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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半干旱区沙棘林

净初级生产最与耗水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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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 以吴旗飞播和人工建造的沙棘林 14 年定位试验研究资料为依据
,

论述了黄土高原半

干早区沙棘成林特点
、

生物量
、

蒸腾强度
、

耗水量和林地土壤水分动态
。

研究结果表明
: 3 ~ 4

龄沙棘开始根粟繁殖
,

8 龄林密度达最大值
,

随着对水
、

光 的竞争
,

密度又趋变小
,

其密度
、

生物量因水分条件不同而不同
。

5 ~ 13 龄沙棘林地 年 平 均 总 耗 水量为 3 62 m m
,

较同期平

均年降水量 35 5 m m 略高
。

其中平均年蒸腾耗水 量 2 62 m m
,

占 总耗水 量 的72
。

4 %
。

对 照

荒山平均年耗水量 36 6 m m
,

其中蒸腾耗水量仅 占1 3
.

9 %
。

荒山植被生产 1 9干物 质 的 总 耗

水量是沙棘的 6倍
。

5 一 13 龄沙棘林净地上初级生产量是荒山植被的 5
.

8倍
。

沙棘 林 地 3 ~

s m深土层储水严重亏缺
,

但 1 一 Z m 土层水分可得以补偿
,

且持水量较荒山高
,

所 以不仅

沙棘可正常生长
,

其林下草被生长亦较对照荒山植被为好
。

关健伺
:

沙棘林 黄土高原 净初级生产量 水分利用率 蒸腾强度

沙棘 ( H `夕尹。 , h。 。 , h 。 二 : 。 ￡己。 。
) 在黄土高原半干早区分布较广

,

是一种兼有 较 大 生 态功

能和经济价值的珍贵植物资源
。

由于它有适应性广
、

生长迅速
、

根粟萌生力强
、

郁闭 度 大 等特

点
,

曾在该区作为优良的水土保持林
、

薪炭林树种种植
。

自八十年代以来
,

随着国内外对其有用

成分的开发利用
,

沙棘 己作为特种经济林在我国大力发展
。

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在 1 9 8 5年提出以开

发沙棘资源作为加速黄土高原治理的一个突破 口
。

加速建造大面积优质
、

丰产的沙棘林是开发沙

棘资源的基础
。

为此
,

我们在 1 9 7 5~ 1 9 8 5年吴旗飞机播种沙棘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和 1 9 8 6一 1 9 8 9年

在吴旗进行建造人工沙棘林试验的同时
,

对沙棘林净初级生产量
,

耗水量及林地土壤水分动态进

行了研究
,

以期为评价黄土高原半千早区大面积建造沙棘林的水分生态条件和生产潜力
,

合理经

营
、

更好地开发沙棘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试验区的自然条件

试验区设于陕西省吴旗县西北的王洼子
、

铁边城和新寨三乡镇的飞播和人工沙棘林地
。

位于

北纬 3 6
0

4 0 产~ 3 7
0

2 4 产 ,

东经 1 0 7
0 3 6 `

~ 1 0 8
“
3 2 ` ,

为洛河河源梁赤状丘陵沟壑区
,

土壤为黄绵土
,

海

拔 1 3 6 5一 1 6 5 om
。

年平均气温 7
.

5 ,C
,

最低 一 2 7℃
,

最高 3 5
。
5℃

。

无霜期 1 2 0天左右
。

年平均降

水量 36 0~ 38 o m m
,

年蒸发量 1 30 o m m
,

千燥度 3
.

