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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尚义县地貌’气候’土壤与植被 等 自 然 要 素 与 土 地 利 用 等 人 文 要 素 相 互 作 用 和 变

化表现出的整体分异!选取地貌与土地利用类型为主导标志!划分出了不同的景观生态类型&
将全县的景观生态分类系统分为两 个 级 别!第 一 级 分 为$类!分 别 为"$河’湖 滩 地 牧 农 景

观’%低缓丘陵农牧林景观’&高原平 地 牧 农 林 景 观’’坝 缘 山 地 牧 林 农 景 观’(河 川 沟 谷

农牧林景观’)石质低山牧林农景观’*黄 土 台 地 牧 农 景 观’+浅 切 割 中 山 林 牧 农 景 观#第

二级对应分为!%个亚类&针对各景观生态类的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问题!以景观生态学和景

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为指 导!为 退 化 生 态 环 境 的 恢 复 与 重 建 寻 求 切 实 可 行 的 生 态 工 程 途 径!
并对各景观生态类提出了相应的生态建设方略&
关 键 词"景观#分类#生态建设#尚义县

文章编号";###9#J$J$!##$%#!9#!==9#:

!!景观生态分类是土地分类的深化方向!也是新兴景观生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
相对于传统的土地分类法和景观分类法而言!景观生态分类法不仅考虑到景观的自然属

性!同时也考虑到景观空间形态的差异!克服了两者的缺点(%!<)&景观生态分类思想的实

质就是根据景观系统内部水热状况分布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形式的差异!以及人类活

动对景观的影响!统一考虑景观的自然属性’生态功能和空间形态特征!按照一定的原则

用系列指标反映这些差异!从而将各种景观生态类型进行划分和合并!并构筑景观生态分

类体系&目前!我国对景观的分类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的划

分#综合考虑地貌特征和土地利用现状进行的划分#以人类活动对景观的干扰强度或从景

观的功能入手进行划分#依据遥感手段获取地表覆被物的景观特征数据进行的分类(J)&有

关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荒漠化及其景观分类已有研究!如赵雪等对河北坝上沙漠化现状及

发展趋势’沙漠化过程及其环境要素的变化研究(=)#常学礼对坝上地区沙漠化过程对景观

格局影响的研究(")#袁金国等分析了河北坝上生态脆弱区土地荒漠化成因!并提出退化土

地的生态恢复重建措施($)#吴波对毛乌素沙地土地景观分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套适用

于农牧交错区荒漠化土地景观分类的方法(:)&但中温带半干旱典型草原农牧交错带中段县

域范围景观的生态分类研究尚未见&本文以地处该带的河北省尚义县为例!综合考虑自然

因素和人文因素进行景观生态分类研究!可为该县因地制宜生态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并可

为该带其他县的生态建设提供借鉴&

;!尚义县基本概况

!!尚义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张家口市北部坝上高原!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地理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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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北纬<#f<<g"<;f%!g!东经;;%f<:g";;<f!=g&东与河北省张北县接壤!西部’北部

与内蒙古自治区商都县’兴和县交界!南与河北省怀安县’万全县毗连!西南与山西省天

镇县相邻&东西宽JJ4!N?!南北长$$4$N?!总面积!=%!4<"N?!!人口;:万&全县按地

势地貌可以分为北部坝上高原区和南部坝下山地丘陵区两大地貌类型区&坝上高原区滩’
洼’岗丘交错分布!呈波状高原景观!海拔;!$#";=##?#坝下山地丘陵区为浅切割破碎

坝缘和沟壑纵横’山岭连绵的中低山区!海拔;#J#";J##?&气候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

季风气候!全年降水量少!降水期集中!年降水量在%J#"<##??之 间&尚 义 县 的 自 然

条件使得 该 县 具 有 两 个 主 要 特 性"自 然 地 带 的 多 重 过 渡 性 和 生 态 环 境 的 脆 弱 性 和 波

动性(;#)&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缓慢!长期传统掠夺式粗放农业经营方式导致经济落后与生态退

化的恶性循环!严重阻碍了该县高新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交通通讯条件较差!自给自

足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对外经济联系少!经济系统相对封闭!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单

一!产业结构层次低下!农牧业生产总值占该县国内生产总值的J#a左右!农业产业化

和深加工程度不高&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脆弱的农牧业!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很差&

