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灌木林是指由灌木树种或灌木树种占优势组成

的植物群落，与针叶林、阔叶林、竹林统称为我国的4
大森林类型。灌木为多年生木本植物，通常无明显主

干，树高大多在3 m以下，一般不超过5 m。灌木是宝

贵的生物资源，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栽培树种，

适应性强。许多灌木具有耐干旱、耐盐碱、耐瘠薄、耐

风蚀、耐高寒、耐平茬等特点，根系发达，生命力强，自

我繁殖快，具有显著的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涵养水

源、美化环境等生态效益。内蒙古自治区具有丰富的

灌木林资源，灌木林资源面积约占内蒙古森林资源面

积的1/3。灌木林资源的保护与发展，在构建内蒙古

自治区生态安全屏障、维护生态安全及建设生态文

明、可持续发展地方国民经济中地位非常突出。

1 研究区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全区）地处我国北部

边疆，界于北纬37°24′~53°23′，东经97°12′~126°04′
之间，从东到西直线距离 2 400多千米，南北跨距

1 700多千米，北部同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接壤，国

境线长4 200 km，国土面积118.3万km2,占我国国土

面积的 12.3 %。内蒙古属于典型的中温带季风气

候，具有降水量少而不均匀、风大、寒暑变化剧烈的

特点。总的特点是春季气温骤升，多大风天气，夏

季短促而炎热，降水集中，秋季气温剧降，霜冻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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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来，冬季漫长严寒，多寒潮天气。因受海洋季风

