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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塬面保护措施探索与研究
梁雪兰

泾川县水土保持工作局  甘肃  平凉 744300

摘要：随着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土壤流失和荒漠化问题凸显，为有效治理水土流失、保护脆弱生态系统，本文结
合黄土高原塬面脆弱的自然条件和主要退化机制，系统探讨了种草护塬、封山育林、建立水土保持设施等多管齐下的综合治理

对策。通过科学选择草木物种，优化配置植被结构，并辅之工程设施的建造，能显著减缓水土流失，改善立地条件，提高生态

系统稳定性。相关研究成果可为黄土高原及类似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和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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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塬面生态系统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植被退化，

不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必须采取

有效措施加以治理。党的十九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为黄土

高原地区生态保护指明了方向。探索创新塬面保护技术对策，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要求。

1 黄土高原主要塬种的退化机理
1.1 水力侵蚀作用

（1）暴雨冲刷

黄土高原地处中国内陆，气候干旱，植被较为薄弱。每

逢暴雨季节，大量降雨在无植被保护的情况下对黄土地表造成

强烈的冲刷作用。水滴打击和流水切割黄土土体，造成大量土

壤和养分流失。同时，水流还会切割地表，形成沟壑。如果沟

壑发育起来比较严重，还会形成山体崩塌。这些暴雨冲刷的作

用，破坏了黄土高原地表的完整性，加剧了水土流失，是黄土

高原塬种退化的重要机理之一。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

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黄土高原地区暴雨的强度和频率出现明

显上升的趋势，这无疑加重了水力侵蚀对黄土高原塬种的退化

作用 [1]。

（2）地表径流侵蚀

黄土高原地势高，坡度较大，植被较差，这些都使其很

容易产生地表径流。每当降雨时，地表水难以入渗，大量沿坡

面汇聚，形成折流。这些地表径流具有较强的动能，能够对土

壤颗粒进行切割、搬运。同时，地表径流中也含有大量泥沙物

质。当这些径流汇入河道后，蕴含的泥沙沉积在河床，导致河

床抬升，河床边缘不断后退，形成了堆积阶地。

地表径流的强烈侵蚀作用，加速了土壤侵蚀和泥沙流失，

改变了黄土高原的地貌形态，加剧了塬种的退化。

1.2 风力扬移作用
（1）风蚀作用加剧

黄土高原处于中纬度内陆，受到季风气候影响，冬春季

节风大，且植被较少，使得风蚀作用十分显著。强劲的风力对

黄土高原地表施加垂直载荷，对土壤颗粒进行直接打击，造成

风蚀粒和风蚀沙的释放。同时，强风产生大量旋风和风沙，通

过抛移、跳移和滚移等方式迁移风蚀物质。长期的风蚀作用破

坏了土壤结构，加速了泥沙流失，形成了许多风蚀洼地、风蚀

垄和风蚀沟等地貌。这不仅改变了黄土高原原有的地表形态，

还使得土壤肥力大为降低，加剧了塬种的退化。近年来，由于

过度放牧和全球变暖导致植被进一步减少，黄土高原地区出现

“绿洲效应”，即绿洲周围风蚀更为严重。

（2）植被破坏严重

黄土高原地处中国内陆，气候本就较为干旱。加之近年

来受全球变暖影响，降水进一步减少，导致自然植被愈发稀少。

同时，随着人口增长和生活方式改变，过度放牧使得剩余植被

遭到严重破坏。植被破坏后，暴露在地表的黄土更容易受到风

蚀的侵袭，大量泥沙流失使得土壤肥力急剧下降。这成为限制

黄土高原塬种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除了加剧风蚀外，植被退化

还会影响水分循环。缺乏植被保护的土壤更易受水力侵蚀，雨

水也难以渗透储存，这使得旱情加重。植被破坏还会导致生物

多样性下降，降低了黄土高原的生态系统稳定性。

2 黄土高原塬面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2.1 生物多样性低

黄土高原塬面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总体较低，主要表现

