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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更新优化西北干旱区农田防护林体系的建议

防护林是干旱区农田生态系统的重要屏障， 在改善

区域小气候、 减轻和防御各种农业灾害、 保证农业生产

持续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干旱区生态建设

工作不断深化、 区域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经营模

式转变， 农田防护林的功能和作用发生了一定变化。 目

前的防护林体系已不能很好满足新形势下干旱区经济、
社会和生态发展需求， 亟需进行更新优化， 更好发挥其

在农业生产保护和生态防护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 干旱区农田防护林体系现状

干旱区农田防护林体系主要是国务院批准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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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 防护林工程建设。 “三北” 工程建设范围东起黑

龙江宾县， 西至新疆乌孜别里山口， 总面积 ４０６ ９ 万平

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 ４２ ４％。 自 １９７８ 年实施以来累计

完成造林保护 ３０１４ 万公顷， 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 ５ ０５％
提高到 １３ ５７％， 生态状况明显改善， 年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价值达 ２ ３４ 万亿元。 西北干旱区防护林体系建

成后， 区域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生态环

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为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 但随着区域生态建设需求、 种植业结构及农业生产

经营模式等各方面因素的变化和调整， 现有防护林体系

逐渐显现出林木树种单一、 林网规格不满足生产需求、
水分补给不足及防护范围受限等问题。

二、 存在问题

一是由于林木树种单一、 稳定性不高， 导致防护林

体系逐渐退化。 杨树属高大落叶乔木， 因成林成材快、
繁殖容易等特点成为干旱区农田防护林的首选树种， 在

干旱区防护林体系中占 ７０％以上。 但杨树树龄较短 （平
均 ３０—４０ 年）、 病虫害防御能力低， 在单一树种配置情

况下， 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存在突出问题， 有的区域早

期建设的防护林体系出现杨树大面积死亡、 林网逐渐退

化等情况。
二是现有林网规格偏小， 胁迫作物生长并制约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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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发展。 如河西走廊地区防护林网宽度大多都

设置在 ８０—１００ 米以内， 有些区域甚至在 ５０ 米以下， 其

主要目的是为有效减少干热风对小麦生产的危害。 但近

年来河西地区的种植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玉米 （包括制

种玉米）、 蔬菜、 中药材等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持续增加，
小麦种植面积不断减少， 一些地区甚至不足 １％ （如张

掖市临泽县）， 原来针对小麦干热风危害设计建植的小

林网已不再适宜， 但其胁地效应 （靠近林带一定范围内

的农田， 由于地上部分树冠遮荫遮光， 地下部分树根深

入农田与作物夺水肥， 致使农作物植株低矮、 晚熟、 减

产） 却日益凸显， 对相邻农作物的生长发育造成危害。
研究表明， 农田防护林可造成林带以内 ２０ 米范围的玉米

减产， 减产幅度达 ７０％以上。 小规格配置的林网分割农

田， 导致农田碎块化严重， 对机械化作业造成较大障

碍， 不利于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
三是干旱区地下水位下降及农业节水技术普及， 使

防护林水分补给受到限制。 干旱区地下水的开采呈增加

趋势。 ２０１８ 年河西内陆河流域的酒泉、 张掖、 武威市地

下水超采区 １ ３３ 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超采区面积的

８１％， 境内分布大量地下水漏斗区， 最大的武威盆地武

南—黄羊镇降落漏斗， 年末面积达 ７６０ 平方公里。 地下

水是防护林的主要水分补给来源， 超采导致的地下水位

下降使防护林水分补给受到限制。 通过农田灌溉对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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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间接的水分补给， 由于节水农业的发展而减少： 为防

止灌溉渗漏， 区域内原有输水管道进行升级， 基本上由

Ｕ 型渠、 低压管道等代替原来的土渠， 通过渠系渗漏对

防护林的水分补给被切断； 农田节水灌溉技术日趋普

及， 喷灌、 滴灌等高效节水技术大面积推广， 通过大水

漫灌对农田周边防护林的水分补给没有了。 防护林水分

补给受限， 是导致区域农田防护林大面积死亡的一个主

要原因。
四是绿洲面积不断扩张， 原有防护林体系需进一步

延展。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西北干旱区农业土地大

面积开发， 绿洲面积持续扩张。 从 １９７５ 年到 ２０１７ 年，
河西走廊绿洲面积从 １ ４８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２ １４ 万平

