

华山 松木 材 糠 松 ; 故 质量 次 于 油 松 ;, 边 材 淡 黄 ,心材 乳 黄 ;比重 
0.49， 以 质 软 故 多 作家 具 用 , 但 利用 其 抗旱 及 耐 痕 薄 地 的 习性 , 在 
西北 黄 士 丘陵 沟 财 区 ， 亦 可 试 植 。 其 适应 于 旱 气 候 和 将 萍 士 能 力 
肯定 强 于 油 松 和 华山 松 。 
落叶 松 &arix PrirmczPpIS- 民 upPprecPttt Mayr。 Crarix 8712- 

01727 了 Pilg。Vvar。 力 372CZ 力 29- 及 zt 力 EC Pilg.) 

此 种 主要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南部 ( 热 河 的 围场 ), 河 北 的 东西 陵 ， 
小 五 台山 , 慑 出 山脉 , 以 达 山 西 省 的 五 台山 和 吕梁 山脉 , 常 与 云 杉 
或 青 杆 成 混交 林 或 独 成 小 面积 的 纯 林 。 但 过 黄河 以 南 以 西 , 则 异 为 ， 
波 氏 落叶 松 ( 工 . Portanimzi Batal.)。 于 吕梁 出 ( 关 帝 山 \ 芦 攻 山 \ 管 水 
山 \ 骨 兰 山 海拔 1700--2;800 公 斥 间 ) 及 小 五 训 山脉 内 (海拔 1800 

， 一 2,200 公 尺 间 ) ,分 布 较 高 ,向 北 水 潮 降 低 。 为 阳性 树种 ， 浅 根 性 ， 

易 受 凤 , 喜 生 册 的 阴 坡 间 ; 宜 天 然 下 种 更 新 和 林 间 育苗 造林 。 垂 
”站 分 布 较 高 于 云 杉 林 , 中 良性 树 云 杉 林 破 坏 后 , 则 落叶 松 可 侵入 生 
长 而 代替 云 杉 林 , 生长 较 云 杉 和 青 杆 为 速 ， 放 在 分 布 区 为 重要 洒 
树种 。 

此 种 木材 坚 重 耐久 , 比重 0.47，, 带 淡 和 红色 ， 履 在 而 西 及 河北 北 
部 , 特 俗 称 红 杆 。 可 作 建 筑 和 家 具 用 材 , 皮 含 单 宁 , 树 脂 可 制 松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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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 种 子 一 般 在 8 一 9 月 间 成 熟 ， 由 树 上 采 回 球 果 后 ， 在 守 阳 处 日 
暖 5 一 6 天 ,经常 翻动 , 则 黄 褐色 种 子 , 朗 可 由 球 果 饺 片 中 股 落 。 
云 杉 ”Picea asperata Masters 

此 种 亦 称 白 杆 ,分 布 很 广 , 原 产地 中 心 , 伺 为 村 连 山 及 贺兰山 ， 
-- 因 其 生活 力 极 强 , 向 南 可 侵 大 于 距 山 , 向 东 可 侵入 秦岭 及 吕梁 吊 ， 
向 北 可 至 了 明山 山脉 , 此 有 自生 林 。 至 于 垂直 分 布 , 则 自 海拔 1,500 
公 尺 , 直达 森林 分 布 上 界 (3;,800 公 尺 )。 在 本 区 的 泪水 ,大 夏河 和 
替 岭 内 昔 有 小 面积 纯 林 或 与 冷杉 混交 林 。 费 、 亚 及 内 蒙 山 地 , 亦 有 
小 面积 残存 林 。 吕 梁山 北端 自 关 帝 山 经 芦 芽 山 至 管 沙 山 以 及 甘肃 
的 罗 册 ;在 油 松 林 层 以 上 , 亦 有 此 种 分 布 。 2 

云 杉 对 于 环境 适应 力 较 强 , 在 北部 干燥 地 区 ， 则 根 株 长 大 ; 深 
叉 地 中 ,可 以 抵抗 于 旱 的 气候 ,在 南部 湿润 地 区 , 则 呈 浅 根性 ,生长 
更 繁茂 。 国产 云 杉 中 ,以 此 种 最 耐 干旱 , 因 系 中 良性 树种 , 凡 阴 性 
树 未 遭 砍 伐 后 ; 此 种 多 能 迅速 侵 大 成 林 ， 和 工 且 能 在 东西 向 坡 上 ,发 

育 繁 太 。 

去 棚 在 涨 河流 域 , 其 直径 生长 最 大 时 期 在 40 一 70 年 间 ， 高 生 

长 最 快 时 期 狗 可 30 一 50 年 间 , 材积 连年 生长 最 大 时 期 在 80 一 120 
年 间 。 种 子 8 月 间 成 熟 , 产量 极 丰 , 用 个 于 燥 沙 层 积 法 保存 ,容易 
有 发芽 。 纯 详 种 子 每 公斤 多 有 180,000 粒 , 春播 后 网 24 天 可 发 芽 。 

此 种 和 青 杆 为 本 区 山地 重要 森林 树种 ,其 木材 产量 话 大 ,品质 
亦 好 (和 致密 坚 重 , 比重 为 0.55 一 0.66), 树 皮 更 可 提取 单 宁 ,精制 烤 

胶 攻 皮 ,近年 且 用 为 造纸 的 主要 原料 。 
青 杆 “Pricea NeoveitcAhii Masters (图 19) 

青 杆 在 黄土 高 原 及 其 附近 族 帆 , 分布 之 广 , 不 亚 于 云 杉 , 如 罕 

岭 北 坡 ( 华 山 \ 太 白山 \ 小 陈 山 )\ 甘 肃 洗 河流 域 和 检 中 县 的 兴隆 山 、 
“出 西 的 五 台 出 及 吕梁 山 的 关 帝 山 、 芦 芽 山 、 管 小 山 和 和 白 龙 山 , 此 有 

。 相当 茂密 的 纯 林 。 垂直 分 布 一 般 在 云 杉林 以 下 , 常 与 山 杨 、 白 样 、 
落叶 松 和 云 杉 等 混 生 。 据 1956 年 夏季 调查 甘肃 入 县 龙 川 河 以 南 ， 
吸 嘛 河 以 北 的 骨 青 山 残 存 青 杆 林 , 一 部 分 与 侈 山 松 和 油 松 混 交 。 在 

海拔 2;,350 公 尺 石 其 关山 地 标 色 森林 土 上 有 200 一 300 年 生 老 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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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兰 谨 南 柳 中 县 兴隆 山上 的 青 杆 林 

林内 幼 树 一 般 高 2 一 7 肥 尺 ， 林 下 灌木 有 : 多 花 徇 子 未 甘肃 而 柯 : 
漆 树 : 枝 梨 。 此 外 在 白 龙 江 流域 及 大 巴山 脉 内 和 黄河 下 游 诸 省 ( 河 
北 \ 内 蒙 ) ,此 有 自生 林 , 每 分 布 于 海拔 1.500 一 3,000 公 尺 之 间 。 青 
杆 生 长 迅速, 高 可 达 50 公 尺 , 胸 高 直径 常 褒 1 公 尺 。 直 径 上 长 最 
快 时 期 狗 在 30 一 100 年 间 , 高 生长 最 速 时 期 在 30 一 80 年 间 ， 材积 
连年 生长 最 大 时 期 在 110 一 170 年 间 。 系 阴性 树种 , 浅 根 性 : 凡 湿 ， 

泗 肥 沃 繁 排水 佳 良 的 山谷 了 明 坡 地 带 ， 将 能 适 生 。 种 子 狗 8 月 间 成 

熟 ,纯净 种 子 每 代 斤 狗 105,000 粒 , 春播 时 狗 24 天 可 发 薄 ; 幼 苗 须 
在 山 杨 等 树林 庇 蓝 下 始 成 长 。 

木材 淡 忒 白色 , 质 轻 而 疏松 ,含油 质 较 少 , 比重 为 0.45， 易 施 。 

工 , 可 作 建 筑 及 用 具 材 。 木 材 为 重要 造纸 原料 、 树 皮 可 提取 单 宁 。 

倒 柏 Biota orientaclis Endl. ( 王 TZzuja oziezze1z5 工 .) 

便 柏 为 中 国 本 部 极 普 融 的 一 种 常 罗 树种 。 秦 岭 西端 ( 牙 素 岭 )、 

虽 梁 山南 北部 及 黄土 高 原 山 地 ( 洛 河流 域 ) 为 其 分 布 中 心 ;但 向 北 
可 伸 达 内 蒙 及 东北 南部 (辽宁 ), 向 南 可 至 长 江 流域 诸 省 (和 癌 南 至 云 

南西 北部 ), 东 南 谐 省 , 亦 有 栽培 。 在 小 承 山 及 以 南 的 轧 低 山区 ( 微 

县 两 当 ) 和 洛 河流 域 黄土 冲 钥 沟谷 中 (海拔 800 一 1800 公 尺 ) 天 然 
生 凑 繁茂 , 常 在 石灰 岩 可 或 黄土 丘陵 阳 坡 上 成 稀 臣 的 纯 林 ,或 与 检 

柏 及 白 皮 松 等 训 交 。 于 天 水 、 甘谷、 武 贞 、 潭 县 一 带 其 生活 变型 有 
多 种 ,如 千 头 柏 (var. zana Catr.) 及 塔 形 柏 (var，byremoida153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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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甘肃 天 水 昌 二 沟 哗 上 农民 自 六 的 仙 档 一 品种 ( 塔 形 侧 杆 ) 一- 观 演 植物 

”vi 多 图 20) 等 均 时 见 栽培 于 民间 墓地 中 。 陕 北 黄 陵 上 (图 21) 和 山 
西 离 山 观音 让 的 茂生 侧 柏林 , 均 证 明 侧 柏 在 黄土 高 原 上 的 适应 性 。 

- 、， 陕 北 洛 河 流域 梢 林 区 ,一 般 70 一 80 年 自生 树 高 6 一 8 公 尺 , 胸 
” 径 8 一 10 厘米 , 幅 2.6 公 尺 ; 在 西 记 锁 姑 区 生长 稍 快 ,40 年 生 树 
高 狗 8 公 尺 , 胸径 狗 14 厘米 。 洛 河流 域 自生 林 中 的 灌木 层 , 主要 
为 由 儿 种 比较 阳性 和 而 干旱 的 灌木 所 和 组 成 。 占 契 对 优势 的 灌木 树 

= 

图 21 ” 陕 北 黄 带 陵 上 的 1800 年 生 的 老 侧 档 树 

ww 



种 为 狐 牙 刺 。 次 要 灌木 如 莉 条 (ztexz cize2sis) 加 桃 (Przztig 22- 

5idiaza)、 多 花药 子 (C DOtomzeaste7 12tUt16f1or)、 多 花 胡 枝子 (Zespedexa 

foripaunrda)、 虎 楼 子 、 紫 丁香 及 文 冠 果 等 , 有 时 其 间 复 散 生 少数 乔 

本 如 辽东 梯 、 杜 梨 、 山 杏 及 山 检 (Djorzs jabonicz) 等 。 
此 树 为 阳性 树种 ， 在 人 针叶树 中 最 而 干旱 和 礁 性 十 。 于 富 含 石 

灰 性 的 黄土 高 原 上 , 此 种 耐 于 旱 的 能 力 , 在 人 处 叶 树 中 首屈一指 。 于 
本 区 南部 生长 较 快 ,但 阴 中 , 随 东 丘陵 比 地 上 , 除 生长 较 绥 外 ,生活 
力也 很 强 , 委 之 深 根 抗 风 抗旱 ,在 黄土 高 原 和 石灰 岩 低 山地 -上 为 一 

极 重要 的 造林 树种 。 无 论 作 防风 林 或 水 分 调节 林 ， 昔 可 选用 。 种 

子 8 一 9 月 问 成 熟 ; 干 储 发 芽 力 可 保持 两 年 ,春秋 播 此 可 ;每 公升 重 

狗 0.655 有 公斤 , 每 从 斤 狗 含有 36,000 一 40,000 粒 。 据 中 央 林 业 科 学 
研究 所 1953 年 研究 报告 截 : 30 年 生 树 生 种 子 每 千粒重 23.96 死 ， 
发 芽 率 94.87 儿 ,发 芽 所 需 日 期 为 6 天 。 雨季 避 春 季 移 栽 ， 笃 易 成 

活 。 生 长 迟缓 ,但 寿命 颇 长 。 木 材 淡 黄色 ,和 致密 坚 重 , 为 贵重 棺木 

材 及 用 具 材 , 富 含油 脂 , 有 芳香 , 故 可 作 雕 列 和 文具 材 。 

在 天 水 、. 庆 阳 和 延安 三 专区 , 向阳 沟 坡 上 ， 可 试验 用 狐 牙 刺 或 

荆 条 作 先 锋 树 种 ,然后 于 雨季 直接 播种 造林 。 但 在 北部 地 区 ;出 非 

育苗 不 可 。 者 季 育 苗 , 可 在 春分 到 清明 时 行 播 ,每 雷 用 风 选 或 水 逃 

过 的 种 子 狗 10 一 15 市 厂 , 盖 土 深 狗 1.5 厘米 ,然后 再 复 盖 草 ; 苗 出 
士 发芽 后 , 朗 可 除去 盖 草 ,在 雨季 或 春季 造林 此 可 。 每 亩 可 栽 5 一 6 

百 株 , 如 配合 刺槐 造林 ， 每 亩 可 沽 植 百 余 株 ;, 空隙 地 可 种 刺槐 ,但 注 ， 

意 刺 槐 生长 压抑 侧 柏 , 配 植 方法 应 加 研究 。 
检 柏 “JJrunzperrs cPzrzemszs 工 . Mo 汉 XKeBeJIPHBK 

检 柏 原 产 我 国 北部 (内 蒙 、 性 、 鲁 、 耶 、 陕 、 甘 、 普 ) 和 中 部 ( 苏 、 

浙 、. 哇 、. 湘 川 ), 在 秦岭 北 坡 海拔 1500 公 尺 以 下 ,常见 有 野生 树 分 ， 
布 于 向 阴 廿 坡 的 松 柑 林 区 内 呈 散 生 状 态 在 甘肃 必 山 由 和 兴隆 了 由， 

均 可 见 到 。 目 下 华北 东北 和 西北 黄土 高 原 上 ,; 均 广 行 栽培 。 

此 树 为 中 庸 阳性 树种 , 深 根 性 ,侧根 安达 , 喜 沙 质 塘 土 , 亦 耐 二 
旱 及 严寒 。 幼 苗 生 长 较 慢 ,壮年 发 育 渐 快 ;寿命 甚 长 。 随 各 地 生长 

环境 发 育 出 许多 变种 ,一般 可 作 园 艺 上 观赏 栽培 。 在 本 区 南部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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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园 多 地 区 ， 可 以 用 为 农田 防护 林 或 水 分 调节 林带 材料 。 在 匡 下 
东南 部 如 晴 远 的 哈 思 山 ( 松 山 ) 和 甲 盔 由 变质 岩山 地 (海拔 2;500 一 

2800 米 ) 见 有 疏 柏 变种 〈var. Seargezti)。 本 区 北部 目地 , 谷 野 生育 

湾 柏 (JJ jzozosaza Hayata) 及 杜 松 (J . yzigida Sieb。. et Zucc:) 两 种 ， 

”《【 杜 松 自 生 林 见于 贺兰山 、 了 明山 和 内蒙 山地 , 但 在 吕梁 山西 坡 贡 髓 
县 西 豹 峪 一 带 黄 土 丘 陵 山 地 中 ， 亦 有 自生 。 人 湾 柏 则 见于 甘肃 的 

兴隆 让) 因为 树 形 坊 矮 ,生长 更 慢 , 一 般 黄 少 栽培 。 此 属 植物 种 子 

”去 果皮 用 潮湿 沙 在 地 窒 内 用 层 积 法 储藏 过 冬 , 则 明 春 发 芽 赤 好 ; 托 

播 枝条 成 活 率 达 80 % 以 上 , 惟 生 根 稍 迟 。 
检 属 枝叶 可 以 作 侧 料 (可 参天 臭 柏 条 )。 
本 种 未 材 色 微 红 ;致密 坚 重 , 且 有 香气 , 故 为 趴 重 材 ,但 因为 本 。 

种 乃 梨 树 锈病 转 寄 寄主 ， 在 果树 区 域 推广 ， EAI 

2. 落叶 树 

辽东 衬 CQuercaus Liaotrrrzsemsis 孜 oiqz。 

此 秘 为 黄河 流域 各 省 最 普 逼 的 一 一 种 橡树 , 在 晋 、 陕 、 甘 黄土 高 

原 ( 洛 河 流域 ) 及 内 蒙 和 东北 山地 中 , 昔 甚 习 见 。 吕 梁山 南部 以 此 

林 种 为 最 普通 。 分 布 于 1,000 一 2;500 公民 之 间 ， 在 山区 南北 向 坡 

土 缘 可 成 纯 林 ,或 与 油 松 、 华 山 松 和 白 皮 松 等 混 交 ,在 北向 坡 上 ; 亦 

常 与 青 杆 或 其 他 寺 叶 树种 如 梭 杨 等 成 块 状 误 生 。 老 龄 的 山 太 、 白 
梭 林 , 如 有 辽东 橡 的 母树 种 子 侵入 ,， 即 可 发 生 桦 林 而 代替 白 权 ,出 

杨 林 。 0 2;000 一 2;500 公 尺 间 与 青 杆 林 成 

片 状 误 交 。 
本 种 抗 风 寒 和 耐 于 旱 的 能 力 ; 强 于 任何 其 他 桦 树 ， 在 黄土 高 原 

丘陵 地 区 为 唯一 成 林 的 关 叶 树种 ( 洛 河流 域 )， 应 与 著 古 检 比 较 试 

验 , 将 来 选 为 黄土 丘陵 沟 罕 区 较 肥 沃 地 区 的 造林 树种 。 
一 般 在 较 湿 洼 环境, 树 高 可 达 25 公 尺 , 直径 可 达 50 厘米 , 但 

在 较 干 燥 地 区 , 则 常 矮 生 避 只 成 滞 丛 状 。 据 记载 ,于 泪 河 及 和 白 龙 江 

流域 直径 生长 最 快 时 期 在 30 一 70 年 间 ， 高 生长 最 速 达 20 一 60 年 

间 , 材 积 连年 生长 最 大 时 期 为 89 一 140 年 间 。 在 子午 岭 梢 林 区 ,53 
年 生 树 高 7.4 公 尺 ,胸径 16.5 厘米 ; 陕 北 黄龙 山区 生长 更 速 。 喜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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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肥 沃 而 排水 佳 臭 的 土壤 。 
此 种 乃 中 良性 树种 ,主根 深信 地 中 ; 故 抗 旱 耐 风力 强 。 幼林 区 

伐 后 萌芽 力 强 ; 故 行 禾 林 作业 ,其 生长 力 历久 不 圳 。 在 档 林 内 种 子 
9 月 中 、 下 旬 成 熟 , 随 朗 落地 , 如 不 遭 虫 兽 及 冻 嘎 ,， 明 春 萌 什 力 极 
绚 。 秋 播 在 9 一 10 月 间 。 应 随 采 随 播 ( 须 注意 野猪 及 鼠 些 防治 思科 
储 (不 耐 干 储 ) 可 用 稍 湿 沙 层 积 法 埋藏 。 荡 地 春季 直接 播种 ,应 加 
强 试验 (可 参半 “中 国 林业 *1954， 9 月 份 ) , 因 幼 苗 主 根深 长 ,移植 
较 难 , 故 多 采用 直播 法 造林 ,在 没 长 过 机 树 的 山坡 上 初次 种 植 辽 东 
机 ,最 好 在 猪 祥 中 先 接 些 菌 根 土 , 小 苗 才 容 易 发 育 。 劲 苗 沁 时 ,可 

间 种 豆 科 作物 ,或 与 较 耐 萌 的 其 他 树种 问 植 。 
此 树叶 大 而 浓密 ， 能 抗 风寒 。 故 宣 作 分 水 瞧 防 护林 带 及 水 分 

。 赫 节 林带 树种 ， 而 与 枢 树 或 其 他 树种 配合 。 惟 在 黄土 高 原 于 旱 草 
原 地 带 造 林 , 栽 培 技 术 ,应 加 强 试 验 。 目前 洛 河 流域 梢 林 区 ;包含 
辽东 橡 林 和 便 柏林 面积 相当 广 半 ,应 加 强手 育 , 引 天 油 松 和 自 皮 松 “ 

母树 种 ,扶助 其 发 展 为 正常 的 松 柜 林 。 
据 1954 车 子午 的 检 林 区 昼 查 :法 河流 地 cz) 目下 同 各 各 

本 上 为 辽东 机 林 , 拔 海 高 度 1200 一 1.500 公 尺 , 林 下 士 襄 松软 , 富 、 
含 钙 、 镁 等 元 素 , 沙 叶 层 及 有 机 盾 储 积 层 厚 常 达 10 厘米 或 以 上 ; 玫 ， 
土 构造 性 良好 , 呈 团 粒 或 架 状 ,80 厘米 以 内 含水 量 10 一 13 匈 , 林 下 
灌木 层 主 要 树种 为 千 线 菊 、 虎 标 子 、 多 花 枸 子 、 杭 子 档 、 马 杰 Czdi- 

gojfere pzuzgeaz1)、 和 牛奶 子 (BE1ceagztis zt122e11atz)、 甘肃 小 寿 (Ber-- 

pe1i5 Ka1stUe1515)、 上 甘肃 辐 楂 (Crateegxs Kezstiezsi3)、 北京 丁香 【Sy- 

ziz28ga beki2aeN513) 及 小 时 悬 钩子 (Rupurg baroijfo1zzs) 等 。 其 中 还 杂 

生 少 数 山 杨 、 杜 梨 、 山 查 、 茶 条 械 (4cer 8ginza1a) . 租 弹 叶 械 、 检 树 及 
” 便 柏 等 。 这 些 树种 的 配合 同 生 关 系 , 应 再 深入 研究 ， 作为 将 来 造林 

上 的 大 考 。 0 
木材 作 矿 柱 和 枕 本 甚 侍 , 寻 常用 为 烧 木 痰 材料 ， 常 至 引起 破坏 

森林 的 作用 。 
此 种 林 水 上 常客 生 到 老生 (ZEorazt2as ezjobaerxs) 一 种 ， 影响 

林木 发 育 , 同 时 又 寄生 复 寄 生 栓 树 属 和 董 果 属 植物 上 为 尼 , 宜 注意 

es OO 。 



“ 栓 皮 机 Quercus uariabilis Blume， 

此 种 主 产 我 国 中 部 长 江 流域 各 省 ， 但 黄河 流域 诸 省 ( 终 、 乱 、 

耶 、 晋 、 陕 、 甘 儿 虽 梁 山南 部 有 自生 ) 山 地 ， 野生 亦 多 , 朝鲜 和 日 本 ， 

“” 亦 有 分 布 。 其 树 皮 含 检 皮 层 很 厚 ， 有 时 达 3 一 8 厘米 , 在 工业 上 用 

途 很 广 。 未 材 带 黄色 , 质 颇 坚 硬 ， 疏 易 开裂 ,可 供 建 筑 、 制 造 舟 车 、 

”和 丰 用 支柱 、 家 具 及 铁道 桃木 之 用 。 

二 栓 皮 樟 为 阳性 树种 ,- 不 耐 庇 芒 ， 幼 苗 生长 过 慢 ,长 大 后 渐 速 ， 

100 年 生 树 干 胸 高 直径 可 达 60 厘米 至 1 公 尺 许 。 寻常 借 种 子 繁 

殖 , 萌芽 力 强 。 性 喜 干 燥 空 气 和 深厚 湿 油 肥沃 土 。 今后 在 豫 西 、 痊 

_ 南 :关中 及 随 南 天 水 一 带 的 丘陵 山地 中 ,可 以 提倡 坛 栽 。 在 本 区 南 

部 许 由 (如 吕梁 山 ̀ 黄 龙山 \ 小 随 山 等 ), 复 布 有 肢 树 (Oxercus demzata 
Thunb.) 一 种 , 为 一 天 叶 机 类 , 生长 快速 , 惟 须 在 南部 多 雨 地 带 引 
种。 辽东 机 \ 栓 皮 棕 和 榭 树种 子 , 一 般 在 8 一 9 月 问 成熟 , 采 回 后 不 

可 成 大 堆 存 放 , 或 在 阳光 下 直 晒 ,因为 这 样 会 友 热 变 黑 或 发 芽 , 一 

般 是 振 成 薄 层 ,在 通风 处 阴 于 。 
河北 杨 Poprlrs 9 Hu et Chow 一 一 Tornoump 

(图 2 

图 22 所 人 水 了 从中 下 二 的 交 杞 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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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种 在 鸽 西 和 陕 北 俗称 青 坟 ̀  混 杨 , 串 覃 或 光 溜 溜 杨 ;最 初 发 对 
于 北京 附近 的 杨 灰 店 ; 以 后 在 农业 大 学 及 西山 均 见 有 少量 栽培 ,六 
后 在 陕西 黄龙 山内 始 见 有 天 然 林 。 但 据 作 者 近年 来 的 调查 ， 知 此 
杨 在 山西 (正太 铁路 以 北 ) 的 吕梁 出 以 西 以 东 ( 如 高 石 、 柳 林 一 带 ， 

晋 西北 至 偏 关 ， 南 至 限 县 黄土 丘陵 地 带 ， 基 有 栽培 或 牢 自 生 树 )、 
陕 北 的 焰 德 、 米 脂 、 检 林 、 白 于 山 一 带 , 陛 东 六 盘 出 以 东 和 以 西 ( 庆 
阳 、 和 平凉、 天水、 定西 等 专区 ) 了 中 西部 达 马 上 原 ( 永 靖 县 (海拔 
1500 公 尺 左右 ) 及 中 卫 、 中 宁 、 靖 远 以 南 地 区 以 达 青海 的 东部 ， 和 此 
有 有 分布。 无 其 在 陕 北 沟 德 、 米 脂 两 县 之 间 , 更 有 许多 大 树 。 梧 保 
护 为 采种 母树 。 

”由 旋 的 分 布 和 生长 环境 来 看 ， 河 北 杨 显 为 黄土 高 原 丘 陵 地 区 
二 种 抗 风 鲁 和 耐寒 冷 的 杨 树 。 可 以 生 在 河 边 ， 可 以 生 在 黄土 高 
原 的 多 顶 ， 甚 至 能 旋 生 在 芝 沙 复 盖 的 黄土 地 上 。 枝 条 在 杨 树 中 特 
竹 , 叶 形 最 小 ; 树 皮 上 厚生 和 白粉 , 均 和 象征 它 的 耐寒 和 抗 风 的 能 力 。 宛 
将 成 为 分 布 区 中 可 以 栽 在 奖 顶 和 沟 坡 上 的 一 种 重要 关 叶 树种 。 防 
护林 和 水 分 调节 林 , 应 当 重 赵 采 用 。' 它 是 串 根 的 一 种 树种 , 老 光 
们 都 用 分 株 法 繁殖 , 托 插 枝 条 不 易 成 活 ; 这 将 是 林业 工作 者 科 需 试 “ 
验 的 一 种 技术 。 成 熟 种 子 播 植 ,如 掌握 随 采 随 播 和 保持 土壤 湿润， 
上 发芽 将 毫 不 成 问题 ,此 法 可 以 顺利 青 成 许多 苗木 。 0 
河北 杨 树 冠 圆 整 , 树 皮 粉 白 , 植 为 行道 树 极 美 ; 水 质 稍 到 软 秋 

致 , 且 有 和 世 性 , 富 弹 性 , 可 作 建 筑 材 料 , 造 纸 原料 和 制 火 柴 杆 等 。 其 
适应 上 述 特殊 环境 的 能 力 ,在 杨 树 中 确 无 其 他 种 类 能 与 之 相 比 。 今 
后 在 本 区 , 应 大 量 推广 栽培 , 这 不 但 有 丛 于 水 土 保持 和 风沙 固定 ，、 
并 且 产 生 大 量 木 材 , 供 当地 建筑 之 用 ,产量 过 剩 时 ,可 以 考虑 造 钨 。 

