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ul le t in
第0 1卷第 2 期
9 190年 4月

水土保持通报
of 5 0 11 an dYV at e re on s e rv a七i on

V OI
.

0 1N o。
2

A P r。 ,
1 9 9 0

灌木资源保持水土及开发利用的研究

杨吉华 李德生

( 山东农业大学 )

提 要

作者通过对山东省泰山
、

沂蒙山 区灌木资源及开发利用的综合性调查研究
,

指出该区灌木

资源曾由于人 为的滥砍滥伐
、

陡坡开荒
、

严重放牧
,

灌木资源一度遭到严重破坏
。

近 10 年来
,

在各级政府和水保等部门的重视下
,

全面封山育林
,

恢复和保护植被
,

使该区林种结构发生 了

根本性的变化
。

同时作者通过实地调查研究
,

运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对灌木林的生物学特性及土

壤物理性状进行 了分析研究
。

从而
,

为 山东省灌木资源的恢复
、

保护
,

水土保持效益及开发利

用灌木资源指出了方向和道路
。

山东省山丘总面积 8 00 0万亩
,

水地流失面积 6 4 00 万亩
,

占山丘区总面积的 80 %
,

每年土壤流

失量达 2 亿 m
3 。

由于土地和生物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水土流失的加剧
,

生态环境恶化
,

严重 影 响

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

山东省位于我国东部黄河下游
,

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区
。

热量资源丰富
,

光照充足
,

年平均

降水量在 5 50 m m ~ 9 50 m m之间
。

因此
,

灌木资源丰富
,

分布广泛
。

灌木的叶
、

枝
、

干
、

条
、

藤蔓
、

果实
、

花
、

种子
、

根等在食品
、

医药
、

轻化工业
、

编织
、

饲料
、

加工系列产品等方面有很高的经

济价值
。

在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
、

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
,

具有其他乔木树种不可代替的作用
。

但

是
,

由于重视乔木
,

忽视灌木
,

灌木资源破坏比较严重
,

利用率低
,

造成树种单一
,

林层单一
,

水土保持效益降低
。

作者从 1 9 8 7年开始对泰山
、

沂蒙山区进行综合性调查研究
。

一
、

研究地区概况

苔县阎庄乡玉皇山林场属于沂蒙山区范围
,

海拔高度 32 0m
,

坡度 15
。

~ 25
” ,

为低山丘陵区
。

母岩为沉积岩
,

土层厚度在 3 0c m 以下
,

褐色土
,

土壤粘重
,

是干旱痔薄山地的代表 类 型
。 1 9 8 2

年前
,

滥砍滥伐
,

陡坡开荒
,

严重放牧
,

造成植被稀少
,

只剩下 60 年代裁植的块状刺槐
,

侧柏等

乔木树种
。 1 9 8 2年水土流失调查结果

,

侵蚀模数达 4 5 2 0 t/ k m
2 ·

y ,

平均 年 侵 蚀 深 3 m m 以

上
。 1 9 8 2年以来

,

在苔县政府 的领导下
,

认真贯彻 《水土保持条例》 ,

制定地方法规
,

在县水保

办
、

林业局和阎庄乡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
,

进行小流域水土保持治理
,

全面封山育林育草
,

恢复

和保护植被
,

使林种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 1 9 8 9年春季进行调查

,

在林中空地和荒坡
,

耐干早疮

薄的灌木恢复生长
,

分布着块状
,

条带状
、

散生的酸枣
、

杠柳
、

黄荆
、