5
。

该试验区在植被区划上属温带 草 原 带 灌

丛草原区
。

40 年前
,

尚有天然沙棘灌丛
, 目前天然灌丛已破坏殆尽

。

天然植被主要为 本 氏针 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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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 。 云s ￡a 夕仇 e l云” 11) 等组成的草本植物群落

。

覆盖度 2 0%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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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验研究方法

(一 ) 净初级生产 . 洲定

在各类型沙棘林样地内
,

每年从 5 ~ 10 月定期随机取样
,

测定样方内每木地上生物量
。

样方

面积 5 m x Z m或 s m 义 4 m
。

对林下枯枝落叶和草本层亦进行相应调查
〔 ` , 。

(二 ) 燕腾强度及燕腾耗水 t 侧定

在测定净初级生产量的同时
,

生长季每月用扭力天平快速称重法测蒸腾强度
。

根 据 蒸腾 强

度
、

相应的叶量和蒸腾时间计算蒸腾耗水量
。

沙棘林下杂草及荒山植被通过测定优势种的蒸腾强

度和叶量计算蒸腾耗水量
。

(三 ) 土坡水分洲定

每年生长季始末测定土壤湿度
,

根据土壤湿度和土壤容重计算土壤储水量
。

通过一年内土壤

储水量变化和降水量计算年总耗水量
。

三
、

试验结果及分析

(一 ) 沙棘成林过程及群落特征

飞播和人工栽植的沙棘
,

在成苗和成活后便进入迅速生长阶段
。

表 1 反映了吴旗 1 9 7 7年飞播

区 沙棘 13 年中成林过程
。

飞播当年
,

平均每亩有苗 7 94 株
,
有苗面积率达 72 %

,

但因第 2 年 沟 坡

幼 苗遇晚霜危害几乎全部死亡
,

仅有 39 %分布于梁赤坡的幼苗保存
。

3 ~ 4 年后沙棘生长加快
,

4 ~ 5 年后开始根孽繁殖 (水分好的沟坡第 3 年即有根孽苗产生 )
,

密度和生长量逐渐达高峰
,

并

开 始开花结实
。

随着根集苗的增加
,

形成以母株为中心的郁闭团状灌丛
。

在以梁那坡成林为主的

王 洼子播区第 8 年密度达最大值
。

随着密度的增大
,

对水
、

肥
、

光的竞争加剧
,

出现被压木
。

在

团 状丛中出现枯稍和死株
,

产生自然稀疏
,

第 8 年以后
,

密度逐渐变小
,

株高生长也趋于平稳
,

进 入旺盛结实阶段
。

沙棘为具根瘤的胡颓子科灌木
,

可肥地改土
。

所以 7 ~ 8 年以后
,

随着沙棘

密 度减小
,

林内天然草类生长繁茂
,

形成林茂草丰
,

覆盖度达 80 % 以上的灌木一草本群落
。

裹 1 奥旗飞播沙棘成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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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保存面积率指有苗面积 ( 70 株 /亩 ) 以上占飞播有效面积的百分率

。

( 二 ) 沙棘林地上净初级生产 t

净初级生产量是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太阳辐射能所积累的千物质生产量
,

它是除植物

本 身生命活动消耗外所剩余的有机物或固定的太阳能量
。

净初级生产量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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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n = △B + L + G

,

式中 P
。

为净初级生产量 ; △B为生物量增量 ; L为枯枝落叶量 , G为被动物采食的 生 物量
。

本试验研究中
,

动物采食量很少
,

未进行测定
〔 ` ’ 。

衰 2 沙棘林地上净初级生产皿 (习 /m
Z 。 a )

(年 )

项 目

茎生物量

叶生物量

果生物量

枯枝落叶量

林 内杂草生物量

沙棘林总地上净初级生产量

对照荒 山地上净初级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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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为沙棘播种后第 1年至 13 年地上挣初级生产量动态
。

可 以看出不 同生长年限的沙棘生长

发育阶段不同
,

净初级生产量亦不同
。

第
一

3 年开始迅速生长
,

净初级生产量即 达 26 9 9 / m
’

(包

括林内杂草 45 9 / m
’
)

,

为同期封禁荒山的 5 , 2倍
。

当第 8 年密度达最大值时
,

净初级生 产 量 亦

达第 1 峰值 6 00 9 / m
“ 。

由于密度过大
,

9 为 n 年净初级生产量反呈下降趋势
。

第 13 年密 度 由每

亩 1 90 。株下降到 7 34 株
,

而净初级生产量却增加为 64 5 9 / m
“ 。

林内杂草亦达峰值
,

为 2 25 9 / m
Z 。

这是沙棘通过自然稀疏以适应生态条件
,

维持较合理的群落结构和较高初级生产量的自我调节功

能
。

3 一 13 龄沙棘林平均地上净初级生产量为 4 38 9 /m
“ ·

a是荒山植被 的 5
.

