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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东部降水日数及强度的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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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1961—2007年河西走廊东部五站逐日降水资料，分析了河西走廊东部不同降水日数及强度的时

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近47年来，河西走廊东部降水量总体呈增加趋势；河西走廊东部总雨日、小雨日、中雨日

和大雨日均呈增加趋势，小雨日数增长率最大；其中民勤、古浪、永昌、鸟鞘蛉雨日呈增多趋势，而凉州区为减少趋

势。年降水强度也呈增强趋势，主要体现为小雨和大雨强度的增大，中雨强度有交小的趋势；其中民勘、凉州区、永

昌、鸟鞘岭降水强度一致为增加趋势，古浪降水强度为减弱的趋势。总雨日、小雨日、中雨日和大雨日敷由南向北

均呈减少趋势。河西走廊东部降水强度中心在南部山区的古浪，强度最弱的是中部凉州区，20世纪80年代河西走

廊东部多小雨事件，90年代、2l世纪初的2001—2007年河西走廊东部多中雨和大雨事件；2001—2007年河西走廊东

部小雨、大雨强度最强，而中雨强度最弱。

关键词：河西走廊东部；降水事件；时空交化

中围分类号：S1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1(2009)04．0254．07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全球气候变化及其

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已越来越引起政府部

门和科技工作者的重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全球、

中国地区的气温和降水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研

究[1_12】。李耀辉等[t3]对中国西北地区秋季降水异

常的空间分布、时间演变及周期变化等进行了分析。

李栋梁等[14,15]分析了甘肃气候的变化特征和中国

西北现代气候变化事实与未来趋势展望。近五十年

气候资料分析表明西部广大地区降水增加【l引。进

一步应用降水、气温和径流观测资料分析祁连山北

侧出山径流量发现u7“9 J：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

增强和扩大有利于东亚夏季风向北推进，从而使祁

连山中西部降水增加。陈少勇等【20J对祁连山东、西

部夏季降水量时空分布的差异及其成因进行了研

究。但对河西走廊东部降水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的

较少，对于河西走廊东部不同级别的降水事件频率

和强度分析尚未见报道。

河西走廊东部近50年来，高山冰川退缩、雪线

上升、生态环境退化、荒漠化面积不断发展；加之水

资源匮乏和不合理利用，使滑坡、泥石流、荒漠化、水

土流失和盐渍化等地质灾害越来越严重，水资源供

需矛盾将更加突出。因此有必要从降水事件变化和

降水不均匀分布的角度进行详细分析，为该区开展

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和防治工作以及开展人工增雨

提供一定的参考。

1研究区域概况

河西走廊东部地处青藏高原北坡的中纬度地

带，南靠祁连山脉，北邻腾格里沙漠，东接黄土高原

西缘，西接祁连山脉，海拔在1 200—4 600 m，地形地

貌极为复杂。它是季风性气候与大陆性气候，高原

气候与沙漠气候的交汇之处，是一较典型的气候过

渡带。由于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加上境内地形和海

拔高度的影响，长期高温干旱，是我国风沙天气最多

的地方之一，降水稀少，而且分布不均，其中凉州区

年平均降水量171．3 ITlrll、民勤114．0 l'nlrl、古浪360．9

mill、永昌203．0 m／It、乌鞘岭396．9 rnm，是典型的干

旱和半干旱地区。

2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资料为河西走廊东部的5个站点(凉州、民勤、

古浪、永昌、乌鞘岭)1961—2007年逐日降水记录。

各月雨日定义为各月日降水量≥0．1 mitt日数的总

和；降水强度定义为降水总量与降水日数之比；日降

水量在0．1。10衄的降水事件称为小雨事件，定义
中雨事件为日降水量在10—25 mm，大雨事件为日

降水量在25—50 lnln，不少于50唧的降水事件定
义为暴雨事件。同时运用线性和多项式拟合的方

法，对河西走廊东部降水特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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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等级降水事件日数及强度的时间

