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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区的土壤水分资源及其存储特征
,

较之黄土源区和冲积平原地区有着许多不同的特

点
。

现以陕北延河支流杏子河流域为例
,

对黄土丘陵区的土壤水分资源加以评价
,

以期对这一地
_

区农
、

林
、

牧生产有所律益
。

杏子河流域的地貌形态属梁赤状黄土丘陵区
。

区内地形主要为古地形所控制
。

古地形基础为

第三纪形成的丘陵
,

广泛为第四纪黄土所覆盖
。

黄上总厚度为 1 50 一 1 80 米
,

地层内含有古土壤条

带
。

杏子河两侧普遍发育三级阶地
,

其相对高差为 1 00 一 30 0米
,

自下游至上游逐渐增大
。

下游有

较宽阔的阶地分布
,

为该流域较好的农田
。

流域内的梁赤地貌类型可以 以侵蚀形成
.

的谷缘线为界
,

分为两大单元
,

即沟间地与沟谷地
。

全流域沟间地与沟谷地的面积比例
,

约各占一半
,

下游沟谷地面积约 占流域面积的 60 %左右
,

上

游正好相反
。

下游地面切割密度大于上游
。

沟间地按形态可分为梁
、

赤
、

屹塔等 ; 沟谷地由谷坡

地
、

阶地
、

河床
、

沟槽
,

以及局部的崩塌滑坡体组成
。

流域内多年平均降水量 4 52
.

3一 5 6 0
。

2毫米
,

自上游至下游逐渐增加
,

上下游相 差 1 00 毫 米左

右
。

区内干燥度 1
。

48 一 1
。

58
,

属半干早气候
。

一
、

杏子河流域的土壤性征

杏子河流域的地带性土壤为黑坊土
,

但由于长期土壤侵蚀的结果
,

黑沪土现仅残存于梁
、

弗

顶部分水鞍及沟掌处
,

分布范 围广
,

但面积不大
。

区内主要耕种土壤为黄绵土
、

硬 黄 土 和 红胶

土
,

其中以黄绵土所 占面积最大
,

约占流
’

域总面积的 7 6
.

5%
。

从上述四种土壤的颗粒组成分析结果得知
,

粉粒级是流域内分布面积最大的几类土壤顺粒组

成的主体粒级
。

在粉粒级中
, 飞
又以粗粉粒 ( 。

。

。 5一 0
.

01 毫米 ) 的含量最高
,

其值变 动 于 3 8
。

84 一

57
.

10 %之间多 中粉粒 (0
.

01 一 0
.

005 毫 米 ) 和 细粉粒 (0
.

00 5一口
.

O0’1 毫 米 ) 的 含量 为 9
.

9 4一

1 8
。

00 %
。

上述三种粉粒级颗粒的总和要占颗粒总量的 5 1
。

6 0一 73
。

34 %
。

其次为细 砂粒 (0
.

25 一

0
.

0 5毫米 )
,

其含量变动于 1 2
.

16 一 40
.

76 %之间
。

黄绵土的粉粒含量
,

自上游至下游逐渐增加
,
由 51

。

60 %增至 71
。

34 %
,

而细沙 粒 级 渐 次减

少
,

由 40
.

76 %降至 1 8
.

7 1% , 其物理粘粒 ( < 0
.

01 毫米 )
,

自上游至下游亦逐渐增加
,

由1 7
.

44 %

增至 2 4
.

08 %
。

按土壤质地分类
,

黄绵土在流域的上游为沙壤土
,

志丹县张渠公社以南 的 中
、

下

游地段为轻壤土
。

冯乘琦同志参加郁分分析工作
。



黑沪土 比黄绵土的物理粘粒含量高出 7 一 n%
,

流域的中
、

上游为轻壤土
,

下游为中壤土
。

硬黄土的物理粘粒含量
,

上
、

下游变幅较小
,

为 31
.

纷一 3 4
.

84 %
,

粘粒含量上
、

下游分别为

1 5
.