8倍
。

从茎
、

叶
、

果 生

物量的比例看
,

果实所占比重较小
,

所 以选育
、

改 良品种
,

提高果实产量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

要 问题
。

沙棘在不同立地条件下生长状况和地
_

L 净初级生产量亦不同 (表 3 )
。

沙棘系阳性树种
,

不

耐遮荫
,

但从表 3 可 以看出
,

在黄土高原半干早 区
,

水分是影响林木生长的主要因子
,

所以沟坡

的沙棘生产
.

量均比梁赤坡高得多
。

(三 ) 沙棘林的燕腾耗水

植物从环境中摄取的各种物质 中数量最大的是水分
,

其中 5 %左右的水用于维持原生质的功

能和进行光合作用
,

而大部分以水蒸汽的形式从气孔蒸腾掉
。

植物的蒸腾作用是水分生理 的重要

特性之一
,

它是植物水分支出的重要指标
。

1 9 8 。~ 1 9 8 1年
,

我们对沙棘和荒山植被优势种的蒸腾

强度进行了测定
。

图 1
、

图 2 分别是其蒸腾强度的 日动态和月动态
。

蒸腾强度随植物生物生态学

特性
、

生长发育节律和环境生态条件的不同面不同
。

气温
、

太阳辐射
、

大气湿度
、

土壤湿度等因

素都可影响蒸腾强度
。

由图 1可见
,

沙棘蒸腾强度的 日动态和年动态有相似的变化规律
。

即均有

明显的峰值
,

其峰值在一年中出现在气温最高的 7 月
,

在一天中则出现在 13 ~ 1 s h
,

看来气温 对蒸

腾强度的影响很大
。

但在 日变化中
,

蒸腾强度的峰值与气温峰值不完全一致
,

特别在炎热的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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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3 不同立地条件沙棘地上净初级生产 ,

林 龄 密 度

(株 /亩 )

株 高
播种方式 立地条件

(年 ) ( m )

地 径

( e m )

地上净初
级生产量
( g /m

舍 · a )
调查地点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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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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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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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6

2 ~ 7

4 ~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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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上,上

播播飞飞

3 ~ 7

3 ~ 8

播播飞飞

人工撒播

人工撒播

东向劳坡

东向沟坡

北向劳坡

北向沟坡

北向如坡

北向沟坡

北向劳坡

北向沟坡

北 向那坡

北 向沟坡

1
。

4~ 3
。

5

1
。
7~ 4

,

3

2
。

4~ 3
。
9

2
。
8~ 6

2
。
7~ 4

2
。
8~ 4

。
8

2
。
2~ 6

。
0

2
。

4~ 6
。
5

2
。

5~ 3
。
8

2
。
8~ 8

4 ~ 8

6 ~ 1 2

梁石湾 1 9 89年 1 0月

许寨子沟 1 9 8 3年 口月

水头 1 9 8 3年 9 月

拐沟19 5 3年 9 月

许寨子 1 9 8 9年 1 0月

许寨子 1 9 5 9年 1 0月

钻洞 1 9 89年 1 0月

柳沟 1 9 8 9年 1 0月

水头 19 8 9年1 0月

拐沟 19 5 9年 1 0月

例如
, 1 9 8 1年 7 月 10 日蒸腾强度的峰值仍出现在 1 3 h (气温 27 ℃ )

,

而气温的峰值却出现于 14 ~

1 5 h ( 30 ℃ )
。

在沙棘蒸腾的日变化中 7 h和 1 9 h测得的蒸腾强度均很微弱
,

为。
.

