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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北沙区植物资源发展存在的问题
1.1 灾害性天气频繁

陕北沙区位于我国北方沙尘暴发生的源区和补给加速
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生态系统脆弱，干旱、大风、霜冻、冰
雹等自然灾害频繁，风蚀沙化严重，气候干燥，蒸发量为降雨
量的 5～6倍，大于 5m/s的起沙风，近 5年平均每年 146次，8
级以上大风全年 24～65次。
1.2 水资源利用不合理

沙区星罗棋布的绿洲的存在和发育，完全依赖于区域丰
富的浅层地下水资源和径流。由于大水漫灌、人为超量开采、
利用效率低和管理滞后等原因，地下水位逐年下降。这直接导
致大量深根性灌木林和草本植物生长退化，甚至枯死，使原处
于固定状态的沙丘重新活化，加剧区域土地荒漠化进程。

1.3 能源开发对林业资源破坏影响大

粗放、掠夺等破坏生态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仍占主导地
位。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开发和化工企业建设引起
地表塌陷、浅层地下水渗漏、水源枯竭、植被枯死、沙丘活化、
耕地撂荒和洗煤水、盐碱水、油污水排放造成的水体环境污
染等新问题屡屡发生。
1.4 资金投入不足、运行机制不健全

大面积人工林处在次生阶段，仍未达到疏林灌丛草原的
顶极群落景观，森林群落结构不稳定，结构单一，层次不明显，

密度多数没有按景观要求配置，病虫鼠兔危害严重，严重影响

了培育合理结构的森林来达到提高生产力和环境保护功能的
进展。沙区林业产业发展存在优势产业规模小、资源转化利用

率低、主导产业培育不足、龙头企业少、加工业严重滞后、产业
化运行机制不健全、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等突出问题。
1.5 沙区治理中面临着许多科技问题有待解决

治沙工作中新成果、新技术应用率低，传统成果技术的集成
组装配套创新不够，低质、低效林分的改造和恢复更新步伐缓慢，
困难地区植被恢复技术与相关模式的建立方面，缺乏有效的探

索。优良树、草种的引进与试验示范工作重视不够，沙区水资源的

合理利用、资源开发与环境的承载与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亟待解
决。农林牧用地比例结构的优化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林业政策措施、工作机制、法制保障等方面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
存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沙区林业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2 沙区植物资源保护对策
2.1 加强沙地植物资源保护

加大人工干扰力度，改进林质、改善林相、提高林业的投入产
出率。坚持生态效益及实施可持续战略的前提下，加大培育保护
森林资源力度，充分发挥其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等作
用，维持森林作为生物多样性宝库的作用，保护森林的历史文化

和美景游憩价值等正面效益，抑制或分流其负面作用。研究解决

森林病虫、鼠、兔害等的形成及林火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

系统修复和重建，以及珍稀沙生植物基因库建设等诸多技术问
题。
2.2 进行林业生态工程建设

制定切合实际、因地制宜的发展目标，抓好以防沙、治沙为主
的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全面封山（沙）育林（草），牲口舍饲圈养。按照
退化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要求，坚持适地适树、合理配置的原则，

按照自然林的思路，从组成、结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进行

低产、低质林分的改造。推广和发展节水林业，严格地下水资源管

理，禁止超采地下水。发展径流林业，利用微地形进行降水的重新

分配，带状、团状或小片状造林，形成稳定高效的人工复合群落。
2.3 提高林地质量和生产力水平

沙区真正意义上的森林面积很少，质量和生产力普遍不高。
需要从光合生产潜力、水生产潜力、土地生产潜力及遗传生产潜
力等多方面去探索，提高森林生产潜力，也要从气候资源、土地
资源、生物资源等多方面去核算。林草在困难条件下存活、生长
和繁衍，必须透彻了解各种抗性生理机制，掌握不同树种或种
源、品种的抗性生理特点。还要特别重视混交林的发展，改造原
有低质、低效林分，按照植被演替规律、景观要求，合理配置乔灌
草比例，以此来降低病虫鼠兔危害，为多种野生动物提供更多的
栖息场所。以有利于保持林地的生物多样性，从而达到提高林分

的合理性、抗逆性和生产力水平。

2.4 实现林业产业化经营

林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也是现代
林业的基本特征和组织形式，没有林业的产业化，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就难以实现林业的再生产，就难以获得应有的效益。沙区林
业产业化发展，要充分发掘林业生产内部的潜力，发展优势产业，
延长产业链，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农林牧用地结构，实行林草
资源的复合经营，突破林业自身建设长期以来的被动局面。
2.5 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发展乡村林业

参照农业发展模式分片、分段承包林地和荒沙到村户经
营，使农民逐渐成为森林资源的经营与管理者，为现有资源

的保护和林业的持续发展从政策上创造契机，为乡村林业的
长远发展目标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并注入发展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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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沙区植物资源发展现状与保护对策
迟富新

（陕西省榆林林业学校，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要：陕北沙区属重度沙漠化地区、黄河中游主要的土壤侵蚀区、沙尘暴源区和补给加速区，是国家遏制沙漠化

南下东进的地理防线。由于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使原本脆弱的沙地生态系统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和挑战。本文分析了陕北

沙区植物资源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保护对策，对陕北沙区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陕北沙区；植物资源；保护对策

作者简介：迟富新（1974-）男，内蒙古宁城人，1999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学历，中职讲师。

产业论坛

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