00 %和 1 7
,

12 %
,

但其细砂粒含量
,

上游却较下游高出一倍左右
。

按土壤质地分类
,

整个流域

的硬黄土均为中壤土
,

但就土壤颗粒组成的组配情况来看
,

流域内几类主要土壤质地具有由西北

向东南渐次变细的趋势
。

杏子河流域的不同土壤剖面特征
,

总的说来
,

仍保持着显 明的黄土母质所固有的特点
,

全剖

而质地均一
,

疏松多孔
;
但从几个测定指标看

,

不同土壤之间由于成土过程不同
,

仍表现 出一定

的差异
。

表 1 所列资料表明
,

黑庐土的结构状况较好
,

疏松
、

容重小
,

总孔隙度稍高
,

土体构造

较好
。

黄绵土的毛管孔隙稍高
,

而硬黄土 的非毛管孔隙稍高
。

红胶土由于粘粒含量高达 7 5
.

10 %
,

土体坚实
,

总孔隙度低于其他几类土壤
,

其生产性能较差
。

裹 1 四种土峨的结构与孔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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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绵土

硬黄土

黑 坊土

红 胶土

团 块

团 块

小团块一块

块状

5 3
。
3 0

4 9
。
8 6

5 1
。

5 0

根据贾恒义资料

土壤的颗粒组成与剖面特征对土壤水分性质及其持蓄特征有着深刻影响
。

因此
,

通过上述土

壤颗粒组成和剖面特征的分析
,

对了解不同土壤的水分物理特征
,
以确定不同利用途径有着重要

意义
。

二
、

土壤的持水能力

土壤含有大量大小不同的孔隙和粒级组配各异的无数颗粒
。

土壤的持水能力正是受着这些大

小不同的孔隙和颗粒组成的制约
,

而表现出某些差异性
。

杏子河流域几种主要土壤的持水能力的

差异
,

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同一土壤类型的持水能力
,

在流域上
、

中
、

下游有规律的变化
;
二

是同一地段不 同土壤类型持水能力的差异性
。

就同一土壤类型的持水能力来看
,

土壤的田间持水量具有由上游向下游逐渐增加的趋势
。

这

一有规律的变化趋势是与土壤质地的粗
、

细和剖面特征密切关联着的
。

黄绵土的田间持水星
,

上

游为 1 7
.

2 %
,

到下游增至 1 8
.

4%
,

硬黄土由 1 9
.

0 %增至 2 1
.

9%
,

黑坊土由 1 8
.

5%增至22
.

2 % ;
其增加

幅度分别为 1
.

2 %
、

2
.

9%和 3
.

7%
,

以黑坊土的变幅最大
。

在田间持水量条件 下
,

上下 游 2 米土

层的储水量可相差 92 毫米 ;
就 是说

,

下游较上游每亩可多储水 61 立方米
。

若将 2 米土 层 的 储 水

量与年平均降水量加以对比
,

流域下游硬黄土与黑沪土的 2 米土层储水量略高于年平均降水量
,

其值分别为 5 47
.

5和 52 3
.

9毫米 ; 而在流域 的中
、

上游这二种土壤的田间持水量均小于年平均降水

量
。

在整个流域内
,

黄绵土的 2 米储水量均小于年平均降水量
。

再 就 同 一 地段不同土壤类型的持水能力来说
,

黄绵土的田间持水量最低
,

在中游河段
,

其

值为 1 7
.

7 % , 而硬黄土的测值为 19
.

0%
,

黑沪土和红胶土的测值分别为 1 9
.

7 %和 22
.

1%
。

综上所述
,

杏子河流域土壤的持水能力
,

无论从整个流域看
,

或是从同一地段不同土壤类型

看
,

黄绵土的持水能力最低
,

而此种土壤在整个流域 内所 占面积却高达了6
.