04 ~ 0
.

05 9 / g
·

h,

” h以后则更微弱
,

故未进行测定
。

同样在年动态中
,

10 月蒸腾强度急剧下降
,

1 9 8 0年 10 月 12 日

日平均蒸腾强度为。
。
1 1 3 9 / g

·

h
。 1 9 8 。和 1 9 9 1两年间同一沙棘林蒸腾强度亦存在较大差异

。

1 9 8 0

年 5 龄沙棘林年平均蒸腾强度为 0
.

6 28 9 / g
·

h
,

而 19 81年 ( 6 龄 ) 则 为 。
.

3 77 9 / .g h
。

看 来乳造

成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
,

是多种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
。

口内日月ónUllné

ḕ
.

之e峨服公燎

图 1
、

图 2 还表明荒山植被蒸腾强度的变

化略平稳些
。

1 9 8 1年年平均蒸腾强 度 为 0
.

66

g / g
.

h
,

与沙棘蒸腾强度接近
。

奋 0二

卜杯公人 , 一 、 _ _
_
_

人

ǎ二
.

。、了侧眼t摊

。}
.

啥
1 3 ! 5 17

时间 (卜)

一一一一荒山位被

4 5 ` 了 . 9 10

则何 (月 )

—
沙棘 一~ 一一 荒山值恢

ll林

沙é一一
.

图 1 蒸腾强度 日动态 ( 1 9 8 1年 7 月 1 0日 ) 图 2 蒸腾强度月动态

蒸腾耗水量是植物由于蒸腾消耗水分的多少
。

它由蒸腾强度
、

植物叶量和蒸腾时间之乘积表

示
。

在一年生长季内
,

沙棘林蒸腾耗水量随蒸腾强度及叶量变化而变化
。

据 1 9 8 1年测定
,

4 月当

气温上升到 10 ℃以上
,

沙棘即先叶开花
。

5 月叶鲜重为14 6。 5 9 / m
“ ,
月蒸腾耗水量 1 6

.

8m m
,

为

对照荒山植被的 4
.

4倍
。

7 ~ 8 月沙棘枝叶繁茂
,
需水量达最大值

,
月蒸腾耗水量分别 为 4 9

.

9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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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林下杂草蒸腾耗水 1 0
.

g 4m m )
、

38
.

4 m m (包括林下杂草蒸腾 9
。
6m m )

。
1 9 81 年沙棘林

地年蒸腾耗水量为 1 5 9
.

6m m
,

其中林下杂草蒸腾耗水 3 8
.

8m m
,

为封禁 5年荒山植被年蒸 腾 耗

水量 ( 5 2m m ) 的 3 倍
。

表 4所示沙棘林与荒山植被总耗水量与蒸腾腾耗水量的年际变化
。

1 9 7 7年飞播区沙棘林在 1 9 8 1

~ 1 9 8 9年平均年总耗水量 (指蒸腾耗水量
、

蒸发量与径流量等水分支出的总 和 ) 为 36 2 m m
,

较

同期平均年降水量 ( 3 5 5m m ) 略高
。

其中平均年蒸腾耗水量为 2 62 m m
,

占总耗水量的 7 2
.

4 %
,

而对照荒山植被 9年平均年总耗水量为 3 66 m m
,

其中蒸腾耗水量仅占 1 3
。

9%
。

荒山植 被 总 耗水

量为沙棘林的 1倍
,

但沙棘林蒸腾水量为荒山植被的 5
。

1倍
,

说明沙棘生产性耗水 比荒山植被高
,

衰 4 沙棘林地与封续策山植被耗水皿年际变化

1
1

…
一

…l
!

