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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地柏等植物在防沙造林中的应用及其生态效益

张志超
奈曼旗桥河国有母树林场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 要：土地沙漠化是全球生态问题，防沙造林是关键手段，对改善环境和生态平衡至关重要。沙地柏等植物在

防沙造林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探讨这些植物的应用，分析其生态效益，并提出解决应用难题的策略，旨在为防沙造

林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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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沙漠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致使土地生产力急剧下

降，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给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生活

质量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植树造林作为防沙治沙的核

心举措，能够有效固定沙丘，显著降低风沙对地表的侵

蚀程度，进而改善土壤质量，优化生态环境。沙地柏等

植物以其耐旱、耐寒以及对恶劣环境强大的适应能力，

在防沙造林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生态环境的修

复与保护注入了强劲动力。

2 沙地柏等植物的生物学特性

2.1  沙地柏
沙地柏隶属柏科圆柏属，是一种匍匐生长的灌木，

具备以下突出特性：

耐旱性：其根系极为发达，能够深入地下数米之深，

高效吸收深层土壤中的水分，以适应干旱缺水的恶劣环

境。同时，沙地柏的叶片退化为鳞片状，极大地减少了水

分的蒸发面积，从而有效地保持植株体内的水分含量。

耐寒性：沙地柏拥有出色的耐寒能力，能够在低温

环境下顽强生存，可耐受零下数十度的严寒气候。这一

特性使其在我国北方寒冷的沙漠地区得以广泛分布。

耐瘠薄：该植物对土壤肥力的要求较低，即便在贫瘠

的沙地中也能正常生长。沙地柏通过自身独特的生理调节

机制，适应恶劣的土壤条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2  其他常见防沙造林植物
柠条：柠条属于豆科锦鸡儿属植物，其根系发达程

度令人惊叹，固氮能力尤为突出。通过固氮作用，柠条

能够显著改良土壤结构，增加土壤中的氮素含量，提

升土壤肥力。此外，柠条枝叶繁茂，能够有效地阻挡风

沙，大幅度减少地表风蚀现象。

沙棘，隶属于胡颓子科沙棘属，以其卓越的生存适

应性而闻名遐迩。该植物根系展现出显著的萌蘖特性，

能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生长并形成密集的灌丛结构。这一

生物学特性使得沙棘在水土保持和土壤侵蚀防护方面扮

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沙棘果实不仅风味独特，

还富含维生素C、维生素E、多种氨基酸及矿物质等营养
成分，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因此，沙棘在食品工业、

医药保健以及化妆品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不仅

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资源，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经

济效益。在本研究区域，柠条、沙棘的种子产量颇丰，

主要来源于内蒙古通辽市。该地区沙棘种植面积广阔，

管理科学，确保了沙棘种子的高产和优质，对当地经济

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3 沙地柏等植物在防沙造林中的应用

3.1  造林方式
直播造林：直播造林是将沙地柏等植物的种子直接

播种于沙地之中的一种造林方式。在播种前，需对种子

进行必要的处理，例如采用沙藏催芽法等，以此提高

种子的发芽率。直播造林操作相对简便，尤其适用于大

面积沙地的造林工作。然而，这种造林方式对种子质量

和播种时机的要求较为严格。以沙地柏种子直播为例，

通常选择在春季土壤解冻之后，挑选无风的天气进行播

种。播种深度一般控制在 2 - 3 厘米左右，播种完成后，
需轻轻覆盖一层薄沙，以保持土壤湿度和温度，促进种

子发芽。

植苗造林：植苗造林是选取生长健壮的沙地柏幼苗

进行栽植的方法。由于幼苗已经具备一定的根系和地上

部分，因此植苗造林的成活率相对较高，幼苗的生长速

度也较快。在造林之前，需要对造林地进行全面整理，

按照一定规格挖好树坑，一般树坑规格为 50 厘米×50 厘
米×50 厘米。栽植时，应小心地将幼苗根系舒展放入树坑
内，然后缓慢回填土壤，并轻轻踏实，确保根系与土壤