5%
。

这是在评价杏子



河流域土壤供水条件和规划林草建设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

土壤的持水能力的高低只能反映土体内可能存储水分的最大数量
:
但直

接关系农作物
、

林木和草类生长的
,

是在最大可能水分储量中能够提供对植物有效水分的多寡
。

我们把田间持水量与凋萎湿度之差作为
“
有效水范围

” 。

由表 2 看出
,

杏子河流域 不 同 土 壤的
“
有效水范围

”
依然表现出自上游至下游有规律的变化

。

这种规律性表现为
: i

、

黄绵土
、

硬黄

土和黑沪土的有效水储量均在 30 0毫米以上
,

而 以黄绵土的有效水储量最低 , 2
、

同一土 壤类型

的有效水储量在流域上
、

下游
,

黄绵土测值变幅为 2 9
。

5毫米
,

硬黄土测值的变幅为 7 2
.

5毫米
,

黑

沪土为 8 7
.

3毫米
。

硬黄土和黑沪土的测值变幅
,

下游明显大于上游
,

黄绵土的变幅 相 对 较 小 ,

3
、

在 同 一地段不 同土壤的有效水储量
,

在下游硬黄土和黑坊土与黄绵土 的测值 之 差
,

分 别 为

石0
.

8和 51
.

7 ,

即相当于每亩多储存 4 0
.

5立方米和 3 4
.

4立方米有效水 , 而沿河上溯
,

其间的差值明

显减小
,

有效水储量大体处于同一含量水平 ; 4
、

红胶土 由于凋萎湿度较高
,

因而使其有效水储

量显著低于其它三类土壤
。

衰 2 杏子河流城几种土滚的持水性能比较 (以 2 00 厘米土层深度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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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指的土壤有效水储量
,

系反映土壤可能提供的对植物有效的最大可能的水量
。

但是
,

实

际上由于区内土壤水分上行蒸发活跃
,

经过降水
,

土层被补偿的水分又很快丢失
,

而达到稳定湿

度 (接近毛管联系破裂湿度 ) 状态
,

其测值仅相当于田间持水量的 50 一 60 %
。

在这种情况下
,

土

体内常年所能含蓄的有效水量大大小于上述有效水最大可能储量
,

而使植物生长经常处于水分供

应亏缺状态
。

此种情况愈向上游
,

反映得愈益明显
。

红胶土虽具有较高的持水能力
,

但由于有效

水的可能最大储量仅为 1 4 8
.

5毫米
,

因此就供水条件来说
,

红胶土对农林牧生产的限制性 更 大
。

三
、

流域断面的土壤水分分布特征

在黄上丘陵区
,

当评价一个流域的土壤水分资源特征时
,

既应考虑不 同坡 向能量收入的多寡



所引起的土壤失水强度的大小
,

亦应考虑由于侵蚀强度不同所引起的沉积时期各异的黄土母质的

出露情况
。

杏子河由西北向东南延伸 1 00 多公里
,

上下游的土壤侵蚀强度明显不同
,

致使不 同 地 形部位

的土壤类型也表现出某种差异
。

例如
,

在上游
,

梁弗顶部残留有面积较广的侵蚀程度不 同的黑沪

土 , 而在下游
,

黑沪土只有零星分布
,

梁介顶部多为黄绵土所覆盖
,

在一些低位梁赤顶部则为硬

黄土
。

不同土壤类型的这种分布特征反映在土层自然含水量上
。

图 i 分别列示出自上游至下游四
、

个大断面土壤剖面的等湿度线
。

可从图 1看出
,

在流域纵向上土壤湿度变化的某些规律性
。

从杏

子河流域土壤湿度的纵向分布看
,

自中游杏河大断面至下游茶坊大断面
,

从上而下土壤湿度有明

显增大的趋势 (如图 1一 A
、

B
、

C )
。

而上游的大路沟断面
,

由于残存 的 黑 沪土分布较广
,

在

测定断面上分布有 此 种 类 型土壤的部位
,

其土壤湿度明显高于中下游部分 (图 1一D )
。

再从

土壤湿度在流域横断面上的分布看
,

如图 2 所示
,

自上游至下游
,

一
、

二
、

三级赤 2 米土层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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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难 店

小、洛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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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沁

