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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千旱的黄土区
,

水分是决定植物群落生产力的主导因子
。

水分收入 与支 出
,

对植物 的生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

而蒸腾是植物水分支出的重要指标之一
。

为研究飞播

沙打旺 (A st r a
ga lus a d s

tlr g e
ns ) 草地的效益

,

估价该草地质量与生产力
, 1 9 8 0年我们对

飞播沙打旺草地及对照荒山植被优势种的蒸腾进行 了定位观测
,

对沙打旺草 地 蒸 腾 强

度
、

蒸腾耗水量的变化及其与产量
、

土壤含水量的关系作了初步研究
。

一
、

试验区的自然条件

本试验设于陕西吴旗县王洼子公社
、

铁边城公社 (属国营铁边城林场施业区 ) 和新

寨公社
,

有铁边城人工撒播试验区以及白石咀
、

王注子
、

新寨等飞播区
。

试验区为洛河

河源梁筛状丘陵沟壑区
,

海拔 1
,

3 6 5一 1
,

65 0米
,

梁命起伏
,

沟壑纵横
。

梁命坡为深厚的黄

土复盖
,

沟坡部分地段有老黄土 出露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干早
。

植被属干草原类型
,

主

要植物有本 氏羽茅 (S tip a b u n g e a n a )
、

地椒 (T h y m u s m o n g o lie o s)
、

冷篙 (A r t e m is ia

fr ig id a )
、

无茎委陵菜 (P o t e n t illa a c a o lis) ; 阴坡多铁杆篙 (A r t e
m is ia g m e lin ii)

。

气

候干冷多风
,

温差变化大
。

据当地气象资料
,

年平均 气温 7
.

5 ℃
,

绝对最低温度
一
27 ℃

。

1 97 5一了9 8 0年平均降水量 为39 1
.

9毫米
,

7 一 9 三个月降雨 占全年降水量的60 一70 %
,

且

多阵性暴雨
。

早霜 9 月上
、

中旬
,

晚霜 5 月 中
、 一

下旬
,

无霜期 1 20 天左右
。

全年盛行偏西

北风
,

常伴有黄沙浮土
,

冬季尤甚
。

二
、

试验内容及方法

1 9 8 0年 6一 10 月
,

每月 1 日
、

11 日
、

21 日在人工撒播 5 年生沙打旺草地及封禁 6 年的

对照荒山
,

用快速称重法测定沙打旺和荒 山植被优势种地椒
、

冷篙
、

无茎委陵菜
、

铁杆

篙的蒸腾强度
。

每天测定 时间从7 时至 19 时
,

隔 1一 2时测一次
,

每 次 3一 6个重复
。

快速称

重法是使用扭力天平称重
。

把沙打旺植株上
、

中
、

下各层复叶剪下后
,

用凡士林封住切

口
,

迅速置于天平上称重
。

第一次称重读数在剪叶后一分钟内完成
,
以后每 隔 二 分 钟



称一次
。

用5一 6分钟内失水重量和鲜叶重
,

换算成每小时每克鲜叶的蒸腾水量
,

即蒸腾

强度
。

每小时还测定气温
、

大气湿度
、

风速等
。

与此同时
,

在同一标准地进行产草量
、

生长量及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

9一1 0月还测定各播区产量及土壤含水量
。

然后根据 所 测

蒸腾强度与产量
,

计算沙打旺与荒山植被蒸腾耗水量
。

三
、

试验结果及分析

(一) 沙打旺与荒山植被优势种燕腾强度及其日变化与季节变化

通过试验观测
,

沙打旺在生长季节中
,

平均蒸腾强度为0
.

6 09 克/ 时 (即 1克鲜叶
, 1

小时蒸腾。
.

60 9克水 )
。

清晨蒸腾强度小
, 7时平均蒸腾强度为 0

.

1 06 克 / 时
, 9时为。

.

2 63

克 /时
,

H 时增为 1
.

04 0克 / 时
,

13 时达最大值
,

为 1
.

4 26 克/ 时
,

14 时以后逐渐下降
,

15 时为

0
.

84 。克 / 时
,

17 时为。
.

4 90 克 / 时
,

19 时以后蒸腾很微弱
,

为。
.

0 95 克 / 时
,

是 日变化中最

低值
。

荒 山植被优势种生长季中平均蒸腾强度为 0
.

5 65 克 / 时
, 8时为0

.

1 46 克/ 时
,

10 时为

0
.

5 6 9克 /时
, 2 2时达最大值

,

为 1
.