据 1955 年 黄河 中 游 水 土 保 持 纤 合 考察 队 林 业 租 调查 在 千 西 
年 平均 生长 量 一 般 树 高 0.5 公 尺 以 上 , 胸径 在 1.1 厘米 左右 。 兴 县 

蔡 家 娠 8 年 生 树 高 6 公 尺 , 胸径 7 厘米 ; 张 家 坏 21 年 生 树 高 10.2 ， 

公 尺 ,胸径 12 厘米 。 在 沟谷 水 湿地 生长 不 及 柳树 快 ;但 在 深入 顶 
部 , 则 坟 柳 树 为 快 。 
河北 杨 与 山 杨 (P. davidianza) 木材 均 有 村 心 与 自 必 之 分 ， 老 
和 8 ， 



“多 个 均 知 道 币 疙 杨 木 材 不 如 直 

”抵抗 这 种 必 腐 病 。 在 治 河流 域 ， 

” 杨 , 是 否 白 心 杨 由 种 生 苗 发 起 ， 

“解决 的 技术 问题 。 

” 队 1955 及 1956 年 在 山西 和 十 

下 

心 杨 的 好 ， 实际 所 谓 季 心 杨 芋 

也 炉 戎 药 时 而 染 元 心 麻 病 的 关 

系 ; 利用 种 子 繁殖 的 杨 树 ,最 能 

山沟 两 便 自生 的 山 杨 多 和 白 心 

杨 、 山 坡 及 基 顶 逐渐 易 为 红心 

人 消 待 秋 纺 研究 (图 23、24)。 所 
以 今后 繁殖 种 生 苗 是 一 种 惫 应 

双 据 科学 院 黄 河中 府 调查 

肃 各 县 调查 ,得 有 下 烈 千 果 , 亦 图 23 陕 北 延 安南 泥 深 九龙 泉 梢 林 中 

证 明 其 生长 快速 , 录 下 参考 : 沟 专 的 山 杨 至 属 白 心 杨 ( 未 染 心 腐 病 ) 

，、| 年 平均 生长 量 | 直径 生长 
树 抢 | am 胸径 (厘米 ) (高 生长 一 厘米 ) (厘米 ) 

其 肃 武 是 10 11.0 下 1.33 
甘肃 武山 1 9.0 18.0 75 0 

山西 河曲 22 14.0 35.0 64 1.59 
。 - 西 保 德 | 。 25 9.0 31.0 36 “1.24 

河 杨 Poprlus catAhayana Rehd. 一 一 Tornoup (图 25) 

河 杨 亦 称 青 杨 , 为 中 国 北部 的 乡土 树种 ,， 从 东北 ( 热 河 ) 经 内 
蒙 、 千 、 陕 、. 甘 \ 青 以 达 川 总, 苦 有 分 布 。 在 本 区 海拔 1,000 一 2,500 

公 尺 的 出 地 ,如 秦岭 .吕梁 出 \ 郝 连 山 \ 喉 山 \ 天 盘山 和 兴隆 山 , 此 有 
自生 纯 林 ;在 六 盘山 以 东 以 西 和 青海 西宁 以 东 及 内 蒙 南部 ;栽培 是 
访 。 幼 树 树 皮 微 带 橄 模 称 色 , 树 冠 开 展 , 作 行道 树 上 类 美 观 。 木 材 色 
白 , 轻松 柔 利 , 作 板 材 佳 。 此 外 造纸 ,火柴 村 及 器 具 等 用 材 亦 佳 。 

此 树 属 阳性 树种 , 喜 在 山谷 流水 两 旁 生 长 ,但 亦 能 在 较 低 湿 油 
山坡 成 林 , 生长 迅速 而 健壮 , 据 记 截 在 兴隆 山 和 部 连 山 区 ,其 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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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陕 北 延 安南 泥 音 九龙 泉 梢 宁 中 荔 顶 上 的 由 祷 林 

生长 最 速 时 期 在 30 一 60 年 间 , 高 生长 最 快 时 期 在 20 一 40 年 间 , 材 - 

积 连 年 生长 最 大 时 期 在 60 一 110 年 间 , 树 高 可 达 30 余 公 尺 ， 胸 径 
1 公 尺 许 。 据 1955 年 黄河 中 游 水 土 保 持 综 合 考察 队 林 业 硼 炙 查 ， 
在 晋 西 年 平均 生长 量 树 高 在 0.6 公 尺 左右 ， 胸 径 在 1.2 厘米 以 上 ， 
在 叶 央 河滩 地 上 27 年 生 树 高 14 公 尺 ,胸径 40 厘米 , 在 西 豹 峪 河 
滩地 上 旭 25 一 30 年 生 树 高 18 一 20 公 尺 ,胸径 -45 一 50 厘米 。 一 般 

声 快 于 旷 树 。 根 深 中 等 ,侧根 发 达 而 稠密 , 向 四 周 远 伸 ， 喜 生 于 排 、 
水 佳 良 冲积 沙 质 壤 十 的 河谷 地 带 ， 能 耐水 湿 及 于 燥 井 赛 冷气 候 。 在 

图 25“ 普 而 几 央 西 级 险 河 杨 、 轴 杨 混 交 林 (森林 草原 地 带 ) 



和 
权 S * 

费 士 高 原 冲积 河谷 及 滩 只 滩地 上 ;可 作 防 潜 护 岸 及 沟 底 造 林 之 用 。 
青海 乐 都 一 带 到 西宁 地 区 , 广 行 栽培; 成 簧 很 好 。 

”， 青 覃 繁殖 ,寻常 此 用 插 条 或 埋 干 法 。 在 湿 油 土壤 , 插 条 成 活 牵 ， 
不 难 达到 90 色 以 上 。 但 如 和 欲 得 到 大 量 幼苗 , 则 于 暮春 (青海 西宁 
到 乐 都 一 带 种 子 狗 6 月 下 旬 成 熟 ) 采 收成 熟 种 子 , 朗 行 播种 于 温 潮 

的 苗床 上 , 盖 以 复 彼 , 狗 2 一 3 日 后 , 朗 行 发 芽 。 据 1956 年 夏 调 查 
在 甘肃 会 用 竹林 沟 车 厂 下 向 西 到 分 水 岭 一 带 , 与 簿 氏 杨 (PPur- 
dozmi) 两 种 ,此 有 成 年 大 树 , 千 果 丰 盛 , 狗 在 7 一 8 月 间 种 子 成 熟 ， 
改 为 此 二 种 烛 树 很 好 的 采种 地 。 

” 阶 东 、 了 西 、 陕 北 及 晋 西 此 可 试 种 此 种 。 
在 全 西 吕梁 山北 闪 有 自生 山 杨 (P. szwaveotezxs Fischer) 一 种 ， 

树 形 和 生长 习性 ,至 似 青 杨 , 惟 叶 柄 较 短 可 别 , 同 可 在 黄河 中 游 区 
栽培 。 
加拿大 杨 Popualus cariacalerisis Moench. 一 一 Tornoxp Ka- 

HaXCKH 放 

此 种 原 产 龙 美 及 加 拿 大 ,但 移 大 我 国 栽培 历史 已 久 ; 为 阳性 树 

种 ,相当 耐 旱 耐 礁 , 生长 迅速 (20 年 生 , 高 达 20 米 )， 树干 端 站 , 树 

冠 卯 形 。 其 木材 可 制 各 种 家 具 及 火柴 查 。 因 其 能 利用 托 插 繁殖 ， 
故 大 多 喜爱。 在 华北 各 省 时 见 有 40 一 50 年 的 大 树 , 于 黄河 中 府 如 

晋 南 、 豫 西 、 关 中 及 陇南 各 区 , 繁殖 栽培 , 顺 可 望 成 荔 。 因 其 树冠 
开展 而 叶 大 ， 作 为 渠道 上 生物 排水 和 水 库 周 围 防护 材料 均 佳 。 石 

家 上 庄 红 西 造 造林 实验 场 售 利用 此 种 枝条 作 砧 木 与 白杨 枝条 作 接 穗 由 

婷 接 法 繁殖 毛 和 白 覃 成 功 。 但 在 黄河 中 游 北部 栽培 ,容易 旭 曹 受 冬季 

严寒 的 为 害 , 宜 莲 惯 推广 。 
- 由 杨 Poprlus dauoidiana Dode (图 26) 

四 杨 在 我 国 分 布 极 广 , 除 南 部 沿海 各 省 外 ,各 省 此 有 (东北 \ 内 

蒙 、 费 、 和 锭 、 耶 、 俞 、 陕 甘 、 鄂 、 川 . 康 ), 寻 常 分 布 于 海拔 1;000 一 3;000 

公 尽 间 。 在 本 区 各 由 地 中 , 凡 摧 残 过 的 林 区 或 梢 林 区 , 几 人 至 有 此 树 

及 自 樟 的 分 布 ,只 有 在 西北 部 黄土 丘陵 沟 密 区 和 风沙 带 上 ,为 河北 

相 所 代替 。 树 高 达 25 公 尺 ,直径 可 达 60 厘米 , 但 梢 林地 区 ， 因 砍 
3 家 



伐 过 度 , 多 为 幼 树 。 在 秦岭 北 坡 , 则 有 大 树 纯 林 。 
此 树 为 阳性 树种 ,生长 迅速 ,寿命 较 短 。 在 洗 河 流域 其 直径 生 
”长 最 快 时 期 为 20 一 80 年 间 , 高生 

长 最 快 时 期 在 10 一 30 年 间 , 材 积 

连年 生长 最 大 时 期 在 50 一 70 年 

间 。 种 子 多 小 ,产量 极 丰 ,能 乘 风 
远 威 ， 凡 经 火烧 或 砍伐 过 度 的 对 
叶 林 或 针 叶 间 叶 刘 交 林 区 ， 山 杨 
最 易 侵 双 , 志 速 发 成 茂密 的 纯 宁 ; 
或 与 权 木 混 生 ， 而 特 适 生 于 较 温 
润 地 带 。 浅 根性 ,侧根 稀少 ,主根 : 
常 横 伸 地 下 ,其 上 十 发 不 定 芽 ,再 

2 2 形成 独立 的 林木 。 此 种 出 糖 林 ， 

2 人 评 人 人 坟 如 有 因 性 儿 叶 友和 ( 基 青 标 ) 是 本 
示 心 (森林 草原 地 带 ) 、 种 子 传人 人 ， 即 可 在 山 棍 林 申 发 成 

而 代替 山 杨 林 。 陕 北 洛 河流 域 的 梢 林 区 和 晋 西 吕梁 山区 ， 即 为 松 、 
檬 林 遭 受 极度 破坏 后 所 发 成 的 山 杨 幼年 林 ; 如 加 以 适当 保护 和 利 
用 ,年 可 生产 大 量 禾 柯 材 , 将 来 如 再 加 以 适当 拘 育 和 更 新 , 仍 可 恢 
复 松 橡 林 及 部 分 青 杆 林 。 山 杨 在 隐 东 董 志 震 上 ,已 有 栽培 ;多 用 分 
根 繁 殖 , 但 欲 得 大 量 幼苗 , 则 须 5 一 6 月 间 采 种 随 播 ,容易 成 功 。 种 
子 发 菠 急 快 ; 成 熟 后 如 播 于 湿润 有 复 盖 的 沙 坊 土 , 锡 经 12 小 时 部 
可 开始 发 芽 。 幼苗 对 水 分 需要 特别 敏感 ; 故 需 志 蓝 。 

由 杨 木材 轻 软 ,白色 , 富 弹性 ,干燥 时 很 硬 ; 比重 0.41; 可 作 建 
筑 材 ,同时 可 作 小 型 农具 , 一 年 生根 戎 给 枝 可 以 氟 翁 篮 , 夏季 所 采 
人 木材 过 剩 时 , 可 以 考虑 作 造 纸 原料 , 或 用 以 制 ， 

人 区 山 杨 多 为 的 年 生 树 ,高 狗 8 公 

尺 ,胸径 狗 10 厘米 , 郁 于 度 60 一 80 为 ， 林 下 灌 术 层 , 主要 由 20 佘 
种 灌木 组 成 。 其 最 主要 者 如 虎 棱 子 , 秒 毛 糖 线 菊 及 酸 刺 三 种 ;, 欢 杂 
枕 子 梢 、 胡 枝子 北京 丁 香 、 牛 奶子 ( 胡 壬 子 )、 多 花 构 子 木 、 烂 皮 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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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政 、 冻 绿 、 壬 肃 小 蔓 、 马 氏 忍 冬 、 局 类 (ms jigofera ZU11ECG110) 等 ， 

并 有 辽东 梯 的 幼苗 茂生 其 间 。 

覃 树 的 种 子 ， 一 般 在 6 一 7 月 间 成 熟 ， 果穗 由 炮 变 黄 ， 再 变 黄 . 

图 27 陕 北 吴 旗 县 马 家 党 炭 黄 士 坡 上 
自 生 的 小 时 杨 (Popzu1zs Si71072) 小 树 

褐 ， 划 有 少数 果实 裂 吐 吐 架 时 
朗 算 成 熟 ， 采 收 后 在 通风 良好 
处 阴干 , 待 果实 全 开裂 后 , 放 狂 
铁 穆 网 散 中 , 用 手 揉搓 ,种 子 序 
可 由 饰 孔 落下 〈 不 可 在 阳光 下 
入 晒 ), 郎 可 播种 。 

小 叶 杨 Poprlurs .Simo- 

niz Carr. 一 二 Toromp KHT3 首 - 

CKH 玫 飞 图 27) 

此 种 在 和 鲁 、 豫 两 省 , 亦 称 青 

杨 ， 在 陵 北 和 舍 西 亦 称 水 桐 和 

白 塔 子 树 。 广 布 于 东北 \ 内 蒙 、 
黄河 及 长 江 两 流域 ( 旨 ; 重 、 豫 、 

卫 . 甘 、 营 \ 苏 .中 J 几 \. 康 省 )。 适 

应 性 极 广 ; 在 长 江 流域 , 分 布 于 海拔 1;300 一 2;300 公 尺 ( 喉 江 流域 ) 

山谷 问 ， 0 0 

尺 。 天 然 分 布 见于 甘 
六 疝 沪 成 向 北 
至 陕西 洛 河 流域 ， 向 
南 至 四 川中 江 流 域 ， 
至 邻 各 地 山谷 中 自 本 

， 生 林 人 消 多 (但 甘谷 . 武 《- 
硬 \ 漳 县 未 见 分 布 ;只 
靖 远 见 有 栽培 )。 种 “ 

子 成 熟 ， 随 风 飞 散 湿 ， 
润 裸 土 上 ,发 苗 极 易 。 
洛 河流 域 沟 谷中 ， 现 

高 亦 不 过 1600 公 公 

图 28 ” 陕 甘 春 上 子午 岭 梢 林 中 小 时 杨 板材 用 大 
车 运往 西安 销售 

es。 53 。 



存 自生 树 多 高 达 20 下 尺 ; 胸径 达 1 公 尺 痢 ， 为 运销 面 委 的 重要 板 

材 来 源 ( 图 28)。 
此 杨 性 喜 湿 油 土 壤 和 气候 ;但 在 各 种 环境 中 ;已 发 展 成 许多 变 

型 ,以 适应 不 同 环境 。 在 上 述 三 流域 中 , 用 种 子 繁殖 的 自生 林 ; 其 
为 茂 怀 。 以 能 忍受 极度 的 于 旱 和 寒冷 并 耐 风 沙 ， 改 能 向 北 分 布 至 
内 蒙 及 到 ; 亚 . 卫 上 北 部 .在 此 区 内 虽 只 限 生 于 平川 滩地 ,相生 其 商 
佳 。 大 抵 与 柳树 栽植 相同 环境 ， 二 者 发 育 程度 亦 顺 相似 。 如 栽植 
络 顶 或 这 薄 册 地 ， 虽 发 育 欠 佳 但 仍 较 柳树 强 。 繁 殖 多 用 插播 和 埋 
于 法 , 成 活 率 极 高 。 木 材 在 杨 属 中 , 较为 普 致 , 比重 0.42， 烙 理 顺 
直 , 易 加 工 , 作 板材 甚 佳 。 在 黄河 岸上 托 克 托 东 南沙 太 地 区 , 用 矮 
林 作 业 法 作 防风 固沙 栽植 ,天 具 成 数 ,今后 可 大 量 用 以 防 凤 固沙。 

今后 为 获得 大 量 幼苗 ,播种 繁殖 , 亦 须 开展 。 据 西 峙 镶 水 士 保 
持 工 作 推 广 站 1954 年 播种 试验 , 此 种 在 区 采种 期 自 5 月 5 目 至 
20 日 间 , 播 后 24 小 时 后 序 开始 发 芽 生 根 , 如 管理 适当 , 狗 6 日 出 
齐 。 种 子 成 熟 随 采 随 播 发芽 率 可 达 95 匈 。 为 防止 幼苗 晒 死 ,于 苗 
高 达 2 厘米 以 前 (发 展 至 5 叶 以 前 ) , 锡 30 日 左右, 每 天 上 和 车 11 时 、 
至 下 午 4 时 施行 庇 萌 , 则 幼苗 死亡 率 减 少 ,发 育 旺 盛 。 每 千 粒 种 子 
重 狗 0.3 克 。 幼苗 密度 如 保持 每 茸 方 米 70 一 100 标 , 则 每 市 雷 可 得 
苗 50,000 一 60,0040 标 。 据 1955 年 黄河 中 游 水 士 保 持 稼 合 考察 队 

-林业 和 组 笛 查 在 高 山 埠 洞 21 年 生 树 高 15 肥 尺 , 胸径 31 厘米 , 在 保 
德 暖 泉 村 25 年 生 树 高 14 公 斥 ， 胸 径 35.5 厘米 ， 照 一 般 来 寻 在 黄 
土 高 原 地 区 ,生长 比 检 树 及 柳树 为 快 ,尤其 在 梁 多 顶 上 较 柳 树 生 长 
好 。 幼苗 时 剪 枝 ; 对 于 生长 发 生 抑 制作 用 ( 据 孙 林 夫 1957 年 在 陕 
北 观察 结果 )。 
毛 和 白杨 Poprulus tomemntosa Carr . 

毛 白 樟 亦 称 大 叶 杨 ; 因 性 喜 较 温暖 及 多 雨 气候 , 故 分 布 范围 较 
狐 。 寻常 多 见于 终 、 重 ̀ 、 豫 冲积 酝 原 及 晋 、 陕 ; 甘 ( 甘 肃 只 见于 天 水 
一 带 ) 黄 土 高 原 南部 (关中 、 陵 南 、 晋 南 )， 长 江 下游 如 苏 、 挠 、 浙 北 
部 ,上 游 如 川 冲 两 省 (?) 和 东北 辽东 中 岛 南 部 亦 有 少量 分 布 , 尘 至 ， 
平地 树种 。 

s 号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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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种 生活 力 旺盛 ,生长 迅速 为 其 特点 。 惜 寿命 较 短 ,生长 最 快 
”时 期 多 在 20 一 50 年 间 。 大 狗 到 70 一 80 年 妆 现 彭 老 ， 以 后 妆 发 生 
” 枯 枝 。 繁 殖 多 用 分 株 法 ,插播 则 成 活 率 较 低 ,近年 用 孙 振 海 法 托 揪 
繁殖， 成 活检 大 为 提高 。 播 种 繁殖 , 虽 不 成 问题 , 唯 采种 畦 播 , 因为 
让 栋 较 少 和 种 子 人 微小， 播种 技术 较 难 掌握 。 据 中 央 林 业 科学 研究 
所 在 1953 年 试验 研究 结果 : (一 ) 埋 条 法 成 活 率 达 76.5%,( 二 ) 播 条 
“法 成 活 棕 达 69.44 色 ，( 三 ) 接 木 法 ,用 加 拿 大 杨 为 砧木 , 成 活 率 达 

”54.86 匈 ，( 可 套 关中 央 林 业 科学 研究 所 1953 年 研究 报告 181 页 ) 
_ 如 掌握 种 子 成 熟 后 序 播 ,保持 畦 办 士 培 湿润 , 则 发 芽 亦 无 问题 。 此 
树 推广 范围 ,在 黄河 中 游 , 当 为 晋 南 、 耶 西关 中 及 天 水 专区 ,向 北 
部 难 及 适应 。 天 在 殉 西 有 树干 破 皮 流水 村 枝 现象 很 六 重 ， 故 推广 
时 应 注意 。 
”银白 杨 已 alpa 世 . 

在 亚 西 中 阳 县 黄土 丘陵 地 区 和 甘肃 兰州 五 泉山 及 武山 南 沟 
” 带 均 见 有 栽培 ， 发 育 和 生长 情况 似 河北 杨 。 性 稍 喜 湿润 土壤 和 气 
避 ; 在 森林 草原 地 带 栽培 ,较为 相宜 。 

氏 天 杨 Popal us nzisgra 工 . 

var. SiTieTisIsS Carr. (图 29) 

此 树 原 产 我 国 西北 部 ( 卫 、 纶 
甘 ) , 现 各 地 已 广 行 坊 培 。 酝 冠 塔 冉 
形 ,高 佑 端 直 ,在 关中 有 箭 程 杨 之 ”号 
称 。 树 皮 白 色 ， 不 开裂 或 年 老 时 “二 
始 开裂 ,， 故 一 般 多 喜 栽 植 渠道 两 曙 : 
便 ,或 植 为 行道 所。 性 较 耐 塞 ;以 
树冠 狭小 ,不 易 遭 风 拔 ,在 黄河 中 
游 各 省 ， 除 极 北部 外 , 均 可 引种 。 
一 二 年 生 的 幼 条 ,插播 极 易 成 活 ， 

， 上 且 幼 壮年 生长 迅速 ,生活 力 旺 司 ， 
”故人 多 喜爱 。 将 来 在 灌 淋 区 渠道 

图 油 兰州 以 西 黄河 唾 上 深 
两 便 , 用 为 生物 排水 材料 甚 佳 。 道 两 旁 所 栽植 的 钻 天 攀 

。 习 引 。 



植 南北 行 时 , 可 以 密植 , 如 为 东西 行 , 则 须 疏 稀 , 如 此 始 可 避 如 这. 
`. 茧 , 不 至 妨害 作物 生长 。 如 和 欲 得 大 量 幼苗 , 可 用 一 般 棍 树 播种 法 。 
此 类 塔 形 树冠 赐 树 ,和 淋 有 弛 皮 者 一 种 (P. zigrc&,L. var. it21cz。 Dur) 

(一 P. zyrazzida1is Roz.) 一 一 Tororb mapaMHIarb， 习 性 相似 ， 惧 
树干 皮 部 幼年 即 开 绕 , 因 不 美观 , 故 栽培 量 少 。 北 京 附近 序 有 栽培 ， 
称 笔 加 。 因 为 插 插 易 活 ;, 故 近年 繁殖 推广 亦 奈 。 坟 上 两 种 树种 5 同 
可 在 黄河 中 涂 河川 平地 中 推广 栽培 。 

- 胡 相 ”Poprlus eupphratica Oliv. 

此 种 或 称 胡 杨 ， 在 内 蒙 河 套 区 俗称 水 桐 。 原 产 北非 及 小 亚 竹 
亚 沙 漠 地 带 。 在 我 国 则 主要 分 布 于 新 疆 、 甘 肃 和 内 蒙 地 区 的 沙漠、 
地 带 。 喜 生 河 流 两 便 盐 奏 滩地 边 和 多 ,为 中 等 大 小 指 乔 森 , 树 高 可 达 - 
15 公 尺 , 直径 可 达 60 厘米 。 南 疆 塔 里 木 河 沿岸 及 吐 入 番 、 锅 丛林 
齐 问 和 斑 老 、 库 车 间 ( 库 尔 楚 ), 苦 有 自生 林 。 向 东经 过 甘肃 河西 走 
廊 如 教 煌 一 带 , 玉 门 安西 间 布 隆 吉 河沿 岸 , 玉 门 县 北 朴 勤 河 沿岸 ， 
金 塔 县 西北 营盘 堡子 和 额 诗 纳 河 ( 弱 水 ) 沿岸 及 民 勤 一 带 , 亦 时 见 
有 相当 多 的 天 然 生 朴 生 林 。 再 向 东 延 伸 至 内 蒙 河 套 区 的 临河 ̀ 五 “ 
原 、 安 北 \ 米 仓 ̀ 胺 江 、 狐 山 等 县 , 则 有 雾 星 少 量 的 孤立 木 存在 , 想 系 ， 
栽培 树种 ,为 分 布 的 极 东 部 边缘 地 区 。 

胡 桐 为 沙 地 耐 礁 性 浅 根 树种 ,其 木质 松软 , 不 进 和 交 工 ,但 制作 ， 
家 具 及 板材 ,人 尚 可 应 用 。 其 干 伐 后 常 由 根部 吸出 奏 水 , 合 礁 质 多 ， 
风干 后 在 新 疆 称 胡 桐 奏 ) 可 治 性 畜 病 。 履 能 喜 食 其 嫩 枝 。 可 引 

种 至 本 区 北部 沙 荡 盐 奏 滩 地 区 栽培 , 想 可 成 功 。 

此 种 根 出 吸 枝 , 移 植 易 活 , 但 用 托 插 繁 殖 , 则 成 活 率 较 低 。 故 
欲 得 大 量 苗木 , 则 非 用 种 子 繁 殖 及 试验 托 插 方 法 提高 成 活 棕 不 可 。 

”， 据 内 蒙 陕 圳 市 林场 1953 年 调查 , 知 此 树 在 内 蒙 河套 区 可 成 天 
树 ( 树 高 有 14 有 公 尺 记 录 )， 在 鼓 处 4 月 中 下 旬 开 花 , 6 月 中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划 果 在 穗 上 开始 开裂 )。 种 子 成 熟 后, 随 采 即 播 , 发芽 过 速 
( 狗 24 小 时 左右 即 开始 萌发 )。 但 在 冲积 黄土 和 黏 士 内 ,一 般 发 育 
不 佳 。 
樟 木 Betula spp， 

s。 56 ， 



倒 、 陕 、 甘 黄土 高 原 山 区 自生 的 梭 木 普通 有 三 种 : 部 红 样 (B. 
oemsis Burk.) 、 白 权 (B。zpl1atybppy11a Sukatschev var. jp27t1cG 

Haia) 及 牛皮 梭 、 (B。 ca1po-si71c1N518 Burk， var， xp 

Scineid.)。 性 皆 喜 湿 油 ,多 生 于 有 萌 蔽 而 较 温 油 的 山坡 上 , 因为 导 
遭 砍 伐 ,大 树 已 少 内 白 樟 分 布 较 低 (海拔 1,000 一 3,000 公 尺 );, 牛 
皮 权 分布 最 高 (海拔 2,.000 一 3,500 公 尺 ) ,而 征 样 居于 二 者 之 问 ( 海 
拔 1800 一 3,000 公 尺 )。 三 种 此 阳性 树种 ,生长 迅速 ,生长 力 旺 盛 ，、 
枝条 砍伐 后 再 生 力 烦 强 , 幼 株 妇 能 丰产 种 子 , 故 森 林 破 坏 后 , 树木 
与 由 杨 多 同时 和 早期 侵 大 。 此 在 吕梁 山 ̀  太 盘山、` 兴 隆 册 和 子午 岭 
此 可 看 到 很 显著 的 例子 。 桦 杨 林 可 保护 阴性 针叶树 种 的 幼苗 而 再 

_ 恢复 成 公 叶 林 ; 落 叶 及 根系 有 改良 土壤 效 , 故 可 利用 为 早期 造林 树 
种 。 Ra 如 

” 梭 林 些小 根性 ; 白 权 主 根 较 发 达 常 横 展 , 颇 根 甚 少 , 耐 干旱 及 
户 薄 十 的 力量 较 秆 棒 或 牛皮 樟 为 给 。 因 其 寿命 短 ， 在 山地 可 营 短 
轮 伐 期 森林 。 种 子 狗 在 8 一 9 月 间 成 熟 , 采 后 须 成 薄 层 储藏 于 风 凉 
地 区 ;最 好 用 守 干 沙 层 积 法 保存 , 因 其 容易 受热 而 减低 发 芽 率 , 干 
储 春播 容易 失败 。 早春 播种 , 萍 复 葡 土 , 代 加 庆 荫 ,以 保持 土壤 温 
润 , 狗 5 一 6 星期 始 可 发 芽 , 二 年 生 苗 即 可 移 裁 。 红 樟 纯 阐 种 子 , 每 
及 斤 狗 620.000 粒 ,牛皮 梭 和 多 950,000 粒 , 白 梭 狗 1.200,000 粒 。 

” 陕 北 洛 河流 域 (海拔 1300 一 1,600 公 尺 ) 为 森林 草原 区 ,其 37 
年 生 白 梭 树 高 可 达 9 公 尺 ， 胸 径 可 达 14 厘米 。 林 层 郁 闭 度 平均 
0.7, 其 林 下 滞 木 层 主要 树种 狗 20 佘 种 ,最 重要 的 优势 种 为 柔 毛 精 
和 线 菊 、 虎 榜 子 .牛奶 子 等 。 今后 在 黄土 丘陵 沟 克 区 固 沟 护坡 ,可 选 
梭 、 杨 为 早期 造林 树种 。 
树木 木材 坚硬 移 致 ， 寻 常用 制 马 蒋 陵 架 等 。 在 苏联 用 制 三 合 

板 , 木 制 层 板 (电气 契 和 多 ) 及 木 竺 维 压制 品 。、 
皇 葵 CGlediztsia sinensis Lam. 