胡枝子
、

山葡萄
、

扁担杆

子
、

连翘
、

葛藤
,

灌木杜梨
、

拓树等
。

植被覆盖率增加到 85 %
,

侵蚀 模 数 为 1 s o o t / k m
“ ·

y,

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
。

为山东省 7 00 万亩干瘩山地的植被恢复
、

保护和开发利用 找 出一条有效

的途径
。

二
、

研究内容和方法

这次调查
,

根据灌木的集 中分布
,

确定紫穗槐
、

酸枣
、

杠柳
、

黄荆
、

灌木杜梨等进行比较详



细的研究
。

(一 ) 林分调查 在每一个灌木类型中选择两块标准地
,

林木数量 1 50 一 20 0株
,

测定林木的

根茎
、

树高
、

分枝数
。

根据每株调查 (每一个灌木类型选出标准株木 3 一 5株 ) 测定生物量和根

系分布
。

根据灌木资源的分布特点
,

块状分布采用标准地法调查
,

面积为 30 0 m “ 。

条带状分布采

用带状标准地法
,

带的宽度为 5 ~ 10 m
,

长度从山沟到山脊
,

每 10 ~ 15 m 设 一 标 准 地
,

面积

1 00 m : 。

散生分布采用大标准地 ( 1 公顷 )
,

按对角线选择 20 ~ 30 个小样方
,

样方面积 4 ~ 10 m
“ 。

计算出小样方内的株数
、

覆盖度
、

多度密度
。

每株测定与标准地法相 同
。

(二 ) 生物 t 的侧定 将标准株伐倒
,

分别对树干
、

枝条
、

叶片称其鲜重
。

地下部的根系采

用全部挖出法
,

按 i o e m分层
,

区分根颈
、

粗根 ( > 2 e m )
,

中根 ( i ~ 2 e m )
,

小根 ( 0
.

5~

1 )
,

细根 ( < 0
.

sc m )
,

分别称其鲜重
,

然后样品在 1 0 5℃的烘箱内烘干至恒重
,

得 出 标准株

的干物重
。

(三 ) 洲定灌木的根系分布特征 林木的根系在平地是以树干为中心
,

向四周呈放射状分布
。

在坡地上
,

根系分布不对称
,

上坡根幅短
,

下坡根幅长
,

两侧根系沿等高线伸展
。

挖掘后观察水

平根系的位置
,

测定水平分布范围
。

水平根系调查完毕后
,

将根系 自上而下截去一半
,

观测根系

的垂直分布范围
。

( 四 ) 浦定滋木林地土坡的物理性状 在标准地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段
,

测 定土 壤的容

重
,

土壤含水量
、

土壤总孔降度
、

土壤毛管孔隙度
、

土壤非毛管孔隙度
、

土壤最大持水量
、

土壤

饱和含水量
、

土壤贮水量
、

土壤渗透性等
。

三
、

结果及分析

(一 ) 土坡的物理性状宜接影晌土坡的 , 水保水性能 调查结果表明
: 紫穗槐林

、

酸枣林
、

灌木杜梨林
、

黄荆林
、

杠柳林的土壤容重分别比空地 小 1 6
.

5%
、

1 4
.

4%
、 1 6

.

2%
、

1 2
.

8%
、

9
.

5%
。

土壤总孔隙度分别比空地大 14
.

9 8%
、 1 0

.

8 7%
、 1 7

.

1 4%
、 1 3

.

2 9%
,
9

.

8 5%
。

非 毛 管孔隙

度比空地大 65
.

5%
、

53
.

9%
、

54
.

9%
、

43
.

6%
、
4 0

.

8%
。

非毛管孔隙度与总孔隙度之比为 22
.

08 %

20
.

9 1%
、 1 9

.

9 2%
、

1 9
.

1 0 %
、 1 9

.

3 1%
,

空地只有 1 5
.

0 7%
。

(见表 一 )
。

不同滋木林地类型土城物理性状侧定

林地类型
土壤容重

( g / e m 昌 )

表 1

…
{

…
!

…

总孔隙度

( % )

非毛 细管孔隙度

( % )

毛细管孔隙度

( % )

非毛隙管孔隙度
与总孔隙度之 比

( % )

杠 柳 林

灌木杜梨林

紫 穗 槐 林

酸 枣 林

黄 荆 林

空 地

5 7
。

9 6 1 0
。
4 2 4 3

.

