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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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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83 小时
。

早霜始于 10 月中旬
,

晚霜止于 4 月中旬
,

无霜期 1 83 天
。

年平均降水量 6 1 1
.

2

m m
,

年蒸发量约 1
,

5 00 m m
,

为年降水量的 2倍多
。

土壤为褐色土
,

东部石质 山地为 粗

骨褐色土
,

西北部为灰褐土
。

植被区划为暖温带落叶润叶林地区
,

华北北部暖温带落 汗卜阔

叶林地带
,

顶极群落为辽东栋 ( Q u e r e u s l i o t u n g
e n s i s )林和油松 ( P i n u s t a b u l a e f o r m i s )

林
。

森林覆被率 1 9 6 5年 为 4 6
.

7%
, 1 9 7 7年为 6 5

.

3 %
,

森林和疏林
、

灌丛
、

草地 占总面积

5 5 %
。

森林植被主要有辽东栋林
、

油松林
、

山杨 ( P o p u l o s d a v i d i a n a ) 林
、

白 桦 ( B
e t u -

l a p l a t y p l l y l l a ) 林
、

侧柏 ( T h u ja o r i e n t a l i s ) 林等群系
;
灌丛植被主要有狼牙刺 ( 5 0 -

p ! 、 o r a v i e i i f o l i 。 )
、

酸刺 ( H i p p o P h o e r h a m m o i d
e s )

、

虎棒子 ( O s f r y o p s i s 〔l a 、 i d i a n a )
、

荆条 ( V i t e x 。 h i n e n s i s )
、

酸枣 ( Z i z y p h u s s a t i v a V a r .

S p i n o s a ) 山桃 ( P r u n u s d a v i d i a n a )
、

杠柳 ( P e r i p l a e a s e p i u m )
、

二色胡枝子 ( L e s p e d e z a b i e o l o : )
、

连翘 ( F o r s y t h i a s o s p e 。 -

s a ) 等群系
;
草甸植被主要有白羊草 ( B o t h e m i s i a i s e h a e m u m )

、

黄管草 ( T h e m e d a j a -

p o n i e a )
、

大披针苔草 ( C a r e x l a n l e o l a t a )
、

细叶苔草 ( C a r e x s t e n o p h y l l a )等群系
,

此外
,

还有长芒草 ( S t i p a b o n g e a n a )
、

菱篙 ( A r t e
m i s i a g i r a l d i i )

、

铁杆篙 ( A r t e m i s i a S a c 。 o -

r o m )等草原植被
。

因森林和植被覆被率高
,

水土流失轻微
。

二
、

试验方法

试验站设在黄龙 山北东部疙 台林场
。

试验于 1 9 7 9年 5一 7) j在辽东栋林
、

油松林
、

人

工油松林
、

山杨林
、

白桦林及酸刺灌丛
、

狼牙刺灌丛
、

二色胡枝子灌丛
、

白羊草 + 大披针

苔草草甸
、

辽东栋林采伐迹地
、

白桦林采伐迹地等样地上进行
。

在 20 X 2 c0 m小 样 方 内

采集枯枝落叶样品
,

注意要采尽枯枝落叶层 ( A
。
)

,

而不要采到腐殖质层 ( A : )
、

重复 3

次
。

在 70 一 8 0 ℃的烘箱中将样品烘干恒重
,

测定含水量
。

在实验室内将样品放水中浸渍

至二次重量近乎相等
,

测定 A
。

的饱和含水量
。

降水量 从气象站取 得
,

也可在试 验 站 设

置雨量筒测得
。

三
、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
:

.1 辽东栋林
、

油松林
、

人工油松林
、

山杨林
、

白桦林下 皆有一层枯枝落叶层
,

厚度

分别为 9
.

o e m ( 阳坡 辽 东 栋 林 为 3
.

o e m )
、

4
.

s e m
、

3
.

s e m
、

4
.

3 e m
、

4
.

s e m
。

A
。
的饱

和含水量分别达 19 4
.

5 6 % ( 阳坡 2 0 1
.

0 0 % )
、

1 7 0
.

0 1一 1 7 5
.

4 2 %
、

1 8 3
.

0 9%
、

2 x 5
.

6 z %
、

2 2 3
.

5 1 %
。

每公顷 A
。
蓄积量分别为 7 0

.

4 5吨 ( 阳坡 5 5
.

7 0吨 )
、

4 2
.

2 3一 4 2
.

4 5吨
、

4 7
.

7 3

吨
、

4 1
.

9 5吨
、

4 4
,

62 吨
。

当 A
。

含水量达到饱和时
,

每公顷 A
。
吸水量 分 别 达 1 37

.

07 m
“

( 阳坡 1 1 1
.

9 6m
3
)

、
7 0

.

璞7一 7 2
.

6 8 m
“ 、

8 6
.

6 6 m
“ 、

9 0
.

4 5 m
“ 、

9 5
.

2 7 m
“ ,

则 每公顷 A
。

可分别吸收相当于 1 3
.

7 m m ( 阳坡 1 1
.

2m m )
、

7
.

1一 7
.

3 m m
、

8
.

7 m m
、

g
.

o m m
、

9
.

s m m

的降雨量
,

充分显示了森林中枯枝落 叶层 的吸水保水作用
。

2
.