”此 种 产 我 国 黄河 及 长 江 流域 ( 费 、 和 鲁 、 豫 、 晋 、 陕 . 甘 、 崇 、 苏 、 浙 、 
JJ 川 ) ,多 分 布 于 平地 。 性 喜 温 蚂 温 洼 气候 和 较 肥 沃土 壤 , 但 能 抗旱 ; 
黏土 及 沙壤土 均 能 适应 ;生长 稍 慢 ,木材 坚硬 。 在 黄土 高 原 上 ,一 

。57 。 



角 生 兵 情 驳 良 好 。 于 兰州 黄河 北 震 仙 二 二 时 丘陵 地 带 ， 谢 多 本 森 
如 检 、 槐 等 多 因 土 壤 干 旱 , 发 育 不 佳 , 独 此 夭 生长 和 良好。 今后 在 黄 
土 高 原 北部 ,可 以 试 种 。 此 外 有 山 皂 茨 〈G. Heteropzy1zz Bge.) 一 
种 ,野生 于 黄土 高 原 的 南部 石 质 轴 地 ,在 晋 南 、 豫 西山 地 中 , 邹 甚 普 
逼 ,人 惟 只 成 灌 从 状 ,经 济 利 釜 稍 小 。 于 黄河 峡谷 南部 石 质 山 区 可 
以 推广 裁 培 ; 其 适应 风土 力 极 大 。. 5 

和 皇 英 种 子 10 一 11 月 间 友 熟 , 因为 坚硬 ， 在 二 燥 地 区 直接 播种 ， 

较为 困难 ， 围 地 青苗 , 如 先 用 开水 处 理 过 后 ， 次 才 率 可 以 报 商 = 各 
子 每 公斤 狗 舍 4;800 粒 , 发 芽 力 可 保持 二 年 。 。 
检 树 “CUImrus parmzila 工 .一 一 Brs mpH3eMHCTbI (图 0) 

检 树 为 中 国 北部 风土 树种 之 一 ,黄河 流域 各 省 ,极为 普 逼 。 导 . 
常 分 布 于 海拔 2,500 公 尺 以 下 ,多 昂 栽 培 于 村 边 田 畔 , 租 偏 俱 沟谷 
中 亦 多 自 东 。 是 一 种 阳性 树种 ,活力 健壮 ,生长 远 速 ;天 命 亦 长 。 
主根 深长 ,能 抗 干旱 及 暴风 ,和 奢 耐 礁 土 及 潮湿 , 但 在 本 区 北部 手 旱 
地 区 ,幼苗 生长 稍 慢 。 因 为 叶 味 清淡 可 食 , 易 遭 虫 串 , 故 大 量 繁殖 ， 
应 考虑 对 农业 上 引起 虫 咱 的 关 矛 。 在 于 二 多 靖 、 全 
不 失 为 一 种 造林 的 重要 树种 。 、 

照 1954 年 在 洛 河流 域 梢 林 区 的 调查 观察 ， 检 权 区 天 然 分 布 ， 

显然 有 一 特点 , 即 在 海拔 1,200 一 1300 公 尺 间 黄 土 丘 陵 梢 林地 区 ， 

检 树 常 治 河床 两 边 场 岸 的 上 烁 ,成 较 占 优势 的 一 狭长 带 形 分 布 ; 此 - 

图 30 ” 辽 北 检 宁 海流 驶 河 轮 农 民 荡 培 的 老 栓 树 \ 树 冠 广 大 但 树干 低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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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在 顶 的 局 称 地 区 ， 亦 经 常 有 朴 稀 的 散 生 ， RE 则 
很 少见 有 检 树 的 路 中 。 此 点 充分 发 明 检 树 的 耐 旱 喜 阳 性 质 和 幼苗 

者 期 发 育 所 要 求 的 自然 条 件 。 此 种 地 段 ,每 天 阳光 有 让 射 的 时 间 ， 
有 牢 阴 的 时 间 ; 就 是 在 兰 萍 的 黄 士 母 质 上 ,幼苗 亦 可 发 育 。 将 来 在 
黄 士 丘陵 地 区 固 沟 护坡 可 以 依 此 规 健 改 计 布 置 。 据 1955 年 黄河 

引 游 水 土 保 持 综 合 考察 队 在 晋 西 调查 年 平均 生长 量 树 高 0.4 肥 尺 ， 
胸径 0.8 厘米 以 上 。 在 低 平 湿润 地 上 生长 较 柳 树 为 慢 ， 但 在 梁 央 
顶部 则 较 快 。 

-此 树 幼 年 时 期 ， 序 开始 精 果 ， 目 每 年 产 种 极 丰 。 五 月 中旬 起 
果 显 黄 卉 初 飞 落 时 种 子 序 成 熟 (华北 ), 应 随 采 即 播 ,车 为 时 稍 长 ， 
则 发 华 棕 天 减 。 在 南部 雨水 丰沛 地 区 ,可 采用 直 技 播种 造林 ,在 北 
部 干燥 地 区 , 须 先 育 苗 ,并 苗 大 根 长 后 定植 , 始 有 把 握 。 如 苗 小 力 

弱 , 三 年 春 旱 ,将 难以 度 过 。 了 中 北部 用 一 年 生 小 苗 植 为 行道 树 失 : 
孜 ;, 邵 此 原因 。 飞 本 区 北部 干旱 及 多 风 地 区 ， 如 植 山 检 (IT。jzto- 
mica Sarg.) ， 则 适应 力 更 强 。 

 ，， 检 树 未 材 坚 者 , 质 理 稍 粗 , 主 用 为 木板 车 辆 、 桌 椅 及 其 他 建筑 
硬 材 ， 检 皮 〈 磨 粉 为 检 皮 面 )、 检 叶 ( 嫩 叶 ) 及 果实 ( 嫩 时 称 检 钱 )， 
此 可 食用 。 其 根 浸 液 ,可 为 造纸 粘 料 。 

在 黄河 中 游 黄 上 丘陵 区 检 半 上 常 寄生 各 寄生 秆 和 俗 称 轴 寄 
《iscumz co1oratzzz ) (图 31) 每 使 栓 树 发 生 枯 枝 现象 ,影响 检 树 竺 
长 。 此 种 树 寄 , 除 寄 “六 

- 生 检 树 外 ， 复 寄生 柳 
_ 树 、 橡 硅 、 杨 树 和 各 种 
果树 上 为 嘎 ; 散布 种 

子 ， 多 借 岛 类 食 其 带 
粘性 浆果 时 传播 ， 将 
来 在 大 量 栽植 栓 树 时 
应 注意 防除 。 树 寄 为 
常 绿 灌木 ， 故 寄主 在 。 加 于 全 Se 

到 有 ， 在 寄主 图 31 百 西 中 阳 县 三 川 河 口 梳 树 上 寄 生 的 酌 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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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正 象 高 梨 。 狼 续 消 灭 其 幼苗 , 序 可 根除 。 
臭 椿 _Azranmntphrs aftissima Swingle 一 一 AimaHT . 

让 棒 为 我 国 北部 乡土 树种 ， 适 应 力 极 强 。 其 分 布 区 工商 南 
可 远 及 华南 ， 向 北 可 达 内 蒙 南部 边 和 多 地 区 ， 分 布 最 高 限界 达 跨 拔 ， 

2 ;000 公 尺 。 阳性 树种 ,生长 还 速 , 深 根 研 旱 , 且 能 耐 生 礁 湿地 , 委 
之 民 枝 坚韧 ,能 抗 风暴 ;, 故 瑚 适 于 黄土 高 原 南部 地 区 的 裁 墙 5 喜 生 

” 陡 贻 岩 坡 上 ， 在 冲刷 严重 的 破碎 陡坡 跌 水 处 ,生长 无 佳 。 根系 萌发 - 

- 力 很 强 ,在 破碎 地 上 栽培 ,志郎 自 行 成 林 。 每 年 发 荐 早 及 纺 苗 符 长 
力 速 , 故 耐 塞 性 稍 善 。 天 水 一 带 高 出 上 有 带刺 变种 ;部 塞 力 稍 大 。 
在 黄土 高 原 北部 ,如 延安 以 北 地 区 , 常 冻 死 幼苗 , 老 树 亦 易 遭 霸 宕 ， 
故 在 陡 中 \ 随 东 和 陕 北 北部 推广 臭 椿 ,应 加 考虑 。 复 糊 每 年 落叶 在 
土 内 和 集成 腐植 质 ,对 土壤 改良 有 效 。 木 材 除 作 一 般 用 具 甸 ,还 可 造 
纸 , 叶 可 放 僻 楼 委 ? 种 子 并 可 榨 油 ,今后 应 充分 推广 利用 

” ”种子 8 一 9 月 关 成 熟 ， 但 可 以 冬 开 采种 ,王储 发 薄 率 可 保持 三 
年 。 者 播 要 早 ;, 利 用 土壤 水 分 多 ,可 促进 发 芽 , 且 幼苗 发 育 旺 恋 ( 据 
1953 年 中 央 林 业 科 学 研究 所 试验 种 子 发 芽 最 适 温 度 为 23 一 252C)。 
关中 二 带 ， 当 年 苗 高 可 达 1L 公 尺 许 。 50 年 生 树 高 可 达 20 一 30 肥 
尺 , 胸径 可 达 60 震 米 。 在 黄土 高 原 南部 低地 造林 ， 与 检 树 同等 价 、 
值 。 分 水 岭 防护 林带 \ 水 分 调节 林带 及 保护 沟 坡 , 苦 可 采用 避 

白色 检 ”ZI1mas Dergmaanmnnianma Schneid. 

此 种 检 笃 在 本 区 见于 晋 西 和 队 东 南 各 县 ,能 成 天 竺 ; 和 村 多 秒 
垂 , 叶 端 较 尖 , 翅 果 长 圆 形 ,可 与 检 树 别 。 生 长 习性 及 耐 旱 程度 ; 亦 
颇 与 检 树 相似 。 故 在 黄土 丘陵 沟 罕 干旱 地 区 造林 ;, 同 可 选用 此 三 
种 检 树 。 由 过 去 栽培 地 区 看 ， 贡 叶 测 怕 本 都 ， 因 地 势 喜 高 ， 自 拱 检 
适应 性 似乎 较 强 。 
槐 树 .9oppora japonica 工 .一 一 Co 中 opa_ wmOHCK38 

槐 笃 为 中 国 北部 的 岁 士 树种 ,分 布 则 较 栓 峙 偏 南 ,在 本 区 北部 
过 为 少见 。 其 垂直 分 布 , 高 达 1500 公 尺 (秦岭 北 坡 有 自给 树 ) 在 并 
肃 中 部 , 见 有 数 变种 。 幼苗 生长 较 缓 , 但 寿命 极 长 。 树 高 常 达 20 

到 尺 ,胸径 可 达 工 公 尺 许 。 属 中 良性 树种 , 根 极 深长 ; 耐 风 塞 及 千 
ee 60O 。 



革 壮年 期 以 后 ， 二 二 汪 汕 本纪, 站 十 浊 商 用 原 二 坟 。 黄土 及 其 他 
微 稚 性 士 , 均 可 生长 。 
木材 坚 重 和 细致 ， 弹力 较 强 ， 不 拆 不 开 主要 用 为 制 车 辆 及 挑 担 

一 ee meass。 用 材 ， 但 人 可 供 建筑 

RE 和 家 具 用 。 种 子 11 月 
以 后 成 熟 ， 带 贡 每 公 

升 重 约 0.5 有 公斤 , 每 公 ， 
斤 狗 含 3800 粒 。 带 薰 

悉 播 明 春 易 出 昔 ， 因 

为 耐 风 赛 力 不 及 检 

树 ; 故 在 本 区 北部 ,可 
选 轼 低 平 地 区 栽培 。 
如 过 于 于 燥 和 疹 薄 的 

相 32 殴 北 温 用 县 某 村 的 一 株 枫 本 冬 态 而 地 ,每 发 青 不 良 。 夏 

PR 色 德 ( 陕 ) > 庆 阳 、 会 宁 ( 共 一 秋 必 南 地 区 ， 和 

演 
“本 种 作 行 了 道 树 \ 划 树 、 风 ; 景 树 和 汇 道 生物 排水 材料 均 可 。 甘肃 

东南 部 栽培 的 槐 树 , 有 -一 变种 , 叶 部 多 集 枝 梢 端 ,为 一 习 见 栽培 树 。 
柳树 ”Salix matsrdana 玫 oidz。( 图 33) 

此 种 或 称 早 柳 ， 
主 产 黄河 流域 各 省 ， 
但 向 北 可 分 布 至 入 

豆 及 东北 ， 问 南 亦 可 

季 苏 皖 两 省 。 在 各 
种 环境 中 。 必 成 各 各 
赤 型 ， 以 适应 各 种 不 
同 环境 。 最 著者 如 
垂柳 Gvar.。 pezdzl1a 

Schneid.)、 馒头 柳 (var 
图 33， 陕 北 榆林 西北 由 长 海子 到 野 门 滩 途 中 

22racu1ijera Rehd.) -农民 用 密植 柳树 周 定 沙丘 - 

es 必 太 ee 

各 



类 为 捧 糊 汇 二 500 宙 扣 | 尖 肝 信 布 蕉 在 国 和 
殖 种 生 苗 虽 多 ,但 以 各 种 隐 碍 ,多 不 能 发 育成 林 。 

柳 笃 为 阳性 树种 , 喜 生 湿 油 地 ,能 耐水 湿 , 生 活力 旺盛 ， 故常 在 

河床 或 沟谷 中 用 为 防洪 护岸 树种 。. 因 根系 深长 而 稠密 ,性 能 而 后， 
. 且 发 芽 时 ,枝条 密 , 挡 风力 强 , 故 亦 为 重要 护 田 林 树 种 。 在 黄 主 高 ” 
原 地 区 , 除 际 东 . 陛 中 北部 临近 沙漠 区 的 侧 雨 地 带 生长 较 慢 东 ;无 葵 
在 平原 、 昂 顶 或 沟 底 、 沟 坡 , 苦 能 适 生 。 唯 分 布 过 高 则 气候 不 适 , 影 
响 生 长 。 甘肃 华 家 岭 一 带 的 柳树 ,生长 低 矮 ,发 至 退 绥 , 部 受气 候 “ 
因素 所 限 。 寻 常 此 用 托 插 或 埋 干 繁殖 ， 但 如 播种 , 划 须 注意 种 子 成 
熟 朗 播 , 否则 发 芽 力 降低 。 种 子 发 芽 须 在 水 湿地 , 否则 难 望 成 功 。 
种 生育 苗 方 法 可 仿 小 叶 杨 双 ; 

纸 天 柳 “CAosermza 本 Nakai (图 3 

” 此 属 因为 歇 雄 花 

和 无 腺 体 而 与 柳 属 〈Sz- 

山脉 , 苷 有 自生 。 尖 

-和亲 几 | 故 形 成 塔 形 

图 34 “内蒙 后 套 匡 坦 市 水 道上 所 坟 培 的 结 天 。。” 行 适当 效 植 。 因 为 根 
元 为 一 较 理 想 的 生物 排水 材料 ( 牛 莞 资 地带) ，，” 系 伸展 力 较 小 ， 喜 用 

为 渠道 上 生物 排水 材料 , 较 之 普通 柳树 ,优点 很 多 。 其 他 习性 及 繁 

殖 方 法 ;全 同 柳树 。 可 在 内 蒙 自治 区 南部 及 伊 盟 地 区 推广 。 一 

草 槐 ”_ 尽 opinia pseudoacacia 工 .一 一 AkallHg Gemag 一 

- 草 槐 原 产 北 美 ,由 德 帝 国 主义 者 侵占 我 青岛 时 引入 中 国 , 现 已 ” 
淘 布 华北 \ 西 北 和 东北 ,但 在 长 江 流域 则 较 少见 。 在 黄河 中 游 黄 主 
地 区 , 除 北部 干旱 地 区 (风沙 线 附 近 及 以 北 ) 生 长 稍 受 限制 ;幼苗 易 “ 
受 霜 咱 及 冻 死 外 , 大 部 地 区 此 可 泛 生 。 在 和 综 度 过 高 《 限 瓜 水 线 以 。 
北 ) 和 氢 海 过 高 处 (海拔 1500 公 尺 以 上 ) , 须 铝 民 推 广 。 凡 土壤 深 、 

下 

s 62 

zz) 有 别 。 由 内 蒙 河 
套 区 向 东北 达 兴 安 内 

树冠 ,如 栽植 成 林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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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悍 肥沃 及 排水 良好 的 向 阳 簿 地 或 低 由 区 ， 内 可 生长 。 过 于 粘 重 及 
潮湿 的 土质 ， 每 影响 其 发 育 ， 在 干燥 温暖 的 沙土 地 区 ， 也 能 充分 发 

: 青 ， 新 贷 的 堤岸 、 政 松 的 山 蓄 及 崩塌 的 土 堆 上 ， 发 至 比较 迅速 ,这 

”有 是 因为 根 株 易于 伸展 ;新 昔 容易 发 生 的 烁 故 。 利 用 此 种 特性 ,在 黄 

十 区 用 为 国 沟 防 冲 或 固定 流沙 材料 ,最 为 相宜 用 矮 林 作 业 ， 更 容 

， 易 解决 人 民 燃 料 缺 乏 的 问题 。 

刺槐 为 阳性 树种 , 属 浅 根性 ,枝条 脆弱 ,容易 丢 风 哆 技 或 挫折 ， 

”所 以 不 宜 在 入 顶 或 四 梁 上 多 风 处 栽培 。 现 在 华北 一 般 采 用 作 行 道 
树 ; 将 来 树 大 后 ; 亦 很 容易 遭受 此 类 失败 。 和 根 生 不 定 芽 , 井 发 力 甚 
盛 , 侧 根 训 的 很 多 ,在 农 地 边沿 栽培 ,容易 侵 大 农 地 ,此 须 注 意 。 更 
”也 枝 根 朴 稀 ， 营 造 单纯 林 不 如 与 树冠 稠密 及 深 根性 的 树种 刘 交 为 

合适 。 得 生长 慢 的 树种 ,容易 遭受 刺槐 压迫 ,此 须 在 配 植 中 设法 殉 

”， 服 。 根 部 有 根瘤 菌 寄生 ,对 改良 土壤 有 效 。 荡 坡 草地 种 刺槐 ,小 苗 

时 容易 受 杂 草 压 追 ,长 不 好 ,所 以 不 控 大 坊 , 朗 须 除 草 。 
此 种 生长 还 速 ;幼年 时 期 ,更 为 显著 。 但 30 年 以 后 ,生长 序 见 

圳 退 , 50 年 后 , 郎 成 老 树 。 老 幼 树 苦 结 种 丰盛 ,种 子 8 一 9 月 间 成 
误 , 带 节 保 存 ;发芽 力 可 和 维持 2 一 3 年 ,播种 容易 发 芽 。 种 子 每 公斤 

狗 有 3 一 4 万 粒 ，2 一 3 星期 发 芽 , 发 芽 率 达 70 匈 ，! 一 2 年 生 苗 即 
“可 移 裁 。 石 家 庄 红 西林 业 实 验 场 每 亩 最 高 能 育苗 27;000 株 ; 一 般 

达 15;y000 株 。 至 于 刺槐 分 株 繁殖 ,更 易 成 活 。 中 央 林 业 科 学 研究 
所 1953 年 试验 ,刺槐 种 子 1,000 粒 重 为 18.17 一 24.55 克 。 

刺 模 未 材 中 等 坚 竞 , 但 易 拆 妥 , 加 工 不 易 , 作 属 担 和 矿 柱 较 相 
宣 , 作 燃 料 和 铁道 枕 木 亦 可 。 叶子 饲 羊 很 好 , 花 可 和 面 燕 食 , 并 且 
汪 密 角 植 物 。 在 黄土 高 原 丘 陵 地 区 的 小 山沟 里 ,荒地 或 放荡 坡地 

中 下 部 ,可 大 量 推广 。 在 护 田林 带 中 ,只 可 种 在 中 心 行 ,如 坊 在 边 

: 行 , 则 根 的 萌 比 ,将 为 尼 农 田 。 据 记 载 ( “中国 林 业 " 1953 年 12 月 

份 ) 此 树 藩 叶 中 含有 -3.5 9 的 钙 质 ,忍冬 属 植物 落叶 中 只 含 2% 的 

合 盾 ， 可 利用 其 所 含 钙 质 在 轻 盐 奏 士 中 与 可 溶性 钠 质 言 换 而 形成 
石膏 ,以 改良 盐 奏 土 。 最 好 先 利 用 刺槐 营 短期 林 , 然 后 再 改 营 其 他 
树种 的 长 期 林 。 幼 菠 上 很 容易 发 生 蚜虫 ,所 以 在 产 棉 区 大 量 推广 

sa。 63 。 



刺槐 ,是 -种 很 危险 的 事 。 
要 树 CatalLpa Dungei CA. Meyer 

在 陕 北 洛 川 十 和 隧 东 董 志 震 以 南 及 关中 、 陵 南 地 区 ( 华 家 有 以 
北 ,不 见 我 培 ) , 以 及 晋 南 ( 琵 西 限 在 石 楼 以 南 ) 和 伊 洛 河流 域 ; 哆 
生长 橄 树 颇 多 , 且 大 部 分 布 于 海拔 1300 东 尺 以 下 。 最 常见 的 是 枯 

树 及 梓 树 (C. ozate Don) 两 种 。 在 关中 、 陕 北 、 鸽 西 和 甘肃 东南 部 
淋 有 灰 橄 (C. Fargerii Bur.) 一 种 。 三 种 性 质 相 近 , 惟 以 和 检 树 和 灰 
内 较 耐寒 疮 。 全 属 阳性 树种 ; 均 为 深 捐 ,幼年 生长 迅速 ,高 可 达 30 
公 尺 ,直径 有 时 这 60 厘米 。 在 稠密 单纯 林 中 ,二 常 通 直 ;成 无 节 帮 
致 良材 , 尤 以 橄 材 为 佳 。 在 黄土 山谷 深厚 湿润 肥沃 冲积 土 吉 中 ;能 
充分 发 育 。 因 此 在 本 区 南部 > 可 利用 此 三 种 树种 ,在 分 水 岭 腰 坡 间 
作 水 分 届 节 林带 树种 。 在 甘肃 东南 部 , 华 家 岭 以 北 地 区 ,因为 高 寒 
关系 ,已 不 能 栽培 。 三 种 些 借 种 子 艾 分 更 繁殖 ;种 子 9 一 10 月 间 成 

熟 , 注意 勿 对 干燥 序 行 秋 播 , 或 则 用 牢 干 沙 用 层 积 法 保存 春播 ; 始 
易 发 荐 。 陕 西武 功 地 区 裁 培 树种 ,每 年 于 四 月 中 下 旬 开 花 , 竺 果 虽 
盛 ,但 种 子 成 熟 不 佳 ,值得 研究 。- 
栋 树 Ahelza azedarac 关 工 . 

栋 树 原 产 喜 马 拉 雅 ,在 我 国 则 主要 分 布 于 中 南部 各 省 ， 为 脸 温 . 
带 树 种 , 黄河 流域 则 限 生 于 隧 海 仆 路 沿线 及 黄河 峡谷 ( 晋 、 陕 间 ) 南 
段 较 温 蛤 地 区 , 往 北 栽培 , 则 幼苗 易 冻 死 , 大 树 易 受 霜 害 。 此 树 为 
阳性 树种 , 性 能 耐 潮湿 及 奏 土 , 且 生长 迅速 。 木材 坚硬 中 唐 , 可 作 ， 

家 具 及 水 车 叶 板 等 ,同时 因 花 发 幽香 , 遮 茧 亦 佳 , 故常 为 观赏 蓝 树 
及 行道 树 , 种子 花 叶 及 根 皮 等 , 均 作 基 用 ,今后 在 上 述 森 林 草原 区 
域 , 可 以 推广 。 
种 子 9 一 10 月 间 成 熟 , 采 收 后 随即 播 太 地 下 ， 则 明 春 易 发 菠 。 
杜 促 “天 rzcommmzia zlmoiades Ojliv. 8 

此 树 乃 橡胶 原料 和 藉 用 植物 ,为 我 国 特产 。 主要 分 布 于 长 江 
中 上 游 各 省 〈 陕 .了 、. 哪 . 川 、. 冲 ̀ 甘 ),， 浙江 亦 有 分 布 ,但 在 中 州 和 广 
西 则 有 栽培 。 寻 常 些 分 布 于 海拔 2,500 公 尺 以 下 。 树 皮 、 根 皮 、 树 
叶 及 果实 中 均 含 有 橡胶 ,可 为 制 硬性 橡皮 、 电 线 电器 契 糙 材料 和 锌 ， 

aa OO4 。 



牙 材料 . 瞧 刻 材料、 各 底 及 给 烈性 藉 品 的 容器 等 原料 。 此 入 用 性 
“树种 , 喜 生 富 含 腐植 质 肥沃 士 , 树 皮 中 含 橡胶 3 多 ,果皮 中 含量 为 
37.34 狗 ， 鲜 叶 的 含量 为 2.25 匈 。 在 本 区 利用 为 护坡 材料 ,产品 可 供 
将 来 工业 上 利用 。` 其 性 耐 旱 抗 塞 , 故 在 本 区 下 关 
中 、 陛 东 及 陕 北 南部 以 及 车 南 、 豫 西 各 区 ,此 可 试验 栽培 。 种 子 成 

热 在 10 一 1L 月 间 , 干 储 春 播 ,容易 发 芽 ， 如 用 干 沙 层 积 ， 更 可 提高 
”发 菠 率 。 

朴树 “Celtis prngsgeana Blume. 