变化特征

3．1雨日变化特征

从河西走廊东部年降水日数时频分布特征图

(图1)可以看出，年总雨日总体上呈相对增多趋势，

近47年来年总雨日以增长率为0．99 d／lOa的趋势

在增加。年总雨日经历了少．多一少一多有规则的

年代际变化特征，20世纪60年代为降水日数偏少

阶段，70年代为略偏少阶段，80年代为偏多阶段，90

年代为近47年来总雨日最少的时段，2001—2007年

为略偏多阶段，年代际变化特征非常明显。

小雨日数总体上也呈增多趋势，增长率为0．76

d／lOa。小雨日经历了少。多一少的年代际变化特

征，20世纪60年代为小雨日数偏少阶段，70年代为

略偏少阶段，80年代为偏多阶段，90年代为近47年

来小雨日最少的时段，2001—2007年为略偏少阶段。

中雨日数总体也呈增多趋势，但变化幅度不大，

增长率为0．17 d／10a。中雨日经历了少一多一少一

多的年代际变化特征，20世纪60年代为中雨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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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少阶段，70年代为略偏多阶段，80年代为偏少阶

段，90年代一直到2001—2007年很长时间中雨日数

都为偏多阶段，2001。2007年是中雨日数偏多最明

显的阶段。

大雨日数总体上变化不大，倾向率为0．05

d／lOa。大雨日数时间演化特征类似于中雨日，也经

历了少。多。少。多的年代际变化特征，20世纪60

年代为大雨日数偏少阶段，70年代为略偏多阶段，

80年代为偏少阶段，是近47年来大雨日最少的时

段，90年代一直到2001—2007年大雨日数都为偏多

阶段，90年代是大雨日数偏多最明显的阶段。

因此，近47年来河西走廊东部雨日的增加主要

体现在小雨事件频率的增加。20世纪70年代总雨

日略偏少，但中雨和大雨略偏多，小雨日略偏少；80

年代总雨日为偏多阶段，中雨和大雨略偏少，但小雨

事件为偏多阶段；90年代为近47年来总雨日最少

的时段，小雨事件90年代也是最少的时段，90年代

到2001．2007年中雨日数和大雨日数都为偏多阶

段，说明2001。2007年总雨日数为略偏多阶段是中

雨和大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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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1 河西走廊东部各等级降水事件的时频特征(曲线为六阶多项式曲线)

Fig．1 Time series characteristic of each grade rain events in east 0f

Hexi corridor(Crude ou．rve for the 6-order polynomial curve)

3．2降水强度的时间演变

以逐年年总降水量除以年总降水日数，求得了

近47年来降水强度序列。从河西走廊东部各等级

降水事件强度的时频分布特征图(图2)和不同年代

各等级降水强度距平值(表1)可以看出，河西走廊

东部降水强度表现为增强趋势，增长速率为0．029

跚n／(10a·d)，强度在2．32—3．78 mm／d的范围内变

化，平均强度为3．12 mm／d。20世纪60、80年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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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强度小于平均值，80年代强度最弱，70、90年

代、2001。2007年大于多年平均值，90年代强度最

强。从小雨强度的时间变化上可知，小雨强度在

1．64。2．32 mm／d的范围内变化，平均强度为2．01

1961 1966 197l 1976 198l 1986 199l 1996 2001 2006

年份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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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Year

mm／d，总体上呈较弱的增强趋势，其增强速率为

0．025 mm／(10a·d)。20世纪60、80年代小雨强度小

于平均值；70、90年代和2001—2007年稍大于平均

值，2001—2007年强度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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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河西走廊东部各等级降水事件强度的时频分布(曲线为六阶多项式曲线)

Fig．2 Time series characteristic of intenslon of each grade rain events in

east of Hexi corridor(Crude cul'vc for the 6-order polynomial cttrve)

表1 河西走廊东部不同年代各等级降水强度距平值(nlln)