酸刺灌丛
、

二色胡枝子灌丛
,

狼牙刺灌丛
、

白羊草 + 大披针苔草草甸 中的枯枝落

叶层很薄
,

仅有 0
.

5一 2
.

oc m ,

覆盖度仅有 50 一 70 %
。

容重也较 低
,

每公顷蓄积量分别



仅有理
.

98 一 4
.

99 吨
、

3
.

90 吨
、

1
.

7吨
、

0
.

26 一 4
.

66 吨
,

与白 桦 林 相 比 , 分 别小 6 倍
、

飞2
.

5倍
、

26 倍
, 9

.

5一 1 7 0
.

5倍
。

含水量虽与白桦林相近
,

但每公顷吸水量却分 别小 5
.

6

一 6
.

7倍
、

3 3
.

3倍
、

2 3倍
、

9
.

6一 1 6
.

8倍
。

故与森林相 比
,

灌从和草地由于枯 枝 落 叶量

少
,

其吸水保水作用远低于森林
。

辽东栋林和 白哗林采伐迹地经过采伐后还保存枯枝落叶层
,

厚度 为5
.

o C m
。

前 一 年

采伐的辽东栋林采伐迹地
,

枯枝落叶层厚度可达 8
.

O C m
。

容重低于白桦林
,

炼公顷有积

量稍低于白桦林
。

含水量与白桦林大致相近
,

每公顷吸水量与 白桦林相差不大
。

所选森林

采伐迹地样地为 1 至数年前采伐的
。

由于该林区采伐作业全靠手工
,
又保留了林下灌木

层和草本层
,

故数年之内采伐迹地还保存 A
。 ,

在采伐当年枯枝落叶还 有大量 增加
。

因

此
,

只要对次生林进行合理抚育
、

改造和采伐
,

就既能促进木材生长
,
又能保持 拈枝落

叶层的吸水保水作用
。

3
.

辽东栋林中枯枝落叶层的含水量在 6 月 1日降水 l o
.

Z m m后
, 6 月 3 日为 7 6

.

3 4 %
,

6 月 6 日为 3 0
.

0 0% ; 6 月 1 8 日降 水 9
.

4 m m后
, 6 月 1 9 日为 2 7 0

.

9 7% , 6 月 2 3 日降 水

2 0
.

6 m m后
, 6 月 2 4 日为 2 2 8

.

5 3% ; 6 月 2 9 日降水 0
.

l m m 后
,

6 月 3 0 日为 5续
.

5 5 % ; 7 月

1 一 4 日降水 5 2
.

6 m m后
, 7 月 5 日为 2 3 8

.

1马%
。

以上数字表明
,

辽东栋林 中A
。
的含水

量随降水量的增加而增加
,

其最大含水量在自然状态
一

「还高出实验室内测定的饱和含水

量的 1
.

2倍
;
但在两次降水之间

,

在下一次降水之前
,

含水量则逐渐降低
,

降低程度决定

于季节与气温
。

A
。

含水量的这种变化
,

一方面从另一角度显示出了它对水分的 调 节 作

用
,

即保证在 下一次降水时能充分吸收降水
, 另一方面又显了它对周围空气湿度的调节

作用
。

其它森林及采伐迹地不 同时期的 A
。

含水量变 化 与 降水量的关系
,

也可看出枯枝

落叶层的这一特性
。

白羊草 + 大披针苔草草甸的 A 。
也具有这 种 特 性

,

但由于 量少
,

对

周围空气湿度的调节作用 则远低于森林
。

四
、

结论

1
.

黄龙山森林中的枯枝落叶层 (厚约 3
.

0一 9
.

oc m )
,

能吸收大量降水
,

辽东栋林
、

油松林
、

人工油松林
、

山杨林
、

白桦林每公顷枯枝落叶层按饱和含水量计
,

可分别吸收

z 3 7
.

o 7 m
“

( 阳坡辽东栋林可吸收 z z l
.

9 6 m ”
)

、

7 0
.

4 7一 7 2
.

6 8m
“ 、

8 6
.

6 6 m “ 、

g o
.

4 5 m “ 、

95
.

27 m
“

的水分 (枯枝落叶层在 自然状态下的最大含水量高于室内测定的饱和 含水量
,

以辽东栋林为例
,

高 1
.

2倍
,

实际上可吸收和滞留 i 6 4
.

4 o m
“
的水分 )

。

枯枝落叶 层的这种

吸水保水作用
,

一方面能直接控制降水引起的地表径流
,

减免土壤浸蚀
,

另 一 方 面 能

滞留降水使之逐渐渗入土壤
,

进 一步 为森林涵养水源创造条件
。

灌 达和草地由于枯枝落

叶量少
,

这种作用远低于森林
。

2
.

黄龙山森林采伐迹地由于保留枯枝落叶层
,

仍然具有以上吸水保水作用
。

故只要

对次生林注意合理抚育
、

改造和采伐
,

就既能促进木材生长
,

又能保持森林 的 防 护 效

育旨
。

3
.

森林中的枯枝落叶层还具有调节水分的作用
,

即本身所含的部分水分能逐渐蒸发

到周围空气中
,

以利嗣后吸收降水
,

同时以此调节周围的空气湿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