5 4 1 9
。
3 1

5 7
。
5 4 1 1

。
4 6 4 6

。
0 8 1 9

。
9 2

5 6
。
4 8 1 2

。
2 5 4 3

。

2 3 2 2
。
0 8

5 4
。
4 6 1 1

。

39 4 3
。
0 7 2 0

。
9 1

55
。

65

4 9
。
1 2

1 0
。

6 3

7
。
4

4 5
。
0 2

4 1
。
7 2

1 9
。
1 0

1 5
。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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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得出
: 土壤的物理性状 以紫穗槐最好

,

其次为灌木杜梨林
、

酸枣林
、

黄荆林
、

空地最

差
。

(二 ) 不周滋木林地土滚的水分状况
。

森林土壤贮水量的多少取决于步壤的物理性状和土层



厚度
。

为了比较分析
,

土层厚度均按 20 c m 计算
。

土壤蓄水能力的大小则决定于非毛管孔 隙度的

多少
。

非毛管孔隙贮存的水分渗入土壤下层
,

变成地下水随着非毛管孔隙贮存水量的逐渐下渗
,

又逐渐恢复原来的贮水能力
, 为下一次降雨的贮存水分提供条件

。

所以土壤贮水量的大小决定土

壤非毛管孔隙度
。

不同灌木林地土壤贮水量见表 2

裹 2 不同滋木林地土城贮水 , (土城厚度按 20 c m计算 )

林 地 类 型
毛管最大持水量

(% )

土壤饱和含水量

(% )

土 壤 贮 水 量

( t /h
a )

杠 柳 林

灌木杜梨林

紫穗槐林

酸 枣 林

黄 荆 林

空 地

3 5
。

7 7

4 1
。

1 9

4 0
。

1

4 8
。

0 6

2 0 8
。

4

2 2 9
。

2

4 0
。
7 5

4 0
。

1 9

4 7
。

9 1 2 4 5
。

0

4 6
。

5 8

39
。
0 1

3 1
。

0 2

4 5
。

1 7

2 2 7
。

8

2 1 2
。

6

3 4
。

2 1 1 4 8
。

0

由表 2得 出
:
土壤贮水量以紫穗槐林最大

,

其次为灌木杜梨林
、

酸枣林
、

黄荆林
、

杠柳林
,

空

地最小
。

因为紫穗槐林非毛管孔隙度大
,

吸收和贮存降雨的能力强
,

减少地表径流量
,

有效的防

止了水土流失
。

(三 ) 不同灌木林地的渗透速度 不同灌木林地土壤渗透速度取决于降雨量和降雨强度
。

在

相 同的降雨条件下
,

渗透速度的大小取决于土壤的容重
、

非毛管孔隙度
、

总孔隙度
、

土层厚度
。

渗透系数大
,

降雨后在地表停滞的时间短
,

很快渗入土壤中
,

减少地表径流量和冲刷量
,

从根本

上防止了土壤侵蚀
。

不同灌木林地土壤含水量与土壤渗透系数关系
,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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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看出
,

随着降雨量和降雨强度

的 增加
,

土壤含水量相应增加
,

土壤的渗

透系数逐渐下降
,

呈负相关
。

在土壤含水

量相 同的条件下
,

渗透系数以 紫 穗 槐 最

大
,

其次灌木杜梨林
、

黄荆林
、

酸枣林
、

杠柳林
。

以土壤含水量 10 % 为指标
,

紫穗

槐林是空地的 8
.

9倍
,

灌 木杜梨林是空地

的 7
.

8倍
、

黄荆林为 5
.

8倍
、

酸枣 林 为 5
.

0

倍
、

杠柳林为4
.

3倍
。

紫穗槐林枯枝 落 叶

量大
,

覆盖度大
,

根系分布范围广
,

而且

密集成 网状根系有根瘤菌
,

增加土壤的氮

素含量
,

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
,

形成团粒

结构
,

增加土壤的渗透速度
,

减少地表径

流
,

防止冲蚀
,

保持水土的性能强
。

211 2 4

土坡含水童 ( % )

图 1 不同滋木林地土坡含水 , 与土峨渗资系数关系图

(四 ) 不同滋木林地的生物产 t 生物量是净光合产物的积累量
。

林地的生物产量高
,

说明

林地对光能利用率高
,

叶面积大
,

光合作用强
,

营养物质的消耗量少
,

充分的利用空间和土壤中

的水分及矿质营养
。

我们测定的生物产量是林地的现存量
,

不包括每年的枯枝落叶量和每年收割



裹 3不网滋木林绝炎过生物产皿 (灯 ha )