Table 1 Anomaly value of intensity of each grade rain

events in the eastern plain and mountain area of

Hexi corridor in di&rent decades

婴目 1960s 1970s 19808 1990s 2001。2007
Items

中雨强度在13．32—16．69 mm／d之间变化，平

均强度为14．53 mm／d，总体表现为减弱的趋势，其

减少速率为0．17 mm／(10a·d)。20世纪60、70年代

大于多年平均值，60年代强度最强；其它年代都小

于平均值，2001—2007年最显著。

大雨强度在0。61．25 mm／d之间变化，平均强

度为28．77 mm／d，近47年来大雨强度为增强趋势，

以1．59 mm／(10a·d)的速率在增加。20世纪80年

代和2001．2007年大雨强度高于多年平均值，80年

代最显著；其它年代均偏小，60年代强度最弱。

由此可见，河西走廊东部近47年来降水强度表

现出一定增强趋势，主要体现为小雨和大雨强度的增

大，中雨强度近47年来有变小的趋势。20世纪90年

代雨强增强明显，主要表现为90年代小雨强度最强

和90年代的一次暴雨；80年代雨强最弱，小雨强度80

年代也最弱，但大雨最强，同时暴雨出现2次。

4降水日数和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4．1降水日数的空间分布

河西走廊东部地势南高北低，自西南向东北倾

斜，南部祁连山高寒半干旱半湿润区，中部走廊平原

温凉干旱区，北部温暖干旱区。由于北部地势低，且

与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接壤，沙漠气候显著，

升温快，干旱少雨；而南部位于祁连山区涵养林，海

拔较高，降水较多，因此降水总日数由南向北呈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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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从河西走廊东部年平均总雨日、小雨、中雨、