紧密接触，为幼苗的生长提供良好的条件。

扦插造林：扦插造林是利用沙地柏的枝条进行扦插

繁殖的一种造林方式。在进行扦插时，应选择半木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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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生长状况良好的枝条，将其剪成 10 - 15 厘米长的插
穗，随后插入沙床或造林地中。扦插造林能够很好地保

持母本的优良特性，并且繁殖速度相对较快。扦插后，

需要特别注意保持土壤湿润，同时进行适当遮荫，为插

穗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提高扦插成活率。

3.2  配置模式
单一树种纯林：在沙地条件相对较好、风沙危害程

度较轻的区域，可以考虑营造沙地柏纯林。单一树种纯

林的结构相对简单，便于进行日常管理。然而，由于物

种单一，其生态稳定性相对较弱，在应对病虫害侵袭和

自然灾害时的抵御能力相对不足。例如，在一些沙化程

度较轻的河滩沙地，可按照株行距 2 米×2 米的规格营造
沙地柏纯林，以充分发挥其固沙作用。

乔灌混交林：乔灌混交林是将沙地柏与杨树、柳树

等乔木树种进行混合种植的一种配置模式。在这种混交

模式中，乔木能够为沙地柏提供一定的遮荫和庇护，有

利于沙地柏的生长；而沙地柏则凭借其发达的根系和茂

密的枝叶，起到固沙保土的作用，两者相互促进，协同

发展。以风沙较大的区域为例，可采用一行杨树搭配两

行沙地柏的混交模式，其中杨树的株行距设置为 3 米×4 
米，沙地柏的株行距设置为 1.5 米×2 米，通过合理的配
置，提高林地的防风固沙能力。

灌草结合：灌草结合是将沙地柏与沙蒿、沙打旺等草

本植物进行结合种植的一种方式。草本植物生长迅速，能

够在短期内快速覆盖地表，有效减少风沙对地表的侵蚀。

沙地柏与草本植物形成多层次的植被结构，不仅增强了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还提高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

力。例如，在沙地边缘地区，可先种植沙地柏，待其生

长稳定后，在林间均匀撒播沙蒿种子，从而形成灌草结

合的植被群落，共同发挥防风固沙和保持水土的作用。

4 沙地柏等植物在防沙造林中的生态效益

4.1  防风固沙
降低风速：沙地柏等植物的枝叶茂密，宛如一道天然

的屏障，能够有效地阻挡风沙的侵袭，显著降低风速。相

关研究表明，当沙地柏的覆盖度达到 30% 以上时，近地
面风速可降低 30% - 50%。风速的降低极大地减少了风沙
对地表的侵蚀力，保护了土壤免受风沙的破坏。

固定沙丘：沙地柏的根系深入沙地内部，如同无数

根坚韧的绳索，将沙丘土壤紧紧固定住，有效防止沙丘

的移动。随着沙地柏的不断生长，其根系逐渐扩展，

形成庞大而复杂的根系网络，进一步增强了沙丘的稳定

性。在一些流动沙丘上种植沙地柏后，经过 2 - 3 年的生
长，沙丘表面逐渐被植被覆盖，沙丘的移动速度明显减

缓，甚至趋于稳定。

4.2  保持水土
拦截降水：沙地柏等植物的枝叶能够拦截部分降

水，使雨滴在枝叶表面分散，减少雨滴对地表的直接冲

击力，从而有效降低水土流失的风险。据测算，在有

沙地柏覆盖的区域，降水对地表的侵蚀力可降低 40% - 
60%。通过拦截降水，沙地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降水对
土壤的冲刷作用，保护了土壤资源。