朴树 分 布 于 东北 .黄河 流域 ( 碍 和 鲁 、 队 、 车 、 陕 二 ) 及 长江 流域 

( 苏 、 浙 吉川 省 ) 诸 省 , 在 晋 、 陕 、 甘 三 省 , 自生 于 海拔 4500 公 
” 尺 以 下。 不 择 土 塘 , 适 应 性 极 大 , 尤 能 耐 奏 性 土 , 幼 苗 及 壮 华 期 发 
青 快 。 树 冠 大 ,叶子 密 , 可 植 为 萌 树 。 在 黄土 高 原 丘陵 地 区 可 青苗 
栽培。 种 子 10- 月 间 成 熟 ; 采 后 朗 播 ， 或 用 层 积 法 保藏 春 二， 发 苗 均 

易 ; 干 储 则 发 芽 率 略 低 。 

此 种 乃 中 良性 树种 ; 因 树 冠 寅 展 , 有 耐 阴 性 ， 改 利用 为 殷 坡 术 

料 , 和 条件 很 好 。 

缕 树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Laxm。 一 -一 MPUIPHOe 

epeBO 

乌 鸯 原 产 我 国 北部 诸 省 (内蒙 、 雪 、 和 鲁 、 豫 、 亚 、 陕 . 甘 ) 0 
域 ; 多 习 生 出 地 阳 坡 杂 木 疏 林 中 ,为 一 耐 干旱 :不 择 土 宜 ( 且 能 

汗 性 士 ) 的 阳性 树种 ， 人 
以 适 生 。 如 和 逃 用 为 水 分 调节 林带 材料 ,可 与 明 性 或 牢 阴 性 树种 问 

” 植 ,因为 树冠 大 , 层 叶 密 , 对 保水 保 土 作 用 必 大 。 其 本 材 坚硬 上 耐 
风 吹 ; 可 制 各 种 家 具 ; 叶 为 民间 青色 染料 , 花 为 黄色 染料 。 种 子 9 一 

10 月 间 成 熟 , 每 公升 重 0.75 公斤 ,每 公斤 含 6,200 粒 , 成 熟 后 黑色 

坚硬 ， 国生 区 汪 用 具 - 干 储 春播 发 芽 较 迟 ， 如 用 沙土 层 积 , 则 发 芽 

较 好 。. 
在 洛 河流 域 梢 林 区 中 ,时 见 与 便 柏 等 在 阳 坡 上 伴生 ， 区 亿 育 且 

件 ;, 赦 喜 生 塌 岩 和 沟 岩 两 便 。 

泡 栖 ”Parlownia tomentosa Steud. (图 35) 

6065 。 



此 种 分 布 我 国 击 
北 各 省 〈 黄 河中 、 下 
游 ,长 江 下 ,中 上游 )， 
在 黄土 高 原 上 只 见于 
南部 温 胜 地 区 (如 和合 

南 、 关 中 及 豫 西 ), 在 
洛 川 蚌 及 理 志 震 一 
带 , 志 为 少见 。 性 喜 温 - 

2 暖 及 较 多 雨量 (年 雨 

图 35“ 税 西 黄河 三 四 二 讨 黄 十 丘 野 上 和 量 500 一 b5000 茎 米 ); 
民 自 芍 的 泡桐 ( 冬 态 》 根 出 明 枝 ， 自行 繁殖 

其 快 枝 茂 叶 大 ,幼年 生长 过 速 ,渠道 两 旁 ,可 植 为 生物 排 永 材料 。 
木材 轻 软 细致, 不易 传 热 , 故 可 作 军 火 箱 及 飞机 用 材 和 乐器 等 。 繁 
殖 多 用 分 殖 吸 枝 法 ,但 种 子 于 储 春 播 亦 可 。 
关中 人 淋 有 陕西 泡桐 (P. spensiensis Pai) 一 种 ， 其 时 较 上 种 狭 

小 ;叶柄 亦 较 短 ; 昔 齿 裂 端 特 尖 , 可 与 上 种 别 , 在 陕西 各 地 ， 亦 见 散 
生 , 其 习性 及 繁殖 , 略 同上 种 。 上 述 两 种 ， 同 可 在 关中 、 豫 西 和 琵 南 、 
推广 栽培 。 

白蜡 树 ” Paxirmrs Roxhb. : 

白蜡 树 亦 称 白蜡 条 ,分 布 于 我 国 黄河 及 长 江 流域 ,在 东北 亦 有 ， 
自生 , 在 黄河 中 游 ， 只 于 南部 雍 山 地 (六 盘 出 、 过 岭 . 喉 币 ) 有 天 然 - 
Et 性 相当 耐寒 , 抗 干旱 , 喜 带 石灰 
人 故 可 在 晋 南 、 豫 西关 中 :1 随 南 及 陕 北 南部 态 墙 。 植 
行道 树 ， 或 用 植 水 库 周 围 保护 工程 ， 其 次 如 作 水 分 调节 林带 竺 

采 神 播种 , 均 不 太 难 , 惟 植 树 时 ,在 干旱 地 区 ， 切忌 
苗 林 过 小 。 种 子 在 10 一 11 月 间 成 鼓 。 和 

此 种 在 锣 西 沙 莫 地 栽培 ,多 用 以 采取 蜡 条 糯 帮 仍 和 区 ,或 用 截 娅 
樟 。 在 伊 洛 河和 沁 河 中 上 游 地 区 , 可 利用 为 造林 树种 。 
沙 村 “有 aeagnrs anStstifolia 如 一 一 JIox Ya3KOmECTH 坟 

(图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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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束 亦 称 桂香 柳 , 为 中 型 乔木 ， 汉 
高 可 达 10 余 公 尺 ， 胸 径 可 达 '60 余 
厘米 ,有 时 成 灌木 状 。 原 产 我 国 西 
” 北 主 省 ， 内 蒙 、 青 海 、 新 疆 和 甘肃 的 
沙漠 及 什 沙 漠 地 区 ， 时 见 有 栽培 或 

自生 树 。 在 山坡 及 河 边 荒地 上 ; 亦 。 
常 成 自生 纯 林 (“ 宁 夏 ” 河 拐子 到 马 次 

”和 保 店 间 )。 河北 、 河 南 、 陕 西 甘肃 
' 内蒙 及 东北 近年 也 有 少量 栽培 。 “ 备 

此 种 乃 阳性 树种 ， 据 称 根 上 亦 贰 汪 
”生根 瘤 , 适应 性 极 强 , 喜 生 沙土 地 ， 苇 这 
”但 在 黄土 高 原 及 冲积 土 上 ， 生 长 亦 导 下 和 定 和 寺 于 
佳 。: 性 极 耐寒 耐 旱 , 尤 能 抵抗 风暴 ，“” 国 36 半 中 和 内 台 一 带 丰 者 
故 在 黄 十 高 原 北 部 苦水 区 和 风沙 地 培 的 沙 杰 树 > 

区 ;为 一 较 有 推广 价值 的 树种 。 据 在 兰州 北山 栽培 千 果 观 察 , 缺 雨 ” 
序曲 大 带 轻 盐 礁 性 的 黄土 丘陵 上 ， 以 此 种 生长 最 好 ~ 其 次 始 为 杰 
” 柳 、 便 柏 及 查 树 。 至 于 检 树 和 洋 槐 等 , 在 此 种 环境 早已 发 育 不 良 ， 

难 期 成 材 ; 而 此 种 独 能 茅 生 , 殊 值得 将 来 在 临 近 沙 漠 地 区 的 风沙 带 

上 和 了 东 陈 中 干旱 地 区 推广 裁 培 。 

- 水 京 果实 成 熟 如 填 可 食 , 种 子 秋 播 , 列 年 4 一 5 月 间 发 芽 不 难 ， 

否则 种 子 用 个 干 沙 层 积 法 过 冬 春 播 , 发 菠 亦 易 。 亦 可 用 伐 根 的 萌 

芽 枝 或 直接 用 枝条 托 播 来 繁殖 。 

“此 树 树干 不 太 修 直 , 是 其 缺点 , 但 木质 坚硬 站 致 , 可 制 各 种 器 
具 , 因 耐 修剪 , 故 可 营造 篆 衣 用 。 

此 种 利用 为 护 田 林带 的 边 行 栽培 或 用 为 固定 沙 落 及 沟 坡 有 ， 
效 。 近 年 在 甘肃 中 卫 沙 坡 头 一 带 ， 固定 流沙 , 亦 常 采用 此 树 。 

茶 条 械 Acer sinnala Maxim。、 

此 种 在 陕 北 与 绚 叶 械 (4，x*zezofopummz ) 均 混 称 琵 蒿 ;为 小 乔 

本 ,高达 7 公 尺 。 原 产 我 国 北部 ( 比 、 鲁 、 阿 、 晋 、 陕 . 甘 \ 内 蒙 )， 东北 

部 及 华中 诸 省 〈 浙 、 苏 、 皖 、 哇 ) 为 低 山 (海拔 2,000 公 尺 以 下 )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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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素 本 林 中 一 习 见 树种 ; 在 洛 河流 域 栓 林 中 常 散 生 于 丘陵 武志 肌 
下 部 湿 泗 处 。 秋季 千 种 丰盛 , 嫩 枝 及 叶 可 为 青色 染料 。 未 材 相当 

短 致 ， 作 棍棒 材 不 起 刺 毛 ， 数 在 工业 上 有 特殊 用 途 ,采种 青苗 及 移 
。 植 ， 人 故 可 采用 为 黄土 高 原 丘陵 沟 芍 区 护坡 树种 之 

一 一 一 

在 西北 和 内 蒙 山 地 中 ， 允 有 箱 安 叶 械 (dcey stcz101opzU12 Maxim.) 

一 种 ， 其 生长 习 性 , 蝗 与 上 种 相似 ， 惟 分 布 偏 于 西北 和 内 蒙 北部 中 

于 爆 地 区 。 其 耐寒 耐 旱 力 ,更 较 上 种 为 强 , 其 叶 狭 戏 , 易 与 上 种 区 、 
_ 别 ,需要 采种 繁殖 作 上 比较 试验 。 晋 西 吕梁 山西 坡 及 洛 河流 域 黄土 

丘陵 梢 林 闪 ; 沟 有 自生 。 此 外 在 吕梁 山西 坡 及 六 盘 册 \ 几 凯 面 坡 均 
惕 有 五 角 柱 (4. zzoao Mazim 林 一 种 ， 为 低 山 造 圈 叶 林 时 重要 伯 生 
树种 。 

杜 型 ”PPyrrs Cetaiaefolia 5 人 373 

党 半 省 。 随 北 无 

定 河 、 清 油 河 两 流 

域 的 出 谷 低地 中 ， 

自生 的 老 树 。 在 洛 

图 37 ” 陕 北 延安 南 泥 湾 三 吝 庄 梢 林 久 顶 。 串 根性 呈 不 
中 区 顶 上 自生 的 杜 梨 弦 ,但 结 种 丰盛 ; 故 

能 自行 敬 殖 。 深 根 阳性 树种 ; 极 耐 于 旱 和 严寒。 树 高 中 型 ;可 达 - 

15 公 斥 ， 直径 可 达 80 厘米 , 特 具 抵抗 病 虫 咱 的 力量 ,可 选 为 梨 树 

顶 

时 见 有 克 余 或 保护 

河流 域 梢 林 中 ， 于 “ 
海拔 800 一 1;500 公 

尺 间 ， 励 常见 散 生 

的 很 好 砧木 。 在 陕 北 阶 东 和 晋 西 和 于 旱地 区 , 作 分 水 岭 腰 坡 上 水 从 : 

调节 林带 及 扰 顶 上 防风 树种 ,此 有 成 功 希 望 。 果 实 极 小 , 9 月 间 成 
热 , 用 层 积 法 保存 ,春播 容易 发 芽 。 苗木 生长 较 慢 ,但 木材 条 致 坚 
硬 , 作 秋 工 材料 佳 。 在 山地 中 自生 环境 , 卢 似 检 树 ;栽植 时 可 以 参考 

es 68 。 作 芒 



“ 检 树 条 。 
和 木 :, 类 
杰 条 Carasana 大 orsAzrmsREI Seo， 

樟 条 是 一 种 灌木 ， 原 产 我 国 北部 (内 蒙 、 亚 、 陕 . 甘 )。 根系 深 
-长 ,能 抗 极 度 的 风寒 及 干旱 ,并 适 生 于 各 种 士 壤 。 在 黄土 上 生长 较 

:好 ,在 千 固 定 和 固定 的 沙丘 上 , 亦 能 生长 , 惟 发 育 稍 差 。 于 雨量 稀 _ 
少 的 (年 雨量 300 一 400 毫米 ) 风沙 地 区 如 黄土 或 冲积 士 蒲 复 层 
沙 ;栽种 树 条 , 则 特别 旺盛 。 在 陕 北 和 下 西北 部 黄土 丘陵 地 区 ,如 
级 德 和 检 林 两 专区 的 落 坡 陡 炭 上 ， 分 布 序 多 ， 伊 克昭 盟 沙 灌 地 带 

“ 亦 多 自生 。 当地 安民 于 樟 条 开花 期 多 就 地 制 取 枝 条 〈 忌 包 留 基 过 
_ 高) 截 成 长 2 一 3 寸 的 碎 段 , 作 稍 田 季 肥 。 闻 施 用 两 千斤 榨 条 入 
肥 , 可 抵 黑 豆 五 斗 。 叶 子 是 很 好 的 饲料 。 榨 条 就 地 截取 枝条 后 , 萌 
发 力 极 强 。5 月 间 开 花 , 种 子 7 一 8 月 间 成 熟 , 落 地 可 以 自发 ,但 易 

,第 畦 下 ,应 成 熟 后 序 采 ;如 至 葬 避 洲 地 。 当年 雨季 播种 锡 5 一 10 日 
发芽。 幼苗 (高 达 10: 厘 米 ) 越冬 , 毫 无 问题 。 留 种 型 年 早春 清明 
前 后 到 夏秋 间 可 连 纺 播种 (当年 苗 高 狗 30 厘米 ) 亦 可 。 因 根 深 ， 
只 小 苗 可 移 裁 。 今后 在 黄河 峡谷 , 陕 北 、 陛 东 和 晋 西 黄土 丘陵 地 
区 ;, 可 利用 作 防 护 陡 坡 冲刷 材料 、 林 边 灸 称 、 灌 草 间 作 带 、 林 带 树 种 
间作 , 均 可 采用 。 种 子 每 公斤 狗 舍 30;000 粒 ， 当年 发 芽 率 82%， 
隔年 可 降 至 46 多 , 直播 复 土 要 2.5 一 3 厘米 ， 在 黄河 中 游 北 部 , 为 
芝 坡 篆 化 初期 的 一 种 重要 灌木 树种 。 
荀 条  Yztex chzinensis Mill 

此 种 广 布 我 国 东北 (西部 )\ 华 北 \ 西 北 及 长 江 流域 各 省 。 在 河 
北 习 生 于 海拔 700 公 尺 以 三 ,在 黄 士 高 原 上 习 生 于 1500 惨 尺 以 下 。 

深 根 性 , 极 耐 干旱 ,于 古书 上 形容 北方 荡 欧 景象 时 ? 常 脱 :“ 瀑 为 满 
地 ”。 荆 就 是 鲁 条 , 环 就 是 酸 夫 , 凡 芝 药 的 向 阳 干 旱 石 盾 山坡 上 ,人 
辫 破 坏 影 响 之 下 ,只 有 此 黄种 灌木 ,能 与 具有 参 强 抗 旱 性 的 隶 草 斗 
等 。 壤 士 、 沙 壤 士 及 沙土 , 荆 条 此 能 适 生 ;故常 植 沙 荡 地 上 ,用 以 改 
良 土壤 。 如 载 植 于 黄土 中 , 则 亦 能 茂生 。 其 枝条 可 羯 公 答 , 花 期 双 
为 密 源 植物 ,防风 固沙 亦 具 相当 效力 。 故 在 黄土 丘陵 沟 窄 区 阳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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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部 , 作 先 多 树种 或 水 土 保持 植物 ,容易 成 功 。 

繁殖 可 于 春季 播种 , 播 前 用 水 浸 处 理 ,发 芽 较 速 。 此 外 压条 或 
”分 殖 吸 枝 均 可 。 

杞 柳 ,Salix paurprrea 工 .var。mazltimerDis 有 

杞 柳 乃 从 生 灌 木 , 原 产 卫 海 铁路 沿线 东 段 鲁 、 耶 、 苏 、 院 交界 处 

的 铜 山 县 一 带 , 寻 常 和 车 栽培 , 割 条 太 柳 条 箱 及 其 他 用 具 ，, 现 各 二 均 
有 移 栽 。 性 耐 旱 耐寒 ,在 黄土 高 原 上 栽培 , 亦 能 发 育 良好 ,枝条 不 
分 枝叶 狭长 而 端 鳃 ,最 易 规 别 。 每 年 采取 枝条 量 相当 大 ,在 黄土 
丘陵 地 和 集 流 区 作 灌 木 绥 冲 带 或 配合 田间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起 加 固 作 
用 , 每 年 均 可 蓝 相 当头 的 收 丛 。 繁 殖 可 用 插播 、 分 株 或 种 生 均 可 。 

,春秋 施行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时 ,一 同 采 条 埋 大 ,部 可 发 成 。 雨 季 压 条 盘 
成 一 围 , 埋 在 土 中 露出 一 部 ,成 活 率 往往 蒋 春季 分 根 的 高 。 

桑树 ”Ahorus apa 世 . 一 一 UUenkoBHIHa 605a9 

桑树 亦 称 桑 条 ,分 布 几 逼 南北 各 省 。 为 乔木 性 ,但 时 作 灌 术 坊 
培 ;耐寒 耐 旱 , 共 且 不 择 土壤 , 故 极 适 于 北三 栽培 。。 更 以 能 耐 条 水- 
地 ,在 本 区 北部 , 亦 可 作 防 风 固沙 材料 。 此 外 用 于 固 沟 护坡 ;或 裁 
植 多 顶 ; 均 无 不 可 。 如 用 切取 枝条 的 办 法 ; 则 更 可 配合 其 他 困 间 工 : 

_ 程 栽培 成 用 为 灌 草 带 的 灌木 树种 应 用 ,例如 配 植 实 田 :水 纂 笑 或 地 、 
十 等 工程 边 籽 , 用 以 取 条 ,并 加 固 工程 ,非常 相宜 。 

桑 叶 可 以 蚀 委 ,枝条 可 以 灶 徐 德 篮 , 桑 槛 味 甜 可 食 ， 木材 特 适 
于 作 酒 桶 , 树 皮 更 可 搓 镭 或 造纸 。 

种 子 成 熟 ,即行 播种 , 较 易 发 伞 ; 否 则 用 分 株 法 繁殖 亦 可 。 
此 外 蒙 桑 《Morxs 7zoz8goljica Schneid.) 一 种 ,主要 分 布 我 国 北 

部 \ 西 北部 及 内 蒙 一 带 ， 其 抵抗 风 塞 、 干旱 和 次 蒲 地 能 力 ， 均 相当 

强 , 因 叶 薄 不 堪 钱 委 ， 但 如 作 水 土 保持 材料 ,其 适应 风沙 侵袭 力 尤 

强 。 

棱 柳 Tamarzx Jrnziperzna Bge.。( 图 38) 

此 种 在 卫 北 ̀ 陈 东 和 此 俗 种 和 红柳。 乃 小 乔木 ,高 可 达 区 公 尺 ;通常 

为 滞 木 型 。 极 阳 性 树种 , 适 生 带 石灰 性 土壤 ,抗旱 和 抗 奏 力 特 强 ， 

为 奏 地 造 千林 特 用 树种 。 幼 时 生长 光速 。 易 受 水 只 的 河滩 及 干燥 的 
2 



下 E et 7、 

“- 黄 芋 高 原 或 其 他 将 苞 地 区 为 其 他 树木 所 不 能 耐 生 时 ,栽植 竺 柳 , 篆 

。 国 北部 和 东北 部 。 性 抗旱 而 

可 生长 。 且 和 常用 以 固定 流沙 或 嵌 坡 间 陷 ， 非常 有 效 。 种 子 微小 ;成 

熟 后 采 收 即 播 。 团 地 

， . 喜 水 湿 及 复 秘 ， 方 易 

发 菠 。 此 外 雨季 配合 

水 土 保持 工程 、 插 条 

繁殖 ;成 活 奉 极 高 。 在 

兰州 黄河 北 崖 出 地 ， 

初期 造林 ， 引 用 棱 柳 

成 缠 颇 佳 ， 多 奏 而 易 

破水 沽 的 滩地 ， 可 大 

图 38 兰州 黄河 北岸 黄土 境 顶 干旱 异常 , 革 售 量 栽培 。 若 水 区 和 随 
R - 盐 盾 ,植树 困难 ,但 栽培 的 杷 柳 成 活 很 好 中 区 雨量 稀少 ， 土 带 

盐 性 地 区 ,可 用 为 一 种 经 济 树 木 裁 培 。 

梭 柳 木材 很 重 , 可 做 镀 工 零件 ,每 年 切取 枝条 ,用 以 独 碑 翁 篮 ， 

” 码 济 收 仁 不 小 。 宛 谷 坊 、 水 短 

竹 及 堰 寅 地 培 十 时 ， 葡 可 于 秋 

季 压 大枝 条 繁殖 ， 用 以 加 固 工 

程 。 
紫 穗 檀 ”ArmorpAha 太 a- 

,ticosa 工 . 《图 39) 

此 种 用 灌木 性 ， 高 可 达 5 

公 尽 。 原 产 北美 ;早已 引种 我 

奏 , 能 耐 生 干旱 瑚 薄 的 沙土 地 ， 
为 防风 林带 中 的 低层 林木 ， 有 
固沙 挡 风 特效 。 其 根系 深 而 
密 ， 具有 根瘤 , 有 改良 土壤 效 。 
其 桥 枝 落叶 ， 更 能 增加 士 壤 内 王国 39 可 避 在 贰 北 和 隐 东 南部 
有 机 质 。 枝叶 更 能 双 收 盐 稚 ”，” 坑 培 的 紫 熏 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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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具有 改良 盐 奏 地 效 。 在 土壤 含 盐 量 达 .0.39 和 % 时 洁 能 适 生 。 枝 - 
条 和 柔 租 而 长 ,能 三 积 各 种 器 物 。 在 北方 荡 地 中 ,有 专 植 为 薪炭 条 者 。 

, 青 枝 中 含 氮 量 1.3 匈 ， 含 磷酸 0.3%， 仿 氧化 钾 0.79 色 作 籽 肥 六 斤 
可 抵 一 斤 豆 饼 , 四 、 五 十 关 二 括 一 斤 此 区 ,所 以 才 为 和 村 
也 很 好 。 

紫 穗 槐 生 其 的 快 , 当年 生 苗 每 二 收 青草 1000 厅 基 可 作 3 二 地 -< 

亩 地 肥料 ) ,第 二 年 移植 昔 可 收割 2000 一 3000 扩 , 三 年 以 上 可 收割 - 
5000 一 6000 厅 , 二 年 以 上 的 墩子 ， 年 可 收割 两 次 到 三 灵 ， 荐 两 实 
时 ,第 一 次 在 5 一 6 月 间 , 第 二 次 在 9 月 底 , 如 荐 三 灵 则 第 一 交 在 
5 月 底 ,第 二 次 在 7 月 底 ,第 三 次 在 10 月 初 。 各 地 可 根据 气候 条 
件 , 略 有 变更 。 三 年 以 上 的 母 株 每 亩 可 收 种 子 100 一 200 斤 。 
种 子 9 月 间 成 熟 , 采 求 后 ,外 面 带 着 它 的 英 皮 ,可 以 于 储 过 冬 ， 

每 公升 重 0.3 公斤 ,每 公斤 狗 含 2400 粒 。 春播 前 须 先 将 种 子 外 黄 

 “ 皮 弄 去 ( 胡 压 或 棒 串 ),， 先 用 开水 浸 五 分 钟 〈 搞 动 ) 然后 用 温水 沥 
一 脐 夜 后 , 灌水 播种 , 则 出 苗 整齐 。 如 不 沽 种 , 播 后 20 天 才 本 发 

芽 。 华 北 4 月 中 旬 至 5 月 中 旬 为 播种 适 期 。 
石家庄 络 西 林业 实验 场 每 圭一 般 青苗 三 万 栋 ， 最 高 可 达 四 万 

二 千 株 , 代 且 计 能 达到 当年 出 转 的 要 求 。 定植 寻常 行距 一 尺 左 右 ; 
株距 四 二 左右 。-. 此 外 肖 可 雨季 插播 繁殖 。 倘 壤 在 沙 莫 地 栽培 ,要 
掌握 深 埋 、 实 古 、 少 露 、 密 植 的 原则 ;是 可 以 提高 成 活 率 的 。 但 在 黄 
土 高 原 北部 地 区 栽培 ， 幼苗 令 季 有 浆 死 的 危险 7 须 先 战 爱 南部 地 “: 

区 ,栽培 晓 无 问题 。 : 

文官 果 。XarmntAnoceras sorpzifolia Bee. 

此 种 在 陕 北 俗称 木瓜 。 原 产 我 国 东北 及 华北 各 洗 ( 辽 、 热 尼 、 

-和 鲁 . 豫 ̀ . 晋 、 陕 . 甘 ̀  内 蒙 )。 在 黄土 高 原 丘 陵 沟 峙 区 ,分 布 很 广 。 治 
”本 或 小 乔木 , 深 根性 , 耐 干旱 , 喜 生 黄土 峙 坡 , 有 保持 水 土 效 , 故 可 
选 为 王 早 黄土 陡坡 向 阳 地 树种 。 其 种 仁 可 食 、 枝 条 收割 作 攀 料 佳 ， 
花 亦 味 甜 可 食 。 4 一 5 月 间 开 花 ， 7 一 8 月 间 果 实 成 熟 。 种 子 成 

就 序 播 或 用 中 湿 沙 用 层 积 法 保藏 ,否则 王储 春 揪 ， 上 发 菠 很 迟 。 

花椒 ”ZamtAhoxylunma simzlans Hance，. 

aa T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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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 原 产 我 国 黄河 和 长 江 流域 各 省 ， 秦 岭 、 泰 山大 巴山 诗 山 
脉 及 川 康 山 地 中 ,多 有 分 布 。 性 喜 温 暖 , 故 多 生 各 地 阳 坡 , 耐 干旱 ， 
但 不 而 极度 的 寒冷 ; 在 本 区 南部 海拔 1500 公 尺 以 下 , 较 湿 润 的 壤 
十 或 沙 壤 士 上 ;生长 最 好 。 宝 天 铁路 沿 入 元 龙 绩 一 带 所 产 花椒 最 
负 盛 名 。 

这 种 经济 树种 ， 在 隐 南 天 水 专区 和 卫 北 洛 河流 域 南部 及 调 汾 
河谷 两 侧 冲 积 地 上 ，, 推广 栽培 , 最 有 前 途 。 在 坡地 或 梯田 边 称 栽 
培 ; 栋 距 要 保持 一 丈 二 尺 ; 有 护坡 和 保持 水 土 效 力 。 

花椒 种 子 因 含 多 量 花 椒 油 5 改 播种 繁 苑 较为 困难 。 9~10 月- 
间 采 成 喜 种 子 , 用 个 干 沙 层 积 法 处 理 ,翌年 春播 较 易 发 休 。 天 水 一 
带 农 民 多 将 成 熟 种 子 , 混 牛 数 内 ， 贴 在 墙 上 , 殖 春 取 下 播 大 温暖 湿 
润 寺中, 亦 易 发 芽 。 总 之 花椒 种 子 , 希 要 温暖 湿润 和 通气 三 种 条 件 
下 保存 越冬 ,明年 播种 , 始 易 发 芽 。 此 外 用 根 插 法 或 分 株 法 亦 可 收 
到 少量 苗木 。 据 天 水 水 土 保持 工作 推广 实验 站 报告 ,春季 插 条 ,如 
处 理 得 宜 , 亦 可 成 活 。 

虎 栋 子 “Ostryopsis daoidiana Dcne.， 

此 种 原 产 我 国 北部 及 西北 部 ,东北 \ 内 蒙 . 费 、 鲁 . 玉 . 晋 . 陕 甘 
雍 省 及 江苏 ` 四 川北 部 , 均 有 分 布 。 它 是 杂 木 林 中 一 种 林 下 灌木 ， 
在 洛 河流 域 梢 林 中 常 成 为 山 杨 \ 白 梭 、 辽 东 柑 和 油 松林 的 最 重要 下 
本 。 具有 极 允 强 的 生活 力 , 串 根 的 本 颌 很 大 ,种 子 成 熟 甚 佳 , 洲 地 
可 以 自发 ; 所 以 复 盖 度 大 (一 般 达 70 匈 ), 所 以 对 水 土 保持 作用 很 
大 ;此 外 抗旱 的 能 力 和 与 杂 草 斗 健 的 能 力 , 均 相 当 强 ， 所 以 杂 木 林 
笋 砍伐 后 ， 灌 森 在 极度 破坏 和 摧 忌 情形 下 ， 还 能 返 扎 的 生存 下 
去 。 和 且 在 山地 草原 中 每 与 杂 草 党 委 而 战胜 ,将 来 成 为 其 他 灌木 

及 乔木 树种 再 起 的 一 种 很 好 庇 萌 植 物 。 这 种 植物 将 来 在 黄 士 高原 
丘陵 沟 蛙 区 的 沟谷 中 , 可 移植 或 播种 在 沟 坡 上 , 用 以 保持 水 土 , 同 
时 可 为 营造 梭 杨 柳 或 橡树 林 的 先锋 树种 。 至 于 这 种 灌木 丛 中 ,如 
' 何 造林 ,也 应 该 是 急 须 研究 的 一 个 问题 。 目前 在 本 区 丘陵 沟 罕 区 

及 山地 中 ， 这 种 灌 丛 所 占 面 积极 大 ， 究 应 如 何 利 用 和 发 挥 它 的 作 

玫 , 应 访 公 盘 考 虑 。 据 1954 年 憾 查 洛 河流 域 梢 林 虎 杰 子 王 落 中 ， 
e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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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有 许多 山 杨 和 白 梭 再 生 幼 年 林 ， 此 可 以 作为 我 癌 在 黄 二 高原 上 
造林 的 一 种 很 好 印证 。 二 

在 洛 河流 域 梢 林 虎 榨 子 骏 落 中 的 同 生 灌木 计 有 和 柔 毛 糖 终 菊 、 
黄 刺 玫 \ 柴 丁香 、 酸 刺 、, 牛 奶子 、 麻 杜 梨 、 山 桃 ̀ 鼠 李 、 烂 皮 酉 、 多 花 枸 

子 、 括 毛 枸 子 、 甘肃 山楂 .甘肃 小 辈 、 和 组 有 时 械 、 小 叶 悬 钩子 、 多 花 胡 

枝子 和 茶 条 械 等 ,其 相互 伴生 关系 ,应 再 深 大 研究。 

在 黄河 中 游 丘陵 沟 完 区 〈 陕 北 晋 西区、 六 盘山 东区 及 坟 盘 出 

西区 )， 阳 坡 灌 从 中 ， 复 生 有 羊 厌 厌 (JJiKstroez2tC -Za112Ce2CpZze 

Meisn.) 一 种 , 为 有 毒 植物 ,性 畜 多 不 喜 食 ,所 以 能 起 复 丢 作 用。 其 
种 子 初 秋 ( 作 月 间 ) 筷 熟 甚 佳 ,落地 后 迅 序 自发 为 小 昔 , 其 抗旱 和 搞 
寒 力 均 强 ,所 以 今后 为 了 增强 水 士 流 失 区 的 阳 坡 植 丢 , 亦 值得 注意 
利用 的 一 种 治 木 。 因 无 刺 , 作 燃料 较 佳 。 但 注意 在 黄河 中 游 南部 

地 区 栽培 

宁夏 构 相 ZLycirma tarcomaaTazctr7mna Turcz. 