大雨雨日的空间分布可知(图3)，河西走廊东部近

47年来年总降水日数平均为79．8 d，南部山区乌鞘

岭降水日数最多，平均为136．6 d；其次是古浪，为

90．9 d；永昌为70．5 d；凉州为61．7 d；北部民勤最

少，为39．4 d。南部山区乌鞘岭、古浪降水日数大于

河西走廊东部平均日数，而北部永昌、凉州、民勤降

水日数小于河西走廊东部平均日数，民勤最小。河

西走廊东部年总雨日总体上呈增多趋势，增长率为

0．99 d／lOa，20世纪80年代是增多最明显的年代。

其南北各站点雨日也几乎呈增多趋势，除凉州区为

减少趋势，减少速率为0．25 d／lOa，减少主要发生在

20世纪90年代、2001—2007年，最明显的是90年

代；南部乌鞘岭增多最明显，达2．96 d／lOa，80年代

增多最明显；其次是古浪，为1．42 d／lOa，也是80年

代增多最明显；永昌为1．29 d／10a，80年代增多最明

显；北部民勤为0．16 d／lOa，其最大增长率发生在70

年代。说明对河西走廊东部降水贡献最大的是南部

山区，该区降水在80年代是一个转折期，降水日数

最多。

小雨日数由南向北也呈减少趋势，主要也是受

山地气候的影响。河西走廊东部年小雨日数平均为

73．7 d，南部山区乌鞘岭年小雨日数最多，为126．9

d；其次是古浪，为80．1 d；永昌为66．2 d；凉州为

58．1 d；北部民勤最少，为36．9 d。南部山区乌鞘

岭、古浪小雨日数大于河西走廊东部平均小雨日数，

而北部永昌、凉州、民勤小雨日数小于河西走廊东部

平均日数，民勤最小。该区小雨日数近47年来呈增

多趋势，增长率为0．76 d／lOa。其南北各站点小雨

日也几乎呈增多趋势，其中凉州区为减少趋势，减少

速率为0．78 d／lOa，减少主要发生在90年代、2001—

2007年，最明显的是90年代；增长最明显的是乌鞘

岭，达2．13 d／lOa；其次是古浪，为I．31 d／lOa；永昌为

1．07 d／lOa；民勤为0．67 d／lOa。乌鞘岭、古浪、永昌、

民勤四站小雨日数最大增长率都出现在80年代。说

明对河西走廊东部的小雨事件贡献最大的也是南部

山区；在80年代河西走廊东部小雨出现日数最多。

中雨日数由南向北也呈减少趋势，该区年总中

雨日数平均为5．5 d，其中中雨日数最多的是古浪，

为9．6 d；其次是乌鞘岭，为8．6 d；永昌为3．9 d；凉

州为3．2 d；北部民勤最少，为2．1 d。乌鞘岭、古浪

年中雨日数大于河西走廊东部平均日数，而北部永

昌、凉州、民勤小于河西走廊东部平均日数。该区中

雨日数近47年来呈增多趋势，增长率为0．17

cL／10a。其南北各站点中雨事件也呈增多趋势，除凉

州区为减少趋势，减少速率为0．14 d／lOa，减少主要

发生在80年代，70年代为略减少；增长最明显的是

乌鞘岭，达0．70 d／lOa，增多最明显的是80年代；其

次是永昌，为0．14 d／10a，2001—2007年增多最明

显；民勤为0．13 d／lOa，2001—2007年增多最明显；

古浪为0．05 d／lOa，增多最明显的是70年代。说明

对河西走廊东部的中雨事件贡献最大的也是南部山

区；北部的中雨日数主要出现在200l一2007年，而

南部出现在70、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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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河西走廊东部年平均、小雨、中雨、

大雨雨日的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veraged rain出Iy8

of annual average-light rain-moderate rain and heavy

rain in east of Hexl corridor

大雨事件空间分布特征由南向北也呈减少趋

势，该区年大雨日数平均为0．66 d，与中雨事件类

似，大雨日数最多出现在古浪，为1．17 d；其次是乌

鞘岭，为1．09 d；永昌为0．36 d；民勤为0．34 d；凉州

最少，为0．32 d。乌鞘岭、古浪年大雨日数大于河西

走廊东部平均日数，而北部永昌、凉州、民勤日数小

于河西走廊东部平均日数。河西走廊东部大雨日数

近47年来呈增多趋势，增长率为0．05 d／lOa。其南

北各站点大雨事件也几乎呈增多趋势，除民勤为减

少趋势，减少速率为O．04 d／lOa，减少主要发生在80

年代，其次为2001—2007年；增长最明显的是乌鞘

岭，达0．13 d／lOa，增多最明显的是2001。2007年；

其次是永昌，为0．09 d／lOa，90年代增多最明显。

2001—2007年次之；古浪为0．06 d／lOa，90年代增多

最明显，2001—2007年次之；凉州为0．01 d／lOa，90

年代2001—2007年增多最明显，90年代次之。说明

对河西走廊东部的大雨事件贡献最大的也是南部山

区；大雨事件主要发生90年代和2001。2007年。

 万方数据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27卷

河西走廊东部暴雨事件主要发生在北部永昌和

凉州，其它地区均未发生，因此暴雨日数只有凉州区

呈相对增多趋势，增加速率为0．03 d／lOa，永昌在80

年代只出现过一次。

由此可见，河西走廊东部近47年来总雨日、小

雨日、中雨日和大雨日数由南向北都呈减少趋势，暴

雨日数主要出现在北部。河西走廊东部南北四站

(民勤、古浪、永昌、乌鞘岭)总雨日、小雨日、中雨日

一致呈增多的趋势，而凉州总雨日、小雨日、中雨日

都呈减少趋势；大雨日数(凉州、古浪、永昌、乌鞘岭)

