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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6 月 5 日至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考察，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

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

“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要勇担使

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把祖国

北疆这道万里绿色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在建设美丽中国上取得更大

成就。

1978 年 11 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的重

大决策。40 多年来，老一辈工程建设者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新一代三

北人锲而不舍、接续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

领“三北”工程不断前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

着一茬干。

2021—2030 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

沙成果的关键期，是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本版推出

特别策划，从卫星遥感监测视角，展现“三北”工程建设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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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工程造林绿化常用树种

刺槐
豆科 刺槐属

豆科植物，落叶乔木。刺槐生

长快，萌芽力强，根系浅而发达，易

风倒，适应性强，为优良固沙保土

树种。其花可食用，是优良的蜜源

植物。

榆树
榆科 榆属

落叶乔木，生长快，根系发达，

适应性强，能耐干冷气候及中度盐

碱，在土壤深厚、肥沃、排水良好之

冲积土及黄土高原生长良好。

垂柳（柳树）
杨柳科 柳属

乔木，树冠开展而疏散，叶狭披

针形，锯齿缘，枝细，下垂。耐水湿，

可涵养水源，多用插条繁殖，也能生

于干旱处，可用于护岸林、水源涵养

林建设。

樟子松
松科 松属

乔木，喜光性强、深根性树种，能

适应土壤水分较少的山脊及向阳山

坡，以及较干旱的沙地及石砾砂土地

区。可作科尔沁、毛乌素沙地等区域

治沙造林树种。

侧柏
柏科 侧柏属

乔木，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地

区广泛分布，多用于石炭岩山地、阳坡

及平原造林。

梭梭
苋科 梭梭属

灌木或小乔木，耐干旱、盐碱，抗逆性强、根系

发达，常生于沙丘上、盐碱土荒漠、河边沙地等处，

在沙漠地区常形成大面积纯林，有固定沙丘作用。

柽柳（红柳）
柽柳科 柽柳属

灌木或小乔木，幼枝稠密细弱，常开展而下垂，红紫

色，叶鲜绿色，习性耐盐碱、干旱，适用于盐碱地、沙荒地

造林，也可栽于庭院、公园等处作观赏用。

沙拐枣
蓼科 沙拐枣属

灌木，具有抗风蚀、耐沙埋、抗干旱、耐瘠薄

等特点，枝条茂密，萌蘖能力强，根系发达，能适应

条件极端严酷的干旱荒漠区，是荒漠区典型的沙

生植物，也是防风固沙的先锋植物。

从卫星上看地球，近 20 年

的数据表明，地球正在持续变

绿，其中我国贡献最大，新增植

被覆盖面积约占全球新增总量

的 25%。

目前，我国人工林面积位

居 世 界 第 一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24.02%。“三北”工程区森林覆

盖 率 由 5.05% 提 高 到 13.84% ，

为 我 国 北 疆 筑 起 万 里 绿 色 屏

障 。 从 一 点 点 绿 长 成 一 片 片

绿 ，植 树 造 林 的 科 学 门 道 可

不少。

科学植树造林，树种选择

是关键。如果造林树种选择不

当，种植后苗木难以成活，浪费

种苗、劳力和资金；即便一开始

成活，后来生长不良，也难以成

林，发挥不了应有的生态、经济

和社会效益。我国的造林地多

种多样，南方、北方，平原、山

地，东部湿润地、西部干旱地，

肥沃地、贫瘠地，自然条件明显不同。因此，适地

适树是植树造林中树种选择的基本原则，就是要

使造林树种的特性和造林地的气候、地形、土壤等

自然条件相适应。

适地适树的目标有两个主要实现途径——选

地适树和选树适地。所谓选地适树，是根据当地

的气候、地形、土壤等条件确定主要发展树种后，

为其选择最适合的造林地；而选树适地是在造林

地确定以后，根据其条件选择适合的造林树种。

我国造林树种选择的成功例子有很多。比如

“三北”工程建设区，水分条件较差的内蒙古科尔

沁、浑善达克和毛乌素等沙地，选择柠条、沙棘等

灌木树种防沙治沙效果好；在水分条件较好的黑

龙江地区，则可选择兴安落叶松、红松等树种形成

大规模乔木林。又比如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当

年专家在调查中发现了一株华北落叶松古树，经

过论证后确定这一树种适合在该地区生长。由

此，一株“功勋树”成就了现在的“百万亩林海”。

在科学植树造林中，“向大自然学习”是我们的法

宝，充分考虑当地生态承载力，做到以水定林、以

养定林，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

适地适树还有两条实现途径。一是改地适

树，通过整地、施肥、灌溉等来改变造林地环境，使

其适合原来不适应的树种生长，这一点在生产上

应用很广泛；二是改树适地，通过选种、引种驯化、

育种等方法改变树种的某些特性，使其更适应造

林地的条件。

当然，树种选择也要考虑造林目的。用材林

树种选择要求速生、丰产、优质、稳定等；经济林则

要求早实、丰产、优质等；农田防护林要求抗风、速

生、根系发达、稳定、价值较高等；水土保持林要求

适应性强、抗逆性强、生长旺盛、根系发达、树冠宽

阔等；薪炭能源林要求速生、热值高、适应性强、综

合效益高等。

目前，我国造林树种的选择已经发展到适地

适种源、适地适良种的阶段。我国条件较好的造

林地基本实现了成功造林，剩余造林地多是“硬骨

头”，如盐碱地、石漠化山地、旱瘠石质山地、滨海

滩涂、干热河谷、风沙侵蚀土地等。总之，审慎科

学选择树种，锲而不舍植树造林，才能达到大规模

国土绿化的目的，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院长，本报记者