林 龄
林地类型

( y )

粉 度

( 株 / h
a )

地上部
:

的生物量

( t / ha )

地下部生物量

( t / ha )

生物总摄

( 七 / ha )

年生物产 t

(七 / ha )

杠 柳 林

灌木杜梨林

紫 穗 槐 林

酸 枣 林

黄 荆 林

拓 树 林

1 3 0 6 0 0
。

687 5 1
。

2 31 5 1
。

1 97 1 0
。

47 9 3

1
。

5 3 94

2
。

2 05 3

1
甲

54 5 5

1
。

5 2 0 0

1
。

54 91

2
。

5 37 04
。

07 64 0
。

67 4 9

5
。

04 07 9
。

2 64 8 1
.

2 01 4

1
。

4 6 9 0 3
。

2 5 3 9O
。

8 0 9 9

2
。

07 4 0 3
。

7 5 0 6 0
。

8 97 2

1
。
4 4 0 02

。
1 8 9 9 0

。
7 4 5 9

00口八UO
拓11ù八U11U nn甘仲了内O勺̀内U nó内Oē吕ùód ln内甘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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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枝条量
。

由表 3可知
,

在土层厚度 2c0 m的干早搭薄山地
,

6 年生 紫 穗 槐林 地 上 部 的生 物 量为

2
.

20 35 灯h a ,

但是
,

紫穗槐林每年落叶后全部割条
,

所以总的地上部的生物产量是现存 量 的 近 6

倍
,

根系的生物量为 5
.

004 9t / h a 。

紫穗槐林的年生物量最高
。

其次为黄荆林
、

酸枣林
、

拓树林
,

灌木杜梨林
、

杠柳林
。

(五 ) 不同滋木类型很系的保土性能 灌木具有强大的根系
,

垂直分布探
,

水平分布广
,

对

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
,

固结土壤和母岩
,

防治水土流失起着重要的作用
。

不同灌木林类型的根系

结构
,

见表 4
。

裹 4 不同滋木林类纽的根系结构

树 种

杠 柳

灌木杜梨林

象 穗 槐 林

酸 枣

黄 荆

林林龄龄 密 度度 地 上 部 分 }}} 水 平 根 系系

((( y ))) (株 / h a )))))))))))))))))))))))))))))))))))))))))))))))))))))))))))))))))))))))))))))))))))))))))))
树树树树 高高 根 径径 冠 幅幅 根 幅幅 主要侧侧 最长根根 提终 }}}

主要直直 细 根 密密

((((((( m ))) ( C m ))) ( m ))) ( m ))) 根数数 ( m ))) ` m , 111根数数 集 范 围围

44444 1 3 0 6 000 0
。

4 777 0
。
5 11111 0

。

6 555 333 0
。
4 555 0

。
4 666 222 1 0~ 30 C功功

66666 8 6 0 000 0
。
8 000 1

。
3 88888 2

。
8 555 222 1

。
9 666 0

。

3000 /// 1 3~ 1 8 C功功

66666 5 2 1 999 0
。
9 999 0

。
6 33333 3

。
5 666 1 000 2

。
3 222 0

。

8 666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1 1 0 0 000 0
。
5 111 0

。

6 11111 1
。
8 555 222 1

。

3555 0
。

3888 ///
石

户响如碑 J Q C口
,,

44444 1 0 0 0 000 0
。

9 111 0
。
5 99999 2

。
1 555 666 1

。
4 333 0

。

6 000 333 1 0~ 1 8 C玫玫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30 C欢欢

由表 4 看出
,

根系的水平分布紫穗槐单株根幅 3
.

56 m
,

互相连接
,

密集成网状
,
黄 荆 单 株

根幅 2
.

15 m
,

细根多
,

固结土壤能力强 , 灌木杜梨林为 2
.

85 m
,

酸枣林 1
.

85 m
、

杠柳林 o
.