!!景观生态分类的原则

!!组成景观的各要素和各子系统在景观中总是不均匀分布的!从而构成不同的景观生态

类型&景观生态分类是以它们发生的共同性和现代发展条件的相似性为基础(;;)!以人与

景观的相互关系为着眼点!具体表现在景观的结构与功能&景观生态分类应按照一定的原

则进行!其原则应与景观生态分类的用途和评价目的相联系&通常首先明确景观单元的等

级!依据不同的空间尺度或图形比例尺的要求来确定分类的基础单元#其次!景观分类应

体现出景观的空间分异与组合!也就是不同景观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景观分类要

反映出控制景观形成过程的主要因子(;!!;%)&景观分类包括单元确定和类型归并!前者以

功能关系为基础!后 者 以 空 间 形 态 为 指 标(;<!;J)&本 文 根 据 尚 义 县 的 景 观 生 态 环 境 特 征!
运用综合自 然 地 理 学’景 观 生 态 学 的 理 论 与 方 法!提 出 以 下 原 则 作 为 景 观 生 态 分 类 的

原则&

!"#!综合性原则和主导因素原则

!!景观生态系统的各组成要素和亚系统在一定的结构下密切联系!完成系统的总体功

能!使系统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稳定性(;=)&因此!在景观分类时!必须贯彻综合

性原则!目的是要保证所划分的类型单位!是一个该类型内各个体单位具有质的共同性&
由于组成景观生态系统的各要素在景观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某些要素对景观的结构’
功能和动态变化起主导作用(:)&在景观分类时!应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找出景观生态类

型分异的主导因素!作为景观类型划分的主要依据(;")&

!"!!相对一致性与差异性原则

!!景观是由不同生态系统组成的综合体!差异性是景观分类的基础#但在一定空间尺度

上!每一个组成景观的生态系统是相对一致的!即其内部的组成和结构具有相对一致性&
景观分类即将具有显著差异性的部分确定为不同的景观或景观单元!而将相对一致的部分

确定为相同的景观或景观单元&

!"$!人类与景观生态系统不可分割原则

!!由于人类活动对景观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人类活动成为划分景观生态分类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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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即使自然条件相对一致的区域!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景观

类型&由于土地利用是人地关系中最活跃的人类活动因素(;$!;:)!因此选择土地利用作为

景观生态分类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较好地反映出景观分类的实际情况&

!"%!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性原则

!!景观生态分类应力求做到为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统一提供科学依据!使自然

资源得以合理持续利用!生态环境走向良性循环!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

%!景观生态分类的方法

!!景观生态分类包括单元确定和类型归并两方面内容&一般途径是自上而下类型划分和

自下而上类型归并 $组合%相结合&我们在综合参考尚义县综合农业区划 $实为综合农业

自然区划%成果!结合总结近;=年该县生态建设经验基础上!重点对该县地域分异规律’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现状及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作了系统诊断#考虑景观分类的空间尺度(!#)

和景观单元的等级(!;)!提出该县景观生态分类系统包括景观生态类和景观生态亚类两个

等级的构想&

$"#!景观生态类型分异的主导因素

!!地貌形态是景观生态系统空间结构的基础!是个体单元独立分异的主要标志&因地势

地貌分异!尚义县分为北部坝上高原和南部坝下中低山地两大区域地貌单元!导致该县两

大地貌单元的气候水热条件差异&两大单元内部!中’小 地 貌 分 异 导 致 气 候’土 壤’植

被’水文的地方性分异!从而形成多种处境&可见某个景观类型所处的地貌状况是该县景

观生态类型分异的主要因素之一(;")&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状况间接代表景观生态系统的整

体功能&该县历史上是蒙古族游牧之地!近百年来不断加剧的农垦活动!导致自然景观发

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土地利用是该县景观生态分异的又一主导因素&两 者 均 具 直 观 特

点!可以间接甚至直接体现景观生态系统的内在特征!具有综合指标意义(!!)&基于以上

宏观分析!以下提出该县景观生态分类的具体方法&

$"!!景观生态分类方法

!!根据以上主导因素的分析!综合参考;VJ#万比例尺地貌类型图’土壤类型图’土地

类型图’土地资源图!;V;#万比例尺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年遥感影像解译成果和

