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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北防护林工程概述

三北防护林工程，简称“三北防护林”，是指中国

在20世纪70年代为改善三北（指中国北方的东北、华
北、西北）地区生态环境、防止沙漠化、保护土地资源

而实施的大规模防护林工程。这个项目的建设区域面积

逾4.5万平方公里，涉及13个省区市，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影响范围最广的人工造林工程之一。该工程一经建

设，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防止了荒漠化和沙漠化的

发生，增加了森林覆盖率和土地保水保肥能力，改善了

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工程的实施也对促进科

技创新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三北

防护林工程被誉为是中国人民的一项丰功伟业，也是保

护全球生态环境的重要贡献。对于三北防护林工程来

说，其建设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形成生

态林带，起到防风固沙、保持水源、改善生态环境等多

种作用[1]。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采用了多种植树造林的方

式，包括成片植树、点植、流沙防治等，积极探索新的

科技和方法，通过大力开展生态保护，让荒山变成青

山、荒漠变成绿洲，让三北地区彻底告别了过去荒芜的

景象，助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2��灌木林的定义和特点

2.1  灌木林的定义和分类
灌木林指的是以灌木为主要植物组成的林带。而灌

木的定义为高度一般在2-5米，具有多个分支，不固定于
一根主干，叶子较小，有时呈条状，主干较细则称为亚

灌木。灌木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

种生态功能和环境价值，如防护作用、水源涵养、土壤

保护和生态修复等方面。根据灌木林的植被特征和生态

学特性，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类：（1）常绿灌木林：常绿
灌木林主要分布在温暖湿润的地区，其植物群落以针叶

树和常绿灌木为主要组成，并且每年有一定的降水，适

宜植物生长。（2）落叶灌木林：落叶灌木林主要分布在
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受季节性气候变化影响，在冬季或

干旱季节植物会失去叶子，到春季或雨季时重新生长。

（3）针阔混交灌木林：针阔混交灌木林分布在山地或阔
叶林与针叶林交错的地区，由于气候和地形等因素的影

响，植被类型比较复杂，以灌木林为主要组成的景观相

当常见[2]。（4）岩生灌木林：岩生灌木林分布在山地或
沙漠地区，通常位于峭壁或山坡岩石裂隙之间，植物会

适应艰苦的环境条件，生长势弱，但能够有效控制土壤

的腐蚀，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5）草甸灌丛：草甸灌
丛主要分布在草原和荒漠地区，种植的灌木较为矮小且

茂密，并与草地混缀形成独特的植被景观。该类型灌木

林在荒漠化和沙化防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2.2  灌木林的生长环境要求
灌木林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下生长发育

的。不同种类和类型的灌木，对生长环境和生态条件的

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灌木林的生长环境要求较

为苛刻，需要满足以下几方面的条件：（1）光照条件：
灌木林对光照的要求较高，大部分灌木需要每天充足的

日照能量才能进行光合作用，从而完成生长和繁殖。因

此，灌木林一般分布在充满阳光的地方，例如山坡、溪

涧、沟谷等处。（2）水分条件：灌木林要求富含水分的
土壤和充足的雨水，水分缺乏会限制植物的正常生长。

一些特殊灌木，例如适应干旱环境的某些灌木，它们的

根系会向下延伸，寻找干旱季节的地下水源。（3）土壤
条件：不同种类的灌木对土壤条件有不同的适应性，例

如，落叶灌木对富含有机质的沉积土壤的生长条件较为

理想，岩生灌木对于岩石表面的微小生长空间具有较高

的适应性。（4）温度条件：灌木的分布和生长受到气温
和季节变化的影响。许多灌木种类，特别是常绿灌木，

对温度要求较高，需要受到邻近山坡和海洋等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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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以实现适宜的生长条件[3]。

2.3  灌木林的生态功能
灌木林的生态功能丰富多样，对于维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防风固沙。灌木林在
生长过程中能够有效地防止风沙侵蚀，减少风沙的堆