65 m
。

但是
,

灌木杜梨
、

酸枣
、

杠柳根系分布是单根延伸
,

侧根少
,

细根少
,

固结土壤性能较差
。

从根

系的垂直分布看
,

紫穗槐根深 0
.

86 m
,

黄荆根深 0
.

60 m
,

酸枣林。 ,

38 m
,

灌木杜梨林。
.

30 m
,

杠

柳林。
.

46 m
。

灌木林的根系都能伸入页岩缝隙内生长
,

固结土壤和母岩
,

防止山剥皮
、

滑坡
、

山

崩等
。

四
、

灌木资源的分布及开发利用途径

1
。

破枣 (Z 泛 y p h 。 : sP in o s u s ) 山东各地均有分布
,
主要分布于鲁中南山地丘陵区

,
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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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800 m以下的向阳山坡
。

如泰山
、

沂山
、

蒙山
、

鲁山
、

枣庄
、

沂源等地
。

酸枣果 近 球形
,

味

酸
,

果可制酸枣汁
、

酸枣酒
、

饮料等
,

可提炼色素
,

4 年生酸枣林亩产酸 枣 340 k g
。

种仁 有 镇

静安神功效
,

能治失眠烦躁
,

花是优 良蜜源
,

叶子含营养丰富
,

可作饲料
。

2
.

黄荆 ( V i t e x n e g u n d o )
。
山东无论青石山

、

砂石山普遍生长
。

垂 直 分 布 在 海拔 9 8 0m

(如泰山朝 阳洞附近 )
。

多见于较缓的向阳山坡和疏林中
。

是耐干早瘩薄约保土灌木
。

茎材黄白

色
,

韧性强
,

是优良的手杖材料
,

枝条柔韧可作编织材料
,

茎皮为造纸和人造棉原料
,

花为重要

的蜜源
,

根
、

茎
、

叶及果实入药
。

3
.

杠柳 (P er ilP co a s eP iu m )
。

落叶蔓生灌木
,

多生长于低山丘陵的林 缘
、

沟坡
、

地 埂及

河边
。

垂直海拔不超过 40 0m
,

喜向阳温暖肥沃土壤
,

在干早痔薄 山地生长较差
。

杠柳茎和根皮

含数种杠柳贰
,

其根皮入药
,

称
“
北五加皮

” ,

有祛风湿
,

健筋骨
,

强腰膝
、

,

消水肿之效
。

茎叶

乳汁含有橡胶成分
。

种子可榨油
,

含油率 10 %
,

韧皮纤维可造纸或代麻
。

4
。

滋木杜裂 ( P y r u s b e f u l a e f o l i a )
。

山东省胶东
、

鲁中
、

鲁南山区丘陵都有分布
。
多生长

于海
`

拔 1 Oo o m 以下的向阳山坡及山谷地
。

适应性 强
,

耐寒
、

抗早
、

耐痔薄
。
主要 作为 白梨的砧

木
,

所嫁接的白梨具有杭逆性强
,

结果早
,

高产稳产寿命长等优点
。

木材坚硬
、

细致
、

纹理直
,

可用于家具
、

雕刻等细工用机 树皮含揉质可提制拷胶
。

5
.

策旅槐 ( A m o r p h a f r u t i e o s a )
。

山东各地普遍栽植
。

耐干早痔薄
,

抗盐碱
、

耐水湿
,
是

干早痔薄 山地造林的先锋树种
。

紫穗槐枝条柔软通直
,

为重要的编织材料及造纸
、

人造纤维的原

料
,

在土层 20 c m的粘土和砂壤土上年产鲜条 2 00 Ok g /亩
,

在土层深厚 的 淤积 地 上年产 鲜条

4 1 00 k g /亩
。

嫩枝叶作绿肥
,

叶干后加工饲料
,

营养丰富
,

年 产 干叶 3 0 o k g /亩~ 60 o k g /亩
。

花为蜜源
,

种子含油 10 %可供制润滑油及甘油等
。

紫穗槐是优良的经济保土灌木
。

* 本项研究在许慕农教授指导下进行
,

为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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