3 2 4克/ 时
, 1 4 时为 0

.

9 6 0克/时
, 1 6时为。

。

嫂9 3克 / 时
,

18 时为0
.

2 65 克/ 时
,

19 时是最低值
,

为 0
.

06 6克 / 时 (见表 1和图1)
。

图 1所示为 7月 1 1 日

测定的沙打旺与荒山植被优势种蒸腾强度 日变化
。

沙打旺蒸腾强度最大 值 在 13 时
,

为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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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¹ 荒山植被优势种蒸腾强度
,

系地椒
、

冷篙
、

无茎委陵莱
、

铁杆篙的蒸腾强度平均值
。

º19时 以后蒸腾很微弱
,

未进行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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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 月 1 1 日沙打旺 与荒山植被优势种蒸腾

强度 日变化

3
.

0 6 。克 / 时 (亦为生长季 中的最大值 )
,

而荒山植被优势种蒸腾强度最大值在“

时
,

为 2
。

1 8 0克 / 时
。

蒸腾强度亦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沙打旺在 4 月下旬返青后进入营养 期
。

6 月 枝 叶生长较快
,

植株平均高2 4
.

1厘

米
,

最高 45 厘米
,

平均蒸腾强度0
.

9 20 克

/ 时
。

7月进入生长盛期
,

枝叶繁茂
,

生

长快
,

平均株高5 4
.

1 厘米
,

最高 1 05 厘

米
,

蒸腾强度达最大值
, 。

.

9 3 0克/ 时
。

8月下旬进入开花期
,

平均株高 68
。

5 厘

米
,

最高 n Z厘米
,

蒸 腾 强度 。
。

5 34 克

/ 时
。

9 月 为开花盛期
,
平均 株高 7 8

.

6

厘米
,

最高 12 4 厘米
,

平 均 蒸腾 强度

0
.

48 2克 / 时
。

10 月为成熟 期
,

部 份 结

实
,

蒸腾强度下降到最 低值
, o

。

1 80 克

/ 时
。

荒山植被优势种 6 月平均蒸腾强度。
.

7 26 克/ 时
, 7月为 0

.

7 64 克/ 时
, 8月为 0

.

57 2克

/ 时
, 9月为。

.

5 3 0克/ 时
,

10 月为0
.

2 39 克 /时
。

蒸腾强度的季节变化除与植物本身生长发

育有关外
,

还与环境因子
,

如土壤水分
、

气温
、

大气湿度
,

风 速 等 因素 有关 (表 1 和

图 2 )
。

从测定结果表明
,

沙打旺和荒山植被优势种蒸腾强度 日变化和季节变 化均为单

峰曲线
,

属 中早生植物蒸腾的特点
。

、
八曰l

,

,on汀岁
沙扭�O目了‘

.

f,L‘.r.....矛
(二 ) 燕腾与产且

、

土坡含水最的关系

蒸腾耗水量是研究植物由于蒸腾消耗水分

的多少
,

它是蒸腾量和绿色部分产量的乘积
。

由于沙打旺与荒山植被优势种蒸腾强度具有日

变化和季节变化
,

因 而 日蒸 腾 量 ( 即一克鲜

叶
,

一 日蒸腾的水分克数) 和月蒸腾量 (即一

克鲜叶
,

一月蒸腾的水分克数 ) 亦有不同
。

沙

打旺平均 日蒸腾量为 7
.

0 50 克 /克
·

日
,

平均月蒸

腾量为 1 5 2
.

90 0克 /克
·

月
。

最高在6
、

7月
,

分别

为2 5 3
。

9 2 0克 /克
·

月
、

2 3 4
.

3 60 克 /克
·

月
。

荒 山

植被优势种平均 日蒸腾量为 6
.

4 70 克 / 克
·

日
,

平均月蒸腾量为13 9克 / 克
·

月
,

最 高 值 亦 在

6
、

7 月
,

分别为2 0 0
.

3 8 0克 /克
,

月
、

2 9 2
.

5 0

(克/ 时〕(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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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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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坐标 (小时 ) 应是 (月 )

沙打旺与荒山植被优势种蒸腾强

度季节变化

克/ 克
·

月
。

绿色部分产量亦因各草种生长发育节律 以及生态因子的影响而有不同
。

沙打

旺和荒山植被以 7
、

8月绿色部分产量最高
。

从表2 中看出
,

沙打旺和荒山植枷蒸腾耗水量

最大值在7 月
,

分别为 1 7 2
.

2 2和 3 0
.

