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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 因索
�

植被对 土壤侵蚀的影响
, �� �  年我们已作系统的总结 以 ,

,

现在 我

们补充近年来的资料陈述于后
。

植被永远是防止地面水土流失的积极因素
,

因为它一方面可以保护土壤
,

免受降水

直接打击
,

并可阻缓或消失地面径流的发生和发展
,

同时又可防治和消灭土壤侵蚀的发

生和发展
,

并使它们的危害作用消失
,

甚 至完全消失
。

为什么植被对于水土流失有这么巨大的影响呢 � 大家都知道
,

植被既可 以 被 覆 地

面
,

拦截降雨
,

保护地表不直接遭受雨滴的打击
,

又可阻缓暴雨强度
,

调节地面径流
,

增加土壤渗透时间
,

消减径流动能
,

以及加强和增进土壤渗透性
、

抗蚀性和抗冲性等
。

所以人们认为
�

破坏地面植被
,

必将招致水土流失的加强 , 而生物措施又为水土保持中

最有效和最治本的方法
。

课露的土壤
,

在遭受雨滴的打击下
,

抗冲性较差的土体或土块
,

常被打得散碎
,

并

随着雨滴从地面上飞溅出来的分散水滴飞向四方
。

根据实际观测所得
,

这种分散的水滴

在平地上可以跳到 � 米高和。
�

�米多远
。

这样一来
,

我们可以想象
,

在较 陡 的斜坡上
,

就是在没有地表径流发生的情况下也可 以发生土壤侵蚀
。

此外
,

被打得碎散的土粒
,

不

是变得泥泞
,

就是随着下渗水而把土表下面的孔隙堵塞
,

二者都能减弱土壤的渗水性能

和容易引起地面径流的发生和加强
,

因而也就必然会促使水土流失的发生和发展
。

降水

霎霎霎

对于土表打击破坏的作用
,

雨滴愈大和愈多就来得愈强
,

降雨

带雹时的破坏作用就更为突出
。

黄土地区的降雨非但集 中而多

暴雨
,

而且也常常带雹
,

因此当它降落到光秃的地面上
,

极易

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
。

植物的地上部分首先能够拦截降水
,

防止它直接打击地面
。

林冠截留降水的现象是很显著的
,

根据陕北绥德水土保持试

验站的资料
〔� � 〕 ,

就是幼林树冠也有显著的截留作 用 �图 � � �
。

从图�� 可知
,

被覆度愈大截留降雨的百分率也愈大
,

也就

是保护地面免受降雨直接打击的功效也愈大
。

一般茂密 的成林
,

往往可以截留�� 一�� � 以上的降雨
。

陕西省黄龙水保站的资

料图�图 � � � 表明
�

在降雨量为 �
�

�一�
�

。毫米时
,

林冠截留率为

� �一�� �
�
降雨量 �� 毫米 以上时截留率仅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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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而论
,

以灌木截留率最大
,

因其被覆度

大
,

同时 比较低矮
,

降雨过程中受风 的吹
’

动较小
,

雨水能较好地附着于叶面 多 山杨
,

和海棠的截留率最低
,

主要由于它们的被
,

覆度小
,

同时杆高叶面又光滑
,

雨水易于
,

滑落
。

这 些被截留的降水
,

部分就在叶面 二

蒸发散失
,

余下的虽然沿着植物的枝干 向
�

下流到地面
,

但是由于时间延长了
,

速度减

缓 了
,

因此这一部分的雨水
,

往往不会形

成地面径流
。

我们在黄土地区 的 观 测 证

山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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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林冠截留与阵雨� 的关系