呈增多的趋势，而民勤大雨日数呈减少趋势；暴雨日

数凉州呈增多的趋势，永昌出现过一次，其它地区未

出现。

4．2降水强度的空间分布

由图4可知，河西走廊东部近47年来年平均降

水强度和小、中、大雨强度南北强度分布不一，都是

南部的古浪最大。

河西走廊东部近47年来年平均降水强度为

3．12 mm／d。古浪最大，为3．98 mm／d，大于平均值；

其次是民勤，为2．91 ram／d；凉州最小，为2．79

mm／d；说明强度大的降水多出现在古浪。河西走廊

东部平均降水强度总体上呈增加趋势，增长速率为

0。029戏n／(iOa·d)。降水强度全区(除古浪)一致为

增加趋势，古浪为减弱的趋势，其速率为0．079

mm／(10a·d)，80年代减弱最明显；强度增加最明显

的是凉州，为0．070 nun／(10a·d)；其次是永昌，为

0．062 mm／(10a·d)；乌鞘岭为0．055 mm／(10a·d)；民

勤为0．051 mm／(10a·d)；除了乌鞘岭，其它站在90

年代雨强最强。

小雨强度为2．01 mm／d。古浪最大，为2．29

mm／d，大于平均值；其次是永昌，为2．02 mm／d；乌

鞘岭最小，为1．89 mm／d；说明强度中心也在古浪。

小雨强度总体上呈增加趋势，增长速率为0．025

ma／(10a·d)。小雨强度和河西走廊东部降水强度

分布类似，全区(除古浪)一致为增加趋势，古浪为减

弱的趋势，其速率为0．029 mm／(10a·d)，60年代大

于平均值，其它年代都小于平均值，强度最弱出现在

2001～2007年；强度增加最明显的是凉州，为0．090

眦n／(10a·d)，强度最强出现在2001—2007年；其次

是永昌，为0．057 mm／(10a·d)，强度最强出现在

2001～2007年；民勤为0．042 mm／(10a·d)，强度最强

出现在90年代；乌鞘岭为0．007 mm／(10a·d)，强度

最强出现在70年代；说明最强小雨强度出现年份南

北不一。

中雨强度为14．53 mm／d。古浪最大，为14．62

mm／d，大于平均值；其次是乌鞘岭，为14．61 mm／d；

民勤最小，为13．22 mm／d；说明中雨强度中心也在

古浪。中雨强度总体上呈减弱趋势，减弱速率为

0．172 mm／(10a·d)。全区(除民勤)一致为减弱趋势，

民勤为增加的趋势，其速率为0．449 mm／(10a·d)，强

度增强主要出现在80年代到2001～2007年，2001—

2007年最强；强度减弱最明显的是永昌，为0．414

ram／(10a·d)，强度最弱出现在70年代和2001—2007

年，2001。2007年最弱；其次是乌鞘岭为0．172

眦n／(10a·d)，强度最弱出现在2001—2007年；古浪

为0．155 mm／(10a·d)，强度最弱出现在2001—2007

年；凉州为0．098 mm／(10a·d)，强度最弱出现在70

年代和2001。2007年，70年代最弱；说明河西走廊

东部南北四站(凉州、古浪、永昌、乌鞘岭)在2001—

2007年中雨强度都呈减弱趋势，而北部民勤为增加

趋势。

大雨强度为28．77 mm／d，古浪最大，为20．04

mm／d，大于平均值；其次是乌鞘岭，为18．76 mm／d；

凉州最小，为8．56 mm／d；说明大雨强度中心也在古

浪。大雨强度总体上呈增加趋势，增加速率为1．595

ram／(10a·d)。全区(除民勤)一致为增加趋势，民勤

为减弱的趋势，其速率为0．333 mm／(10a·d)，强度

减弱主要出现在80年代和2001—2007年，80年代

年最弱；强度增强最明显的是乌鞘岭，为3．157

ram／(10a·d)；其次是永昌为2．579 ram／(10a·d)；凉州

为0．954 mm／(10a·d)；古浪为0．706 ram／(10a·d)；强

度最弱出现在2001—2007年；凉州、古浪、永昌、乌

鞘岭大雨强度最强都出现在2001—2007年。

凉州 民勤 水吕 古浪 乌鞘岭
Liangzhou Minqin Yongchang Gulang Wushaoling

站点Stations

围4河西走廊东部年平均、小雨、中雨、

大雨的降水强度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veraged蹦IliIlg tension

of annual average-ligIIt rain，moderate rain and

heavy rain in east d Hexi corridor

巧

∞

”