常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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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持：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韩秀珍、周芳成，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孙小龙，河北省气象局赵春雷

制图：耿维成、孙小龙、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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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把防沙治沙作为荒漠化防

治的主要任务，相继实施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退耕还林

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经过 40 多年不懈努

力，我国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重点治理区实

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保护生态与改善

民生步入良性循环，荒漠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面貌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年来，气象部门积极利用风云气象卫星遥感数据及产

品，发挥风云气象卫星多星组网、协同观测的优势，对我国防

沙治沙重点治理区域生态环境状况进行高时间分辨率和高空

间分辨率的动态监测评估。卫星遥感监测显示，2007—2022
年，“三北”工程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呈向好趋势，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年均增幅 0.4%，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优和良的面积占

比从 2007 年的 19.9%提高到 2022 年的 34.4%。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是卫星遥感监测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体系，反映一

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数值越大，代表生态环境

质量越好。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库布其沙漠、科尔沁沙

地、浑善达克沙地等重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充分

体现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成就。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专家分析，植被覆盖的改善是“三

北”工程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向好的主要原因。东北区、华北

区 、西 北 区 植 被 指 数 较 2000 年 以 来 平 均 值 分 别 增 长 了

21.9%、15.7%和 10.4%。

卫星遥感监测显示，2007—2022 年，塞罕坝机械林场生

态环境质量呈向好趋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年均增幅 1.6%，

2021 年达到自 2007 年以来最大值。植被覆盖度由最初的裸

地、低覆盖为主显著提高到超过 80%，转变为高覆盖。随着塞

罕坝地区生态向好，局地小气候不断改善。1961 年以来，塞罕

坝机械林场年降水量平均每 10 年增加 14.3 毫米，明显高于周

边地区 3.6 毫米的增幅。

持续向好的生态成就背后，是塞罕坝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

力，把塞罕坝从茫茫荒原上的“一棵松”变成今天的百万亩人工

林海，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向好。

卫星遥感监测显示，2007—2022 年，库布其沙漠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年均增幅 1.0%，2022 年达到自 2007 年以来最大值；归一化

植被指数年均增幅 0.9%，2020 年达到自 2007 年以来最大值。

卫星遥感监测显示，2007—2022 年，科尔沁沙地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年均增幅 0.5%；归一化植被指数年均增幅 1.5%。

近年来，科尔沁沙地降水呈现增多态势。气象监测显示，科尔沁

沙地区域年平均降水为 390.3 毫米，近年来该区域降水较常年偏多。

从长时间尺度来看，平均每 10 年降水增加约 2.224 毫米。党的十八大

以来，内蒙古通辽市加快推进国家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和项目，先后组织

实施“5820”“双百万亩”等一批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和收缩转移战略，

2021 年，科尔沁草原可持续性修复重大工程启动，科尔沁沙地综合治

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李红梅）

图①：位于新疆温宿县的柯柯牙绿化工程区域。

艾则孜·沙木沙克摄（人民视觉）

图②：甘肃酒泉市金塔县沙漠胡杨林景区秋景。

曹红祖摄（影像中国）

图③：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

本报记者 张 枨摄

图④：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大兴镇，群众正在“沙坨

子”上植树造林（摄于 2015 年）。 祁 煜摄（影像中国）

图⑤：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夏日景色。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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