此 种 乃 灌木 性 ,最 高 可 达 2 公 尺 许 , 有 证 能 成 活 

50 一 60 年 。 特产 我 国 西北 部 ( 甘 “ 守 ”、 青 、 新 ) 及 土耳其 一 带 。 

其 中 以 -宁夏 省 中 宁 、 会 积 和 灵 起 三 县 沁 是 最 多 。 尤 以 中 守 县 西 

北 30 华里 的 七 星 渠 地 带 产 者 质量 量 最 好 ， 销路 亦 佳 。 访 渠 正当 清 

水 河 汇 太 黄 河 处 ， 按 清水 河 发 源 于 甘肃 固原 县 的 开 城 渠 和 海子 幢 

的 两 个 细 流 。 海子 峡 水 源 地 带 , 水 味 已 有 些 苦 咸 到 三 营地 方 ; 汇 “ 

入 甘肃 海原 县 四 口 大 礁 滩 支流 , 经 七 营 、 同 必 到 中 宁 的 长 册 头 ,过 

兰 宁 公 路 的 山河 桥 , 由 泉眼 山大 黄河 ;长 700 多 华里 ,更 泥 质 流 厚 ， 
水 带 苦 咸 。 十 从 世纪 时 ,清水 河和 鲁 流 经 金 积 ̀  灵 武 县 境 , 那 时 金 、 灵 
一 县 就 产 构 柜 。 后 双 改 流 太 中 卫 县 境 的 宣 和 人 各 及 常 乐 地 带 ,这 地 
方 就 代替 了 金 、 灵 产地 。 十 九 世 绝 清水 河 又 改 流 大 中 宁县 境 , 中 宁 
涂 双 为 宁夏 枸 柜 的 主要 产地 。 现 中 宁 全 县 栽培 有 4800, 多 亩 ,每 让 
产 100 余 斤 。5 月 初 开 花 ,， 8 月 间 收 果 。 每 南 裁 200 多 株 。 行 栋 

距 锡 1.5 一 2 公 尺 。 由 以 上 的 产地 历史 和 目前 栽培 情形 来 看 , 枸 想 
' 产 自 苦水 地 区 的 果实 , 肉 厚 而 味 甜 ,如 移植 于 甜水 地 带 栽培 , 则 果 
实 反 肉 薄 而 味 苦 。 其 中 原因 , 俏 待 研究 。“ 守 ”\ 甘 两 省 苦水 地 区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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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故 淋 有 推广 余地 。 深 河上 游 苦水 区 ,可 以 引种 。 
繁殖 方法 一 般 用 播种 与 压条 两 种 ,中 宁 枸 想 以 播种 育苗 者 多 。 

普通 春播 发 芽 容 易 , 型 年 幼苗 , 邹 可 定植 。 幼苗 冬季 须 埋 土 防冻 ， 
5 年 以 后 ,部 不 须 处 理 。 花 淡 紫 色 , 果 实 8 月 间 成 熟 。 

果实 采摘 后 , 郎 须 放 日 光 下 蝇 晒 , 以 台 霉 烂 , 干燥 后 序 分 级 装 
箱 。 分 航标 准 ,民有 变更 ,但 普通 分 大 货 与 普通 货 二 种 ,大 货 称 “ 改 
玉 ”; 有 时 天 货 又 分 两 种 称 “ 超 王 ”“ 贡 果 ”, 普通 货 双 分 四 种 部 “ 顶 
王 汪 “给 王 沁 “和 均 元 "大 拒 ”。 目前 最 优 货色 , 每 斤 高 到 6 一 9 
TULo 

构 秀 在 中 共 作 补 育 、 润 肺 茶 , 往 治 眼疾 。 天 津 、 上 海 .宁波 、 重 - 
庆 、 香 港 均 为 运销 集散 地 。 现 在 市 场 上 已 发 现 供 不 应 求 现象 ; 故 仿 
后 可 以 在 苦水 区 合作 建 场 增加 生产 。 

了 介 桃 、Praunus cdaoidiana Franchet 

，， 此 种 主要 分 布 我 国 北 部 ， 内蒙 和 素 、 晋 、 豫 、 陕 . 甘 及 川 、 演 诗 
省 ; 均 有 记载 。 性 耐 干旱 , 为 阳性 树种 , 一 般 多 分 布 于 山地 阳 坡 。 
在 洛 河流 域 梢 林 区 ,为 丘陵 阳 坡 侧 柏 妇 落 的 一 种 先锋 树种 。 其 种 
子 发 伞 力 和 幼苗 抵抗 干旱 的 能 力 , 尤 强 于 山 杏 。 因 为 结实 丰盛 ; 故 
繁殖 力 亦 强 。 今后 在 本 区 丘陵 坡地 上 ,可 采 为 护坡 的 一 种 直播 先 
父 和 耕种 。 寿命 较 短 ,木材 亦 差 , 但 核 仁 可 食 , 枝 干 可 供 燃 料 。 如 能 
_ 防 除 普 者 ; 则 与 山 杏 等 大 粒 种 子 , 冬季 和 经 沙 压 处 理 , 在 荒山 或 落 坡 
上 早春 播种 ;不失为 两 种 容易 成 功 的 树种 。 

诗 氏 忍冬 上 Lonicera jhaacRii Maxinm。 

此 种 亦 称 金 银 木 ;在 我 国 分 布 极 广 , 北 自 东北 (南部 ) 内蒙 , 南 
”到 黄河 及 长 江 两 流域 (性 、 重 , 豫 、 晋 、 陕 . 甘 \ 苏 , 浙 . 鄂 、. 赣 . 湘 、 川 
尝 、 国 ) 均 有 分 布 。 习 生 山地 河岸 两 便 及 山坡 低 处 。 阳 性 树种 , 相 
当 耐 旱 及 抵抗 风寒 。 此 属 植物 及 洋 槐 落叶 中 , 因 富 含 钙 质 , 对 于 改 

和 良 盐 奏 于 有 效 , 故 可 推广 。 种 生 或 托 揪 繁 殖 ; 些 很 容易 。 
此 属 植物 在 陕 北 卫 东 黄土 复 盖 的 梢 林 区 中 人 淋 有 烂 皮 和 视 (. 

Eer 矿 zzz2dii Franchet) 一 种 ;分布 亦 广 ;, 活 应 性 较 大 ,可 渤 为 海道 两 

便 护坡 林 的 灌木 树种 , 疏 须 注意 在 丘陵 坡地 的 下 部 栽培 。 

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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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 子 巨 1aeagraars rmpellata 工 hunb， 

此 种 乃 灌 木 性 ;有 时 旦 小 乔木 状 , 广 布 于 我 国 南北 各 省 (黄河 、 
长 江 两 流域 及 东北 内 蒙 ), 在 西北 洛 河流 域 梢 林 中 ;为 沟 道 两 倒 崖 
坡 下 部 最 茂 夸 的 一 种 树种 。 也 是 白 梭 山 杨 林内 常见 的 二 种 下 未 。 
在 水 土 流失 严重 地 区 ,可 选用 为 沟 道 两 侧 的 二 种 先锋 树种 。 和 结 种 
丰盛 , 繁 苑 力 强 , 此 外 分 株 或 托 插 , 亦 可 成 活 。 

(二 ) 果树 

苯 果 AMhalrus prrmzila Mill. 

西洋 萃 果 原 产 西伯 利 亚 南部 及 土耳其 一 带 , 今 在 欧洲 及 东亚 ， 

已 育成 许多 栽培 品种 。 多 数 晚 熟 品 种 , 废 耐 储藏 ;风味 双 佳 。 黄 河 

中 游 南 部 地 区 如 了 南 (天 水 专区 ) 关 中 、 陕 北 南 部 及 渭 汾 河谷 地 区 ， 

气候 温和 ， 雨 量 适中 ,， 往 之 黄土 肥沃 , 极 适 于 芋 果 和 梨 树 掏 栽 培 。 
由 于 当地 气候 干燥 ,黄土 中 水 分 少 , 在 黄土 赛 洞 内 , 储藏 普通 耐 藏 
总 种 ， 此 可 延续 到 新 果品 上 市 。 此 种 有 经 济 效 从 的 采 树 ,如 能 在 十 

述 区 域 大 量 推广 栽培 ,非但 对 水 土 保 持 有 效 ， 并 对 当地 人 民生 活 改 : 

善 直 接 有 关 。 萃 果 喜 生 低 山 缓坡 (坡度 15” 以 下 ) 背 凤 地 。 在 十 述 

区 域内 这 一 类 的 地 方 很 多 ,只 要 掌握 住 经 营 果 树 的 技术 ,就 可 和 结合 

水 王 保 持 推广 。 适 于 当地 风土 的 萃 果 砧 木 ;让 有 山本 子 (M. 2accaza 

Borkh.) 、 忆 杜 梨 ( 卫 北 )( 甘 肃 称 池 惠 子 )(M。 trazz5ztozz Schneid.) 、 

甘肃 海 策 (M. Razstezsig Schneid.) 和 野 海 物 (M.。 torizgoides 

Rehd.) (全 西 ) 等 , 均 可 在 本 地 栽培 。 这 些 野 生 树种 的 果子 ,多 在 8 

一 9 月 间 成 熟 , 秋 季 条 播 , 每 雷 用 2 一 3 斤 种 子 , 行距 一 尺 二 寸 左 
右 , 盖 土 5 一 10 毫米 厚 , 上 复 护 草 , 明 春 朗 可 发 菠 。 每 雷 可 青苗 邢 
一 3 万 株 ; 一 次 移植 ,每 亩 仍 可 得 苗 8000 余 标 。 第 三 年 秋 48 一 9 

月 ) 即 可 芽接 。 第 四 年 春 ( 3 月 ) 朗 可 枝 接 ,第 四 年 秋 或 第 五 年 春 即 
可 山东 定植 。 栋 行 跤 普通 保持 二 藉 二 尺 , 苗 小 时 仍 不 碍 株 间 种 地 ， 
或 栽培 多 肥 植 物 ， 但 切忌 栽 高 邯 ( 如 高 精 、 玉 末 ) 作 物 。 这 一 带 地 ， 

区 的 人 民 ，, 本 来 就 裁 培 花季 《或 称 沙 果 ) CM. asiatzicz Nakai) 和 海 

党 果 (M.， prwvatijfojie Borkh.) ( 海 赶 一 种 在 登 西 风沙 区 栽培 ;果实 可 

sa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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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辕 丹 皮 ) ,所 以 从 习惯 上 来 主 是 可 以 的 。 圣 于 一 般 人 们 所 喜 忆 的 

华 果 品种 计 如 国光 、 倭 锦 、 红 玉 \ 元 帅 、 青 香 菩 \ 旭 、 大 国光 等 , 乔 可 
引种 本 区 。 

原 产 我 国 西北 (甘肃 ) 的 中 国 茜 果 (M. burilz Mill，var，dxuj- 
cissizja Koidz.)， 在 西北 各 省 ， 倚 多 栽培 ， 入 入 全 ， 少 竺 液 ， 

近年 已 逐渐 淘汰 。 
弄 树 ”Pyrrs pretscAhrneideriz Rehd. 

梨 树 或 称 白 梨 , 乃 耐 塞 树种 ,能 适 生 于 黄土 高 原 。 兰州 . 兄 县 
均 以 产 梨 著 称 。 广 布 黄河 流域 的 杜 梨 (P. petxlacjfolia Bge.) ,为 本 
地 的 黎 士 树种 ,如 用 为 嫁接 梨 树 的 砧木 ,适应 性 极 佳 。 今 后 在 西北 

.地 区 凡 秋 果 将 熟 时 无 大 风 之 处 , 均 可 推广 栽培 。 天 水 关中、 陕 北 ， 
南部 、 隔 东 和 和 登 西 , 晋 南 , 河 流 两 岸 冲积 地 上 , 凡 坡 度 不 大 , 排水 良 
好 的 沙 壤 士 , 均 适 于 梨 树 的 栽培 。 今 后 应 改进 品种 ,研究 储藏 方法 ， 
加 强 运 考 ， 则 黄河 中 游 的 梨 树 发 展 , 仍 有 前 途 。 到 西 吕梁 山西 坡 
林 区 内 野生 麻 梨 (P. verrx1ata Rehd.) 一 种 , 自生 于 山谷 两 旁 问 阳 

处 ;能 成 大 树 , 在 本 区 采用 为 梨 树 砧木 或 造林 树木 均 好 。 
石 烛 ”Punzca sramnaturmaz 工 .一 一 ETpaHaT 

石榴 原 产 伊朗 , 现 盛 裁 培 于 关中 的 临 小 及 天 水 一 带 ,在 黄河 流 
域 中 游 南部 ,无 花 气 候 及 土质 , 均 适 于 石榴 的 栽培 。 其 果品 虽 不 其 
佳 ,但 顺 而 储藏 和 便于 运 柱 。 为 暧 温带 树种 , 故 今后 在 黄土 高 原 南 
部 地 区 ， 如 随 南 、 关 中 、 晋 南 各 河谷 冲积 阶地 上 。 可 与 花椒 栽 同 等 
环境 。 深 根 丰 产 ,值得 提倡 。 繁 殖 多 用 压条 ,分 株 或 托 插 法 。 秋 天 
雨季 ,施行 田间 工程 时 , 一 同 埋 大 枝条 ; 序 可 发 成 。 石榴 果皮 可 染 
色 , 果 可 入 萧 ;有 刊 酸 等 品种 ,信和 多 用 酸 石榴 。 

山楂 Crataegrs pinrnatifiada Bge.var. major N: 下 . Br. 

山楂 或 称 山里 红 。 为 我 国 北方 野生 树种 经 裁 培 改良 品种 之 
一 。 原生 山地 ,但 能 适 生 于 平地 。 深 根 耐 旱 ,并 耐 风 霜 及 奏 性 土 ， 
每 年 丰产 ,无 隔年 结果 习性 。 果 实 耐 储藏 及 运 略 , 可 制 各 种 食品 
糖葫芦 、 山 植 糕 及 山楂 皮 等。 我 国 北方 册 地 中 ， 有 许多 野生 山楂 ， 
可 供 砧 木 , 用 以 嫁接 山楂 。 黄 土 高 原 南部 地 区 , 可 以 推广 栽培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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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栽培 地 区 ,大 致 与 石榴 同 。 
荧 北 洛 河流 域 梢 福 区 和 吕梁 山林 区 肉牛 阳 坡 上 ， 即 族 生 甘 走 

国 棱 〈《C.， Kazstiezsis 2 一 种 ， 代 且 和 结果 丰盛 ， 作 咎 木 媒 伙 

出 楂 ;非常 适应 风土 。 

胡桃 Jaslans regia 工 .一 一 Opbex rpeIKH 放 

胡桃 原 产 亚 济 西南 部 ;在 温暖 地 区 ,栽培 请 广 , 凡 年 降雨 量 500 
毫米 左右 的 地 区 , 均 能 生长 。 于 陕 甘 境内 , 垂直 分 布 在 南部 狗 在 海 
拔 2000 公 尺 以 下 , 在 北部 锡 在 1500 公 尺 以 下 。500 一 4500 公 尺 

是 它 生 长 最 适宜 的 高 度 。 惟 在 陈 东 、 陕 北 、 晋 西 和 陈 中 北部 , 则 常 
受 霜 嘎 。 今 后 在 洛 河流 域 南部 、 卫 南天 水 专区 、 关 中 、 登 西南 部 ̀\ 晋 、 
南 和 豫 西 淘 有 极 大 发 展 前 途 。 为 阳性 树种 ,幼苗 志 耐 庇 葛 , 但 树 天 

“ 则 喜多 量 光照 。 根 系 很 深 ,主根 特别 发 达 , 凡 士 层 深厚 肥沃 药 地 主 
和 沙壤土 , 均 能 适 生 , 如 土 盐 中 带 些 石灰 质 更 好 ; 栽 在 背 北 风 的 向 
阳 山 沟 边 和 或 出 腰 地 方 最 佳 。 果实 9 一 10 月 问 成熟, 连 外 果皮 悉 
播 , 盖 土 1 一 2 寸 厚 , 经 冬 肉 碗 冻 收 ， 翌 奏 五 月 中 、 下 和 部 可 发 苗 。 
如 和 欲 春播 , 秋 后 可 将 去 外 果皮 的 种 子 ,在 地 害 内 用 夺 王 沙 层 积 法 处 
理 。 胡 桃 树冠 很 大 并 且 寿 命 很 长 。 所 以 栽 的 株 行 距 , 最 好 在 两 来， 
以 外 。 功 株 时 株 关 仍 可 种 地 ,但 以 种 禾 生 作物 为 佳 。 
胡桃 乃 干果 , 耐 储藏 , 堪 运 输 , 故 有 大 量 裁 培 条 件 。 种 仁 富 舍 

蛋白 和 脂肪 , 是 很 好 激 养 唱 。 榨 油 是 涂料 的 于 燥 剂 。 工 业 上 用 涂 。 
大 。 木 材质 量 坚 秘 , 琢 订 后 ,有 光泽 , 故 特 适 造 枪 托 及 自重 家 具 ; 办: 
果皮 为 制 活性 炭 原 料 ; 树 皮 及 外 果皮 , 富 售 丹 宁 酸 可 制 烤 胶 羔 皮 
用 。 华 家 岭 . 庆 阳 、 延 安 一 线 以 南 地 区 , 始 可 栽培 。 
板 亚 “Castamnea 7mmaollrzssima Blume。 

本 种 主 产 我 国 长 江 及 黄河 两 流域 诸 省 ( 缆 、 鲁 、 豫 、 陕 \ 甘 川 
尝 . 岑 . 湘 、. 鄂 、 皖 、 苏 ,、 浙 ) 山 地 ,但 奖 , 粤 两 省 亦 有 栽培 ;为 一 著名 果 

” 树 。 其 果实 富 合 淀 粉 , 可 生食 或 炒 食 , 味 极 美 。 在 素 岭 了 脉 出 地 本 
中 ,海拔 1000 公 尺 左右 , 郎 多 自生 林木 。 今 后 在 素 岭 .六 盘山 及 虽 
梁山 南部 低 山地 区 ， 可 利用 造林 。 其 木材 亦 基 坚硬 有 用 。 寻常 昔 
用 种 子 繁殖 , 采 后 序 播 , 须 防 兽 咱 ,但 为 维持 果实 品质 , 则 用 嫁接 法 

a。 IT8 。 



繁殖 。 种 子 9" 一 10 月 间 成 熟 , 每 公升 重 0.7 公斤 。 每 公斤 狗 含 174 

粒 ,和 采 梨 后 遍 用 沙土 埋藏 ,切忌 风 吹 日 晒 , 但 明 春 播种 亦 可 。 

此 树 乃 阳性 树种 ， 二 年 生 苗 可 达 1 公 尺 ,三 年 生 者 , 已 能 结 

果 ，50 一 60 年 生 大 树 , 高 可 达 15 公 斥 , 径 绝 可 达 40 一 50 公分 。 木 
材 坚 硬 , 且 能 耐 混 ,最 适 于 作 地 桩 地板 、 桥 板 、 船 舵 、 车 辆 等 用 , 亦 

-可 作 和 铁道 枕 木 。 酝 皮 富 含 妈 酸 , 可 制 烤 胶 妓 皮 和 染料 用 。 

豫 西 、 登 南 及 关中 和 天 水 区 丘陵 山地 中 , 可 大量 作 果 树 委 林 木 

栽培 。 据 册 区 有 轻 验 老农 云 , 每 刺 苞 中 的 三 粒 坚 果 中 常 有 二 粒 大 
一 粒 小 现象， 其 大 粒 种 子 利 于 直播 作 果 树 栽培 ,其 小 粒 种 子 利 于 作 

造林 (所 发 幼苗 生长 好 ,发 育 快 ) 用 ， 姑 记 之 待 将 来 验 证。 
“村 树 Zrzzyphrus Jar7Japa Mill， var。 imzer7azS Rehd.， 

(图 40) 

枣 树 为 我 国 原 产 ， 分 布 志 南 北 ， 但 向 北 分 布 ,只 4 达 东 北 南 部 ,及 

华北 和 黄 主 高 原 北 部 ,但 不 能 达 蒙 古 高 原 。 在 黄河 峡谷 区 , 垂 站 分 
布 ; 达 海拔 高 700 一 800 其 到 1400 一 1500 公 尺 , 但 石 质 上 山区， 狠 不 

见 分 布 , 品 类 之 多 , 称 广 数 百 。 其 野生 来源 , 亦 不 只 一 种 。 伍 照 现 
在 栽培 品 种 求 看 ， 其 原 二 oo nn 

种 分 布 中 必 , 当 在 黄河 人 
中 下 游 临近 河谷 地 带 。 Eee 
晋 陕 间 黄 河 峡谷 区 的 AR 六 
野生 谈 树 , 序 有 许多 品 党- 兴 
种 ,其 果实 形状 大 小 完 
公 不 同 , 想 郎 栽培 玉树 全 
的 一 部 野生 种 。 其 栽 、 2 
培 襄 种 ; 只 有 木 志 、 牙 “人 AS 
本 和 有 国 过 三 种 (图 4 人 SA 

一 般 每 亩 栽 30 一 60 图 40 ”兰州 以 上 黄河 盐 钢 峡 河 哗 农 
株 。 每 雷 年 产 鲜 更 500 民 自 已 建立 的 束 园 ( 冬 态 ) 

一 700 打 。 谈 树 目前 科学 的 分 类 , 极 不 完全 ,但 栽培 分 布 大 多 集中 
于 黄河 中 下 游 如 异 ( 囊 绝 \ 献 县 \ 洽 县 \ 邯 哇 等 )、 鲁 ( 乐 陵 、 历 城 、 泰 

aa IT9 。 



吕 ” 安 、 聊 城 ,. 博 平 、 乍 求 )、. 疗 (新 郑 、 
8 灵 宝 、 阳 武 , 永 城 ) 亚 (大 谷 、 保 
2 多 德 , 检 坎 \ 交 城 ,临汾 、 交 水 )、 陕 
” ”，” (大专 、 嘟 县 、 汉 阳 )i 等 省 5 长 这 
” ” 下 游 评 省 ( 浙 、 皖 、 奖 ) 旭 有 极 消 
. 。 量 载 培 。 
过 ”机 树 为 极 耐 和 干旱 的 阳性 树 

种 。 早春 发 芽 迟 , 故 能 避 过 晚霜 ; 
-因为 深 根 , 树冠 稀 下 , 故 谈 园 树 
全 下 仍 可 种 一 部 分 农作物 。 在 黄 
2 河 峡谷 区 农民 复 利 用 谈 树 作 护 

站 坡 植物 ， 沟 头 岩 坡 , 配合 梯田 坊 
多 2 培 , 具 有 部 分 水 土 保 持 作 用 。 今 
图 41 山西 军 滤 黄河 啤 上 农民 靶 培 “后 为 了 改善 黄土 沟 歼 植被 关系 ， 

的 变 树 (本 变 ) 和 六 树 的 “ 枝 。。 在 晋 陕 问 黄河 峡谷 于 燥 地 区 ,大 
力 推广 吏 树 栽培 仍 有 必要 ,因为 惠 树 果实 话 可 以 制 成 干果 外 过 ;更 
可 作 备 荡 植 物 栽培 。 此 外 果实 还 可 酿酒 \ 蚀 猪 ,在 食品 工业 中 可 制 
成 种 种 食品 。 至 于 都 市 附近 的 用 作 副 食品 和 水 果 ， 亦 不 可 氮 需 。 
木材 坚硬 条 致 ， 作 大 车 输 轴 及 各 种 贵重 家 俱 和 有 店 歼 等 用 。 此 处 讽 
树 双 为 很 好 的 一 种 蜜源 植物 , 有 丛 养 峰 事 业 。 能 而 生 沙 地 ; 故 可 在 
沙 荒 中 栽培 。 京 树 繁 殖 ,一 般 用 分 株 与 嫁接 两 种 方法 ,分 株 瑟 法 简 
单 易 行 ,各 地 尤 多 采用 。 老 树 截 根 , 促 生 新 苗 , 很 起 作用 。 至 于 尹 
接 石 法 ,多 用 以 繁殖 优良 稀有 品种 。 砧 木 用 实生 苗 、 分 葛 苗 及 野生 
酸枣 苗 此 可 。 据 乐 陵 一 带 农民 谈 , 用 实生 苗 作 砧 木 , 交 接 的 谈 树 多 
迟延 结果 年 龄 。 据 南 京 金陵 大 学 园艺 系 陈 政 先 生 实验 ， 嫌 以 皮 
接 法 及 臂 接 法 最 好 。 

在 黄土 高 原 丘 陵 沟 察 区 ,常见 酸枣 数 种 分 布 于 崖 坡 陡 壁 间 ;, 因 
- 系 深 根 , 如 生长 得 宜 , 亦 起 水 土 保持 作用 。 今 后 为 发 展 农 家 副业 收 ， 
入 ,应 改 植 栽培 品种 。 在 黄土 丘陵 沟 罕 区 推广 的 打 翰 堰 工 程 ,所 得 
滩地 ,如 因 水 急 洪 深 不 利 农 作 时 ,可 在 坑 堰 以 内 ,栽植 变 树 ,部 可 成 

=。 8B0 ，。 



一 

功 。 在 兰州 以 西 佛 见 到 很 好 的 例子 。 登 陕 间 黄 河 峡谷 区 亦 有 野生 

刺 树 数 种 ,目下 黄河 峡谷 区 所 栽培 的 木 永 、 团 刺 及 雅 刻 , 想 系 由 当 
地 野生 现 培 青 而 来 , 可见 其 对 当地 气候 和 士 壤 的 适应 强 。 