有关文献!应用自上而下划分与自下而上归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景观生态分类&

$"!"#!自上而下划分方法!在上述分析研究基础上!景观生态类 $第一级景观生态分类

单位%个体单位以中等地貌形态单元组合和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现状为主导标志!参考高

级土地单位地方 $土地系统%组合的分布及类型!确定景观生态类的个体单位 范 围’类

型’界线&以中等地貌形态组合类型和土地利用类型作为划分景观生态一级分类单位的主

导标志&全县共划分为$个景观生态类&

!!在各景观生态类内!以初级地貌形态单元组合和农业土地利用 $经营%方式为主导标

志!参考中级土地单位限区 $土地单元%组合的分布及类型!确定景观生态亚类 $第二级

景观生态分类单位%的个体单位范围’类型’界线&应用类似上述划分景 观 生 态 类 的 方

法!以初级地貌形态组合类型和农业土地利用 $经营%方式!作为划分景观生态类型二级

分类单位的主导标志&全县$个景观生态类细分为!%个亚类&

$"!"!!自下而上的归并 方 法!在 自 下 而 上 归 并 的 组 合 途 径 方 面!以 高 级 土 地 单 位 地 方

$土地系统%类型为基础!结合土地利用类型现状和经营方式!进行逐级类群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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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土地类型图确定地方 $土地系统%个体单位及类型!即确定景观亚类个体

单位及类型!并根据野外土地利用经营现状调查和遥感解译结果!确定其界线!全县共有

!%个景观生态亚类&因此!地方 $土地系统%类型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进行

分类的结合单位&然后!应用地域组合规律!根据景观亚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将!%个

景观生态亚类归并为$个景观生态类&为保证该县景观生态分类系统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根据该县地域分异规律!参考农业区划成果!选定几条能全面反映景观生态分异的路线!
进行实地调研!检验’校正室内研究结果!做到室内研究和野外调研相结合!自上而下划

分和自下而上组合的有机结合&

<!景观生态分类方案

!!第一级景观生态类以中等地貌单元组合类型和农业生产类型命名!第二级景观生态亚

类以初级地貌单元组合类型’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及经营类型命名&尚义县景观生态分类等

级系统见表;!其中$至’类位于坝上高原区!(至+类位于坝下山地丘陵区&

表#!尚义县景观生态分类等级系统

*+,"#!C0+:9.A./98246+3:.7+5976+..-4-7+/-2324D=+3BA-7213/A

$河’湖滩地牧农景观类 %低缓丘陵农牧林景观类

$; 河滩旱耕地粮经饲种植业景观亚类 %; 岗地旱耕地粮草种植业景观亚类

$! 河滩草地牧业景观亚类 %! 岗地林地草地林牧业景观亚类

$% 湖滩旱耕地粮经饲种植业景观亚类 %% 梁地疏林草地牧业景观亚类

$< 湖滩草地牧业景观亚类

&高原平地牧农林景观类 ’坝缘山地牧林农景观类

&; 高平地旱耕地粮草种植业景观亚类 ’; 低山灌草地牧业景观亚类

&! 低平地水浇地粮经饲种植业景观亚类 ’! 丘陵旱耕地粮经草种植业景观亚类

&% 平地疏林草地牧业景观亚类 ’% 低山林地草地林牧业景观亚类

(河川沟谷农牧林景观类 )石质低山牧林农景观类

(; 沟坡草地林地牧林业景观亚类 ); 山顶疏林地灌草地林牧业景观亚类

(! 谷底水浇地粮经林果种植业景观亚类 )! 坡地草地林地旱耕地牧林农业景观亚类

(% 谷底旱耕地粮饲种植业景观亚类

*黄土台地牧农景观类 +浅切割中山林牧农景观类

*; 梁塬顶部旱耕地粮草种植业景观亚类 +; 中山顶部疏林草地林牧业景观亚类

*! 梁坡灌草地牧业景观亚类 +! 坡地中部林地牧草地林牧业景观亚类

+% 山前台地旱耕地粮饲种植业景观亚类

!!该县景观生态类型图 $仅有一级类型单位!二级类型单位从略%!如图;&

J!主要景观生态类型的生态建设方略

!!北方农牧交错带中段是京津’华北的重要生态屏障!目前土地荒漠化 $主要 是 沙 漠

化%治理任重道远&首先!要构建该县经济可持 续 发 展 战 略(!%)!调 整 农 村 产 业 结 构(!<)!
建设生态产业!将以农为主转变为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第二!探求 +小面积搞生产!大