明
�

森林拦截降雨的功效最大
,

草皮和生长茂密的牧草及作物等次之
,

生长稀疏的牧草

和作物较差
,

其中尤以点播的禾本科为最差
。

森林和草皮受带雹暴雨打击时一般不会受

到
·

明显的损伤
,

但是作物和牧草那就常常遭受 极 大 的 伤害
,

其中尤 以蚕豆和糜谷
、

玉

米等较为显著
。

所以多雹地区
,

在目 前 地 面 绿化程度不够
,

各地湿热情况尚有剧烈变

化和容易发生降雹的情况下
,

选种抗雹性较强的作物和牧草
,

非但能减低雹灾程度
,

而

且也能较好地被复地面
,

减少水土流失
。

植物地上部分 �尤其死被覆 � 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功效
,

是对地面径流的调节和吸收

作用
。

稠密的草皮灌丛都有分散径流和减缓甚至消失地面径流的动能
,

所以它们非但能

够防止土壤侵蚀的发生
,

而且也能象过滤器一样阻拦从上面坡地上流下来的泥水
, 阻止

它们流入沟谷
。

这种拦阻径流和挂淤作用
,

非但可以在农地附近的多 年 生 牧 草地中发

生
,

而且也在乔林边缘的灌丛中见到
。

根据我们的资料 ��,
,

在子午岭梢林区稠密的灌丛

基部
,

常见有厚约�� 厘米上下的浮土层的堆积 , 又在甘肃庆阳西峰镇侯官寨附近集水槽

中 �浅凹地� 种植首楷
, � 年内共拦积淤泥厚达� �厘米以上等现象

,

都是有力的证明
。

乔林本身对于调节地面径流的作用不大
,
这已被很多的观察资料所证明

。

但是它的

死被物比较深厚
,

水土保持功效特别来得巨大
, 它非但富有吸水性能

,

保蓄很多水分使

它不致成为地面径流
,

而且也增加了地表的糙率 , 就是在发生地面径流时
,

也可起到很

大的阻缓和挂淤作用
。

因此通过森林或林带流出来的水流
,

非但分散缓慢
,

而且也清澈

透明
。

此外
,

死被覆富有弹性
,

能很好地保护土壤
,

免受降雨直接打击
。

所 以不论在营

造水源涵养林或防护林和水流调节林时
,

我们必须保护林下的死被覆和林下生长的灌丛

草本等
,

否则单凭林冠截留降水
,

对水土保持的功效是有限的
。

从上述可知
,

植被对于水土保持的直接功效是非常巨大的
,

它非但能保护地面
,

免

受降雨的直接打击
,

而且又能阻缓暴雨强度
,
分散和调节地面径流

。

但是这些功效
,

随

着植被类型和被覆度的不 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

一般规律都认为植被对于水土保持总的功

效
,

就类型来说
,

以森林最大
,

‘

灌丛次之
,

种植的牧草和作物最差, 就被搜度来说
,

被

覆度越大
,

水土保持的功效也越大
。

映北绥德水土保持站的资料证明
,

洋槐幼林的水土保持功效比农地要强得多�图�� 一

� � �
。

从图��
、

图 �� 可以看出
,

林地比农地的水土流失来得轻徽
,

同样林地
,

洋槐林的水





或臭椿和紫穗槐混交种植后
,

都可以减少土壤冲刷达��  上下
。

� � � �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组织 的第二水土保持勘测队的资料证明
,

光秃无被覆的地

面
,

土壤冲刷要比有被覆的地面大得多
,

同时被覆度愈大
,

径流系数愈小 �图��
、

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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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图�� 地面坡度和有无被授的土壤冲刷比较