…
!! l

…
…一s m土层 }年降水量 总耗水量

储水量
( m m )

蒸 腾

耗水量 耗水系数
( m m )

净地上初

级生产量
( g /m

“ ) ( m m ) ( m m )

蒸腾

系数

水分有效

利用系数

水分利用率
( g /m

2 .

m m )

0
。
7 1

0
。
2 3

1
。
2 4

0
。

3 6

0
。
7 7

0
。

1 5

。
5 0

。
1 9

。
8 5

。
1 8

。
3 7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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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
.Q透
ù勺,土内01勺O白迁一

1605222038221493277035377267妞21338212约38146
比J丹J工óJ,土OU00QU00,曰njc入ù及nU八0njt了O公厅̀222228262526如4445貂42此252930235560

勺ler
.

!
一

!
ú

……
……
一
l

28080427503558060090557100420784135065585645130
329196277440侧372188420431

507570418505436514377469506淤413465351357468364340540

生长与封

禁 年 限

5

…
沙 棘

( ` g “ 年 ’

i严
山植被

.

“
严 棘…

( 1 9 8 2年 ) !荒山植被 {

7

( 1 9 8 3年 )

8

( 1 9 8 4年 )

9

( 1 9 8 5年 )

1 0

( 1 9 8 6年 )

1 1

( 1 9 8 7年 )

1 2

( 1 9 8 8年 )

1 3

( 1 9 8 9年 )

荒山植被

荒山植被

0
。
6 6

0
。
1 6

沙 棘

荒山植被

沙 棘

荒山植被

沙 棘

荒山植被

沙 棘

荒山植被

沙 棘

0
。
7 8

O
。
1 5

1
。
Z Q

0
。
2 0

1
。
2 3

O
。
1 9

。
6 2

。
1 0

0
。
9吕

0
。
1 8

1
。
6 5

厅才汽匕汽匕,
11n1舀

…
n甘,曰八廿

0
。
8 5

0
。
1 3

0
。
7 0

0
。
2 1

荒山植被

0
。
6 8

0
。
0 8

1
。
1 5

0
。
2 1

荒山的水分主要消耗于土壤蒸发
、

径流等无效耗水
。

沙棘生产 1 9 干物质总耗水 7 55 9
,

其中蒸腾

耗水 55 1 9 ,

而荒山生产 1 9干物质蒸腾耗水 6 44 9 ,

但总耗水量却达 4 5 01 9
。

沙棘水分有效 利 用

系数为荒山植被的 5 倍
。

如用水分利用率 ( 1 m m水每 1 m
Z

生产的地上千物质克 数 ) 表 示
,

沙

棘林和荒山植被分别为 1
。

39 9 / m
Z ·

m m和 。
。

24 9 / m
Z ·

m m
。

总之
,

从以上 各 项 目 比 较 表明
,

沙棘林地对水分的利用比荒山植被经济
,

利用率高
。

这与沙棘林的群落学特性有关
。

由于沙棘林

地郁闭快
、

郁闭度大
,

能形成较密的林冠层
、

茂密的草被层和枯枝落叶层
,

这对减弱降水形成的

地表径流
,

增加水分入渗
,

有效地防止土壤侵蚀
,

减少土壤表面水分蒸发起较大作用
。

加之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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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发达的水平根系
.

能有效地利用土壤水分活跃层中每次降雨后补偿的水分
,

这样使土壤水分

的有效性大大提高
。

(四 ) 沙棘林地土坡水分的利用

沙棘林地的净初级生产量较荒山植被大幅度提高
,

所以消耗了部分土壤储水
,

而且随林龄增

加
,

沙棘根系不断下伸
,

使越来越深的土层水分亏缺加剧
。

据调查 5 龄沙棘根深 1
.

8~ 4
.

5m
,

13

龄者达 4
.

5~ 6
.

5m
。

在半干早的吴旗
,

沙棘根系所达土层含水率降为 4 % ~ 7 %
,

而根系未达土

层土壤含水率为 7
.