0 5毫米
,

最低值在 10 月
,

分别为 8
.

1 9和 1
.

26 毫米
。

生长

季蒸腾耗水总量
,

沙打旺为 4 4 3
.

89 毫米
,

荒山植被为85
.

08 毫米
。

与 蒸 腾耗水量有关的



裹 2 沙打旺及荒山植被生长季节燕腾耗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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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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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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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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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作如下分析
:

1
.

蒸腾耗水量与产量的关系
。

从图3
、

图 4看出
,

在生长发育的各阶段和整个生长季

节中
,

沙打旺绿色部分产量较荒 山植被高
,

蒸腾耗水量亦大
。

沙打旺从 4月下旬返青后
,

6 月叶量有显著增加
,

为 3
.

12 吨 /公顷
, 8 月形成最高产量

,

为7
.

90 吨/ 公顷
,

10 月下降

为 4
.

55 吨/公顷
;
荒山植被 7 月达最高值

,

为 1
.

56 吨 / 公顷
,

10 月下降为 0
.

53 吨 / 公顷
。

表 3
、

表4及图 5 所示 1 一 6 年生沙打旺及封禁 1一 6年荒 山植被产量与蒸腾耗水量
。

2 年生沙打旺地上部分干物质产量为 1
。

9 16 吨 /公顷
,

蒸腾耗水量为 1 8 8
.

3 6毫米
。

4 年生

达最高产量
,

为 6
.

64 吨 /公顷
,

蒸腾耗水量亦达最高值
,

为50 7
.

74 毫米
。

1一 6年生沙打旺

6年总产量 (干重) 为 1 9
.

5 37 吨 / 公顷
,

蒸腾耗水总量为1 6 7 1
。

4 5毫米
。

封禁 2年荒山植被地

上部分产量为0
.

2 85 吨/公顷
,

蒸腾耗水量为 3 2
.

8 1毫米
,
封禁 6 年达最高产量

,

为 0
.

8 15

吨 / 公顷
,

蒸腾耗水量为82
.

88 毫米
。

封禁 1一6 年荒山植被 6 年总产量 (干重 ) 为 3
。

06 9

吨 / 公顷
,

蒸腾耗水总量为 3 3 7
.

9 7毫米
。

6 年生飞播沙打旺 6 年总产量 (千重 ) 为封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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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沙打旺蒸腾强度
、

与绿色部分产量关系

l
, 腾耗水量

蒸腾耗水量

蒸腾耗水量

荒山植被蒸腾强度
、

蒸腾耗水量

与绿色部分产量关系



表 3

产量 (吨/ 公顷)

生长年限
鲜 重

{

干 重

沙打旺燕腾耗水盆与产 t

⋯豌
部分产量! 蒸腾耗水量

{ (吨 /公顷) 一
~

瘫庵该厂
一

毫一采
蒸腾系数

1上一匕咋亡冷愧 ‘1八合,上性月
.

⋯
0

.

2 3 1
{

0
.

0 8 1

}

5
.

4 7 5 1
.

9 1 6

O山门了门了八」

:
8

。

8 5 0 3
。

1 0 0

1 8
。

9 7 5 6
.

6 续0

年 1 5
.

0 0 0 5
.

2 5 0

年
1

7
.

2 7 5 2
.

5 5 0

0
。

1 8 5

2
。

凌6 凌

3
。

7 1 7

6
。

6 4 0

5
。

7 0 0

3
。

2 70

5 1
。

0 5
‘

5

1 8 8 3
.

5 9 1 8 8

2 8 4 1 2 8 4

5 0 7 7 5 0 7

4 3 5 7
.

7 6 4 3 5
.

7 8

2 5 0 2
.

5 5 2 5 0
。

2 9

6 3 0
。

2 5

9 8 3
.

0 8

9 1 6
.

6 8

7 6 4
。

6 7

8 3 0
。

0 5

9 8 1
.

5 0

播区名称

人工撒播地

新 寨

三谷窑

王洼子

白石咀

人工撒播地

年年
1 .一
2

年年3456

( 1 ) 2 一 6 年生沙打旺
,

年蒸腾量均用所测人工撒播试验地五年生沙打旺年蒸腾量表示
,

为

沁4
.

52 克 / 克
·

年
。

一 年生年蒸腾量为 2 7 6
.