在种类单一和区系不完整。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

面：（1）黄土高原地处中国内陆，处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区，

气候干燥，热量相对不足，这限制了生物的种类；（2）历史

上频繁的人为破坏，如过度放牧、乱伐林木等，破坏了原有生

态环境，许多物种因无法适应而消亡。低的生物多样性使黄土

高原塬面生态系统的抵抗力较差，一旦发生强外力干扰，生态

系统难以通过调节达到新的平衡，退化现象明显。同时，生物

链的简单化也影响养分循环，长此以往，土壤肥力下降，不利

于植被生长。

2.2 自我修复能力差
黄土高原塬面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差，主要归因于该

区域气候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具体来说，黄土高原属于

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水热条件对生物生存已然极为严峻。植被

稀疏，一旦遭到破坏，缺乏积累的生物量和养分很难实现自我

恢复。此外，频繁的人为破坏如过耕、乱牧等，加速了生态系

统退化，超出了其承受能力。

差的自我修复能力使黄土高原面临着生态衰退的恶性循

环。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增加，物种减少，微环境变差，这

又反过来制约植被的更新，最终导致荒漠化。要扭转这一状况，

必须从源头上控制人为破坏，让生态系统苟延残喘；同时，可

以通过种草播种，引进优势物种等方式辅助系统恢复。

2.3 抗干旱能力差
黄土高原塬面生态系统抗旱能力差，主要源于该地区气

候环境的限制。黄土高原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降

水量少，而且分布不均，蒸发量大。这导致土壤中湿度长期偏

低。与热带雨林相比，黄土高原植被对干旱的适应性明显较弱，

绝大多数植物都依赖雨水生存。一旦遇到持续性干旱，植被很

容易发生大面积死亡。

差的抗旱能力使黄土高原塬面生态系统面临衰退风险。

气候变化导致高原地区干旱日益加重，植被难以为继。而植被

的减退又会使生态系统更加脆弱，加速土壤流失，降低土壤肥

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此外，差的抗旱能力也会影响农业生

产和牧民生计，威胁生态安全。

3 黄土高原塬面保护的对策
3.1 种草护塬

（1）选择适宜草种

黄土高原塬面生态脆弱，保护对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当地



216

2024 年第 16 期    数字化用户

216

设计与研究

的气候、水分和土壤条件，科学选择适宜的草种。（1）黄土

高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炎热干旱，草种必须耐热耐旱；（2）

土壤肥力较差，要选择对土壤营养要求不高的草种；（3）草

种还必须抗踏性强，不易被牲畜食害或人为破坏。结合以上原

则，建议选择羊草、冰草等为主，辅之以红三疏、黄囊苔等，

通过严密的草皮形成有效覆盖，减缓水土流失。

在草种确定后，还需要关注播种技术。黄土高原坡度较大，

使用航播手工播种结合，确保草种与土壤充分接触。同时，合

理确定播种率，避免过浓过稀，影响成活率。此外，选择草种

的生长旺盛期进行播种，并在头 3—5 年采取适当的人工管理

措施，控制杂草，促进目标草种建群。通过科学种草，能显著

提高黄土高原塬面生物量，增加土壤养分，改善微气候，有效

保护塬面生态环境 [2]。

（2）科学制定种草方案

科学制定黄土高原塬面种草方案，需要考量气候、水分、

土壤、地形等多方面条件，选择合适的草种和配套技术。

①是气候适宜性。黄土高原属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炎热、

干旱。草种必须耐高温、耐旱，羊草、冰草、黄囊苔等是良好

选择。②是水分需求。缺水是限制植被生长的主要因素，草种

要低耗水、高产水分。还可以建立雨水收集系统，供草地小灌

溉。适当增加林草结合，发挥“草木同构”作用。土壤条件也

需要考量，黄土高原土层较浅，土壤养分匮乏。选择对土壤要

求不高而又能固氮增肥的豆科绿肥草有利于改良土壤。此外，

合理确定播种密度和比例，避免单一品种过密；选择生长期播

种促进出苗。在技术手段上，可利用高效播种机械实现高质量

施草；采用护坡工程措施，减缓水土流失；并在头几年通过人

工围栏严格保护，控制草种成活率。

通过科学制定方案，优选适宜草种，配套技术手段，能

有效改善黄土高原脆弱生态，保护塬面环境。这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统筹考量各方面条件，因地制宜。