增加土壤入渗：沙地柏的根系和枯枝落叶在土壤中

不断积累和分解，能够改善土壤的结构，增加土壤的孔

隙度。土壤孔隙度的增加使得土壤的入渗能力显著提

高，大量降水能够迅速渗入地下，减少地表径流的产

生。在沙地柏生长多年的区域，土壤的入渗速率可比无

植被覆盖区域提高 2 - 3 倍，有效地保持了水土资源，减
少了水土流失现象。

4.3  改善土壤质量
增加土壤有机质：沙地柏等植物的枯枝落叶在微生

物的分解作用下，逐渐向土壤中输入大量的有机质。这

些有机质不仅为土壤中的微生物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还

能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提高土壤肥力。同时，沙地柏

的根系分泌物也能够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加速土壤

养分的转化和循环，进一步提升土壤的肥力水平。

改良土壤结构：沙地柏根系在生长过程中不断穿

插、伸展，对土壤起到了疏松作用，有效改善了土壤的

通气性和透水性。长期种植沙地柏可使沙地土壤的容重

逐渐降低，孔隙度明显增加，土壤结构得到显著改善。

良好的土壤结构有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和发育，为植被

的生长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土壤条件。

4.4  促进生物多样性
提供栖息地：沙地柏形成的灌丛为多种动物提供了

理想的栖息和繁殖场所。鸟类、小型哺乳动物等纷纷在

沙地柏灌丛中觅食、筑巢，丰富了生物多样性。沙地柏

灌丛中的复杂生态环境为不同种类的生物提供了适宜的

生存空间，促进了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同进化。

增加物种丰富度：随着沙地生态环境在沙地柏等植

物的作用下逐渐改善，一些其他植物物种也开始在沙地

柏周围生长繁衍。例如，在沙地柏种植区，会陆续出现

沙葱、甘草等野生植物，物种丰富度逐渐增加。这种物

种丰富度的增加进一步完善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提高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5 沙地柏等植物在防沙造林应用中面临的问题及解

决策略

5.1  面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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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威胁：随着沙地柏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病

虫害问题日益凸显。沙地柏易受到柏小爪螨、双条杉天

牛等病虫害的侵袭，这些病虫害不仅会影响沙地柏的

生长发育，降低其防护效果，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植株死

亡，对防沙造林成果造成严重破坏。此外，病虫害的蔓

延还可能影响到周边的植被，造成生态平衡的进一步失

衡，使得原本脆弱的沙地生态系统面临更大的挑战。

后期管理困难：防沙造林区域大多位于偏远、交通

不便的沙地地区，这给后期的管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同时，沙地地区水资源匮乏，灌溉成本高，进一步

增加了后期管理的难度和投入成本。此外，由于缺乏专

业的管理团队和技术支持，使得在面对病虫害和极端天

气时，防沙造林的成效难以得到保障，这些因素共同作

用，使得防沙造林的长期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5.2  解决策略
加强种苗繁育：建立专业、高效的种苗繁育基地，

引进先进的育苗技术，如组织培养、容器育苗等。组织

培养技术能够快速繁殖大量优质种苗，且不受季节限

制；容器育苗则可提高种苗的移栽成活率。通过这些先

进技术的应用，提高种苗的繁殖速度和质量，确保种苗

的充足供应，为大规模防沙造林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病虫害防治：建立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利用信息

技术监测沙地柏生长和病虫害情况。制定科学防治方

案，结合生物、物理和化学方法。例如，用天敌昆虫控

制柏小爪螨，用杀虫灯诱捕双条杉天牛，必要时合理使

用化学药剂，注意选择和使用方法，保护环境。

优化后期管理：利用信息技术远程监测和智能管理

防沙造林区。安装传感器监测土壤湿度、温度等，根据

数据精准管理灌溉和施肥。规划节水灌溉系统，减少水

资源和管理成本。加强与农牧民合作，通过教育和激励

提高群众参与管理，促进群防群治。

6 结论

在防沙造林工程中，沙地柏等植物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为生态系统的稳定提供了显著的生态效益。通

过科学的造林方法，可以有效地实现风沙固定、土壤改

良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促进。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面临了种苗供应不足、病虫害问题以及管理上的挑战。

为了提高防沙造林的成效，必须强化种苗的繁殖技术、

病虫害的防治措施以及管理策略的优化，从而为生态保

护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展望未来，深化相关领域的研

究工作，将有助于推动防沙造林活动朝着科学化、高效

化和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进而为人类创造更加优质的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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