查 树 Arrmeniaca Du1garis Lam。 

杏 树 为 小 乔木 ;高 10 一 15 肥 尺 ,胸径 可 达 60 厘米 ; 中 国 各 地 ， 
均 有 栽培 ， 北 部 山地 ， 更 多 野生 。 在 本 区 内 最 高 分 布 ， 可 达 海 氢 
2500 们 尽 。 极 阳性 树种 ,生活 力 旺 盛 , 幼 时 生长 迅速 , 根 租 壮 深长， 

师 耐 干旱 和 风寒 。 深 厚 的 黄土 或 冲积 十 ,可 获 充分 发 育 , 代 能耐 微 
礁 性 土 , 在 黄土 高 原 上 初期 造林 , 亦 极 相 宜 。 果 实 6 月 问 成熟, 种 
子 发 菠 力 甚 强 , 在 陕 北 了 东 、 陈 中 南部 ,可 在 荡 山 直接 播种 ,但 在 北 
部 ， 则 非 青 苗 堵 林 不 可 。 并 且 注 意 上 山 时 要 用 2 一 3 年 生 苗子 , 保 
留 绢 壮 根系 ， 上 部 剪 去 一 部 枝 梢 反 易 成 活 及 上 发育 旺盛 。 山 地 野生 
的 出 查 〈 妈 azsx) 种 子 每 公斤 狗 含 900 粒 ， 每 公顷 狗 需 种 子 45 公 

斤 , 可 采用 为 山地 造林 树种 或 用 为 红 接 杏 树 的 砧木 。 
本 树 Diospyros 氏 aRI 工 ， 一 一 XypMa (图 42) 

' 顶 树 在 华北 平原 和 黄土 高 原 上 分 布 甚 广 , 陛 东 \ 隐 中 及 陕 北 南 
部 ,此 有 栽培 ;在 卫 南 。 
(天 水 专区 ) 关中、 晋 - 
西 、 晋 南 等 地 , 亦 有 少 
量 栽 培 。 在 南部 自然 
分 布 于 海拔 2000 公 
尽 以 下 。 各 种 土壤 均 
能 适 生 ， 但 须 排 水 佳 
良 。 于 深厚 肥沃 的 山 
谷 坡 地 ， 生 长 更 佳 。、 
人 
寻常 此 用 黑 刺 (也 . 2 西 限 节目 上 黄 填 

民 自 坊 的 柿 树 ( 冬 态 ) 

2 工 .) 秋 播 实生 苗 或 

分 葵 苗 尹 接 , 始 生 肥 美 果实 。 柿 树 与 黑 刺 两 种 , 均 生 活力 健 旺 ， 幼 时 

生长 远 速 ,根深 故 抗 旱 力 极 强 , 配合 田间 工程 栽培 ,或 于 较 低 丘陵 

“81 ， 



地 、 梁 切 地 坡 上 作 水 分 调节 林 树 种 ， 均 无 不 可 。 无 隔年 结果 普 导 。 
故 北 方 称 为 的 钱 树 。 果实 可 生食 或 制 成 柿饼 , 上 耐久 藏 , 双 便 运 
迟 。 黑 枣 垂 直 分 布 较 高 , 故 可 选 为 护坡 造林 树种 。 

苇子 Corylus Aheterophny1ia Fischer 

此 种 在 华北 ( 终 、 晋 、 陕 \ 甘 )\ 内 蒙 \ 西 北 \ 东 北 及 朝鲜 \ 日 本 ; 殉 
有 分 布 ;为 低 山 (海拔 1500 公 尺 以 下 ) 关 叶 落 叶 混 交 林 中 的 灌 未 或 
小 乔 林 ,在 黄河 中 游 东 南部 和 南部 (黄龙 山 \ 吕 粱 由、 小 陈 面 及 秦岭 ， 
北 坡 ) 山 坡 中 , 均 有 自生 。 性 喜 较 温润 和 肥沃 土 坊 ;, 但 亦 基 耐 干旱 。 
其 木材 致密 , 较 难 挫折 , 干 之 直 者 ,可 作 手 杖 及 器 柄 ， 嫩 叶 盯 干 赃 - 
藏 ,冬季 可 用 义乌 猪 ; 果实 朗 食 用 的 棒子 , 亦 可 梭 油 。 今 后 在 黄 王 
丘陵 区 护坡 林 中 , 可 选 为 件 生 树种 或 作 果树 栽培 。 凡 虎 棒子 茂生 
之 处 , 此 种 郎 可 栽培 。 种 子 干 储 ,春秋 播 苔 可 , 因 分 药力 强 ; 故 分 炮 
亦 可 。 在 伙 西 吕梁 和 由 和 紫金 山上 , 均 全 采 到 野生 苗 。 且 有 毛 标 子 
(C. maxzdsjriricz) 一 种 ,其 分 布 较 低 , 耐 旱 性 亦 , 在 陕 北 、 登 西 、 
六 盘山 以 东 久 西 ,黄土 丘陵 地 区 , 同 可 作 王 果 栽 培 。 

其 他 如 桃 及 葡萄 在 黄土 高 原 中 部 , 亦 有 栽培 ;如 能 糙 合 加 工 制 
造 , 始 可 大 量 栽培 。 

(三 ) 牧 草 

甲 ， 豆 科 

昔 医 Medicasgo satia 工 ， 0 TIOCeBH3 细 

首 蕃 原 产 欧 测 , 为 世界 上 最 著名 的 一 种 牧草 , 在 我 国 黄河 流 
域 , 已 有 2000 多 年 的 栽培 历史 。 深 根 耐 制 ,年 可 收获 2 一 3 次 。 主 
根 寻 常 4 一 2 公 尺 深 ; 在 干燥 松 土地 ,有 时 可 达 3 一 4 公 尺 。 能 保 革 “ 
水 分 防止 土 带 冲 刷 ; 据 天 水 水 土 保 持 推广 站 试验 结果 ,种 首 蒂 地 较 
普通 一 般 庄稼 地 水 的 流失 沽 少 16 倍 , 士 的 冲刷 减少 9 倍 。 在 本 区 
除 最 北部 临近 沙漠 地 区 , 幼苗 容易 冻 死 , 这 薄 地 生长 不 佳 苏 , 所 有 
丘陵 地 区 陡 绥 坡 上 , 均 可 栽植 。 抗 塞 性 亦 相当 强 , 只 有 在 稍 长 时 间 
的 一 25"C 时 , 才能 冻 死 。 抗 热 性 亦 强 , 印度 种 植 ,生长 很 好 就 是 例 

子 。 不 耐水 湿 , 年 雨量 超过 1000 毫米 时 ， 就 不 适宜 种 植 。 排水 储 
es 82 。 



人 农 的 沙 质 壤 士 , pH5.6 一 7.0 而 富 含 石灰 质 时 ,最 适 于 首 蒋 生长 。 阁 

荐 产 草 量 极 高 , 富 含 蛋白 质 及 藉 分 ,根瘤 发 达 , 接 楼 作物 ， 可 以 增 
产 。 

昔 蒂 种子 须 经 过 精 移 , 纯 度 才 有 95 匈 ,发 芽 率 才 达 到 65 多 , 否 
则 将 大 大 的 减低 。 播种 期 一 般 在 四 月 底 到 大 月 中 , 但 据 苏联 和 经验 
和 以 收 种 为 目的 则 1 一 8 月 间 播 种 为 佳 。 十 天 左右 可 出 苗 , 缺 苗 必 
须 补 植 。 精 选 的 种 子 ,条 播 每 雷 需 种 子 一 斤 牢 至 二 斤 , 如 为 留 种 子 
地 ,只 需 播 一 斤 到 守 斤 ,撒播 则 增加 到 2 一 3 斤 , 因 为 留 种 子 地 须 播 
的 血 些 ;使 植物 多 得 到 充分 湿度、 阳光、 空气 和 水 分 ,才能 发 育 旺盛 ， 
烙 籽 丰盛 。 幼 苗 时 期 ,因为 发 育 的 慢 , 对 杂 草 党 竺 力 弱 , 故 灭 在 工 

作 ; 非 常 要 紧 。 为 便于 除草 和 中 赫 ; 条 播 为 宜 , 机 赫 行 距 应 保持 15 一 

30 厘米 , 留 种 地 袖 行 距 50 一 75 厘米 , 但 是 关中 区 习惯 用 撒播 , 了 ， 
东 和 陕 北 , 多 习惯 点 播 。 上 发芽 集 中 根 , 故 割 草 留 基 须 高 至 7 一 8 
厘米 ;三 不 碍 发 育 。 收 革 后 晒 3 一 5 日 ,干草 还 含有 15-*20 多 水 分 

时 ;再 径 凤 干 , 微 行 酸 酵 , 序 可 储藏 。 首 蒂 干 草 产量 ,在 东北 有 每 雷 
1400 一 2100 斤 的 记录 , 在 华北 地 区 普通 能 收 到 800 一 1300 斤 。 种 
子 产量 每 雷 可 收 40 一 60 斤 。 据 苏联 先进 炎 验 , 攻 蒋 不宜 连 知 两 年 
收获 种 子 。 
据 农 业 部 1952' 年 烙 计 , 由 西 栽培 面积 53 万 亩 (运城 、 忻 县 、 雁 

北 、 临 汾 , 检 次 等 专区 ), 陕 西 94 万 亩 (咸阳 、 宝 全 、 渭 南 、 商 锥 、 延 
雪 、 葡 德 、 栓 林 等 专区 ), 甘肃 省 145 万 雷 (天 水 、 秆 凉 , 庆 阳 等 专 

区 ), 此 外 “宁夏 "黄河 沿岸 .青海 和 新 疆 , 亦 有 少量 种 植 。 今 后 为 了 
水 十 保 持 工 作 ,在 黄土 丘陵 地 区 , 仍 应 大 量 推广 。 
”草木 导 ”Melizlotaus a1prs Desr. 一 一 [oaHHK 6ebl 站 

草 未 犀 原 产 亚洲 西部 ,我 国 北部 及 西北 部 (内 蒙 、 陕 , 甘 ), 吕 有 
野生 。 乃 一 二 年 生 草本 , 由 于 天 水 水 土 保 持 工作 推广 站 的 试验 推 
广 ， 在 陡 南 天 水 区 由 1953 年 到 1954 年 就 已 由 两 万 多 亩 推广 到 太 

万 多 雷 。 因 为 它 系 短期 性 收 划 , 废 可 肥 地 , 双 可 产生 饲料 或 诡 料 ， 
所 以 山区 因为 水 土 流失 而 产量 减低 的 农田 ,利用 草木 犀 倒 楼 ,可 以 
改进 土壤 ,提高 后 作 农 作物 产量 ,所 以 农民 乐意 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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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 犀 耐 寒 性 极 强 , 在 伍 、 陕 、 甘 黄土 高 原 上 种 植 , 秋 播 二 年生， 
小 苗 , 可 以 安然 越冬 。 因 系 深 根 , 故 抗旱 性 亦 强 , 除 发 芽 较 难 及 幼 

奋发 育 较 组 外 ,在 陛 中 和 陵 东 北部 干旱 地 区 , 亦 能 生长 。 写 能 生长 “ 

在 萌 蒂 所 不 能 忍受 的 奏 性 土 , 惟 于 富 含 石灰 性 的 黄土 中 ; 始 能 充分 

发 育 (高 达 二 公 尺 )。 根 瘤 中 的 根瘤 菌 , 能 转 寄 生 在 萌 蒋 和 三 叶 草 的 

根 上 。 如 早期 播种 在 麦 楼 地 ; 当年 秋季 ; 写 可 沽 轻 水 土 流失 ;, 秋 后 
每 雷 还 可 收获 200 一 300 斤 青 刨 料 。 第 二 年 如 果 收 种 子 , 每 直 可 收 
50 厅 磊 右 , 即 不 能 再 收 外 料 ,只 可 阐 收 干 柴 600 一 2000 斤 。 如 果 不 

收 种 子 , 旭 可 制 草 2 一 3 灵 ， 据 记载 第 二 年 可 收 于 外 料 300 一 1000 
帮 , 饼 草 最 高 可 达 9000 帮 。 因 为 艺 叶 内 含有 香 豆 素 (Cumarin) 和 

草木 犀 酸 , 故 牛 羊 初 不 受 吃 ,得 训 试 后 也 就 爱 吃 了 。 荡 苗 种 子 和 姓 

花 叶 此 可 甬 猪 。 陕 北 和 晋 西 产 的 多 此 草木 犀 〈M.， deztatxz Pers， 
一 一 ToHHag syGqarpti) 董 叶 苦 味 较 差 , 牛 羊 喜 食 ,但 抗旱 力 雯 差 ， 
可 在 河岸 冲积 地 栽培 。 
撒播 或 条 播 均 可 , 每 亩 播种 量 3 一 4 斤 , 春 ( 一 年 生 品 种 ) 秋 播 

” 普 可 ,种 子 多 含有 坚硬 种 皮 , 故 发 荐 检 只 达 12 一 60 匈 ,所 以 保苗 是 
播种 草木 犀 的 一 个 重要 问题 。 因为 豆 科 植 物 发 储 时 , 子叶 在 十 内 
需要 弯 动 ， 所 以 应 较 禾 本 科 种 子 浅 播 为 佳 。 如 果 和 禾 本 科 植 物 混 
播 , 则 分 两 次 播 , 即 播 大 谷 麻 后 ,再 行 撒播 草木 犀 籽 ,再 复 一 次 土 邹 

可 ;否则 与 谷 订 同 播 ,草木 标 每 感 复 土 过 深 ;, 出 苗 不 齐 。 

草木 犀 有 一 种 一 年 生 品 种 ，(M. z1pus var. atzta Coe:) 只 可 

作 和 乡 肥 ;不 进 作 外 料 ; 常 误 生 于 二 年 生 品 种 内 。 

和 蔓 豆 苗 Yzcia amoemna Fischer. FoporreKk mpH9HTHPI 诞 

此 种 在 陕 北 称 羊 菊 蔓 , 原 产 我 国 北部 ( 费 、 晋 、. 陕 . 甘 、 内 蒙 、 东 ” 
北 ) ,无 花山 地 或 平川 ,此 有 分 布 。 为 多 年 生 深 根 草 , 根 上 具 丰 富 而 
大 形 的 根瘤 。 主 根深 达 2 一 3 公 尺 , 极 耐 干旱 及 风寒 ; 且 常 自生 考 国 

中 ,有 了 周 蓝 力 , 故 可 试 作 草 田 翰 作 中 与 禾 本 科 牧 划 混 播 的 材料 。 苗 ” 
- 柔软 多 时, 富 含 蛋白 盾 , 作 蚀 料 很 好 。 同 时 如 光照 充足 ;, 则 千 种 丰盛 。 
种 子 和 王储 春秋 播 , 必 芽 上 蕴 易 , 殊 值 得 栽培 试验 , 准备 在 本 区 北部 临 ， 
近 风 沙 地 区 推广 。 野 生 种 类 变型 很 多 ,能 适应 多 种 多 样 的 环境 ,说 
7 



家 可 发 成 各 种 类 型 。 华北 和 西北 多 习 见 其 长 叶 变 种 (var， op1om- 

ifojia Rgl.) 

此 有 邢 长 江 流域 砧 裁 培 的 条 肥 委 作 牧 草 的 车 子 (Ficia craccza 工 .)， 

在 未 区 际 表 .关中 、 亚 南 及 耶 西 四 区 中 ,上 苦 可 栽培 ,今后 亦 应 试 栽 推 
产 。 申 国 北 部 本 有 野生 ,应 采集 野生 种 栽培 。 
花草 项 ”AMhedicasgo rzt 有 enica Ledeb.( 一 Trigome1la rzzpe- 

让 训 Nica 工 .) 一 一 Ia2xKEHTHHK pyCCKHBT 放 

此 种 在 我 国 北部 及 西北 部 ,如 东北 、 内 蒙 、 终 、 晋 、 卫 . 甘 “ 宁 "”、 
青 、 新 及 康 藏 各 地 , 苦 有 今 布 。 主 根深 长 , 粘 耐 干旱 和 严寒 。 代 且 
直 低 地 而 高 出 ,有 许多 品种 发 生 , 分 别 适 生 干旱 或 湿润 、 闻 薄 或 肥 
沃土 豪 ; 在 苏联 已 育 出 许多 栽培 品种 应 用 。 较 之 童 蒂 , 叶 小 而 稀 ， 

， 共 易 硬化 , 但 耐 风 塞 及 兰 薄 地 , 如 与 攻 蒂 或 野 首 芒 (Medicago jal- ， 
5aia 工 -.) 《或 称 黄花 首 蒋 ) 等 杂交 ， 有 希望 育 出 耐 生 各 种 环境 的 牧 
草 。 今 后 在 本 区 北部 , 凡 音 藉 易 受 冻 咱 的 区 域 ; 应 设法 至 出 抗 寒 品 

“种 推广 。 

轩 划 区 ”hhedrzcasgo arcAhziducis-nicolaz G.、 Sirjaev. 

此 种 亦 称 矩 灸 蔷 首 蒂 ,为 一 年 或 多 年 生 草 本 ,分 布 于 我 国 四 川 
西 都 ,青海 东部 和 甘肃 中 部 , 喜 生 高 塞 干燥 地 区 。 种 子 繁 生 力 很 强 、 
在 甘肃 中 部 黄土 丘陵 沟 密 区 梁 铸 坡 上 非常 普 台 。 在 春 夏 之 交 ， 王 
旱季 节 ; 地 面部 分 , 虽 常 因 干 旱 致 死 ,但 主根 深长 , 见 雨 复 划 能 力 亦 
强 ; 耐 性 畜 践 踏 及 放 收 ， 故 可 在 天 盘 由 以 东 以 西 及 苦水 区 , 利用 为 
人 工 牧 场 及 天 然 收据 改 良材 料 。 自生 者 产 草 量 微 低 , 但 栽培 后 可 
望 提 高 。 

乙 。 禾 本 科 
1. 从 生 草 类 
允 肢 草 Dactylis glomerata 工 .一 - Ezra 

此 种 亦 称 匾 茅 ; 原 产 欧 亚 两 洲 , 非 洲 亦 有 分 布 。 在 我 国 则 分 布 
”于 长 江 中 、 上 游 ( 辑 、 川 . 康 、 省 ) 和 黄河 流域 中 游 南部 诸 省 ( 陕 . 甘 )， 
在 南戏 、 静 者 、 北 红 准 葛 尔 盆地 天 纳 斯 河流 域 及 秦岭 内 此 有 自生 。 
寻常 分 布 于 海拔 1000 公 尺 以 上 。 由 其 分 布地 区 来 看 ,此 种 显然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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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温 暖和 多 雨 地 带 , 但 因 其 适应 干旱 性 亦 弦 , 故 可 在 华北 和 东北 南 
部 栽培 。 由 目前 天 水 ,西安 、 武 功 、 延 安 、 太 原 、 北 京 各 农场 裁 培 情 
形 和 苏联 主要 栽培 在 饲 切 别克 植 棉 地 区 来 看 ;华北 平原 , 涂 、 渭 两 河 ” 
流域 ,以 及 陕 北 南 部 ;, 均 可 兽 栽 培 成 功 。 华 东区 栽培 , 亦 相 当成 功 。 
据 1952 年 南京 农学 院 栽培 试验 , 在 淡水 条 件 雹 好 地 区 ， 每 雷 年 可 
收割 三 砍 , 产 青 铜 料 近 两 万 斤 。 产 量 之 高 是 相当 可 观 的 。 

本 种 抗 塞 性 弱 , 怕 早 霜 , 抗 热 和 抗旱 性 强 , 而 收割 , 每 年 发 苦 
早晚 秋 人 保持 青色 ;注意 勿 向 黄土 高 原 的 西北 部 推广 。 盐 礁 地 栽 
培 生长 很 差 。 据 苏联 先进 经 验 ;, 最 好 是 春季 播种 (但 夏季 亦 可 ) 每 
雷 播 种 量 3 一 4 斤 ,如 以 采种 为 目的 , 则 播种 2 斤 足 够 。 作 伺 料 时 
开花 始 期 必须 收割 ,否则 茸 中 计 维 增多 ,影响 蚀 料 品质 。 

” 阔 香草 Agropyrom momngsgoliczrm 和 eng. 

此 种 乃 多 年 生 朴 丛 草 ; 原 产 我 国内 蒙 自治 区 (百灵 庙 附 近 ), 向 
南 分 布 至 山西 西北 部 ( 偏 关 、 河 曲 ,五 案 、 神 池 )， 陕西 西北 部 ( 自 于 
目 北 世 ) 及 "“ 宁 ”、 陕 . 甘 边 区 地 带 (在 甘肃 缚 远 水 泉 北 甲 盔 山 区 见 有 
分 布 )。 大 致 分 布 于 风沙 线 附 近 , 极 而 二 旱 和 风寒。 凡 农 地 边 称 , 高 
低 崖 坡 及 个 固定 沙丘 上 多 有 自生 。 关 于 耐 风 沙 及 干旱 环境 条 件 ， 
较 之 局 穗 鸟 观 草 〈Lgropyrom cristarum) 大 强 。 时 较 狭 ; 董 亦 较 低 、 
矮 ( 高 狗 50 厘米 ), 惟 根 系 深长 而 蹇 ,固定 沙丘 及 改良 土壤 效 天 。 
种 子 8 一 9 月 间 朗 成熟， 极为 丰产 。 1953 年 " 月 间 在 陕 北 自 于 山 
所 采种 子 , 10 月 2 日 在 延安 播种 , 狗 10 天 出 苗 ,非常 整齐 ,子叶 及 
第 一 叶 高 4 厘米 左右 时 , 妇 开 始 见 早 霜 , 但 小 苗 越冬 ;, 毫 无 问题 次 ” 
年 6 月 中 旬 检 查 时 苗 高 狗 50 厘米 , 间 有 出 穗 者 。 SS: 

此 种 革 叶 不 甚 高大, 因 抗 风 塞 及 耐 旱 力 特 绚 , 双 能 适 生 于 沙 
地 ; 故 在 内 蒙 由 东北 西部 以 达 晋 、 陕 , 甘 “ 宁 "北部 风沙 地 区 ,可 作 
饲料 输 作 栽培 ,其 发 展 前 途 , 较 之 属 穗 铬 观 草 , 或 可 发 生 同 等 作用 。 

披 礁 曹 -天 1yrmmrs adaAhuarzicrs Tuncz。(C1zzce1yz2tbs 2aptl1tcU3 

Nevski) 一 一 -KmaH9xMVYC 及 ayYDOKH 这 

此 种 乃 多 年 生 从 生 草 ; 广 布 于 我 国 北部 及 西北 部 (东北 \ 办 蒙 、 
络 、 晋 、 陕 、. 甘 、 青 、 新 ), 多 习 生 丘陵 地 区 的 低 丁 湿 泗 处 和 南部 低 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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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其 程 高 从 客 , 根 系 党 生 , 更 竹 叶 繁 东软 , 千 种 良好 ,可 献 作为 水 
士 保持 和 草 田 翰 作 材料 。 由 其 分 布地 区 来 分 析 , 抗 旱 耐寒 , 工 能 搞 
生 轻 盐 污 性 士 , 有 许多 变型 , 久 适 应 各 种 不 同 环境 。 其 肥 穗 变种 
(var。 exce&zw5 Roshev.) (下 .exce1swr Turcz.), 更 具 高 程 大 叶 ;, 产 草 

量 尤 高 ;三 者 同 可 在 本 区 栽培 。 其 短 世 变种 一 一 甘肃 披 奏 草 (var. 

1zz2gU1O7U12 -及 oshev.) 在 卫 、 甘 “ 守 ?" 边 区 地 带 , 分 布 很 广 ;此 显 为 一 

耐 干旱 的 变型 ， 泛 于 本 区 西北 部 王 旱 地 带 的 栽培 。 

技 礁 草 春秋 播 此 可 , 但 以 秋 播 (9 月 间 ) 为 佳 , 狗 10 天 左右 出 

苗 ;, 但 春播 易 遭 于 早 ， 出 兰 和 贡 需 上 5S= 一 20 天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包 步 栽 

培 试验 ,每 亩 需 种 子 1.5 公斤 , 与 豆 科 齐 播 时 狗 需 1 公斤 。 据 苏联 

栽培 径 验 ,第 二 年 产 草 量 最 高 ， 每 公顷 狗 162 9 最 融 产 量 达 

46.2 公 担 。 

老 艺 麦 ”下 [lymrs Erieas .一 一 KuaH3JUHMYC CHGHD- 

_CKB 放 

此 种 乃 多 年 生 从 生 草 ,分 布 于 我 国 北 部 (内 蒙 、 东北、 绕 、 晋 )， 

西北 部 ( 陕 ̀ 甘 、 宁 “ 青 , 新 ̀  藏 )， (甘肃 靖 远 哈 思 出 以 南安 四则 一 带 

惕 有 分 布 ), 能 适 生 各 种 土壤 。 耐 寒 力 大 , 抗旱 性 亦 给 , 结 种 丰盛 
容易 播种 ,如 用 为 天 然 收场 涡 播 材料 ， 对 改进 收场 , 具有 实效 。 据 
东北 栽培 试验 ,春播 (4 一 5 月 间 ) 出 苗 基 佳 ,但 秋 播 亦 成 。 

据 苏联 栽培 经验 , 每 从 项 产 草 量 为 11.5 公 担 ， 开 花期 此 草 富 
_ 含 粗 蛋 白质 , 其 中 可 消化 率 达 80%%, 不 失 为 一 质量 较 好 的 牧草 。 干 
草 产量 每 公 藉 有 高 至 48.3 公 担 的 记录 ， 伸缩 二 全 其 根系 深长 

而 密 , 对 土壤 改良 效果 , 较 之 披 奏 草 为 佳 。 

苘 草 “ 忆 ecRmannia syzygachne Fernaldq. 一 一 DeKkMaHHq 

BOCTOdH3g 

此 种 乃 1 一 2 年 生疏 丛 草 , 原 产 我 国 北部 (东北 内蒙、 费 、 晋 )、 

西北 部 ( 陕 \ 甘 \ 青 ) 及 华中 ( 苏 、 川 ) 族 省 。 叶 蔡 柔 软 适 度 ,为 一 优良 

个 料 植物 。 因 其 适 生 低 湿 盐 礁 性 滩地 ; 故 可 用 与 山 牧 豆 《La 万 yrzs 

”4Uwiz24txerzer225) 秋季 混 播 ,用 以 改良 盐 奏 滩地 。 其 种 子 可 食 , 有 时 

- 称 为 苦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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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 观 草 Roesneria semmzicostata 区 itagawa 一 一 ParHepH9 

此 种 乃 多 年 生 朴 丛 草 ,分 布 于 我 国 北部 和 西北 部 ( 陕 : 昔 ， 宁 ” 
蒙 ) 高 狗 1 公 斥 许 。 喜 生 废 耕地 与 微 湿 润 地 ; 故 耐 旱 性 稍 差 ， 

委 秒 较 少 。 但 因 贸 料 价值 稍 高 的 关系 , 故 可 在 了 东 和 陛 中 南部 及 

陕 北 地 区 , 可 试 栽 为 草 田 输 作 或 人 工 笋 场 浊 草 材 料 , 收 种 容易 夏 
播 为 佳 。 

讨 牙 草 Araundznella Pirta Tanako var。citzata 开 oji- 

qz。 ApyHneHHJIJI3a VKJIOHHIOIIa9C 厅 

此 种 乃 多 年 生根 著 草 ， ee 能 成 芒 丛 状 。 分 布 于 我 国 

南北 诸 省 ( 终 、 重 、 豫 、 晋 、 陕 . 甘 “ 宁 ”内 上 蒙 、 东 北 、 苏 、 浙 、 暮 、 鄂 、 

湘 \. 届 )。 SA 《Sbodiopogozmz 
sipiricxs) 同 生 。 生 活力 强 , 喜 排水 佳 良 , 相当 抗旱 耐寒, 芽 耐 践 
踏 。 黄 土 丘陵 地 区 沟 坡 上 栽培 为 水 土 保持 蚀 料 植物 较 佳 。 因 开花 
期 长 (七 月 末 旬 至 九 月 末 旬 )，, 故 利用 期 长 。 其 唯一 缺点 朗 各 叶 志 
刚 硬 ,品质 中 等 。 作 剂 草 材料 及 人 工 牧 场 用 均 可 。 本 区 而 坡 草地 ， 
加 播 此 种 , 用 久 改 良 天 然 牧 场 , 亦 无 不 可 。 9 一 10 月 间 采 种 ， 随 部 
秩 播 , 明 春 发 这 良好 。 此 种 在 北京 安 业 大 学 栽培 必 青 亦 佳 ; 刀 林寺 
壤 水 分 条 件 轧 好 ,春播 优 于 秋 播 。 

