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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西部地区

土壤水分亏损及其提高途径

韩仕峰 杨新民 张效忠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提 要

我国黄土高原西部地区
,

包括甘肃
、

宁夏和青海的海东地区
,

位于干早和半干 旱 的 气 候

类型地带
。

土壤水分一般处于低储量
、

低利用的状况
,

各地程度不同地保持着可供地面作物利

用的土壤水分潜力
。

采取调整农林草的地区品种结构 , 采取有效办法提高地温 ; 提 l佰施肥水平
,

以肥调水 ; 发展作用较大的乔灌混交林和改变耕作方式等
,

提高土壤水分利用率
。

黄土高原西部地区
,

包括甘肃
、

宁夏和青海的海东地区
,

海拔高
,

多在 1 ,

50 0一 3 ,

00 0米 ; 气

温偏低
,

稳定 通 过 10 ℃的活 动积 温 1
,

2 00 ℃一 3
,

2 00 ℃ ;
年踌水量以 3 00 一 6 00 毫米

「! f大多数
,

基

本处于干早和半干早的气候类型地带
。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
,

土壤水分资源有两个特点
:
一是平常储存量小

,

多数时间处于 111 间持水

量的 60 一 70 %
,

个别地方林地累积亏损量较大
,

或短时间内作物腾发量大
,

降到旧间持水量的 40 %

左右
;
二是土壤水分利用率偏低

,

据对 21 个县的 74 个点调查
,

在 1 9 8 6年的干早时期
,

农林草地都

贮存有一定数量的剩余有效水 (表 1 )
,

农田土壤剩余有效水量最多
。

O一 5 米土层平均剩余有效水

储量 46 3
.

16 毫米
,

按作物一般可利用的 。一 2 米土层平均计算
,

也保持在 1 5 6
.

12 毫米左右
。

海拔

较高的少数地区
,

作物收获后
,

2 米土层内还继续剩余有效水量 2 50 一 3 00 毫米 ; 灌木林地对土壤

水分的利用率较高
,

但也未曾达到充分程度
, 5米土层平均剩余有效水储量达 到 8 9

.

3 8毫 米
。

海

表 1 黄土离原西部地区 1 9 8 6年千早期土城有效水储 l 比较

平均土壤凋萎湿度 平均土壤剩余有效水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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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较低
,

气温较高
,

林龄达 1 0年以上的个别地 区
,

土壤水分亏缺量才达到最大限度
,

如环县的上

壤含水址接近最大吸湿水
。

这样以来
,

由过去吃老本 (利用深层储水
,

加深土壤干层厚度 ) 变成

了单纯依赖于当年降雨而生长的供水类型区
,

大部分灌木林仍不同程度剩余有效水
;
乔木林地

,

对土壤水分的需求量较大
,

然而在 1 9 8 6年较长时间持续千早情况下
, 5 米土层还储存 2 0 0

.

9 2毫米

的有效水量
,

最高者可达 5 00 一9 00 毫米 ; 草地土壤水分也表现出一定剩余量
,

井黔中人
一

L草地 (指

多年生首箱
、

沙打旺和红豆草等 ) 累积亏缺较多
,

剩余有效水储量偏少
,

平均也有 1 3 7
.

6份西米
,

多者达到 30 0皂米 ; 白然草地单位时间内的蒸发量小
,

但墓本上是常年处于生物吸收利用之
,
;

, ,

祟

积亏缺量并不少
,

在大量用水季节里
,

它的用水深度主要集中在 。一 2 米土坡 J止内
,

剩余有效水

储量仍达 6 2
.

8 8毫米
,

o 一 5 米土层继续保持 1 9 9
.

2 2毫米剩余有效水
。

固原等海拔校高地 风
,

燕

发速率低
,

剩余有效水从达 3 30 一 3 70 毫米
,

相当本身最大有效持水量的 l / 3一 1 / 2
。

以
_

扮清况均说明了黄土高原西部地区
,

土壤水分一般处于低储童低利 J月的状况
,

各地程度不

等地保持着可以供给地面作物利用的土壤水分潜力
。

但是地面植物的生长状沙吕补不太好
,

尤其乔

木林地
, “ 小老树

” 比比皆是
;
农地产址水平偏低

,

天水县冬小麦平均每公顷产 1 , 2 0 7
.

5公斤
,

定

西县 3 5年平均春小麦每公顷产 6 90 公斤
;
自然草地产草量每公顷只有 3 00 一 3 75 公斤

,

人工草地产草

从较高
。

平均每公顷产干草 1 4 , 2 50 公斤
,

个别达到 3 万公斤
,

也没有发挥出最大淤势
。

所以
,

充

分利用土壤水分资源
,

促进生态环境改变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

如何进一步提高土壤水分利用率
,

根据各地实践经验和有关研究结果
,

可采 取 以 下有效拈

施
:

1
、

调整农林草的地区品种结构
。

如农田
,

分别地 区发展冬小麦
、

春小麦和 J专它品 种 作物
。

定西县解放后 3 5年统计
,

洋芋平均每公顷单产 (折粮 ) 比春小麦平均每公顷单产提 高 42 0公斤 ;

搜中县处于中位高海拔地 区
,

热从无主要限制因子
,

种植春小麦
、

蚕豆
、

洋芋产
_

;;飞i龙
,

1 9 8郎卜平均

每公顷产 2 , 8 05 一 2
,

9 4 7
.

