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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种群、群落、景观水平上研究了浑善达克沙地退化状况及其原因。
通过试验地试验。
运用“以地养地”模式，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地，恢复浑善达克退化生态系统，同时实现社区的经济发
展。
通过对自然保护区恢复潜力和可行性的分析，将“以地养地”模式推广到全旗，实现全旗的可持续发
展。
    本书适合从事生态学、城市规划、农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亦可作为高
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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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言　　1.1　榆树以及浑善达克沙地榆树疏林　　本研究中的榆树为白榆。
白榆（Ulmus pumila l.）属于榆科榆属落叶乔木，树皮灰黑色，纵裂。
树冠圆球形，小枝纤细，灰色。
叶椭圆状卵形或椭圆状披针形，长2～8 cm，两面均无毛，间或脉腋有簇生毛，侧脉9～16对，边缘多
具单锯齿；叶柄长2～10mm。
花先叶开放，多数成簇状聚伞花序，生去年枝的叶腋。
翅果近圆形或宽倒卵形，长1.2～1.5 cm，无毛；种子位于翅果的中部或近上部；柄长约2mm。
花期3—4月，展叶期4月下旬一5月上旬，果期4—5月，落叶期10月。
白榆生长快，材质好，分布广，适应性强。
分布自东北到西北，从华南至西南（长江以南都系栽培）；朝鲜，苏联和日本也有。
枝皮纤维可代麻制绳、麻袋或作人造棉和造纸原料；树皮可制淀粉；嫩果、幼叶可食或作饲料；种子
榨油；木材可作家具、农具；果实、树皮和叶入药能安神，治神经衰弱、失眠。
白榆是喜光树种，耐寒性强，耐干旱、耐盐碱、抗风力强，不耐水湿，生长快，寿命长（中国树木志
编委会1981）。
　　白榆是我国固有的乔木树种，是出现于第三纪地层的古老树种之一。
在榆科树种中，它分布最广，面积最大。
世界上白榆主要分布在中国北部广大地区以及中亚、哈萨克斯坦、外贝加尔、西伯利亚、蒙古、朝鲜
等国家和地区。
根据《诗经》、《新疆图志》、《温国文正司马公集》、《曹州府志》等大量历史资料记载，我国古
代白榆分布很广，面积很大。
特别是黄河下游历史上曾有白榆天然林分布。
但是，由于几千年来人类生产活动、战争、人为破坏和自然灾害等的影响，白榆天然林面积不断缩小
，致使原来广大的自然分布区内现在很难见到大片的白榆天然林，只有在交通不便或未受经济活动干
扰的山谷、河滩或人烟稀少的内蒙古、新疆草原、荒漠地带才保存着。
但是，因白榆生长快、材质好、用途广、适应性强，在广大农业区，人们加速了对白榆的栽培和利用
，所以，白榆人工林面积不断扩大，成为普遍栽培树种之一（张敦论等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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