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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土高原及大同市概况

二  在大同为恢复森林所做的努力



三  几项现场调查及其调查结果



四  绿化成果及其影响

补遗　森林发挥的固碳作用



一  黄土高原及大同市概况

（1）黄土高原的范围





（2）黄土高原概况



（1）地理和地形

（2）气象



（3） 历史







（4） 行政单位和农村结构



（5） 农村生活～在地域中不断扩大的差别







（6） 农村的住宅



（7）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二  在大同为恢复森林所做的努力

（1）首都北京的防线



（2）样板林变成“小老树”的悲剧





（3） 大寨模式与“大泉山”



（4） 国家项目的交叉点



（5） 退耕还林



（1） 盆地造林～街道树和果树





（2） 绿化丘陵～防止水土流失





（3）绿化山地～主要为用材林



（1）盆地的树木





（2）黄土丘陵的树木



（3）山地的树木





（1）气象条件





（2）气温和降水量的最近变化



（3）植物的土壤条件



（4）地形与阳光的关系



（5）缺水问题日益严重



（6）风的影响



（7）发生虫害、兽害



（1） 人口压力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2）农村的贫困等不及树木长大



（3）环境意识的急速变化



（4）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的弊端



（1）  雨季整地



（2）改善通气性效果



（3） 薄膜覆盖栽培的效果



（4） 实施混种和营造多样化的

森林

（5） 菌根菌的应用及其效果











（6） 伴随技术转移、扎根出现的问题





三  几项现场调查及其调查结果

（1）调查植树后树木的生长情况

（2）调查当地农民的绿化意识

（3）调查天然林的植被



（1）遇驾山造林情况



（2）迄今的观察结果



（3）本次调查的方法和结果











（4）通过调查结果弄清了以下问题





（1）存在天然林的碣寺山的位置和概况





（2）天然林及其周边的植被

1）调查例A 







2）调查例B







（3）落叶阔叶树林再生的过程（推测）







（1）沃尔特（Walter）气象图





（2）最好先绿化荒山

（1）民意调查的实施方法和概况





（2）植树的经验和技术

















（3）植树的动机和目的



（4）最想种什么树





（5）与树木、森林的相处方式







（6）气象和水的变化





（7）对绿化活动的想法

（8）小结







（2）日本专家与中国技术人员的配合



（3）建设合作基地





（1）退耕还林的成功典范



（2） 杏树具有的多种特性



（3）保障成功的技术措施



（4） 种植杏树的经济效益



（5）环境保护及其他效益



（1）建造自然植物园的目的

（2）植被的快速恢复





（3）向植物园引进植物



（4）开展水平衡调查







补遗　�-林发挥的固碳作用

（1）年变化的推算方法



（2）推算结果









（1）推行造林的有利之处

（2）对绿化的不利条件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和存在的具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