面积搞生态,的高效而安全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格局(!J!!=)!扩大生态建设用地!减少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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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尚义县景观生态类型图

O@E4;!WUPBT2QBI232E@I7337DHTI7PB2Q0S7DEU@I2CDRU

地!基于 水 资 源 实 施 植 被 恢 复 建

设!以自 然 恢 复 为 主!自 然 恢 复

和人工植被相结合!以草灌为主!
草灌乔结合(!")!发展人工草地与

饲料地!结 合 山 地 水 土 保 持 防 护

林带 与 灌 草 护 坡 带!保 持 水 土!
防风 固 沙’培 育 土 壤&第 三!探

索典 型 地 域 景 观 生 态 建 设 方 略!
如 典 型 地 域 生 态 农 业 模 式 研

究(!$)!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在

以上研 究 基 础 上!该 县 景 观 生 态

建设应以 景 观 单 元 空 间 结 构 的 调

整和重 新 构 建 为 基 本 手 段!包 括

调整原 有 的 景 观 格 局!引 进 新 的

林草景 观 组 分 等!以 形 成 新 的 景

观结构!改 善 受 胁 迫 或 受 损 生 态

系统的 功 能!大 幅 度 提 高 景 观 生

态系 统 的 总 体 生 产 力 和 稳 定 性!
将人类活 动 对 于 景 观 演 化 的 影 响

导入正 向 的 良 性 循 环(;%!;J)&根 据

第一级 各 景 观 生 态 类 自 然’经 济

条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结合该县

生态建设的经验总结!提出具体的生态建设方略如下&

L"#!河"湖滩地牧农景观类生态建设方略

!!该景观类分布’主要特征及其存在问题"广泛分布于尚义县的最北部察汗淖及河流沿

岸附近!地势为坝上最低之处!为湖相盆地&土壤类型多为盐化草甸土’栗钙土’草甸栗

钙土!土质黏重!察汗淖周围盐土面积约近%###S?!&由于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加之干

旱少雨’不合理灌溉和超载放牧!导致土地盐碱化日益严重&草地质量低下!多属低湿草

甸类&长期以粮为 主!忽 视 牧 业!农 业 结 构 与 资 源 特 点 不 适 应!导 致 生 态’经 济 恶 性

循环&

!!生态建设方略"治理盐碱地的关键生态工程途径有"农业工程技术措施!铺砂压碱!
铺砂可抑制盐分上升!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增施有机肥!精耕细作!可减轻盐碱危害&生

物措施主要是增加植被!在重度盐碱地上培植芨芨草’枸杞及碱蓬等耐盐碱植物!待盐碱

变轻后可种植草木樨!在中度盐碱地上种植草木樨’紫花苜蓿’披碱草等!待土壤理化性

质变好后可种植莜麦’蚕豆’甜菜等!在湖淖周围可种植耐盐碱的灌木和胡杨等乔木防护

林!同时!积极发展薪炭林和饲料林&树种要因地制宜!平滩厚土主栽杨树’榆树!以拧

条’柳树为辅!平滩薄土主栽榆树’拧条!以杞柳为辅#实施水利工程措施!建立排水系

统!降低地下水位!引洪水洗盐碱!排出洗盐碱后的高矿化水!并为盐碱留出必要空间!
是治理盐碱地的基本措施#改良草滩!实行围栏封滩育草!恢复 植 被!促 使 其 自 行 脱 盐

碱&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建立以牧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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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低缓丘陵农牧林景观类生态建设方略

!!该景观类分布’主要特征及其存在问题"主要分布在县中部坝缘山地以北的八道沟’
炕塄’七甲’南壕堑等乡镇&水土条件较好!多数地方地下水资源相对丰富!土壤以草甸

栗钙土为主!比较肥沃!农业产量较高&气温为全县最 低!无 霜 期 短&地 势 多 为 坡 梁 岗

丘!天然草场集中连片少!分布零散#东部为石质丘陵!不便耕作#西部二阴湿地受次生

盐渍化威胁严重&

!!生态建设方略"其生态治理途径主要是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改善灌溉条件!防止次生