河 瑞 坊

文路沟

湿度的平均值的变化是甚为明显的
。

毒
由图 2可见

,

不同坡向各级梁郑的土壤湿 委
一 一

一 ’

一”
’ -

一 ” 一 一
`
一 ”

-

一 一 度
度

,

阳坡与阴坡的测值
,

高低交错
,

井不像一 罕

般概念认为阴坡的土壤湿度都要高于阳坡
,

但 重
实际上往往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

这种现象
,

在 艺

杏子河这一特定的情况下
,

主要取决
J

于不同沉

积时期黄土母质出露的情况
。

在黑沪土和硬黄

土出露的部位
, 因其持水能力较高

,

而明显地
( 2 米土层经降水徽校正后的平均值 )

圈 2 杏子河流域徽断面土滚妞度变化

反映在各级梁弃的自然含水量上
。

再是支沟横断面的土壤水分分布情况
。

杏子河流域的支沟走向大致为南一北方向
,

断面坡向

多属半阴半阳
,

沟谷狭窄
, 上缓下陡

,

在相同的降水条件下
,

上部缓坡较下部陡坡更利于接纳降

水
,

入渗补给土层储水
。

在这种情况下
,

上部较缓的地形部位的土壤湿度高于下部较陡的地形部

位的测值
,

一级娜的 2 米土层不同层次的自然含 水 量 明显高于沟圾相应层次的测值 (图 3 )
。

在其他各级地形部位
,

二种坡向的 2 米土层的平均自然含水量的测值均十分相近 (图 4 )
。

但是

在下游塌地分布面积较大的地段
,

支沟断面土壤湿度则出现独特的情况
,

如图 5 。

在塌地上
,

下

湿地分布部位的上壤湿度可超过田间持水量
,

处于饱和持水量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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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不同土地类型土壤水分

的分布特征

杏子河流域属典型的黄土丘陵区
,

由

于丘陵地形起伏多变
,

从而造成区内复杂

多样的土地类型
。

土地是农
、

林
、

牧业生

产的基础
,

而土壤的供水条件又是土地生

产力的关键性限制因素
。

因此
,

了解不同

上地类型的土壤水分分布特征
,

对合理利

用土地
,

采取与土地类型的土壤水分生态

条件相适 应的措施
,

有着
一

!
一

分 重 要 的意

义
。

下面将区内几种主要土地类型的土壤

倒一一宕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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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5 沿河掩公杜夺该晚土城湿度等位故

水分条件的特点作简要讨论
。

1
、

筛项与如坡
。

如表 3 所示
,

那顶土壤湿度
,

一般都低于弗坡不 同层次的土壤湿度
;
有的

测点虽有相反的情况
,

但其差异不甚明显
。

此种情况
,

主要是由于命顶处于最高的地形部位
,

风

力较强
,

土壤蒸发强烈
,
再是受水来源的差异

,

赤顶只承受降水就地入渗
,

而赤坡除降水就地入

渗外
,

还有筛顶径 流的补给入渗
,

因而提高了土层的水分含量
。

因此
,

从上壤水分条件来看
,

赤

坡要优于筛顶
,

在林草措施布局上
,

赤顶适于发展人工永久草地或灌木薪炭林
,

而不宜于栽植乔

木和辟为农田
。

裹 3 娜顶与姗坡的土峨水分条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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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场地
。

