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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种质资源库是开展植物学研究的试验基地，是收集、保存和栽培

各种各样植物种质资源和品种的基因库，也是开展植物学科普、教学

的重要基地，是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结合甘肃中部干旱

半干旱区园林绿化、荒山造林树种单调，优良品种匮乏，选样与配置

不当的实际问题，我们开展了干旱区优良木本植物栽培试验研究工

作。以干旱区荒山造林树种和城镇绿化树种为主体，广泛搜集、保存

和繁殖培育乡土木本植物重要种类和遗传资源，引进和筛选优质适

生的林木品种，建立设施完备、树种多样、种质优化、管理科学的林木

种质资源库，并将其打造成木本植物种质创新选育和开发利用的试

验研究平台，为甘肃省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和城市园林绿化提供适宜

的林木新品种和优良种苗。集成种质、技术和人力资源，深入贯彻落

实国家种质资源保护战略，丰富干旱半干旱区的树种资源，优化、调

整林业抗旱造林和城市园林绿化的树种结构。

本丛书以“甘肃中部干旱半干旱区适生树种资源库建设”为基

础，是对定西市巉口林业试验场多年以来引进和栽培树种成果的

汇总。经过编写组认真细致的实地调查显示，目前共保存木本植物

35科 59属 129种。其中，裸子植物 3科 7属 15种，被子植物 32科 52
属 114种（双子叶植物 31科 51属 113种，单子叶植物 1科 1属 1种）。

第一辑着重介绍甘肃中部干旱半干旱区适生树种及银杏科、松科、柏

科、蔷薇科、桑科、榆科和豆科等 7科 23属 57种植物的生物学特性、

生态习性和栽培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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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论

第一章 概 论

甘肃中部半干旱地区主要包括安定、通渭、陇西、临洮、榆中、永

靖、秦安、庄浪、会宁、永登、东乡、环县、静宁等 18个县（区），总面积

6.96万 km2，大部分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这里缺林少草，干旱多

灾，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劣。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

业，恢复植被，保土蓄水，是改善生态环境、调整农业结构、提高生产

力和群众生活水平，使人民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为达此目的，该区

的林业工作者及其同行们长期以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了大量的

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造林树种单调、选择与配置不

当等原因，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20世纪 50年代榆、杏上

山，成功的不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力发展杨树，在降水量较多

（≥500mm）地区或较优越的局部环境条件下生长较好，在生态或经

济方面都已发挥了一定效益；而在大面积的荒山荒坡，造林初期林木

生长良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生长愈来愈差，病虫危害严重，遇到大旱

年份枝枯叶死，或长成“小老树”，难以成林成材，形成低产林分。因

此，人为地选择引进适宜定西北部地区生长、抗旱耐寒的优良树种，

丰富当地树种资源，尽快解决该地区造林绿化树种单调的实际问题，

始终是本区林业工作者的重要课题。

引种试验基地设立在定西市以北 23km处的巉口林业试验场，地

理位置东经 104°29′，北纬 35°46′。海拔高度为 1800～2200m，属黄土

高原的丘陵沟壑区，为黄河中游以苦水著称的祖厉河流域关川河支

流地段，典型的大陆型气候。土壤属灰钙土类，以淡钙土为主，pH值

为 7.5～8.5。据该场 34年的气象观测资料，年平均气温 6.8℃，1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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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气温-7.9℃，极端最低气温-29.7℃，平均气温 19.3℃，极端最高气

温 38.5℃，气温平均日较差为 14～19℃，初霜期在 9月下旬，终霜期在

4 月下旬，无霜期 152d，≥10℃的活跃期积温 2124.8℃，稳定期间为

121d。年平均降水量为 386.3mm，年平均蒸发量为 1618.6mm，为降水

量的 4倍以上。年平均相对湿度 72%，年平均日照时间为 2052.7h，干
燥度 1.9。其总的自然特点是：墚、峁、沟、坡纵横交错，地形破碎；降

水量少且分配不均，气候干燥，光能充足；植被稀少，土壤瘠薄，水土

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

该区属典型的干草原区，天然植被约 42科 92属 200余种，主要

是多年生草本或灌木半灌木。草本植物以菊科（Compositae）蒿属

（Artemisia）、蔷 薇 科（Rosaceae）委 陵 菜 属（Potentilla）、禾 本 科

（Grtemiceae）针茅属（Stipa）占优势，在各种地形上形成基本植物群

丛 。 天 然 灌 本 主 要 有 白 刺（Nitrayana sibirica）、枸 杞（Lycium

chinense）、川青锦鸡儿（Caragana stenophylla）、红花锦鸡儿（C.rosea）、

毛掌叶锦鸡儿（C.leveillei）、红花岩黄芪（Hedysarum mull tijugum）、细

叶小檗（Berberis poiretii）、小叶铁线莲（Clematis nannophylla）、红砂

（Reaumuria soongorica）等。本区无天然林分布，人工栽培历史较悠

久的乔木树种主要有杏（Prunus armenicana）、白榆（Ulmus pumila）、

旱 柳（Salix matsudana）、椿（Ailanthus altissima）、青 杨（Populus

cathayana）等，均系村庄附近零星栽培的小面积人工林。

00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