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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
,

我们可以看到
,
若以天然

荒坡为参照地块
,

那么人工林地和人工草地都

很明显地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
。

所 以从土地资

源合理利用的观点来看
,

如何在水资源有限的

情况下
,

在有利于提高地力
、

有利于生态环境

改善的前提下
,

改变传统的撂荒制度
,

大力种

草种树
,

推行粮草轮作
,

是提高土地生产力 的

有效途径
。

4 、

农田土壤水分状况
。

本区作物可分两

大类
: 一是夏田作物

,

二是大秋作物
。

前者秋

种翌年夏收
,

主要生育阶段在雨季之前 , 后者

春种秋收
,

主要生育阶段正在雨季
。

杏子河流域除有少量灌溉农 田外
,

绝大部

分农田均处于早作条件下
。

早地作物水分的来

源
,

一是生长期的降水量
,

再是播后土壤储水

表 10 人工草地与天然草地的土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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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提供的水量
。

因此
,

生育期降水加王壤有效水储量与作物总耗水量之间的差值
,

即为作物生

长期水分的供求差
。

现将冬麦
、

谷子
、

高粱三种主要作物的水分供求差情况列入表 1 1
。

尽管区内土壤深层储水经常处于亏缺状态
,
但在低产条件下

,

土壤水分仍没能得 到 有 效 利

用
。

由表 11 所列资料看出
,

三种作物全生育期的水分供求关系
,
有效水储量均有所节余

,

说明在

水分供应上还有一定潜力
。

但这种潜力是作物低产下出现的情况
。

据调查
,

水分生产效率每毫米

水分仅生产小麦 0
.

2 4斤
,

谷子 0
.

7斤
,

高粱 1
.

2斤
。

水分生产效率低的关键是地力过度痔薄所致
。

近年来
,

在流域中下游推广的
“
两法种田

”
(水平沟种植和垄沟种植 )

,

是提高水分利用率的

一项有效措施
。

据调查
,

在相同坡耕地条件下
,

水平沟种植的谷子
,
耗水系数为 5

,

8 21
,

而平作谷

子的耗水系数高达 1 7 , 3 3 8。

采用水平沟种植之后
,

水分生产效率可提高近 3 倍
。

在提高水分利用率的同时
,

也应注意到
,

在土壤深层储水经常处于亏缺状态的条件下
,

如何



合理利用土壤水分资源
。

表 11杏子河流域几种主要作物的水分供求差

( 据 19 4 7 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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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物利用土壤深层储水的能力
,

与根系伸展深度有密切关系
。

据调查
,

高粱的根系集中分布

在 1 米左右
,

而谷子的根系集中区域为 50 一 6 0厘米
。

高粱全生育期 50 一 1 0 0厘米土层有效 水 储量

的 82
.

9%可被作物利用
,

而谷子则利用 5 6
.

3%的有效水分
,

说明这二种作物消耗底墒的强度是有

差别的
。

因此为了合理用墒
,

要有计划地安排好作物茬口
,

使大田能够均衡增产
。

在旱作条件下
,

土壤水的补给仰赖天然降水
,

那么经过雨季土层湿度恢复情况究竟如何呢 ?

在雨季 中虽一般可得到部分补偿
,

例如在杏河公社调查黑豆
、

糜子地结果 (表 1 2)
,

从 7 月 21 日

至 9月 n 日共计 51 天
,

期间降水量为 2 65
.

8毫米
,

黑豆地补偿 7 9
.

8毫 米
,

糜 子 地 补 偿 1 0 3
.