5% ~ 9 % (图 3 )
。

由表 4 可 以看出
, 1 9 8 1年生长季 前 ( 5 月 ) 5 龄沙棘林

地 s m土层储水量为 4 03 m m
,

若以 4 %为凋萎湿度计
,

其中有效水仅 14 3m m
,

至 1 9 89年生长季

末
, s m 土层储水量为 3 40 m m

,

其中有效水为 80 m m , 9 年内沙棘林地 总 耗 水量较同期降水量

多 6 3 m m
。

而荒山植被 1 9 8 1年 5 月 s m 土层储水量为 4 6 4m m
,

其中 有 效 水 Z o 4m m
,

至 1 9 8 9年

生长季末 s m 土层储水量为 36 4m m
,

其中有效水也只有 1 04 m m
, 。

荒 山 植 被土壤水分雨季 后

一般可补偿至 1 ~ Z m ,
而沙棘林地一般补偿到 0

。
6一 l m

,

仅 在 1 9 8 5 年 补 偿 至 2
。

s m
。

由于

沙棘林地土壤物理性质得到改善
,

持水力提高
,

土壤水分活跃层的含水率往 往 高 于 荒 山 植 被

(表 5 )
。

另外
,

从表 4 可见
, 1 9 8 1年

、

1 9 8 3年
、

1
.

9 8 5年
、

1 9 8 8年四年中
, s m 土 层 储 水 量

表 5 沙棘林与荒山植被土坡水分亏缺与补偿比较

于
一

几
:

’

奋翁布{公兵

一二
都较前一年增加

,

同时亦超过 1 9 81 年 5 月的储水量
,

说明沙棘林地土壤水分 除 深 土 层 储 水 略

有减少外
,

在丰水年 1 ~ 2
.

5 m土层水分可得 以补偿
, 9 年中 s m土层储水基本处于波动性 的 平

衡 之中
。

即在较干早年份土壤水分亏缺较多
,

在丰水年可接纳较多降水使土壤水分可得 以较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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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
,

更有效地发挥土壤水库的调节作用
,

从而

维持 了较高的净地上初级生产
.

量
。

例如
,

经过

1 9 8 7年特大干早年后 (年降水量仅 1 88 m m )
,

1 9 8 8年
、

1 9 8 9年沙棘林地依靠较充沛的降水获

得高于荒山植被 5 ~ 8 倍的地上净初级生产量

(其中林下草被生物量较荒 山植被高 2 倍 )
,

且 1
.

5m 土层 含水率高于荒 山
。

足见深土 层 的

水分亏缺对沙棘林及其林下天然草类的生存与

生长并未造成不利影响
,

而在较干早年份荒山

1
。

s m 以内土壤含水率 比沙棘林更低

(五 ) 提高沙棘水分利用率的营林措施

半干早地区造林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利用有

限的降水资源提高造林成活率
,

增加干物质产

土壤含水率 (干土重写 )

10 1 2 14

尸 一 一 荒 LIJ ( 15分1牟 )

一一 5龄沙棘林 ( 199】)

-长甲 荒山 ( 1 964年 )

一
.

一 e价沙林林 ( ! 9日4年 ,

一
匀幼沙棘排 ( 19 8 5、

伽200翔姗

份。à鲜绮贬+f

溯咖

图 3 不 同龄沙棘林土壤含水率

量
,

在沙棘成林过程中
,

我们 自 1 9 8 2年开始
,

根据立地条件将沙棘林进行了不同利用方向的抚育
,

以

有效地发挥其生态和经济效益
。

通过采取平茬
、

疏伐
、

修枝
、

整地和施肥等措施
,

提高了沙棘林

的土壤含水率与水分利用率 (表 6 )
。

这样将沙棘林抚育成不同利用方向的林分
,

即水土保持林
、

果用林
、

小径材林和薪炭
、

放牧兼用林
。

表压 沙 棘 林 抚 育 热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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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论与讨论

1
.