积；而且之所以能够固沙，是因为其根系系统一般比较

发达，可以在土壤中牢牢扎根，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

（2）涵养水源。灌木林能够促进水分的沉淀，提高地下
水位，维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且能够阻止水土流

失，保持水文平衡。（3）改善空气质量。灌木林可以极
大地减少二氧化碳浓度以及其他有害气体，从而使大气

中的氧气含量增加，改善空气质量，对于缓解气候变化

及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4）保护生物多样性。
灌木林是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不同种类的灌木可以为

不同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住所、食物和遮蔽，从而有利于

维护生态平衡。（5）生态修复。在环境恶劣的地区，经
过灌木林的种植和生长，可以帮助修复退化的地表环境

和生态。灌木林能够对环境进行修补，减少植被的破坏

和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4]。

3��三北地区灌木林的发展历程

3.1  回顾三北地区过去几十年的生态状况
“三北地区”是指中国的华北、西北和东北三个地

区，占据了中国总土地面积的近40%。由于多年的过度开
垦、滥伐，过去几十年，三北地区遭受着日益严重的生

态危机，荒漠化、沙化、水土流失等问题严重，造成了

严重的环境污染、自然生态系统的丧失和资源破坏。下

面我来回顾一下三北地区的生态状况。在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三北地区是中国主要的粮食和森林资源基地之

一，但在几十年的过度开垦和过度植被开采的过程中，

由于外力和人为的影响，三北地区的土地生态系统遭受

严重的破坏。部分地区植被覆盖率下降到不足5%，形成
了尘土飞扬、植被稀疏等严重的环境问题，面对日益严

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后，联合
全社会多方力量，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恢复工程，对三

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持续的恢复、保护和修复。三

北地区的生态恢复工程明显地带来了良好的生态改变，

一系列的防沙治沙措施有助于增加了植被覆盖率，并减

少了水土流失的风险，对人类生存和生态平衡都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5]。例如，黄河三角洲沙丘荒漠化的面积由

1960年代的3.1万公顷减小到了1990年代的3650公顷，靠
近内蒙古边境的防沙林带将沙漠化的土地减少了95%以
上。同时，交织着绿色带，沙漠变成了良田，荒漠化变

成了肥沃的土地。三北地区的生态状况亦有了持续改善

的趋势，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政府

及社会群体也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及可持

续开发利用，可谓是为后代留下了一片健康、美丽、绿

色阳光的土地。

3.2  分析灌木林在三北地区的开发利用历程
三北地区的土地多为丘陵山地和沙漠荒漠，由于自

然条件的限制和特殊性质，该地区的植被生长较为缓

慢，不适于大规模种植林木，故而在开发利用上，较多

的利用了具有耐旱抗寒、根系发达的灌木进行人工造

林。在灌木林的开发历程中，人们通过科研和实践探

索，将灌木林开发转化为灌木经济植被的经营管理，创

造了一项又一项的突破。下面就灌木林在三北地区的

开发利用历程进行分析：开始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

前）：灌木林在三北地区的开发利用始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在经验和技术的薄弱之下，主要通过人工种植等方

式实现。初步发展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初）：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三北地区加速推进了植被恢

复工程，各地开展灌木林的建设，灌木林的发展进入了

高速发展时期。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促使灌

木林的管理和利用工作得到加强。产业发展阶段（九十

年代初到二十一世纪初）：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

物质生产的发展，灌木林也由一种单纯的经济作物转变

为林业产业系统的一部分。在此时期，人们逐渐意识到

灌木林的建设与利用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将灌木林同传

统的农业和林业相结合，并逐渐建立了相关的产业规划

和政策制度。绿色发展阶段（21世纪）：进入21世纪，
全球环保意识增强，再加上三北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人