3.2 封山育林
（1）选择耐贫瘠树种

黄土高原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区，立地条件差，封山育

林必须选择那些耐贫瘠、抗寒、耐旱的树种。第一类树种是耐

干旱的松柏，如油松、黄山松、侧柏等。这类树种在水分稀缺

的环境下仍能生存，是黄土高原主要的乡土树种。第二类树种

可以选择锥栎、青冈等旱生落叶树种。最后还可以配置一些紫

核桃等经济林或食用林树种。同时还需要注意，应尽量在雨季

开始后的前半段造林，保证新栽或直播的幼苗在当年有两个月

以上的生长期，以利安全越冬 [3]。干旱、半干旱地区应结合天

气预报，尽量在连阴天墒情好时造林。

在培育管理方面，必须采取保护性措施。在树苗初期需

要人工加固或筑石墙保护，防风防蚀；同时，设置围栏严格限

牧限放牧，避免林木遭破坏。林区还可以开展间作，利他植被

改善立地条件。除人为管理外，还需要防火、防鼠、防病虫等

基础性工程措施。

通过科学选择树种，优化配置，采取保护性培育措施，

能有效治理贫瘠山地，建立稳定的人工林。这不仅能减缓水土

流失，提高土壤肥力，还可直接或间接带来木材、坚果、药材

等经济效益，真正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2）合理设计林带

黄土高原封山育林，合理设计林带格局，既要满足生态

保护的需要，又要兼顾经济价值，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统一。

①必须明确立地条件和保护目标，科学确定主导树种。

黄土高原以油松、侧柏等耐瘠林种为主，适当搭配一些落叶乔

木如青冈、云杉等。同时，根据海拔和坡向变化，采用带状配

置，高寒地区主植松柏，中低山区则以阔叶树为主。②合理设

计林带密度、宽度、长度比例。密度以不超过生态承载力为宜，

宽度以减轻风蚀效果为主，长度则要考虑水土保持和经济价值

的平衡 [4]。过密的纯林增加病虫害风险，过长影响开发效率。

最后，林带与农田草地的配比也需要研究。可以设置防护林带，

并利用林带空隙种植经济作物。同时，开展间伐、更新等措施，

保证林分生长壮实。

通过合理林带设计配置，能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

效治理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区域，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

3.3 建立水土保持设施
（1）兴建梯田

黄土高原地势复杂，大面积分布着 30 度以上陡坡。这些

陡坡存在重度水土流失，是生态修复的重点区域。建立水土保

持设施，尤其是梯田，能有效控制坡面径流，减缓土壤侵蚀。

①梯田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地形地貌特征。结合数字高程

模型，科学规划梯垄范围和梯面宽度、高度比，最大程度利用

地形落差增强滞洪作用。②梯垄的构建材料以当地石块为主，

并辅之草皮包裹，增强结构强度。梯田内部须配置排水系统，

防止洪水淤积。除基础工程外，维护管理也十分关键。要定期

检查梯垄体质量，及时除草；合理安排作物种植结构，控制面

源污染；并适度施肥，提高土壤肥力，保证系统运行。梯田工

程能增强陡坡稳定性，改善微气候，是黄土高原地区治理水土

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核心设施之一。但其建设和运行都需要

长期投入，还需配套政策支持，因此需要统筹考虑经济成本问

题。

（2）建造拦沙坝

黄土高原普遍存在严重风沙灾害，建造拦沙坝是治理风

蚀、固沙的重要设施。合理配置拦沙坝，能有效阻隔风流，减

速近地层风速，使风蚀力减小，从而达到固定沙丘、保护耕地

的作用。

拦沙坝的建造要考量地形地貌因素。沙地较多的平原低

洼处应重点布设；同时，要充分利用地形屏障，避开天然的“风

口”。材质上以稻草、芦苇等易得材料为主，成本较低；结构

形式可以灵活，但要足够牢固耐风。除基础设施外，运行管理

也重要。防沙林应配套种植，并在林带内外设置栅栏严格限制

放牧破坏，保证林带发挥作用。此外还要开展人工除草、补草、

围封保护等措施，维持拦沙坝的生态系统完整性。

通过科学设置拦沙坝并持续有效管理，能形成稳定的防

护网，有力治理黄土高原严重的风蚀荒漠化问题，保障区域生

态安全。这需要政府与民众的共同参与，才能取得显著成效。

结束语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推广，黄土高原塬面保护对策

也需要不断创新与完善，构建科学合理的技术体系。相关部门

与群众要积极参与，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科学评估保护措施效

果。政府还应加大资金支持，鼓励创新技术研发应用，为黄土

高原地区生态安全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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