, 图�� 被毅度和地面径流系数的关系

从上述的情况不难看出
,

黄土地区不论坡 面
�

�的坡度如何
,

倘若有很好 的 植 物 被

覆
,

就可以阻缓或防止水土流失的发生
。

因此
,

不论在农地中种植牧草
,

或者作物本身

的密植和间作
、

混作等都可以收到很大效果
。

同时见于黄土地区的雨量比较集 中
,

干湿

季节明显
,

因此在农地中 在雨季时保持有 良好的作 勿或牧草被覆
,

都将对于水土保持

起着很大的效果
。

所 以如果调整耕作制度和合理安排作 的组合
,

是 当前值得研究的重

要课题
。

植被对于水土流失的间接影响
,

主要是加强土壤的透水性
,

减少了地面的径流的发

生和发展
� 增进 了土壤的抗蚀性

,

减少和防止了土壤的分散和悬浮
�
使土体或土壤结构

相互串连 固结在一起
,

增长了抵抗地面径流的冲击破坏和运转作用的性能
。

此外
,

由于植

被的繁生
,

积累了养分并提高 了土壤生产特性
,

因而生 长在它上面的作物和植物获 得了

最好的条件
,

生长得比较旺盛和繁密
,

结果也就增强了它们对于土壤的直接保护作用
。

土壤在植被繁生的影响下
,

不断获得和积累 了上述的抵抗侵蚀的特性
。

显然
,

这些

特性也是土壤形成过程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

同时它们主要由于植物根部的繁生
、

分

布
、

缠绕
、

固结
、

更新
、

腐解以及腐殖质的形成和积累作用
,

但因各种植物根部的特性

不同
,

它们对于土壤的具体影响也就存在着 巨大的差别
。

所以我们在选择具体生物措施

时 ,
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

。

植被对于土壤的透水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植物根系能将土壤单粒固结起来
,

同

时也可将板结密实的土体分散成小块
,

并在根系腐解和转化合成腐殖质以后
,

非但累积

了土壤养分
,

而且使这些土壤的团聚体形成 良好的具有大量孔隙的和不易破碎的结构
。

土体变得疏松透水
,

非但对于防止地面径流的发生具有重大的意义
,

而且由于结构的土

壤的地面具有一定糙率
,

增加了地面径流的障碍
,

因而也就能够阻缓径流的流速
,

且在

一定程度上 防止了地面径流的进一步集中
。

此外
,

植物根系腐败 以后
,

遗留 下 来 的 孔

道
,

也大大地增加了土壤的大小孔隙
,

并也有效地增进 了土壤的通透性能
。



从上述的各种情况看来
,

黄土地区由于植被稀少
,

黄土本身疏松深厚
,

抗 冲 性 较

差
,

暴雨集中
,

因而水土流失严重
。

但是野生植物种类繁多
,

黄土肥力尤高
�

它们极易

繁生发展
, 同时很多植物非但能截留降雨直接保护地面

,

而且拦蓄大量水分
,

消灭地面径

流
,

增加地面糙率
,

阻缓径流流速
,

阻缓暴雨强度和消失径流势能
,

以防止水土流失的发

生和发展
。

植物又能提高土壤肥力
�

增进土壤渗透性能
,

增强土壤抗蚀和抗冲能力等从

根本
�

�防止土壤侵蚀的巨大作用
。

我们可以初步肯定
,

在黄土地区进行水土 保 持 工 作

时
,

生物措施是唯一有效治本并和发展农业生产密切结合的措施
� 同时黄土地区完全有

条件有可能有把握来进行这项工作
。

绿化造林是生钧措施中的重要内容
,

但是 乔木纯林的水土保持功效有限
,

因而以混

交林尤 以乔灌混交林为优
。

洋槐是速生和固土截留作用很大的林木
,

在可能 越 冬 的 地

区 不失为优良的先锋树种
。

任何方式的水土保持造林
,

林下草灌植物的繁生和枯枝腐

叶层的保护都是非常必要的措施
,

否则所造林木就不能很好地担负调节地面径流
、

增进

上壤透水和防止土壤侵蚀发生
、

发展的功能
。

营造林地初期的林草混栽甚至林
、

农混作

等
,

对水上保持和增加农业生产来说都是两利的措施
。

荒坡繁生的黄白草
、

羽茅
、

闭穗
、

黄营草
、

马芽草
、

鹅冠草和胡枝子等
,

都具有一

定的保土能力
,

值得今后研究
、

驯化和繁殖更新
�
沙打旺也具有一定的保土功能

,

同时

它又速生
、

易播
、

成活率高
,

不论农田还是荒坡均有极大的改土培肥作用和极高的饲料

价值
,

值得大力发展 , 草木裤和首蓓的固土抗蚀功效虽然不大
,

但是它们容 易 繁 殖 推

广
,

也不失为 目前救急的有益草种
,

同时它们生长快
,

饲料价值高
,

对于发展畜牧的功

效很大
。

一

平坦的农地
,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
,

在适当的耕作措施下
,

只要能够合理调整一「作

勿的组合和正确运 用草谷轮栽制
,

非但能够防止土壤侵蚀的发生和发展
,

而且也能够加

速土壤培肥
,

使得农业生产不断提高
。

但是在坡地上
,

由于农作物和牧草拦截降水和增

加土壤抗冲性等功效的限制
,

因而要求一些必要的田间工程措施 �尤其梯田 � 来保证
。

�续完�

�
�

上接第 �� 页 � 进行抚育伐
、

卫生伐
、

更新伐
。

在修筑林区干
、

支
、

岔线公路时
,

严禁

采伐线路两侧 �公路外沿算起� � 一�� 米内的树木
。

公路竣工后
,

必须在边坡种草
、

种

灌
、

造林
,

以发挥植物根系盘结土壤的作用
,

减少塌方
、

滑坡的发生
。

�
、

要有可命的保证措施
。

除严格执行 《森林法》 等法令政策外
,

要制定一系列确

保法令政策实施
、

森林免受各种破坏的有效制度和措施
,

建立相应的
、

健全的执行和检

查机构
,

监督
、

检察各项政策
、

制度
、

生产经营计划的执行
,

并落实责任
,

不使计划落

空
,

限期抓出成效
。

同时
,

当地政府和主管部 门
,

要在具体行动为林业生产
、

经营活动大开绿灯
,

并动

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
,

投入或协助林业生产
,

掀起一个持久的全民搞绿化
、

全民

办林业的群众性高潮
,

使森林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
,

让太白林区成为秦岭绿色宝库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