m

5

O

参IsIlulu一=品名
一p，暑g一觳窿

 万方数据



第4期 李玲萍等：河西走廊东部降水日数及强度的时空特征 259

由此可见，近47年河西走廊东部降水强度增强

体现为小雨和大雨强度的增强，降水强度中心在南

部山区的古浪，但古浪平均降水强度、小雨强度、中

雨强度都呈减弱趋势，只有大雨为增加趋势；强度最

弱的是凉州区。

5小结

1)近47年来，河西走廊东部总降水日数、小雨

日、中雨日和大雨日都呈增加趋势，3次暴雨天气在

20世纪80一90年代主要出现在北部，雨日的增加主

要体现在小雨日数的增加。

2)河西走廊东部年降水强度表现出一定增强

趋势，主要体现为小雨和大雨强度的增大，中雨强度

近47年来有变小的趋势。

3)河西走廊东部降水贡献最大的是南部山区，

总雨日、小雨日、中雨日和大雨日数由南向北都呈减

少趋势，暴雨日数主要出现在北部；河西走廊东部年

总雨日总体上呈增多趋势，民勤、古浪、永昌、乌鞘岭

雨日呈增多趋势，而凉州区为减少趋势。

4)河西走廊东部降水强度中心在南部山区的

古浪，强度最弱的是凉州区；河西走廊东部平均降水

强度总体上呈增加趋势，民勤、凉州区、永昌、乌鞘岭

降水强度一致为增加趋势，古浪为减弱的趋势。

5)20世纪80年代多小雨事件，90年代、2001—

2007年多中雨和大雨事件；2001．2007年小雨、大

雨强度最强，而中雨强度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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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recipitation

event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in east of Hexi corridor

LI Ling-．pill91”，LI Yan．yind，GAI Xiao．-pind
(1．Key Laboratory ofAdd C／／mldI／e c^彻酽训船dl曲皤D／．uⅡter of仇m“Prov／nce，研印帆／_以borawry

of Ark／Ch彻ge硼d D蛔sler Redaa／on of CMA，／nst／tme of Arid Meteorology，Gh／aa Meteoro／og／cal

Adm／n／strat&n，Lll／lzhott，＆t／1$11 730020，Ch／na；2．Wuwei Meteorological Bureau。Wuwei，C玉坫Ⅱ73300,3．Ch／na；

3．&hool ofMechatronic Engineering，1．a∞hou Jiaotong University，l_anzhou，Gansu 730070，劬讹)

Abstract：Daily rainfall data of 5 weather stations in east of Hexi corridor from 1971—2007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precipitation even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cipitation is relatively in all increase

trend in east of Hexi corridor；The number of days of averaged rain，lisht rain，moderate rain and heavy rain in the area

increases，and the annual raining days show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which is mostly due to the increasing of the

days of ligllt rain；The intensity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shows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due to the increasing of light

rain，and the intensity of moderate rain shows a significant decreasing trend；The number of days of averaged rain，light

rain，moderate rain and heavy rain in east of Hexi corridor decreases from somh to north，and the number of days of aver—

aged rain has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in Minqin，Gulang，Yongchang and Wushaoling but has a significant decreas-

ing trend in Liangzhou；The intensified centre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is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 aI'ea of Gulang，while

the weakest is in the central part of Liangzhou，and the intensity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shows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in

Minqin，Liangzhou，Yongchang and Wnshaoling，but has a slight decreasing trend in Gulang；The events of light rain

are more frequent in 1980s．and the events of moderate rain and heavy rain are more frequen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1990s to the period of 2001—2007；The intensity of light rain and heavy rain is the strongest，and moderate rain intensi-

ty is the weakest in the period of 2001—2007．

Key words：east of Hexi corridor；precipitation event；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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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edible plant resources in Maowusu sandy land

HE Xue．1in’'，SHI Hai—li2'，BAI Ze．bin3，LIU Cui．ying；1

(1．Department of啦&iences，Forestry College of Yulin，Yulin，ShawⅡi 719000，Ch／na；

2．Mizhi Institute ofGarden。Mizhi，Shaanxi 718100，Ch／na；3．Suide Institute ofAgr／c础ural&／ences，Su／de，Shaan矗718000，Ch／na)

Abstract：Based Oil resources survey，sample collection and document searches，edible plant resources oil the

Maowusu sandy land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In order to offer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their utilization and pmtec—

tion，this research is designed to find out the types，quantity and using situation of edible plant resources and bring for-·

ward protective measures and applied approache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ere 320 species of edible plants belonging

to 229 genera of 82 families in the region，of which wild fruit，potherb plant and nlanganese oxide plant with higher value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s rich in resources and have distinct features．Forage plants can be used for animal forage，

feed additiv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Potherb and Wild fruit plants with higher food value can be

developed for a series of products，and they can also be used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of urban areas．

Adviees are also proposed，such as to strengthen the investigation of edible plant resources，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taking conservation as the main purpose and while making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plants，to establish

the gene pool of the excellent species and to carry out domesticated and cultivated experimental study．

Key words：Maowusu sandy land；edible pl孤t resources；investigation；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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