天 油 世 (出 黄 营 ) 5pod opogon siBDIricrs Trin。 人 

6opomHHK CH6HDpCcKH 玉 

华东 、 华 中 ) 和 习性 万 面 , 均 甚 相似 , 在 西北 黄土 高 原 丘 陵 沟 罕 区 ， 

推广 坊 培 ,肯定 成 功 。 照 目前 农业 大 学 栽培 情况 来 看 , 优 鳅 直 完 至” 
和 上 种 相似 ; 惟 对 牲畜 嘲 口 性 稍 强 ;, 故 可 同样 采用 。 此 种 辕 种 习性 
其 好 , 如 利用 春播 繁殖 , 较 易 成 功 , 如 行 秋 播 ， 则 需 提 前 到 二 伏 雨 
季 ; 否 则 幼苗 过 小 ;越冬 困难 。 在 陕 北 南部 地 区 如 洛 咱 震 一 带 愉 月 
中 下 旬 开 花期 , 著 舍 8 一 9 叶 ; 正好 收割 为 侗 料 ， 村 
质 ;, 减 低 草 盾 。 

光 誉 麦 ” 刁 rormzs imerTmaIs Leyss。 KocTEp 6e30cTE] 

此 种 乃 多 年 生 短 根 划 草 或 成 玻 丛 状 ， 原 产 欧洲 及 我 国 东北 十 是 
ea 88 。 



部 和 内 蒙 自治 区 人 区 。 晋 、 陕 \ 甘 、 青 、 新 数 省 亦 有 分 布 。 在 苏联 、 
何 牙 利和 北美 , 早已 栽培 , 并 培育 出 许多 品种 。 有 目前 在 国内 东北 、 
西北 及 华北 , 已 普通 引种 坪 种 。 今后 如 再 进一步 调查 中 国 原 有 野 
生 品 种 , 生 诸 栽培 , 则 成 功 的 希望 更 大 。 野 生 光 淮 麦 抗旱 耐寒 性 极 ， 
强 , 又 适 生 翅 礁 土 地 ; 但 一 般 在 沙壤土 , 发育 最 好 。 耐 收割 及 性 畜 
哨 食 ， 年 可 收获 青草 两 次 。 一 般 多 行 秋 播 , 秋天 雨季 , 随时 可 播 。 
播种 量 每 震 需 2 一 2.5 斤 种 子 , 收获 适 期 在 花期 ， 年 可 收 -次 或 两 
_ 实 ,第 三 年 收获 量 最 多 , 李 均 每 雷 年 可 收 干 草 1.000 斤 以 上 。 和 采种 
可 得 ,40 一 100 斤 。 据 华北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栽培 试验 , 本 种 为 禾 本 、 
科 发 育 较 好 的 一 种 。 其 惟一 缺点 ， 即 花期 后 蔡 程 迅速 硬化 及 根 蔡 
有 串 根性 。 苏联 南部 产 棉 区 , 草 田 输 作 中 的 牧草 亦 引 用 此 种 和 首 
蕃 混 种 ,用 以 改进 土壤 。 我 国产 棉 地 区 极 广 ， 故此 种 将 来 在 西北 亦 
有 栽培 和 发 展 的 前 途 。 

遍 穗 钼 观 草 ”Agropyrom cristatum Gaertn. 一 IIbipeif 

rpeOeHdaTbr 首 

此 种 原 产 西伯 利 亚 和 我 国 的 北部 及 西北 部 (东北 内蒙 、 终 、 王 
“5 陕 . 甘 、 青 ), 田 边 崖 坡 到 处 此 是 ,内 蒙 草原 地 带 ,耕地 自生 , 黄 
证 高 原 丘陵 沟 塞 区 北部 (甘肃 东南 部 自 华 家 岭 以 北 , 此 有 分 布 )， 
则 多 上 见 自 生 于 上 崖 坡 第 顶 上 。 一 般 分 布 于 海拔 1.500 公 尺 以 下 , 性 
极 耐 旱 耐寒 , 双 耐 践踏 ,同时 耐 礁 性 亦 绚 。 寻 常 能 生活 10 一 15 年 ， 
师 适 于 干旱 黄土 丘陵 及 沙 荒地 区 的 栽培 。 无 花 沙 质 土壤 或 黏 质 士 
琅 , 均 能 适 生 。 更 根系 发 达 ,繁殖 力 强 , 故 可 选 为 水 土 保持 ,固定 沙 
丘 及 改良 沙土 之 用 。 现 在 各 农场 栽培 的 局 重臣 观 草 , 其 种 子 来 源 ， 
大 多 由 国外 到 成 的 各 种 品种 引进 ， 如 果 抓 不 定 它 的 品种 品 性 和 生 
物 学 特性 , 推广 起 来 , 颇 有 问题 。 全 后 应 搜集 生活 了 千 百 年 适 于 当 
地 条 件 的 野草 种 子 , 来 培育 出 适 于 各 地 推广 的 品种 。 

忆 穗 躺 观 草 惟一 缺点 , 即 植 株 较 矮 ,- 产 量 略 低 ,但 照 国 外 育成 
的 品种 来 看 , 提高 产量 , 可 能 性 还 是 很 大 。 在 陕 北 、 晋 西 和 甘肃 东 
南部 , 饱 有 野生 ,如 果 采 取 当 地 野生 种 子 青 种 , 旭 推 广 栽培 ,将 容易 
成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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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徐 观 草 ” 尺 oegrneria sinica Keng 

此 种 原 产 甘肃 ， 1953 年 笔者 在 陕 北 白 于 山 二 带 采 到 。 产 于 淘 

岸 崖 坡 土壤 水 分 条 件 较 好 处 ， 成 丛生， 程 高 狗 工 公 尺 许 ; 叶 寅 大 ， 

根系 深长 而 客 ， 与 豆 科 植物 混 播 ， ee 焉 应 采种 试 种 。 

因为 于 叶 较 高 , 适 于 机 耕 , 可 能 产 章 量 很 高 。 种 子 9 月 问 成熟 ,车 
种 情形 非常 良好 。1953 re 佛 作 播种 

实验 , 于 10 月 2 日 播 入 ,10 日 左右 郎 发 芽 , 因 播 种 较 晚 , 小 苗 高 ” 
4 一 5 厘米 朗 有 早 霜 , 但 越冬 仍 无 问题 。 

甘肃 篇 观 草 (Roegzeria- 到 azzstie12515 Keng) 一 种 ， 亦 分 布 于 西 

北 ( 陕 \ 甘 . 晋 ) 诸 省 , 其 穗 状 花生 下 总 醒 较 花 穗 为 短 , 故 全 形 较 华 
镶 观 草 略 矮 , 其 他 一 切 习性 ;二 者 全 同 , 在 黄河 中 游 地 区 ， 亦 可 引 

用 。 
2. 根 芭 草 类 RN 
奏 草 4nerurolepidium chinense、 Kitagawa 【一 4 

zsexdo-dagrozpyjtt112 IJevski) 一 -BocTber JozKHOIEIipe 训 BDI 站 

此 种 在 东北 俗称 羊 草 , 乃 著 名 多 年 生根 董 草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及 北部 ( 尼 、 鲁 、 豫 、 合 、 陕 甘 、 宁 内蒙)。 其 分 布 中 心 ; 当 为 内 蒙 

东部 及 东北 大 笛 原 , 凡 李 川 草原 及 丘陵 山坡 间 , 此 有 自生 。 性 极 耐 
寒 耐 旱 , 代 能 适 生 礁 湿地 。 其 根 鞭 极 顽 强 , 繁 演 力 强 , 其 根 冠 硬 质 ， 了 

能 宅 越 较 硬 质 的 粘土 及 砂 壤土 地 。 地 上 部 分 亦 较 高 大 密集 , 故 产 ， 
草 量 高 。 又 而 过 度 放牧 及 牲 冀 践 踏 ， 故 作为 天 然 收 场 及 六 草场 村 站 

料 均 可 。 据 东 北 栽 培 试验 记录 ， 播种 适 期 为 七 月 下 旬 到 从 月 上 中旬， 

当年 幼苗 越冬 ,能 抗 极 度 的 寒 痊 ,如 晚秋 人 迟 播 , 则 明 春 四 月 间 发 芽 。 
因为 根 蔡 台 盛 , 故 结 种 量 差 ,为 其 唯一 缺点 "。 7 二 

奏 草 因 根 董 繁 演 力 甚 强 ， 地 上 部 分 茂 害 (能 生成 伺 生 稠密 草 

皮 , 故 可 作 北 方 飞 机 场 建 立 草皮 材料 ), 故 用 为 田间 工程 及 水 利 工 。 

程 加 固 坡 面 ,最 为 有 效 , 众 须 防 串 根 侵 大 农 地 , 为 川田 禾 。 盛产 西 
北 的 警 草 则 以 根 荃 芽 的 分 昔 差 ， 故 产 草 量 及 复 彼 地 面 ， 远 不 及 和 礁 

1) 据 苏联 记载 ,此 种 在 具 加 尔 湖 一 带 , 有 三 年 一 精 实 的 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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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此 外 如 盛产 陈 海 詹 路 沿线 的 狗 牙 根 (Cyzmrodozm dacty1omx Pers、,)， 

- 乃 系 雨季 繁殖 最 迅速 的 一 种 爬 革 草 ， 作 新 筑 渠 道 或 坦 岸 上 复 丢 植 

物 用 最 好 ， 惟 性 不 耐寒 ， 只 可 于 陇南 \ 关 中 、 普 南 、 豫 西 等 地 区 采 

用 。 现 黄河 下 游 ( 碍 、 重 : 珍 三 省 ) 提 岸上 已 普 逼 栽植 ， 当地 俗称 锅巴 

草 。 繁 殖 于 雨季 或 早春 埋 节 即 可 。 
艺 草 4neurolepidiumaz dasystacnys Nevski. 入 二 

条 ycTOKOOCbI 痢 

此 种 或 称 损 草 ， 为 多 年 生根 鞭 草 。 在 我 国 北 部 及 西北 部 ( 东 

北 ̀ 内 蒙 、 费 、 合 、 珍 、 陕 . 甘 、 宁 " 青 、 新 、 康 . 藏 )， 此 有 分 布 。 性 抗 

塞 耐 旱 ; 串 根 性 极 强 , 更 能 耐 生 轻 盐碱地 及 砂 地 。 惟 根 攻 节 上 所 

生 伞 ,其 分 蓝 力 一 般 较 奏 草 为 低 , 故 对 于 地 面 彼 复 及 产 草 量 , 此 不 

及 奏 草 ;但 其 在 河岸 冲积 地 上 哩 根 和 适应 环境 的 能 力 , 尤 远 较 礁 草 
为 强 。 故 为 工程 加 固 及 增 吾 植 破 方面 ， 仍 可 条 用。 糙 实 力 差 ， 改革 

殖 多 利用 埋 薰 法 。 

白 草 ”Pennzisetrurma Fraccidarma Griseb. 

-此 种 多 年 生 , 具 长 根 董 ;能 构成 草皮 状 繁 生 。 分 布 于 我 国 北部 

及 西南 和 西北 部 诸 省 (东北 内蒙 、 红 、 鲁 . 晋 、 陕 . 甘 . 青 新、 川 、 康 、 

站 六 性 稍 喜 强 润 肥沃 土 ,但 也 耐 生 沙土 地 。 草 质 柔 软 , 牲畜 喜 食 

为 一 较 优 形 收 革 。 在 野生 状态 下 常 构成 单纯 至 落 。 在 北部 地 区 ， 
千 种 较 丰 ,在 本 区 南部 ,生长 虽 佳 ,但 结 籽 不 丰 。 借 种 子 初 次 侵入 莞 
地 中 , 由 于 第 一 年 生长 较 慢 ,多 竞 等 不 过 其 他 草 类 。 但 如 在 放 药 地 
中 ， 又 与 咎 枝子 〈Zesbedeza dapr1icza) 混 播 , 则 第 二 年 郎 能 繁茂 。 
和 水利 工程 上 ,用 以 加 图 工程 ,次 为 一 再 椒 草 

种 。- 

此 种 与 盛产 西北 和 华北 的 黄白 草 (dzidrobogomz Tscpaecmzttjz2) 在 
陕 北 同 称 自 草 , 但 黄白 草 显 为 从 生 草 , 且 花 序 在 总 梗 端 分 叉 可 别 ， 
于 陕 北 洛 河流 域 生 长 颇 佳 ,为 一 优良 牧草 ,可 提倡 栽培 。 

老 礁 草 天 lytrigia repens Desv. (一 4Lgrobpyrom repens 

IIplpei nmol3yqdH - Bearxz.) 

老 奏 草 亦 称 优 夷 草 ; 分 布 于 我 国 西北 部 ( 甘 、 青 内 蒙 ), 为 一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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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葵 的 多 年 生 草 。 极 耐 干旱 及 风 塞 , 且 能 耐 生 沙土 地 ; 草 质 柔 软 ， 
为 一 优良 刨 料 植物 。 在 陕 . 甘 . 青 、“ 宁 ” 诸 省 可 利用 为 护坡 保 二 材 
料 , 如 用 于 工程 加 固 入 面 , 划 满 复 地 面 , 对 水 土 流失 ,起 绥 流 保 士 作 ， 
用 ， 与 礁 草 相似 。 同 时 在 上 述 地 区 ， 选用 为 灌 草 带 中 的 草 未 和 材料 ， 
亦 无 不 可 。 借 种 子 繁殖 或 直接 埋 压 根 董 亦 可 。 

张家口 森林 公园 和 张 北 以 北 草原 中 见 有 分 布 ,但 在 新 疆 、 青 海 
和 甘肃 边界 地 区 , 则 分 布 较 广 。 

(四 ) 入 肥 植物 

地 丁 4stragalrs 2 Pall 人 npzno- 

也 HHM3aIOIIHHCS8 

“此 种 乃 多 年 生 草 ， 广 布 于 我 国 北部 和 西北 部 ( 蒙 、 答 、 内 蒙 、 
陕 . 甘 “ 宁 ” 青 、 新 “ 康 "、 藏 .东北 )。 其 蕉 咎 直立 ; 切 嫩 时 个 学， 

马 等 性 冀 告 喜 食 , 但 茜 变 粗 硬 后 则 不 喜 食 。 性 耐 寨 和 能 抵抗 极度 

的 干旱 , 双 能 适 生 沙 地 ,有 改良 砂 士 效 。 在 磺 西 、 鸳 东 一 带 沙 地 中 ， 
多 有 栽培 。 今 后 可 在 沙 荡 地 中 推广 。 种 子 多 小 , 但 成 熟 巩 佳 。 可 

在 秋天 二 伏 雨 季 中 播种 ,初期 收割 为 侧 料 ,和 结 种 收 籽 后 ; 草 成 燃料 ， 

每 亩 可 收 1000 一 2000 斤 青 草 , 作 乡 肥 或 燃料 均 可 。 在 豫 东 俗称 薄 

地 强 , 哈 其 能 适 生 瑚 薄 的 沙 地 , 而 毫 无 生产 能 力 的 沙 地 ,种 此 材 物 
2 一 3 年 后 , 即 可 种 植 豆 类 作物 。 

苦 豆 子 Sophora olopecoroides : 一 coqopa JIECOX- 

BOCTHa8 

此 种 在 陕 北 、 陛 东 及 甘 \ 青 、 新 诸 省 ,分 布 甚 广 。 此 习 生 黄 于 庆 

坡 或 河 尾 冲积 沙 质地 上 , 抗 塞 抗旱 力 极 强 , 并 能 耐 生 礁 湿地 。 根 蔡 

横 展 地 下 粗 如 多 缉 , 蚁 是 生长 甚 速 ， 故 繁 生 力 极 强 ， 在 西北 地 区 已 | 

采用 为 和 肥 植物 ,用 以 哎 肥 在 瓜 田 施用 。 其 蔡 叶 鲜 时 竹 畜 多 不 但 

但 老 枯 后 羊 及 履 驼 始 喜 食 。 今 后 在 本 区 北部 丘陵 地 区 ,散曲 岩 坡 上 
可 以 利用 。 六 月 开花 ;, 九 月 种 熟 , 采 收 及 播种 均 易 。 了 东 丘陵 询 罕 

区 可 用 为 护坡 材料 ,和 结合 渤 池 ,用 乌 源 肥 。 
向 日 芝 EelzantArs airrs 工 .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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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日 次 原 产 北美 ,是 一 种 油料 植物 。 但 是 因为 它 是 密 根 性 ,而 
且 雨 季 生 长 很 快 , 鞭 叶 产量 高 ,所 以 在 苏联 常 利 用 为 馈 料 或 乡 肥 植 

牺 。 写 的 鞋 叶 幼 嫩 时 ,和 牛 羊 猪 此 喜 食 ,， 划 且 制 造 为 青 崇 料 , 极 为 合 

适 。 因 为 放 能 耐寒 耐 旱 , 故 适 于 北方 栽培 。 今后 在 水 土 流失 严重 地 
区 ,大量 试 裁 ;, 或 可 解决 一 部 人 气 料 和 肥料 缺乏 的 问题 。 种 生 极 易 ; 幼 

划 不 怕 移 植 ; 渤 用 早熟 品种 ( 狗 90 天 和 结 籽 ) ;, 株 行距 二 尺 左 右 ;, 每 亩 

可 栽 3.000 株 左 右 。 由 3 一 5 月 均 可 播种 ,发芽 温 度 狗 在 4"C 以 上 ， 
寻常 10 一 14 天 即 可 出 苗 整齐 ， 否 则 育苗 至 4 寸 高 低 时 移 栽 亦 可 。 

此 外 区 蓝 人 (Polygo7zzzz7zaz 丰 72CEOTHU11 Lour.) 一 种 ， 在 登 陕 南部 

和 豫 西 一 带 ， 亦 可 引用 为 绿肥 植物 。 

”本 马 豆 Oxytropis Srapra DC. (O. draRearia Franch.) 

此 种 乃 豆 科 植 物 ,根系 深长 , 具 根 况 ; 地 上 部 分 , 铀 甸 伸 长 。 在 
陵 北 玉 内 蒙 伊 克昭 盟 ( 检 林 至 静 边 间 ) 守 沙漠 地 区 的 带 盐 奏 性 沙土 
内 ,繁殖 其 感 。 因 草 质 粗 糙 , 牲畜 不 食 , 但 因 深 根 , 茸 蔓 繁 生 力 极 

强 , 农 民 即 收 制 为 绿肥 或 用 作 燃 料 。 千 种 丰 导 ,春播 易 生 。 马 类 因 

俄 多 食 后 ,有 中 毒 现 象 , 宜 注意 。 此 属 淋 有 一 种 名 马 拌 肠 (92. ocz 

roceppaja Bge.) 分 布 于 甘肃 (海原 月 亮 山 、 马 万 山 \ 屈 吴 山 一 带 山 

地 和 出 瘟 地 带 ) 和 青海 草原 地 区 ,为 一 著名 毒 草 , 马 食 多 中 毒 后 , 即 

专 食 此 草 ,不 食 其 他 ; 儿 至 消瘦 致死 , 因 生 长 茂 砖 , 产量 双 多 ， 可 利 

- 用 为 源 肥 材料 。 

牛 心 朴 “Pycnostelma 1aterifIorrzrmm Hi 

此 种 乃 藉 茧 科 的 一 种 有 毒 德 物 ,分 布 了 于 陕 北 、 内 蒙 伊 充 上 昭 盟 沙 

漠 地 带 。 
本 种 在 风沙 地 中 ， 甚 为 茂生 ， 能 抗 风寒 , 尤 耐 干 旱 ， 如 在 薄 沙 复 

盖 黄 土地 带 , 生长 更 茂 。 枝 条 丛生 ， 董 叶 眉 和 缚 ， 农民 用 以 作 称 田 穆 

肥 ，, 能 肥水 土 外 代 可 防治 地 下 害虫 。 此 草 性 音 不 食 ， 但 骆驼 食 后 ， 

借 无 中 毒 现象 。 结 种 丰盛 ,春秋 播 此 可 。 

(五 ) 保 土 植物 

胡 枝 子 Lespedeza picolor Tur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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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种 原 产 费 、 鲁 . 豫 、 释 和 陕 甘南 部 , 乃 灌木 状 ,高 可 达 2 一 3 公 
尺 , 在 本 区 山地 梢 林 中 , 多 分 布 于 海拔 1500 公 尺 以 上 ; 喜 较 肥沃 士 “ 
下 及 湿润 气候 ;但 移 之 低 处 栽培 ;其 抗旱 力量 亦 强 。 为 一 较 优 良 个 

- 料 植物 , 故 在 东北 及 华北 各 地 ;已 广 为 栽 培 , 利 用 为 改良 土壤 和 羊 、 
马 、 骗 、 申 个 料 , 今后 在 黄土 高 原 东 南部 丘陵 地 区 利用 为 保护 沟 坡 
的 水 土 保持 材料 想 可 成 功 。 用 为 护 田 林带 或 护 田 林 网 中 配合 灌 
木 , 亦 能 成 功 。 

此 外 在 西北 黄 王 高 原 低 山 ( 海 拔 1,000 公 尺 左右 常见 ) 尚 有 杭 
子 模 (Cazzpy1otropis zcz0cizpd Rehd.) 一 种 ， 其 抵抗 干旱 的 能 力 

较 上 种 双 强 , 同 可 选用 (但 本 种 蚀 料 价值 稍 差 )。 
酸 刺 ” 三 ppopphae rharmnoides 工 .一 一 OOmenxa_KpyIma- - 

HOB35 兄 

” ， 酸 刺 或 称 醋 柳 、 沙 环 或 黄 酸 刺 。 分 布 很 广 ,在 我 国 由 东北 猎 商 
蒙 、 黄 河流 域 及 西南 区 的 川 将 以 达 康 藏 , 均 有 分 布 。 其 适 生 范 国 极 
大 ;由 低下 的 河川 地 ,到 达 海 拔 4;000 多 公 尺 的 山地 ,无 葵 粘 主 、 沙 
土壤 土 及 石 砾 地 ,都 能 生 医 。 性 耐寒 、 耐 礁 、 耐 湿 双 耐 干旱 , 但 以 
较 湿 泗 的 沙 塘 士 ,生长 较 好 。 为 中 庸 性 树种 ， 有 时 可 以 生 在 柳 茧 
下 。 波 根性 ,上 生 不 定 芽 , 萌发 力 强 , 故 串 根 很 兄 。 委 上 上 根瘤 ,有 
肥 地 效 。 在 林地 常常 与 其 他 树种 混 生 ; 茧 项 松树 幼苗 的 功效 ,特别 
显著 。 刻 可 作为 造林 的 先锋 树 , 又 是 防护 林带 的 伴生 树 ; 在 黄土 丘 
陵 区 内 沟 守 中, 用 为 沟 底 防 冲 ,是 较 好 的 一 种 树种 。 其 果实 在 苏联 
已 用 为 制 果 效 原料 , 在 陕 甘 当 地 人 民用 果汁 为 制 豆腐 凝固 剂 。 繁 
殖 可 于 十 月 问 采种 ， 地 冻 前 或 开春 解冻 后 播种 须 注 意 复 土 要 浅 ， 
.种 子 最 好 用 潮湿 沙 , 在 蹇 内 用 层 积 法 保存 过 冬 。 每 雷 种 子 锡 需 二 ， 
市 斗 , 养 好 小 苗 第 二 年 3 一 4 月 间或 9 一 10 月 间 移 植 ,成 活 不 难 : 栽 

沟 坡 及 沟 底 均 相 宜 。 其 次 在 春天 或 秋 后 用 指头 粗细 的 枝条 , 蕉 成 
长 尺 痢 的 插 惩 ， 九 月 间 插 插 亦 易 成 活 。 夏 天 在 沙 士 畦 子 中 用 软木 
插播 育苗, 亦 易 成 活 , 此 外 用 分 根 法 繁 葡 亦 无 不 可 。 

洛 河流 域 梢 林 中 的 酸 刺 酝 落 ,其 纯 寿 落 中 的 复 破 度 50 一 60% 
其 同 生 灌木 , 亦 常见 有 马 氏 忍冬 ̀  杜 梨 、 鼠 李 、 黑 刺 、 山 桃 、 烂 皮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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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 : 虎 棱 子 、 柔 毛 入 线 菊 和 季 氏 五 加 等 ,共同 构成 灌木 层 。 
乌 牙 刺 ” ,Soppora zicizfolria Hance 

此 种 亦 称 马 蹈 针 或 白 刻 针 ; 丛生 灌木 或 成 小 乔木 状 ;在 我 国 广 

布 于 办 蒙 、 费 、 豫 、 晋 、 陕 、 甘 (天 水 一 带 多 ; 华 家 岭 以 北 不 见 ) .如 、 
川 “ 康 ” 瀑 诸 省 。 其 垂直 分 布 ,在 北部 由 海拔 .50 公 尺 起 ,至 西康 则 

高 达 3000 肥 尺 。 在 黄土 高 原 上 由 800 一 1500 公 尺 间 , 均 有 自生 。 
主根 其 深 , 如 地 上 部 分 高 40 厘米 时 ,其 主根 常 达 100 厘米 或 更 深 ， 
支 根 多 集中 在 30 厘米 深 处 ;一 般 习 生 阳 坡 或 守 阳 坡 。 其 同 生 树 种 
有 黑 刺 (R. Brytiroxy1oz) , 耐 极度 的 干旱 及 兰 薄 土 , 叶 交 小 而 朴 
血 , 为 羽 状 复 叶 , 在 天 气 亢 旱 时 ,能 自 落 一 部 小 叶 , 以 减少 蒸发 , 此 
充分 表明 旱 生 植物 的 性 状 。 生 长 志 慢 , 寻常 8 年 生 干 邯 , 径 粗 狗 
1.2 天 米 ,高 狗 15 公 尺 ,和 冠 幅 狗 1.5 肥 尺 。 在 陕 北 洛 河流 域 梢 林 中 ，、 
为 一 较 繁 七 自生 的 侧 柏林 先锋 树种 。 由 于 狐 牙 刺 具 这 样 的 高 度 

(1 一 2 公 尺 ) ,有 如 此 政 稀 的 叶 蓝 ， 故 天 然 生 便 柏 幼苗 ,在 此 树 蓝 下 
.第 长 3 一 5 年 郎 可 达到 狐 牙 刺 的 高 度 , 以 后 侧 柏 发 育 序 快 ， 炎 而 压 
抑 狐 牙 刺 。 此 在 洛 河流 域 档 林 中 狠 牙 刺 灌 从 下 具有 相当 多 的 侧 柏 
幼苗 ,可 以 证明 。 今 后 在 黄土 高 原 丘 陵 区 ,如 逃 为 侧 柏林 的 先锋 树 
种 ; 且 用 以 保持 水 土 ,为 一 极 有 意义 的 树种 。 繁 殖 容 易 ,种 子 落地 ， 
雨季 可 以 自发 ,小 苗 越冬 可 无 问题 。 此 外 春播 亦 可 。 
”发 茂 草 Achnathermrm splendens Ohwi. 一 一 di 6mec- 