2 4克/ 克
·

年 ( 8
、

9
、

10 三个月的蒸腾量 )
。

( 2 )沙打旺草地中天然植被未统计在内
。

表 4 荒山植被燕腾耗水 , 与产 l
” ‘ 11 ’

一
,

”
‘ ’ ’

一

” ”暨;蔽县,e)’’
. ’ , ’

一

沛
”

绿爸标芬声蓄
”

程
‘

巍献誓
一 ’

一
‘

一
’

‘
甲 ’‘ : 一 『 , “ ’

一
『

~ ’ 一
”

封禁年限
(吨/ 公顷 )

;

吨/ 公顷 毫 米
蒸 腾 系 数

0
。

4 5 0 0
。

1 6 3 0
。

3 1 5 2 1 8
.

92 2 1
。

8 9 1 3 4 3
。

0 7

0
。

2 8 5

0
。

5 4 3

3 2 8
.

0 6 3 2
。

8 1 1 1 5 1
。

09

年年
月工2

6 2 5

0
。

5 4 3 6 4 6

6 2
。

5 5

6 4
。

6 3

1 1 5 1
。

8 8

1
。

9 8 8 0
.

7 2 0

2
。

2 5 0
。

8 1 5

7 3 2
。

0 6

8 2 8
。

7 5

7 3
。

2 1

8 2
。

8 8

1 1 90
.

2 8

1 0 1 6
。

7 5

叮砚Q自
孟
任令O

:

一‘八“八U06八nUU一了氏U11口

⋯年年

1 0 1 6
。

8 7

2
�U八�n.o口行r八UnJ工匕O口月性O�Q口八U11

..

⋯
0C0
1上,工

年年5e

注
: 1 一 6 年荒山植被年蒸腾量

,

均用封禁 6 年荒 山植被年蒸腾量表示
,

为6洲
.

97 克 /克
·

年

年荒山植被总产量的 6
.

37 倍
,

蒸腾耗水量 为4
.

95 倍
。

由此看出
,

一般生产干物质越多
,

蒸腾耗水量越大
。

沙打旺草地虽 比荒山植被蒸腾耗水量大
,

但蒸腾系数 ( 即生产 1 克干物质的蒸腾需水

量 )却比荒 山植被低
。

从表 3
、

表4看出
,

沙打旺与荒山植被不 同年限
,

蒸腾系数不 同
。

1一6

年生沙打旺蒸腾系数平均值为85 1
。

04
,

封禁 1一 6年荒山植被蒸腾系数平均值为 1 1 4 4
.

”
。

也就是说
,

沙打旺生产 1 克干物质需蒸腾耗水 8 5工
.

04 克
,

荒山植被生产 1 克干物质需蒸

腾耗水 1 1 4 4
.

”克
,

沙打旺比荒山植被生产 1 克干物质少耗水 29 3
.

95 克
。

沙打旺产量高
,

蒸腾耗水量大
,

但比荒山植被耗水较经济
,

有效水分利用率较高
。

荒山植被产量低
,

蒸

腾耗水量较小
,

蒸腾系数高
,

生产潜力大
,

可进 一步对荒山植被进行改造
,

提高其生产

力
。



(吨 / 公tJ三)

卜7
〔毫米)

}
7 。。

)
6 。。

}
5 。。

}
‘。。

}
3 。。

}
2 。。

卜叉0 0

2
.

蒸腾耗水量与土壤含水量的关系
。

从前述可以看出
,

沙打旺在生产过程 中蒸

腾耗水量大
,

特别在第四年的蒸腾耗水量

已超过降雨量
。

沙打旺根系延伸范围广
,

扎根深
。

例如
: 2 一 3 年生的 沙 打 旺 根

长 2一 3
.

5米
,

根幅 1 又 1
.

5米 , 4 年生根 长

4 一 5 米
,

根幅1
.

I X 2米 ; 5 一 6 年生根

长 5一 6
.

4米
,

根幅 1
.

4 X 2米
。

这就可以吸

收利用 各层土壤水分
,

特别是上层和深层

的土壤水分
,

所以能维持较高的产量和蒸

腾耗水量
。

据测
,

沙打旺根系延伸的各层

土壤含水量较低
,

为 4一 6 %
,

而根系未达到

的土层含水量较高
,

为 9一 12 % 以上 ; 荒山

植被根系延伸各土层含水量为 7 一 9 %
。

表 5 所示
,

二年生沙打旺年蒸腾耗水量祟

计为 1 93
.

47 毫米
,

土层 3 米以上土壤 含水

\
.

\

!
“

/厂/
厂

tJ4nJ

!