方公里， 增加了 ４４ ８％， 年均增加 １５７ 平方公里。 绿洲

扩张后， 原有防护林体系需进一步延展以适应新的绿洲

格局， 实现防护区域生态安全和绿洲稳定。
三、 对策建议

一是农田防护林的改造， 可作为干旱区人工植被建

设的重点。 近年来各项生态建设工程不断实施， 干旱区

人工植被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并向绿洲外围的荒漠区推

进， 一些戈壁、 荒漠已成为造林重点区域。 但荒漠区水

资源稀缺， 远离人类居住区， 大规模造林后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和后续管理存在问题， 且生态效益不突出。 因

此， 应更多关注绿洲内部区域的生态建设， 而对绿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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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农田防护林的改造既能体现区域生态建设的规模和效

益， 也能为干旱区生产生活的保障提供基本需求， 可作

为干旱区人工植被建设的重点。
二是制定长期规划， 分区域分步骤完成防护林网升

级改造。 防护林体系的升级改造包括已退化防护林的清

除和新防护体系的建设， 应设计好整体布局模式， 明确

防护林网建设的最终目标， 并在开展合理性论证的基础

上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长期建设规划。 与国土资源规

划相结合， 严格在规划限定的框架和区域内开展改造。
分区域、 分步骤逐步实施防护林的改造， 宜先建好新的

林网系统， 再对旧的、 已退化的林网系统进行清除。
三是科学设计林网规格， 建设多树种、 多功能、 多

样化的防护林体系。 根据不同区位特点设置绿洲防护林

体系的规格， 绿洲中心和内部系统相对稳定， 受到风沙

侵袭威胁较小， 且是农业生产比较集中的区域， 防护林

规格可考虑设置在 ２００ 米以上； 边缘绿洲区域受外围风

沙危害程度较重， 防护林的防护功能相对比较重要， 林

网规格可适当缩减至 １５０ 米左右。 针对干旱区农田防护

林体系树种更新和配置模式开展研究， 通过新品种的引

种筛选选择适宜区域环境特点及不同功能定位的农田防

护林树种。 为减缓病虫害危害、 改善区域生物多样性，
在主林网配置上引入云杉、 侧柏、 樟子松、 垂柳、 国槐

等耐瘠薄抗旱性强的树种， 营造多树种林带、 组成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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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网结构， 增加防护林系统的稳定性。 在增强生态防护

功能的同时考虑经济效益的改善， 可将干旱区防护林体

系的更新优化作为干旱区生态农业建设的一部分， 在副

林带配置果树、 枣树等经济树种， 提升防护林体系生态

服务价值。
四是与路网、 渠系等体系建设改造相结合。 防护林

网建成后仍需维护管理， 灌溉水的保障十分重要。 公路

和渠系也需要防护林网的保护， 宜与路网、 渠系等体系

建设和防护林网的改造相结合， 既能保障防护林建成后

的后续灌溉、 使林网远离农田减少其对农作物的胁迫影

响， 又可保障风沙对公路和渠系的侵袭破坏。
五是建立长效管理和综合监测评估体系， 确保防护

效益持续稳定。 防护林建成后仍需长期养护和后期管

理， 包括灌溉保障、 病虫害防护措施、 树种修剪及防止

采伐等。 各地防护林体系的建设是否合理、 建设成效是

否显著， 需要进行科学评估， 宜建立科学统一的综合评

价体系， 保证防护林体系建设顺利实施， 为干旱区生态

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综合信息处据中科院西北院杨荣、 赵文智、 何志

斌、 苏永中研究员材料整理）

　 报： 省委常委，副省长。
　 送： 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驻省委办公厅纪检监察组组长。 存档。

（共印 １２０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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