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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选定地处寒地的吉林西部和黑龙江省北部有代表性的沙化土地建立试验区,优选优势

树种欧李、桑树品种进行不同模式的组合试验,通过树种成活率、生长情况及植被覆盖率等指标的测定,

选出树种的最佳组合模式,为我国北部寒地沙化地区生物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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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representative desertified lan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Jilin Province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was selected to establish experimental areas, and the combination test of different 

models was carried out on the preferred preferred tree species of plum and mulberry, and the best combination 

model of tree species was selected through the determination of tree survival rate, growth status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rate, so as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biological control in the desertified area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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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荒漠化是世界性的环境问题。寒地沙化土地主要分布

在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大庆市的16个县(市、区),吉林省西部

地区的白城市,属于科尔沁沙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沙化土地

47.4万公顷,约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1%。由于过度砍伐、开垦、

放牧、防护林更新不及时等原因,再加之气候因素,土地沙漠化

在加剧。松嫩沙地作为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正经受着严重的土

地沙化威胁。因此,本文结合黑龙江省北部和吉林西部的生态环

境及立地条件,针对该区域沙化土地治理面临的关键技术,建立

的试验示范地,同时以调查及试验测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沙

化土地生物治理模式的优化分析,对我国寒地沙化地治理及生

态修复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 

1 试验地概况 

吉林省白城市所属洮南市四海林场,试验地沙化地面积

2.5hm。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甘南林场,试验地沙化地面

积2.5hm。两林场区域均属风沙丘陵的干旱区,温差大,季节性强,

雨热同季。春季干旱多风少雨,夏季炎热降雨集中,秋季冷暖适

中,冬季严寒少雪。立地条件差,树木生长慢,植被覆盖率低。 

2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选用果叶兼用桑树品种“龙桑一号”,该品种既是

生态树,又是经济林桑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强、桑树属深根

性植物,根系发达,伸向土壤深层吸收养分、水分。有较强的适

应力,其水土保持效应主要体现在根系能固持土壤,改善土壤理

化性质。这两个桑树品种最明显的特征是根系十分发达,在土壤

中形成盘根错节、密如蛛丝的网络,根系在地下所占的空间超过

地上部分。具有贮水功能的根系网络,有极强的遏制风沙、保持

水土能力。在水地流失严重的风沙区栽桑,对消除土壤侵蚀,固

持土壤作用显著。 

在多年野生欧李研究选育基础上,通过连续多年的试验、调

查和分析,选育出适宜寒地沙化区域生长的丰产型欧李优良品

种“欧丰二号”。欧丰二号表现为适应性强,果实鲜红色、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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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顶球形,中晚熟,且丰产性好,花白色,种子棕黄色,口感一般。

对丰富沙地树种种类,提高植被覆盖率,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经

济效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1试验材料 

欧李、桑树。 

2.2试验方法 

2018年以生物防护措施对试验沙地进行治理模式研究,选

择乔灌和灌灌混交模式,针对寒地应用的欧李和桑树优良类型

苗木进行带状混交,三角型栽植方式,即相邻的种植点成品字型

排列,共4个组合模式：(1)欧李纯林；(2)桑树纯林；(3)桑树(低

干)×欧李(灌)；(4)桑树(无干)×欧李(灌),各模式试验小区面

积为50m×50m,2019年测定树种成活率、生长指标和植被覆盖度,

优选最佳组合模式。 

表1 沙化区域树种配置模式 

模式

区域

树种配置 防护模式 效益特征
目标林分

培育类型

1
单灌模式

(欧李)
经济型 阔叶小乔木纯林

2
单乔模式

(桑树)
经济型 小灌木纯林

3
乔灌结合模式

(桑树×欧李) 经济型 乔灌混交林

4
灌灌结合模式

(桑树×欧李)
生态经济型 灌木混交林

 

3 结果分析 

3.1不同模式苗木成活率分析 

由图1和图2可知,两林场沙化试验地栽植选育欧李及桑树

优良类型苗木总成活率分别为90.5%和为91.5%,两林场栽培的2

种树种平均成活率均达到90%以上,能够适应土壤条件,试验区4

种组合模式树种栽植总体表现为欧李、桑树成活率无显著差异。

两林场试验实施中,测定数据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图1 甘南林场沙化区不同组合模式苗木成活率调查 

 

图2 四海林场沙化区不同组合模式苗木成活率调查 

3.2不同模式苗木生长情况 

 

图3 甘南林场沙化区不同组合模式2个树种株高调查 

 

图4 四海林场沙化区不同组合模式2个树种株高调查 

 

图5 甘南林场沙化区不同组合模式2个树种地径调查 

 

图6 四海林场沙化区不同组合模式2个树种地径调查 

两林场沙化区域不同组合模式中各树种均生长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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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3-图8,其中桑树纯林较混交林株高、地径、冠幅各生长指

标相对较高；桑树(无干)×欧李(灌)与欧李纯林较混交林株高、

地径、冠幅各生长指标略低。两林场试验实施中,测定数据未表

现出显著差异。 

 

图7 甘南林场沙化区不同组合模式2个树种冠幅调查 

 

图8 四海林场沙化区不同组合模式2个树种冠幅调查 

3.3不同模式植被覆盖率分析 

 

图9 甘南林场不同组合模式植被覆盖率调查 

 

图10 四海林场不同组合模式植被覆盖率调查 

2019年测定不同植物配置模式植被覆盖率,两林场试验结

果如图9和图10所示,沙化区域4种模式的植被覆盖率以桑树(低

干)×欧李(灌)模式最高,达到68.5%,极大地改善了沙化土地；其

次为桑树(无干)×欧李(灌)模式,覆盖率为62.3%。较对照的自

然情况提高20%以上。两林场试验实施中,测定数据未表现出显

著差异。 

4 结论与讨论 

沙地治理以生态功能恢复为基本属性,具有公益性、基础性

等特征。寒地沙化土地的治理应突出生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

结合的综合治理方式,注重优化植物配置模式。本研究结合沙化

试验地苗木生长情况及植被覆盖率,选出沙化区域最佳组合模

式——桑树(低干)×欧李(灌)带状混交模式。 

寒地沙化区域不同植物组合模式试验研究中,两林场试验

实施中,测定数据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对于随着林龄增加两种树

种不同带状混交组合模式的生长差异也有待进一步持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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