L ~ 乙止没二〔目』
lr

压 1{
L

U 11
,

砚1卜 1
0 1 2 3 4 5 6 年

公沙打旺燕腾耗水量
-

一 荒山植被产星

l荒山植被燕腾耗水量一
沙打旺产量

图 5 沙打旺与荒山植被产量

与蒸腾耗水量关系

量 为 4
.

4一8
.

9 %
, 3 米 以下为 8

.

11 一 1 0
.

89 % ;封禁 2 年荒山植被年蒸腾耗水 量 累 计 为

5 4
.

7毫米
,

年降雨量累计为74 5
.

4 毫米
。

封禁 2 年荒山植被 3 米以上土壤含水 量 为9
.

3 2

表 5 飞播沙打旺和荒山植被的燕腾耗水 t 与土滚含水 t

生 长或封
年蒸腾耗水量 累计

(毫米 )
土壤含水量 (几石)

禁 年 限 沙打旺 荒 山植被

5
。

1 1 2 1
。

8 9

年降雨量 沙 打 旺

累 计
‘

根 长

(毫米 ) { (米 )

一

3 1 7 { 0
.

2一0
.

5

{

土层深度
(米 )

沙打旺草地 荒山植被

年
‘5一。

·

2 5

1
1 0一1 8

二 年 1 9 3
。

4 7 5 4
。

7 0 7 4 5
。

4 2一 3

2
。

5以上

2
。
5一 3

3 以下

4
。

4 0一7
。

7 0

6
.

1 3一 8
.

9 0

8
。

1 4一10
。

8 9
「

1 0
。

三 年 4 7 7
。

6 4 1 1 7
。

2 5 1 1 4 6
。

6 2
。

8一3
。

5

2. 5 以上 { 4
·
8 2一 5

·

2
.

5一 3 1 6
·

5 0

3一 5 1 7
.

3 8一9
.

9
。

3 2

1 0
。

4 8

5 6一 1 2
。
6 5

7
。
0 9

7
。

8 1

一n�一O以一

7
。

9 5一 8
。3 6

l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J
J.、...」 一八匕

‘住1上叭口

一 一 -

一一
一

—
-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拓一

一
~

一
-

-
.

一

四 年 9 8 5

1 4 2 1

3 8 1 8 1 。
8 8 1 5 6 0

。

3 4一5

3 。
5 以上

3 。

5一4

4
。

5一 5

4一 7
。

2 9

5一 7
。

7 9

6
。

8 6一 8
。

7 4

9
。

5 9

9
。 4 9

9
。

2 7

五 年 1 6 2 5 5
。

0 9 1 9 6 6 4一 6 。

4 5 以内 3
。

7 0一 4
。

肠
8一 1 0 。

5 9
l!

匕
.

�|

年 : 1 6 7 1
.

4 5 3 3 7
。

9 7 2 3 5 2
.

5 2 4一5 5 以内 { 3 .
7 0一4

。

1 3



一10
.

48 %
, 3 米以下为10

.

56 一 1 2
.

65 %
。

6 年生沙打旺年蒸腾耗水量累计为 1 6 71
.

朽毫

米
,

5 米以内土壤含水量为 3
.

70 一4
。

13 %
。

而封禁 6 年荒山植被年蒸腾 耗水量 累 计 为

33 7
.

97 毫米
,

年降雨量累计为23 52
.

5毫米
, 5 米以内土壤含水 量为 8一 1 1

.

9 %
。

从沙打

旺和荒山植被土壤含水量对比中看出
,

沙打旺因有庞大的根系
,

能充分利用土壤有效水

分
,

满足蒸腾耗水量的需要
,

干物质生产量高
。

表 6 为沙打旺草地与荒山植被水分收支情况
。

沙打旺产量高
,

蒸腾耗水量大
,

而土

壤蒸发
、

降雨流失及其它水分支出较小
,

因而 土壤有效水分利用率较高
;
荒山植被产量

低
,

蒸腾耗水量小
,

但土壤蒸发
、

降雨流失等水分支 出大
,

有效水分利用率低
。

由此看

表 6 沙打旺草地与荒山植被水分收支情况

7 米内土层储水量 6 年降雨量累计 {沙打旺 6 年蒸腾耗水量累计{荒山植被 6 年蒸腾耗水量累计

1 2 7 4毫米 { 2 3 5 2
。
5 0毫米 1 6 7 1

.

4 5毫米 3 3 7
。

9 7毫米

注
: ( 1 ) 7 米内土层为沙打旺根系延伸的范围

,

其储水量为估算数
,

系根据实测
,

封禁 6 年荒山

5 米内土壤储水量进行估算的 (平均土壤含水量为14 %
,

平均容重为 1
.