盐渍化扩大!充分利用河流下游水利设施!集约发展水浇地#不适宜耕作的坡梁岗地坚决

实施退耕还草灌!;Jf以上坡耕地全部退耕!;Jf以下的缓坡耕地可修建成灌草为埂的基本

梯田&退耕地种草养畜!逐步实现舍饲圈养#调整种植业结构!适当扩大蔬菜等经济作物

的种植比例!努力提高单产&营造农田’草场防护林!搞好水土保持&

L"$!高原平地牧农林景观类生态建设方略

!!该景观类分布’主要特征及其存在问题"主要分布在大营盘乡与大青沟镇大部!八道

沟乡及七甲乡小部分地方&地下水资源稀缺!为全县旱区!地势较为平坦!土壤类型以间

黏性栗钙土和风积物栗钙土居多!表土质地多为沙壤&土质贫瘠!为全县主要风口集中之

地!风蚀严重!由于过度农垦和超载放牧!导致草场退化和土地沙化严重&

!!生态建设方略"其生态环境治理途径有"营造基本草场’农田防护林和防风固沙林是

确保该景观类农牧业稳定生产和防治土地退化的主要措施之一&农田防护林基础尚可!但

营林标准低下!林带残缺不全!防护效益低下&在规划建设新的防护林体系的同时!加强

原有林带的管理和改造&建设农田’草场林网复合模式!建立网格状农林草复合生态系统

和林带网络状结构的草地复合生态系统!后者的林带作为草原生态系统的异质要素!可以

有效地起到围栏护草的功效#主栽杨树’榆树’拧条等乔灌混交!并加强抚育管理#在土

地沙化严重地段全部进行退耕还草灌!平均每人保留约#4!JS?!耕地为宜!以种植粮油饲

料为主!集约经营!提高单产#在潜在土地沙化的低平地地段!建立草田镶嵌式复合生态

系统#作为牧草地景观的镶嵌斑块耕地!为维持其稳定性可以增设异质林带!形成新的结

构稳定的林网化异质农田生态系统&坚持以草为主!草田结合!以牧为主!牧农结合!为

牧而农!牧农林全面发展的方针!把不稳定的农田生态系统与较稳定的草地和森林生态系

统相结合!使牧农林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L"%!坝缘山地牧林农景观类生态建设方略

!!该景观类分布’主要特征及其存在问题"主要分布在坝缘山地沿线一带&丘陵起伏!
沟壑较多!多数地方土壤肥沃!质地适中!暗栗钙土广泛分布!降水量在县内坝上部分中

相对较高!水资源较丰富!是全县林地较集中的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陡坡垦殖与

过牧导致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农业土地利用中耕地比重偏高&

!!生态建设方略"其生态环境治理途径主要为封山育草’植树造林!开展小流域综合治

理!主要措施是围栏封育与植被改造&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水土流失程度较低的地段!
主要以封山育林’育草!以自然保护’恢复为主&对自然条件中等’水土流失程度中等的

地段!植被恢复则以改造为主!;Jf以上坡地全部退耕!在阴坡营造落叶松!阳坡营造樟

子松’山杏!沟底营造良种杨树!发展用材林&加强现有林木的抚育管理!严格控制采伐

数量&在土层较厚’立地条件较好的坡麓地段!在水土保持的条件下也可 以 发 展 草 田 轮

作!其周围靠近坡折线地段可设立灌草丛带防护农田&调整种植业结构!在稳定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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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在河谷地段扩大蔬菜种植面积!改善灌溉条件!发展集约农业&

L"L!河川沟谷农牧林景观类生态建设方略

!!该景观类分布’主要特征及其存在问题"主要分布在坝下瑟尔基河及其支流 两 岸 的

二’三级阶地!成狭长的条带状分布&地势低平!水热条 件 较 好!河 谷 平 地 淋 溶 物 质 汇

集!土层较厚!肥力较高!是较好的农用地&存在的主要 问 题 是 荒 坡 面 积 广 大!植 被 稀

疏!水土流失严重!沿河两岸大量林木被砍伐!易发生洪涝灾害&

!!生态建设方略"封坡封沟育草育林!搞好小流域治理&在河谷上游建设水源涵养林!
沿河两岸要搞好护岸工程!在坝外造护坝林!坝内河滩’河汊发展用材林’经济林&建设

田间水利工程!集约经营沿河农田&农业发展方向应为利用沿河两岸水浇地发展蔬菜’药

材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利用荒坡造林种草发展林牧业&

L"M!石质低山牧林农景观类生态建设方略

!!该景观类分布’主要特征及其存在问题"主要分布在小蒜沟’永胜地’勿乱沟及甲石

河等乡&西部降水量较多!土壤为暗栗钙土!草场广阔!草质较好!多为山地草甸草!少

数为灌草丛!是优良天然牧场分布区#东部土壤以栗钙土为主!多数土层较薄!阴坡土层

较厚!植被较稀疏&存在的主要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种植业为主!坡地开垦较多!超载放