影响强弱的不同，由东向西依次形成了湿润、半湿

润、半干旱、干旱、极干旱等多种气候区域。由于自

然条件的地区差异，在湿润地区形成了森林生态景

观，在半干旱地区形成了草原生态景观，在干旱地

区形成了荒漠草原与半荒漠生态景观，在极干旱地

区形成了荒漠生态景观。在这种特殊的气候和地

域环境上生长着多种多样的植物资源，其中灌木资

源（包括野生种和栽培种）占有较大比例，包括43科
109属334种。

2 灌木林资源现状及动态变化

根据 2018 年全区第八次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结

果，灌木林资源面积 896.20万hm2,其中天然灌木林面

积 627.86万hm2，占灌木林资源的70.06 %；人工灌木

林面积 268.34万 hm2，占灌木林资源的 29.94 %。特

殊灌木林面积 858.63 万 hm2，占灌木林资源的

95.81 %；一般灌木林面积37.57万hm2，占4.19 %。

2.1 灌木林各优势树种（组）面积

根据调查结果，灌木林优势树种(组)达 40种以

上，单个优势树种（组）排名前 10的有锦鸡儿、山

杏、白刺、虎榛子、绣线菊、绵刺、沙柳、丛桦、杨柴、

柽柳，面积合计 面积 757.07万 hm2，占灌木林资源

的 84.47 %。

表1 灌木林资源主要优势树种(组)面积统计表

优势树种（组）

锦 鸡 儿

山 杏

白 刺

虎 榛 子

绣 线 菊

绵 刺

沙 柳

丛 桦

杨 柴

柽 柳

其他灌木

合 计

面积
万 hm2

245.33
132.55
98.26
74.51
60.01
40.23
33.63
27.68
25.74
19.13

139.13
896.20

比例
%

27.37
14.79
10.96
8.31
6.70
4.49
3.75
3.09
2.87
2.14

15.53
100.00

2.2 灌木林高度级

根据灌木林生长情况，将灌木林高度分为 I级
（<1.0 m）、II级（1.0~1.9 m）、III级（2.0~2.9 m）、IV级

（≥3.0 m）4类，其面积分别为 711.57万 hm2、139.13
万 hm2、39.56万 hm2、5.94万 hm2。可以看出，全区的

灌木林，低于1 m的接近80 %。

表2 灌木林资源高度级面积统计表

灌木高度

合计

I级
II级
III级
IV级

面积
万 hm2

896.20
711.57
139.13
39.56
5.94

比例
%

100.00
79.40
15.53
4.41
0.66

2.3 灌木林覆盖度级

根据灌木林植被覆盖情况，将灌木林覆盖度分

为疏（30 %~49 %）、中（50 %~69 %）、密（≥70 %），其面

积分别为663.41万hm2、124.63万hm2、108.16万hm2，

分别占灌木林资源的 74.02 %、13.91 %和 12.07 %。

可以看出，全区的灌木林覆盖度低于50 %的占绝大

部分。

2.4 灌木林资源类型

根据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特殊灌

木林细分为年均降水量400 mm以下地区灌木林、乔

木分布线以上灌木林、热带亚热带岩溶地区灌木

林、干热（干旱）河谷地区灌木林，及以获取经济效

益为目的的灌木经济林。全区年均降水量 400 mm
以下地区灌木林面积 848.07万 hm2，占灌木林资源

的94.63 %；乔木分布线以上灌木林面积1.32万hm2，

占0.15 %；经济灌木林面积9.24万hm2，占1.03 %；一

般灌木林地面积37.57万hm2，占4.19 %。

2.5 灌木林资源动态变化

根据 2013 年、2018年全区两期森林资源连续清

查结果对比，灌木林资源净增87.74万hm2，其中天然

灌木林资源净增29.70万hm2，占灌木林资源净增面

积的 33.85 %；人工灌木林资源净增 58.14万 hm2，占

66.15 %。人工灌木林净增量占灌木林资源净增量

的主体。天然林、人工林比例由前期的 26∶74变化

为本期的30∶70。
按照优势树种（组）分析，面积排序前10的优势

树种（组）变化很小，丛桦和沙柳的排序由前期第

七、第八变化为本期第八、第七。各优势树种（组）

净增面积中，锦鸡儿、绣线菊、杨柴、沙柳净增面积

较大，合计 72.56 万 hm2，占灌木林净增面积的

82.70%。其中锦鸡儿面积显著增加，净增45.50万hm2，

占灌木林净增面积的5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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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灌木林资源特点

3.1 分布范围广阔，但资源总量分布不均衡

灌木林资源在全区 89个旗（县、区，以下简称

旗）均有分布，约占全自治区所有旗的 86 %。特别

是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乌审旗、阿鲁科尔沁旗、

克什克腾旗、乌审旗、巴林右旗、鄂托克旗、翁牛特旗、

科尔沁右翼中旗等10个旗面积合计360.74万hm2，占

全区灌木林资源的40.25 %。

3.2 灌木林资源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

按照现实森林类型与地带性原始顶极森林类

型的差异程度，或次生森林类型位于演替中的阶段,
将森林划分为5级。处于和接近原始状态以及人为

干扰影响较小（自然度Ⅰ级和Ⅱ级）的灌木林面积

29.03万hm2、占全区灌木林面积的3.24 %，人为干扰

较大（自然度Ⅲ级和Ⅳ级）的面积 604.74万 hm2、占

67.48 %,人为干扰很大（自然度Ⅴ级）的262.43万hm2、

占29.28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受人为干扰影响

较大、很大的灌木林面积，占96.73 %，基本上全部受

人为干扰影响。

3.3 灌木林资源成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干旱地区主体地位突出

灌木林资源是全区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灌木林资源占全区森林面积的 1/3。根据气候大区

划分，全区可分为湿润、亚湿润、亚干旱、干旱、极干

旱，其中亚干旱、干旱、极干旱地区占全区面积的

80 %。在半干旱地区，特殊灌木林面积占该区森林

面积的58 %，干旱地区特殊灌木林面积占该区森林

面积的91 %，极干旱地区特殊灌木林面积占该区森

林面积的98 %。在全区亚干旱、干旱、极干旱地区，

灌木林资源对维护森林、草原和荒漠生态系统的能

量平衡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4 灌木林生长质量不高

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全区90 %的灌木林生长

在亚干旱、干旱、极干旱地区，全区的灌木林生长质量

不高。全区的灌木林，低于0.5 m的占70 %，低于1.0
m的占79 %。灌木林覆盖度低于50 %的占74 %。

4 保护发展对策

4.1 提高认识，提升灌木林资源的地位认知度

充分认识灌木林资源的作用，充分认识灌木林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独特性、珍稀性等特点，宣扬其

重要的生态地位。灌木林资源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适应性强。灌木具有耐干旱、耐盐碱、耐瘠薄、

耐风蚀、耐高寒、耐平茬等特点，灌木地上枝条茂

密，地下根系盘根错节，能够有效发挥固沙保土、涵

养水源、美化环境、调节气候等作用。二是生态效

益好。干旱、半干旱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乔木的生长，而灌木耐旱节水、繁殖

容易、生长稳定，一般造林三五年后就可发挥显著

的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源涵养、调节气候等生态

效益。特别是对内蒙古干旱、极干旱地区，灌木林

资源成为当地生态屏障。

4.2 分类施策，提升灌木林资源防护能力

从立地条件、植被恢复能力的实际出发，不同

的区域采取不同的措施,不断提升灌木林的防护能

力。如对于乔木生长上限以上立地条件较差的区

域、年降水量200 mm以下的地区分布的灌木林要严

格管护, 要禁伐、禁垦、禁牧,该地区一旦遭到损害，

会迅速造成植被的毁坏，引起风蚀或流沙，成为不

毛之地，而其恢复却异常困难而缓慢，甚至是不可

逆的；在立地条件较好、降水量较大的区域，实行封

山育林，严禁滥伐、樵采和放牧，并进行抚育管理和

树种调整、改造，逐步增加乔木树种的比重。

4.3 加强科技支撑力度，发挥灌木林资源经济效益

许多灌木既是很好的工业原料、饲料、木料，又

是极佳的燃料、油料、肥料，对调整农牧产业结构，

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具有重

要作用。加大灌木资源的良种选育、科学栽培与管

理以及产品开发利用的研究力度，提高灌木资源的

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要牢固树立生态建设产业

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思想，根据各地的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灌木林加工利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经济优势。应当鼓励在工业原料、生物质能

源、灌木饲料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促进灌木资源的

转化增值, 大幅度提升灌木林生产力、资源利用率

和综合效益，促进林农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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