塌地在杏子河流域的上游和下游分布面积较广 (塌地分活动性塌地和较稳定的塌

地两种 )
。

由于塌地所处位置
、 一

「伏土层条件以及地面形状的差异
,

其土壤水分条 件 也 明 显不

同
,

如表 4 所示
。

表 4 资料说明
,

在 下游的寺嘎舰大队
,

基岩部位较高
,

岩面滞水作用强
,

因此塌地的土壤湿

度很高
。

在凸形塌地上
,

其测值与田间持水量相近
; 而在凹形塌地上

,

其测值超过田间持水量
,

达到毛管饱和水状态
。

在上游的李雄塌沟内
,

由于土层较厚
,

其土壤的自然含水量与赤坡近似
。

由于塌地所处部位一般较低
,

地面坡度较缓
,

土壤水分条件一般要优于其它地块
,

因此塌地是一

种宜于建设基本农田 的土地类型
。

3
、

沟推地
。

沟掌地是沟道沟头的径流集中部位
,

在没有沟头 防护设施情况下
,

此种土地类

型深受沟头溯源侵蚀危害
。

因此
,

这种土地类型是沟道溯源侵蚀防治的关键部位
。

一般来说
,

凹

形沟掌地的土壤湿度稍高于凸形沟掌地的测值
,

同时这二种土地类型的土壤水分条件较之海拔高

度相近的二级梁地和无灌溉条件的沟台地的土壤水分条件要优越一些 (如表 5 )
。

因此
,

在这种

土地类型上采取沟头生物治理措施
,

因土壤水分条件较为优越
,

易获成功
。

裹 4 场地土峨水分条件

(干土重% )

裹 5 沟掌地的土城水分条件 (千土 , % )

(地点
:

中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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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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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水平梯 田
。

水平梯 田是防治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
,

也是山旱地的基本 农 田
。

据 调 查
,

上下游水平梯田的上壤水分条件均优于未修水平梯田的奔坡和命顶
,

尤其修筑于塌地凹形部位上

的水平梯田
,

其土壤湿度几乎常年都维持在较高的湿度水平上 ( 如表 6 )
。

所以
,

水平梯田
,

特别是上游水平梯田的单产很低
,

有的产量甚致低于坡耕地
,

其关键在于

土地严重缺肥
,

而水分则是第二位的限制因素
。

因此
,

只要在现有基础上增施
、

深施有机肥和适

量化肥
,

发挥
“ 以肥调水

”
作用

,

作物产量当会明显提高
。

5
、

坝地
。

坝地是黄土丘陵区一种抵御干早威胁能力最强的早作高产基本农田
,

也是用洪甩



自
、

进行沟壑治理 的有效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

坝地在土壤水分条件方面是最优越的一种土地类

型
。

但坝地自临坝部位上溯
,

在坝地纵向同一土层的土壤湿度并不是均一的
,

而是临坝部位
、

坝

地中部与尾部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 表 7 )
。

由表 7资料可见
,

坝地尾部的土壤湿度 已处于上壤饱和持水量状态
,

甚至高于 这一湿 度 水

平
。

因此
,

坝地的这种部位常常是坝地发生盐演化现象的部位
,

因而降低了坝地的可利用面积
。

衰 6 水平禅田与娜顶
、

那坡

土峨沮度比较 (千土 , % )

表了 坝地土坡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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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深层储水及其利用

(一 ) 土滚深层储水的特征

土壤深层储水
,

反映着区域土壤水分状况和水分循环与补偿特征
。

它取决于 各 年降 水 的丰

歉
、

土壤持水能力的强弱和植物对土集水分的吸取与消耗
。

据调香
,

杏子河流域上
、

中
、

下游土壤深层储水特征与不同沉积时期的黄土母质及其埋藏深

度有着密切关系
。

10 米深土层的水分剖面
,

在土壤母质相同
、

物理性状近似
、

质地 均 一 的情况

下
,

除 4 一 6米有一低湿层外
,

其上 l\’ 土层大体处于同一湿度水平
,

不存在骤升骤降的现象 (图

6 )
。

但在杳河和王瑶调查的二处水分剖面
,

发现 4 米以下土层的湿度水平均高于上部土层
,

如

图 7
、

8所示
。

但这种情况
,

并非 由于降水入渗补给深层水分储量的结果
,

这可在下游茶坊大队

测得的深层储水剖面骤升骤降的变化中得到佐证 (图 9 )
。

我们知道
,

流域内降水量 自上而下逐

渐增加
,

在降水较多的下游
, 6米以下尚且得不到补偿

,

更何况处于中游地段的测点呢 ? 因此
,

杏河和王瑶两地 6 米以下湿度高于上部土层
,

系因上部发育在新黄土上
,

而质地较粗的黄绵土下

伏老黄土所致
。

据测定
.