根据 14 年沙棘成林过程的试验观测
,

沙棘靠其根孽繁殖能迅速形成郁闭的团状灌丛
。

随

着沙棘的 自然稀疏
,

能形成 良好的灌木— 草本群落
。

3 一 13 龄沙棘林平均地上净初级生产量为

4 3 8 9 / m
Z · a ,

是荒山植被的 5
.

8倍
。

2
。

5 ~ 1 3龄沙棘林年平均总耗水量为 36 2m m
,

年蒸腾耗水量为 26 2 m m
,

荒山植被年总耗

水量为沙棘林的 1 倍
,

但沙棘林年蒸腾耗水量为荒山的 5 , 1倍
,
说明沙棘生产性耗水比荒山植被高

。

沙棘生产 1 9千物质总耗水 75 5 9 ,

其中蒸腾耗水 5 5 19
,

荒山植被生产 1 9干物质蒸腾耗水 6 4 4 9
,

总耗水量高达 4 5 0 1 9 ,

沙棘水分有效利用系数为荒山植被的 5 倍
。

沙棘林水 分 利 用 率 为 1
.

39

g / m
“ ·

m m
,

是荒山植被的 5
.

8倍
。

3
.

在干早年分土壤水分亏缺较多
,

在丰水年 1 ~ 2
.

5m 上层水分可得 以补偿
。

( 下转 8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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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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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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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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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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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易 效

2 0
。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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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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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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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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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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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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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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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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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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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9 8

8 8
。

3 3

1 8
。

9 3

8 3
。

6 9

1 8
。

4 5

8 1
。

5 6

1 7
。

1 3

7 5
。

7 3

1 8
。

1 7

8 0
。

3 3

1 8
。

2 3

8 0
。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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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结 论

1
。

在渭北旱源区
, 1 9 8 9年整个生长季节 ( 5 ~ 10 月 ) 20 龄人工油松林的蒸腾耗 水 量 可 达

2 4 2
.

9 6m m ,
占到同期降水量的 7 2

。
03%

。

气温是影响油松蒸腾的主要气象因子
,
其次 为 空气湿

度
,
光照强度只对 1龄针叶的蒸腾有较大的影响

,

对 2
、

3 龄针叶则影响较小
。

2
。

油松根系的吸水范围深达 1
。
s m 以下 ,

在此范围
,
可将人工油松林地土壤水 分 垂直分布

划分为根系微弱利用层 ( o ~ 20 c m ) 和利用层 ( 20 ~ 1 8 c0 m )
。

3
。

按照土壤水分对林木生长的有效性原理分析
,
油松林地土壤水分除在生长初期处中效水

平外
,
在整个生长盛期一直处于难效状态

, 长期处于生长阻滞含水量以下
。

林地土壤的有效贮水

经过生长季节损失了 4 1
。

9% ,
说明在生长季节

,
尤其是欠水年

, 土壤有效水的支出大于收入
。

4
。

荒草地 (对照 ) 土壤水分的垂直分布从上到下可划分为速变层 ( O 一 20 c m )
、

活跃层

(2 。一 1 2 c0 m ) 和次活跃层 ( 1 2。~ 1 8 c0 m )
。

土壤水分的季节动态规律与林地大 致 相同
, 而且

荒坡地土壤水分含量较林地为高
。

(上接第 97 页 )

沙棘林土层储水基本处于波动性的平衡之中
。

4
。

根据立地条件进行不同利用方向的抚育
,

形成了良好的沙棘水保林
、

果用林
、

小径材林

和薪炭
、

放牧兼用林
,

可提高土壤含水率
、

水分利用率
,

进而加速了植被建造
。

本研究仅是 15 龄前的沙棘林净初级生产量和耗水量动态
。

据国内外资料报导
,

沙棘生命周斯

长达数十年
。

在 15 龄以后
,

从中龄到老龄团状林
,

各阶段的产量和水分特性如何 ? 有待今后进行

长期定位观测
、

研究
,

以掌握沙棘从定居到旺盛生长
,

再到衰败各阶段的有关规律
,

并提出提高

生产力和水分利用率的有效措施
。


