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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防护林区域配置及防护功能特征，将民勤绿洲农田防护林分为5个类型，分析了防

护林树种组成、结构配置、林木生长及防护结构特征，对不同地段防护林配置方式进行

分析评价，提出杨树轮换建主带、松杨混交改副带、枣粮间作布网格的农田防护林网建

设模式，将对整个河西防护林建设和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Based on t he i nvesti gati on of t he far mland s helterbelts s yste m i n Mi nqi n 

Oasi s ，t here can be divi ded fi ve types of t he conducti on s yste ms accordi 

ng to t hei r di stri buti on and functi on of t he protecti on for t he regi on ．

The characteri sti cs of t he tree s peci es constit uti on ，struct ure confi 

gurati on ，forest gro wt h sta— 

t us and protecti on struct ure i ndexes were analyzed ．Though analysi s and 

evaluati on on di stri buti on of s helterbelts i n t he different regi ons ，t he far 

mland s helterbelt s yste m buildi ng pattern was put for ward ：to establi s h mai 

n s helterbelts by rebi rt h tree s peci es of Populus ，to rebuli d s ubsi di ary s 

helterbelts by mi xed wit h Populus and Pi nus and set up net work by i ntercrop 

wit h Zi zi phus ．It will be provi de certai n sci entifi cbasi s for t he constructi 

on and develop ment i n t he all of Hexi protecti ve for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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