老黄土 < 0
.

0 01 毫米的粘粒含量一般要比新黄土高出 5
.

68 一 7
.

5%
,

影响

到 田间持水量一般也比新黄土高出 1
.

3一 3
。

5%
。



但是
,

无论深层土体构型是否均一
,

从调 查 结果 来看
,

在陕北这一特定的土壤一气候条件
一

「
,

土壤深层储水均处于水分亏缺状态
。

土壤强友
`千生万)

田间约水号

10 巧 即

土成深度
ē米ù

图6 上游大路沟寺免分 图了 中游杳河前庙婆况
艺之 5 2 6浏定

下游王淦陈子沟脑畔
S三

.

月
.

9 浏定

图 9 下游蔽方斩断姿呢
名￡

.

2口
.

2之润诬定

日 6 一 9 杏子河流城不同部位土城澡层储水圈

俄国土壤水文学家 r
。

H
。

维索斯基
,

曾提出所谓
“
死层

” 的概念
。

按照他的意见
,

所谓
.
死

层
”
系指在非淋溶型土壤水分状况下

,

各年降水浸润深度只能达到某一深度 ; 在此浸润层 以下即

为 “
死层

” ,

其土壤湿度基本处于稳衡状态
,

它与干湿年份的多年系列和植被变化有关
。

至于地

下水位的春季变幅对其影响则不甚明显
。

若将 r
.

H
.

维索斯基提出的
“
死层

”
与杏子 河 10 米深

层储水状况对比分析
,

可以看到
,

在陕北丘陵区这一特定的条件下
,
若以小于田间稳定湿度 (与

毛管联系破裂湿度相近 ) 为低湿的话
,

那么杏子河流域 10 米土层的土壤湿度则均低于此值 , 加之

区内土壤上行蒸发性能活跃
,

降水浸润层持续短暂时间即行消失
。

所以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杏子

河流域土层干燥的情况
,

与维氏的
“
死层

”
似有些差别

。

因此
, 区内这种类型的干燥土层

,

是由

于水分负补偿形成的持久低湿层
。

在这种低湿层条件下
,

由于植物对土壤水分的吸收
,
消耗

,

更

进一步向干燥化发展
。

此层可称为
“
复合干层

” 。

这种
“
复合干层

” 是不 同于维氏
“
死层

” 的重

要之点
。

(二 ) 土旅深层储水的利用

杏子河流域土壤深层存在的持久低湿层
,

对农
、

林
、

牧生产是极为不利的
。

现分别就不同土

地利用条件下的土壤水分状况概述如下
:

1
、

人工林地下的土壤水分状况
。

杏子河流域在水分负补偿引起的低湿层上
,
营造乔

、

液林



之后
,

林下土壤水分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
。

据调查
,

在中游地带
,

杏河公社前庙峡现的 1 4年生刺

槐林地和在下游地段茶坊蟠龙山 8 一 9 年生刺槐林地
,

与无林荒坡相比
, 1 00 一 4 0。厘米土层的土

壤湿度可降低到凋萎湿度左近
;
其 中14 年生刺槐林地土层干燥更为强烈

,

从而在持久低湿层上形

成复合干层 (表 8 )
。

表 8 人工林地下不同土层的平均土滚湿度 (干土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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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人工酸刺
、

柠条等灌木林地上
,

无论在上游地段或下游地段
,

也可观察到复合 干 层 的 存

在
,

但其深度一般处于 1 0 0一 3 50 厘米深度范围内
,

干燥强度稍弱于人工乔林地 (表 8 )
。

在人工林下
,

在持久低湿层上形成的这种复合干层
,

其上限位置常因各年降水丰歉
、

土壤浸润

深度而异
。

但在一般情况下
,

在杳子河这一特定条件下
,

复合干层的这种低湿状态既 已形成
,

其

湿度是难以得到恢复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林木的生长所需的水分供应就只能仰赖于天然降水
,

而

深层储水的补给能力就异常微弱了
。

2
、

天然次生林下的土攘水分状况
。

据我们在招安公社康岔沟高山尧子和神林山对天然梢林

(以杜梨
、

水揪子
、

侧柏
、

构子
、

丁香为主 ) 和 10 0年以上侧柏林地的调查
.