TS 这 

苇 苇 草 是 一 种 造纸 原料 植物 ， 同 时 也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水 土 保持 
植物 。 吃 天 然 生长 在 我 国 北部 和 西北 部 (由 西藏 东北 部 起 经 新 、 青 ， 
甘 ( 华 家 岭 以 北 ) “ 宁 ”、 陕 、 热 诸 省 及 内 蒙 自 治 区 , 而 至 东北 的 西 
部 )。 喜 生 低 湿 奏 洼 地 ,每 与 要 柳 、 马 兰 等 共生 。 内 蒙 自治 区 由 包 
头 至 五 原 间 , 即 有 大 规模 的 盐 礁 滩 , 生 长 其 茂 草 极 盛 。 除 可 供 造 
等 印刷 纸 外 , 还 是 人 造 称 的 一 种 原料 。 我 国 农民 多 用 其 程 狂 禄 估 、 
答 、 草 帘子 .车 档 子 、 席 转子 、 扫 蜗 等 , 有 时 并 用 以 草 屋 。 其 叶 用 水 
湿 后 , 糊 坚 闭 有 力 , 故 可 用 以 结 草 匈 。 但 它 最 大 的 用 处 ,还 是 作 水 
土 保持 材料 。 因 为 它 丛 大 \ 根 深 、 坚 强 有 力 , 适 应 性 大 ;故常 作 防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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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 沙 或 护坡 用 。 此 草 在 西北 , 素 认 为 是 一 种 重要 牧草 。 因为 玫 音 
共 发芽 早 ， 缺 草 期 间 , 即 可 供应 一 部 分 竹 畜 乌 料 。 及 至 穆 高 叶 天 ， 
划 和 性 畜 即 不 喜 食 。 但 到 秋冬 一 般 植 物 草 黄 叶 落 后 , 旭 竹 畜 又 可 转 、 
食 此 草 。 救 

栽培 繁殖 方法 ,极为 简单 ， 费 北 信 民 序 习 避 裁 增 。 因为 宅 结 种 
丰盛 , 九 月 中 下 旬 即 可 采种 , 随 采 随 播 , 则 明年 春天 肥 后 , 遇 雨 郎 可 
发 苗 。 当 年 苗 高 尺 许 ， 第 二 年 雨季 序 可 移 裁 。 凡 冲 刷 严 重 的 虚 坡 
或 声 壁 边 符 ， 如 交互 密植 此 草 ， 则 小 规模 的 崩 声 ， 可 以 随 序 防止。 
河床 两 岸 冲 刷 处 如 成 片 裁 培 ;, 旭 冲 急 大 为 减轻 。 今后 在 本 区 各 处 ， 
代 可 利用 。 

葛 芯 “Pueraria Tanbersgiana Benth. 9 BO- 

JOCcHCTag( 图 43) ， 二 

， 葛 芯 是 一 种 多 年 生 蔓 性 守 蕨 本 植物 。 原 产 我 国 及 日 本 , 为 世 
界 上 著名 的 保 土 植物 。 美 国 及 日 本 已 大 量 繁殖 利用 。 在 我 国 的 分 
布 ,由 东北 南部 ( 辽 ) 稳 黄河 流域 ( 慢 、 重 、 豫 、 陕 . 甘 ) 而 至 长 江 流域 
《 苏 、 浙 、 皖 、 蔬 、 鄂 、 泗 、 川 \ 举 中 上 黔 ) 诸 省 。 黄 河流 域 的 太行 了 、 吕 梁 罩 、 

六 盘 上 由 (关山 ) 南部 和 素 岭 内 6 小 

隐 员 、 太白 山 ̀ 华 出 )5 汐 有 野生 。 
，”: 照 葛 茧 的 分 布 来 看 ， 它 是 喜 

欢 较 湿润 和 温 瞬 气候 ， 卉 且 在 微 
酸性 土 中 ， 才 能 发 育 茂 感 。 每 年 
能 发 生长 及 丈 许 的 枝条 。 但 是 它 

的 适应 性 也 相当 强 ， 霸 且 有 适当 
的 耐寒 性 ,在 西北 黄土 高 原 区 , 除 
北部 极 干旱 地 区 之 外 ， 可 刻 试 栽 
成 功 ( 稳 德 小 苗 越冬 冻 死 )。 小 苗 
抗旱 和 抗 塞 力 稍 弱 ， 故 宜 密植 或 
与 其 他 作物 意 播 ， 可 先 在 沟 坡 稍 

了 肯 刘 处 栽培 , 待 苗 长 大 后 则 适应 
图 43 ”甘肃 天 水 一 带 用 以 护坡 的 葛 攻 ” 力 邵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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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记载 竟 芒 的 繁 多 方 法 有 两 种 ,一 朗 于 9 一 10 月 间 播 种 ,但 种 

“ 子 个 水 而 干 硬 ,发芽 率 较 低 ; 故 用 中 湿 沙 层 积 法 处 理 为 佳 。 春 播 前 
”用 清水 侵 种 , 亦 可 促进 发 菠 。 生 根 的 小 苗 , 移 植 就 不 难 了 。 第 二 种 
方法 是 压条 ,在 昔 国 或 山地 中 将 生长 旺 友 的 老 株 ,每 隔 2 一 3 尺 在 节 
让 压 二 道士 ( 狠 太 厚 )， 如 雨量 不 太 缺 乏 , 节 上 触 土 本 来 可 以 生根 ， 

”至 士 后 生根 更 好 , 第 二 年 春 , 朗 可 割 蔓 上 山 栽 培 。 根 冠 上 的 芽 子 ， 
稍 露出 地 面 ， 收割 时 应 注意 留 此 根 抵 。 因为 它 喜 湿润 土壤 和 漫 吗 

”气候 ; 故 在 繁多 技术 未 十 分 熟练 前 ;总 以 选 植 较 阴 湿 的 山坡 为 宜 o 
葛 芯 的 根 乃 莉 用 的 葛根 , 富 含 淀粉 , 可 制 葛 粉 食用 。 鞭 草 上 炸 

维 可 源 剑 秩 麻 袋 。 嫩 的 蛮 昔 和 叶子 , 富 含 养料 ,用 蚀 咎 、 马 、 羊 等 ， 
价值 同 于 萌 蒂 和 竹 三 叶 等 。 其 春 发 幼苗 ,山区 农民 , 亦 常 食用 。 

由 其 分 布 和 习性 求 看 ,在 亚 南 了 玉 西 .关中 及 天 水 一 带 , 可 以 大 
量 推广 栽培 。 

麻黄 无 phedra sinica Stapf. 一 -一 XBOEHHK KHTaKCKHi 

”此 种 乃 攻 用 植物 ,主要 分 布 于 我 国 北部 (东北 \ 内 蒙 、 性 、 亚 陕 、 
甘 . 青 、 康 、 藏 )。 根 系 深 长 , 颇 耐 干旱 , 无 花 黄 土 沙 土 , 上 能 适 生 ; 
双 常 见 生 崖 头 沟 畔 ,具有 护坡 作用 。 欧 美 , 苏 联 早已 引用 为 保 土 杆 

”有 牺 。 在 我 国 风沙 地 区 ，, 尤为 适应 风土 的 一 种 保 土 植物 。 因 能 耐 生 
”水 地 ,更 可 用 以 固沙 。 蓉 部 可 提 制 麻黄 素 、 或 用 作 燃料 亦 佳 ， 果实 
司 仿 ;, 但 多 食 则 中 毒 。 9 一 10 月 问 种子 成 熟 , 干 储 春播 郎 可。 在 陕 
北 、 亚 西 和 承 东 地 区 ,对 于 沟 头 防护 ,可 选用 此 种 。 

(六 ) 固沙 植物 

阔 柳 Salzx mongsolzca Si (图 4 和 4 

此 种 原 产 蒙古 内蒙. 甘肃 及 新 疆 沙漠 地 带 。 随 沙漠 的 进展 而 
”向 内 蒙 的 东南 部 和 陕 北 伊 克昭 盟 边 烁 地 区 分 布 。 现 在 陕 北 检 林 专 
区 , 自 于 山内 蒙 、 伊 克 梧 盟 及 多 偷 等 地 , 均 见 有 自生 种 , 寻常 划分 
布 于 沙漠 地 带 的 沙丘 或 沙 海子 间 , 随 沙丘 迁 动 而 转移 ,但 亦 可 栽培 
.于 黄土 高 原 的 北部 ( 白 于 山 )。 

沙 柳 淡 木 性 ,密生 枝条 ;根系 深长 而 密 梨 , 叶 狭 细 而 蒸腾 量 少 。 
9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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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条 彼 沙 扼 埋 后 , 过 朗 发 生 不 定 根 和 枝 芽 ,， 根系 大 部 彼 凤 吹 露 后 ， : 汉 
虽 稍 碍 发 育 ， 但 不 至 死亡 。 2 一 3 年 生 幼 苗 朗 开始 烙 种 ,在 沙 海子 市 

自 播 起 苗 甚 感 。, 在 固 
定 沙 丘 上 植树 播 条 淘 

“” 易 成 活 。 如 能 先 撒播 
或 条 播 沙 蒿 作 生活 风 
障 ， 划 发 育 更 佳 。 这 

” 些 条 件 ， 均 证 明 沙 柳 

锋 树 种 。 在 检 林 专区 

图 44 陕 北 阁 林 章 河 唑 上 农民 用 沙 宛 固定 在 沙丘 主 使 沙丘 因 

本 定 不 动 的 例子 ， 非 党 
显著 。 用 沙 柳 、 沙 太 固定 了 的 沙丘 上 , 腐植 质 水 渐 增多 ， 林 间 渐 生 

杂 草 ， 沙 丘 土质 及 水 分 条 件 逐 渐变 好 ， 以 后 再 引种 杨柳 等 乔木 树 

种 ,自然 容易 成 活 。 沙 柳 可 以 作风 料 ;枝叶 能 个 羊 和 族 驶 。 
此 外 人 简 有 扁 柳 (Se1zx cpei1opiz1a Schneid.) (或 称 毛 筷 柳 ) 一 

种 ;其 习性 与 分 布 均 和 沙 柳 相似 , 耐 干旱 性 舟 过 于 沙 柳 ,但 籍 种 方 
稍 差 , 故 自然 繁殖 , 在 沙漠 地 带 次 于 沙 柳 。 但 其 枝条 由 株 基 起 ， 序 
多 分 枝 , 对 防风 作用 ; 实 优 于 沙 柳 ,在 沙漠 地 带 ,可 采用 作 固定 沙 丘 ， 

材料 。 以 上 两 种 , 均 可 于 每 年 五 月 中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后 , 随 条 闻 播 温 

地 , 甚 易 发 菠 成 苗 。 播 条 则 最 好 于 秋季 落叶 后 施行 。 

阔 芒 Artermzisia spp. 

甘肃 腾 格 里 大 沙漠 区 和 内 蒙 伊 克 上 昭 盟 什 沙 漠 区 内 流动 沙丘 上 

辣 

天 然 生 有 两 种 沙 车 ， 一 种 听 黑 沙 营 (或 简称 籽 项 ) (图 45) 学 名 是 
zte71121510 5DpaE1oceppa1a KRraschen， ， 另 一 种 吓 和 白沙 蒿 ， 学 名 是 4 

ordosica Kraschen.， 两 种 都 是 很 亚 强 的 生 在 流动 沙丘 上 ， 如 无 人 

冀 的 破坏 , 由 于 这 两 种 沙 芒 的 繁 生 , 可 将 流动 沙丘 变 为 中 固定 或 固 
定 的 沙丘 。 两 种 均 灌 木 状 ;根系 繁 密 而 长 ,能 深入 沙 中 , 序 大 部 彼 一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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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最 长 能 活 20 一 30 
本 年 ， 公 株 树冠 最 大 可 

”和 丰 四 求 方式 尺 ; 自 字 

夷 五 代 尺 ， 所 以 黑 字 
” 蔓 的 翰 沙 力量 尤 强 。 
- 黑 沙 蓄 因 为 结 种 子 

2 

。 风 吹 名 友 株 也 不 至 死亡 直上 他 名 发 生 误 多 不 定 帮 被 沙 扼 进 , 仍 
可 之 田 生 长 ; 抵抗 极度 的 沙漠 性 气候 , 适 生 于 沙漠 地 区 , 坝 沙 的 力 
量 最 给 。 黑 沙 项 的 帮 ，。 

项 生活 一 般 不 这 10 

多 ,种 子 磨 粉 和 面 吃 ， 
使 面 有 筋 力 ， 所 以 土 

图 45” 陕 北 桩 林 沙 资 地 生 的 黑 沙 营 根 肝 

” 名 籽 蒿 。 初 期 固定 流动 沙丘 ,最 好 在 沙丘 的 迎风 坡 或 两 侧 , 撤 播 这 

六 
两 种 沙 蔓 种 子 , 为 旭 于 秘 风 吹 走 , 播 后 可 驱 羊 娠 来 回 踏 过 , 则 春雨 ” 

后 郎 出 昔 ( 卫 北 普 通 在 惊 壹 前 后 种 )。 全 固定 沙丘 上 这 种 沙 芒 自 生 

”的 很 多 ;天然 生 的 小 苗 也 就 很 多 ,早春 雨 后 移 裁 也 不 难 成 活 。 固 定 
涉 丘 时 常 栽培 沙 柳 和 饥 柳 这 两 种 沙 地 灌木 ， 但 是 沙 柳 和 饲 柳 的 小 
英 ; 在 沙丘 上 抵抗 大 风 吹 鲁 的 力量 比较 小 ,所 以 用 沙 蒿 和 沙 米 作 沙 
隐 来 保护 沙 柳 和 和 饥 柳 小 苗 , 非常 有 效 。 沙 蒿 的 种 子 在 9 一 10 月 间 
成 熟 , 自 沙 蓄 种 子 在 陕 北 、 稳 德 和 检 林 两 专区 市 上 都 有 出 售 , 但 为 
国定 沙丘 , 栽 黑 沙 蒿 更 好 。 沙 蒿 的 经 济 用 途 , 除 种 子 可 食 外 ， 两 种 
欧 是 很 好 的 燃料 。 两 种 沙 蒿 子 用 白 搞 烂 , 取 其 粘性 ,可 作 涂 料 用 以 
抹 坑 \ 抹 墙 ， 然 后 再 涌 上 大 麻子 油 少许 , 抹 光 非常 洁 绥 美观。 今后 
为 了 固定 沙丘 ， 初步 先 保护 现 有 的 沙 蒿 , 然后 再 大 力 来 推广 种 植 ， 
实 有 必要 。 甘 肃 民 勤 县 受 风 沙 侵 获 严 重 ,农民 每 年 利用 沙 若 、 鞭 苞 
草 , 或 其 他 植物 树枝 等 , 埋 成 密 行 与 风向 垂直 ， 称 为 风 墙 ， 用 以 保 
护 安田 , 亦 具 成 效 。 今 后 可 诬 在 流沙 上 栽植 机 柳 、 沙 柳 、 沙 蒿 等 为 
“生活 的 风 墙 ， 则 废 可 起 防 沙 作 用 ,又 可 生产 燃料 , 实 一 举 而 两 得。 

沙 芒 种 子 刻 然 丰 产 和 雨 后 迅速 发 芽 , 现 在 试验 为 飞机 播种 材料 。 

99 。 



臭 和 匠 -azniperaus chinensis 】 ，var。 Cremnaria 于 二 

(图 46) 

自 柏 原 产 内 蒙 伊 吉 昭 盟 沙漠 地 区 ， 格林 至 靖 边 三 忆 路 途中 ， 海 
二 表征， 币 生 和 玉 世相 村 人 生生 
流动 沙丘 运 渐 发 生 值 多 疏 复 而 洒 艳 四 定时， 奥 柏 为 一 相当 后 期 的 

发 衣 植 物种 类 。 届 
本 同和 灌木 状 ， 初 固定 的 

， 沙丘 ,如 果 有 臭 柏 的 
侵入 ， 则 沙丘 上 的 初 
期 植物 如 沙 米 、 沙 项、 
沙 竹 等 ， 将 至 为 臭 柏 
所 压迫 ， 光 息 而 趋 于 
消灭 ， 最 后 臭 柏 则 掩 

- 有 全 沙丘 面 而 成 为 叭 

图 46， 陕 北 栓 林 五 十 里 沙 中 固定 沙丘 上 所 发 撩 有 沙丘 面 的 复 秆 度 
育 的 尝 柏 ,起 认 的 力量 最 强 将 达 80 帮 以 上 ; 所 以 

沙丘 全 部 固定 。 由 于 乏 年 落叶 增加 沙漠 中 的 腐殖质 , 因 之 沙土 逐 - 

渐变 佳 。 臭 柏 因为 枝叶 富 含 油脂 ,所 以 当地 人 民乐 于 采用 作 人 燃料 

因此 将 天 然 生 臭 柏 林 逐 渐 消 死 。 目 前 此 等 林地 ,已 占 面积 不 大 ;五 

应 先 加 保护 ,以 驶 流 砂 再 起 。 然 后 研究 旋 的 繁殖 方法 , 借 谋 扩 大 复 
柏 栽培 面积 。 羊 及 咯 陀 此 能 吃 少量 臭 柏 , 据 内 蒙 同 志 谈 羊 如 食 臭 “ 
柏 枝叶 , 则 肠 内 寄生 虫 , 可 以 减 少 。 更 据 苏 联 ,B. 于， HeasopoBa 教 
授 研 究 , 检 属 植物 的 枝 时 苦 而 芳香 ,具有 刺激 家 畜 食 俭 的 物质 里 含 
有 大 量 的 维生素 ( 干 储 可 维持 三 个 月 不 消失 ) 和 脂肪 ， 在 家 冀 耳 羊 
和 禾 羊 ,可 专 直 接 外 用 ,在 乳牛 仔猪 、 盖 羊 等 幼 冀 如 缺乏 维生素 时 ;: 

加 入 检 叶 粉 于 外 料 中 ,可 以 治疗 。 如 用 以 位 养家 禽 , 还 可 以 提高 产 
卵 率 ( 见 ”中国 畜牧 兽医 杂 亦 ”1954 年 3 月 份 113 页 )。 

月 前 对 于 臭 柏 的 繁殖 何 无 人 研究 ， 但 据 女 献 所 载 ， 此 类 植物 播 

种 出 芽 较 慢 , 须 加 特别 处 理 , 以 提高 和 促进 其 发 芽 率 。 其 枝 币 地 生 

1L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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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 盾 插 向 不 甚 难 , 应 急速 试验 其 在 雨季 插播 方法 以 便 掌握 其 关 
键 所 在 , 则 此 种 植物 在 将 来 固定 沙丘 中 , 必 起 一 定 的 作用 。 种 子 去 

， 果皮 后 用 潮湿 沙 用 层 积 法 保存 过 冬 , 则 发 芽 较 好 。 检 柏 属 植物 持 

播 ; 一 般 生 根 稍 丸 ， 须 注意 研究 促 其 生 很 。 

冬青 户 ptanthrus mongolicus Maxim. 一 一 TInnTaHT MOH- 

TOJIPCKHI 

此 种 或 称 沙 冬青 , 乃 常 条 灌 木 , 主 产 陕 . 甘 、 守 及 内 蒙 沙 漠 地 

带 ,高 可 达 2 公 尺 。 在 内 蒙 伊 昭 盟 西部 与 “宁夏 ” 交界 处 的 砷 子 
”出 一 一 带 和 红 沙 岩 上 能 成 广大 的 单纯 琴 落 。 在 秆 固定 沙丘 上 与 沙 葛 同 

生 ， 4 一 5 月 间 开 鲜 黄 花 , 非常 美观 。 因 系 常 篆 , 故 作 防 风 固 沙 植 

- 物 , 特 别 有 效 。 其 枝叶 在 冬季 侧 草 时 期 ， 履 衣 喜 食 ， 此 外 作 燃 料 亦 

佳 。 繁 殖 用 分 株 法 和 播种 法 。 
” 琵 外 “宁夏 ”甘肃 及 新 疆 沙 漠 地 带 , 常生 梭 梭 (Ha1oxy7om om- 

7102ez21joz Bge.)( 俄 名 CaKcayxl 33aizcacKHH) 一 种 ( 蔡 科 ); 为 极 耐 

王 晶 的 沙 地 植物 , 能 生 在 沙 地 奏 性 粘 事 二 上 , 旦 灌木 或 小 乔木 状 ， 
” 帮 燃 料 很 好 , 亦 应 加 速 研究 其 繁殖 栽培 方法 ,预备 各 地 引种 利用 。 
甘肃 趾 卫 沙 坡 头 固沙 造林 试验 站 已 小 规模 用 种 子 繁殖 ,生长 脊 好。 
旧 字 夏 巴 疙 浩特 以 北 吉 兰 素 盐 地 附近 有 小 规模 天 然 生 林 ， 王 应 加 
”久保 护 ;, 作 为 试验 繁殖 基地 。 

花 棒 ”Predsarum scopariumm Fischer et 人 

CedHHK TIDYTPeBHAHEI 放 

此 种 产 旧 - 宁夏 ̀. 腾 格 里 大 沙漠 区 ，, :在 中 卫 沙 坡 头 一 带 沙漠 中 

流动 钞 丘 上 即 常 见 有 小 规模 自生 地 沙 , 葵 志 硬 质 , 年 渡 木 状 , 特 适 

生 于 沙漠 地 区 的 流动 或 定 固 定 的 沙丘 上 ,其 董 破 风沙 掩埋 后 , 湾 伏 

芽 可 循 枝 条 上 移 发 生 不 定 萄 及 不 定 根 , 繁茂 如 常 。 其 嫩 枝 及 叶 为 

羊 类 徐 能 铅 料 很 好 ,同时 千 种 丰 感 ， 雨 季 发 芽 容 易 ,， 故 栽培 稳 少 

困难 。 更 内 蒙 一 带 所 产 山 竹子 〈 吾 .zzrozgo1zcu7z 工 urcZ. Komne- 

eqHHK MOTHaHCKHEN)， 其 叶 较 小 , 果 老 时 近 光 滑 , 性 能 亦 似 , 同 可 采 

为 固沙 植物 。 在 中 卫 沙 坡 头 固沙 造林 试验 中 已 选用 为 重要 固沙 

灌木 。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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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 芥 ”Paugtionzizrm cormntatxn Gaerin. 一 一 民 HH2K3aJIPHHK 

《图 47) 

此 种 乃 二 年 生 沙 ,地 植 牺 ,主要 分 布 于 蒙 吉 及 我 国内 绽 沙 漠 地: 

带 。 因 特 能 在 流动 沙丘 上 生长 , 故 沙漠 地 区 农民 ， 用 作 韦 菜 栽 培 。 

“于 每 年 春季 大 风 过 后 在 新 月 形 沙丘 背风 面 上 点 播 ; 当 年 秋季 部 收 

获 作 泡菜 (酸菜 ) 用 。 如 用 为 收 籽 , 则 须 播 于 比较 背风 处 , 待 宿 委 明 

人 此 种 可 播 在 沙丘 迎风 面 作风 墙 ( 沙 障 ) 用 

接 播 大 沙 内 ， 如 沙 内 保有 相当 水 

分 ,不 为 风沙 掩埋 太 厚 , 则 发 芽 将 

元 问题 。 
甘肃 中 卫 沙 坡 头 附 近 沙 站 地 

区 对 生 有 宽 翅 沙 芥 (Pdco1c2B7z- 

it12， Maxim。 一 -一 人 HH 及 aJIEHHK) 。 

沙 芥 ,只 其 果 翅 稍 寅 , 近乎 展 ， 可 

与 沙 芥 区 别 。 

- 沙 梁 Agriophyllarm are- 

图 47 医 北 急 河 各 在 沙丘 上 ”这 是 一 种 较 普 通 的 二 年 生 沙 

地 草本 植物 ， 随 沙漠 的 迁 动 而 分 、 栽培 的 沙 芥 

布 在 我 国 北部 极 广泛 的 地 区 上 。 它 能 结 很 丰 吕 的 种 子 随 风 飘动 传 

播 ,无 葵 在 雨季 或 春季 , 遇 雨 郎 可 发 芽 , 且 生 长 迅速 。 常 朴 稀 的 随 “ 
沙丘 的 水 分 条 件 不 同 而 散 生 在 沙丘 的 周围 或 面 上 。 在 沙丘 前 面 衣 

风 坡 基部 , 常 成 一 条 带 状 的 大 生 着 。 对 沙漠 的 移动 , 此 草 亦 起 相当 

的 固定 作用 ,但 是 攻 因 为 是 一 种 牛 羊 和 履 能 喜 食 的 蚀 料 植物 ;故常 “ 司 
彼 过 度 的 利用 ， 而 引起 飞 沙 的 移动 。 它 的 种 子 可 以 炒 食 或 考 食 。 
因此 也 是 一 种 备 荡 植 物 。 

沙 竹 ”Psammochlioa villiosa Bov. 一 一 TiecqaHHa BOmo- 

s。 102。 

亦 可 。 果 实 形 大 , 带 有 刺 角 果 ; 直 

其 习性 用途 和 繁殖 方法 , 公 同 于 、 

有 站 

iv 
有 Oo 



时 大 

4 可 

cacras (Onyuieaaam]) 

” 此 种 亦 称 沙 鞭 ; 乃 是 一 种 著名 的 生长 在 流动 沙丘 上 的 沙 地 植 
刁 . 主 产 办 蒙 及 陕 . 甘 “ 宁 ” 青 、 新 族 省 沙漠 地 带 。 为 一 大 形 禾 本 

。” 科 多 年 生 草 ; 借 根 鞋 在 沙 内 昱 星 伟 展 ， 不 怕 沙 至 ;, 有 时 达 工 公 尺 深 

E 

度 , 稍 可 发 并 出 沙 面 上 。 生 长 力 极 给 , 每 年 生长 季节 ， 地 下 根 葵 常 
。 介 展 达 直 答 近 10 肥 尺 大 的 圆 面积 。 节 上 出 营 虽 稀 , 但 叶 多 而 次 ， 
” 并且 坚 间 。 在 沙漠 地 带 农民 常 收割 于 冬季 缺 草 时 蚀 牛 羊 ; 利用 叶 

子 的 靶 性 ， 有 时 切 碎 代 泥 墙 的 麻 刀 用 。 千 种 不 太 直 多 为 其 缺点 。 

播 祥 或 分 殖 根 垄 此 不 太 难 。 

(七 ) 其 他 砍 济 檀 物 

”草花 荣 Piemerocall1is citrina Baroni 

时 黄花 人 双 名 金针 ;用 百合 科 营 草 属 植物 ,是 我 国 北部 和 西北 部 
极 普 通 的 一 种 蔬 食 品 。 因为 它 的 食用 部 分 是 花 部 , 平常 用 日 光 上 晒 
干 或 闵 于 ,可 以 储存 远 销 , 故 农家 栽培 极 广 ; 同时 植物 叶 部 有 特殊 ， 

”气味 ,一 般 性 冀 和 野生 动物 均 不 喜 食 ; 至 株 丛生, 循 地 卉 和 崖 坡 与 
还 流 线 呈 垂直 行 坟 ， 可 以 保持 水 土 ， 在 黄河 中 游 栽培 非常 适应 风 
汪 , 辟 今后 可 以 大量 推广 。 凡 田间 工程 动 十 妨碍 生产 部 分 ;, 均 可 本 
合 裁 培 。 繁 殖 不 用 种 子 , 于 十 月 见 霜 后 ,将 植 从 根 冠 带 少数 弟 点 和 
部 分 块根 劈 裂 分 裁 朗 可 。 
天 黄 尺 Perrmm spp. 

大黄 属 获 科大 黄 属 ;其 根 味 苦 , 语 含 单 宁 ， 芥 作 熙 用 ; 销 行 全 

。， 国 和 国外 ;化验 提 精 , 并 可 制 黄色 染料 。 在 晋 陕 态 培 者 ,多 属 籽 车 
Randul1arumr) 一 种 ,其 品质 虽 差 ,但 适应 于 旱 力 极 给 , 仍 可 推广 。 

志 -。 

称 。 

甘肃 (兴隆 耳 ) 和 青海 野生 并 栽培 的 大 黄 (R. ojfficzza1e) 和 叶 天 、 

黄 《R. ba1zzatxm) 两 种 ， 品 质 均 佳 , 可 引种 黄土 高 原 中 部 和 南部 。 

: 肝 带 多 栽培 地 填 或 崖 坡 上 ,有 保持 水 十 效 。 秋 季 叶 村 后 , 控 根 ( 春 
找 者 质 虞 ) 出 售 、 规 格 分 中 吉 、 蛋 吉 (上 等 )、 苏 吉 、 京 吉 、 箱 黄 、 箱 片 
等 数 种 。 寻 常用 种 子 人 繁殖 。 带 芽 根 冠 ; 亦 可 分 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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