3)
。

( 2 )土壤蒸发
、

径流量及其它水分支出
,

为水分收入合计与蒸腾耗水量之差
,

为估算数
,

本

年未进行实测
。

出
,

提高荒山植被生产潜力很大
,

可以采取各种措施
,

如飞播造林种草等
,

迅速恢复
、

建造植被
。

在生长七
、
八年的沙打旺草地上续继飞播或种植沙打旺效果如何

,

有待进一

步试验研究
。

四
、

结论和讨论

在半干早黄土区
,

影响植物生长发育和产量的主导因子是水分
,

而 蒸腾耗水量是植

物水分支出的主要指标之一
。

沙打旺和荒山植被蒸腾强度和蒸腾量均具有 日变化和季节的变化
。

蒸腾耗水量的大

小取决于植物绿色部分产量和蒸腾量
。

6 年生沙打旺地上部分干物质积累总量为 1 9
.

5 37

吨 / 公顷
,

蒸腾耗水总量为1 67 1
.

45 毫米
;
封禁 6年荒山植被干物质积累总量 为 3

.

0 69 吨 /公

顷
,

蒸腾耗水总量为 3 37
.

97 毫米
。

6 年生沙打旺为封禁 6 年荒山植被总产量的 6
.

37 倍
,

蒸腾耗水总量 为其 4
.

95 倍
。

沙打旺生产 1克干物质需蒸腾耗水85 1
.

04 克
,

荒山植被生产 1

克干物质需蒸腾耗水 1 1 4 4
.

99 克
,

沙打旺比荒山植被生产 1 克 干物质少耗水2 93
.

95 克
。

由

此看出
,

沙打旺在生产干物质过程中耗水较经济
,

水分利用率较高
。

1 一 6 年生沙打旺的根一般较荒山植被的根长 2 一 6 倍
。

沙打旺靠其发达的根系吸

收土壤各层的水分
,

满足蒸腾的需要
。

沙打旺能较充分地利用土壤有效水分
,

产草量高
,

提供了大量的
“三料

” ,

为当地

飞播的好草种
。

在连续生长七
、

八年
、

已逐渐衰败的沙打旺草地上
,

续继再飞播或种植

沙打旺
,

其水分与生长及其它有关情况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荒山植被产量低
,

土壤有效



陕北黄龙山植被保持水土的研究
邹厚远 程 积民 张玉钧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黄龙山位于陕北黄上高原的东南部
,

是典型残留植被保存较好的次生林区
,

也是黄

河中游的水源林区
。

它除能提供一定数量的木材外
,

并对周围地区的农业起着 保 障 作

用
。

故从生态上了解黄龙山植被保持水土的机理与作用
,

能为经营次生林和 营造水土保

持林
、

水源涵养林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自然和植被概况

黄龙山位于北纬约3 5
0

2 5 产

一 3 6
0

0 4 产和东经 1 0 9
0

5 5 2
一1 1 0

0

2 6 尹 ,

总面积约 3 9 0万亩
,

行

政上主要在黄龙县境内
。

地质岩石主要是三叠纪的砂岩和页岩
,

其上复盖第三纪红土
、

老

黄土和第四纪黄土
。

地形属黄土丘陵山地
,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

海拔 1 ,

00 0一 1 ,

70 0米
。

家字梁海拔 1 ,

74 5米为最高峰
,

是黄河和洛河的分水岑
。

山地相对高差 20 0一30 0米
,

东部

3 0 0一 5 00 米
。

气候属于暖温带
,

年平均气温 8
.

6 ℃
,

一月平均气温
一5

.

9 ℃
,

七月平均 气

温 2 1
.

8 ℃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22

.

5 ℃ ,
极端最高气温36

.

7 ℃
,

> 10 ℃积温 2
,

9 77 ℃
。

年 日照

水分没有被充分利用
,

因而生产潜力大
,

应对荒山植被进行改造
,

提高生产力
。

限于试验条件
,

在测沙打旺与荒山植被蒸腾的同时
,

未对 土壤蒸发及降雨流失等水

分支出进行测定
,

因而对水分收支情况分析较粗
。

另外
,

沙打旺较荒山植被根系庞大
,

有较多的干物质运往根部
,

在用计算蒸腾系数公式时未将根部干物质计算在内
,

因而增

大了蒸腾系数值
。

今后应进一步测定沙打旺地上
、

地下干物质量
,

确定其蒸腾需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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