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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目 舀

黄土高原属半干早半湿润地区
,

地下水埋藏较深
,

包气带平均厚达 余米
。

本区降雨产流方

式一般属于超渗产流
,

亦即当降雨强度超过土壤入渗能力时就产生地表径流
。

因此
,

认识黄土高

原土壤入渗特性
,

对于洪水预报和土壤侵蚀预测预报
,

以及对制定水土保持措施
,

均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

本文根据新近在陕
、

甘
、

宁等省区的野外测试资料
,

对这些地区的土壤入渗能力作点介绍
,

关于黄土高原土壤入渗能力较为详细的研究
,

将另文讨论
。

土壤渗透性的测试方法
,
用通常的双圈法进行

。

二
、

土壤入渗能力的变化规律

一 土滚入渗能力的水平变化规律

土壤入渗能力与土壤类型
、

地形
、

土壤 物 理 性 质以及土地利用型式都有密切的关系
。

黄土

高原土壤入渗能力存在明显的地带性
。

试验表明
,
在高原腹地的子午岭

、

乔山
、

黄龙山等稍林地

区
,

由于森林茂密
,

地面上有深厚的枯枝落叶层
,

地表松软
,

表层土壤 一 厘米 容重在

克 立方厘米左右
,

毫米的水稳性团粒含量高达 以上
,

土壤稳定入 渗 速 率 超 过 毫

米 分钟
,
是黄土高原土壤入渗能力的高值区

。

该区终年山青水秀
,

沟内清水长流
,

洪枯流 量 比

较平稳
,
洪水流量过程线峰形比较平缓

,

不像其它地区那样尖瘦
。

从陇东的通渭县经华家岭至定西县宁远公社
,

即沿西兰公路两侧的梁顶赤坡上
,

广泛分布着

黑麻土
,

其结构良好
,

土壤稳定入渗速率在 毫米 分钟左右
,

是黄土 高原土壤入渗能力 的次高

值区
。

自子午岭
、

乔山
、

黄龙山等 高值 区 向外
,

位于庆阳
、

固原
、

吴旗
、

安塞
、

子长
、

绥德
、

宜

川
、

洛川
、

富县等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地区
,

土壤入渗能力较强
,

稳定入渗速率界于 一 毫米

分钟之间
。

兰州
、

天水
、

陇县
、

耀县
、

蒲城一线南部地区
,

土壤稳定入渗速率小于 毫米 分钟
。

永登
、

愉林等干早
、

风沙草原地带
, 由于风蚀作用

,
植被稀疏

,

土壤结构很差
,
土壤稳定入

渗速率不超过。 毫米 分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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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
,

均将有重大影响
。

应在事前进行详细的实地勘察
,

根据 自然综合生态环境
、

生产要求提出

周密的计划和有效措施
。

总之须 以预防为先
,

不再增加入黄泥沙
、

妨害整个土地整治工作和恶化

本区生态环境为宜
,

切忌出于局部利害
,
盲目蛮干

。

限于水平
,

不当之处
,

在所难免
,

倘能对黄土高原土地整治开发和根治黄河起个抛砖引玉的

作用
,

则就深为满意矣
。



二 土滚入渗能力的垂直变化规律

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
,

土壤入渗能力急剧降低
。

根据在子午岭连家贬林区的测试 结 果 表 明

表
,

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
,

土壤容重增大
,

非毛管孔隙减小
,

土壤变得紧实
,

毫米

水稳性团粒含量减少
,

土壤结构变坏
,

这些均导致土壤入渗能力衰减
。

表 土滚入渗能力垂直变化规律 分层采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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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入渗能力随土层深度增加而衰减的规律
,

在林地最为明显
。

譬如
,

以 一 龄山杨林为

例
,

一 厘米土层土壤恒定渗透速率是 一 厘米土层的 倍
,

是 一 厘米土层的 倍
。

由于林地夫层入渗能力极强
,

加之林冠枝叶的层层拦截和凋落物对地表的保护
,

观测表明
,

即使

在降水总量为 毫米
、

最大降雨强度达到 毫米 分钟的情况下
,

地面径 流 量 极 少
,

仅及 毫

米
。

各种利用型式
,

对土壤入渗能力影响的深度
,

一般及于 厘米左右
,

当深度超过 厘米时
,

土壤入渗能力并无明显差异
。

三 土地利用型式对土滚入渗能力的影响

从表 资料可以看出
,

土壤在不同的利用型式之下
,

入渗能力有很大变化
。

林地在积累有大

量枯枝落叶的情况下
,

由于凋落物的腐烂分解
、

灌丛草本植物的茂密生长
、

软体动物 的 栖 息 繁

衍
,

土壤疏松
,

结构 良好
,

恒定入渗速率最大
。

天然草地或者人工草地
,

随着植株的生长发育
,

根系在土中交织缠绕
,

土壤容重增大
,

非毛管孔隙减少
,

土壤入渗速率很小
。

年生的沙打旺草

地
,

大部分植株 已衰败枯死
,

根系开始腐烂
,

加之底层土壤 厘米以下 千燥 含 水 量 小 于
,

吸水能力极强
,

其土壤恒定入渗速率尚高于农耕地
。

黄土高原不少地区
,

由于燃料极缺
,

新造林地的枯枝落叶常被搂扒干净
,

片叶不 留
,

或者辟

为冬季牧场
,

驱赶羊群觅食践踏
,

致使土壤变得密实
,

结构难以得到改 良
,

不利于对 降水 的 拦

蓄
。



裹 土峨在不同利用型式之下入渗能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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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发挥黄土高原土壤入渗能力较高优势的浅见

黄土高原的高原沟壑区与丘陵沟壑区
,

总的说来 土壤入渗能力较强
,

但也应注意到土壤入

渗能力随深度锐减和与表层土壤容重关系密切的事实
。

因此
,

在高原沟壑区应开展平整土地 如

修条田
、

捻地等
,

深耕
,

兴修沟头防护
、

涝池
、

水窖等工程
,

拦蓄降水
,

就地入渗
。

有关研究表明
,

土壤入渗速率随地面坡度的增加而减小
,

也随雨点粒径的减 小 而 增大
。

因

而在丘陵沟壑区
,

一方面要大力种草植树
,

增加地面被覆
,

破碎雨滴
,

防止大颗雨 点对 地 面的

直接冲击
,

保护土壤结构
,

增加入渗水量 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兴修梯田 特别是隔坡梯田
,

推

广水土保持耕作法
,

如区田圳田
、

水平沟种植等
,

以改变地面坡度
,

增加入渗水量
,

拦蓄径流
。

在重新建造的林地草地上
,

一要提倡整地造林 如鱼鳞坑
、

水平沟
、

水平阶等 二要注意

枯枝落叶等凋落物的积累
,

切忌扫光 作燃料 吃光 羊只觅食
。

试验表明
,

林下枯枝落叶腐

烂后
,

不仅能增加土壤有机质
,

改 良土壤
,

而且能大量存纳雨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