5公斤
,

就应分别优势加大当地春小女
、

洋芋等作物的种植比例
,

从
阵
{

,
提高

对土壤水分利用率
。

林地 因地 区而异
,

可分别在半湿润区
,

扩大速生用材林的比例
。

在半 尸
, t地

区按立地类型条什
,

在梁赤顶部发展灌木林
,

中坡发展耐早的乔木树种
,

川沟地有水分来源和地

下水位较高的地域
,

适当发展速生用材林
; 千早区除灌溉林业外

,

缓丘坡地可以灌木林为主 ; 草

地方而
,

需要大力发展人工草地
,

不过控制的面积 比例各有所侧重
。

干早地区
,

按降雨了几和土壤

水分恢复能力合理分配 f !然草地
、

人工草地
、

灌木林地和农田的种植面积 比例 ; 半千早 :fx
,

可逐

步加大人工草地的面积 , 半湿润地 区
,

在力量允许下
,

以人工草地为主
。

半湿润地 区 的人 工 草

地
,

还要考虑到丰水年
、

平水年和枯水年型的交错出现
,

而带来对土壤水分非周期恢复的直接形

响
,

应合理安排多年生和两年生人工草地的面积比例
,

达到既充分利用土壤水分资源
,

又经常保

持生态平衡的目的
。

2
、

采取各种方法提高地温
。

据气象部门统计
,

气温对西部地 区土壤水分的储存和 利 ) }J
,

堆

响十分明显
。

海拔每升右 1 0 0米
, z毛温下降 0

.

56 ℃ ,

降水址增加 0] 一 12 毫米
,

土壤水分含谈有 佼

大提高
。

如西 吉
、

海原
、

固原三县
,

降水量 4 00 一50 0毫米
,

变化不大
。

但调查之处的 海 拔 高 度

依次是 2 , 0 0 0米
、

i ,

8 5 0米
、

i , 6 5 0米
,

土壤含水量也对应变化
,

依次为 1 5
.

0 %
、

1 3
.

2 %
、

和 1 2
.

3%

( 干士重
,

以下 同 )
。 才毛象因子决定了大而积

、

大地 区的土壤水分状况
,

人为难以改变
,

但通过

必要的具体措施
,

可以提高小地区土壤水分利用率
。

目前采取的较为有效的措施有地膜 川
、

沙石

田和减小林地密度等
。

如 田积莹等同志在海原研究表明
,

地膜 田会使 7 一 8 月份 的地温增位 2 一

3 ℃ ,

从而使 。 一50 厘米土壤层内的土壤含水量比对照田 降低 1
`

% ; 砂石田 既增溢又增加土壤的

蓄水能力
,

如早坡地 2 年砂石田
, o 一 50 厘米土壤层

,

降雨后的土壤含水 员 比 雨 前 平 均 增 加



2
.

8 %
,

比对照田多增加土壤水分 0
.

9 %
。

青海省化隆县脑山地区
,

地温较低
,

进行地膜覆盖洋芋

种植试验
,

使全生育期地面积温增加 30 0 ℃ ,

基本满足 了洋芋生长中对热量的要求
,

促进土 壤 水

分利用
,

使每公顷产量由 4
, 5 00 公斤猛增到 4

.

5万公斤
。

3
、

提高施肥水平
,

以肥调水
。

目前
,

人们普遍重视农作物施肥
,

对提高土壤水分利 JIJ率作川

较大
。

定西实验区于 1 9 85 年对春小麦试验得出
, 2 米土层高肥区比低肥区多利 Jll 土壤水分 5 8

.

93 毫

米
,

谷子试验高肥 区比低肥 区多利用土壤水分 1 2
.

57 毫米
,

豌豆地多利用水分 18
.

14 毫米
。

林地施

肥也有相同的作用
,

从固原
、

大通等地直观调查预计
,

对促进土壤水分利用都会收到好的效果
。

4
、

发展乔灌混交林
,

在黄土高原西部地区作用较为明显
。

据调查
,

乔灌棍交林比 同期 I
,

d地

纯林土壤含石
、

_

; .七低 3
.

4一 6
.

5 %
,

5 米土层折合 2 1 7
.

6一4 3 2
.

2 5毫米
。

乔灌棍交利用种间各自根 系

发展的方向
,

和吸水速率大小不 同
,

用水时间长短不一的特点
,

扩大根系吸水库容和累积鱿
,

提

高土壤水分利川率
。

由各处的土壤水分剖而看
,

都是主要地增强了对 3
.

5一 5 米深处土壤 水 分利

用量
,

一般比纯林土壤含水最低 4
.

4一 7
.

0 %
,

多利用水分 88 一 1 40 毫米
,

占到 5 米 : l: 层多 利 用水

分量的 1 / 3
。

5
、

改变耕作方式
,

在不同地区都有不同作用
。

如原区的深耕改土
,

扩大根业
,

多接纳雨水 ;

干
一

旱地区搞区域调水
,

既促进集中使用雨水
,

又使根系深扎
,

扩大吸水库容
。

以色列采取汇集水分

的办法
,

使降雨少于 1 00 毫米 的地区
,

人
一 l二首藉每公顷可生产干物质 4 一 6 吨

,

宁夏海原兴仁堡地

区
,

年降水 20 0多毫米
,

搞区域调水
,

挖反坡台田
,

产草量 比一般坡地提高 4 倍
;
甘肃 东 乡县锁

南镇高门村林地
, 1 9 62 年育苗

,

已 20 余载
,

一般杨树胸径只有 4
.

5厘米
,

高 4
.

8米
,

门前杨树
,

搞

径流引水
,

胸径达到 15 厘米
、

高 1 3
.

2米
,

生长速度增加 3倍
。

这些都是提高水分利用率
、

改变生

态条件的可行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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