牧!植被退化!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生态建设方略"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草场资源&对水土流失严重地段开展小流域综合

治理!进行封山育林育草!恢复植被&划定一部分质量较高的牧草地实行轮牧!其余草场

封禁育草!作为人工打草场&积极建设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林草结构应为乔灌草相

结合的多层结构!如乔灌草混交’乔草混交和草灌混交等!阳坡 营 造 灌 木 林!主 要 是 山

杏’锦鸡儿’沙棘等!阴坡营造落叶松’油松&;Jf以上坡地基本退耕!少数保留地段要

实施坡改梯工程#小 于;Jf的 坡 地 要 实 施 坡 改 梯 工 程!一 是 实 行 草 田 带 状 间 作’轮 作 模

式!以豆科牧草为主!把作物和豆科牧草沿等高线隔带种植!若干年后再互换粮’草带!
二是实行林粮间作模式&在丘陵顶部!由于风蚀强烈!植被稀疏!宜发展灌草植被!可先

植草!草发育以后再植灌木&今后发展方向应以牧为主!牧林农结合!调整种植业结构!
为牧而农!稳定粮食生产&

L"N!黄土台地牧农景观类生态建设方略

!!该景观类分布’主要特征及其存在问题"主要分布在下马圈和甲石河两个乡!总面积

相对较小&海拔高度不等!多为黄土!在坡麓处堆积或再次搬运覆盖于低山背风坡上!个

别地段经多次搬运堆积!土层较薄&存在主要问题为沟蚀严重&

!!生态建设方略"塬面地势平坦!但土层较薄!肥力不高!应推广有机旱作农业技术!
提高土壤保土保水性能!塬边种植灌木防护带!进行固沟保塬堤坎工程的建设&塬面发展

粮食作物和饲草作物!塬坡以牧草种植为主!缓坡构筑水平梯田!多数坡地应退耕还林还

草!并沿坡面建立灌木防护带&

L"O!浅切割中山林牧农景观类生态建设方略

!!该景观类分布’主要特征及其存在问题"主要分布在该县南部小蒜沟和下马圈等乡!
以及大青山和大火堆山&该两山山顶部气温低!其他大部分地方温度比坝上高原高&除大

青山植被覆盖和水土条件较好之外!其他地方荒山荒坡面积广大!植被稀疏!土壤多为淡

栗钙土和山地薄中层栗钙土!有机质含量低!土壤肥力较差!南部经济 $果%林 面 积 较

大&由于山势陡峭!坡地垦殖导致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原有经济 $果%林管理粗放!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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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低!质量差&

!!生态建设方略"封山育草造林!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开展小流域治理&!Jf
以上坡地全部退耕!在坡陡或坡面破碎的地方可采用鱼鳞坑或水平沟与坑穴结合的方法!
进行整地种植针阔混交林&在立地条件一般的坡地!首先人工种植灌木!物种多选用豆科

胡枝子’紫穗槐等饲料林!既抗瘠耐旱!又可以固氮肥地!待有机质积累较多时再发展成

疏林灌丛地&河谷平地多发展灌溉农业!山坡中部营造水土保持林!山顶加强管理!有限

度合理轮牧#南部热量条件较好地段发展林果&今后发展方向!应走林牧为主!林果牧农

并举!全面发展的路子&

=!结论

!!应用综合自然地理学’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北方农牧交错带中段典型县进行

景观生态分类研究&以地域分异规律为指导!以生态土地类型为基础!以地貌形态组合类

型和土地利用类型为主导标志!选取河北省尚义县进行景观生态分类#全县景观生态分类

系统分为两个级别!第一级分为$类!第二级对应细分为!%个亚类!因地制宜对第一级

各景观生态类提出相应的生态建设方略&该研究可为当地生态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并对北

方农牧交错带中段生态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第二级景观生态亚类的生态建设!我们将另拟

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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