如表 9 所示
,

它与天

然荒坡的土壤湿度相比
。 4 0 0厘米上层的土壤湿度均被强烈干燥

。

从表 9 资料也可得到杏 子 河流

域人工林下复合干层难以恢复的佐证
。

这也是林地呈现 出林相衰败的生态原因
。

致于在次生灌木林下
,

如招安高山尧子的次生狼牙刺林地
,

林下土壤在 4 00 厘米土层范围内
,

土壤湿度明显低于草地的土壤湿度的测值
,

如图 10 所示 ; 但其干燥强度却较 1 00 年以上的侧柏林为

弱
。

上述人工林地和天然次生林地的上壤水分状况的特征
,

可作为乔
、

灌木树种配置的水分生态

依据
。

一般说来
,

灌木林对半干旱气候具有更强 的生态适应性
。

所以灌木应列为上游灌丛草原地

带主导的种植树种
。

3
、

人工草地与天然草地的土壤水分状况
。

据在杏河公社调查
,

在新集马家梁两块坡度相近

的地块
,

人工草地 (首糟 ) 的强烈用水深度
,

可达 2 5 0厘米左右
、

而天然草地的强烈用水深 度 却

只有 1 50 厘米左右
。

此二种草地的土壤剖面湿度情况见表 1 0 。

若将 4 0 0厘米的耗水量作对比分析
,

可见人工首楷虽只较天然草地多用水不足 20 毫 米
,

但产

草量大不相同 ; 人工草地年产风干草为天然草地的 6
.

5倍
,

这还只反映已栽种 1 2一13 年 的已趋衰

败的老首楷地的产草情况
,

如果正值首楷生长旺期
,

其产量当会更高
。

因此
,

从土壤水分利用率



杏子河流域耕作轮作制度的探讨

任 玉 岐

(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耕作轮作制度的选择要与当地的风土气候相适应
,

绝不能生搬硬套与当地生产不相符的经验

和方式
。

本文探讨 的目的
,

是研究如何 在增进作物的稳产和高产的同时
,

把当地的耕作轮作与居

民的饮食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
,

以满足农民群众的需要和社会消耗以及畜牧业发展的需要
。

一
、 “

两法
”
种植是耕作制度上的一项重要改革

1
、 “ 两法 ” 种植的提出

在早作条件下
,

要夺取农业丰收
,

不解决防早保墒的问题是很不可靠的
。

由于垄 作耕作法具

有因土耕作
,

防风抗早保墒
,

集中沃土
,

增加活土层
,

垄沟互换
,

轮翻用地
,

通风透光
,

便于耕

作管理等好处
,

所 以它不断地向前发展
。

1 9 7 0年延安市委和市政府
,

在贯彻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精神以来
,

组织农业科技干部
,

调查总

结了官庄公社吴太原大队壕田玉米和小寺沟大队山地水平沟谷子的增产经验
,

他们联 系 古 代 的

“
代田法

” 、 “ 区田法 ” 和近几年来外地推厂的
“
明沟深种

” 、 “
套犁沟播

”
等早地耕作栽培方

法的基础上
,

经过几年实践
,

提出在川
、

台
、

坝地
、

梯田上推行垄沟种植和山坡上推行水平沟种

植
,

简称
“ 两法 ”

种植
。

两法种植在杏子河流域推广
,

只是近五六年的事情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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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说
,

把区内面积很大的撂荒地改为人工草地
,

是一种经济利用土壤水分资源
、

提高地力
、

增加产草量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

应大力 推行
。

(待续 )

表 9 天然林地土坡水分比较
士展岌度`干土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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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安高山尧子
,

19 8 2年 10月 1 0日 )

圈1 0 林地土滚水分利用比软

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