1毫

米
。

尽管土层水分得到了部分补偿
,

但土层湿度却仍处于亏缺状态
,

仅相当于田间持水量的 70 %

左右
。

尤其在陕北这一特定的土壤气候条件下
,

土层这一湿度水平并不能持久保持
,

而是经过春

表 12 杏河公社山地豆
、

糜墒情变化 (三级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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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万
. /,’ ,了

季融冻
、

土壤水分强烈蒸发丢失期
,
土壤的深层储水还会降低

。

这是区内土壤杭早力弱的一个重

要原因
。

通过对林草地与农田土壤水分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到
,

乔
、

灌
、

草较之农作物具 有 更 为 强烈

的用 伙强度
,

其用水深度明显大于一年生作物的用水深度
。

图 n 绘出了刺槐
、

柠条
、

酸 刺
、

高

粱
、

谷子的资料
,

由图中可清晰地看出
,
乔

、

灌的强烈用水层深度超过 4 米
,

草为 4 米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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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杏河
、

前庙峡幌 , B一杏何边咀梁 ,

C一五里湾
、

枕大梁 ; D一杏河
、

马家梁 ,

E一茶坊 ( 1 9 7 4年资料 ) ; F一茶坊 ( 1 9 7 4年资料 )
。

刺槐林
、

柠条林
、

酸刺林
、

人工首楷
、

谷子
、

高粱等地土壤与草地土壤湿度变化曲线



年生作物为 1
.

5 一 2米
,

由于一年生作物用水深度浅
,

经过雨季土壤水分可得到部分补偿
。

但在乔
、

灌
、

草植被下
,

由于土层强烈干燥
,

雨季补偿的水分迅速被强烈蒸腾 消 耗
,

因而使低湿土层进

一步 向干燥化发展
,

形成复合干层
。

土壤深层储水的调节作用逐渐丧失
。

这样
,

林木生长就只能

依靠当年降水维持
。

所以
,

就流域内的大部地区来说
,
水分仍是林木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

。

基于这些情况
,

杏子河流域的林业发展应以防护和解决烧柴为主
。

根据 r
.

H
.

维索斯基建议 ,

按宜林土壤和非宜林土壤区分宜林地的方法
,

结合流域土壤水分性征
,

可将杳子河流域区分为以

下几个乔
、

灌
、

草种植 区
:

I

—
上游草滋种植区

。

上游降水偏少
,

土壤持水能力弱
, 属非宜林土壤—

草灌种植区
。

I

— 中游草滋乔种植区
。

中游降水 中度
,

土壤持水能力 中度
,

属亚宜林土壤— 草灌乔种

植区
。

工

—
下游草乔滋种植区

。

下游降水稍丰
,

土壤持水能力良好
,

属宜林土壤— 草 乔 灌 种 植

区
。

结 语

在半干早气候条件下
,

土壤水分是农林牧生产发展及合理配置的重要生态因素
,

尤其在黄土

丘陵区
,

地表切割剧烈
,

蓄水条件极差
,

因此 , 土壤水分资源更有其重要意义
。

杏子河流域地表

水
、

地下水总量
,

平水年达 5 , 3 8 4万立方米
,

但可利用的水量甚少
。

因此
,

土壤水分就成了农作

物
、

林
、

草生产用水的唯一给源
。

杏子河流域向东南延伸 1 00 余公里
,

土壤水分资源深受土壤和土地类型的制约
。

自上游至下游
,

其纵向和横向的土壤水分物理特性和土层储水状况有着 明显的差异
,

再是不 同土地类型土壤水分

的分布也各自有着不同特点
,

因此在规划土地利用方面
,

确定植物治理措施和发展早地农业过程

中
,

注意考察土壤水分的分布特点
,

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土壤水分资源
,

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杳子河流域土壤深层储水具有地域性的特征
, 土层经常处于水分亏缺的状态

,

并在植物作用

下出现
“
复合干层

” ,

这就使区内林草建设的发展
,

在水分条件上受到很大限制
。

在 这 种情 况

下
,

我们以土壤水分特征为依据
,

从宜林条件分析
,

提出了三个不同的宜林区域
,

同时建议种草种

树
,

以防护为主的建设方向
。

在农业生产上则应以培肥地力
、

合理倒茬
,

提高水分利用率
,

实现

粮食的均衡增产的目标
。

注
:

文中资料未注明年代者
,

均系 19 82 年调查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