们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灌木林的开发利用开

始以生态修复的目标为导向，同时借助科技的力量研究

技术手段和实际管理技术的提升，以更为科学、更加环

保、更加稳定、可持续为基础的灌木林管理体制得到不

断完善[1]。

4��灌木林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科学研究，提高灌木林的适应性和抗逆能力
灌木林是三北地区的重要生态资源之一，是防止风

沙侵袭、促进生态恢复和美化环境的生态基础。在灌木

林地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加强对灌木

林的科学研究，提高灌木林的适应性和抗逆能力，才能

更好地实现灌木林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下面是关于灌

木林发展的对策与建议：（1）加强灌木林研究。对于灌
木的种类、栽培、保护及灌木林的生态恢复、生态建设

等方面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透过高质量科学研究，掌

握灌木林的生态特征和生态规律，为灌木林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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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支撑。（2）改进灌木林栽培技术，提高适应
性。栽培技术是灌木林发展的重要依托，对栽培技术的

不断改进和优化对灌木林的生长和发展意义重大。通过

改良土壤、施肥、灌溉和防护，加强灌木种植实践和技

术研究等功能，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提高适应性和抗

逆能力，促进灌木林的健康成长。（3）制定科学合理
的防护对策。三北地区沙尘暴、干旱等自然灾害常年发

生，对灌木林的成长和发展都会造成一定的威胁。制定

科学的防护政策和技术措施，可以有效地控制风沙、干

旱、病虫害和生态破坏等灾害的发生，保障灌木林的健

康成长和生产活动[2]。（4）注重消费产业的发展。在灌
木林的生产中，应建立灌木产业链，广泛开展生产加工和

深加工等业务，加强产品的销售和应用，拓宽今后产业发

展的广阔市场空间，同时使得灌木林发展更加有利。

4.2  加强灌木林的管理和保护，推动其生态功能的最
大化

灌木林是三北地区非常重要的生态资源，同时也是

重要的防风固沙绿化手段之一。然而，灌木林在长期的

经济活动中也受到过度开发、人为损害和过度放牧等问

题的困扰，对其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因此，加强灌木

林的管理和保护，推动其生态功能的最大化就显得尤为

重要和紧迫了。制定针对灌木林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于

灌木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同时实施灌木林经营场地、

栽培、伐证管理，抑制私自采伐、乱砍滥伐等活动，保

证灌木林中的各类物资获得合法性的商业行为和利用。

在灌木林的栽培和产业利用方面，要推广灌木林的回收

利用模式，确保资源被最大化应用与再利用。例如，编

织和旅游产业等。针对三北地区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应

采取合理的灌木林保护策略，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及

自然保护区，保障野生动植物数量和种群稳定，加强对

灌木林带的生态恢复和资源可持续利用。

4.3  制定相应政策和经济激励措施，提高灌木林的经
济效益

灌木林是三北地区的重要生态资源，具有防风固

沙、保育生态、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等多种功能。为了

提高灌木林的经济效益，制定相应政策和经济激励措施

是必要的。针对灌木林的经济利用，需要制定相关政策

条例，从土地使用权、财税等多个方面加强管理。同

时，制定灌木林经济产业布局规划，划分适宜区域，提

升灌木林的整体经济效益。推进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发

展模式。指导和推进地方政府主导的灌木林产业发展，

通过政府全方位的支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理

扩张，并以此为核心，为地方经济奠定更加坚实的基

础。引导农民适应农业现代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

打破传统灌木林经营模式的限定，采取现代技术手段，

提高灌木林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实施灌木林种植补贴政策。为鼓励灌木林种

植，可向农民和相关企业提供补贴和支持，增强灌木林

的竞争力。同时，扶持灌木林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和观光

旅游基地的发展，以此探索灌木林经济管理和经验[3]。
结束语

灌木林作为三北地区防护林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荒漠化和沙漠化的防治起到了重要作用。灌木林的发

展同时也面临了许多挑战，例如干旱、病虫害和非法采伐

等。因此，加强灌木林的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管理和建设

以及强化节约环保意识的宣传教育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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